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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齐鲁大地的文化地标，
上期“人文”介绍的稷下学宫让我
们重温了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
王霸之辩、义利之辩、天人之辩、
人性善恶之辩……世纪辩论曾在
自由、开放的稷下学宫上演，怎不
让人心生向往；而这所古代大学
雏形的“校长”，自然也引起了大
家的关注。

据文献记载，我国夏商时代
就出现了独立的教育机构——— 学
校，《孟子·滕文公》中说：“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
之，皆所以名人伦也”。而一校之
长，在古时被称为“祭酒”——— 遵
照古礼，祭祀宴飨时，由最年长者
举酒以祭于地，故祭酒为尊称。

曾有人评选过中国古今十
大著名校长，排名第一的是首开
私人讲学之风的孔子，排名第
三、第四的是唐代国子监祭酒韩
愈、南宋书院山长朱熹，位列第
二的则是本版的主人公、三次出
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
荀子上承孔孟，下启汉儒，被一
些学者看做中国思想史从先秦
到汉代的一个关键。李泽厚就曾
说：“没有荀子，就没有汉儒；没
有汉儒，就很难想象中国文化会
是什么样子。”

稷下学宫的“祭酒”，并非由
官方任命，而是由师生公推。而
在稷下学宫辉煌的1 5 0年历史
中，有文字可考的“祭酒”只有一
位——— 荀子。荀子因德高望重，
曾三次被师生公推为“祭酒”。作
为一名“非典型”儒学大师，荀子
在教育理念上推陈出新，他主张
人性本恶，需要靠后天学习来约
束自己。“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就是荀子

《劝学篇》中的名句。大概也因为
这位“校长”重视制度，强调规
则，据说稷下学宫还有一部完备
的学生守则———《弟子职》，从饮
食起居到衣着仪表，从课堂纪律
到课后复习，从尊敬师长到敬德
修业，俨然明确而严格的校规
了。他培养了不少有名的学生，
法家代表韩非子、秦始皇的丞相
李斯就是其入室弟子，浮邱伯、
毛亨、张苍也是当世名儒。

作为战国末年的儒学大师，
对荀子的生平考证一直存在分
歧，最大的分歧是荀子首次到稷
下学宫游学是在“年十五”还是

“年五十”？这需要大量史料的相
互推测、印证，也需要严谨且持之
以恒的治学精神。

本期“人文”行走齐鲁专栏的
一篇文章，就让我感受到一位普
通文物考古工作者朴素而严谨的
治学态度。在《隋代石桥：曾跨越
薛河百多年》一文中，作者介绍了
1997年在薛河清淤时发现60余件
隋唐石刻的经历，通过发掘与考
证，不但发现薛河上曾跨越着一
座与赵州桥同时代的古桥，更通
过河中出土的更新世马牙，将薛
河的河龄由大家口口相传的几千
年推前至以万年为单位计算了。
作者说，我只是想把被淤泥掩埋
的薛河文化告诉大家，这条河流，
原来有这么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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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稷下

习得上乘“功夫”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高中语文
课本上的《劝学》，让国人记住了
荀子的名字，同时也对这位爱学
习的好榜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许今天看来，荀子远不如孔孟
老庄那些一代宗师有名，可在他
所生活的时代，荀子蜚声海内、无
出其右，以至于有了“先秦时期最
后一位儒学大师”的美誉，他多次
出任稷下学宫祭酒的故事更是
成为佳话。

荀子本是赵国人，具体籍贯
有的说在河北，有的说在山西，尚
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一生
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山东大
地上度过的。据《风俗通义》记载，
公元前314年，荀子“年十五始来
游学”，直到七十岁左右才彻底离
开齐国，其间虽然先后到过楚国、
秦国、赵国，但都没有停留多少时
日。

十五岁的荀子游学目的地
就是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
学宫。当时的齐国国君齐宣王
执掌大权才刚七年，踌躇满志、
一心想恢复齐国霸业的他，深
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把

“人才强国”战略放到了空前重
要的位置。一流的硬件条件，优
厚的政治、生活待遇，再加上最
为宽松的学术环境，稷下学宫
很快就成了人才“挖掘机”，一
时间学者云集，慕名而来者不
计其数。

走，到稷下去！彼时，荀子是
个怀揣梦想、跨国求学的少年，经
过舟车劳顿、度陌越阡，到达目的
地后，一切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各
个门派的高手都在宣传自己的
主张，各种公开课让人目不暇接，
稷下学宫俨然是所高度开放的
大学。谁谁要办讲座了、谁和谁要
辩论了、谁谁出新书了……求知
若渴的荀子走进了这座学术超
市，面对琳琅满目的货品，没有专
攻一家，而是东瞅瞅、西看看，把
诸子百家的看家本事学了个遍，
习得了一身上乘“功夫”。

最终，他选择了儒家。据临
淄当地研究者分析，孟子某次
游齐时，年轻的荀子也正好在
稷下学宫求学。如果这位前辈

“大牛”来稷下学宫开过讲座的
话，想必荀子一定不会错过。也
许就是在那时，荀子对儒家思
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者改
良的想法。

