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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效 著

《商君書》綜合研究



提    要

商鞅身世實際存在兩種不同的可能。他應該在秦孝公六年才正式開始第一次大規模變法，

並於秦孝公十年開始第二次大規模變法。《商君書》是歷時性的產物，可能是秦始皇在推行「書

同文，車同軌」時官方所編，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或唐初被重新整合。它開始缺佚的時間應為

韓愈之後的唐代後期。《群書治要》本《商君書》在書名、篇目、遣詞造句、文本繁簡、思想側重

點等都和後世流傳的版本存在較大差異。明代眾多版本大都不外乎馮覲點評本、綿眇閣本和《范

氏奇書》本這三個系統。商鞅思想中最直接、最根本的來源，是魏文侯後的魏國文化。秦孝公、

秦穆公及其朝臣、秦國原來的風俗制度都曾對商鞅產生巨大影響。《商君書》中的「君臣」思想

非常複雜。商學派在整體上較為重視法、公和功的觀念，這些觀念應該是整個商學派「君臣」

思想的底色。《商君書》中有關「壹」的思想異常豐富，有國家層面的「壹」，也有民眾層面的

「壹」。民眾層面的「壹」是對國家層面「壹」的因應，它的精華就在於「摶力」和「殺力」。《商

君書》中的「定分」應該是指對權利、職責、地位、程序和規則的明確和界定。《鹽鐵輪》時期，

是商鞅學說在西漢接受的轉折點，《商書君》的傳播與時代關係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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