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新中国 ６０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

２０１３中国百强报刊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教育部“名刊工程”首批入选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成员刊

双
月
刊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创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总第 ３６４ 期)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出版

　 　 　 　 顾　 问(排名不分先后)

　 　 　 　 　 饶宗颐　 邢贲思　 汝　 信

袁行霈　 叶　 朗　 方克立

厉以宁　 杨牧之　 冯天瑜

奚广庆　 戴　 逸　 楼宇烈

张立文　 钱中文　 李希凡

刘蔚华　 李庆臻

　 　 　 　 海外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成中英(美)　 杜维明(美)

李福清(俄)　 顾　 彬(德)

康达维(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璜　 刘京希　 李扬眉

　 　 　 　 封面设计

　 　 　 　 　 蔡立国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总第 ３６４ 期)



□人文前沿

“新天下主义”纵论(笔谈) (５)………………………………………………………

　 “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 赵汀阳(５)…………………………………………………

　 “天下”:三重蕴含、语言载体与重建路径 任剑涛(９)…………………………………

　 “家国天下”: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共处 许章润(１４)……………………………………

　 何为“天下”? 关　 凯(１９)………………………………………………………………

对公元前 １９２０ 年积石峡洪水与古代中国洪水传说的初步思考 [美]艾　 兰(２３)……

说“坊”

———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包伟民(２８)…………………………

□中国哲学研究

解析大衍筮法及易卦的蓍占概率 孙　 涤(４７)………………………………………………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３７ １１０１ / Ｃ∗１９５１∗ｂ∗Ａ４∗１６８∗ｚｈ∗Ｐ∗ ￥ ２０ ００∗７０００∗１３∗２０１８ ０１



昌明传统学术
锻铸人文新知
植根汉语世界
融入全球文明



□左翼文学问题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

———“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张钊贻(６０)…………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

———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韩高年(７０)……………………………………

汉画像“玄猿登高”升仙含义释读 曹建国(８９)……………………………………………

再读胡适:他们的“中国与世界” 郑　 春(１０４)……………………………………………

□学林漫录

是谁主持编辑了«梁漱溟全集»? 陈越光(１１３)…………………………………………

□政治哲学研究

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干春松(１１７)…………………………………

启蒙伦理场域中的劳动观念变迁 付长珍(１３５)……………………………………………

□儒学研究

朱熹的“状仁”说及对爱的诠释 向世陵(１４３)……………………………………………

□文史新考

辽代殿试考辨 王　 昕(１５２)…………………………………………………………………


特约校对 /王春霖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８ꎬ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６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Ｚｈａｏ Ｔｉｎｇｙａｎｇꎬ Ｒｅｎ Ｊｉａｎｔａｏꎬ Ｘｕ Ｚｈａｎｇｒｕｎꎬ Ｇｕａｎ Ｋａｉ　 Ｆｒｅ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５

Ｓａｒａｈ Ａｌｌａｎ　 Ｔｈｅ Ｊｉｓｈｉ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Ｆｌｏｏｄ ｏｆ １９２０ Ｂ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Ｆｌｏｏｄ Ｌｅｇｅｎ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３

Ｂａｏ Ｗｅｉｍｉ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ｎｃｔ” (Ｆ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Ｓ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２８

Ｓｕｎ Ｄｉ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６４ Ｈｅｘａ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Ｉ Ｃｈｉｎｇꎬ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ｒｒｏｗ Ｄｉｖｉｎａｔｉｏｎ ４７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ｙｉ　 Ａ Ｆｅｗ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Ｌｅｆｔ￣Ｗｉｎｇ Ｗｒｉｔ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Ｌｕ Ｘｕｎ ａｓ ａ “Ｆｅｌｌｏｗ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 ６０

Ｈａｎ Ｇａｏｎｉａｎ　 “Ｒｕｌｅ ｂｙ 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ｅｎｔꎬ Ｅｘ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７０

Ｃａｏ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Ａｐｅ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Ｓｔｏｎ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８９

Ｚｈｅｎｇ Ｃｈｕｎ　 Ａ Ｎｅ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ｕ Ｓｈｉ: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４

Ｃｈｅｎ Ｙｕｅｇｕａｎｇ　 Ｗｈ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ｕｍｉｎｇ? １１３
Ｇａｎ Ｃｈｕｎｓｏ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ｕｍｉｎｇ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１７
Ｆｕ Ｃｈａｎｇｚ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ｄｅａ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３５
Ｘｉａｎｇ Ｓｈｉｌｉｎｇ　 Ｚｈｕ Ｘ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ｖｅ １４３
Ｗａｎｇ Ｘｉｎ　 Ａ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５２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

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ꎮ 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

付ꎮ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ꎮ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总第３６４期) No１,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４)

“新天下主义”纵论(笔谈)
　

编者按: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华文明之天下情怀的讨论,新见迭出,方兴未艾.那么,展开对于“天下”

文明的讨论,其意义究竟何在? 当下时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肆意泛滥,人们不断用民族主义视角

看待和分析世界.整个人类文明,正踯躅彷徨在危险的十字路口.此时此刻,适值“中华文明再出发”的前

夜.从１８４０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能够理性地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筹划自己的未来,重启足可对

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在文明论意义上,中华民族,其心智与心性,究竟对此世界有何贡献? 通过对

中华文明之“家国天下”概念的创造性阐释,是否会有化解文明冲突、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之处? 超越了现代

性的普遍化技术系统在“新天下主义”中充当何种角色? 概言之,“天下”情怀是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全

球治理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有鉴于此,本刊特邀赵汀阳、任剑涛、许章润与关凯诸先生,围绕“新天下主义”

予以深入研讨.通过此组专题笔谈,相信会对“天下”文明的研究有新的推展.

关键词:文明;天下;家国天下;美式天下;中式天下;无外世界;民族主义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１

“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

赵 汀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８３２)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笔者对“天下”观念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分析已述说多遍,比较晚近的完整论述集

中表达在２０１６年的两本书中,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惠此中国».在此实在

不应该过多重复,只想写下一点补充看法,主要是关于“天下”的外运用与内运用之区别,以求进一步

的批评.
对“天下”体系理论主要有三类批评.一种认为天下体系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例如

葛兆光就认为“天下”理想只存在于儒家文本中,并非历史事实①.这个批评令人很有些疑问.周朝

无疑是天下体系的一种实践,不能说“天下”只存在于文本.另外,理想不是缺点,反而是人类思想之

必需.假如没有理想,也就无从理解实践的局限性.“天下”理想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都是重

要的思想资源.另一种批评以柯岚安(William A．Callahan)为代表,他担心天下体系会导致“中国

治下之和平秩序(PaxSinica)”,或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将代替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Ｇ
trism)②.柯岚安的担心显示了西方理论框架的局限性.在西方概念里,最大规模的政治体系是帝

①

②

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思想»总第２９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１５年,第１ ５６页.

WilliamA．Callahan,“Tianxia,Empire,andtheWorld,”inChinaOrderstheWorld:NormativeSoftPowerandForeign
Policy,editedbyWilliamA．CallahanandElenaBarabantseva(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CenterPress,２０１１),１０５．



国,尽管小于天下格局,仍然很容易指鹿为马地把“天下”纳入熟知的“帝国”概念.尽管帝国与天下

有某些相似性,比如都试图建立世界秩序,但天下体系并不包含帝国的征服性、霸权性和敌对性

(hostility)这些本质特性,相反,天下体系具有兼容性、共享性和友善性(hospitality),因此,天下体系

其实具有反帝国主义特性.简略地说,天下体系是一个以“关系理性”为准的世界兼容体系,是普遍

共在关系所定义的秩序,而不是某个国家的统治,其预期效果是,天下体系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达到

自私利益的最大化,但可指望达到共同安全和共享利益的最大化.近来,塞尔瓦托巴博纳斯(SalＧ
vatoreBabones)的«美式天下»一书对笔者提出了有趣的新挑战①.他意识到,“帝国”概念已经属于

过去时,而“天下”则属于将来时.于是他论证说,新世纪以来的美国不再是帝国,而正在转型成为一

个天下体系,称为“美式天下”(AmericanTianxia).尽管“天下”来自中国的思想概念,但在实践上,
“美式天下”将胜过“中式天下”.巴博纳斯说:“天下”是个“合式概念”(rightconcept),可中国却是一

个“不合式国家”(wrongcountry),所以应该由美国来实现“天下”体系.
柯岚安和巴博纳斯提出的问题确有意义,但只在一个高度敌对的国际博弈游戏中才是有意义

的.也就是说,敌对的国际游戏正是帝国竞争或两种世界体系的竞争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效问题的前

提条件.假如敌对竞争的国际游戏不存在了,此类敌对问题也就消失了.天下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它

正是一种消除敌对游戏的方法论,却不是一种如何在敌对游戏中取胜的策略.柯岚安和巴博纳斯都

同样误读了天下体系的意义,都把天下体系理解为在敌对国际游戏中的一种新型霸权体系,因此他

们想象的中西或中美博弈问题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答案.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此类问题的答案就

在于这种问题的消失之中.这意味着,有些问题不可能有答案,也从来没有被解答,当此类问题在新

条件下自动消失时,问题本身的消失就是问题的解决.中式秩序和西式秩序,或中式天下和美式天

下,谁输谁赢的问题就属于此类在未来将要消失的问题.
技术进展正在使世界进入一种超越现代游戏的新游戏.如能建立新天下体系,那么,敌对国际

游戏就将消失.天下体系的要义在于世界的内部化,目的是建立一个消除了外部性的无外世界.在

无外世界的条件下,敌对策略决非一个占优博弈策略,更不是众望所归的 ESS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strategy)②,也不是与之等价的“无敌策略”(unbeatablestrategy)③.因此,柯岚安和巴博纳斯

的问题不可能在天下体系的条件下存在,而只能存在于“前天下”状态里.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

话,他们的问题其实是说,假如给定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变,中西或中美的博弈谁会胜出? 假如是这样

的问题,笔者还是不知道答案,不仅因为世事难料,更因为这种问题的存在基础正在逐步消失.准确

地说,甚至在新天下体系得以建立之前,覆盖世界的普遍化技术系统就将使国际敌对策略变成无利

可图的策略.虽然未来尚未来临,但未来之势已经预告了当下许多问题已经成为过去时.一切与未

来技术系统的运行方式不能相配的现代价值观和体制都会被放弃或者修改,一切坚持现代游戏的策

略都将失效.在未来世界里,技术系统为王,而不是某个国家为霸.当技术系统超越了现代性,新天

下体系才具备落实的条件.
在此我们可以简要地分析新天下体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按照笔者的理解,“天下”由三层条件

叠加形成,即地理学的世界、心理学的世界和政治学的世界三者重叠为一,缺一不可,三者同时满足

才是天下④.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三重世界同时满足?
(１)地理学的天下就是作为物理存在的世界.天之所覆,即为天下,天无外,天下也就无外.地

理学的天下自然天成,本为一体,就是说,世界在物理学意义上天然达到了无外的存在,但至今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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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治、宗教和文化原因而被人为分裂;
(２)心理学的天下指万民之心,世界众心所归就形成心理学的天下.因为人们的利益存在冲突,

很难形成众心一致的选择,所以心理学的天下至今未成.如果以每个人的欲求为准,那么永远不可

能形成众心满足,显然,世界能够支付的利益远远小于人们的欲求.因此,心理学的天下实际上只能

相当于一种普遍可接受的利益合理分配.笔者相信,如果能够做到“关系理性”高于“个体理性”,并
且实现“孔子改善”,就能够达到普遍接受的利益分配.关系理性意味着,互相伤害最小化优先于自

身利益最大化;孔子改善意味着,只要社会总体利益得到改善,每一个人的利益就都必须都得到帕累

托改善.相当于说,社会总体的帕累托改善必须同时落实为每一个人的帕累托改善.
(３)政治学的天下是一个政治系统下的世界秩序,这个政治系统必须是由关系理性所建构出来

的,而不是任何一种单边的霸权系统,并且,其制度安排尽量逼近“孔子改善”,即等价于全民普遍受

惠的帕累托改善,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小部分人的帕累托改善,但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因此,
政治学的天下意味着普遍承认的世界主权和世界宪法的存在.

只有同时满足上述的三重天下之合体,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天下.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由于不可

能充分预知未来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我们也就无法确知“天下”理想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假如天下的

理想能够部分地或逐步地实现,就已经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前景.如果一种理想主义不能同时是现实

主义,那么是无意义的;同样,如果一种现实主义不能同时是理想主义,那也是无意义的.事实上,
“天下”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历史上已经应用于世界的建构(周朝)以及国家的建构(秦汉以来的中

国).当把“天下”理解为一种具有政治建构能力的方法论,就可以想象它在未来的可能应用.
作为方法论的“天下”有着在外部世界的运用和在内部世界的运用之别,可以称为天下方法的

“外运用”和“内运用”.外运用和内运用在方法上有着同构性,但可以类似拓扑那样产生出不同的模

型,就是说,可以同构而不同形.这意味着“天下”的方法论有着足够的变通性,在不同语境和条件下

能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运用方式,但在基本精神上则保持一致性,即上述三重世界的三位一体.
以古代中国论之,天下方法论的“外运用”有过两种实践模型,一是西周创制的天下体系,二是汉

代至清朝的朝贡制度.周朝的天下体系虽然意味着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秩序,但所辖地面有限,大约

只有现代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因此,许多人以为周朝体系只不过是中国体系,甚至认为天下只不过

是中国.这种误读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周朝之前的历代,甚至商朝,都未曾建立一种人为设计的政

治制度,仍然处于权力的自然秩序,属于“酋邦”水平,即使是文明相当发达的商朝,也只是酋邦盟约

体系.酋邦状态的权力秩序是武力割据,酋邦之间并无边界,甚至其势力范围也不直接接壤(为了避

免不必要的冲突),在严格意义上仍然属于前政治的自然秩序.周朝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它创始了

政治,而且,它所创造的政治是一种以建构世界秩序为意图的政治.与一般的政治发生顺序不同,周
朝天下体系的政治原则是先建立世界秩序(天子的天下),然后建立国家(分封诸侯).无论周朝所辖

面积多么有限,其本质是一个世界的建构.这种先有世界后有国家的政治,意味着天下方法论首先

是天下政治的外运用,然后才是内运用.周朝的天下制度终结于创造了大一统制度的秦朝.大一统

制度虽然不再是天下制度,但继承了天下观念的遗产,于是,自汉代开始,周朝的朝贡制度被转化为

中国王朝的对外政策,这是天下方法论的第二种外运用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大一统王朝时代的朝

贡制度远远没有达到费正清所谓的“朝贡体系”,因为完全不具有一个体系所谋求的政治、军事、经济

的控制和支配功能,而仅仅具有作为象征的文化楷模和怀柔抚远的和平功能.在缺乏“体系”的主要

功能的情况下,就不能随便把一种政策拔高为体系,那是言过其实了.
与天下方法论的理想化“外运用”有所不同,大一统王朝对天下方法论的“内运用”更具有实在落

地的现实主义效果.当天下的世界尺度收缩为国家尺度,就转变为国家空间的内部结构,虽与世界

秩序保持着同构性,却不再具有世界的无限外向性,而是收敛为一个内向模型,即在一个有限空间里

建构一个微观天下.正是天下方法论的创造性内运用,使得古代王朝能够创造一个既不同于帝国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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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民族国家的大一统中国,这是一个无法纳入通常政治范畴的独特国家类型,笔者称之为“内含天

下的国家”(aworld patternstate).天下观念的内运用促成了古代中国体量膨胀的生成模式,即
“旋涡模式”①.旋涡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古代中国不是通过向外侵略征服而扩大,而是通过向心力不

断吸引众多部族为了问鼎中原而逐鹿中原,结果是出现一个政治奇迹:众多部族(主要包括汉、蒙古、
匈奴、突厥、鲜卑、藏族、契丹、女真或满族)都汇入在中国旋涡之中,形成多样一体的大一统中国.其

中,天下观念最典型的内运用策略就是汉代发明,历代一直沿用的“一国多制”,以“不变其俗”原则维

持了天下的文化生态多样性和政治体系的一致性.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未来世界需要建立一个新天下体系,天下方法论将可能有什么样的外

运用和内运用? 严格地说,我们不可能预知未来,因此不可能确切地谈论未来“天下”的运用方式,但
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未来世界之“形 势”而有一种合理的想象,即在未来多种可能性之中去想象什么

是值得期望而又具备可达性(accessibility)的那种可能性,也就是同时兼备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那

种可能性,因此,以“形”(可利用的条件)求“势”(可取的可能性),是一种可行的期望.
人类之普遍所求无非有利于所有人和每个人的存在与幸福的客观条件(物质、技术和制度条件,

但不包括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偏好),这是唯一可以普遍分析的事情,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主观想

象,不能作为思想根据.简单地说,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世界利益分配的具体安排,但可以分析在未来

普遍有效的利益分配原则.那么,普遍有效的利益分配原则需要满足什么标准? 至少可以明确的

是:(１)以什么样的理性原则作为利益的测量标准? (２)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原则能够必然排除人们破

坏其利益分配制度的积极性? 如果不能明确这两点,一切所谓的“好事”都是空话.换句话说,凡是

无法确认一种理论与其实践之间的必然对应关系的价值观都是空话.比如说,人人都想要自由、平
等、公平之类,基于这些价值概念的理论基本上都是空话,因为那些理论从来就缺乏与之等价的实

践,而且,多种互相矛盾的诉求都可以被定义为自由、平等和公平,也就无所谓什么是自由、平等和公

平了(仿维特根斯坦悖论).可见理论需要能够明确的实践原则,否则便无意义.就是说,理想主义

必须同时是现实主义.
新天下体系要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就需要确定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互相施于对方并且

能够循环使用而不至于导致互相冲突的理性概念,这就是“关系理性”(relationalrationality),即以每

种相互关系作为利益结算单位的关系理性,而不是以每个博弈者作为利益结算单位的个体理性(inＧ
dividualrationality).显然,个体理性导致互相冲突,无法满足上述标准.如前所言,关系理性的基

本原则是:互相伤害的最小化优先于排他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基于关系理性,普遍有效的利益分配

原则就必定是“孔子改善”,即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得到改善就必须同时使每个人的利益获得改善.这

在效果上相当于人人有份儿的帕累托改善,或者说是一种无人被遗漏的帕累托改善,因此,“孔子改

善”是任何可能改善中的最优改善.
自从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首要塑形力量以来,未来之“势”就蕴含在技术之“形”中.政治制度虽

然是控制技术使用的权力,但也不可能超越技术所定义的生活形式,尤其是当技术越来越系统化,以
至于覆盖生活的大多数细节,政治就不再能够按照政治价值观的偏好去推行某种政治制度,而只能

在技术所供给的可能世界里选择一个可能世界.就目前科学进展来看,蕴含着最强大未来之势的技

术显然是系统化和数据化的技术,包括互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学技术以及支持

以上技术的各种技术.一个系统化和数据化的技术世界具有越来越强大的全球系统,或者说,以万

物互联为基本特性的新技术必须覆盖全世界,只有覆盖全世界才能够实现新技术的效率最大化或者

功能最大化.而新技术要覆盖全世界,就需要具有普遍的兼容性和共享性.这是新技术的本性,也
是任何未来社会无可选择的技术条件,这一点将使国际体系、帝国主义或单边主义都成为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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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新技术的运行方式与“天下”概念能够达成一致,这两者都试图创造一个无外世界和

兼容共享系统.新技术创造无外世界的技术系统,天下体系创造无外世界的制度系统,两者形成未

来世界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新天下体系将是唯一能够达到与未来技术一致无碍的政治

系统.显然,系统化的技术需要系统化的世界与之配合;同时,系统化的世界需要获得系统化技术的

支持.在新天下体系的制度下,同时在新技术的支持下,世界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兼容性和共享性,因
此,新天下体系将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国际体系.不难看出,现代的许多代表性技术,从机枪到核武,
在本质上是排他性的技术,所以与充满冲突和战争的国际体系正相配;而全球时代的代表性技术,例
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兼容性的技术,所有系统化的技术都是要求兼容性的技术,所以与

新天下体系更为相配.在系统化技术的条件下,新天下体系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中心,或者有无数

中心,因为真正的王者就是系统本身.于是,仅仅有利于个体而不利于系统的存在因素都会被开除

出系统,结果是世界的内部化.因此,新天下体系对“天下”方法论的运用可能会是顺序颠倒的运用,即
在其外运用中采用旋涡模式去实现世界内部化,而在实现世界内部化之后就不再有漩涡中心.于是,
新天下体系的内运用就只有维持世界系统化秩序的功能了,其中最可期望的成就将是消除零和博弈.

