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百家争鸣”看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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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是与作为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文化的创

造主体———知识分子所获得的重大社会解放分不开的。一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中挣脱

出来 ,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伦理和天命神权观念束缚下解放

出来 ,有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 , 开始从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 , 对传统文化进行

认真反思和总结 ,从人文关怀的原则出发 , 重新建构未来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 , 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

化发展的基础 ,在中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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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局面 ,被誉

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它不仅为

后世留下了丰厚的物质成果 ———诸子百家的著

作 ,而且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开

创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道路 。诚如有的学

者所说的那样 , “中国传统社会的几种主要的思想

体系几乎都在那个时期形成了雏形或具备了基本

体系。哲学思想方面的成就更令人瞠目 ,不少精

密深邃的论点 ,即使到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失

去光彩 ,许多毫无实证基础的推断竟然与现代科

学的实验结果完全符合 。”
①
许多学者在探讨春秋

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上取得如此辉煌瞩目的成就的

原因时 ,往往相对简单地归结为这一时期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政治 、经济的深刻变革 ,这诚

然不错 ,但我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与作为这一时

期学术思想文化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所获得

的重大社会解放分不开的。这种解放是空前的 ,

它不单单是知识分子从旧的宗法奴隶制的统治秩

序中挣脱出来 ,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

历史舞台
②
,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心灵和个性的

解放。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 ,使他们从

旧的宗法伦理和天命神权观念束缚下的麻木状态

中苏醒过来 ,开始从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历

史和现实人生 ,对传统文化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 ,

从人文关怀的原则出发 ,重新建构未来社会和人

生的理想蓝图 ,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

展的基础 ,在中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一 、人身依附的摆脱与新型

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 ,知识也如同物质财富

一样为统治阶级所垄断 ,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工具。在我国奴隶制时代 ,实行的是“学在官府”

的教育格局 ,只有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才有享受

教育的权力与资格 。因而 ,最初的所谓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 。这正如老一辈史

学家周谷城先生所说:“任何国家知识分子之所

在 ,最初必完全在统治阶级里。”
③
在周代 , 宗法

制 、分封制和礼刑制度构成了奴隶制等级统治的

核心 。宗法制以血缘关系来确立和维系奴隶主贵

族内部的等级秩序 ,所谓“天子建国 ,诸侯立家 ,卿

置侧室 ,大夫有贰宗 ,士有隶子弟 ,庶人工商 ,各有

分亲 , 比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

觎” 。
④
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分封制 ,则从权

力与财产上来区分和巩固这一等级统治 ,而礼刑

制度则从道德和法律上予以进一步的强化。在这

个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编织起来的巨大社会网

络中 ,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被牢牢网住 ,带有明显

的人身隶属和依附关系。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他

们虽然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但却隶属和依附

于上层贵族并为上层贵族服务 。西周中后期以

来 ,奴隶制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 、奴隶和平民

的不断反抗以及周边部落不断进攻的三重打击

下 ,日趋瓦解。春秋时期 ,王室衰微 ,周天子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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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落 ,代之而起的是诸侯崛起 ,大夫力政 。原来由

