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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风与孟子之)辩*

!

李C华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L""#M%

!摘要")好辩*是孟子语言的主要风格#在纵横论辩之风盛行的战国时代#孟子即因其善

)辩*而卓然自显$ 人们多把孟子的)好辩*归因于战国时代的纵横风气#却忽略了作为文化中

心的稷下学宫对孟子的影响,稷下的文化重心地位满足了孟子起而)辩*的需求&稷下盛行的

)议论*风气促成孟子采取)论辩*的形式&而稷下)相生相灭*的辩驳特色#又影响了孟子的论

辩风格$

!关键词"稷下学风&孟子&)辩*&)议论*&)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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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尽管梁萧统0文选1认为诸子散文%不以能文

为本&!但0孟子1却因其平易的文风"流畅的语言"

独特的论辩风格备受历代文人的推崇!尤其是孟子

的%知言善辩&!历来被给予高度评价!孟子同时代

的人%皆称夫子好辩&!

*#+MM%孟子也因此被称为%剧

之辩者&#

*!+%L

0汉文典1在评价战国时代的诸子文

章时!特别指出孟子善辩的特点'%逮至战国!孟子

振响!善议论!长于讽陶!文最诀利#&

*F+M"%

但是对于孟子论辩风格的成因!人们却着力甚

少!或语焉不详!或将之简单归结为战国时代纵横

游说的时代风气# 然而0孟子1中的资料却并不支

持这一观点!孟子本人就明确界定了自己与纵横家

之间的差别'纵横家的论辩宗旨在于%以顺为正&!

因而将之称为%妾妇之道&!而把自己所奉行的论

辩宗旨称作%大丈夫&之道# 通过这一界定可以明

显看出!孟子的论辩与纵横家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

差别# 因此!把孟子论辩风格的成因归结于战国时

代纵横家游说风气的观点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既然战国时代的纵横风气对孟子论辩艺术的形成

影响甚微!那么影响孟子论辩艺术的外在因素又在

哪里2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当

时东方的学术文化中心,,,正处于鼎盛时期!而且

据钱穆先生考证!孟子不仅在齐国居住长达数十

年!

#而且两次到达齐国!均%正当稷下盛时&!

*M+!JF

因此!讨论孟子论辩艺术形成的文化动因!稷下学

宫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环节#

一(稷下的学术地位与孟子的)名辩*

需要

面对世人对自己%夫子好辩&的指责!孟子曾

辩解说'%予岂好辩哉2 予不得已也#&

*#+MM%这句话

传达出两层含义'一是!孟子善%辩&!在当时已成

公认的事实.二是!孟子本身并不乐于%辩&!而是

因为某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这种选择#

那么迫使孟子不得不选择%辩&术的原因是什

么呢2 后人曾以0孟子1中的一段记载作为解释'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33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

*#+MM$

这段记载所描述的是盛行于战国后期的名辩思潮!

当时杨朱"墨翟的学说影响最大!而儒家学说则面

临%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淫微!正途壅底!仁义

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

*#+#"的式微态势!在这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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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的考证#孟子首次至齐#在齐国至少十八年&再次至齐#又居住了至少八年#这