“天下”:三重蕴含、语言载体与重建路径

任 剑 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自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悲剧性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没能把文野之分划得

更清楚,反而悲剧性地造成中西和古今之地域与空间文明的僵化对峙.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明碰

撞结果.但历史无法从头再来.从１８４０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可以理性地筹划自己的未来,重
启中华文明当中确实可以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

一个被动挨打的弱小文明和民族,常常是在舔舐自己的痛苦中努力争取崛起,这就注定其无法

理性地筹划未来,或者挖掘传统文明当中有益于人类的积极因素.当中国终于告别了被动挨打的悲

剧性处境,在物质实力上进入世界前列,因此具备条件去认真考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究竟要为整

个人类承担些什么.尤其是在国人谈论“中国梦”的时候,执政党领导人指出“中国梦”与“美国梦”本
质上的一致性,如何凸显人类共同的梦想,而由中华文明给出优化答案和领先智慧就变成关键问题.
这正是讨论中华文明天下情怀的现实动力.

一、“天下”的三重蕴涵

在中华文明天下情怀重新回到现代现场之前,曾经的中西文明相遇,不是进取性的碰撞和升华,
而变异成为中西文化的地域文明和文化对抗的悲剧结果.西方人在１５００年以来呈现的“现代世界

体系”和中华文明长期发展所凸显的“古代天下体系”,两个关于人类社会整体筹划的方案处在鲜明

对立的状态.廓清两个体系的真实内涵,就此显出其重要性.如在“中华文明再出发”大命题中讨论

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需要厘清“天下体系”的三层含义.
“天下”,首先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地理性概念.在今天的分科学术里属于地理学考察的范围.

这个地理范围,随着中国政权所达范围的扩大而具有明显的变化.现在申论“天下”,似乎不可能不

重视这个含义,这是天下的物理对象所注定的事情.一般强调的天下“情怀”,属于天下之最高精神

层面或价值层面的东西.在中间层,“天下”主要是指华族和周边民族的关联圈,这与中国古人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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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下制度结构相关.在传统文化体系里就是周代的“五服制度”和后来的“朝贡体系”,这是由一系

列制度建构起来的国家间机制.在今天平等的民族国家之林当中,试图重建一个由中国人绝对占优

的世界,把其他文明和民族卷入中华民族的天下“漩流”,并认同中华文明古已铸就的天下体系,是匪

夷所思的事情.但天下“情怀”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亦属无疑.
对现代人类而言,无论是从全球性问题还是从全球性治理角度来讲,由于长期受民族国家思维

的主宰,环宇之中,保有“天下一家”这样的价值情怀的国家不是太多.当然我们得承认并赞扬,一些

西方国家保有这样的情怀.但近期欧洲人表现这种情怀时遭遇到中东移民的挑战,以至于给欧盟造

成前行的巨大障碍.而今天西方阵营中的美国,特朗普显然秉承一种带有自闭性特征的保守主义传

统.不过在美国文化或美利坚文明里,仍然无可怀疑地保有世界情怀、理想主义成分.美国历史明

显短暂,如果我们把历史眼光拉长,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最为源远流长、最为值得重启.
三重因素催促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一方面是因为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关键

问题,超越国家视野,确立全球眼光变得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自身遏止了近代以来的悲剧性命

运,而对中西文明的碰撞产生新的认知,知晓必须超越中西文化的价值冲突和地域性对抗.中国现

代文明走到了站在人类文明门槛面前或是迈进或是退守的关键地步.再者,中华文明在决断自己发

展未来的当下,也到了需要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的关键时刻.
中华文明曾经拥有一个完整的天下体系,以地理奠基,以五服、朝贡制度保障,以天下情怀升华.

相比而言,基于地域对“天下”概念的建构,既有继承,更有超越.很明显,中国古代对天下体系的建

构,在地理因素上已经有了极大突破.古人常常认为中国就是中原,就是汉族的天下.在中国的边

疆理念史上,人们长期认为中原的周边,都是蛮、夷、戎、狄,只有汉族人可称华族.这种地理概念逐

渐扩大,中国对东亚甚至东南亚、中亚局部地区发生重大影响之后,地理意义上的“天下”概念,已经

拓展出与其原始的地理含义迥然相异的意涵.但真正的结构性突破,则是由一个现代性事件所引发

的,那就是１８４０年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天下”逐渐变成近代的“世界”、今天的“地球村”.
中国人的“天下”,在地理上是扩展性概念.但在近代的扩展过程中,出现不少笑谈.且不说现

代中国早期的保守派,就说开明派,在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曾经闹出惊人笑话.在１９世纪后半叶,睁
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行者、现代文化的开拓者,譬如编辑«海国图志»的魏源,想当然地把西方人,甚至

接近西方人的中国人,都视为怪物.“天下”概念的地理拓展,随着近代的“地理大发现”而骤然变化,
当时国人的认知出现这样的笑话,不足为奇.今天我们离魏源那个时代过去了近两百年,对当时超

出“天下”的那个地理范围,不会有过多井底蛙见了.
其次,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并非重建一个以五服体系、朝贡体制为支撑的制度结构.

坊间有一种说法,中国崛起一定以美国衰落为比照,或者说东方崛起一定以西方衰落为前提.换言

之,当代“以我为主”的中国之世界观及其相应的制度体系,乃是“天下”制度结构在时下的反刍.这

种立于中国历史的现代版天下体系,可不可能将历史上那种恩威并重、道德感化和政治安排在当下

重新结合起来呢? 答曰很难.从历史的视角看,传统五服制度的地理想象是很丰富的,但在五服范

围展开的朝贡制度建构,靠的不是一手而是两手:一方面是化外民族对华族文化的自愿接受,另一方

面则是军事征服提供的强大动力.仅仅着重前一方面的伸张,并将之视为重建天下体系的精神依

托,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而在当下,后一方面的力量伸张,恐怕难以为之.
我们重温著名历史学家陈序经的«匈奴史稿»,从中可以获知,汉朝与匈奴争战,失败的匈奴进入

欧洲,让欧洲人感受到黄种人的可怕.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天下体系建构的武力因素绝对不低于

道德感化与文化认同因素的作用.而今全球处在多极化的结构状态,试图依靠武力重建天下,无异

于痴人说梦.
至于朝贡制度,并非当下国人臆想的那样,是周边国家诚心诚意臣服于中国.周边国家到中国

朝贡,常常仅具有中国单方面自认的外人恭敬而来的自恋,其实朝贡者甚少这种虔敬.所谓“量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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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不只是中国支撑其弱国地位的国家间政治心态,而是中华文明对外关系

体制的核心———只不过它体现为两个面相:在古代,凡是来朝贡的国家,表示你臣服于中华政权,因
此可以得到极大的物质馈赠,这是一种朝贡体制的道德感动制度;在现代,中国国势微弱之时,国家

需要维持面子心理,因此宁愿向外人让渡利益,从而维持其统治地位.这是一种朝贡体制的政治好

胜心理.
当代国家间的往来,更重视平等交往和利益互惠,这就肯定不是对朝贡体系的当下重建.比较

而言,传统的天下体系所包含的三方面含义,地理和制度意义上的当代价值已经不太明显.这一体

系中真正有益于人类开拓光明未来的成分,主要是它的精神理念,即天下情怀.中华民族关注整个

世界,重视人的价值一致性,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对今天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而言,
确实是最可宝贵的理念.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并不是指天下人都归属于皇族一家,臣服于

皇帝一人.相反,其基本精神是同气相求,“民胞物与”.其建立在人的一致性尊严、共同性发展、平
等性共享的基础上,就此能够具备寰宇的感召能量.基于此,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不囿于举国眼

光,而必是全球视野.换言之,这样的情怀,不仅对中华民族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全球治理具有普

遍意义;不仅是追求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且要全面放开视野,使全球范围、万国万民,都能同呼吸、
共命运,由此便具备超越异质性的民族国家建构起来的对峙性世界体系的可能.

在这个特定意义上,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主要是要重启中华民族足以矫正现代世界体系

冲突机制的宝贵成分.同时,有效克制中国古代天下体系由“万邦来朝”所体现的那种独占鳌头、独
领风骚的排斥性观念.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对人类光明灿烂的未来担负起责任.

二、天下观的语言载体

语言是文明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海德格尔特别强调,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重启天下,必
须选择适当的语言载体.

近代以来,随着古代天下体系的崩溃,汉语在精神担负的宏大意义上明显退化,甚至堕落了.第

一,象征汉唐气象的语言气势荡然无存.那种话语是表明中华民族宏大文明气象的语言形式,它对

周边国家具有示范性.广而言之的“唐音”一度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发展程度极高的语言载体.但历

史演替、文明衰变,两次受到少数民族的征服,语言携入了非常多的少数民族话语成分.尽管因此为

汉语注入了活力,但也大大改变了汉语发音表意的结构,反映出中华文明语言载体的历史兴替.这

样的语言体系,后来经过西方文化侵入,尤其是中经日本的转译,使目前的汉语负载了两重社会信

息:一重是失败者的信息,汉唐气象的语言成分被挤压下来,变成一种失败语言或者弱者的语言.汉

语寄托的不是我们文明文化的实体性力量,中间楔入了很多弱者对于道德公平的呼唤之声.集中起

来,就是一种弱者句式:因为我是弱者,所以你不能欺负;又因为我是弱者,你曾经欺负过我,所以欺

负者永远不道义.至于“落后就要挨打”这样对国家处境的格式化表述,更是体现了汉语的某种现代

性格.严格说来,这类表达方式需要全盘反思,否则,“天下”很难激活为一种强者语言.
第二,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体系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呈现出全方位的强势,因此,中国常常

用西方侵略者的行为模式来组织语言,形成一种颇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语言风格.在面对当下

国家间利益平衡关系、抑或致力于解决彼此间的冲突时,一方面极力将语言变成道德工具以护身,而
不是表达现实处境和讨价还价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将语言作为表达姿态的手段,而不是理性陈述的

工具,极化的言辞甚为流行.就此而言,我们的语言必须要经历一次革命,才可能真正负载一个承担

人类使命的汉语言的功能.
从语言看中华文明的现代演变,当然存在一个如何对待“五四语言”和“文化遗产”的问题.笔者

对“五四”启蒙精神是持坚定辩护态度的,并且特别看重精准现代立场的极端重要性,对一切偏离现

代价值立场的所谓古典说辞是坚决拒斥的,对一切站在后现代维度拒斥现代的态度也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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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也有它的缺点.仅从语言视角看,因为“五四”是对传统语言的现代革命,一方面它使汉语

进入现代语言的天地,功莫大焉;但另一方面,“五四”太过推崇平民语言,甚至将之民粹化,导致精英

语言的全面丧失.精英语言并不是单纯负载精英群体意识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富有个性的汉语言

表达方式.由于“五四”片面推崇白话文,拒斥文言文,语言表述的个性被抹平了,精英语言太半消

逝,“言不雅驯”的情况普遍出现.这令人颇感遗憾.
时下不多的文人语言表达,人们听起来感觉过瘾,但又有点儿不明不白.原因在于这样的语言

表述有些脱离目下的流行表达体系.“五四”中断了精英语言,导致语言表述个性化的东西少了,千
人一面的政治性语言多了.这是一种以宏大词句遮蔽丰富思想的表述系统.按照经济学家张维迎

的说法,这是一种“语言腐败”.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运用自己富有个性的语言,更为充分地实现

相互交流的目的,使语言真正成为民族的精神家园.设若中国试图重启“天下”,并加以现代表述,确
实需要再来一场语言革命.当然,那已经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式的语言革命了.这不仅是因为我

们缺少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陈独秀这样有感召力的思想大师,也是因为“后革命”需要的是富

有个性化的语言表述方式,不必追求那种整齐划一的语言表达系统.只有在开放性地论及“天下”的
思想市场的前提条件下,呈现摄人心魄的宏大气象之“天下”话语,才可能重新登上现代世界的理论

舞台.

三、民族主义与“天下观”重建

或问:天下情怀、天下主义在理论内涵上是否能够成为与民族主义相匹配或者相平等的理论研

究领域?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后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也是建立现代

民族国家极为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但政治学界比较公认的是,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

的阐述.西方学术界对世界主义的阐释水平,远远超过了对民族主义理论的阐释高度.从理论角度

看,民族主义大致流于经验描述或现状概括.
无论是天下主义还是世界主义,他们与民族主义是什么关系? 当然是冲突关系.民族主义着眼

的是“地球村”的小群体,包括各个民族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认同对象.孙中山先生曾经说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为什么民族主义是个宝贝? 因为在民族

国家时代,各个国家都靠民族主义强化民族的认同,维系国家的向心运转.无论是在文化认同、政治

认同还是其他方面,这种小群体认同无异于筑起了一道排他的高墙.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人们

把古典世界里民族、种族的边界壁垒夯实起来,且几无例外地经历了种族甄别、种族清洗甚至种族屠

杀的惨痛过程.这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往下走的一条演变线索.
民族主义还有一条往上行的演变线索.这一路径的演变,促使现代民族国家迈过三道坎:第一

道坎是,一个主体民族生活的中心地区,以其民族主体为依托,建立起相应的国家.这就是人们熟知

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国家结构.第二道坎是,当落后民族致力于建立国家的时候,他们会

不由自主地模仿先进民族来建立其国家形态.同时取决于自身的落后挨打处境,会浮现强大的道德

冲动———寄望于强国、同时又投射于弱国的扶弱济困之道义感.比如: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有跟自己

一样被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需要建立国家,我们就乐意声援这些国家的建国事业,“人民要解放、民
族要独立”的口号就反映出这种国家理念.这种同病相怜、相携前行,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边界.
第三道坎是,受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政治心理驱动,一种建立在“环球同此凉热”心理基点上的国际

主义情怀油然而生.不过相应的制度设想与建设,还相当苍白.
民族主义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在政治学理论上需要反思.原因在于,民族主义自身为一背反结

构:一方面它诉诸相对于整个世界“大家庭”而言的民族小群体意愿;另一方面最后一定要超越民族

国家界限,走向天下一家的境界.这中间必然存在相互冲突的道德欲求和政治欲求,需要世界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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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逐渐具备理性处理这些难题的政治能力和观念技艺.
民族主义不是民族间绝对相互排斥的理念.因此,民族主义并不见得完全跟天下主义、世界主义

相对立或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种政体建构与国际关系关联的断言,那就是已经成为民族 民主的

国家,比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之间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而非民主国家的国家间冲突,常常诉诸战

争手段.一般而言,对和平的同质性追求,是在民主国家间首先实现的.独立的民主国家在共同追求

民主的过程中,逐渐驯化了民族主义中的野蛮成分,因此彼此可以和平相处,并且以和平方式处理彼此

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前行道路上是存在一条走向世界主义的通道的.
致力于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理论,有着“新天下主义”与“新世界主义”两种不同的进路.新天下

主义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此种平等关系不是来自于现代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主义,而
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只不过这一理念不再建立于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挺立在平

等民族国家之间.同时,它以天下理念超克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诉求,生成一种近乎天下一家的

政治情怀.这样的天下主义之所以被命名为“新天下主义”,在于它不仅超越了中国古代那种中国中

心主义的天下建构,而且也超越了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民族国家间秩序.但新天下主义

致力于激活中国古典传统的天下理念,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古今维度置于中西维度之上,由此试图

将中国传统的结构转变所凸显的古今关系问题、由西方挤压中国催生的中西关系问题,转变为中国

重启传统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问题.如果新天下主义在制度层面闯出一条通道,那不啻是人类之

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那是中华民族带给全世界的福祉.但这种理想性的国家间秩序构想,与西

方国家建构的理想化的“世界”秩序,并无实质性区别.目前引人瞩目的相关理论建构,也就是“新天

下主义”跟“新世界主义”,也都没能呈现出各自宣示的根本性差别.
一般而言,天下体系着重于体系层次,并未涉及个体行为层次.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究竟如何?

如果政治理论只讲体系不讲个体,相关的制度设计是不是根本无法进行呢?
这两者中间确实存在某种令人担忧的断裂.第一是现代政治理论的逻辑断裂.现代政治理论

致力于解决个体行动层面的问题,并只是在有限的民族国家范围内保证有政府状态或秩序状态,即
通过限权,保障个体自由、社会秩序.一旦上升到国家间层面时,这样的理论逻辑就中断了.之所以

如此,在于国际社会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就让国际政治完全不同于国内政治,国内政

治致力于索解一国范围内的个体行为、组织行为和民族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政治行为之正当性与合法

性.假如超出这一范围,它就无能为力了.国家内部的政治行为主体定位于公民个人,而国家间政

治的行为主体确定为国家,当从个体行为跃进到超大的政治社会即国家间的行为时,人们便无法用

同一逻辑观察和理解国家间的政治行动.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没有以个体为行为单位的理论建构,
仅有个人主义的认知方法,这是需要留意的事情.

第二,在天下主义的理论建构中,人们试图沿循“修齐治平”的进路,一路往上以求解决从个体修

养到天下治理的所有问题.笔者认为此路不通.原因在于,这样的思路既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也无法打通人类行动的彼此畛域.在“新天下主义”思路中,对个人的关注程度不高,关注个人的理

由不过是因为个体是向外推展德治逻辑的起点.这样的推展力度是否足够,是倡导者所虑甚少的事

情.但即便个人道德修养的强度可以强大到推向天下,天下人的相应反馈是否绝对一致,也是一个

疑问.在此意义上讲,现代政治理论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实现从个体一直到天下一以贯之的

通畅治理.加之“上帝的事情归上帝,恺撒的事情归恺撒”,让世俗事务与神圣事务处在一个显著的

断裂状态;国内的事务归主权国家处理,国际的事务归国家间协商或诉诸战争手段解决,也让为一国

所熟知的解决政治问题的套路无以用于国际问题的解决.因此人们才看到,在国际政治理论流派

中,何以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蔚为大观、居于主流,而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流派并未像它在国内政

治中发挥那般巨大的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将其理论思考从国内直接延续

到国际,一以贯之地处理好国内与国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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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天下”: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共处

许 章 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笔者在法学院教书,起居不外法意,行藏皆在规则,对于中华文明脉络中的“家国情怀”,以及进

而言之“家国天下”这一理念,于历史,于学理,皆为外行.心思所及,忧思所至,虽然不出此范围,却
至多算个业余爱好者.因而,冒然置喙,难免不妥不确,还请教正为盼.碍于篇幅,概约十点.

一、“家国天下”是一种在境性人类意识

第一,重温中华文明的“家国情怀”,体认其义项和意象,梳理其义理与心理,瞻望其文思与哲思,
旨在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世界体系中清楚认识今日之中国.此为问题意识,源于当下时势,
承接自百年“中国问题”,而凝结为一己心事,仿佛辗转为一个有关汉语古典思想的学术作业.

１８４０年以降,尤其是１８９５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中国在亚洲处于何种位置,亚洲对于

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如何参与和贡献于现代世界体系.置此列国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人间

世,何为全球秩序,这是一个怎样的全球秩序,全球秩序仰赖者何? 以及天下一统还是万国之一国,
封建抑或郡县,帝国还是纯粹的文明体? 凡此悬疑,伴随着西力东渐,中国的屡战屡败和东亚中华世

界的解体,油然而生,日益凸显,与华夷之辨、东西之争、古今之变一起,催逼着国人必须有所思考,作
出回应,而构成近代中国史上超逾百年的“古今中西时代”,至今尚未止息.当其时,环宇浩瀚,华夏

原来只是万国中的一国,而此波现代文明发轫于地中海 大西洋,已非一朝一夕.两洋涛急,拍岸打

来,吾中华文明,命脉倒悬,已然岌岌可危,非得见贤思齐,启动转型不可矣.
于是,有至今未止的这波文明大转型.转眼一个半世纪过去,起承接续间,今日中国 GDP总量

不期然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可能,按平均购买力计算竟已超过美国.按人均计算,在一两百个单元

中瞠乎其后,则又如何是好? 吾华夏天下,虽说亿万富翁如雨后春笋,却也还有数千万同胞尚未脱

贫,几亿国人依旧不过刚够温饱,意义秩序不见成型,历史终结还是尚在展开? 与此同时,这文明复

兴与国力成长中的旧邦新命,辗转腾挪之际,置此全球体系,必有所谓战略空间与大国博弈的难题,
同样如何是好?

