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园24跃4跃24 第 11期（总第 2317期）

助理编辑：黄晨歌 李亚同 责编:王巍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智库。始建于战国时代齐桓公田

午，繁盛于齐威王、齐宣王之时，随秦始皇灭六国而消

亡，维持时间约 130耀150 年。
稷下学宫位于齐国国都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稷

门（位于今临淄西北约 20 公里）附近，今已在原址建了
稷下学宫纪念馆。稷下学宫的学术博大精深，包容了各

家各派的思想，有力地促成了当时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

形成。

办学、养士的先躯———魏文侯

战国初期，随着三家分晋结束，原本为春秋五霸之

一的晋国被瓜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其中，魏国从晋国独

立出来之后，开国国君魏文侯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

主，首先实行了变法。他不只主导了魏国瓜分晋国的全

过程，而且早在魏国彻底独立之前，积极从各地招募人

才。因此，在开国之初魏国就有了足够的人才储备，并迅

速进行了著名的李悝变法。变法之后的魏国，国力迅速

飙升，逐渐成了战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

魏文侯招揽人才的行为，给历史带来了两个重大的

变化。

其一，在春秋时代，各国都施行世禄世卿制，即只有

贵族的后代才能做官。魏文侯招揽人才：不论出身庶民，

还是来自魏国以外，凡是人才都可以安排一定的官职，

杰出者可以进入政府高层。变法很成功，于是各国纷纷

效仿。

其二，各国开始招揽人才，养士风潮逐渐形成。魏文

侯把孔子的弟子子夏请到了魏国，为了表示尊重，特意

拜子夏为师。此后，子夏带着自己的门人弟子在魏国的

西河郡开坛讲学，很多慕名而来的学士逐渐聚集到了魏

国。后来，孟子也来到魏国开坛办学，宣传以仁德治国的

理念，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西河学派。

西河学派的形成，加上养士之风的兴起，使魏国迅

速成为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心，为后续发展源源不断地集

聚了人才。其他几大强国如秦楚齐，也都釆用各种手段，

以期能取代魏国的文化中心地位。

几十年之后，魏文侯的孙子魏惠王即位。在魏惠王

时代，其他各国纷纷实行变法。比如秦国进行商鞅变法，

韩国进行申不害变法，齐国进行邹忌变法等。经过各国

几轮变法，魏国在制度上不再领先于其他国家。

秦国和齐国强大以后，几乎同时从东西两面夹击魏

国，使魏国顾此而失彼，很难集中精力应敌。魏国在桂陵

之战和马陵之战被齐国击败，损失惨重。同时，秦国又大

举进攻魏国，最后夺取了整个河西地区。

几场战争，使魏国国力暴跌，霸主地位轰然倒塌。没

有了优渥的物质待遇与和平的环境，那些学士欲离开魏

国，另寻佳处。

稷下学宫的创办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稷下学宫应时出现了。

齐国进行变法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改革措

施，就是建立稷下学宫，使齐国逐步成为了华夏文明的

中心。齐国的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完成改革，就必

须有足够多的人才储备。没有人才，变法和强国都只是

空谈。

除此之外，齐国设立稷下学宫，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那就是为了争取“政权的合法性”。例如，庄子就曾把田

