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非子

韩非是战国后期阳翟，今禹州市浅井乡村南人，生于约公元前 280年，卒于公

元前 233年，享年 47 岁，可谓中年夭折，不幸之至。

韩非出身于贵族世家，天生口吃，说话结巴，但十分内秀，善于著书。他所处

的时代正是战国末年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决定存亡的非常时

期，竞争异常激烈。谁的国力强大，谁就能吞并他国，称霸天下；谁的国力弱小，

谁就要挨打受欺，亡国灭种。为了使自己的国力强大，不少国家都想尽一切富国强

兵之法，选拔人才，变法图新。特别是秦国，变法最早，时间也最长，先是商鞅后

是李斯，所以国家也最强大，成为七雄中的枭雄，对其它六国形成虎视眈眈之势。

然而，胸无大志、昏聩无能的韩王安却看不到这一点，依然治国不讲法制、用人不

辨贤劣，以致于造成国不能富，民不能强，骏马闲置，鸡犬升天的败落局面。国家

存亡，匹夫有责。为此，怀有忧国忧民之心、抱有改恶除弊之志的韩非曾多次向韩

王安上书，提出建议，进行劝谏。然而总爱以貌取人的韩王安对此毫不理睬，也根

本不想改革变法，励精图治。眼见韩国日益削弱，国势日下，廉明正直的韩非感到

小人当道，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便转为愤而著书。他考察历史上王者们的

政治得失与成败，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先后写下了《孤愤》、《五蠹》、

《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他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

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统治术。从韩非的有关

著作里，我们足以领略这位旷世之才知人论世的精辟见解和治国定邦的雄才大略，

说他是一位天才的思想家、理论家、古代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集大成者一点儿都

不为过，不但当时的秦始皇用他的法治思想和战略规划做指导，完成了统一中国的

大业，给其后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公元前 234年，韩非到了秦国。秦王对韩非十分器重，韩非觉得自己终于有了

一展抱负的机会，就向秦王上书，建议打破六国合纵的盟约，阐述统一天下的策

略。秦王十分高兴，准备立即重用韩非。然而，昔日的同窗好友、本来就有忌妒心

的李斯非常害怕才学超过自己的韩非会取而代之自己的地位，就向秦王绕舌进谗言

道：韩非乃韩国公子，大王想吞并诸侯之地，韩非必定会为自己的祖国韩国打算，

而不会为秦国着想，这是人之常情，现在他长期留在我国，一旦遣送回国必将危害

我们，后患无穷。最好的办法是施以酷刑，杀了他。秦王觉得此话也不无道理，就

以奸细嫌疑把韩非逮了起来，关进监狱。韩非想为自己辩解，可一直无法把自己的

思想告诉秦王。李斯怕夜长梦多，真相败露，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借机假传秦王旨

意，派人给狱中的韩非送来毒药，并附带一信说：秦国重臣对客卿极为不满，决定

将其全部放逐，当然也不会让他们活着回去，还是自己裁决吧。至此，韩非终于明

白自己难说的处境，以李斯送来的毒药结束了自己虽踌躇满志却生不逢时的生命，

亦给自己的《说难》增添了沉重的一笔和深刻的注解。虽然事情发生不久，秦王感



到如此对待韩非有点过于草率，赶忙下令予以赦免，但为时已晚，韩非已是人死牢

空。一个天才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和说服家就这样定格在公元前的 233年。

他的确很不幸，生前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满腹锦绣，反遭杀害。然而他也很幸

运，死后终是才华毕露，万人崇拜，名扬千古，光耀史册。他不只是禹州历史上一

个出类拔萃的伟大人物，也是华夏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无比的亮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