因此,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由此反省内政,梳理意义秩序,遂成这方水土之心思重重所在.
要言之,中国如何为世界贡献其德其能,世界怎样为我所用,从而造福于十四亿同胞,进而造福于普

天之下?
其间一大纠结就是,一贯以弱国心态周旋于世,奉行弱国外交,此刻多少走强,而又不可虚骄,盖

因大转型尚未结束,则国族心智心性均需有所调整,以应时需,又如何是好? 此间作业,虽说并无当

年救亡图存的急迫恓惶,但也实在不比救亡图存简单,更需直面大国博弈的波诡云谲.
实际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历经２０世纪的两次热战、一场冷战,西方塑造的近代世

界体系,至少使其间的东西权势对比,已然到了一个“结束的开始”的关口.值此险隘,华夏旧邦新

命,其之古来教训,而念兹在兹之“民胞物与”理念,“普天之下皆兄弟”的无私胞谊,与邻为善的敦睦

和合取向,特别是“中国乃一人,天下为一家”的“家国天下”理想,应在慎予反思、重新解释之后,作为

中华文明理解与应对当下世界的理念资源出场.此时此刻的中国心智,于此用功,不仅意在调整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为中国谋福利,也是在为这个纷繁人世找出路、谋福利,而责无旁贷.所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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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怀”与“家国天下”意识,此刻重提,意即在此.
第二,揆诸本义,按图索骥,“家国天下”内涵的修习次第与襟抱格局,概莫“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因而,包含“身”、“家”、“国”与“天下”诸要素,能近取譬,宏微互嵌,大致穷尽了组织人世生活

的基本伦理 政治单元,而排比铺陈,适足以安身立命,支撑邦国.至于古今中国,在生活世界与意

义世界两重架构中,名实之际,可能与现实两头,向往和担忧之间,何为“身”、“家”与“国”,“天下”究
所何指,史家自有追问,深刻周纳,我辈法政学人,谦卑受教,以资利用,可也.

在此接续,可得申论者,今日透过文化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来看,则所谓的“天下”或者“家国天

下”,指谓的是一个文明时空、政治想象与世界图景,而且落脚在道德理想,适为四位一体的宏阔意

象,表达的正是“天下一家”的意思.天下为一家,四海乃一人,不要以邻为壑,摈弃猜忌憎恨.相反,
爱亲友、爱邻居、爱这个人世,以爱意置换恨意,用交往沟通取代刀枪剑戟.进而,用公民友爱和契约

主义组构国民横向联系,建构政治共同体,一种亿万公民和平共处的公共家园.这样的政治想象与

道德理想,以文明时空垫底铺展,堪为普世价值,也是“家国天下”这一中国文明理念当能贡献世界的

精神财富.就此而言,中国为亿万国民的家邦,世界是人类分享的公共家园,正为“家国天下”值此时

刻可能引申发挥的价值理念.什么是普世价值? 这就是普世价值.
第三,因此,在文化政治学的意义上引申发挥,“家国天下”理念内涵了一个“双重四位一体”的义

理结构,喻示着一种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特有的中国式文明间架.除开上述四位一体外,第二

重结构统辖“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和公民憧憬”.在此,起自身家,从自己做起、从小做起、
从小事做起,“不随地吐痰”,按规则过马路,家人相互照应,尽责打自己的一份工,包括担负起选择与

批评的权利和责任,关键时刻扛枪打仗,不惜赴汤蹈火,就是修身,就是齐家,就是爱国爱人类,也就

是在为天下作贡献.因此,其将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和亿万公民对于美好生活、和谐人世

的憧憬融为一体,笼括无遗.这样四位一体的概念,“家国天下”,岂止浩瀚而又微茫,普天之下,实在

更无第二个概念足堪比拟.
总之,上述“双重四位一体”的义理结构与文明间架,依据“家国天下”这一修辞命意而引申解析

得出.其之两相叠合,至微至宏,克爱克威,概将组织人世生活的基本伦理 政治单元拢括一体,喻
示着一种特有的中国式文明间架结构与政治时空,也是一种超迈的道德理想与普世情怀,实在是中

国文明的奠基性概念.
第四,上述诸题,落实在实践论和功夫论,引导出两个维度,意味着个体终生体认与人类世代践

履,而使得“家国天下”这一理念不只是愿景规划,还是一种修习次第,士君子陶冶身心的进阶指南.
就第一个维度而言,上述四位一体暗含了个体终其一生,高自标榜,才能实现自己的文明秉性,

完成政治成长.生而为人,却又需要“做人”,时时处处,警而怵之,这是多么豪迈而又悲凉的理念.
而一不小心,“做人”就会变成一顶大帽子,反而压抑人性自由生长.其间两难,惟谨惟慎,盖因人性

幽微,人心曲折,而生计维艰,社会无情,稍有松懈,人性就会滑入谷底.逮至率兽食人,文教隳颓,则
亡天下矣.因此,中国古典的“人性论”以文化行教化,再敷陈为文教,而通达于政教,既是基于人情

世故,却又寓含理想,不动声色,曲尽情理与道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于人性的同情,明白面对不得

已,真正仲尼临终不免一叹耳.职是之故,诸种身份,除开父母儿女,赵钱孙李,自天造地设的“生
民”,而自我体认之“族民”,再到社会烙刻的“市民”与国家赋予的“国民”,最终进境于政治成长的“公
民”,而移步换型脱胎而出的嚣嚷“选民”.

就第二个维度来看,着眼于人类历史,讲的是“数代人”、每一代人,前赴后继,沿承接续,不懈不

怠,戒慎戒惧,才能臻达理想;或者,不断逼近理想之境.此为漫长岁月,于个体,一生望不到头,以毕

生持守为代价;于人类族群,更且一眼望不到头,以全部历史作赌注.故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否

则,“最高的已然落下”,则打回原形,一切回到原点.另一方面,对此抱持疑惧,实则满怀人类历史是

一个不断向善的光明心态,正为一种华夏文明观,也就是一种政治观,其之宅心仁厚之所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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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个体的终生践履与全体人类的世代接续,所构成的这一幅景象,苍茫而豪迈,悲悯复奋昂,
令人不禁为生而为人、人为万物之首的道德灵气,为其基于此岸与彼岸的分别而汹涌喷发的理想情

怀及其超越张力,而赞叹一阕.而且,它意味着一切美好理想,必得落诸个体努力和众群奋斗,当下

起步,才有指望.进而,鉴于人性惟微,人心惟危,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指望而绝无把握的事,才更需吾

日三省,不敢稍懈.因而,身为其中一员,无选择地来了,还将无选择地走,是如此幸运,又是多么无

可奈何.

二、“家国天下”是国家哲学,也是一种文明观

第五,“家国天下”理念,尤其是“天下情怀”,充盈着兴亡概念与忧患意识.古往今来,兴亡是常

态,如同生死乃规律.生是异常与侥幸,死乃常态与必然.同样,兴亡有形而无常,其间必有轨辙,却
又那般缥缈,捉摸不透.置此进程,生命是个向死而生的流程,不可逆抵.幸而为人,需要做人,而做

人不慎,人不成其为人也.私心利用,治理松弛,则家国遭殃.世界不努力,则灾荒、淆乱与战争必

至.位高权重之人,一言一行,动辄牵连天下,稍有松懈,败国丧家,更需戒慎戒惧.放眼望去,小小

寰球,该有多少物种繁衍生息,达至峰巅,竭尽其能,而后消隐无形.又有多少文明,美轮美奂,千年

训育,万年生聚,却挡不住雨打风吹去,沦为考古对象,徒令后人复哀后人.
因而,究其实,忧患意识是对冥冥之中更高存在的敬畏.由此而有人的观念,适成一种超越意

识.“神”的概念的出现,对于更高的存在的意识与膜拜,虽说吊诡,恰恰表明人的觉醒及其超越.究

其情由,当然源自人间兴亡,出自对于苍生苦难和一己顿挫的苦闷同情.左右为难之际,顿悟之下,
豁然开朗,而有忧患意识和兴亡概念也.

正是在此,天命惟危,君子不当玩忽.如同周公之诫召公:“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却原

来,忧患意识的背后深藏着天命观念,道出的是天人之际,人之浩然而卑微.习常所谓的“做人”,人
人都逃脱不了的“过日子”,遂成一个以文化育的兢兢业业的持守长旅.唯有兢兢业业,唯有奉天敬

德,个人可得善终,大家才好过日子.由此,天命观潜含着并转化为文明化育的实践论,也是一种和

平政治,而涵盖作育于人际、家族、族群与邦国.
可那古往今来,坑蒙拐骗享尽福,修桥补路总受苦,此时此刻,天何在耶? 地何在耶? 八方神圣

何在耶? 那些峨冠博带的正人君子又何在耶?
天地无语,唯有人间苦难作证,这一切叙事,不过是不得已,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而,不过

是一种解脱之道而已.否则,如所见证,更糟糕呢!
第六,天下为公,致公天下.“家国天下”概念意味着天下为公,正面肯认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

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人人起居其中,人人皆有份,人人担一份责.此经家国勾连,早已揭橥昭彰.
而且,此亦非惟三代景象,毋宁是一种普世价值.虽有朝代国家前后相继,而改姓易号,却不损其本

义.今日民族国家成为正宗,也正是基此本义,“家国天下”概念正堪对接“主权在民”政道,而于文明

论一脉,伸展其世界体系观念.仅有国族本位,而无主权在民理念,今日国家立不起来.没有民族国

家本位,所谓的世界体系奠立于霸权体系与帝国体系,离理想甚远矣.
循此理路,可得申说的是,就现代政道而言,经由遴选程序而施行代表治理,让国家成为亿万国

民分享着的公共家园,正为其善果.因此,既然天下为公,要在致公天下,则中国为家园,世界为天

下,而天下本一家.这是“家国天下”理念展现于世人的中国文化的美好方面.时在今日,其之指向,
当为契约主义的邦国与条约体系的全球秩序,同样为此“家国天下”概念所能引申包含.而且,此非

审美,毋宁政治,一种关于群居生活善好向往的政治设计.笔者曾经喟言,“家国天下”概念是一种

“立基人道理想的文教本质性与充盈普世情怀的典范性价值真实”,其因在此.
第七,以文明间架组织公共空间,遵循承认政治的相互性普遍主义.“家国天下”概念起自文明

概念,而以文明概念组织政治单元,基于相互性普遍承认主义,以承认政治作为群居生活的基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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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换言之,每个人承认彼此的安全、自由、尊严和幸福,以彼此的承认获得自我承认.只有承认对

方才能获得对于自己的承认,而对方承认我,也就是在承认他自己.进而,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恰构

成一种普遍的相互承认关系.在此关系基础之上建构公共空间,转化为文化心灵,蔚为一种文明概

念.因而,此种文化情怀就是天下情怀,而天下情怀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情怀.
至于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非指朝廷,亦非一家一姓的朝代国家也.当年顾炎武

明明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①因此,“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不是指径任朝廷驱驰,为帝王家族张本卖命.恰恰相反,朝廷兴亡,如走马灯,干卿何

事.故而,亭林先生才会接着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矣.”②但是,假若文明衰落,文教崩塌,人性堕落,整个世界堕入暗夜,这时候人兽相食,则为“亡天下”
矣.此时此刻,读书人当起而抗之,奋而救之.这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心本义.

三、知不可而为之

第八,立国模式、世界主义公共空间意象与世界公民共和主义.“家国天下”概念所蕴含的双重

四位一体结构及其八种要素,意味着它是一种立国模式.说是立国模式,是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对
于它的古典含义引申阐释所获得的现代建政立国意义.其以身、家、国各为同心圆,经由相互承认,
而伸展出关于世界体系的和平文化,仿佛有别于纯然民族国家的列国模式之壁垒森严,既与现代国

际法合辙,又多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情.就是说,其基本立意在于,中国身处世界国族之

林,“家国天下”笼罩下的世界是也只能是分享着的公共空间.此亦非他,就是天下归仁,天下归善

焉.换言之,不妨说这就是一种世界公民共和主义.反之,这个世界天天打仗,满大街贩毒爆炸,人
奴役人,国奴役国,何谈家国? 而且,纵然眼见而不忍,又有什么法子呢? 职是之故,从理论铺陈做起

而见诸践履,自每个人做起,化性起伪,而铺展为大众实践,乃至于国家政治实践,借此“家国天下”理
念以倡导世界公民共和主义,好歹奏效于万一,而天下归善矣.

第九,以和平为凭,以自由立国.“家国天下”理念意味着一种和平文化,同时必以和平文化来支

撑.此间之和平,主要是指“人类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不惟邦国之内,复指邦国之间,更指全体人类

的普世大同与永久和平.天下无外,中和位育,恰成一大场景.孔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诫勉,
实为永久和平之道,义从理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同样基此义理,而出乎情义,同样适用凡

此伦理 政治单元.换言之,破除帝国秩序,以分享政治组织邦国政治和世界体系,才是和平之道.
因此,其之呼唤与指向的,是建立在和平文化基础之上的常态政治.置身现代语境,以自由立

国,是达成常态政治的不二法门.“家国天下”搭建了一个于折冲樽俎中营造和平的文化政治架构,
在现时代语境立言,意味着必须以生民福祉、个体自由为归宿.因而,天下归善,而自由即善.同时,
各以自家为中心,意味着各自承认对方为中心,则“家国天下”这一古典中国的双重四位一体的架构,
似乎具有营造全球和平的文明潜力.

进而言之,现代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奠立于和平基础之上,以自由立国建设民主国家,以文明

立国建构民族国家,将“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笼统于此进程,四位一体,蔚为建国大纲,而适成普

世和平之道.
毕竟,一切的文教法政设置,包括家国在内,缘起于生计,而造福于生机.有益生计生机则行,无

益则藏则废,原无条条框框.
第十,也就因此,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中华文明脉络中的“家国天下”理念或者“家国情怀”,究其

表里,考其古今,其实满含悲悯,用恻隐面对诡谲人性,以不忍化育不仁之世.职是之故,“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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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明 法政间架,其愿心所在,其憧憬所向,实在是知不可为而为之.人性善恶交合,而终究靠

不住.向上提撕的超越情怀与作恶的自私基因,二位一体,使得如何叫人向善,令世界美好,只能努

力,但求尽心,却实在毫无把握.
说到底,家国天下情怀,其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教本质性,展现的是一种在境性人类意识,也是

一种宗教性悲愿而已矣.笔者曾以“一个伟大汉语修辞的悲悯致意”为题作文,其心如此,其意在此,
其义更在此矣.

四、家国天下情怀的文明资源

或问,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文明资源可供挥洒家国天下情怀呢? 而且,仅有情怀也不够.想吾华

夏古代,“不少东西领先世界”,精神资源尚算充沛.但今日世界精神,似乎均宗自由主义,则中国政

教设施仿佛瞠乎其后.
笔者是这样看的,当我们说中国文明时,不仅是指这一方水土含蕴化育的纷繁文化艺术成就,同

时,它是一个历史概念,陈述的是五千年来中国文明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足以支撑生活世界、提供

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理想社会图景,关于人际关系和惬意生活的美好设想,以及曾经创

造了什么样的信仰体系,它们在今天是活的还是早已博物馆化,等等.
今日谈中国文明,当然更不止于此,同时面对的是如此浩瀚时空中十四万万生民之生居作息.

其之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坐卧行止,生老病死,歌哭和战.而且,千万年来,此方水土营造中华世界,
牵连世界风云,从未止息.问题是,１８４０年以来,文明论意义上,而非建构主权、争取国族独立与解

决衣食温饱的意义上,吾国吾民,其心智与心性,究竟对此世界有何贡献? 这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在文明论视角,就此刻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的创生来看,坦率而言,这一百多年间,中国文明的

贡献微乎其微.因为,一阶段一时代,文明有高低,发展有快慢,闻道有先后.当其古典枢纽文明时

代,中华文明民胞物与的普世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的救赎精神,以及其他枢纽文明,孕育于不同地域,
各领风骚,难言高下.发育于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乃有不同的人生哲学、宇宙图景、价值观念和

社会制度,从而养育了各自的人民.推陈致新,截至现代降临前夜,三千年来,各美其美,都算功德圆满.
问题在于,晚近人类这波大转型起自１７世纪前后,三四百年来的世界就处于这波文明大转型的

漩涡之中,终于造就出了一个叫做现代、现代文明与现代秩序的文明体系,并于旦夕之间,席卷全球.
而率先启动这波大转型的不是中国.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今天的生活景象,毋庸讳言.

见贤思齐历来是华夏君子人格的修行次第.回头一看,从开始的懵懂蒙昧到后来的自明自觉,
从一味抗拒到被迫学习、主动学习,而至今日之锐意进取,就器物层面来看,多半到手,甚至在某些领

域领先于世界.就“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这些现代国家建构的大经大法来看,现在所缺乏的,是
民主与法治.

实际上,也不能说中国对于现代文明的创生毫无贡献.一百多年来,但就中华大地亿万生民建

设现代国家的实践,史无前例,非英美德法的成例所能框含.其之试验与效应,就是对于人类文明的

一大贡献,也是启示所在.在此,如何消解集权传统、避免民粹主义,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耗费资源、撕
裂人心,均需也终将会获得中国式解答.此波大转型完成之际,也即现代历史终结之时.那时节,如
同黑格尔所说,世界历史精神在德意志翱翔,也许我们可以戏仿,世界历史精神在中华大地翱翔.

问题在于,这份愿望和愿景,须付诸当下实践.因而,如何破解政治僵局,小步慢走,却走个不

停,和平、理性、渐进,一直走出“历史三峡”,才是核心所在.在此进程中,不要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
一步一步,走向理想图景,才是包括政治精英、思想精英和财富精英在内的全体中国心智,应当担负

起的责任,也是当下必得回答交卷的迫切问题.
正是在此,重温“家国情怀”或者“家国天下”意识,尤为重要.实际上,自古以来,“天下”并非实

体,而是理念,一个文化与政治的大框架.生而为人,我们的认识范围有限,一生经历亦且有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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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外是什么? 宇宙之中,人类的邻居在哪里? 凡此种种,我们并不确知,放飞想象,伸缩之间,权以

“天下”笼统之.因此,古典中国所谓的“天下”,与其说是地理时空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教本质性,
一种典范性价值真实.

实际上,就“天”之一字而言,古来中国人命意,如先贤早已揭橥,包含多重含义,而有“自然之

天”、“义理之天”与“德性之天”的层次之别.换言之,首先是地理空间概念,然后是文明概念,最后是

道德概念,使得“天下”观总是意味着一种文教取向.所谓“文教”者,相对于“政教”,意味着和平文

化、文明开化、崇尚王道而非霸道.其中,尤其是相信人的理性,人性的善端,对于人性疑惧复信赖,
而更加倚重教化.就此而言,对于此间的和平文化、文明开化与王道精神的创造性阐释,或有化解宗

教冲突、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之处,也就是中国文明对于这个纷纭人世有所贡献之处.

何为“天下”?

关　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有学者论及“天下观”时讲了三个维度,一个是地理的天下,其次是作为制度的天下,第三是天下

作为文明遗产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今天我们讨论天下情怀,那么,“天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天下”听起来像是乌托邦,也像是一个理想国,因为“天下”与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秩序有着不

同的观念与制度逻辑.但“天下”是不是只是一种怀古幽情呢? 天下体系是否只是历史或古典哲学

的研究对象呢?
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为什么“不死”? 从历史来看,与中华文明同样古老的文明很

多都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消失了,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与今日埃及、伊拉克这些伊斯兰地区的

文化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政治体的文化根基是文明,事实上,文明必须变成一种政治体和政治秩

序才能得以延续.中华文明很早就变成一种普遍性政治秩序,而且经历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而从未中

断,这就是“天下”.
特别是西方现代性兴起以后,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船坚炮利,更是彻底翻转了传统观念的政治意

识形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从君权神授、君权天授转向了所有人的个体权利向国家的部分让渡,
个体的社会权利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为中国,当代中国与“天下”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 仍然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的当代性”
和“内含天下的中国”都有很深刻的意涵.很多人对赵汀阳有批评,认为天下观是早已过时的东西,
讨论它在此刻还有什么意义? 天下观能变成今天世界秩序的方案吗? 或能以天下观治理今天的中

国吗? 这些疑问背后隐含着一些对“天下”论题的误读与误解,亟须澄清.
从历史上看,天下观不仅仅是一个文明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也是文明政治体存续的结果,二者

是个统一的整体.换句话说,若无天下观,东亚这么大的一个社会文化体系———不只是今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范围,而且是包括日本、东南亚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儒家文明圈———是靠什么建立起来

的? 其实“儒家文明圈”这个说法本身并不准确,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内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不断变化的,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到秦以后的独尊儒术,再到佛教进来,以道家的术语体系翻

译佛经,儒释道混杂,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变化.直到在西方冲击之下,民族主义思想进来,中华文

明从古典的普世价值“沦落为”带有某种地方性、族群性色彩的“汉族文化”,文明流变的背后是人看

待文明的观念变化的轨迹.所以今天我们批评“天下观”是迂腐之念,或者锁定一个特定的刻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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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概念时,都可能是某种作茧自缚.我们更多需要讨论的是,天下是何时何地的“天下”,是哪个

王朝、哪个社会为主体的“天下”? 是作为政治哲学还是作为政治实践的“天下”? 在这一点上,今人

的思考与古人是不同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天下仅仅是“汉族”的吗? 是先有天下还是先有“民族”
呢? 仅就历史上的统一王朝而论,唐朝是有鲜卑血统的太原李家统治的天下,元、清两季皆是非汉皇

权君临天下.对于忽必烈、努尔哈赤、岳飞、史可法算不算中华民族英雄,我们有激烈争论,但如果我

们换一种眼光,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才成为问题的? 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用当下的观念去看所有的过去,以今人之心揣度古人之腹或者文明

之腹.我们应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以这样的心态来衡量天下.“怀柔远人,教化普遍”这句话是康熙

说的,今天有人说清朝并非中原王朝,而是内亚帝国,却忘了雍正虽自称为夷,乾隆却自视为夏.夷

夏之辨“辨”的并非族群,而是文明教化.有清一季,非汉族群建立的政治秩序,仍然是天下的普遍性

文明秩序.在这一点上,所有这些问题和论点的提出,都与今天这个民族主义肆意泛滥的时代,人们

不断用民族主义视角看世界有关.于是,今天恰恰生产出来一个古代并不存在的天下问题,其实质

是民族主义问题,而非天下问题.