氏代齐的行为斥为“窃国”，称田氏为“窃国大盗”，对其

严厉谴责。当初，齐国是西周王朝给灭纣功勋姜子牙的

封国，国都在营丘（故址在今淄博市高青县陈庄），齐献

公时迁都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但是到了春秋末期的

时候，齐国最高统治者姜氏昏聩，田氏家族异军突起，最

后夺取了齐国的公位，历史上称作田氏代齐，此后的历

史也逐步由春秋时代演化为战国时代。

为了证明获取田氏政权的合法性，齐国最高统治者

诏令稷下学宫的先生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

田氏的祖先为黄帝，姜氏的祖先为炎帝，而在历史上是

黄帝战胜了炎帝而成为华夏之主。所以，田氏以有道伐

无道，取代姜氏成为齐国之主，便是顺天应人、天经地义

的事了。

另外，春秋时代，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公子陈完

（后改称田完，陈与田是同一个姓氏）逃至齐国，被齐桓

公姜小白所收留，后经若干代的跌宕起伏、卧薪尝胆，田

氏的势力逐步壮大起来，直至取代姜氏而成为齐国新霸

主。田完来自老子的家乡，信奉老子的“无为而治，道法

自然”的学说，归纳为“黄老之术”，并奉为国策。这也是

稷下学宫先生的成就之一。

“黄老之术”的影响很大很深远。秦朝灭，汉朝立，

“黄老之术”为汉初统治者所尊奉。成语“萧规曹随”说

的是两任汉相奉行“黄老之术”成就了汉初的“文景之

治”。直到汉武帝刘彻即位，采纳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术”才退出了历史舞

台。

稷下学宫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影响力仅局限于齐国

内部。齐国统治者在建设稷下学宫的时候，下了血本。根

据目前的考古发掘显示，稷下学宫的遗址总面积已经超

过了四万平方米，大概相当于一百个篮球场那么大！所

有稷下学宫的先生，一律由国家按时发工资。根据学术

水平不同，待遇不等。达到一定水平的学士，不但工资极

高，还直接送房子、配给奴仆。而且，在稷下学宫表现出

色的学士，可以进入齐国政府任职；水平顶尖的学士，更

是可以直接进入齐国政府高层。

所以，稷下学宫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也是

出成果的学术研究机构，还是政府的智库。邹忌和淳于

髡，都是稷下学宫著名学士的代表人物，也是战国时代

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邹忌被齐威王任命为国相，主持改革大计。有一篇

著名散文《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用“孰与城北徐公

美”作比喻，劝威王广开言路，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任用

人才。从魏国招来军事家孙膑，使文能治国、武能兴邦，

齐国很快成为强国，邹忌是协助齐威王改革成功的功勋

大臣。

另外一位是淳于髡，身长不满七尺，貌丑，是齐之赘

婿，能言善辩，被威王任命为卿大夫，数度出使诸侯，不

曾屈辱，是齐国统治者的智囊，为巩固齐国新兴封建制

度，为威宣之际稷下学宫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稷下学宫开办之后，经过几年的治国发展，魏国被

