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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
、

思想家
、

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

他立足于先秦时期各国的历史现

状
，

提出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精湛思想
，

其中对于
“

常
” “

变
”

思想的新的理解和让释
，

更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树一

帜的风格
，

为其变法图强的政治改革和秦的统一天下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

关健词
�

韩非� “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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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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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观念是较早地进人哲学领域的一种观念
。

客观世界无不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之 中
，

物换星

移
，

春华秋实
，

乃至
“

高岸为谷
，

深谷为陵
” ，

这些经

常变化的客观现实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之中
，

就逐渐

演化成了古老常新的变化观念
。

韩非则继承和发

展了古代历久弥新的常变智慧
，

以
“

常道
”

变化为内

在性根据和理论基础
，

充分实证了 自然
、

社会现象

中的常变统一运动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

最终为其变

法图强的改革 目标提供了现实依据
。

老子日
� “

道
，

可道
，

非常道
。 ”

川
�
荀子亦云

� “
天

有常道
，

地有常数
。 ” ��〕” ’

基于对先秦时期先哲们的
“

常道
”

思维的吸取和继承
，

韩非提出了对
“

常
”

风格

迥异的理解
。

他说
� “

夫物之一存一亡
，

乍死乍生
，

初盛而后衰者
，

不可谓常
。

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

生
，

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
‘

常
’ 。

而常者
，

无枚易
，

无定理
。

无定理
，

非在于常
。

是 以不可道

也
� ” 〔 ’ �’，，一切具体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

�

时事迁

移
，

无物常住
，

万物一存一亡
，

乍死乍生
，

初盛后衰
，

皆有其定理
� “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

川
‘��，

这是不能

叫做
“

常
”

的
。

只有天开地辟时产生
，

天地消散后仍

然不生不衰之
“

道
” ，

才是无定理
，

永恒存在的
“

常
” 。

在韩非看来
， “
道

”
是万物之所以这样或那样的

总根源
，

它包括万物之理
，

是万物的总规律
。

因此

只有
“

道
”

才能被称作
“

常
” ，

但是这种常也是相对而

言的
。

他认为
，

从道的永恒存在来看
，

道是不变的
“

常
” � “

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
，

至天地消散也不

死不衰者谓
‘

常
’ � ” 〔’ �‘” 但是从道的具体表现来看

，

道又是变化无常的
。

由于道是万物的根源和万理

的概括
，

而万物和万理又是多种多样
，

变化无穷的
。

故道在实际表现中
，

不能固执于定物
、

定理
，

必须因

物
、

随时而变化无常
�

他说
� “

道者
，

万物之所然也
，

万理之所稽也
。

……道者
，

万物之所以成也
。

……
万物各异理

，

万物各异理而道尽
。

稽万物之理
，

故

不得不化
，

不得不化
，

故无常操
，

无常操
，

是 以死生

气案焉
，

万智斟酌焉
，

万事兴废焉
� ” 〔’ ���，

在这里
，

常道是超越于变易
、

超越于定理的
，

它

超然于物外
，

可谓之不变
。

但常道又内在于万物的

变化之中
，

它
“

柔弱随时
，

与理相应
” �’ �‘�� ，

又可谓之

变化无常
�

故道无常操
，

即为
“

道
”

的变是不变 �常

道�的
，

变与常相为统一
、

互为条件
、

互相转化
。

韩

非之
“

道
” ，

常中有变
，

变中有常
，

借助于常变统一的

天道观
，

韩非为其运动变化思想找到了内在性和合

理性
。

既然万物总根源的
“

道
”

也贯穿着常变思想
，

那

么
，

这无疑为常变运动的存在找到了内在性根源和

终极依托
。

但是要使常变运动具有普遍必然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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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
，

韩非就必须立足于现实 自身
，

从 自然和社

会现象中寻求存在的意义
。

首先
，

韩非
“
以道为常

” �’ �’�� ，

认为
� “

道也者
，

道

常者也
。 ， 「’ �’��他认为

“

道
”