一、为什么今天仍然需要讨论“天下”?

我们还原回来,看历史上存在的天下.今天讨论它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

走向现代化,建设一个与世界兼容的现代中国.任剑涛先生也提到,古典文明构建天下体系不是依

靠暴力.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政治秩序就是依靠暴力构建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征服的秩序.但

仅仅依靠暴力征服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通常难以持久稳定,它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撑,最典型的就是

一神论宗教.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一神论宗教会在观念世界里生产出不可宽恕的

异教徒,因此宗教战争难免.而在今日世界上最大的文明体系里,按照雅斯贝斯“轴心文明”的分类

方法,只有一个文明体系具有真正的全面包容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天下体系”.中华文明在观念上

不生产异教徒,在世界历史上,东亚大陆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地域.
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首先是全球化的空前深入.当全球化进程深入到目前这个程度,“认

同政治”正在全世界发生,地球村的各个角落都有“我们是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和生活

方式使得时空重组,各种传统的价值观、情感和社会网络都遭到破坏,所有人都在焦虑地寻找社会认

同.“天下观”式的文明资源正显示出一种深邃的启发性价值和可能性,或许能够对解决现代性的危

机提供帮助.
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正在同时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是现代性不足,我们并没有真正变成一个

现代国家,至少从法治、个体社会权利保障和成熟的市场分工体系及制度规则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向

西方学习;但另一个挑战恰是西方此刻也在面临的危机,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政治秩序的溃败、民粹主

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所以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过去那个差序格局的世界体系正在发生变化,随
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是否能比以前变得相对均衡一些? 面对各种新的世界性挑战,中国是否能为世界

贡献些什么? 是不是可以从中华文明的思想传统和历史实践中找到一些资源? 而如果想找到这些资

源,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褪去我们今天戴着的意识形态眼镜,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与文化.

二、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

无论如何,此刻经济起飞、快速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并没有脱离自身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种连

续性,有时是在一种表面看似断裂的语境中展开的.笔者是作民族问题研究的,所以还是想以民族

问题为例.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之后,失去皇帝的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天下”由此发生向民族国家

的转型.但天下观真的从此不发生作用了吗? 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无论是北洋时期的五族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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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族主义,这些政策都没有解决国家分崩离析的潜在威胁,无论是内地还是边

疆,国家事实上并不是统一的政治体,而是军阀割据的状态.真正恢复国家大一统政治格局与国家

一体化普遍秩序,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为.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手里远没有今天的物质性资源,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一

穷二白.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家力量推进到边

疆的每一个角落,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国境线也由此产生.民国的时候,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处于国民

党政府的实际控制力之外,否则就不会有红军长征的北上路线.长征就是沿着汉和非汉社会的分界

线北上的,在这条路线的西侧,红军几乎无军事压力.换句话说,一条长征路线证实了当时民国政府

对西部民族地区并无实质性控制.
新中国在１９５０年代初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质性恢复了晚清疆域,以民族国家的形式重新统一

了中国.它依靠的并非物质力量,而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力量和共产党这个现代政治组织.在这

个历史奇迹的背后,天下观和天下体系都在发挥作用.
新中国倡导民族平等,优待少数民族,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提升少数民族在国家内部的政治代表

性.如果说,在国际关系上,新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在文化多元的内部,却是赵汀阳所

说“内含天下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讲过国家要“给少数民族还债”,还历史上汉族欺压

少数民族的债.这是在承袭历史责任,是一种真正的天下情怀.

三、天下观与中西文明的关系

也许可以这样说,天下观是中华文明比较“硬性”的特征,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构建东亚整体性

政治秩序的价值观、宇宙观基础.以我们熟知的文明分类来说,不管是黑格尔、马克思,还是汤因比、
亨廷顿,对文明的分类都是二元的,即西方与东方的二分法,而西方处于真正的文明中心的位置.东

方与西方相比,是野蛮而落后的.其实这种分类法和中国的“夷夏之辨”包含着同样的逻辑,即文明

与野蛮的二分.
近来流行的一本书非常有趣,就是«人类简史».生于１９７６年的以色列年轻学者赫拉利在里面

用了一个词叫“虚构故事”.在他看来,今日人类的先祖智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大的合作体系,就是

因为讲了虚构故事,比如宗教.在这些虚构故事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合作,就使得其他任

何物种都无法跟人类展开生存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观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虚构故事”的一种,其意义大致等同于普世宗教.

不过通常人们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的文明,缺少宗教传统.但细观天下体系,其思想内涵

是有超越性的.无论是“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还是礼制规范的社会制度,中华文明传统最显著的特

征是“即凡而圣”,在凡俗生活中创造规范的神圣性,而且不生产排斥性的异教徒,因此包容性极强.
当下的全球化时代,在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上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源自西方基督教社会启蒙之后

的现代性,但现代性本身正在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危机,如过度理性化、个人中心主义、拜金消费主义、环
境破坏等等.重新发现中华文明的思想与制度资源,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积极的补充,而非对立.

事实上,由于文明传统的不同,非西方社会并不能简单依靠模仿西方而成为另一个西方,宏观意

义上的中西文明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从中既可以看到对立,又可以看到相互渗透,一定不是

单向度的,而是互动的,即使一方处于弱势地位.我们说近代史上中国有“百年耻辱”,但这个“百年

耻辱”难道仅仅是西方改变了中国吗? 中国没有改变世界吗? 我们越强大,对世界的影响越大,这是

肯定的.对于宏大的文明体系而言,有一个词特别重要———教化.真正的普遍主义文明都自诩有一

个使命:教化世界,不管是一神论宗教、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还是中华文明,都有这个使命,也正是

因为这个使命才能划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对不同文明来说,不管是在功用上还是在哲学高

度、思想深度上,所有文明不是等值的,唱歌、跳舞的社群传统文化和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能力、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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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意义的深邃哲学思想能是一回事吗? 如何使未来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更具包容性、更具让不同

的文化彼此沟通、和谐共处的能力,始终是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命题.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传统是

不能低估的思想资源.

四、天下情怀与知识分子

谈到天下情怀,顾炎武之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为有名.通常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指当天下

秩序面临倾覆时,作为知识分子有责任挽救之.后来人们把顾炎武这个说法作了些许改动,叫“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
但实际上,这种改动也是对顾炎武思想的一种曲解.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还是不能用今人的

观念去理解古人的原意.天下的“天”很重要,没有天就没有天下,而这个“天”,代表了一种道德规范

及深不可测的普遍规律.天下体系是一个教化体系,天下的中心是天子,首先要教育的那个人就是

天子,这是秩序的根本.一旦天子“德不配位”,天下体系就面临危机.作为施教者的群体就是知识

分子,就也是士阶层.“士”也代表天意,他们可以做官,却也有规范、制约天子的责任.天下体系的

底层是平民,但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不是对平民的要求,而是对“士”的要求.
只有个体成为了儒家知识分子,受过教育,有了“修齐治平”的德性,才有顾炎武所说的“匹夫有责”.
当然这里包含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所以显然并不能说天下体系是完美的.

正如历史学者所讲到的,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因此“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不是指朝廷天下;恰恰相反,这个天下与“我”无关,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与我何关.
但如果文明衰落、人性堕落,整个世界堕入暗夜,人兽相食,读书人应当起而抗之,奋而救之,这才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总而言之,天下观是一个思想体系,而天下是古典文明时代的政治秩序.天下是人类的历史经

验,它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现代性是从基督教文明来的,现代性里面有很多社会危机的种子,民族

主义是其中一个.中国古代处理多样性问题,不用民族主义的方式处理,而是在尊重地方性差异的基

础上构建一个大的普遍秩序.所以我们更多讨论的是天下体系对多样性的包容,而不是国际关系.
另外,笔者还想借这个机会替赵汀阳辩护两句.政治学者们所讲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视角非

常重要,因为现实主义视角里包含了所有国家作为行政主体的一种理论体系.不过也需要注意另一

个问题,就是国家作为行动主体当然是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后果却不一定是国家所能够控制的,所以

国际政治不仅是一种国家试图实现意志的过程,也有发生学的一面.赵汀阳在理论上有一种取向,
即把中国整个历史进程解释成一个发生学现象.实际上,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持极端否定态度的

都是目的论者,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和持“历史终结论”的福山.黑格尔认为东方没有历史,福山当初

认为历史会终结在西方手里.显然,用现实主义眼光衡量,这个看法反倒很不现实,这些年中国的发

展举世瞻目,虽然也面临很多复杂难解的问题,但其成就却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我们当然不能对

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但也不能因此陷入某种历史虚无论之中.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笔者同意任剑涛的说法,现代性优先,因为所有文明都包含着时间概念,一

切都是动态流变的.没有一种文明是静止不变的.其实,所有文明真正发展的核心是反思性,基于

反思性而前行,而不是基于某种稳定的、固化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概

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有不同的内涵.但中华文明世世代代的历史实践,却使这个文明体系不断

实现自我更新,否则它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古代文明.因此,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仍然正在创造、更
新着我们的文明,这个历史实践仍然在继续.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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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元前１９２０年积石峡洪水与古代中国
洪水传说的初步思考

[美]艾　兰

摘　要:在发表于２０１５年８月５日«科学»杂志的文章中,吴庆龙及其考古学团队将公元前１９２０年在

黄河上游大规模洪水溃决与传统上认为夏朝奠基者的大禹治理的那场洪水联系起来.而将两者相联系

的关键问题在于,古代文献典籍中并无记载说明大禹所治之“水”为黄河的洪水.但这场洪水的爆发与二

里头文化的巧合还是非常有趣,为何它能够帮助二里头的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更高水平的复杂社会和政治

组织? 洪水的爆发地积石峡属于具有最早青铜铸造文化的齐家文化区域.如果黄河上游爆发的大洪水导

致齐家文化区的人们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则这些具有青铜器冶金技术的移民能够激发二里头当地固有

的青铜铸造工艺.在这种方式下,黄河上游爆发的洪水则能与发展到国家社会的二里头间接地联系起来.

关键词:积石峡洪水;大禹治水;夏朝;二里头遗址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２

２０１５年８月５日,吴庆龙和一批优秀的考古学家组成的团队在«科学»杂志(Science)上发表文

章,报道公元前１９２０年在黄河上游大规模洪水溃决的证据.考古学家们将这场洪水与传统上认为

夏朝奠基者的大禹所治理的那场洪水联系起来.学术界常常认为夏朝相当于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

头为中心的早期青铜文化(前１９００ 前１５５０),但这种观点还存在诸多争议.该论文的作者提出,积
石峡洪水不仅能证明夏朝确实存在,而且能证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当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考古发现,考古学家们独创性的学术研究使他们确定了这场洪水的原因、性质与时间,这很值得庆

贺① .笔者早前曾经从神话构建的视角写过禹和夏朝的文章,因此期望有更全面的考古报告早日发

表,这样可以进一步思考笔者在此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感谢«文史哲»杂志给我机会,在这里讨论

对这一重要发现及其意义的初步看法② .
吴庆龙及其课题组发表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黄河上游的一次地震导致山体滑坡而形成一

个大的堰塞湖.大约在公元前１９２０年,今青海省积石峡内,湖水上涨,冲破坝体,形成大洪水.洪水

漫过黄河大堤,造成罕见的、泛滥的洪涝,甚至导致黄河下游改道.洪水造成的灾难如此巨大,以至

深潜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成为早期文献如«尚书»«史记»记载的有关大禹治水的基础.因为禹是夏

朝的创始者,洪水的时间为这个王朝的开端提供了证据.相传禹与其父鲧辛勤劳作,治水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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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夏朝之始约在公元前１９００年.这个时间与二里头文化的开始及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

青铜器时代相吻合.他们据此认为,他们的发现与分析支持二里头文化与夏等同的观点,虽然他们

提出的夏朝建立的时间稍微晚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时间.
笔者曾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在重构中国早期神话系统的背景下讨论禹和夏朝的神话建构问

题.笔者认为,这种神话观起源于商代,后来被历史化了.根据这一观点,有关夏朝的观念源于商人

的神话.商人认为,有一支早于他们的人群,与他们自己是一种倒装的关系———商人将自己与十日、
鸟、桑树、东方、天和生命相联系;另一方面,夏则与水生物(如龙、龟)、若木、西方、黄泉、死亡相关.
大禹治水属于创世神话的一部分,禹被视为夏朝的创始人.周灭商后,周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以

及建立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来解释这则神话.他们由此认为,以前有一批人被商人的先祖击败,这是

他们击败商人之前就有的先例.这就形成了夏、商、周王朝循环的观念,正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棱镜,
夏朝才为后世所知①.

讨论商朝之前历史问题的症结在于,虽然我们现在拥有大量的物证,证明中国土生土长的社会

与文明可以追溯到几乎一万年前,但是直到公元前１３００年左右的晚商时期,我们才有了与时代同期

的原始文献,而且我们不能确知中国的文字书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商朝晚期刻在兽骨和龟甲上

的占卜文字中,包括了商王族在宗教仪式上需要供奉的祖先的名字,但是卜辞是从商朝晚期商王及

近臣的视角来写的,除了祖先的名字外,提供的早期时代的信息甚少.确实,如果我们没有商朝晚期

的记录,我们可能仅知道汤(甲骨上写作“唐”)是比上甲开始早好几代的商王家族谱系上的一个祖

先.从为汤准备的贡物来看,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特殊的、拥有强大力量的神灵,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证

据来证明他是商王朝的建立者.所有关于禹和夏朝的证据都是从周朝(前１０５０―前２２２)或更晚的

时期得来的.吴庆龙和他的团队并没有讨论这一点,他们坚称爆发的洪水具有巨大的灾难性,这种

灾难会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难以磨灭.笔者不否认这种记忆的可能性,但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那

样,仔细查考禹在古典文献中的记载,这些记载并不能表明它们与黄河流域的考古学证据有关联.
而且,根据传世文献去确定夏朝起始年代的任何尝试,都存在着固有的方法论问题.不过,这场洪水

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作为早期青铜时代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禹和洪水

将黄河上游灾难性洪涝的考古学证据与大禹治水的记载相联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古代文献典籍

中,没有记载说大禹治水是治理黄河的洪水.禹的成就不是疏浚黄河或其他任何特定的河流,而是

疏通天下的三江五湖,东注于海.«尚书禹贡»是记载大禹辛勤劳作的经典篇章,文中描述禹走遍

九州,每到一地,命名山川,辨明地形地貌.«禹贡»提到了黄河,但是从来没有单独点明黄河是洪水

泛滥之地.
我们今天看到的«禹贡»可能成书于战国(前４７５ 前２２２)时期.尽管如此,«禹贡»的开首,与一

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即«豳公 »铭文开头的句子非常接近②.«禹贡»写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
高山大川.”③«豳公 »说:“天令禹敷土、随山、濬川.”在铭文中,是上天来命令禹,而不是人间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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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艾兰:«太阳之子:古代中国的神话与图腾主义»,«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第２３ ７２页;[美]艾兰:«龟
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第２１ ６８页.

这件青铜器也称作«遂公 »,非正式考古发掘出土,有学者因此质疑其真实性.器主合适的名称还没有得到确定.参看裘

锡圭、李学勤、朱凤瀚、李零的释读与隶定(«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６期).基于这件铜器的形制与纹饰而怀疑其真实性的文章,参
见LouisaG．Fitzgerald Huber(胡博),“TheXGongXu:BriefNotesontheQuestionofAuthenticity,withanExcursusintothe
DerivationoftheXuVesselType,”收入邢文主编:«X公 :达特茅斯报告、论文研讨会,国际简帛文献研究通讯»特刊(２００３年),第

３４ ４３页.同期还有笔者及ConstanceA．Cook(柯鹤立)的全篇翻译文章.柯鹤立发表的«大禹与豳公 »中,有另一种完整的翻

译,参见«早期中国»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年第３５ ３６册,第６９ １０３页.
顾颉刚:«尚书通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页.



者,这暗示了这则故事的原始宇宙观状况.另一份早期的参考文献见于«诗商颂长发»,此篇可

能书写了商朝的传说,尽管看来应是周代人的记录.«长发»开篇曰:“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

芒,禹敷下土方.”①饶有兴味的是,在这篇赞美商朝列祖的颂诗中,提到禹与洪水的爆发,却没有言及

夏.这与«诗经»中一点儿都没有夏颂歌的状况相符.
«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藏的竹书,不知其书写的年代,但知道它是在公元前３００年左右入葬.

简文的记载与«禹贡»的基本观念接近,即天下有九州,禹游历过每一个州.但简文的记载没有«禹
贡»详细,而且对各州和河流的地理描述也不尽相同.

简文中,非常明显的是,洪水泛滥的原因是河道淤塞,禹乃亲自疏浚河道,使河水能顺畅流泄:
　　２３舜听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禹既已１５受命,乃卉服箁箬帽.芙蓻

足 ２４面乾,蹠垢,不生肢毛.剀濏湝流,禹视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２５之阻,
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易,
东注之２６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处也.禹

乃通伊、洛,并里瀍、涧,东２７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虘

州始可处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２８汉以北为名谷五百.
天下之民居定,乃饬飤,乃立后稷以为田.②

禹的权力是舜授予的.一旦禹完成了疏通河道的任务,舜就任命后稷这位文化英雄教导百姓从事农

业生产.
«尧典»是«尚书»的第一篇,亦可能在战国时期编订,但作为多层累积的文献,«尧典»包括了四方

的名称和四方百姓,这与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四方和四方风相关联③.笔者以前曾论证«尧典»源自一

个宇宙神话,尧是最高之主上帝的一种变形;而舜则是俊(踆),是第一位人间统治者,也是商人的祖

先④.不管怎样,在«尧典»中,尧(或“帝”)与百姓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关系,然后命令他的同胞羲、
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天上的事情一旦就序,尧转向大地,此时的大地,洪水横流,这使人

类的居住环境变得困难: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⑤

尧先派鲧去治水,但鲧没有成功.之后,在舜成为统治者之后,他命禹治水,禹顺利地将洪水平息了;
接着,舜又任命后稷,后稷引进农业生产,从此人们能够种植庄稼来养活自己⑥.

后稷是周人的始祖.当他的母亲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后,后稷神奇地诞生了.禹与后稷的相

联———洪水得到控制,然后引进农业———很常见,也是这则故事创世性质的一种体现.在诸多周代

与汉代的文献中,鲧、禹及禹的儿子启,都具有超自然的特性,诸如神奇的诞生、神奇的死亡,以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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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３４页.
原文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１ １４６、２４７ ２９３页.此处释

文依据笔者所作的通行文字版,参见艾兰:«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２３９ ２４２页.竹简的序号由原书列出.楚书的不同文字释读、竹简的不同顺序,笔者在本篇中也已作出标识.

[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第９８ １０５页;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

风的祭祀»,«复旦学报»１９５６年第１期,第４９ ８６页.
在«尧典»的第一行之后,主人公被称作“帝”,而不是“尧”.参见顾颉刚:«尚书通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

１９３页.在古书中,“帝俊”“帝喾”“帝舜”三个人物之间有一种等同关系,在战国楚简中,舜与俊(夋)的相互替换关系已得到证明.楚

简中代表“舜”的那个字,上面是“允”,中间是“火”,下面是“土”.“允”是语音元素,可与“夋”通假.俊(踆)是羲和的丈夫,羲和则是

十个太阳的母亲;舜与帝喾是一人,是商朝的首位祖先.参见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第５９
７４页;艾兰:«太阳之子:古代中国的神话与图腾主义»,«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第５３ ６７页.

顾颉刚:«尚书通检»,第１页.
笔者并不认为«尚书»和«史记»中关于禹、舜多年辛勤治水的记载是历史事实.但应该注意到,在这些文献中,鲧和禹治水,

没有描述为直接不断的连续劳作.故而,即便鲧劳作了九年,禹劳作了十三年,花费的时间也不应该直接加在一起,成为接续不断的

二十二年.