分封 、宗法制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等级统治结构不

断解体 ,维系这一等级统治结构的一套礼乐制度

也随之全面崩溃 ,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

“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左传·昭公三年》载晋大

夫叔向对齐国的晏婴诉说晋国奴隶主贵族的破落

情况 ,叔向说:“虽吾公室 ,今亦季世也 。戎马不

驾 ,卿无军行 ,公乘无人 ,卒列无长 。庶民罢敝 ,而

官室滋侈 ,道馑相望 ,而女富滋尤。民闻公命 ,如

逃寇仇。栾 、 、胥 、原 、续 、庆 、伯降在皂隶。政在

家门 ,民无所依 。君日不悛 ,以乐蹈忧 。公室之

卑 ,其何日之有 ? ……晋之公族尽矣。 闻之 ,公

室将卑 ,其枝叶先落 ,则公室从之。 之宗十一

族 ,唯羊舌氏在而已 。 又无子 ,公室无度 ,幸而

得免 ,岂其获祀 ?”叔向所说的 ,正是春秋中后期社

会变革的真实写照。一方面“政在家门” ,一批新

兴贵族逐步控制了政权 ,如晋之六卿 、齐之田氏 、

鲁之三桓 ,他们取代了旧贵族的统治 。一大批旧

贵族的腐朽没落连同服务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被抛

弃于统治体制之外 ,沦为自食其力的平民 。另一

方面“民无所依” ,旧秩序的解体使广大奴隶 、平民

摆脱了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 ,获得了真正的

自由。被抛弃于统治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 ,他们

或不谙于实际生产劳动 ,或不屑于实际生产劳动。

如孔子对学生樊迟问稼嗤之以鼻说:“小人哉 ,樊

须也 !”
⑤
他们不得不以知识和技艺为生 ,有的投

奔新贵族 ,有的开始在家收徒授业 ,因而他们自觉

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的传播者 。同时 ,社会生

产力的发展 ,一批下层平民摆脱了生计的困扰 ,产

生了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上升为上层社会一员的向

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赵襄子因任用了平

民出身的中章 、胥己为官 , “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

随文学者邑之半” ,这虽不免有夸张之嫌 ,但也反

映出当时下层富裕平民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上升为

上层社会的向往的强烈心态。《吕氏春秋·博志》

中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情况:“宁越 ,中牟之鄙

人也 ,苦其耕稼之劳。谓其友曰 :̀何为而可以免

此苦 ?' 其友曰:̀莫如学。学 , 三十岁则可以达

矣。' 宁越曰:̀请以十岁。人将休 ,吾将不敢休;人

将卧 ,吾将不敢卧 。' 十五岁而周威公事之。”伴随

奴隶制的解体 , “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 ,奴隶制时

代的教育体系也全面瘫痪 ,私学开始兴起 , “学在

官府”的格局被打破了。早在孔子之前 ,已有不少

私学存在
⑥
,至孔子提倡“有教无类” ,私学的发展

规模和速度大大加快 。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

成 ,私学达于鼎盛 。史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 ,弟

子盖三千焉 ,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如颜浊邹

之徒 ,颇受业者甚众。”
⑦
墨子有弟子数百人。孟

子游学时“后车数十乘 ,从者数百人”
⑧
。田骈在

齐 , “资金千钟 ,徒百人”
⑨
。宋尹文“聚其群徒 ,辩

其谈说” 。
⑩
“私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 ,基本

上摆脱了国家政府部门独立出来 ,在很大程度上

打破了`政教合一' 的传统 , ……标志着中国古代

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类型 。”
 11
随着私学

得到飞速发展 ,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成

长壮大起来。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 ,无论是

身份还是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了 。一方面 ,无论

来自沦落的贵族还是来自平民阶层 ,他们都已摆

脱了宗法制下的人身依附和地域限制 ,他们可以

在社会上自由流动 ,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活

方式 。或游宦求仕 ,朝秦暮楚;或聚徒讲学 ,辩其

谈说;或渔樵耕织 ,隐而不见 。如孔子死后 ,他的

弟子“散游诸侯 。大者为师傅卿相 ,小者友教士大

夫 ,或隐而不见 。”
 12
另一方面 ,礼乐制度的崩坏 ,

使他们解除了奴隶制沉重的精神枷锁 ,获得了心

灵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思考 ,大

胆求索。或放眼现实 ,针砭时弊;或探索自然 ,找

寻奥密;或纵论古今 ,构想未来 。总之 ,他们显得

更自由活泼和富有积极进取精神 ,更具主体意识

和创新活力。正是这样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

伍 ,自觉担当起思想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的历

史使命。

二 、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发展史上看 ,人类理性

自觉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普遍经历了一个由神到

人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 ,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

与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在对传统天命神权观念的批

判中完成的。在我国 ,自夏商以来 ,天命神权观念

成为维系奴隶制等级统治的至上法宝 ,也是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 。“有夏服天命”
 13
, “殷人

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
 14
,统治阶级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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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自觉地把天帝鬼神塑造成具有意志的万能的