尽稽万物之理
，

是万事万

物中具有常住性的东西
，

也是保持事物 自身性质稳

定性的内在根据
。

因此万物 自身无不具有常住性
、

稳定性的规律
。

韩非主张
� “

夫物有常容
，

因乘以导

之
� ” �’ �‘��处在绝对运动变化之中的事物有相对静

止的一面
。

这种暂时的
、

相对的静止状态使事物能

够保持 自身的同一
，

即为
“

常容
” 。

正因为各个事物

都显示出
“

常容
” ，

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开来
，

人们才

能借以辨别它们
，

进而掌握事物的规律
。

其次
，

万事万物中也无不充溢着无时无刻的运

动变化
。

韩非极为重视事物在同一形式下发生的

性质上的变化
� “

夫势者
，

名一而变无数者也
。 ，
��� ’��

认为权势在形式上尽管相同
，

但内容却不一样
。

他

在 《诡使》 《六反》等文中就指出了大量名不副实或

名实相反的情况
，

因怕死而临阵脱逃的变节者
，

在

当时却被称为
“

贵生之士
” 。 “

贵生之士
”

与变节者

合而为一
，

表明
“

贵生之士
， 〔” ���在内容上已经发生

了质的变化
。

这种名实相异的情况表明韩非注意

揭露名与实的矛盾
，

主张
“

循名责实
” ，

力求透过现

象去掌握变化了的本质
，

实质上更为注重社会现象

常住性背后的变化特征
。

再次
，

自然和社会现象之中普遍存在的量变和

质变思想
，

是韩非常变同一观的集中体现
。

韩非认

为一切事物的变化是一个从小到大
，

从少到多
，

从

不显著状态到显著状态的发展过程
。

他说
� “

有形之

类
，

大必起于小 �行久之物
，

族必起于少
。

故 日
� ‘

天

下之难事必作于易
，

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
。 ， ， �’ �’�� ，

“

千丈之堤
，

以缕蚁之穴溃 �百尺之室
，

以突隙之烟

焚
。 ， ���‘��从

“

缕蚁之穴
”

的量变到溃
“

千丈之堤
”

的

质变
，

从
“

突隙之烟
”

渐变到焚
“

百尺之室
”

的突变
，

无不都是量的积累而最终引起事物根本性质的变

化
，

质变是量变的结果
。

同样
，

不光 自然物
，

社会事物中也普遍存在着

质量互变的变化
。 “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
，

如地形焉
，

即渐 以往
，

使人主失端
，

东西易面而不 自知
。 ” �’ ��”

