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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文物選粹(二十二)：徐復觀先生《韓非子集解》眉批 

謝鶯興解說 

 

初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以是書著重於儒家孔、孟、荀諸聖的性與

天道，道家老、莊思想開創、落實與發展。即使以「文化的另一傳承」一章

談墨子的兼愛與天志，卻僅在第十三章的一節「由田駢、慎到的道與法的結

合到韓非」，以不到 2 頁談及韓非思想：「是以性惡心惡為其出發點」，提出《韓

非子》中〈解老〉、〈喻老〉兩篇，在內容上，與韓非的思想有出入的看法。

故逕誤以為徐先生因韓非的「心性」異於儒家，故意忽略而不研究。 

讀到〈韓非子心目中的孔子〉(《徐復觀雜文集(一)論中共》)提及：「韓非

反對詩書。但在他的著作中兩次引用詩，三次引用書。……他受孔子作春秋

影響很大，引用了孔子對春秋的解釋，引用到左氏傳的有十多條，……直接

提到孔子的，全書中約二十九次。」他這種說法亦出現在《中國經學史的基

礎》第一篇的「管子、韓非子中的經學影響」單元，可見他亦熟讀《韓非子》。 

整理徐先生贈線裝書，見有三種《韓非子》板本，其一之《韓非子集解》

有許多眉批，經常可見到：「學」(如〈有度第六〉的「國無常強，無常弱。奉

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書眉)、「經」(如〈有度第六〉的「先

王之法曰：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書眉)、「性」(如〈揚

權第八〉的「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

以割其下」書眉)、「學史」(如〈姦劫弒臣第十四〉的「且夫世之愚學，皆不

知治亂之情；讘唊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書眉)等字，故能對〈述熊

正韓〉提出不少的意見，亦因熟讀才能知悉韓非仍不例外地受到孔門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