有化生为水生物的能力①.不管怎样,即便禹像是一位人间的统治者,他挖掘诸多河道来准备世间的

农业生产,仍然是一种超自然的壮举.
多数文献没有说明为什么世间的洪水泛滥,上文提到的«容成氏»将洪水泛滥归因于河道淤塞是

一个例外.«尧典»中没有说出洪水泛滥的原因,但«尧典»提到了反叛者共工.共工与禹在文献中经

常一起出现,共工撞折了连接天地的支柱不周山,这可能是导致洪水爆发的原因.从此,天倾西北,
水流东南②.若是有水而没有任何河床,倾斜的地面会引起洪水到处涌流.引起洪水的另外一种可

能原因,是出自地下的诸多水流.在中原地区有很多天然的泉水,这应当是地府是充满水的黄泉观

念的来源.确实,在«天问»中,禹控制住的洪水被称作“洪泉”③.
总之,禹和洪水的故事是创世神话的多面呈现,即禹疏通河道使水流可以控制之后,大地变得适

宜居住和利于耕作.在提到大洪水的文献中,黄河只在禹游历九州的语境中出现.虽然公元前１９２０
年黄河上游突然爆发的洪水造成的破坏特别具有灾难性,我们仍然没有理由相信任何一次洪水都是

大禹这个故事的来源.因为中国古代曾有多次洪水,也有很多从地下喷涌的泉水.人们应该想象到

的是,天下曾一度被水淹没,这更有可能是诸多因素综合而产生的结果,而不是由某次特定的洪水所

造成.

二、夏的问题

因为禹传统上被视作夏朝的创始人,吴庆龙等人在文章中,将积石峡洪水的爆发与大禹时期的

洪水视作同一件事,并将这个时间当作夏朝的开始.但是,即便我们假定禹的所有神性特征是在他

作为一位人类统治者的基础上被赋予的,从文献方面来证明禹建立一个朝代仍然存在问题.根据

«史记»,禹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启,但是启的继任者太康很快失国而被放逐流亡④.很难理解,如果

夏朝一建国就失国,这个统治的王朝如何能够认为是曾经建立过.这也使得确定夏朝建立时间的任

何尝试都存在问题.禹、启、太康三世之后,自予开始,我们有了一些君王的名单表,但是除了他们的

名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确实,这些人的资料这么少,它可能真的只是先祖们的一张名

单.但他们是谁的祖先? 他们在二里头实施过统治吗? 还是在其他地方实施的统治? 如果他们是

夏朝的“君王”,谁是第一位对夏朝真正实施统治的人,是禹,是禹的儿子启,或者是予(杼),虽然予

(杼)在之后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 这些问题没有早期的文字记载还不能回答,但早期的文字记载

到现在为止尚未发现.笔者讨论的夏朝是商朝人的一个神话而被周朝人在自己的历史背景下重新

作出阐释的观点,若没有更早的文字记载也不能被证实.无论如何,传世文献为那个称为夏的朝代

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解释.因此,这把举证的重任放到了那些接受后来的说法,把夏朝当作

历史事实存在的人身上.
更重要的是,在夏、商、周的接续中,理解夏是第一个“王朝”,存在着概念问题.其原因是,受制

于一种变化的天命观的多朝代观念隐含在这种构想之中.周初的统治者们在刚刚击败一个具有悠

久历史的王朝,并吸纳了其诸多特质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理论颇有意义.但这对于生活在公元前两

千年初期的人们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不知道那些将要到来的王朝的存在.然而,即便不能证明,夏
朝与二里头的瓜葛依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可能性.二里头代表了一种国家水平的早期的青铜时代

的文化,它在商朝之前;而且二里头的位置与后世的文献记载大体吻合.而对二里头在国家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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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艾兰:«夏之谜»,«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第７３ ９２页.
参见 MarkEdwardLewis(陆威仪),TheFloodMythsofEarlyChina(Albany,NY:SUNYPress,２００６),５５ ６０．用本文

以支持共工是导致洪水灾害的观点.
聂石樵:«楚辞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５３页.
吕思勉认为这是无王时期的一个插曲.参见吕思勉、童书业主编:«古史辨»第７册(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

２８２ ２９０页.



形成意义的解释,则是一种现代的史学理论范式.二里头的第一批统治者更可能向后看以进行比

照,而不是向前看;我们无法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与他们祖先的关系,如何看待更早期的龙

山文化的诸位首领,及如何看待他们当时的社会关系.

三、大洪水影响的另一种解释

由于«科学»上的这篇报道比较简洁,很多事情没有得到解释.笔者不确定文章的作者是怎样理

解这次洪水与二里头文化的真实关系.如果这次爆发的洪水强大到足以使黄河中游发生大洪水,那
么一个新石器晚期的统治者能有技术手段通过疏浚来减轻洪水吗? 我们可以想到洪水带来的巨大

破坏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此相反的是,为何这场洪水能够帮助二里头的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更高水

平的复杂社会和政治组织?
这场洪水的爆发与公元前１９００年左右形成的二里头文化的巧合还是非常有趣,笔者想提出另

一个方案对此作出解释.当洪水奔袭到二里头遗址所在的黄河中游时,破坏力已经减弱.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认为,能够反映洪水的是一层比较纯净的细沙和淤土,相对易于辨认,但是这

在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①.而积石峡则在齐家文化(前２３００ 前１５００)的控制区中.在中国,齐家具

有最早的青铜铸造文化,而且他们已经发展出了冶金技术.这项技术仍然相对简单,但至少已经使

用双范.考古学家们已经认识到齐家文化与其他多个文化之间的互动.在齐家和二里头文化遗址

中都发现了人工制品,包括多件镶嵌绿松石的铜牌、环形柄铜刀、带着喷口的注水陶器及其上配有穹

形的顶盖②.如果黄河上游爆发的大洪水导致齐家文化地区的人们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则来到中

原地区的这些具有青铜器冶金技术的移民能够激发二里头当地固有的青铜铸造工艺.在这种方式

下,黄河上游爆发的洪水则能与发展到国家社会的二里头间接地联系起来.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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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坊”
———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包 伟 民

摘　要:以地方志书为主的历史文献,大多以“坊巷”为核心概念来描述宋代城市的城区形制,存在将

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内容混同记载与概念混淆的现象.遵循由表及里、从解构历史文本入手的路径来作

分析,梳理其所记载的坊区、坊额等内容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一,从城市管理制度的层面看,虽然不同地区

的城市中出现了坊、界、隅等各种别称,但不必每见一别称就另行归纳出一种“制度”.从制度的内涵看,可

以将当时的城市管理归纳为在厢司与坊区两级之下,慢慢出现一个以巷为中心的更低的职役层级,最终

形成了两级三层之制.其二,在坊额与街巷的关系上,前人或者强调坊只是“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西”,或

者断言“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都有失片面.究其原因,是因为受历史文本所传递的关于“坊”的失真景象

误导之故.宋元地方志书的编纂者们出于其“名者,教之所自出也”的立场,在详尽记载某些城市的街首巷

口所建立的、上面书写有“美名”之坊额的同时,鄙视出于俚俗、多非雅驯的街巷地名,以为“本不足录”,极

少记载,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坊主巷从的假象.因此,我们应该摆脱以“坊”为中心来构建两宋时期城区布局

的传统思路,回归以巷陌构成的长条街区的历史现实.同时,这种讨论,也可以视作历史文本与史实之间

复杂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关键词:宋代;坊区;坊额;坊巷;历史书写;形象工程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３

问题的提出

中国唐宋间的历史演进一向引人注目,关于城市的发展,是其间讨论的重要内容.从２０世纪中叶

以来,学界基本遵循“加藤范式”的思路,将观察聚焦于对商业活动场所与城市居民区的管理———即市

与坊———两个方面,因此,对于坊制的讨论,可以说是目前学界讨论唐宋间历史演进的一个核心议题.
目前学界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唐代城市都实行坊制,即以围墙将城市内部围筑成一个个封闭的

居民小区———坊,这些坊区都按规定开设坊门,击街鼓以司晨开暮闭.到唐代后期,坊制逐渐崩溃,
坊墙倒塌,到了宋代,城市内部主要就依靠街巷来划分地块了① .于是从唐到宋,城市制度完成了一

个从封闭到开放的“革命性”的转轨.不少学者都认同“大约北宋后期开始及南宋前期,‘坊’已只是

一条街、巷的雅称、别名”② .这样的看法,已为人们所熟悉,差不多成为了一种共识.前此笔者对此

　

作者简介: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①　参见[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载氏著«支那经济史考证»上卷(东洋文库,１９５２年);中文译本题作«中国经济史考证»

第一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第２３９ ２７７页.参见拙著«绪论: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 ４１页.

②　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载本书编委会编:«漆侠先生纪念文

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３９ ３４９页,引文见第３４７页.



说曾略有补充,质疑唐代所谓封闭式坊区的普遍性,认为“加藤范式”有以规划性大都市的特例来推

论大多数中小城市一般情况之嫌,以往研究对唐宋间城市演进简易的图表式的描绘,夸大了历史的

对立,忽略了其前后的承袭关系①.
尽管如此,入宋以后,城市中的“坊”究竟是否仅仅是街巷的雅称、别名,如近来有学者所进一步

断言的,“街口立坊额者为坊,无坊额者为巷,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②? 如果的确如此,从坊区到

坊巷,它又是如何演变而成的呢? 实际上仍存在不少历史细节有待厘清.而且,“加藤范式”对于唐

代坊制之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内在的管理制度,即“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

奸非”等内容③,研究者如果仅仅满足于描绘坊到宋代成为了街巷雅称的现象,在管理制度方面,则无

以对应,这样至少在观察视野上,与唐代是前后不相称的.
另一方面,历史文献如何书写唐宋城市中的“坊”,也值得讨论,前人似尚未予以应有的关注.我

们在这里主要指存世宋元地方志的相关文本.由于地方志是系统记载当时城市形制与管理制度的

核心文献,因此具有特殊的指示意义.多数存世宋元地方志书都将“坊”与“巷”两者连起来构成一个

专门的名词,专列“坊巷”一目,来记述当时城市的形制④.这样的书写方式,当然也被“加藤范式”引
为重要论据.不过有的时候,文本在揭示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之时,也可能会遮蔽、掩盖与之相关的

另一侧面,误导后人对历史现象复杂性的理解.因为“坊巷”式的书写,既反映时人对历史过程的感

观,更渗透了书写者的主观立场.
因此,本文试图从剖析宋元地方志“坊巷”事目文本入手,既观察历史书写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复

杂关系,更进一步分析唐宋间城市坊制的演进,深化我们对历史现象的理解.

一、坊　区

目前学界的倾向性意见,认为我国古代的城区管理制度,是从唐代以坊墙封闭起来的坊区制,演
变到宋代成为厢坊两级管理制度的.坊制自北朝以来形成,到隋唐时期,渐次取代里制在城市管理

中扮演起主角,比较明确.作为一种地域管理机制,坊区制度也被赵宋政权所继承,在城市中一直推

行,并沿续到后代.
“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⑤.可以明确体现坊区地域特性的资料,首先来自北宋的开封

城.至道元年(９９５)十一月,宋太宗赵光义(９３９ ９９７)以开封旧坊名颇涉俚俗,命参知政事张洎(９３４
９９７)改撰,如旧城内左第一厢共二十坊,改作太平、义和、安业、通利等等,当时共改京城内外坊名八

十余处,“唯宝积、安业、乐台、利仁四坊仍旧名”⑥.不过仅凭坊名,尚难以遽言这些坊的具体性质.
天禧五年(１０２１)正月,为了减省财政开支,宋廷下令裁减开封城各厢司所隶军兵吏人,诏文中列出了

新旧城内外十厢所辖坊区数,以及各坊区内的人户总数,据此,可以统计不同厢区的坊均人户数(见
表１):

９２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拙著«宋代城市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坊制»,第１０３ １１０页.
来亚文、钟翀:«宋代湖州城的“界”与“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以下简称“来、钟之文”.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三«乡党»引«大唐令»,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６３页.
专列“坊巷”条目的宋元地方志有«淳熙三山志»卷四、«绍熙云间志»卷上、«宝庆四明志»卷三、«嘉泰吴兴志»卷二、«嘉定镇

江志»卷二、«咸淳临安志»卷十九、«至元嘉禾志»卷二、«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一、«至顺镇江志»卷二,等等.南宋«江阳谱»作«坊巷街

道».另有一些以“坊市”连称列为一目,如«吴郡志»卷六、«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淳熙新安志»卷一、«重修毗陵志»卷三、«嘉定赤城

志»卷二,等等.还有一些则作“坊里”、“坊陌”,如«淳祐玉峰志»卷上、«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等等.将坊与巷分列成为两个不同事

目的地方志,为数不多,如«景定建康志»卷十六、«重修琴川志»卷一.更有少数地方志单独列出“街衢”(«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衢
巷”(«嘉泰会稽志»卷四),或者仅列“坊”(«剡录»卷一)及“坊表”(«宝祐仙溪志»卷一).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坊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页.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之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册,第９２７２页.



表１　天禧五年(１０２１)开封新旧城十厢坊均人户数

厢名 坊数 人户数 坊均户数

内城

左军第一厢

左军第二厢

右军第一厢

右军第二厢

２０
１６
８
２

８９５０
１５９００
７０００
７００

４４７．５户

９９３．７５户

８７５户

３５０户

外城

城东左军厢

城南左军厢

城南右军厢

城西右军厢

城北左军厢

城北右军厢

９
７
１３
２６
９
１１

２６８００
８２００
９８００
８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７９００

２９７７．８户

１１７１．４户

７５３．８户

３２６．９户

４４４．４户

７１８．２户

　　资料: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至四,点校本第１４册,第８６５８页.

据表１,开封新旧城内外十厢共辖１２１个坊区,人口９７７５０户.各坊区之间管理的人户数相当不

平衡,少者仅三百有余,多者则近三千,多寡相差近十倍.这就明确显示了,开封城这些坊区的设置,
与其辖区内的人口多寡没有直接关联,它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管理组织.当时城中坊均户数较多的几

个厢区,例如城东左军厢、城南左军厢、左军第二厢等,都位于交通枢纽所在的开封城东,人口密度较

高;城西的城西右军厢等,则因人口密度甚低,坊均户数也少①.
宋代外路州县城郭均设坊,不过见诸文献记载的那些“坊”,究竟是否确系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

还是其他类型的设置,极易混淆,需要仔细辨析.
判断的困难主要来自时人所编修的那些地方志书,它们记述城市的“坊”,一般并不区分其不同

的性质类型,而是混合起来书写.例如南宋咸淳四年(１２６８)史能之纂修的«重修毗陵志»卷三«坊
市»,有如下记载:

　　州

孝仁东坊:自大市鱼行以东,至通吴、和政门.
孝仁西坊:自大市鱼行以西,至武进双桂坊.旧曰孝义,以旌表孝子得名.国朝避熙陵御名

下一字,改今名.
定安坊,在运河南,旧为万安乡,故老相传中兴前尝展拓郡城,废此乡改为定安坊.

状元坊,在郡前街东,史守弥悆建,以蒋侍郎重珍魁天下,故名.
明伦坊,在郡前街西,史守弥悆建,以通郡学故名.
正素坊,在武进县东庙巷,徐守申建,以张公举赐号正素处士,故名.
无锡

平正坊,在县桥前街西.
迎溪坊,在县西向南,抵迎溪桥.
状元坊,在县东大市桥,以蒋侍郎所居得名.
睦亲坊,在县东南水 桥新街.
思禅坊,在县东南仓桥北禅寺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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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日]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郭万平译,董科校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２ １６２页.



宜兴

崇礼坊,在县治前荆溪南之左.
遵义坊,在县治前荆溪南之右.
蛟川坊,在县治前荆溪北之左.
招德坊,在县治前荆溪北之右.①

按宋代常州附郭分置晋陵、武进两县.分析前引志文,州城的孝仁东、孝仁西以及定安三坊,可
以比较明确地推断其各自所指为一个区域.志书提到的常州大市,具体位置难以查考.志书谓其

“在罗城南二里”,潘晟认为它应该在晋陵县罗城之内②,论据不明.不过这个大市当在俗称市河的后

河沿岸,可以肯定.总之,常州孝仁东、孝仁西两坊就以大市的鱼行形成分界线,一东一西,构成两个

管理区块.东坊自大市鱼行,东至罗城东门通吴门,北至罗城次北门和政门,包裹了城区相当大的一

片地域.孝仁西坊则从大市鱼行向西延至武进县“双桂坊”,所包裹的地域亦当不小.又定安坊,“在
运河南”,据载是由于州城拓展,由万安乡改制而成,因此也是一片不小的管理区块无疑.从志书分

析,看不出其他各“坊”具有相同的性质.或者可以断定,南宋后期常州除子城外的城区,由运河、后
河这两条河流,分隔成城区的三个管理区块,即在运河、后河之北的孝仁东坊、运河、后河之间的孝仁

西坊,以及运河之南的定安坊(参见附图１).

附图１　南宋常州城示意图③

可是,在孝仁东、孝仁西以及定安三坊之外各“坊”,例如武进县那个“双桂坊”,它们的具体性质,
及其与上述三坊的关系,志书并未明确交待,只是直接将它们合载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些坊,例如州

城的状元坊,“在郡前街东,史守弥悆建,以蒋侍郎重珍魁天下,故名”.以某人科考夺魁,而特意为他

建立一个作为城区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当不可能,所以可以推断这应该只是一个装饰性的坊额;又
如无锡县思禅坊,“在县东南仓桥北禅寺巷”,在小巷之内设一个坊区,也不可能.所以这些也可以推

断与作为区块的三坊性质不同.其他的有一些,却比较难以判断.例如宜兴县,以“县治前荆溪”为
基点,分设东南西北四坊,它们是坊区还是坊额? 难以遽断.

１３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①

②

③

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志三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３册影印清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赵怀玉刻李兆洛校本,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２９８３ ２９８５页.

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态与科举的地理阐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转引自潘晟:«宋代的常州———城市形态与科举的地理阐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又泸州,据«永乐大典»残本所引南宋«江阳谱»:“郡西南皆山,东北濒江,山皆支分,高下不齐,不
便于建市,故其东顺江,自北而南,为一长街,其坊五.其北自东而西,又为一长街,其坊一.”即沿长

江自南而北为坊五,沿沱江自东而西为坊一,共六坊.其下有这样的文字:

　　出谯门南,直军门楼之东,达于新街,西南循班春亭而达于保障门,东北循宣诏亭而东达于

通海门.
出衙东门而东南达于十字街,东北达于济川门,北达于朝天门,北自朝天门而达于十字街,

为桂林坊.
东北自十字街以达于小桥,为仁风坊.
东自小桥以达于大桥,为超胜坊,内巷三.
东南自大桥以达于来远门,为胜纪坊,内坊一,街二,巷四.
县街有表额.
已上并属右厢.
西自保障门而入,以达于十字街,为清平坊,凡街二,巷三.
已上并属左厢.

桂林而下五坊,虽然据载“旧皆立木为表,经火遂废”,也就是立有坊额,但从志文可见,它们都作

“自××以达于××”句式,实指一个区域,即坊区,而不仅仅是一个坊额.而且,由于这里明确提到

的只有五坊,从行文格式看,颇疑第一条文字在“出谯门南通海门”之后,«大典»抄录有缺文,即
遗漏了“为××坊”四字.若加上这一缺漏之坊,正好六坊.六坊之外,在州城外面,还有两个坊区:
“又南自来远门而出,以达于酒务街,为修德坊,内街二,巷三”,“由修德坊以达于史君岩,为史君坊”.
不过像«毗陵志»一样,«江阳谱»的文字,也是将坊区与坊额混同记述的.例如在“纪胜坊”条之下,载
有“贲文坊:在州学左百步,旧无此坊名,嘉定壬午新立,太傅曹公书额”.这个新立的坊,看来就只是

一个坊额.州城之外,江安县的止足坊:“邑之寓公石行正早岁致仕,邑人荣之,宰赵迈为建坊,额曰

‘止足’.”这个为寓公石行正所建之止足坊,自然也只是一个坊额而已.又合江县,“本县坊:昼锦坊、
忠孝坊、观政坊、孝感坊”.未见任何说明文字,无法作出判断.

其他一些记载,文字表述虽然不如常州、沪州那么明确,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基本可以判断它们

实指作为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例如北京大名府,北宋熙宁年间,“左右四厢凡二十三坊”①.所载之

坊既分设于厢区之下,应该也是如前述开封府一样,为地域性管理组织,即坊区.南宋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江西兴国军修缮兵营,其费用都由官府自筹,“为坊五于其郭,为乡十有三、为里六十有五于

其郊,无毫毛之自出也”②.将城郭的五个坊与乡村的乡里并举,称其未承担修缮兵营的费用,当然不

是指坊额,而是作为一种基层管理组织的坊区了.
又如江宁(建康)府,据南宋景定二年(１２６１)周应合编纂«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坊里»所载,如“钟

山坊,在行宫前东夹道”之类③,应该都属于坊额,未见明确的关于坊区的信息.元人张铉所纂«至正

金陵新志»引南宋«乾道志»,有如下记述:

　　«乾道»所载四厢二十坊,曰在南坊四,曰嘉瑞、长乐、翔鸾、武定,右南坊九,曰承贤、舜泽、建

业、兴政、雅政、凤台、滨江、永安、敦教,左北坊二,曰钟山、招贤,右北坊五,曰立德、修文、来苏、
金陵、清化.