因此
，

他说
� “

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
，

是谓微

明
。 ” �’ 〕 ‘��强调无论建设还是破坏某种事物

，

都要从

小处
、

易处着眼
，

一点一滴地做起
� “

是以欲制物者

于其细 也
。

故 日
� ‘

图难 于其易 也
，

为大 于其细

也
。 ’ ， 〔 ’ �‘��而要保持某种事物也必须防微杜渐

，

防

患于未然
� “

故日 白圭之行限也塞其穴
，

丈人之慎火

也涂其隙
。

是以白圭无水难
，

丈人无火患
。

此皆慎

易以避难
，

敬细以远大者也
。 ” �’ �’�� 由此

，

韩非提出

了在社会统治中必须要注重由于量的积聚而导致

的质的变化
，

应防患于始萌
，

避免拭君夺权的偕越
�

“

凡奸者
，

行久而成积
，

积成而力多
，

力多而能杀
，

故

明主早绝之
。 · ������

当然
，

事物的变化过程中并非没有常住性的因

素
。

因此
，

韩非认为事物都有一个保持 自身相对稳

定性的限度
，

超过了这个限度
，

就要走向反面
，

发生

质的变化
。

他说
� “

道譬诸若水
，

溺者多饮之即死
，

渴者适饮之即生
。 ” 〔 ’ �’��人对水的需要有一定的限

度
，

超过极限就会溺死
，

引起人体由生到死的质变
，

相反
，

所饮的水恰好
，

在一定量的限度之内
，

从而使

人能保持 自身的同一
。

人的社会行为也是如此
�

“

言时节
，

行中适
。 ” 〔 ’ 〕礴��人的行为在法律许可的一

定范围内活动
，

才能有好的结果
，

超出法律许可的

范围
，

就会使行为及结果发生质的变化
，

由善变恶
。

因此
，

韩非赞同老子的观点
，

认为
� “

祸莫大于不知

足
。 ” 〔 ’ �‘��反对攻取过度

、

贪心不足的聚敛行为
，

要

求人们要行为适度
� “

故去甚去泰
，

身乃无害
。 ， �’ ���

韩非之所以强调量变
、

质变与
“

适
”

的关系
，

就

是为了说明任何事物既不断流迁变化
，

又具有常住

性
。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
，

事物的运动都采取

�种状态
，

相对静止的状况和显著的变动的状态
。

有常
、

平衡
、

静止等等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

现的面貌
，

而有常
、

平衡
、

静止等等状态的破坏
，

则

表示事物进人了显著的变动的状态
。

因此
，

韩非量

变中的
“

适
”

的提出
，

便鲜明地体现了对变中之常住

性的保持
，

而突破了
“

适
”

的限度
，

即突破有常状态
，

事物便发生质变
，

又是常中包含变的反映
。

事物由

量到质流迁变化中便与常住性达成了完美的统一
。

以上论述中
，

韩非着眼于对现实事物中常变统

一思想具体而微的阐发
，

论述了常变运动的现实性

与普遍性
，

常变成为了沟通天道与现实之间的桥梁

和中介
，

同时也为以后韩非
“

法无常可
”

的变法思想

提供了理论根据
。

韩非对常变统一的重视
，

更与他的历史观
、

人

性论和法治主张有着必然的联系
�

既然事物都是运

动变化的
，

人们的认识和活动也不能一成不变
、

墨

守成规
。

就人性而言
，

也是一样
。

时事迁移
，

条件变

化
，

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观念和人性状况
，

像
“

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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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于道德
，

中古逐于智慧
，

当今争于气力
” �’ ����也成

了合乎道德的抉择
�

因此韩非在
“

道无常操
’

的基础

上提出了
“

世异则事异
，

事异则备变
” �’ ��，‘的原则

，

为他在政治上否定永恒不变的制度变化思想提供

了理论前提
�

韩非把他以前的历史分为上古
、

中古
、

近古 �

个时期
，

并指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
�

他说
� “

上古之

世
，

人民少而禽兽众
，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

作
，

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

而民悦之
，

使王天下
，

号之

日有巢氏
。

民食果欢蚌蛤
，

腥躁恶臭而伤害腹胃
，

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
，

钻隧取火 以化腥躁
，

而民悦

之
，

使王天下
，

号之 日隧人 氏
。

中古之世
，

天下大

水
，

而练禹决读
。

近古之世
，

莱封暴乱
，

而汤武征

伐
。

今有构木钻健于夏后氏之世者
，

必为解禹笑

矣 �有决读于殷周之世者
，

必为新圣笑矣
�

是以圣

人不期修古
，

不法常可
，

论世之事
，

因为之备
。 ” 【�〕哪

韩非已注意到
，

时代在发展
，

情况在变化
，

因此治国

的办法也要作相应的改变
。

每一时代都有其特殊

的社会需要和 当务之急
，

并有一套相应的治理方

法
�

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物质生活状况相适应
，

各

时代又都有不同的社会风尚
，

因此要采取与时相宜

的政治措施
�

也就是说
，

圣人应做到
“

世异而事

异
” �’ ��，�， “

事异则备变
” �’ ��，，， “

事因于世
” �’ ��，‘， 而

。

备适于事
” 〔’ ���，�

在韩非看来
，

如果明知道
“

古今

异俗
，�’ 〕���

，

而不能
“

新故异备
， 〔’ 】���

，

仍然 以古为

美
，

必然会贻笑于天下之人
�

故圣王明君不应遵循

古道
，

死守定则
，

而应审时度势
，

因时制宜
，

制定相

应的法律
。

韩非还 以
“

守株待兔
” 、 “

刻舟求剑
” 、 “

削足适

履
”

