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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顾战国末期的秦国，商鞅携带李悝的《法经》入秦，秦孝公行商鞅之法，实施一系列改革的同
时，又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教，主张以“法”治国。秦一统六国的局势渐渐明朗，百家争鸣的子学思潮
也渐入衰败的尾声。法家的一系列主张在泰国得到推行，其中一些不乏愚民色彩。《商君书·垦令》
中有：“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为了国家稳定，“不贵学问”成为
法家治国的策略之一。法家的思想融入到秦国的国民性格中，是文化萧条的一个重要渊源。　　据《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淳于越在宴会上
提出了恢复“分封”制度的主张，以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却认为：“古者天
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
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
，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
之便。”李斯认为，私学的盛行，阻碍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应该废除。秦始皇接受了他的建议，
焚“诗、书、百家语”；后又因术士侯生和卢生的逃跑而坑术士四百六十余人，其中不免也有儒生。
历史上称做“焚书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大毁灭事件，导致先秦士风在此戛然而止，进而带来了一
个文化上寂灭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士人，以一种微弱的姿态，隐匿在这场浩劫之中，几近毁灭。
士风无疑在秦代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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