这里也提到了“在行宫前东夹道”的钟山坊.那么,这二十坊究系坊额,还是坊区呢? 志书此条的夹

注更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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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二,第１５册,第９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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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氏云已上坊名与«乾道»不同者,盖初以一城分四厢,四厢街巷总分二十坊.后复各以其

坊之街或巷揭以坊名,今尚存焉.旧志所云嘉瑞、长乐等坊皆旧坊也.至今里巷祷祀,言所居

坊,则尚举二十坊之名.以翔鸾观之则知其来远矣.景定皆弗录,今并存之.①

“戚氏”,指元代至顺年间的戚光,编有«集庆续志»,张铉解释戚光提到的有一些坊名与«乾道志»所载

不同的原因时,指出“盖初以一城分四厢,四厢街巷总分二十坊”,就已经说明了,以四厢街巷分划设

立的二十坊,应该就是作为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其下文又提到“至今里巷祷祀,言所居坊,则尚举

二十坊之名”,更反映了由于这二十个坊区作为地名,已为居民所熟悉,以至到元代末年,坊名虽改,
在宗教仪式中,仍被民众沿用.所以,«景定志»提到的那个“在行宫前东夹道”的钟山坊,应该就如同

泸州城区诸坊一样,是一个立有坊额的坊区,所以志书还有“坊故里也”这样的表述.
与江宁相邻的镇江府,城市规模略小,所设坊区就少一些.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坊巷»有文:

　　城内有七坊,曰崇德,曰践教,曰静宁,曰化隆,曰还仁,曰临津,曰太平,皆仍故号.其巷名

则有吴司马巷,有顾著作巷,有车尚书宅巷,猥以为名,凡八十余处.自顷罹兵乱,坊额不

存,乾道庚寅守臣秘阁蔡洸尝植表诸坊巷,大书高揭之,其后废坏漫无存者.②

南宋镇江府设七坊,“皆仍故号”,系沿续北宋旧制.乾道六年(庚寅,１１７０),守臣蔡洸曾为之修立坊

额,其后损坏无存.若仅据此,这七个坊的性质仍欠明确.后世俞希鲁的«至顺镇江志»卷二«坊巷»
进一步提供了关键信息:

　　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古无录事司,城内亦隶丹徒县.宋分左

右厢官,以任郡事,旧志弗载,其详不可得.闻中为七隅,归附后亦颇仍旧.比年以来,差调烦

重,岁事不登,逃亡消乏,户数减少,故七隅并而为五,由五而四,四而二,日朘月削,凋弊可想.
民穷财匮,职此之由.③

据此可知,自北宋以来,镇江府城郭的管理组织一直是二厢七坊,即七个坊区.嘉定以后七坊改名为

七隅,其管理机制估计不会有大的更革.元承宋制,后因人口衰减,隅区才逐渐减少.
镇江府在这七个坊(隅)区之外,仍建有其他的坊.«嘉定志»多缺文,不得其详.«至顺志»则在

“隅七”之后,明载另有“坊二十七”,大多应该都是从南宋沿袭而来的.如“旌孝坊,在冠子巷,以居民

有孝者得名”,其下附注明言:“宋郡守许堪立.”这些当然都只是坊额了.
正如镇江府的例子所提示的,作为城市两级管理组织的最低一级,其名称在不同地区、不同时

期,或有不同.有学者曾经提出,从北宋后期起,在大中小不同等级的城市中,更从厢坊制演化成厢

坊、隅坊(巷)、厢界坊(巷)等三种不同的制度.但其讨论停留在坊、隅、界等名称的层面,未能具体说

明在实际管理体制上,这三种不同名称的“制度”究竟有什么差别④.事实上,隅、界等名称的产生,更
多只是各地因土俗不同造成的名称之异,与传统坊区应该并无实质差别.类似的现象在乡村地区也

普遍存在,当时乡村地区的基层管理组织,在乡之下,即里/都的层级,各地名称复杂多样,里、村
(邨)、社、都、保、管、坊、耆、团等等,令人目眩,也未见有学者据此梳理出多种不同的管理体制⑤.正

因为此,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当黄裳(１０４４ １１３０)出知青州时,见当地城区基层管理组织用“十六界以

别居民之地分”,就直呼“其义安在哉”⑥,于是“废界设坊”,以合常情.这当然是因为设坊区以分城市

之居民是当时普遍性的制度设置,不称坊而别称为界,只是个别现象.
总体而言,宋代从京师到州县城市,城区基本上都实行厢坊两级管理体制.部分城市在坊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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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虽偶见界、隅等不同名称,但并不影响它们基本性质的一致性,所以笔者此前曾以“别称”概
括之①.

关于坊区制度与前代的衔接而言,还有一点略需交待,那就是“里”的问题.唐代城市既设有坊,
也设有里.里是从秦汉以来的闾里制承续而来的,到了隋唐,它是否仍然与当时在乡村地区推行的

乡里体制性质相同,作为基层人户管理组织,由于史文缺失,无法证实.坊则是一种地域管理体制,
自北朝以来形成的,比较明确.从文献记载可见,在当时长安、洛阳等城市,存在大量某一地名既称

作里,又称作坊的现象.有学者提出,坊与里已经完全同质化,“坊即里”,“隋唐长安、洛阳的坊就是

里,一点没有分别”②.可是这样“简单粗暴”的归纳,无法解释例如“神都日用里思顺坊”,或者“东都

安业坊安业里”这样坊与里既相互叠加并存、又前后交叉互易的地名现象,因此引起学者的驳难③.
不过,不管当时里制的性质如何,它已经越来越与某个特定的地块相结合,因此带有了明显的地域

性,是可以断定的.即便在乡村地区,作为联户组织的乡与里,也越来越地域化,在相当程度上变成

了地名.看来乡里组织在城市中演变的路径与乡村相同,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里名可以与坊名相

互替换的一个原因,因为坊区往往与里的地块相互重叠.不过乡里制毕竟与主要承担地域治安管理

职责的坊区制功能有别,无法将两者完全合并起来.所以隋炀帝虽曾改京都之坊为里,试图将坊与

里两者统一起来,终究行不通,不久即废④.
及至宋代,传统作为人户管理组织的里制,在城市中是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文献记载中仍然

约略可见其一些遗存,往往也只是一种地名的延续而已.其中有一些旧时之里,到宋代演变成为了

坊区,例如前文提到泸州的修德坊,志文下有附注:“旧志‘逸然里’,人率以此名其坊.”可知不仅修德

坊即旧时的逸然里,在泸州还应该有其他一些坊区,也都是沿续原来的里而来,所以说“人率以此名

其坊”.又南宋绍兴府的礼逊坊,志书称“礼逊坊即义里,今为竹园坊”⑤.也有一些里,演变成了单纯

的地名,被包涵在坊区之中.如北宋绍圣三年(１０９６),江宁府句容县崇明寺化缘修缮大圣菩萨八角

砖木宝塔,邑人管忠顺与其妻女捐资供奉,并留下题记:“大宋国江宁府句容县郭下礼教坊抱朴里清

信奉佛弟子管忠顺.”⑥这个抱朴里,看来就成了礼教坊地域之内的一个地名.还有一些里,到南

宋后期,仍可考其方位所在,如建康城“长干里在秦淮南”,“凤凰里在今保宁寺后”⑦,在人们的历史记

忆中存留了很长时间.
随着制度的进一步演变,厢坊两级制也出现了一些更革.明人张元忭等编纂的(万历)«绍兴府

志»这样归纳绍兴府城基层管理组织的历史沿革:

　　元丰八年废都保,复置附治地为坊,其郭外仍以乡统里,已又分府城内为五厢,仍领坊.
元改厢为隅,县各置隅,乡为都,里为图,俱以一二次府城,四隅不隶于县,别置录事司掌之.⑧

元代置录事司,领隅区管理城郭,隅这一名称应该就是沿用了南宋时不少城市已经出现的隅区

之名.元代的隅区作为录事司之下基层管理组织的第一层级,其地位相当于宋代的厢区,所以«绍兴

府志»称“改厢为隅”.江宁(建康)府南宋时设四厢,入元后也是改四厢为四隅.这是多数州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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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不过前引镇江府的例子,还提示着元代隅坊设置的另一种历史趋势.宋代镇江府共分二厢

七坊,入元后,却直接将七坊直接改为了七隅,七隅之下别置坊区.也就是,镇江府城郭管理区块的

划分有所调整,更加细化了.其他一些城市亦存在类似情形.例如明州(庆元府),宋设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四厢,入元:

　　东南隅一十坊二十八社,西南隅一十坊三十九社,东北隅一十坊二十六社,西北隅一十坊三

十七社.①

在将四厢改为四隅后,在隅区之下,统一各置十个坊区,这应该既非南宋明州城内所设坊区之旧,更
不是当时陆续增建的坊额之数,而是在四隅之下,重新划分基层的地域管理组织,增加了坊区的设

置.这种现象,应该是为了适应城市人口增长所作出的制度调整.

二、坊　额

有意思的是,尽管如前文所论,坊区作为宋代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一个基层组织,相当重要,但它

们在存世宋元地方志的书写中,却常常隐晦不显.除少数志书将其夹杂在坊额等内容的记述中,不
作明确区分,绝大多数志书“坊巷”“坊市”等事目所记述的,更几乎全是坊额,不提坊区.那么,作为

志书修纂者们记述重点的坊额,或称坊表,究竟寓含哪些历史内涵呢? 值得讨论.
由唐入宋,随着城市管理制度的更革,“坊”的含义也别出新意.除了指称坊区外,还慢慢地从一

种仅供人们“识道里,视观瞻”的建筑标志物②,兼有了指称某一街巷的意味,因此它就具有了装饰性

的建筑物与实用性的街巷标志这样两类不同的功能.笔者旧作曾梳理了这方面的基本内容,近来有

学者以湖州的案例,对笔者意见提出批评,再次强调“南宋晚期湖州的坊其实是街巷的雅称”.这或

许是因为笔者旧作的叙述交待欠明之故,故此下文略作补充.
早年加藤繁讨论宋代城市中的坊额,强调的是它的礼仪性与装饰性,认为“与其说坊表是街路的

标识,不如说它已经主要成为旌表孝子、节妇、名士、俊才等,并且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西了”③.晚近

一些学者的讨论,则几乎全都着眼于它作为街巷标志的实用性.例如来、钟之文转引提到的,陈振断

言“大约北宋后期开始及南宋前期,‘坊’已只是一条街、巷的雅称、别名”④.郭正忠也认为“北宋前期

以来,坊墙和坊门制度渐遭破坏,坊也变为城市街巷的代名词”⑤.学者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识

差异,可能是因为未能从坊额作为一种建筑物的演变全过程出发去作观察,只将目光滞留于某一固

定节点与特定侧面所致.
这需要从坊额、坊表产生的原因与过程说起.
隋唐时期城市管理制度,在联比人户以征取赋役的乡里组织之外,以坊区的架构来实施地域性

管理,其地位日见凸显.在长安、洛阳等规划城市,以及唐代后期北方地区一些重要的军政城市,为
了强化防御功能,仿效都城,不少也陆续修筑起了坊墙.这是学界近年研究所已经厘清的史实⑥.在

大多数的州县城市,例如不少未修筑有城墙的南方城市,以及一般被认为只有一个坊区规模的小州

城及县城,自然不可能修筑有“封闭性”的坊墙,不过以坊门之类的建筑物来标识坊区的位置,的确是

当时的通行情况.«江阳谱»载南宋泸州各个坊区“旧皆立木为表”,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唐宋之

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一方面,在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那些规划城市,坊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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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更广大的州县城市中,人口增长,街巷日渐繁荣,地位上升,也需要有新的标识物,这就

是坊额等标识物陆续产生、并不断增多的历史背景.
南宋戴栩对此曾有清晰的归纳:

　　分画井鄽,摽表术衖,此政也而有教焉.唐人以在市为坊,坊门纵闭,水沴禳焉.然则

唐之坊,古之闾也.其后植以双木,结屋覆之,门不设而揭扁于上,为美名以志.①

由此可见,“门不设而揭扁于上,为美名以志”,就是坊额源起的一般情况.福州子城厢东西两侧设有

“定安”“宜兴”两个坊额,据治平年间(１０６４ １０６７)记文所载,就是“各以其方(坊)之门名之”②.南宋

嘉定八年(１２１５),定海县主簿戴栩权摄县令之职,下令修整城区坊额,也是“各以坊市旧事建立”③.
据此也就可以理解,其一,坊额的建筑形式大多是以门楼为原初形态逐渐演变的.大中祥符五

年(１０１２),知制诰王曾(９７８ １０３８)作为契丹国主生辰使,北使辽国.回朝后,上奏报告出使情况,称
幽州“城中坊门皆有楼”④,其所反映的,正是唐代以来中原城市的旧貎.北宋末年,徐兢(１０９１
１１５３)出使高丽,所撰出使行记中也提到:“王城本无坊市,惟自广化门至府及馆,皆为长廊以蔽民居,
时划廊闲,榜其坊门曰.”⑤这自然是高丽政权仿效中原文物制度的缘故.所以,后来各地城市修

建坊额、坊表,已经全无“门”的意味,人们却仍称之为“坊门”.如前文提到的崇宁元年(１１０２),黄裳

(１０４４ １１３０)改青州十六界为三十六坊,实际只是设立坊额而已,仍称“盍废界设坊,三十有六,为之

门”⑥.南宋福建沙县罗氏多人中举,“后令尹王公尽换邑中坊额,或欲与谏议书斋巷口置坊,名为丛

桂,坊门已立,而王公去,不果名”⑦.虽已明言是置于巷口的坊额,下文却仍称之为“坊门”.当然,随
着历史的行进,坊额的建筑形态也慢慢演变,大体可有两种不同的方向,首先是由门楼变向简易化,
纯粹成为了一种路牌式的标识.如南宋淳祐六年(１２４６),句容县令张榘在铺设街巷路面之余,还“建
牌柱二十有五以识坊巷”⑧,既称“牌柱”,当时所建的标识物看来是比较简易的.其次是越来越趋向

仪礼性与装饰性,其后身就是至今在各地仍然有不少存世的旧时牌坊,它们的建筑形态则越来越繁

复化.
其二,坊额的分布是从坊门向其内部街巷扩散的.«至正金陵新志»引南宋«庆元志»,其文中

夹注:

　　戚氏云已上坊名与乾道不同者,盖初以一城分四厢,四厢街巷总分二十坊.后复各以其坊

之街或巷揭以坊名,今尚存焉.
“后复各以其坊之街或巷揭以坊名”一语,有画龙点睛之功,它说明了坊额是从最初作为坊区的标识,
进而向其内部的“街或巷”扩散的,于是原先作为坊区标识物的坊额,慢慢地变成在坊区内部各街巷

也有所设置,城区内的坊额数开始明显增多.正如戴栩论述温州城,“在昔民聚未稠,甲乙可数,比缁

黄者称寺观,目姓氏者兼艺能,大略有以辨识足矣”.既然民聚未稠,城区建筑疏朗,尚不需要太多的

标识.等到人口慢慢增多,城区拥挤,“后乃文化,寖成藩饰,聿至«祥符图经»坊五十有七,绍圣间杨

侯蟠定为三十六坊,排置均齐,架缔坚密,名立义从,各有攸趣”,作为地理标识的坊额才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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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文献中相关记载很丰富,笔者旧作曾有归纳.如严州,淳熙年间(１１７４ １１８９)共设十九

坊①,到景定三年(１２６２)重修志书时,已为“今二十有五”②.绍兴府“坊巷之名见于前志者仅二十余,
嘉定十七年守汪纲始新其华表,重揭扁榜,凡九十六所”.其各属县坊额的增多与府城相同,嵊县“前
志嵊县一十坊,今二十四坊”③.嘉定七年(１２１４)高似孙(１１５８ １２３１)所修«剡录»亦载“坊二十四”④.
昆山县“旧有坊四”,至淳祐年间(１２４１ １２５２),设坊额已达三十二处⑤.丹徒县城内原有七坊,后因

事增设,到嘉定年间(１２０８ １２２４),已多达八十余处⑥.
此外就是关于湖州的情况,略需说明.南宋谈钥于嘉泰元年(１２０１)纂修的«嘉泰吴兴志»,今仅

存出自«永乐大典»的辑本,关于州城所立坊额的情况,志书有如下文字:

　　旧«图经»«统记»,坊十有六,多名存而无表识.嘉定癸未太守宋济既新消暑,葺清风(原注:
二楼名),于是邦人相帅各于其居请表坊名,务称守意.乡有名存而识不立者,亦复置焉,合为五

十有一坊,而首尾俱见者八,(道)[通]为六十四处,非唯征人客子过是邦者,得以知巷陌之名,阛

阓通衢新题华表,璀灿相望,亦足为吴兴壮观,故复编次之.⑦

旧«图经»、«统记»,均为北宋前期湖州地区的志书.据前引文字所载,湖州的“坊”,从北宋前期的十

六个,到嘉定十六年(癸未,１２２３)已增至“通为六十四处”.其各属县,如长兴县,也是“旧编载坊九

本县图经所载十三坊”⑧.总之从北宋到南宋,此地州县城区坊额的增多是十分明确的.前引

来、钟之文对此有不同解释.联系到嘉泰元年(１２０１)成书的«吴兴志»出现“嘉定癸未”,以及在其下

“丛桂坊”条下出现的“咸淳乙丑”(元年,１２６５)等晚于成书年份的纪年行文的现象,他们认为,关于南

宋后期湖州城区坊额的数量,关系到今本«吴兴志»的这段文字记载,“存在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基本问

题,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则难以轻下定论”.考虑到辑刻本“错漏百出”,“文字脱讹也比比皆是”的
情况⑨,并且在经过对几个坊名以及坊额的具体位置的考证,他们得出结论:“«大典»辑本«嘉泰志»中
的«坊巷州治»篇为错辑明初洪武«吴兴续志»之文,这应是研究宋代湖州城坊的基本认识.”

所以,«吴兴志»原文中所载古坊数量应仍为“坊十有六”,由于今本«吴兴志»误辑明初«吴兴续志»之
文,所以“通为六十四处”者,“当是明初重建之坊的状貌”.

按来、钟之文所用«大典»的版本,据其参考文献目录所注,为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影印本,当
即此社据«大典»二二七五卷影印的«湖州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部第五一五号.此书

为黑白影印,文中所引书目与其引录的书中行文内容混合在一起,如何断句,令人踌躇,所以才会产

生如何辨识«大典»所引书目的问题.事实上,«大典»原书对于所引书目,均用硃笔,所引各书之文,
则用墨笔.今辑本«吴兴志»“坊巷”一目出自何书,一目了然,不可能产生歧异.查１９５９年由中华书

局套色影印的«大典»,卷二二七五第五页 A 面,在小标题«坊巷»之下,先以硃笔标出«吴兴续志»书
名,下录其文仅三行,接着再以硃笔标出«吴兴志»书名,其下从第五页 A 面至第七页B面,即是见于

今本«吴兴志»“坊巷州治”的全部文字.关于湖州州城与诸县的坊巷,都是这样前后各引录«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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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渐西村舍汇刊»本,第４２９１页.
郑瑶、方仁荣:«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影印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渐西村舍汇刊»本,第４３５７

４３５８页.
并见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７册,第７０９５、７０９６页.
高似孙:«剡录»卷一«坊»,«宋元方志丛刊»第７册影印清道光八年(１８２８)李式圃刻本,第７１９７页.
凌万顷、边实纂修:«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第５７３页.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地理志一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３册影印清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丹徒包氏刻本,第２３３６页.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影印«吴兴丛书»本,第４６８８页.“为六十四处”之“为”前一

字,原作“道”,今据残本«永乐大典»卷２２７６页５A面“湖”字韵录«吴兴志»,校正为“通”字.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第４６９０页.
黄燕生:«‹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８０页.
来亚文、钟翀:«宋代湖州城的“界”与“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期,引文见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续志»与«吴兴志»两种志书.来、钟之文看来是因为成文出版社本以单色影印,未能辨认,遂将小标

题«坊巷»之下的全部文字,都误认作是明初«吴兴续志»之文了.
«吴兴志»中何以出现成书年份后的纪年文字,的确值得讨论.目前在没有确切论据之前,我们

只能推定,这是由于后来有人增补之故.但南宋末年湖州之坊额“通为六十四处”,不必有异议.事

实上,明人董斯张(１５８７ １６２８)所辑«吴兴备志»,在辑录其行文中有“咸淳乙丑”之纪年的“丛桂坊”
一条时,其附注亦注明出自“谈志”①.

