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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国小吏逆袭成韩国丞相

申不害：一人盘活一国的法“术”大师
推行变法与商鞅唱对台戏，却落得个“曲终人散”的下场

相较于商鞅、韩非等法家人物，今人眼中，申不害的
“存在感”有点低。其实，这位提倡“术”治的法家“怪才”，
在我国战国时期也是影响时局的风云人物，凭一己之力让
弱小的韩国迎来15年的高光时刻。

从“郑之贱臣”一步步逆袭拜相，登上韩国权力巅峰；
在韩国推行变法，与秦国商鞅大唱对台戏，最后却以失败
收场。一起来看看这位法家传奇人物申不害的故事。

《史记》中记载的“郑之贱臣”申
不害，是如何从一名郑国小吏、亡国
之臣，一步步逆袭成韩国丞相的呢？
这与他在稷下学宫的游学经历有很
大关系。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是中国历
史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也是世界
历史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它由
齐国直接提供经费，从天下范围内招
收高水平学者做老师，给予丰厚的物
质待遇，让他们自由做学问。

鼎盛时期的稷下学宫容纳了诸
子百家中的所有学派，汇集天下贤者

高达千人，孟子、慎子、荀子等宗师级
人物都曾在此讲学授徒。特别是先
秦最后一位大师荀子三次担任稷下
学宫“祭酒”（校长）期间，鼓励各家各
派畅所欲言，使得稷下学宫成为当时
的文化圣地。

申不害在早年的近二十年中，游遍
列国，广读博览，自研自修，从不拜任何
名家为师。他在稷下学宫，一个月里与
名士论战二十余场，战无不胜，声名鹊
起，被稷下士子们称为“法家怪才”。

论战，让申不害扬名天下，也为
随后的仕途晋升积攒了人气。

申不害，郑国（今郑州荥阳）人，
好不容易当上了个小官，可惜并不为
郑国国君重视。韩国灭郑后，申不害
没有自哀自弃，沉湎于国家灭亡的苦
闷中，而是以“换个老板”的心思积极
表现，努力在“新公司”升职加薪。

关于申不害如何摆脱“亡国之
奴”的身份，走到韩昭侯面前，《战国
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公元前 354 年，魏国围韩，魏国
比韩国实力强大，打是打不过了，就
在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之际，申
不害站了出来。申不害当时只是韩
国的一名小官，他提出让韩昭侯执珪

（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
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解释说：“我
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
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
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
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
莫如朝魏。”

拜见魏国，让魏王得意，再利用
其他国家压制魏国，这招“捧杀”确实
很妙。

之后，韩昭侯听从申不害的计
谋，果然化解了这次危机，申不害也
愈发受韩昭侯重视，从此踏上晋升
之路。

申不害之所以能当韩国丞相，是
因为他“学术以干韩昭侯”。这里的

“学术”，和今天的“学术”意思完全不
同，并不是指申不害学识渊博，他的

“学术”指的是“权术”。
申不害是重要的法家创始人之

一，提倡以“法”治国。在“法”的基础
上，申不害强调君主应该掌握“术”。
申不害的“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
驾驭臣下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说，

“术”是一种治国手段、政治手腕、领
导艺术和谋略方法。现在小说或者
电视剧中的“帝王之术”，就跟申不害
的思想有相同之处。

当然，申不害不仅强调君主应该
掌握“术”，他自己也把这套运用得非
常熟练。

公元前353年，魏国派将军庞涓
发兵八万，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
都城邯郸包围。赵成侯派人向齐国
和韩国求援。齐国的孙膑说服齐王
派兵攻打魏国，从而解救赵国，历史
上称为“围魏救赵”。实际上，参与
这场战争的并不只有赵、魏、齐三个

国家。
赵国被围，同时还找韩国求救。

韩昭侯犹豫再三，拿不准是否帮忙，
就去询问申不害。申不害非常狡猾，
此时的他刚被重视不久，要是一不小
心答错可就前功尽弃了。于是他说：

“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
深惟而苦思之。”

趁着这段“苦思”的时间，申不
害火速找到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
卓和韩晁，不露声色地游说他们分
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
赵的意见，自己则察言观色。当得
知韩昭侯想出兵的意图时，申不害
便进谏说：“我想好了，应当联合齐
国，伐魏救赵。”

伴君如伴虎。君主有时已经有
了自己的想法，只是需要臣子的肯
定。申不害这样先去打探韩昭侯心
思再进谏，虽有失谏臣的风度，但非
常好用。

围魏救赵成功后不久，韩昭侯便
力排众议，将与自己“心灵相通”的申
不害封为丞相。

拜相的申不害开始大刀阔斧推行
变法改革。

申不害的变法，首先整顿吏治，加
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
他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
大强族开刀，收回特权，并清理其府库
财富充盈国库。

申不害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
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
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
的行政效率。

申不害变法过程中有个小插曲，
他找韩昭侯为自己的兄长求官，却被
驳回。韩昭侯说：“我向你学习，用你
的方法治理国家。现在是听从你的请
求而废弃你的学说呢，还是实行你的
学说而废弃你的请求呢？你曾经教导

我记录功劳，审视才能，以此选任官
员，而今你却在法外另有私求，我听哪
个话才对呢？”申不害听了十分羞愧，
回到家后不住正房住偏房，以此向韩
昭侯请罪。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了申
不害变法的成效，连他自己都不能“走
后门”。

在整顿吏治之外，申不害变法内
容还包括整肃军兵、鼓励百姓开拓
荒地、发展手工业，尤其是冶铸业等
措施。

在申不害变法的努力下，当时的韩
国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
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兵器锋利，做到
了“国富兵强”。申不害相韩十五年，韩
国赢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史称“终申子
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有史料记载，申不害起初想去秦国
宣扬自己的法家主张，得知商鞅已占了
先机，就转而回到韩国，在韩昭侯的信
任和支持下，与在秦国的商鞅大唱对台
戏，推行了一场富有成效的变法。

但随着韩昭侯、申不害先后去世，
变法很快就被废除。短短十五年后，韩
国又重回被邻国欺凌的悲惨命运。

商鞅虽然个人命运悲惨，遭到秦国
贵族的反扑，遭受车裂之刑，但秦国后
代君主却延续了变法，最终一统天下。
紧接着，汉承秦制，秦法得以在我国历
史上产生了深远和深刻的影响。

那申不害变法的问题出在哪里？为
何没有形成商鞅变法那样深远的影响？

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在于把变法

内容成文化，形成了《商君书》流传后
世。而申不害的变法改革，多是针对具
体问题做出的权宜之计，没有成文法可
以沿袭。

申不害变法的核心理念是“术”，过
度依赖君主个人能力，需要君主具备足
够的驾驭臣子的手腕与心计。

当然两位法家重要人物的变法结
局不同，也与他们各自身处国家的实
力强弱有关。申不害可以短暂地帮助
弱小的韩国强盛，但凭他一人的力量
不可能扭转战国时局走向，唯有史书
只言片语记载着法家“怪才”申不害的
思想火花。

记者 潘登 许怡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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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稷下学宫，二十多场论战名扬天下

一次“示弱”外交，从此踏上晋升之路

“围魏救赵”耍心眼，法“术”大师一步拜相

变法图强，为韩国赢得十五年高光时刻

与商鞅唱对台戏，为啥落得个“曲终人散”的下场

申
不
害
画
像

让申不害扬名天下的稷下学宫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