样算来#孟子前后在齐的时间合计共有二三十年之久$



种背景下!孟子以%据杨墨&为己任!把重新确立儒

家学说的地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正如 0论

衡$对作篇1所指出的'%杨墨不乱传义!则孟子之

传不造#&然而%名辩&之%辩&与%论辩&之%辩&是

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一种哲学概念的

界定形式!后者所指的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种

话语方式# 上述记载只是说明了孟子在%名辩思

潮&中为儒家学说争取一席之地的必然性!但并没

有解释出孟子为何选择%论辩&这一话语方式的真

正原因# 不过!上述说法的确为我们寻找孟子重视

论辩的原因指出了方向'孟子选择%论辩&这一话

语形式确实与孟子的%名辩&需要存在关联!而连

结两者的关键环节就是当时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

稷下学宫#

据钱穆先生考证!孟子两次到达齐国!均%正

当稷下盛时&!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孟子把重新确

立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作为他的主要学术目的!而

此时的稷下!恰恰是孟子学说传播和推行的最佳

平台#

稷下学宫!因靠近齐国国都临淄城稷门而得

名#

# 田氏齐国国君在此设高门大屋!广招天下贤

士!%揽天下诸侯宾客! 言齐能致天下贤士

也#&

*L+#$"M给予优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为开第康

庄之衡!高门大屋尊宠之&!勉其著书立说!讲习议

论!这一政策吸引天下士人纷纷来齐!授徒讲学!相

互争鸣!一时间这里成了诸子荟萃的学术园地!百

家争鸣的讲坛和列国的文化中心#

$ 稷下学宫始

建于齐威王时!到齐宣王时已达鼎盛!%宣王喜文

学游说之士33皆赐列第!不治而议论# 是以齐稷

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L+#M$%正如郭沫若所说!

稷下是%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

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LJ而孟子所生活的时

代!又恰恰是稷下学宫发展最为鼎盛的齐威"宣王

时期# 当时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曾有过游

于稷下的经历!据0稷下钩沉1考证!在孟子前后!

游历于稷下的学者姓名可考者有%淳于髡"彭蒙"

宋
!

"尹文"儿说"告子"孟轲"季真"接予"田骈"慎

到"环渊"王斗"荀况"田巴"徐劫"鲁仲连"邹衍"邹

共十九人# 其中门派也很多!有道家"儒家"法

家"名家"阴阳家# 从墨学对稷下的影响来看!墨者

也可能到过这里# 总之!大抵战国各学派都在稷下

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J+#作为当时的学术中心!稷

下学宫中诸子荟萃!且又推行鼓励争鸣的政策!这

均为孟子重新确立儒家地位的%名辩&需要提供了

一个最合适的平台# 可见!孟子要实现其%名辩&

目的!稷下学宫是他的不二选择#

二(稷下)议论*风气与孟子对)辩*术

的选择

说到论辩!则不得不提及齐国由来已久的好辩

风气# 在目前可见的汉代典籍中!对齐国民俗的记

载往往离不开对齐人善辨的强调!如0史记$货殖

列传1载'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

*L+!M%M

0汉书$邹阳传1载'%齐楚多辩知#&

*$+#JGG

0汉书$

地理志1则指出齐人论辩中的夸张特点'%夸奢朋

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

*$+#F!M

0淮南子$要略篇1

则认为齐国%民多智巧#&徐干0中论$核辩1在批

评论辩风气的时候!特别引齐人为例!称'%俗之所

谓辩者!利口者也# 彼利口者!苟美其声气!繁其辞

令!如激风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论是非之性!不识

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由此可见!齐人

的好辩风俗在当时的诸国中不仅非常突出!而且特

色鲜明#

再者!稷下学宫所实行的鼓励议论谈辩的政

策!吸引大量善辩之士汇聚于稷下!并进而推进了

谈辩风气的盛行# 齐宣王给予游历于稷下的学者

以极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

习议论!据0史记$田敬仲完世家1记载'%宣王喜

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

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

而议论#&

*$+#M$%

0盐铁论$论儒1载'%齐宣王褒儒尊

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

事#&宽松的学术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大大助长了

稷下学宫的谈辩风气!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游

历于稷下的知名学者!多为当时因善辩而著称的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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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刘向-别录.记载)齐有稷门#城门也$ 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齐地记.也记载说,)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

有讲室#趾往往存焉$ 盖因侧系水#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

虽然战国后期的学术中心并不止稷下学宫一处#如楚国的兰台%燕国的碣石宫等也均以贤士汇聚而著称#然而

影响最大的却非稷下学宫莫属$ -史记.载汉初刘邦曾拜当时的著名学者叔孙通为博士#并赐封号)稷嗣君*#徐广解释

叔孙通获得这一名号的原因在于,)盖言其德业足继踪齐稷下之风流也$*由此可见#即便到了汉代初年#)稷下*一词仍

然是对鸿学高儒的最高褒美$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所具有的学术重心地位



人# 郭沫若在0名辩思潮的批判1中提到的当时以

论辩著名的士人!如列御寇"宋
!