两宋时期各地城市的坊额为什么会不断增多,笔者旧作曾强调了其作为城郭道里标识的实用功

能,认为“由于传统的城坊面积不小,一般一里见方,坊墙一旦消失,仅凭一个原先的坊额,显然过于

疏阔,已不能满足‘识道里’的要求,尤其随着城市发展,居民密集,城郭地域较充分都市化,就需要有

比以前更为详尽的标识系统”.除了街巷等标识作用上升外,另外就是增设“识道里”的坊额,从原先

的一坊各门一匾,发展到一坊之内的不同街巷都设匾,而成一坊多匾②.现在看来,这样的解释仍嫌

欠清晰,需要略作补充.
事实上,从唐到宋,城郭道里标识的细化,主要依靠的应该是街巷体系.坊额之在城郭中的散布

增多,更多是由地方官吏、文士儒生出于“教化”与“壮观”之目的推动的.文献记载比较清晰.
前引南宋戴栩«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就曾明言:“分画井鄽,摽表术衖,此政也而有教焉.”其下

文又曰:“名者,教之所自出也,讵容漫漶而就湮,摧圮而终废哉.”因此,坊额之命名,不得不有许多讲

究.黄裳改青州十六界为三十六坊,“为之门,名各有物,庶乎其有义也.迎春之类以辨坊名之也,延
宾之类以遗事名之也,文正之类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类以道化名之也”.镇江府南宋七坊,“曰
崇德,曰践教,曰静宁,曰化隆,曰还仁,曰临津,曰太平”,寓教于名的目的清晰、直白.类似记载颇

多,不必赘述.
建坊额“为美名以志”,目的在于为政设教,这才是当时士大夫们孜孜不倦于此的重要原因.所

谓“古者以德名乡之义”,“彰善旌淑”③,无非在此.所以,重建坊额,就成为两宋时期地方官员标榜政

通人和善政的一种表现.南宋陈宓(１１７１ １２２６)恭维本邑县令郑瑞,强调说他“邑中善政善教入人

甚深,馀力尚能治坊额,复官廨,与汲汲于敲朴索逋者不可同年语”④.台州重修衙楼后,张布为之撰

写记文,也特别提到:“台州今郡侯监丞黄公治台之明年,政成民龢,年谷用登,始以其余力革而新之

坊衖之名不立,则表揭之.”⑤旨在记载吴潜(１１９５ １２６２)“三年治鄞民政兵防士习军食兴革补废

大纲小纪”的«开庆四明续志»,即将其修复坊扁表旗之功专门载入⑥.仙溪县官将“县之坊表凡悉书

之”,据载也是为了“表宅里以彰善”⑦.至于“士人赴殿试唱名:状元注授毕各归乡里,本州则立

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⑧,在夸耀之余,也无非为了劝诱地方人士读书应举.
如此看来,时人所谓城郭坊额的意义在于“识道里,视观瞻”⑨,要点并非强调其建筑之美观,而在

于由此可能传达的某种思想意义.唯其此,才凸显其“壮观”之本义.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历史文本:
南宋嘉定十一年(１２１８),曾治风出知临安府富阳县,觉得县郭“华表不存,并无题匾,气象萧索,畿邑

不称”,于是下令修复,“命工度材,创立四坊,上覆以瓦,下砻石以为伏驼,亲为题扁.遂为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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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与泌:«宝祐仙溪志»卷一«坊表»,«宋元方志丛刊»第８册影印清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第８２７４页.
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士人赴殿试唱名»,«武林掌故丛编»本,第１０页B.
凌万顷、边实纂修:«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第５７３页.



之壮观云”①.淳祐末年,项泽出知昆山县,“捐金劝民为坊遂为邑之壮观”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官建坊额“为美名以志”的举措,对地方社会自然会产生某种导向作

用,引起民间的迎奉与仿效.典型记载,当数前引«嘉泰吴兴志»所揭示的:“于是邦人相帅,各于其居

请表坊名,务称守意.”湖州城郭坊额从旧经所载十有六,到南宋后期的通六十四处,民众“务称守意”
的这种跟风推动是不可轻视的.在其他城市的相关记载中,坊额由民众提议而建的例子不少.如严

州双桂坊,“旧名任义,在右厢,建德县西.元丰八年州人倪直侯、直孺兄弟同榜登科,里人为名之”③.
福州使旌坊,“地名大石井,李大夫浼尝任漳守,乡人因名云”;朱紫坊,“地名新河,旧号‘三桥’,朱通

奉敏功之居.昆仲四人皆登仕版,通奉享年九十余,子孙繁盛,朱紫盈门.乡人因以为名”;侯官坊,
“内侯官县.近里人以候缺日久,改为‘官贤’”④.又临安府福德坊,“保和坊内,咸淳元年居民建”⑤.
镇江府甘棠坊,“在范公桥西,民怀公之德,因名”⑥.当然,不管是“里人为名之”,还是“居民建”,事实

上都应该是在民众的建议与推动下,最后由官府批准命名的.
由唐入宋,正因为坊额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彰善旌淑”教化工程,与“为邑之壮观”的形

象工程,这就决定了它只不过是在城郭街巷地名之上的人为附加物.所以,一方面,并不是所有街巷

都建有坊额,甚至可能多数街巷并无坊额.例如南宋镇江府,在崇德、践教等七坊之外,还有吴司马

巷、顾著作巷等“猥以为名”的八十馀处街巷⑦.这应该是所有州县城市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那些

确实在通衢立表,揭为坊名者,也常见有两种不同的命运.
其一,经官民双方的努力与各种因素的影响,历时既久,习惯成自然,坊额的“美名”慢慢渗透到

城郭的地名体系,成为了近古城市生活的一部分,“雅称”也才有了实际的意义.
尽管存世宋元方志关于城市街区的记载,绝大多数以坊巷、坊市、坊里等概念为中心,罗列坊名,

条析意蕴,给后人的印象,似乎它们无不以“坊”为中心来营建街区的布局,事实上,这些出自文人士

夫之手的文本所反映的,也许只是一种表象,我们很难以据此来直接窥视历史的真实.倒是一些反

映民众如何著录他们籍贯地址的文本,可能更为直接一些.
比较多地保留有此类记载的,是存世的一些碑铭资料.当时不少善男信女在捐助善缘的落款署

名中,提到了他们的籍贯地址,或者更接近其日常生活.如北宋庆历七年(１１４７)新会县«仙涌寺舍钱

及田地碑»,有“清化坊弟子邓郎银古博里弟子黎守和已上各舍钱一贯文足”等文⑧.查阅其他碑

铭文献,还可以发现蕲州有“上春坊信士唐君守忠”⑨,青州益都县有“城北坊梁荣”,寿州寿县«天圣

院佛会人名碑»,碑阴留有大量捐助人的姓名籍贯,其中有“霍邱县孝义坊疏首许□诚”,“寿州伍明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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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方志丛书»本,第３５１页.
志全:«砖塔记碑»(大中祥符八年),见录于张仲炘编:«湖北金石志»卷七,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第４册,第３０７页.
未署名:«千佛殿石香炉记»(大中祥符九年),见录于法伟堂等纂:(光绪)«益都县图志金石志»卷中,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

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４册,第２０页.



万钦”等①.兖州白马县的一处刻石题记中,有“教化人城南坊王庆”②,江宁府句容县,有“郭下礼教

坊抱朴里清信奉佛弟子管忠顺与妻潘氏四娘”③,明州鄞县«东谷无尽灯碑»之碑阴,有“上虞县上管乡

市郭尚德坊第三保居住清信奉三宝弟子陈氏五娘”,与“泰州兴化县招远坊今寄居姜堰奉佛弟子琴彦

迁”等捐助人留名④,广西静江府有“河东路威胜军沁源县人事寄居静江府春台坊梁汝弼”⑤,广州九

曜石有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建宀阜通坊医士李元素”题名⑥,南宋湖州«灵应庙碑记»,有“钱林坊盛旦舍

钱伍贯文”⑦,等等.此外元代的碑铭资料中,也提到了武昌有“南城右隅长街好礼坊居奉佛信女贺氏

二娘法名道庆”,蕲州有“小西门通义坊居水陆都主会忍辱眞人曹天麟家眷等”⑧.武昌与蕲州的这两

个“坊”,估计也是延续自宋代的.
当然,这些碑铭文献中所记载的“坊”,也非尽属坊额.例如益都县城北坊、白马县城南坊之类,

是纯粹地理区位性的名称,指坊区可能性为大.不过其中应该有相当部分为坊额.如句容县礼教

坊,据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句容县“见县志”即旧志的十三个古坊中,即有礼教坊.其所引旧志且

载:“古坊名既废,令张榘复立,已无知者”⑨,若为坊区,就不可能“已无知者”,还需要张榘来“复
立”,可知都是坊额.又武昌南城右隅长街好礼坊,此坊既“长街”之下,估计也应是坊额.此外,据开

禧二年(１２０６)平江府学教授唐仁杰等所立«吴学续置田记一»,“一契:嘉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用钱贰

伯贯文九十九陌,典到府前状元坊住人何镇将自己税地上自备木植在上盖造到店屋壹所,共伍间

”.当时各地的状元坊,更是官府立于科第魁首“所居之侧,以为荣耀”的坊额,不可能特意为之

新设一个坊区.平江府的这个状元坊,即因淳熙八年(１１８１)黄由(１１５０ １２２５)得榜首而立,在醋库

巷.由此可知,的确有一些坊额,矗立既久,又经官府多方引导,慢慢影响到民众,渗入他们的生活,
变成为民众所接受的街巷雅称.就像平江府的这个状元坊,虽然市民日常起居,可能更多地称之为

醋库巷,但在田产契约这样的重要文书中,则更倾向于使用“正式”的地名,于是它才被载入历史.前

文所举那些碑铭文献记载的“坊”,其中多数就是坊额,而且估计它们也有类似醋库巷那样“猥以为

名”的通俗地名,只是当人们在为捐助善缘落款署名时,才写下了其更为正式与典雅的名称.还有少

量的一些坊额,作为街巷雅称既久,慢慢与街巷名称合而为一,于是就出现了“××坊巷”这样的地

名,例如南宋明州(庆元府)有冶铸坊巷,元代镇江有明伦坊巷等等.这些,当然是坊额地名化既久

且固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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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署名:«感应颂»(绍兴二十二年),见录于谢启昆纂:«粤西金石略»卷七,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第４册,第２５１页.
未署名:«九曜石宋人题刻廿二段»,见录于陆耀遹纂:«金石续编»卷十五,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第３册,第６４５页.
未署名:«灵应庙碑记»(绍兴十六年),见录于陆心源纂:«吴兴金石记»卷八,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宋代石刻文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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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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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文献记载中更为常见的现象却是,各地坊额屡修屡圮,容易为人们所遗忘,并不能真正融

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常见诸文献记载的所谓“坊额不存”现象.只是前人常借“坊额不存”等
记载,来反映围裹坊区的坊墙倒塌现象,用以彰显唐宋间城市从“封闭”到“开放”.事实上,这种被地

方志书反复记述的历史现象,主要记述的只不过是作为装饰物的坊额之屡建屡圮而已.
北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朱长文(１０３９ １０９８)纂修«吴郡图经续记»时,就说“«图经»坊市之名各三

十,盖传之远矣近者坊市之名多失标牓,民不复称”①.镇江府城郭七坊,“自顷罹兵乱,坊额不

存”②,绍兴府“越城之中多古坊曲,图经所载间可考知,此皆旧坊至今存者,其他更易,盖漫不可

知矣”③.句容县“古坊名既废,令张榘复立,已无知者”.常熟县“前志载常熟凡十二坊,今皆不

存”④.这样的记载,为论者所熟悉,不必赘述.
于是,才有了如前文所揭示的、作为地方官们政绩的“表宅里以彰善”的举措,修复坊额.只是民

众似乎并不总是买账,以致各地坊额圮而建,建而圮,似乎陷入恶性循环.例如镇江府,志书在前引

“自顷罹兵乱,坊额不存”之后,接着叙述:“乾道庚寅守臣秘阁蔡洸尝植表诸坊巷,大书高揭之,其后

废坏漫无存者.”后来又圮废了.徽州“坊旧十有二”,乾道年间(１１６５ １１７３)守臣曾因民间孝行,增
修坊额,但没过多久,到了淳熙二年(１１７５)重修志书时,虽称“今往往有存者”,多数估计则已经废

圮⑤.绍兴府多古坊曲,几经修缮,但到嘉泰初年,大多已是“漫不可知”⑥.嘉定十七年(１２２４),守臣

汪纲不得不再行“新其华表,重揭扁牓,凡九十六所”.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它们今后不再废圮.比

较典型的是昆山县的例证.昆山“邑旧有坊四”,但“皆旧经所载,今莫详其所”.淳祐中(１２４１
１２５２),项泽出知此县,“百废具举,捐金劝民为坊,凡三十有二扁”⑦.可是,等到咸淳八年(１２７２),边
实续修«玉峰志»时,又称“前志所载三十二坊,仅逾二十年,而废者大半”⑧,再次废圮.

当然,坊额建筑之存废,不一定表明在它上面所书写的“美名”肯定不会影响到地名,渗透到民众

生活,但是文献中多所常见的“民不复称”、“漫不可知”、“莫详其所”等信息,再结合坊额之屡建屡圮

现象,无疑清晰地提示我们,这样的坊额,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有限的.
以上分析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两宋时期各地城市中的坊额的确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特

征,一是纯粹形象性的标识物,也就是加藤繁所强调的旌表孝子节妇等,并且增加街路的美观的东

西;另一则是具有一定实用功能、为近来不少学者所强调的、作为街巷雅称的路标.有时这两者并不

一定互相排斥,而是互有涵摄.换言之,仅仅强调其某一侧面而忽略另一侧面,显然失于片面.
仔细分析历史文本,在某些地方志记载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致可辨.关于前者,前文已经提

到了一些,例如在“保和坊内,于咸淳元年居民建”的临安府福德坊等等.还有各地常见的状元坊,绝
大多数应该仍然只是形象性的标识物.可略作补充的是南宋严州的情况.陈公亮于淳熙十二年

(１１８５)所修的«淳熙严州图经»,载州治坊名十九,其中有字民坊,旧名申政坊,在左厢建德县衙前,附
注:“今移.”⑨坊额既可人为地从某处挪移到另一处,则说明它尚未固定地成为某一街巷的雅名,只是

一个礼仪性的标识而已.待到郑瑶、方仁荣等人于景定三年(１２６２)续修地志,严州城中已在旧有十

九坊之外,“盖续建者六表”,共为二十五坊.其中有状元坊,“在军门外,淳祐庚戌知州赵汝历以方逢

１４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坊市»,第８ ９页.
卢宪:«嘉定镇江志»卷二«坊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３册,第２３３６页.
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卷四«衢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７册影印清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刻本,第６７７８页.
孙应时等撰:«重修琴川志»卷一«坊»,«宋元方志丛刊»第２册影印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第１１５４ １１５５页.
罗愿:«淳熙新安志»卷一«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８册影印清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刻本,第７６１０页.
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卷四«衢巷»,«宋元方志丛刊»第７册,第６７７８页.
凌万顷、边实纂修:«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续修四库全书»第６９６册,第５７３页.
边实纂修:«咸淳玉峰续志坊市»,«续修四库全书»第６９６册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清黄氏士礼居抄本,第６０４页.
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坊市»,«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第４２９１页.



辰为大对第一故表之”.又“安乐坊,在纯孝坊内”①.这两个坊显然都只是坊额,估计续建的六个坊,
情况都与此类似.

似严州那样移建坊额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所见.例如嘉兴城有通明坊,原在顾市桥,后移于醋

坊桥.顾市桥在嘉兴城西门通越门东北一里半,醋坊桥在其南门澄海门北二百步,两者距离不近②.
如果“通明”这个坊额已经固着于一地,变成了与某一街巷相联系的雅称,就不可能这样被移来移去.

关于后者,学者们已多有讨论.稍需补充者,其一,这些坊额的位置常在街巷之口,志书多有明

确记载.明州(庆元府),“连桂坊,施家巷口”,“广慧坊,大梁街巷口”③;无锡县,“崇义坊,在女贞观巷

口”④;临安府,“德化坊,旧系木子巷,今在对岸潘阆巷口”⑤,等等.其二,某些街巷,在两头均建有坊

额,如湖州天庆坊,附注有云:“在隆兴桥相对,入天庆观街,直至吴家巷相对,立二处.”据«嘉泰吴兴

志»,似此“立二处”者还有宣化、戒民、里仁等四坊⑥.所谓“立二处”,估计就是街巷两头各设一个坊

额.所以也才有“坊尾”的说法产生.如福州,“太平公辅坊,地名坊门,坊尾旧有开元坊,今
无”⑦.只是与湖州不一样,这里是一街头尾两坊,“美名”不一.其三,虽然存世志书常常采取坊名之

下附注街巷名的书写方法,来表达编纂者对坊额与街巷两者之间主从关系的看法,如临安府报恩坊,
其下附注“保和坊北,俗呼观巷”.但从前文讨论可知,现实中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应该恰好反过来,
坊额才是街巷地名之上的一种依附物,此其为“雅称”也.如果时间一久,坊额既圮,除少数经地名化

而留存于民众的记忆之中,多数的坊额,“民不复称”,雅称也无从所依,就有可能从民众的城市生活

中完全消失.

三、坊　正

那么,由唐入宋以后,在基层组织层面上,作为街巷雅称的坊额与坊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有机

的联系呢? 从以坊正为代表的城郭基层职役头目的角度去观察,也许能得到某些提示.
笔者旧作曾简单归纳两宋城市的基层管理制度,引宋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志»“诸乡置里正[主]

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等文⑧,指出与乡役里正一样,各坊区设坊正,坊正为役名,差民户

有资产者充.神宗、哲宗年间,役制多次变动.到南宋,各地基本维持差派坊正之制.不过,以坊正

为代表的基层管理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唐宋间城市的发展,由于记载不足,许多内容仍不得不

存疑.近来读史所得,或者可以对旧说略作补充.
其一,正如旧作所已提出的,宋代城郭各个坊区所管辖人户数颇为不少.从前引天禧五年开封

新旧城十厢各个坊区的户口数就可知,少者辖户三百有余,多者则近三千,平均每坊管辖八百多户,
数千居民.其他城市,如镇江府七个坊区,南宋嘉定年间,其城人口有明确记载,“府城厢户一万四千

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⑨,是则坊均达２０４２余户;兴国军“为坊五于其郭”,若按当时一般州军城市城

区人口万户计,坊均也达２０００户,是则坊均居民可达万人.这样,每坊如果仅设坊正、副各一,肯定

不足以承担他们所被指定的各种行政职能,理应另有其他名目的役人,来协助坊正、副应役.
可是,文献记载中所能提供的信息极少,所有者也仅供略作推论而已.熙宁七年(１０７４)十月,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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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以新定的保甲制代替原来的户役制,催纳赋税,规定“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

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①,每一甲的规模就比坊区小了近十倍.这或者可以证明,在坊区制

之下,必定还存在更低的一个层级,具体负责催纳赋税等事务的落实.
大观元年(１１０７),为严行落实私铸铜钱之禁,宋廷“差坊正副承受文引”,觉察私铸.据时人记

载,各地坊正因“追呼百端,陪填钱物,无所赴诉,或析居逃移以避差役”②.又南宋后期的临安府钱塘

县,官府所下文书,“凡在街郭者用坊正”,“如他邑”③.如果类比于当时乡村役制,承受文引实为各都

保保正副的职责④.都保之下按制度再分置大保,别有大保长负责赋税的催纳.与此类似,绍兴三十

二年(１１６２),中书门下省上书提到:“州县三年一次推排坊郭、乡村物力,多系坊正、保正副私受人户

钱物,升排不公.”⑤,也是将城郭的坊正与乡村保正副相提并论.据此,似可推知坊正副之下别

有更低的一个管理层级.
前引鄞县«东谷无尽灯碑»碑阴所镌“上虞县上管乡市郭尚德坊第三保居住淸信奉三宝弟子陈氏

五娘”等文,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提示,当时在城郭的坊区之下,确实按城乡通行之制,编排有大小保

等基层组织.如果说在北宋前期,例如由嘉祐三年(１０５８)“河北诸州军坊郭客户干食盐钱令坊正陪

纳”等事例所指示的⑥,河北地区城郭坊正可能类同与乡村的户长,肩负催纳赋税之责,至少到南宋的

东南地区,坊正副们的职责就更接近于乡村地区都保的保正副了.只是这前后演变的历史细节,尚
不得而知.

其二,尤其是,从前文可知,城郭坊区理当属于地域性组织无疑,所以才会出现如北宋开封府那

样各不同坊区之间所辖人户数大段不均,以及如常州那样明确按城区地域划定坊区的情况,这与按

不同人户数量来组建的联户组织,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在两宋时期的农村地区,基本由乡管/乡都等

联户组织来负责赋税催纳,而由乡耆/保甲等地域组织来负责地方治安,两者之间在职责分派上也各

自有别,分为两个不同的体系⑦.那么,在城郭坊区之下,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不同管理体系以及职责

区分呢? 历史记载并未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唯一可知的是,到南宋,部分地区的确存在某种以

街巷为基础而形成的管理层级,其头目被称为“巷长”.
南宋后期,东南会子因超额发行,严重贬值.宋廷采取种种措施,维持会子的币值,称为“秤提”.