神灵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者 ,人只不过是天或神的

附属物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人只能

“恪谨天命” ,不可违抗。商代统治者 ,事无大小 ,

都要占卜 ,把敬天事神看作是国家和人们日常生

活的头等大事 ,表现出对天神的极度迷信和盲从。

在这里 ,人性被神性所替代 ,人的价值被神的价值

所掩盖 。周代统治者在“因于殷礼”的基础上 ,重

构了“敬天” 、“明德” 、“保民”为思想内容的新型天

命神权理论。与商代统治者“先鬼而后礼”的重鬼

神 、轻人事的神权观念不同 , “周人尊礼尚施 ,事鬼

敬神而远之 ,近人而忠焉”
 15
,周代统治者在敬天

命的同时 ,强调了尽人事的思想。他们“把天神和

祖宗神的形象赋予某种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确定

的内容 ,塑造成政治和道德的立法者 ,为宗法奴隶

制服务” ,这一“宗教思想 ,可以说是从原始的宗教

蒙昧主义中冲破了一道缺口 ,为开展自觉的理性

认识活动争得了一席地盘” 。
 16
尽管如此 ,人的主

体地位和价值还是淹没在宗法神权观念之中 。西

周中后期以来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腐朽和贪婪 ,导

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奴隶 、平民的反抗斗争和

统治阶级内部斗争 ,使一大批奴隶主贵族被消灭

或破落 。这些破落贵族(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

内)一方面对现实表现出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也开

始对天命神权观念产生怀疑并进行认真反思 。于

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怨天 、恨天乃至否定天的思

潮 , “ 天疾威 ,天降笃丧 , 我饥馑 ,民卒流亡 ,我

居 卒荒”
 17
,“昊天不 ,降此大鞠 ,昊天不惠 ,

降此大戾”
 18
, 人们把一切灾难和不幸都归罪于

天 ,并向上天发出了严厉的责问 。特别是《诗经·

小雅·十月之交》所反映出来的“下民之孽 ,匪降自

天 , 沓背憎 ,职竞由人”的思想 ,已经把思维的视

觉从对上天怀疑转移到对现实统治者的批判上来

了。这不仅是对天命神权理论的极大挑战 ,而且

多少显露出人类理性的光芒 ,反映出人的主体意

识的朦胧觉醒。卡尔·曼海姆指出:“一般说来 ,怀

疑主义产生于以群体为中心的世界观的崩溃 。对

于一个世界观的确信有赖于其支持者的安全感 ,

当个体在群体中的立足点开始变得不安全或这一

群体的团结开始瓦解时 ,个体就开始怀疑该群体

的既定的信念。”
 19
春秋时期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

提高了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凸显了人的

价值和作用 ,也提高了人们的认识和思维能力。

同时现实斗争中 ,知识分子一方面清楚地看到了

腐朽统治者的贪残暴虐与其所宣扬的“敬天” 、“明

德” 、“保民”的天命神权理论的严重乖离;另一方

面也清楚地看到了下层民众在改造自然和反抗压

迫斗争中的力量。这不仅进一步暴露了天命神权

理论的虚妄 ,而且进一步唤起和促进了知识分子

理性意识的觉醒。如果不揭开天命神权的神秘面

纱 ,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将

依然被严重窒息 ,现实生活中腐朽的统治阶级将

假借它继续作威作福。在经过理性的思索之后 ,

知识分子开始向传统的天命神权理论发起一步步

的冲击 。《左传·桓公六年》载随国大夫季梁说:

“夫民 ,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故务其三时 ,修其五教 ,亲其九族 ,以致其祀。

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故动则有成。”在这里 ,季

梁一方面指斥了统治者迷信天命鬼神 、不修民事

的愚蠢行为 ,另一方面把民从传统神人关系中的

被动地位提升到主动地位 ,凸显了民的价值和作

用 ,为社会上人们正确认识神人关系打开了缺口。

接下来虢国大夫史史 又从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

提出了“国将兴 ,听于民;将亡 ,听于神。神聪明正

直而一者也 ,依人而行”的观点
 20
,进一步突出了

民在国家兴亡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而把神降到

了人的意志的执行者的位置 ,从而否定了传统天

命神权观念中神的主宰地位 。公元前 524年 ,郑

国的裨灶劝告执政大夫子产祭天以消除火灾 ,子

产回答:“天道远 ,人道迩 ,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

灶焉知天 ?”
 21
在这里 ,子产第一次把天道和人道

区分开来 ,这不仅是对传统天命神权观念的致命

一击 ,也是中国认识史上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 ,为

后来朴素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左传·僖

公二十一年》载:鲁大旱 ,僖公欲焚巫 以防旱 ,大

夫臧文仲指出:“非备旱也 。修城廓 ,贬食省用 ,务

稼劝分 ,此其务也。巫何为? 天欲杀之 ,则如勿

生 ,若能为旱 ,焚之滋甚。”臧文仲不仅对僖公不修

民事而迷信鬼神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而且从对神

意的表达者———巫的作用的否定进而否定了天有

意志的传统观念 。春秋末年 ,孔子提出:“天何言

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
 22
把“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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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的自然之天了。到战国时

