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君书读后感(实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帮助!

商君书读后感篇一

《商君书》着重论述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
具体措施。

《商君书》论述了大量愚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为帝王稳固政
权，剥夺百姓人权的观点。例如：《商君书》中认为国家与
人民是矛盾的关系。人民强大，则国家虚弱。所以想要国家
强大，则必须削弱人民。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
必须制服本国的人民。只有使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
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
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
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
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
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
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
斗。

商君书读后感篇二

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但是据考究，这本书并非他一人所著，
因为书中的《更法》《错法》《徕民》这几篇，是在商鞅死
后的事情，所以此书并非商鞅一人所著。书中集中了商鞅关
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对政治，以及政治如何驭民阐述的相当
露骨，以至于后世的改革家无一不是参考此书，据说在历朝
历代，都对此书封禁，只供统治阶级上层阅读，下层老百姓



读书人是不允许阅读的。具体原因只要你读过这本书就会明
白。我是在看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的讲座后被吸
引，于是专门找来阅读，我的古文水平一般，看个白话文还
行，看这种纯古文能力有限，所以买的是注释版，一段古文，
一段白话文的阅读，看这本书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凉”，越
看越冷，夏天看能起到空调的作用，冬天不建议观看，除非
家有暖气。这里我节选几段，古文与白话文的注释，勾引一
下大家的兴趣。
《商君书》去强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
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
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
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
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释】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
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
国家就会强大。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国
家很富强，却按照穷国的办法治理，这样的国家会富上加富，
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却当做富国来治理，这就
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会被削弱。军队能做敌人所不
敢做的事就强大；对征战等国家大事能做敌人认为耻辱不愿
做的事（儒家把发动战争看做耻辱）就有利。君主贵在多谋
善变，国家贵在法制稳定。国家政务繁多，就会被削弱；国
君政务精简而不杂，国家就会强大。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
只是满足守住一千辆兵车的物资，国家就会削弱。行军征战
之事，士兵用心效命，国家就强大；打仗时军阵安排混乱，
士兵不卖力，国家就会被削弱。
《商君书》弱民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
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
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释】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
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
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



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守法，就听众役使；任意
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
国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众，国家力
量就强。
《商君书》靳令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
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
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
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
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
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释】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
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
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
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
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
安全就难保了。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
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信奉像六种虱子似的
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
因此，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
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
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
句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
“轻其重者”几个字——录者注），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
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
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
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
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
看商君书一定要平心静气，心有杂念不行，读不下去的，我
买了书以后，基本就是翻翻看，很长时间都没仔细阅读过，
一直到有些日子我很平静的时候，才仔细的阅读了一遍，你
心里平静，没有杂念，才能仔细地体味书中的意思，尤其是
古文的那种意境，看到后来，你会发现，古文确实有着简介，
一语中的的精明作用。单从商君书每一篇的标题你就能看出



来，这本书值得阅读。当然这本书读过后，每一个人的见解
都是不同的，我读过两个版本的商君书，再加上鲍鹏山老师
的视频讲解，我发现他们对书中一些见解是有区别的。希望
大家感兴趣的话在阅读中多多体会。
我个人的体会是了解了商鞅的治国之术，了解了他对政治的
看法，同时通过他的这些方法了解了他是如何看待民，商，
兵，士，国这些细节性的问题。比如他的民弱国强，国强民
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
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
弱去强者，强。这一段话，简明扼要，阐述了自己在对待民
与国的关系上的看法，从这种简单却有效率的古文中，我们
既看到冷血，也看到了统治阶级对待民众的看法，另外大家
还可以看到古文很有意思的一点，硬邦邦的一个字，好简单，
但是却很能说明问题。
另外书中的观点和做法确实让人很震惊，比如“国以善民治
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
强”。【一个国家如果用善良的百姓去领导恶人，这个国家
就会羸弱；一个国家如果用恶民来领导善良的百姓，这个国
家就会强盛。】还有他对待战争的策略，“其战，百将、屯
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
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
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
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一场战
争要得到敌人的三十颗头颅才算及格，如果没有杀人那就要
处罚，所以秦朝能够统一六国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从中可
以看出来，这种残忍冷血的规定造就了秦王朝的统一大业，
同时也注定了他的短命。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春秋战国如果没
有秦始皇的统一六国，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也很难有
定论，历史学家们各自发表了很多看法，让人眼花缭乱。长
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
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
词是一致的。商鞅是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
无可撼动了。商鞅虽然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与秦始皇



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
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商君书》是中国人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
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百姓噩梦的开始。秦
朝以后，帝王们奉商君书为统治宝典，密不示人，在统治阶
级的愚民，弱民之治下，百姓昏昏而不得知。