"尹文"儿说-亦

名'貌辩"昆辩/"告子"公孙龙"墨家辩者"淳于髡"

邹衍"荀子等!他们或为稷下之士"或曾到过稷下!

总之均与稷下学宫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例如

0史记$孟子荀卿列传1中记载的邹衍"邹"淳于

髡三位稷下学者!便是因其不同的论辩风格而得

名'%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也文具难施.淳于髡

久与处!时有得善言# 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

!炙毂过髡)&#

*%+#$"L而据曹植0与杨德祖书1李

善注引0鲁连子1的记载!田巴的雄辩曾达到%一日

而服千人&的效果'%齐之辩者田巴!辩于狙丘而议

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统治者

的大力提倡与善辩之士的大量汇集!必然会使稷下

学宫的谈辩风气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从而表现出强

烈的崇尚谈辩的学术风气#

稷下对谈辩的水平和能力非常重视!甚至谈辩

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一个士人在稷下学宫的地位

高低# 关于这点!0新序$杂事篇1中的一则记载

颇具代表性'

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

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以谓设以辞#邹

忌不能及$ 乃相与俱往见邹忌$

淳于髡之徒礼倨#邹忌之礼卑$ 淳于髡等曰,

)狐白之裘#补之以弊羊皮#何如1*邹忌曰,)敬诺#

请不敢杂贤以不肖$*淳于髡等曰,)方内而员盌#

如何1*邹忌曰,)敬诺#请谨门内#不敢留宾客$*淳

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

息#何如1*邹忌曰, )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

也$*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 淳于髡

等辞屈而去$ 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

淳于髡等人最初轻视邹忌!所以%设以辞&以

相辩难!然而辩难的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淳于

髡不仅没有难倒邹忌!反而因自己的%辞屈&而败

下阵来!于是两人的地位立刻产生了逆转!失败的

淳于髡由最初的%礼倨&变得%礼卑&!而胜利的一

方却由最初的%礼卑&变为%礼倨&# 通过上述记载

可见!在稷下学宫!一个士人谈辩水平和技巧的高

低!几乎决定了他在稷下学宫地位的高低!可见稷

下学宫的学术风气!对%论辩&的能力和水平!有着

非同寻常的要求# 这也意味着!因%息邪说!距陂

行&的%名辩&需要而游历于稷下学宫的孟子!必须

采用当时稷下所通行的%议论&方式!来推行自己

的政治主张!而且需要在%辩&术上过关!才能在学

者云集的稷下学宫占据一席之地!争得儒家学说在

稷下的话语权# 这是孟子实现其名辩目的的首要

前提!同时也是孟子%不得以&而%辩&的真正根源#

三(稷下)谈辩*之风与孟子对论辩技巧

的重视

稷下所盛行的谈辩风气!使得任何一个期待在

稷下学宫获得关注的学者!都必须首先在辩术上有

所成就# 稷下学宫重视%议论&的风气!直接促成

了孟子对论辩技巧的思考与重视# 尽管孟子称自

己的论辩是%不得以&的!是被动的!但在0孟子1

中!我们却能够发现孟子对%辩&的价值的正面强

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论辩技巧的思考与传授#

孟子曾提到'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

也#&-0孟子$离娄下1/孙对此句的注疏深得孟

子之旨'%孟子言人之学道
++++

!当先广博而学之
+++++++

!又当
++

详悉其微言而辩说之
+++++++++

!其相将又当以还反说其至要

者也# 以得其至要之义而说之者!如非广博寻学!