等形象的寓言故事讥讽那些
“

欲先王之政
，

治当

世之民
” �’ �咖的人们同

“
守株

”

的宋人
， “

刻舟
”

的楚

人
， “

削足
”

的郑人一样愚蠢可笑
。

韩非指 出那些
“

不察今之所以为治
，

而语已治之功
，

不审官法之

事
，

不察奸邪之情
，

而皆道上古之传
，

誉先王之功
”

的
“

今世儒者
” ， “

非愚则诬也
” �’ ����

。

强调要用历史

的观点
，

按照历史上的客观实际情况
，

在每个历史

发展阶段中
，

因时制宜地变革政治制度以适应新时

代的要求
，

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

使民不乱
。 “

故治

民无常
，

唯治为法
，

法与时转则治
，

治与世宜则有

功
。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 ” ������

韩非主张变古易常
，

但也不是绝对的
，

无条件

的
。

他既强调
“

不期修古
，

不法常可
” 〔����� ，

也不止

一次阐述过
“
不重变法

”
的思想

。

历史的发展是辩

证的
，

变与不变也是辩证的
。

后代对于前代
，

在典

章制度和思想观念上总是有因循有损益
� “

常
”

中

有
“

变
” ， “

变
”

中有
“

常
” ，

因此对待历史与传统
，

也有

个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问题
�

韩非似乎朦胧地意

识到了这一点
。

他说
� “

不知治者
，

必 日
� ‘

无变古
，

毋易常
� ’

变与不变
，

圣人不听
，

正治而已
�

然则古

之无变
，

常之毋易
，

在常古之可与不可
�

伊尹毋变

殷
，

太公毋变周
，

则汤
、

武不王矣
�

管仲毋易齐
，

郭

僵毋更晋
，

则桓文不霸矣
。 ” �’ �’��知治者变

，

不知治

者不变
，

变与不变
，

要根据客观形势而定
�

古人是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采取相适应的变法措施
，

从

而成就了王葫事业
�

显然
，

韩非并不是一味地主
“

变
” ，

关键要看那些古法常规是否适合当今的实

际
�

变或不变
，

守常或变易
，

要根据客观情势
，

即是

否有利于国治
。

就是说常与变是相对的
，

不是绝对

的好或坏
，

当变古则变古
，

当守常则守常
，

变古与守

常应相互结合
，

不相背离
，

这是韩非对先秦时代常

变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的推进和发展
�

他在坚持

变化无常思想的同时
，

大大发扬了《周易》变化 日新

的思想
，

用发展进化的观点
，

克服了老子的循环论

倾向
，

从而为其提倡法治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提供

了理论根据
�

韩非既看到了时代的差异性
，

也似乎意识到了

历史的连续性
，

所以他一方面强调
“

事异
”

而法不

变�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要慎于变法
，

反对事不异而

法多变
，

指出
� “

故以理观之
，

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

功
，

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
，

亨小鲜而数挠之则贼

其宰
，

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
�

是以有道之君贵

静
，

不重变法
，

故日
� ‘

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 � ”

��� ’兄韩

非又说
� “

饰令则法不迁
，

法平则吏无奸
。

法以定矣
，

不以善言害法
。 ” �’ 〕 ‘” 是说法已定了

，

就不可轻易改

动
。

否则
， “
夫舍常法而从私意

，

则臣下饰于智能
�

臣下饰于智能
，

则法禁不立矣
。

是妄意之道行
，

治国

之道废也
� ” �’ 】 ’” 韩非是主张变法的

，

但变法本身不

是目的
。

变法的目的在于建立既比较适宜又比较稳

定的法律制度
。

因此
，

韩非把变法与常法结合起来
，

要求法律的适时性
，

又要求法律的稳定性
，

反对朝令

夕改
�

故说
� “

国有常法
，

虽危不亡
” �’���，。

这样
，

韩非就通过因时制宜
，

常变结合的变易

历史观论证了变革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建立稳定

的法律制度的现实性
，

为其变法图强的政治理想做

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

并且
，

与韩非重视变中之常住性因素相联系
，

韩非主张在万物常变的同时
，

必须建立一种适合当

时情势的正常稳定的杜会秩序
。

所以他认定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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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
“

