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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性樸論研究述評

陸建華 著

──兼論周熾成的觀點和劉念親、兒玉六郎等的關係



提    要

周熾成提出荀子人性論是性樸論，《荀子》中的《性惡》非荀子所作。張峰屹率先提出批評，

認為周熾成的證據不可靠、觀點不正確。

顏世安懷疑《性惡》非荀子所作，將荀子所謂的人性理解為自然、中性的存在。陳光連、

宋志明都認為荀子強調性樸，陳光連還認為荀子既主張性樸，又主張性趨惡。林桂榛認為《性

惡》中的「性惡」字眼係「性不善」所訛，王慧、楊理論認為荀子主張人性無善無惡，余開亮

認為荀子所謂的人性有性樸和性惡兩個層次。路德斌論證荀子人性論中的性樸與性惡並不矛盾，

李峻嶺認為荀子的「本始材樸」之性「樸」而情性惡，孫旭鵬認為荀子所謂的人性是樸的而情

處於已發狀態趨向於惡。顏世安後來繼續懷疑《性惡》非荀子所作，認為荀子所謂的人性是質

樸之性。黃芸批評周熾成等的荀子性樸論是對樸的詞性的誤用，廖名春則從文字的層面批評周

熾成等懷疑、否定荀子作《性惡》是錯誤的。

周熾成隨後又認為孔子有性樸論的傾向，董仲舒強調人性樸。黃開國批評周熾成《性惡》

非荀子所作的觀點，又證明董仲舒並非強調性樸；沈順福以氣論性，對周熾成等的荀子性樸論

提出批評。周熾成予以反駁，認為黃開國對史料的使用、對董仲舒人性論的理解都有問題，沈

順福以氣為惡，又以材為氣，不合荀子之意。周熾成還認為路德斌所謂的荀子發用層面之性，

其實是偽。此外，周熾成還根據劉向和楊倞先後編排《荀子》時《性惡》位置的變化，論證《性

惡》非荀子所作。林桂榛堅持性惡是性不善之訛，又解釋了不善。陸建華認為荀子人性論既是

性樸論，也是情慾論、性惡論。其後，周熾成認為孔子、賈誼、韓嬰和莊子的人性論都是性樸論，

又為《性惡》非荀子所作提供新的證據，林桂榛又認為「本始材樸」之論還存在於《性惡》。

隨著荀子性樸論討論的深入，王軍認為荀子主張性樸、性惡、性向善，涂可國認為從荀子

性惡論來看性樸，就是惡。張紅珍指出周熾成的觀點缺乏堅實的證據，有其理論困境，任鵬程

認為荀子性樸論的說法是錯誤的。閆麗認為荀子主張性樸、性惡和性善，劉榮茂主要重複周熾

成的觀點和論據。劉亮認為《禮論》主張人性樸，《性惡》主張人性惡。曹景年認為周熾成混淆

了性樸和性璞，曾暐傑認為荀子的性樸、性惡分別是對人性的定義和評價。廖曉煒認為荀子主

張性惡論，性樸是就生就義與質樸義而言的。隨後，李友廣認為荀子主張性樸欲趨惡論，方達

認為荀子主張性樸和性惡，楊澤波認為荀子人性論是性惡論，吳飛從文質關係入手，認為荀子

性樸說不成立。

周熾成的觀點未受劉念親和兒玉六郎的影響，受到了金谷治和孟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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