详悉辩说之!则是非可否!未能决断!故未有能反其

要也# 是必将先有以博学详说!然后斯可以反说其

约而已#&孙在这一段注疏中三次强调'广博的

学识只是学问之道的前提!而详细了解如何%辩

说&!即深谙论辩的技巧和方式!才能是达成学问

之道的门径所在# 按照孙的解释!孟子此句是强

调博学和雄辩在推行其学说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尤

其突出了%辩说&的重要功能# 而以博学为基础!

以雄辩为手段的治学途径恰恰与稷下学宫重视论

辩的学术风气若合符契# 无独有偶!焦循在0孟子

正义1中对这句话的阐释与孙如出一辙!同样也

是强调了%详说&的重要性'%不博学而徒凭空悟

者!非圣贤之学!无论也# 博学而不能解说
+++++++

!文士之
+++

浮华也
+++

# 但知其一端!则敬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则

浅而非要.故必无所不解!而后能知其要# 博"详与

约相反!惟博且详!反能解得其约.舍博且详而言

约!何以能解2&两位最权威的0孟子1注释者不约

而同地强调了孟子此句中的%详说&这一因素!甚

至认为%博学&不过是前提!而能够%详说&才是学

术活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通过孙

和焦循的进一步解读!我们能够看到!%辩&在孟子

的整个学术思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孟子对论辩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论辩价值的

强调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对论辩技巧的思考和经验

的传授上#

孟子与齐人弟子公孙丑所讨论的%知言&说!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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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被视为反映孟子思想的代表性论述'

)何谓知言1*曰,)

'

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

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孟子0公

孙丑上."

人们向来更为重视孟子%知言养气&说的整体

内涵!然而却忽视了孟子的%知言&说中所蕴含的

文学价值# 孟子在回答弟子关于%知言&的疑问

中!把言辞详细地分为%

"

辞&"%淫辞&"%邪辞&"

%遁辞&几个类别进行讨论!并分别指出每类言辞

的薄弱环节# 显然!孟子的这一理论是经过长期的

实践和思考之后!对各种言辞弊病的规律性总结#

结合稷下学宫对论辩水平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0孟子1中所展现出的%论辩&风格

曾经经历过一个有意而为之的思考和训练过程#

与此同时!孟子有意识地把论辩的相关经验和

技巧传授给他的弟子# 除了指出每种言辞的薄弱

点所在以外!孟子还直接或间接地去引导弟子的论

辩!如'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1*曰,)行

吾敬#故谓之内也$* )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

敬1*曰,)敬兄$* )酌则谁先1*曰,)先酌乡人$*

)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

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1 敬弟乎1

彼将曰C敬叔父/$ 曰,C弟为尸#则谁敬1/彼将曰

C敬弟$/子曰,C恶在其敬叔父也1/彼将曰C在位故

也$/子亦曰,C在位故也$ 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

乡人$/*季子闻之曰,)敬叔父则敬#敬弟则敬#果

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

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1*!-孟子0告子上."

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在论辩中遇到了困难!面对

别人的诘难而%不能答&!公都子便把论辩的相关

内容%以告孟子&# 而孟子则根据弟子的描述!推

测出在论辩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观点和应对方式!

如此经过孟子的指点之后!公都子再继续与其论敌

进行论辩# 上述引文正是详细地描述了这样一个

孟子对论辩的技巧进行言传身教的过程#

可见!稷下学宫中重视论辩的风气!迫使需要

在稷下获得一席之地的孟子不得不选择与之相应

的语言方式,,,%论辩&!并对论辩的技巧给予足

够的重视!这正是孟子%不得已而辩&的深层原因#

同时可知!孟子论辩艺术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孟

子的有意为辩以及对论辩技巧的传授和总结!均得

益于稷下学宫重视论辩的学术风气#

四(稷下争鸣与孟子的论辩风格

稷下长期争鸣论辩的浸染熏陶不仅大大提高

了孟子的辩术!同时也影响到了孟子的论辩风格#

孟子之辩具有%驳&与%博&两大特色!%驳&是指孟

子的论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同于以往诸子坐而

论道的言说方式.%博&则是指孟子的论辩内容涉

及的范围广泛"包含的知识丰富# 而这两个特点!