常
” “

变
”

思想管窥

实事物的变革都要有相对稳定的和明确的 目标
�

“

夫新砒砺杀矢
，

殷弩而射
，

虽冥而妄发
，

其端又尝

不中秋毫也
，

然而莫能复其处
，

不可谓善射
，

无常仪

的也 �设五寸之的
，

引十步之远
，

非弈
、

逢蒙不能必

全者
，

有常仪的也 �有度难而无度易也
。

有常仪的
，

则界
、

逢蒙以五寸为巧 �无常仪的
，

则以妄发而中秋

毫为拙
。 ” 「’ �’��闭着眼睛乱射一通

，

即使射中很细小

的目标
，

也不能叫做善射
，

树立一个确定的靶子
，

即

使最好的射手也不一定能百发百中
。

这就是所谓

的
“

有度难而无度易
·

������
。

要让社会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不仅要有确定

的 目标
，

还要有常法
、

常规
、

常业
，

建立有常之国
。

“

群臣守职
，

百官有常
，

因能而使之
，

是谓习常
。 ， 汇�」”

只有国家有常法可依
，

常规可循
，

才能长治久安
。

除

此之外
，

人们还要有固定的
“

恒产
” � “

家有常业
，

虽

饥不恶
” 【’ 〕 ‘�� 。

否则
，

人们因无固定产业而不断迁

流
，

就会造成社会劳动时间的大量浪费
，

给整个社

会带来损失
。

因此韩非说
� “

凡法令更则利害易
，

利

害易则民务变
，

民务变之谓变业
， �’ �’��

。 “

工人数变

业则失其功
，

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
。

一人之作
，

日亡

半 日
，

十 日则亡五人之功矣
。

万人之作
，

日亡半 日
，

十 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
。 ，

���
‘��

韩非反对
“

无常之国
” ，

而主张建成有常之国
。

所谓无常
，

即指无常法
，

法制混乱 �所谓有常
，

是指

有常法
，

法制严明
。 “

故治民无常
，

唯法为治
。 ， 【’ �’ ��

他把是否有常法看作国家无常或有常的标志
，

认

为
� “

尊私行以贰主威
，

行赊纹以疑法
，

听之则法乱
，

不听则谤主
，

故君轻乎位而法乱乎官
，

此之谓无常

之国
。

明主之道
，

臣不得以行义成荣
，

不得 以家利

为功
。

功名所生
，

必 出于官法
，

法之所外
，

虽有难

行
，

不以显焉
，

故民无以私名
。

设法度以齐民
，

信赏

罚 以尽 民能
，

明诽誉 以劝沮
。

名号
、

赏罚
、

法令三

隅
，

故大臣有行则尊君
，

百姓有功则私上
，

此之谓无

道之国
。 · ��、 ��

这里所说的
“

有道之国
” ，

除了有常法之外
，

还

要求君主受到尊重
。

法令常守
，

君主常尊
，

是韩非

的有常观念在政治上提出的要求
，

而
“

社樱常立
，

国

家久安
” 「’ ���，，

则是韩非的有常观念在政治上的最

后归宿
。

总之
，

韩非的常变统一思想组成 了一个有系

统
、

清晰的逻辑脉络
�

以
“

常
” “

变
”

合一的天道观作

为内在根据和终极依托
，

论证了社会历史中常中有

变
，

变中有常的常变思想的普遍必然性和现实合理

性
，

最终为其变革政治制度
，

建立有常法治强国的

终极目标
，

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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