期 ,荀子明确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 ,他

说:“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
 23
,从而彻底

否定了天有意志的传统天命论 。在把“天”还原给

自然 ,把人还原给社会的基础上 ,荀子进一步提出

“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 ,他说:“大天而思之 ,孰与

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 ,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 ?”“强本而节用 ,则

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 ,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 ,

则天不能祸;”
 24
荀子在否定天命的同时 ,进一步

突出和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这充分反映出战国

时期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理性的自觉与主体意识

的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对天命神权理论的批

判 ,摧毁了天命神权理论体系 ,无情地撕毁了天命

神权的神秘面纱 ,使人们发现了现实世界 。它不

仅解除了长期套在人们心灵上的沉重的精神枷

锁 ,使人们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

激活了人的主体意识 ,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精神 ,为

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 、个性的张扬与人文精神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

出:“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 ,使人作为摆脱了

幻想 、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 、来行动 ,来建立自己

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现实的太阳旋

转。”
 25
在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和解除精神

枷锁之后 ,知识分子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的历史

舞台 。

首先是重塑知识分子自我的形象 ,张扬知识

分子个性特征。儒家创始人孔子率先提出了知识

分子总体形象设计和要求:“子曰:̀志于道 ,据于

德 ,依于仁 ,游于艺' ” 。
 26
在《论语》中 , 孔子从理

想 、道德 、学习 、个性修养 、为人处世等方面 ,比较

系统和全面地阐述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设计目

标和自我实现途径。春秋战国时期新型知识分子

也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塑造这一形象 ,总括其主要

方面有如下几点:1.具有远大理想和人生抱负。

“士志于道” ,知识分子自觉把追求理性 、正义 ———

“道”作为自己的天职和人生奋斗的最高价值目

标 ,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 ,

不亦重乎 ? 死而后己 ,不亦远乎?”
 27
“先秦诸子 ,

无论思想怎样不同 ,但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上

是完全一致的。”
 28
他们把“道”看作是高于一切的

价值本源 ,为了“道” ,他们“博学而不穷 ,笃行而不

倦”
 29
,“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

 30
;为了“道” ,他们可

以放弃物质享受 ,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

忧贫”
 31
;墨家“多以裘褐为衣 ,以 为服 ,以自

苦为极 ,曰:不能如此 ,非禹之道也 ,不足为墨。”
 32

为了“道” ,他们甚至可以放弃生命 ,“志士仁人 ,无

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
 33
, “天下有道 ,则以

道殉身;天下无道 ,则以身殉道;”
 34
《墨子·公输》

记载墨子为阻止楚国攻宋 , “起于齐 ,行十日十夜

而至于郢” ,面对公输班和楚王的以死相挟 ,他大

义凛然 ,毫不畏惧 ,最后折服了楚王 ,使它取消了

攻宋计划 。2.高扬自由的价值与人格尊严。刚

刚从奴隶制桎梏中摆脱出来的知识分子 ,格外珍

重自由的价值和人格的尊严 。孔子提出“笃信好

学 ,守死善道。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

见 ,无道则隐。邦有道 ,贫且贱 ,耻也;邦无道 ,富

且贵 , 耻也 。”
 35
“三军可夺帅也 , 匹夫不可夺志

也。”
 36
孟子倡导:“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贫贱

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
 37
。荀子提出:“志意修

则骄富贵 ,道义重则轻王公 ,内省而外轻物矣。”
 38

他们特别强调主体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他

们宁愿舍弃富贵 ,隐而不仕 ,也要追求精神的自由

和人格的独立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楚威

王闻庄周贤 ,使使厚币迎之 ,许以为相” ,庄子断然

回绝 ,他说:“子亟去 ,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

自快 ,无为有国者所羁 ,终身不仕 ,以快吾志也。”

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不再仰仗统治阶级的鼻息 ,而

是高举道义的大旗 ,抗礼王侯 ,傲视权贵。3.积

极进取 ,锐意创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39

身心的解放 ,焕发了知识分子的青春活力 ,他们以

满腔热情和高度的理性自觉投身于现实的变革之

中。他们或仰视苍穹 ,探求宇宙奥秘;或追问历

史 ,构想未来;或着眼现实 ,思索人生 。充分展示

出知识分子积极进取 、锐意创新的时代精神。4.