留校任教

辗转当上“校长”

有高手点拨，往往事半功
倍，文武都是如此。再加上荀子
天生聪明，悟性很高，几年下
来，就已经学业有成，可以毕业
找工作了。作为“天下第一学
府”培养出来的高材生，荀子在
当时有不少好的就业机会，但
热爱学术的他，还是选择继续
留在了稷下学宫。

在稷下学宫，荀子一边工作，
一边继续深造，学问不断精进，渐
渐从一个懵懂少年，达到了相当
于现在硕士、博士的水平，俨然满
腹经纶的学者。在稷下学宫念完
了本硕博，继而留校任教，荀子成
了稷下学宫青年一代学者中的
骨干力量。他深得齐王的器重，几
经进阶，当上了稷下先生，相当于
现在的大学教授。

人到中年，荀子迎来了一次
危机，促使他28年来第一次离开
稷下学宫，离开齐国。

此时齐国国君已经换成了
齐闵王。稷下学宫发展到齐闵
王这里，威宣时代的那种盛况
并未减弱，各国名士云集稷下，
一时学士达到千余人。可齐闵
王为人好大喜功，自以为是，无
纳谏用士的雅量。许多稷下先
生对他极力进行劝谏，但固执
的齐闵王却一再拒绝他们的良
言善策。无奈之下，稷下先生们
带着失望和愤懑，恋恋不舍地
离开了令他们引以为豪的稷下
学宫，稷下学宫出现自建立以
来从未有过的冷清萧条。荀子
就是其中一员，这年他43岁，去
往了楚国。

果然，不到一年，燕国大将
乐毅率赵、秦、韩、魏、燕五国之
师攻齐，连下齐国七十城，齐国
差点亡了国，齐闵王被杀身亡。
不过，此时的楚国也不消停，正
逢秦国攻楚，楚王仓皇出逃，国
家动荡。

公元前279年，田单复国后，
齐襄王即位，努力恢复齐国国
力，复建稷下学宫。听到这个消
息，荀子喜出望外，很快返回到
齐国。此时，机遇来了。稷下学宫
众先生里，学识最渊博、年龄最
为适宜、和朝廷与各学派关系最
好的就是荀子了，很快他就被任
命为学宫的“祭酒”。祭酒，顾名
思义，举行典礼的时候带领众人
行祭酒礼，在平时则处理学宫的
日常事务，相当于是稷下学宫的

“一把手”。

“最为老师”

多次任职离职

众所周知，文人大多有股倔
脾气，在学派林立，谁也不服谁的
稷下学宫里，祭酒这工作并不好
干，光靠年纪大可没办法服众。人
到中年的荀子究竟处于什么“段
位”呢？

荀子被称为“最为老师”。这
里的“老师”是大师的意思，“最为
大师”就是大师中的大师。荀子

“最为老师”的称号并非刻意奉
承，这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颇有
关系。

前面说了，荀子虽然被认为
是儒学大师，但他学的是诸子百
家之长，对各家的主张都有研究，
和每个学派都能有共同语言。这
番经历，和金庸笔下的郭靖大侠
有些类似，而不同的是，荀子的头
脑要灵光许多。难能可贵的是，荀
子身为儒家弟子，却并不盲听偏
信先辈的观点，而是把各个学派
的精华都吸收过来，纳入到自己
的思想体系中，对传统儒学进行
改造，融会贯通，推出了升级版的
儒家学派，成了“集大成者”。

荀子是个“非典型”的儒学大
师。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
为桀亡”，近乎道家“天地不仁，以
万物为刍狗”的自然观；他说人性
本恶，要靠后天学习来约束自己，
和前辈孟子针锋相对；他重视制
度、强调规则，教出了韩非子、李
斯两个法家高手。因此，也就难怪
在后世儒生眼里，荀子有些格格
不入了。

有趣的是，荀子曾“三为祭
酒”，这是因为荀子多次因谗言、
排挤离开了稷下学宫。其中有史
可考的一次是，公前266年，荀子
和齐国国君闹别扭了。此时荀子
已年过花甲，不得志的他无奈之
下，再次踏上了奔波之路。他游访
入秦，在秦国没有得到重用，又辗
转回到自己的母国赵国，但是在
赵国仍无用武之地。

两年后，齐王建登基，荀子
又回到了齐国。齐王建对这位
年长的学者很是尊重，继续让
他担任稷下学宫祭酒，荀子也
对这位新君抱有很大的期望。
但是，齐王建执政不久，他的母
亲君王后摄政，齐国出现了“女
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
之官”的局面，一把年纪的荀子
不得不彻底离开齐国。此后，他
投奔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两度
担任兰陵令，并终老于兰陵，也
就是今山东临沂兰陵县。

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生于
赵国，十五岁就来到了齐国，一辈子受学于稷下，执教于稷下，成名于稷下。
他一生进进出出、走走回回，多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一职，成为天下文坛盟
主。作为稷下学宫最出名的“掌门人”，他见证了百家争鸣最后的辉煌，也见
证了稷下学宫的浮浮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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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任三届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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