均与稷下学宫重视谈辩的风气密不可分#

"一%诸子辩难催生了孟子语言的驳论色彩

0孟子1一书记载了孟子的多次辩论!纵观与

孟子论辩的各个学派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们多为稷

下学士!至少也有过游历于稷下的经历# 如其中较

为著名的几次论辩有与稷下先生淳于髡的两次辩

论!和宋
!

的辩论!和告子的辩论等等# 当然除了

稷下学士之外!孟子还和自己的弟子也有所辩论!

这应当也得益于稷下授徒讲学的经历#

查看0孟子1中的论辩!会发现0孟子1七篇具

有论战性强!感情充沛!言辞机敏!气势雄健!锋芒

毕露的特色!和0论语1等诸子论著的雍容纤徐的

风格迥然不同!孟子不再局限于坐而论道的方式!

而是更多地采用了针锋相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的辩驳手段!因此与之前的诸子论著相比!0孟子1

中出现了大量以反驳为内容的文章# 以孟子与淳

于髡的一次论战为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1*孟子曰,

)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1*曰,)嫂溺不援#

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1*曰,

)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

下乎1*!-孟子0离娄上."

在这里!0孟子1已经打破了以往的诸子文章

中设立论点"坐而论道的方式!而是面对真实存在

的论敌!采取了有立有驳!有破有立的论辩# 这种

针锋相对的驳辩方式是孟子论断的主要特色!甚至

有文章把称孟子之文为%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

散文&!并推崇0孟子1为%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

元者&和%驳论文体的滥觞&#

# 针对这种以反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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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艺术手法!谭家健在0先秦散文纲要1中的分

析颇为肯綮'%0论语1中有人讥笑孔子!孔子并没

有同他们辩论# 墨子曾多次非儒!但儒家观点全系

引述!批的是死靶子# 庄子肆意嘲儒!儒者形象均

为虚构!批的是假靶子# 孟子则不同!他和其他学

派的争辩十分激烈# 墨者夷之"农家许行"言性者

告子等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 孟子批驳他们!针

对的是活靶子# 因而文章显得格外活跃!双方观点

鲜明!针锋相对#&

*G+#"L谭家健先生明确指出!真实

存在的论敌!是孟子论辩展现出强烈的驳辩色彩的

根源# 而这些真实存在的论敌!又往往主要集中于

齐国的稷下学宫#

由此可见!稷下不仅为诸子提供了高门大屋!

金钱地位!使之能够全心致力于学术!最为重要的

是为诸子提供了真实存在"观点鲜活"且善于论辩

的论敌# 而也正是这点催生了孟子论辩艺术中的

驳辩色彩!使之展现出强烈的论战特点#

"二%)相灭相生*的辩驳风气造就了孟子论辩

的博学特点

钱基博评价孟文%包罗天地!摇叙万类!以浩

然之气!发仁义之言.无心于文!而开圃抑扬!高谈

雄辩!曲尽其妙.终而又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

己也#)一纵一横!论者莫当#&

*#"+FF王正德 0余师

录1认为'%孟子极于辩博&# 他们都认为孟子论辩

的精彩在于他的%揆叙万类!无所不包&!即孟文具

有一种包罗万物的百科全书性质#

这种%无所不包&的特点在论辩思想上的表现

是!孟子的思想除了韩愈所说的%醇乎醇&的儒家

思想以外!还对当时各派的思想有广泛的吸收#

%孟子久居于齐!同稷下先生们常有交往!难免要

受到稷下学术的影响而反映到他的学说中来# 比

如说!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之说!便与稷下先生

宋
!