商君书读后感篇三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
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
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
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
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
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
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



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
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
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
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
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
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
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
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
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
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
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
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
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
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
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
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
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



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
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
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
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
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
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
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
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
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
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
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
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
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
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
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
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
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
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
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
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
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
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
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
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
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
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
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
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
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
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
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
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
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
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
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
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
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
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
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
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
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商君书读后感篇四

《商君书》该不该读，人们多取决与商君本人，有意思的是，
历史上对商君评价与看法，多是非黑即白。司马子长说
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
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
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
君开塞耕战书，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
夫!”(《史记商君列传》)。有人看了这段说：“司马迁到底
是文人，说商君残忍少恩，见解太幼稚了!”司马子长对史实



之认真，从古至今似乎没几个人质疑过;然而汗武帝以后“独
尊懦术”的风气，同商君说背到而驰，因此《史记》中对商
君的评判未免有失偏颇——随着政权主张倒是文人史官们的
惯性，司马子长多少还算另类的一位。相反地，李斯则
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
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史记李斯列传》);王半山则有诗言：“自古驱民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
行。”(《商鞅》)。同是褒扬，李斯有李斯的立场，王半山
有王半山的眼光。李斯是秦相，强调法度;王半山是改革家，
强调变更——就如同“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板条’;丈人
是商人，要看契据。”——各有各的'主意。此是谬谈。

《商君书》历来号称文笔古奥，(读书笔记)原因是流传过程
中脱文错简十分严重，并且其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导致体
例杂芜，再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
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
论》)，使人对此书兴致大减。

读完《商君书》，实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好在作者多用前
因推后果的句式，理解他的政治目的，并不十分艰难。只是
全身心地锱铢积累，恐惧煞费神心，读来并没有太大的乐趣，
想毕我不是研习政治的材料。

儒家的学说一直以来都被奉为精辟，其主张不言自知。我从
不将《孟子》同《商君书》置于一处，迂腐地觉得他们水火
不容，恐有盐铁之争——法家对儒家的称呼实在叫人触目惊
心：“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心虱，必强;国富而不战，
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六
虱”即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
义、非兵、羞战的思想，《商君书》对儒家的概论基本上
是“对内人治，对外非兵”。事实证明，儒家学说在盛世尚
可招揽民心，在乱世则是大大行不通的。而儒家则惯言法家
刑法过于严苛，“畜怨积仇比于丘山”。(《史记集解》引



《新序》)。不过，无论如何，商君确使秦由弱转强，“秦之
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稿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
也。”(苏东坡《商鞅论》)的见解是不客观的。

赵策二》)之言，“遇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
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之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
大功者不谋于众。”之说劝谏孝公，继而提出“法者，所以
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其关键在于“可以强国”、“可
以利民”，遂可以“无顾天下之议”。甘龙以“圣人不易民
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驳之，希望孝公沿已有法度，重申
“人言可畏”。然而孝公之志，并非徒沿秦族，而恐是一洗
前耻，复穆公霸业，因而商君说甘龙之言，世俗之言
也，“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认
为其论过于死板。商君之辞，重心在于“三代不同礼而王，
王霸不同法而霸。”他不是为了说服、驳倒甘龙，而是令孝
公不再犹疑不定，于是拿王霸之业而劝说，对于秦公来说，
十分具有说服力。而杜挚“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
”之言，恰恰给商君一个表明变法之忧的契口。结果不言而
喻，孝公说：“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乐之，贤者丧焉。
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这便是变法的第一步。

有了痛下决心，变法之路任重道远。强秦变法的第一要务，
便是农业。《商君书垦令第二》便列出了细致的强制务农政
策。垦令，属法令，此篇却像呈予君上的谏书，晓以利害，
层层推进，因果相连，虽然是强制法令，却极在说服力。其
中一段最为有趣，可起到讽今之效，现录如下：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
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
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宿治”即官吏拖延政务。读到此突然联想到神秘的“有关
部门”，不禁一笑——此是笑谈。此处若将“无”理解



为“没有”，那么这一篇甚至这本书就没有什么意思
了。“无”应当是“不允许”，表禁止，这样法令才有了意
义。然而官员拖延政务不办之事，从古到今，层出不穷，目
的是“为私利于民”，问题就出在这个“无”字上，如无严
法苛刑，则无“情不相稽”，则无上下一令。此是后话。接
下来一句：