齐国和秦国所打败。而原本在魏国的那些学士，开始向

齐国转移，最后逐渐汇聚到了稷下学宫。

当时从魏国流出的这些学士，选择齐国的原因也是

多方面的。和齐国相比，秦国自从商鞅变法完成之后，实

行的是法家耕战一体的战略，虽然也从各国吸收人才，

但对学士的吸引力极为有限。楚国地处南方，当时华夏

文明的核心在北方，楚国高层基本上出自世家大族，对

外来人才的态度不友好。韩国地处四战之地，不能提供

和平安定的治学环境。燕国地处北地，寒冷且贫脊。赵国

虽然离魏国很近，但走的是高度军事化的道路，对那些

喜欢自由的学士比较排斥。如此一来，战国七雄（秦楚齐

燕韩赵魏）之中，就只剩下拥有稷下学宫的齐国最适合

学士了。

于是，在战国中期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威宣时代，稷

下学宫逐渐成为了各国学士汇聚的地方。再加上齐国高

层对学宫的管理相当宽松，除了给钱之外，基本上任由

学宫自治，也不限制学士们的研究方向，学士们也可以

随意讨论。这样一来，稷下学宫自然就成了各国学士心

中的圣地。

在魏国政权倒塌的过程中，由魏国来到齐国的学士

很多。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孟子。作为儒家学说的

“亚圣”，孟子是邹国人，家乡距离齐国很近。孟子成名之

后，也曾游历四方，并且曾经前往魏国，向魏惠王宣传自

己的学说，为创立西河学派做出了杰出贡献。魏国衰败

之后，孟子就来到齐国，常年在稷下学宫研究学问、开班

授徒，被称为稷下学宫的先生。孟子是著名辩论家，他同

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激辩，以争取儒学的地位；孟子还

曾向齐威王宣传“以仁德治国”的儒家理念，但却未被接

受。所以，尽管薪酬很高，但孟子毅然决然拒绝齐王的挽

留，回到自己的故乡邹国著书立说、教授徒弟，最后留下

了《孟子》这部著作。

稷下学宫的鼎盛———

百家争鸣，人才辈出

和孟子同时代在稷下学宫的学士，除了前面介绍的

邹忌、淳于髡，著名的还有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他

们是儒、道、法、墨、兵、农、阴阳、纵横、名、杂家的代表人

物，即所谓诸子百家。也有资料说，稷下学宫的学问包括

三教九流，三教指儒释道，九流指儒、道、法、兵、农、阴

阳、纵横、名、杂家。在当时，三教九流是中性词。

这些学士中，或许有些人在政治上未必有太高的建

树，但他们却是当时最顶尖的学士，代表了战国时期诸

子百家的最高水平。学士们在稷下学宫开班授徒，诸子

百家的思想在这里激烈碰撞，互相交融、吸纳。毫不夸张

地说，先秦时期（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能够形成百家

争鸣的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稷下学宫的存

在。这个时期著名学士的思想学说，对后世的思想界、理

论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启迪。

齐国稷下学宫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得有人出钱

让这些学士在不用参与实际劳动的情况下，能够安心研

究。秦国的统治者，宁愿把钱花到扩充军队、富国强兵

上，从而使秦国更加强大。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注定两国

日后的结局截然不同。秦国虽统一了天下，却二世而亡。

齐国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思想文化，但是却被一场“五国

伐齐”行动彻底打残，最后在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更是

不战而降。齐国和秦国的这两种不同的结局，孰优孰劣，

后世学者仍在研究。

齐国因为外交政策的失误，被秦燕韩赵魏五国联盟

直接围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国伐齐”，也叫“乐毅

破齐”。这场战争，导致强大的齐国由盛转衰。而这场战

争，对于稷下学宫来说是一个重创。所以在这个时期，稷

下学宫基本上没有涌现特别有名的学士。

这场战争后，齐国还是艰难复国了。复国之后，经过

艰苦的努力，稷下学宫的传统逐步恢复了。再加上齐国

官方依然给予重视，给学宫的待遇没怎么减少，所以稷

下学宫恢复了当初的兴旺景象。这个时候，又一位著名

的顶级牛人出现了，他就是荀子。

荀子（前 316耀前 238，或前 313耀前 238），早年曾在
稷下学宫求学。孟子去世时荀子才十多岁。孟子留在稷

下学宫的学问和思想，对荀子有深刻的影响。荀子在威

王、宣王时代曾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今

的校长），这期间稷下学宫培养出了韩非子、李斯、张苍

等牛人。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颇受秦王嬴政赏

识，李斯扶助秦灭六国，做了大秦宰相，张苍是汉初著名

大臣。他们都是荀子的亲授弟子，对秦、汉政坛的影响举

足轻重。

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

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著作，是荀子及其弟子集体

智慧的结晶，大部分为荀子所著。这部儒家代表作是先

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全书记录了荀子的自然

观、认识论以及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涉及到哲学、文

学、政治、道德、经济、历史、军事、逻辑等许多方面，现存

三十二篇，总计约八万多字。其中代表作有《劝学》《修

身》等名篇。

荀子一生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晚年蛰居兰陵县著书

立说，收徒授学，终老于斯，被称为“后圣”。荀子学识渊

博，为重新整理儒家典籍，做出了显著贡献。荀子强调后天

努力的重要性，强调实践的作用，宣扬积极的人生哲学。

荀子去世之年，秦始皇恰好亲政。此后，秦国横扫天

下，统一了六国。秦朝开国之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

秦始皇诏令销毁其他国家编撰的史书、坑杀讽秦的文

人，在言论上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这就从根本上斩断

了稷下学宫的传承。关闭稷下学宫，并不代表秦朝不重

视文化研究。当时，秦朝曾仿照稷下学宫，在京城长安开

办了官学。

结语

先秦文化，诸子百家，是中华文化融合发展的原始

基因，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进程中，有无可替代的作

用。作为战国时代的华夏文明、教育中心的稷下学宫，从

开办到关闭大约持续了 130耀150 年的时间。在这百多年
当中，稷下学宫曾一度是诸子百家思想的争鸣之地，留

下了无数的思想精华和不朽著作，培养出了对那个时代

具有重要影响的众多人物。稷下学宫虽然没能辅助齐国

统一天下，但它留下来的那些思想和理论，却传承了两

千年，直到今天。

注：本文得到中医名家、文史专家金荣嵋先生的帮

助，特此致谢。

（作者系化学学院退休教授）

稷下学宫———世界最早的官办最高学府
蔡政亭

90 岁高龄的粟翼玟教授，在图书馆门口与本文作者留影

和粟翼雯教授相识并成为书友，是在

山大洪家楼校区图书馆。一个天高云淡的

美好上午，阳光温暖而柔和，一位知性又朴

素的阿姨和她的陪护姐姐，走进了图书馆。

出于职业精神，我主动打招呼：“老师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阿姨说，她想借

书，“好长时间没来过图书馆啦，变化真大

呀”。

聊着聊着，我问：“老师，您认识当时图

书馆办公室张力生老师吗？”她回答：“认识

啊，曾经我借的书有破损，回到家后我修补

好……由于还书时过期了，张主任发现借

出去的书旧貌换新颜，免了我的过期罚

款。”

粟教授爱书修书，并不仅这一次。听生

物系赵双宜教授说 :“有一次，我的字典由于
使用频繁，封面的硬壳部分快脱落了。粟教

授主动说，这本字典太旧了，需要修一下，

不然会影响使用寿命。第二天粟教授带回

修好的字典，跟新的差不多，我一直到现在

还在用。”