的(情欲寡浅)说有关.孟子心性学说中的(养

浩然之气)"(存夜气)之说!是吸收改造了0管子1

中道家学派的心气理论.孟子的富民思想有不少是

对0管子1中有关政治经济思想的直接吸取.孟子

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民本思想也是对稷下民本思想

的吸取和发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

言!就是在稷下学有关思想的影响和启发下提出

的#&

*##+#%"再如孟子所提到的 %关市讥而不征&等

经济思想!则明显源于齐国稷下管子学派的经济思

想# 另外!0孟子1中还展现出了丰富的齐国风土

人情!政治经济政策!这些内容也往往成为孟子谈

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无所不包&的特点表现在论辩内容上!

便是论辩中展现出的鲜明的博学特色# 例如据

0韩非子$外储说1记载!儿说曾持%白马非马&的

观点!在稷下学者的论辩中获得了胜利!而孟子在

齐所作的%人性之辩&!便吸收了儿说的%白马&说

作为辩说素材!以%白马之白&与告子讨论人性论

的问题# 再如孟子的%坚白之辩&!与现存的0公孙

龙子1中的说法多有相同之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证明了孟子对公孙龙子一派观点的吸收# 而孟子

最为著名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观点!在0颎冠

子1中也曾有出现'%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

维!以人成!三者明白!和设而不可图#&所不同的

是!0颎冠子1的论述重点在于强调用兵的战术!认

为必须按照天时"地利和敌我对峙的形势!集中优

势兵力!迅速而勇猛的趁%虚&进攻!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 而孟子则是吸取了影响战争成败的三大因

素%天时!地利"人和&!用以宣扬自己的仁义思想#

由此可见!孟子论辩中所表现出的广博特点!并非

无本之源!而是往往得益于整个时代中所保存的诸

子智慧!而这些智慧本身!又主要源于诸子备至的

稷下学宫以及%相灭相生&的稷下议论风气#

鼎盛时期的稷下吸引天下之士纷纷来齐!几乎

各个学派在当时都有其代表人物在稷下!这种局面

势必会造成各家思想的相互激荡和吸收# 刘歆对

%九流十家&之间的关系!曾有一段精彩的评论'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仁之与义!

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FJ$这一论断如实

地指出了战国时代诸子论战的实质!那就是通过论

辩的形式!达成与不同派别之间观点的交流与切

磋!从而吸收论敌的合理的观点到自己的学说中!

以完善自己的学说为根本目的# 而稷下诸子也正

是在这种%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过

程中!通过互相批评和驳难"互相吸收和学习而完

成各自的发展与交融的# 后于孟子的邹衍曾总结

稷下的论辩经验说'%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

其所求# 若是!故辩可为也#&

*L+#$!#由此可见!论辩

的胜利固然重要!但是!通过辩难而相互切磋学习!

交换各家的知识与观点!才是诸子论辩的真正意义

和目的所在!这一情况对于稷下学宫中参与论辩的

士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稷下学者很重视在论辩

中吸收别人的观点!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阴阳家

以及其他各家!都表现了一种兼收并蓄"融合各家

之长的倾向# %如慎到!是道家黄老学派!又是法

家.宋
!

既接近墨家!又能街谈巷议!是小说家.淳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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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髡是儒而法!邹衍是儒而阴阳!荀子则是把儒"

墨"道"法诸家融为一炉的新儒家&#

*#!+L#荀子把这

种学风总结为%有兼听之明!而无奋矜之容.有兼

复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而这种%兼听&和%兼复&!

恰恰是各家通过论辩而在切磋中相互交流!相互学

习的过程# 这也必然会造成孟子对各家学说的融

会贯通!并把这种融会贯通体现到其论辩中# 由此

可见!孟子论辩的博学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

稷下的议论交流风气#

总之!孟子的%好辩&决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整

个稷下士人群体和社会环境的强力支撑!说稷下之

风是孟子论辩的活力之源!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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