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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君毅先生在《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第十六章〈韓非子之治道〉

一文中集中討論了韓非的法家哲學思想，認為韓非能夠直面人性「自利自為」之

表現，「更用此自利自為之心，以成國家之治」，乃是有進于儒墨諸子之學；而韓

非不斷強化其治道對人性「自利自為」的限制與利用、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

師」，將其治道視為「至高無上」，無視「天地之道」、「其他人生文化之道」等等

之存在，顯然也造成了法家哲學的缺陷。本文試以「韓非悖論」為線索，通過梳

理唐先生筆下韓非「治道」的發展，看到唐先生眼中法家政治哲學的優勝之處，

看到法家哲學「自利自為」的人性論設準與其富國強兵之「明君之道」構想在其

治道發展至不同階段時存在之不同程度的張力。這種張力既是韓非政治哲學思考

不斷推進的內在動力，也最終成為韓非、李斯之徒個人悲慘命運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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