粟教授是湖南人，父亲是西北农业大

学很有名的粟显倬教授。粟教授的中学阶

段是在长沙名校福湘女中就读的，和杨开

慧、李淑一是校友。学校里不仅有课堂、食

堂、礼堂、寝室、图书室、阅览室、钢琴室，还

有一定的规则条文，要求学生遵守出校必

须穿着线布制服，夏白冬蓝，衣领两端分别

绣有“福、湘”两字。据她生前讲述，“同学们

读书活学活用，常举办《北京人》《日出》等

话剧晚会，学校各班还办有班刊”。粟教授

和同学通过阅读《西行漫记》《论人民民主

专政》等进步书籍，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充

满了期待。她大学就读于南京大学，并在读

书期间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后在武

汉大学进修研究生学业，师从前苏联专家

和于先觉教授。从小生活在读书藏书爱书

的家庭，爱惜书敬畏书已经深入到了她的

骨髓，所以看到有些书破损，不会听之任

之，而是想办法去修补。

粟教授刚来山东大学生物系工作时，给

微生物学科王祖农教授做过秘书，给遗传

学方宗熙先生做过助教。她是研究植物遗

传学的，年轻上进，总是提前坐在教室里等

着学生来上课，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她一

共带了三届研究生。

和粟教授在图书馆分别时，她热情邀请

我有时间去她的书房看看，有喜欢的书可

以借回家看。由于我早就有介绍山大教授

书房的念头，时隔不久我就带了水果去敲

粟教授家门。她有点责怪地说：“非常欢迎

你来，但是不需要带礼物哈。”

粟教授家的客厅，墙壁上有字画，窗台

上有精美的摆件，地桌上有订阅的《读者》

杂志和报纸，走廊里有绿油油的绿植，钢琴

上方一幅较大的照片下是几个醒目的黑体

字：永远怀念。这时候，我才知道粟教授的

伴侣是韩贻仁教授。在韩教授生病不能自

理的六年里，她一直操劳着伴随身边。

和粟教授聊了很多话题，有她和童第周

夫人叶毓芬的友谊；有她亲眼看到解放军

进驻长沙为了不扰民，夜里坐着露宿街头

的感动和欣喜；还有当时正在播放《觉醒年

代》，我们就谈到五四爱国运动时的陈独秀

和李大钊，谈到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

深交之后，我发现粟教授很率真。

粟教授的书房，一整面墙红色实木书

柜，装满了多种学科类的书，有我不熟悉的

生物类的，还有名字熟悉内容没读过的《南

渡北归》。由于《南渡北归》是写日本侵华以

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知识分子，包括傅斯

年、林徽因、梁思成等，我当即表示希望能

借阅。

离开时，粟教授跟我直言：“我经常借

书给别人看，但是我有四点要求：1，不折页
（她做了一个翻书以后又从上往下按的动

作）；2，不折角；3，不标画；4，不用手指粘唾
液翻书。”我立刻伸大拇指应允，保证按要

求读书。当时没有明确借书日期，到三个月

时我担心粟教授惦记书，于是联系陪护玉

荣，问能不能晚几天还书，想写一篇纪念聊

城的名人傅斯年的文章，五月

完稿后马上还……

时隔不久，我又一次轻轻

敲开了粟教授的家门，陪护玉

荣蹑手蹑脚走过来告诉我“粟

教授身体不舒服”，我正进退

两难，听到粟教授说“请进

来”。只见客厅的沙发上多了

一位医生阿姨，我知道她以前

在山大校医院工作。粟教授

说，“没事，好些了”。我对粟教

授说，“这次我是还书并送书

的。这两本《南渡北归》完璧归

赵，这一本《弘扬科学家精神》

收录了我写的《撼动密码学界

的女性科学家王小云》，是我送给您的。”粟

教授追问了一句：“是送给我了，还是我看

后再还给你呢？”我说：“送给您的，您不看

了再传给其他人看也行。”教授说谢谢。过

了几天，我给陪护玉荣发信息，问粟老师身

体情况？她回复说，粟老师第二天就好些

了。

然后就是疫情，中间好几次想去和教授

联系，又怕自己携带了病毒。漫长的疫情终于

过去，等我和粟教授的陪护玉荣联系，没想到

收到了一条我永远也不想看到的坏消息。“阿

姨已经去世一周年了。阿姨的遗愿也是把书

捐赠了，让有用的书发挥作用。因为疫情需要

隔离，航班极少，小儿子 4 月初才来到。回来
也没见妈妈最后一面，在家住了一个多月，捐

赠书一事没有落实就回去了……”

粟教授是我接待的万千读者中的一员，

和普通读者相比年纪较长（她生于 1929 年
10 月 31 日，2022 年 3 月 7 日去世）。她是
平凡的，但又有着不平凡的情怀和经历。善

良、热忱的粟教授，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但是她惜书、爱书、修书的高尚情操及

素养，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作者系图书馆教师）

粟翼玟教授的借书、读书和惜书
韩爱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