谦虚好学 、举止文明 。思想禁区的突破 ,展现在知

识分子面前的是一片崭新的认知天地 ,有太多的

问题需要思考 ,太多的新事物需要认知 ,他们迫不

及待需要得到问题的答案 。于是“敏而好学 ,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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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问 , ”
 40
“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 ,”

 41
就成了他们一

个显著特征。同时 ,他们特别是儒家知识分子也

继承了前代知识分子的“谦恭礼让”的优良传统 ,

孔子强调:“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

然后君子”
 42
。行为举止是知识分子学识和德性

修养的外在反映 ,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重塑 ,不仅

赢得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 ,各诸侯国统治者纷

纷“礼贤下士” ,甚至养士成风 ,为知识分子在社会

政治舞台上提供了重要的角色位置 ,为他们施展

才华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光

辉典范。

其次是高度的人文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刚

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 ,孔子便努力给它贯注一

种理想主义精神 ,要求它的每一分子———士都能

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 ,而发展对整

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43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

上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在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

中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新旧斗争异常激烈 ,造成

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一方面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

社会经济的发展 ,极大刺激了新旧统治阶级腐朽

贪婪的欲望 ,他们加紧了对人民的疯狂掠夺 ,激起

了奴隶和平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另一方面 ,新旧

贵族内部争权夺地 ,互相残杀 ,给各诸侯国人民带

来沉重的灾难 。特别是残酷的争霸兼并战争 ,不

仅给人民带来了繁重的赋役 ,而且使大量的精壮

劳动力被迫从军 ,惨死战场 。孟子所谓:“争地以

战 ,杀人盈野;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 。”
 44
有人统计 ,

《春秋》二百多年中 ,大小战争四百八十余次 ,战国

时期的战争更多得无法统计。到处是哀鸿遍野 ,

白骨如山 ,整个社会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 。面对

社会秩序的失范 ,物欲横流 ,道德沦丧 ,战乱频仍 ,

刚刚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知识分子 ,在理

性和良知的强烈驱使之下 ,以高度的责任感 、使命

感 ,自觉担当起拯救天下苍生 、重建理想家园的历

史重任。一方面 ,他们高举起道义的大旗 ,对黑暗

的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另一方面 ,他们

为唤醒社会良知 ,恢复社会秩序 ,重建理想家园而

“上下求索” ,探求良方 ,绘制蓝图 ,并以满腔热情

为之奔走呼号。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揭露当时

“天下无道” 、“苛政猛于虎” ,愤怒指斥鲁国季孙氏

“八佾舞于庭 ,是可忍 ,孰不可忍也”。
 45
提出了“克

己复礼”和“仁”的学说 ,并不辞辛劳 ,率领弟子周

游列国 ,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孟子也有力

地揭露出统治阶级“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 ,民有饥

色 ,野有饿莩”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 ,途有饿莩

而不知发”的丑恶嘴脸
 46
,提出“王道” 、“仁政”学

说 ,并为之奔走呼号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猛

烈抨击统治阶级的贪婪无耻 ,指出:“民之饥 ,以其

上税多 ,是以饥;民之难治 ,以其上有为 ,是以难

治;民之轻死 ,以其上求生之厚 ,是以轻死 。”
 47
提

出了“绝圣弃智”和“小国寡民”的理想蓝图。墨家

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深刻揭露出统治阶级“厚作敛

于百姓 ,暴夺民衣食之财”的贪婪面目
 48
,认为统

治阶级之间的互相争夺是造成社会黑暗的根源 ,

为此他提出了“兼爱” 、“非攻” 、“尚贤” 、“尚同”等

一整套救世方案 ,并身体力行 ,前面提到他为阻止

楚国攻宋之事 ,即其一例 。他的弟子们也以“摩顶

放踵 ,利天下 ,为之”的精神
 49
,实践着墨家的救世

主张。虽然各家学派的方案不一 ,但他们的旨意

却是高度的一致 ,那就是要唤醒社会良知 ,恢复社

会安定 ,重建理想家园 。他们这种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和救世情怀 ,充分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知识

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自觉意识和浓郁的人文

关怀精神 ,为后世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

典范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中国历史上每当国难当

头时侯 ,知识分子总是率先挺身而出 ,大声疾呼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这种自觉意识和救世精

神 ,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 ,构成了今天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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