商君书读后感篇五

传说老毛读过这本书，没有作任何评论。在读这本书时，最
开始其实有点枯燥，除第一篇时的《商君书-更法》中特别让
人振奋。其它篇几乎都是再讲其治国之策，通篇都有
讲“壹”，讲“重刑轻赏”，讲“法”。这些无疑是商君最
重要的思想了。

革新思想

商君书中最能体现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过于第一篇《商君书-
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
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治世不
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圣人为国也，
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信而为更法。故法不察民
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时而行之则不干”。并立论“立时
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讥讽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贤
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现在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千年过去，
还有这么多守旧之人，实在令今人汗颜。

制度、律令思想

在《商君书-壹言》《商君书-赏刑》中有专门的论述。商君的
“壹”思想，用他的话说叫“壹赏、壹刑、壹教”。大体讲



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高度统一。此很让人联
想到我们现如今的所讲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当然了只有
些许类似，不是相同。从思想上来讲，于战国时百家争鸣，
商君没有对各家各派的思想进行一个点评，但是其在书中指
出的六种“虱害”“国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
如“八者”指的是“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
对于各种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
想从秦孝公时秦为战国一雄到秦始皇一统华夏，商君的这个
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国》影视剧
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继之
君问于商君秦国变大那些押罪犯的时间太短了，是否要修改，
而商君说修改秦法要等国家稳定，秦法推广有一定的时间才
能改。而后来的陈胜、吴广之辈却正是因这事而起义，实在
是孙先生在写作进的一个巧妙之处，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来
国君者中只有对于国内人民的赏刑，在对外征战的胜利与喜
悦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个
重要思想。唉，实在是悲哀。

书中对于组织的构架中有《商君书-境内》《商君书-修权》
篇等等。里面对于法，商君有言“农战”有功皆有赏，而对
于传统的世代贵族，或者新贵族是采取同等对待，商君有
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
不为亏法”。书中对于权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国家治理有
要重视三个方面“法”“信”“权”。其解释为“法者，君
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
也”商君似乎想达到新的政治上的动态平衡。其中对于臣下
的制约是够的，而对于君主的制约，则是不够，商君只能说
是作为君主不能“释法任私”，如果抛弃法则于国家来讲会
有危机。于古代君主思想来讲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为君权
独揽撒下了种子。不能苛求古人，对于秦的几千年再无商君
和秦孝公这种超级搭挡实在是一种遗憾啊。在对于法的执行
上，商君提出“连座”、“无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处理，
不放在明天。即时办理)等思想，像“无宿治”思想还是值得
现在学习的。其还有关于法律的执行的还有在各级行政部门



都回有负责法律的专门人员，这些对于法律的执行来讲，此
种政治的执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国不强都难。

商君对于人民的体察对于这个方面来讲，商君虽然有一些早
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对于处于战乱时的人民来讲也实在是
一种进步吧。从现代人的一般的思维来讲，实行“重罚轻
赏”对于人民来讲就是“苛政”。可从商君行法效果来
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
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从
《史记》等书可看出商君行支虽严，但是公平。赏虽轻，但
是有希望。就战国时最大的灾祸来讲，莫过于战争了。而商
君思想来还有有一部分与道家有关，比如其有言“明赏之犹，
至于无赏;明刑之犹，至于无刑;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在这里，商君对于战的思想是战争之犹，至于无战吧。就
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样。只有通过战争达
到统一，才能达战事的少，乃至于无。秦用百年时间完成了
统一，虽商君之法或者各种原因致苛政战乱，此非商君所能
预计，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对于民众的重视非有以人为本，
而是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点来讲，其所讲的“法者，所
以爱民也”，就是“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则
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于个人来讲必有家
庭、家族。而于个人、家族、家族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荣誉。
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赏赐，对于一个普通人民来讲
都是梦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给他们实现的一条路就
是“农战”皆有功。且“赏随功，罚随刑”对每个人都是公
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这样商君就将人民团结起来
了。加之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使国家的凝聚力增强不
少，对于国家的实力的增强会有重要的意义。商君的思想最
后我们将儒家与法家进行对比一下，特别是与商君之法进行
对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
独”，提倡用仁义来治国。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种灾害
“辩、慧、礼、乐、慈、仁、任、誉”，再来看看商君口中



的六种灾害：“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
兵、羞战”。这些是儒家等奉为至宝的，在商君看来是于国
无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点，即人类追求名利、淫佚，而
作为儒家之学只是“看上去看美”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
靠个人的自觉与修养，儒家所谓智善仁义并不能彻底的根除，
于是商群采取了一个策略，即“重罚轻赏”。其还指出“凡
赏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商君想重新建
立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新型社会关系即“赏厚而信，刑重而威，
不失疏远，不失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