其中一法,就是强令民间每家每户收储一定数量的会子.福建漳州人氏、理学家陈淳(１１５９ １２２３)
曾上书本州长官,对如何措置此事提出建议,其中提到:“昨以兵马司所籍三等户之失实,又为之分

九,则俾巷长平议,投柜于鼓门,以凭撞点,是又觉前日卖弄之弊.贫者仓卒无可计划,则多有鬻

田出屋以为备者.今觉其为害而分九,则以均之,俾巷长别开具其户等,诚善矣.然九等之户官司不

明示一式而付之,巷长所自分,将以何据而分之?”⑧可知,漳州强令民户收贮会子,其评定户等的工作

是由巷长负责的.又当地因有人侵占河岸,从来向相关人户征收“侵河官钱”,后来因为此钱失陷,地
方政府于是下令重新打量,别行均敷.陈淳建议,“若欲公私两便,则莫若逐处各委巷长副,同厢司随

家看验纳钱库状历头.”⑨,又可知巷长更有正、副之别,他们有时在上级机构厢司的监督下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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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莆田人方大琮(１１８３ １２４７)述其族祖方恭约史事,称“又闻闾巷长上道其所以得长者之名

”①,可知在福建巷长之设非限于漳州一地,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那么,南宋福建地区所见之巷长,是否出于当地的创置呢? 据载绍兴元年(１１３１),为了巩固其新

占领的领河北地区的统治秩序,金军左副元帅完颜宗维(翰)(１０８０ １１３７)“患百姓南归及四方奸细

入境”,原辽朝大同守臣高庆裔为之出谋划策,“请禁诸路百姓不得擅离本贯.欲出行,则具人数行李

以告五保邻人,次百人长,巷长,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给番汉公据以行”②.这一建议既出于辽朝

旧臣之谋,说明很有可能在北方地区,巷长之设是推行于各地的旧制.北宋地区也可能与之类似.
后世的一些制度演进可以给我们一些佐证.元初王旭为曾任朐山县令的王义撰写墓志铭,称其

妻生一子,“讳仲贤,姿状魁梧,性行勤谨,充县巷长,人敬服焉”③.可知巷长之制,也曾行于金末元初

的苏北地区.大德七年(１３０３),布衣儒士郑介夫向元廷奏上著名的«太平策»,其中提到官府赈济名

实不符现象,“且鳏寡孤独多在村落万山之间,无持瓢乞食之所,深为可怜.今之隶名官籍者,皆坊正

巷长略举市间所知,以应故事而已”④,则是将在坊正之下设置巷长,描述成为了天下通行之制.所以

刘基(１３１１ １３７５)作诗调侃友人,遂有“无仆无台一老儒,数间茅屋近通衢.忽闻巷长呼排甲,急换

戎装出荷殳”等句⑤.从宋元间城市制度演变与承袭的总体背景观察,元代的巷长制度出于前朝旧制

的可能性最大.
明代关于坊正巷长等记载更为明确.城乡人户,城内曰坊,城外曰厢,乡村曰里,“坊有十甲,甲

有十户”⑥,这是类同于乡村的人户里甲制度,以户数多寡,联结而成;又明人韩霖«慎守要录»,提到

“城中分为各坊,坊各立坊长一人,大坊立坊长二人,每巷立巷长一人”⑦,其书虽然是讨论城市防御,
其依托的,应该是城市固有的治安组织体系.是则当时城市基层组织,在联户性质的里甲户籍体系

之外,还并行设置有地域性的坊正巷长治安组织体系.这样的制度架构,表现出对前朝明显的承袭

关系,是可以肯定的.有时候,这种承袭甚至落实在具体的人户头上.明末周之夔记载福建顺昌县

的一些弊政,就提到“上官厨传,反派坊长直日.其坊长仅四姓,皆宋元旧户.夔母家亦坊长,敝
民也”⑧.由此可知从宋代而下,城市基层管理组织在坊区之下进一步细化,逐渐形成两层职役体制,
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回到本节开头的话题.坊区正长之下别设第二层基层职役人员,显然是针对城市人口增长、基
层管理事务繁重的现实需要所作出的制度调整,这一设置可能在北宋后期已经比较普遍,并被后代

所长期继承.如果那些设有巷长的街巷恰好有一个书写在坊额上的雅称美名,坊额与坊区就这样更

在管理体制上相互联系了起来.

四、结　语

最后,让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前文讨论的内容.
唐末五代以降,主要出于人口密集化、经济活动繁荣等因素的推动,在城市中形成了厢、坊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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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其中厢司为地方政府的下派机构,坊正长等则类同于乡村的户长、保正副,属于从民户差

派的职役,也就是学界通称之准官僚组织,负责赋税征发、地方治安,基层管理.由坊正长们所负责

管理的地域,就是坊区.由于坊区地域较大,人口汇聚,基层管理负担过重,于是慢慢地在它的下面

形成了一个更低的职役层级.尽管存世的历史信息有欠清晰,仍可以基本推断它是以坊区之内的街

巷为中心构成,职名为巷长.这样两级三层的城市管理体制,至少在北宋后期初露端倪,到南宋的一

些地区,已经比较成熟,并为后代所承袭,成为元明时期城市制度的基本要素.换言之,两宋时期正

是以这样的体制演进,回应了当时城市发展的历史要求.
赵宋帝国辐员辽阔,各地差异明显,涉及基层管理,更是如此.各地因乡土之宜,土俗之便,乡村

的基层管理组织殊名异称多见,就相当复杂.城市也一样,坊、界、隅等别称杂出,但若从它们的管理

层级与上下之间的组织关系来观察,以厢、坊、巷通行名称,将其归纳为两级三层是符合史实的,本不

必每见一别称就另行归纳出一种别样的“制度”.要不然,正恰如黄裳所言,“其义安在哉”?
正是从这样循名责实的思路出发,来观察当时的城市制度与城区布局,可以发现,“坊”是一个具

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它既指作为城市基层地域管理的坊区,也指一种“立木为表”的标识性建筑

物———坊额.坊额的性质相互间也有区别,有些只具“视观瞻”作用,类似于后世的牌坊;另有一些,
慢慢与某一街巷地点相结合,成为了街巷的雅称,才具有所谓“识道里”的功能.尤其是,既谓之雅

称,就可知以坊称巷,是日常地名之上附加之物,其与街巷地名之间的从/主关系不应混淆.
有意思的是,宋元地方志关于城市的“书写”,却与此有一定距离.
前文已经指出,存世宋元地方志中,除仅有两种将坊与巷分列成为两个不同事目外,绝大多数都

以“坊巷”之名,将坊与巷合并归在一个事目之下.更有几种仅列“坊”或“坊额”等事目,以及将“坊”
与“市”并起来列作“坊市”,实际也就是类同于仅列坊额,忽略了街巷等内容.尽管少量志书以附注

的方式,将街巷等内容附注于坊名之下,总体看,志书记述的主旨则以坊额为主.即便有个别志书,
如«嘉泰会稽志»,有“衢巷”之目,看似专为街巷而立,实际记载的内容,却仅有坊而无巷,府城与诸县

都是如此.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凸显的历史印象:似乎当时城市形制与管理制度,都是围绕“坊”
这个核心展开的.就是“坊巷”这一概念,也应该视作偏义词组,以坊为主,巷仅处于从属地位.还有

一些记载,如福州元台育德坊,志书附注作“旧安民巷”①,称安民为“旧”巷名,似乎巷名已湮,唯称坊

名.这些实际只是志书编纂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再将地方志书编纂者们对于街巷等内容的冷落与轻视,与其对待坊额之津津乐道作一比较,两

者的落差更是相当明显.南宋«嘉定镇江志»编纂者卢宪在丹徒县七坊之后,以“其巷名则有”领
起,记述了八十余处街巷,文末则以“猥以为名”一语,来归纳街巷命名的缘由.谈钥编纂«嘉泰吴兴

志»,这种立场更为直白.他描述湖州城修建坊额,“通为六十四处,非唯征人客子过是邦者,得以知

巷陌之名,阛阓通衢新题华表,璀璨相望,亦足为吴兴壮观”,语词尽其华丽;下文记载街巷,语气顿

变:“又有巷名,出于俚俗,或以寺观,或以名物,或以姓氏为识,则多非驯雅,循习岁久,遂为通称.”又
记各属县,如长兴县的街巷,作“又有巷名,出于俚俗”.既强调“多非驯雅”,又突出“出于俚俗”,甚至

明言“本不足录”,或“不足录云”②.前后相比,轻蔑之意,溢于言表.
元人冯福京曾批评前朝史文,以为南宋后期“郡县间一时之志,亦侯牧夸张之诞笔”③,虽然在相

当程度上反映了史实,就本文讨论的议题而言,则义有未尽.地方志书重“视观瞻”之坊额,轻街巷之

俗名,无非反映了主导志书编纂的地方官吏与文人儒士之志趣.在他们看来,那些书写于坊额之上

５４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

①

②

③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丛刊»第８册,第７８２１页.
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二«坊巷州治»,«宋元方志丛刊»第５册,第４６８９、４６９０页.
冯福京:«昌国州图志前序»,见郭荐:«昌国州图志»卷首,«宋元方志丛刊»第６册影印清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宋元四明六志»

本,第６０６１页.



的“美名”,具有对民众的教化功能,“表宅里以彰善”,是远比庶民百姓日常称呼的街巷俚名更有意

义,更需要记录与弘扬的.所以,这种对于街巷俚名与坊额“美名”轻重有别的态度,宋儒如此,宋代

以下各代的文人儒士,莫不如此.南宋谈钥虽然因为其“出于俚俗”,认为“本不足录”,但总算略施笔

墨,记载了湖州州治及诸县城区的街巷之名,当时更大多数的地方志编纂者们,则连“本不足录”这样

的轻蔑之词也不屑于书写,干脆将城区街巷在他们的记载中省略了.
与此类似,地方志书很少记载坊区,或者说无意区分坊区与坊额之间的差别,也正是因为他们的

兴趣集中在书“美名”以寓教化之意的坊额这种“形象工程”之上了.
于是乎,出于文人儒士之手的地方志书,其所描绘的城市形制与管理制度的面貌,就与史实产生

了某种扭曲与偏离.也就是,以“坊”为中心形成的城区布局,与其说是历史之真实,不如说是一种符

合文人儒士志趣的愿景.从各地坊额的屡建屡圮、“民不复称”、“漫不可知”等现象,可知真正根植于

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具有生命力的,正是那些出于俚俗的街巷之名.正是那些街巷,才是形成城

区结构的骨架与基础.看似华丽壮观的坊额及其“美名”,虽然在官府努力以及地方人士追随跟风之

下,可能对街巷地名产生某些影响,但程度有限.究其根本,它们不过是街巷的依附物.
所以,在充分认识到由唐入宋以后,“坊”具有坊区、坊额等多重含义,在区块式的坊区管理体制

之下、以长条街巷为核心的第二职役层级逐渐形成的同时,应该摆脱以“坊巷”的概念来构建城区布

局的思路.无论是认为“坊在这里与巷的含义完全相同”,还是简单地归纳为“街口立坊额者为坊,无
坊额者为巷”,都是因为受宋元方志关于“坊”的失真景象所误导,夸大了坊额的作用.在宋代一般民

众的概念中,在例如城东、城西等大区域之下,应该就是以巷陌构成的长条街区,才是构成城区的基

本地理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应对了管理制度上第二职役层级形成的历史演变.厢坊体制则

是虚悬于城区地理单位之上的管理单位,对其虽有一定影响,但不可能将其取而代之.就像现今各

地城市中的社区管理单位,往往随着街区道路建设而不断调整,不可能反过来制约街区道路的规划.
历史文本的解读,既要尽量贴近撰述者,细心体会其立场心态,又须超然于文字之外,冷静分析,

以期接近史实,洵非易事.本文讨论的宋元地方志关于坊巷等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

证而已.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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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大衍筮法及易卦的蓍占概率

孙　涤

摘　要:邵雍的“加一倍法”及莱布尼茨所开创的二进制算法,当是对易卦整体排序的一大推进.然而

邵雍和莱氏排序自上而下的计算有悖于规范的二进制算法.依据规范的二进制算法,易卦的“身份认定”

应当从初爻到上爻来加倍计算,结果为数值排序.比较两种排序有助于洞察易卦的爻像结构,并为易卦的

整体排序奠定基础.邵雍“加一倍法”的另一个贡献是指明每个六爻卦有６４个变型,共４０９６种变化;其根

源在于八个三爻卦,又各有八个变型.大衍筮法实质上是一个随机数发生器,筮仪过程得到的可变阴爻

６、不可变阳爻７、不可变阴爻８、和不可变阳爻９的随机概率为十六分之(１∶５∶７∶３).由此推算出整个

易卦体系的概率分布,对于考察和计算易卦之间的联系及演变意义重大.

关键词:易卦;邵雍;加一倍法;二进制;大衍筮法;蓍占概率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４

一、邵康节的“加一倍法”

北宋的易学大家邵雍在易卦整体结构的探究上达到了超越前贤的高度,他制定的“伏羲六十四

卦圆方图”是一座巅峰.其为易卦排序所遵循的方法,历来人称“加一倍法”,然而对内中的机理和逻

辑,尚无一致和妥帖的解说.比邵雍略晚的大儒程颢算是慧眼独具,曾评述道:“尧夫之数,只是加一

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他认为“加一倍法”要比扬雄的太玄数更高卓.邵雍听了程颢这番

“识货”的话,惊而抚其背曰:“大哥,你恁聪明!”①

邵雍在其说披露出来的圆图里为六十四个易卦排定次序时所用的“加一倍法”,在数理逻辑上其

实相当直白.排序的依据是给每个卦的六条爻加权,以现代的计数符号,阴爻 为０、阳爻 为１,从
上爻(第六爻)、五爻、四爻、三爻、二爻,下至初爻(第一爻)逐个爻位加倍,分别乘以１、２、４、８、１６、３２,
再加总起来即可得到卦的序号.一百多年后的朱熹,很理解“加一倍法”的道理,也将之称为“加一位

法”.如此推断,“加一倍法”和二进制数值方法在对各卦的“身份认定”上是异曲同工的,即１＝２０、２
＝２１、４＝２２、８＝２３、１６＝２４、３２＝２５.

可是“加一倍法”更深层次的奥义,前代几乎无人述及的,是邵雍把六十四个易卦“加了一倍”,拓
展成(２６)２＝(６４)２,计有４０９６种变化.因为无论阴爻还是阳爻,又有可变与不可变之分.在此有必

要先弄清楚,邵雍之“加一倍法”的真实含义不是简单地乘二加倍,而是二乘方.
欲准确把握“加一倍法”的真意,尤其要在应用上避免偏误,还得从解读“大衍筮法”入手.由大

衍筮法筮得的是四个随机数:６、８、７、９,其中６和８代表阴爻(６为可变之阴爻,８为不可变阴爻),９和

７代表阳爻(９为可变之阳爻,７为不可变阳爻).这就是说,同为阴爻,有６和８两种可能,同为阳爻

也有９和７两种可能.如此,每一个卦的六条爻,又包含着２６＝６４种变化.六十四个易卦总共有

　

作者简介:孙涤,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商学院荣誉教授.

①　蔡元定亦云:“康节之学,虽作用不同,而其实则伏羲所画之卦也,明道所谓加一倍法也.”



４０９６种变化.以三爻的坤卦☷为例,可以是６６６(全是可变阴爻),也可以是８８８(全为不可变阴爻),
也可以是６６８、６８６、８６６、６８８、８６８、８８６,一共有２３＝８种变化.坤上坤下的六爻坤卦是两个地卦的叠

加,故有８×８＝(２３)２＝６４种变化.

　　在此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著名片段,为其佐证.引进新的解析工具和更新

认知的观念方法,对于易学的现代探索,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加一倍法”与二进制算法

如所周知,二进制的运算法则是由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

１６４６ １７１６)首创的.但这一贡献在１７、１８世纪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像莱氏与牛顿分别独

自创建的微积分学那样得到了迅速、广泛的应用,而是在两百余年后才显露其伟大的意义.莱布尼

茨的二进制,同布尔代数、香农的逻辑电路和信息理论,以及冯诺依曼的计算机范式一起,被公认

为数值计算机理论和技术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莱布尼茨在１７０３年４月１日读到了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法国人白晋①从北京寄给他的邵雍

所制“伏羲六十四卦圆方图”,顿时明白,“加一倍法”与他专研的二进制算法是高度契合的.白晋是

当时屈指可数的汉学大师,他向莱布尼茨介绍了«周易»和八卦的系统.莱布尼茨认为阴、阳基本上

就是他终身在探究的二进制的汉文明版本,并尝试用二进制算法替八卦(三爻)和六十四个易卦作数

字“身份认定”,从而排出了卦序的编号.

图１

莱布尼茨专研和制定二进制算术的努力始于

１６７０年代,他的相关论文则正式发表于１７０３年,而且

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推进和改善.１６９７至１７０７年间,
莱布尼茨和白晋通过书信往返,在«易经»探索上有长

期的交流,其中至少有十五封书信现保存在德国图林

根的图书馆和汉诺威的莱氏文献馆.莱布尼茨怀着

高度兴趣研读了白晋邮寄给他的易经«先天图»(即由

邵雍率先披露、托名伏羲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并迅即给出了八个三爻卦

和所有六十四个易卦的二进制编号(见图１)②.
请注意原图里仅有的几个汉文数字:在方图的主

轴线(左上 右下)上的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
坎六、艮七、坤八.其他的阿拉伯数字乃由莱布尼兹

添加,与通常见到的«伏羲先天图»里全无数字是不同

的.易卦排序的这些数字对于深入理解易卦的整体
结构和相对排序,有着异常关键的意义.

在白晋提供的邵雍伏羲先天图的启发下,莱布尼兹从易卦的卦象得出了二进制编号,不禁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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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白晋(JoachimBouvet),１６５６年生于法国勒芒市,１６８６年被法皇路易十四选派为首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于１６８８年抵

达北京.作为亲善大使,白晋直接沟通路易十四和康熙两位君主,并深受器重,在«易经»探究上同康熙的切磋尤其频繁.他通过与

莱布尼茨的通信往返切磋,对二进制的开创有着(间接的)历史性贡献.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卒于北京.
图１为莱布尼兹所见到的邵雍“伏羲先天圆图”和“伏羲先天方图”,系由耶稣会士白晋随信寄给他的原图.该信１７０１年１１

月４日写于北京,估计在１７０２年秋间送达德国汉诺威,但直到１７０３年４月１日方才为莱布尼茨读到.莱氏阅后大喜过望,因为易卦

结构明显展现出其蕴涵的数理与自己专研了二十余年的二进制算法如出一辙.莱布尼茨于次日立即回复,详细记录了白晋有关这

两个系统具有同一性的发见以及自己的一些思考.随后,莱氏于５月５日寄出他受到此图启发后修改完成的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同
年发表于法兰西皇家学院学刊.该论文的初稿曾于两年前投稿法兰西皇家学院,由于缺乏应用实例和历史依据,被质疑其可用性而

遭到搁置.白晋提供的易经图及应用佐证,帮助莱氏完成并成功发表了论文.



惊喜.他在给白晋的回信中写道:“我发现二进制数是二十年前.到今天我才发现中国人在四

千年前,已经了解到０与１的二元数学了.”而他发表于１７０３年的那篇划时代论文的完整题目为«二
进制算术的解释———只用０和１符号,兼及它的一些应用,以及对中国古代伏羲图像的破解».足见

莱布尼茨关于二进制的思考,与邵雍的象数和图的确是息息相通的.
那么,莱布尼兹是怎样用他首创的二进制算法来得到易卦的排序的? 同“加一倍法”一般无二,

莱氏以阳爻为１,阴爻为０,自上而下逐爻加倍来算出的.最简单的,如坤卦的００００００,排序为０(０×
２０＋０×２１＋０×２２＋０×２３＋０×２４＋０×２５＝０);乾卦１１１１１１的排序则是６３(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６３).然而,既济的０１０１０１,六条爻自上而下为０、１、０、１、０、１,排序又是多少

呢? 是０×２０＋１×２１＋０×２２＋１×２３＋０×２４＋１×２５＝４２.如此可以很容易验证,图１里莱布尼茨

给出的屯卦的０１０００１和蒙卦的１０００１０的排序分别是３４和１７,而否卦的１１１０００和泰卦的０００１１１
排序则分别为７和５６(结果见图２).

图２

从坤卦０、剥卦１直到姤卦３１逆时针排成圆图的

右半圈,然后从复卦３２、颐卦３３直至乾卦６３,顺时针

排成圆形的左半圈.邵雍的伏羲先天圆图实为“两仪

相逆”排列的结果①.非常有意思的是,经过圆心的连

线联接的两卦成为一对,其排序之和必为６３.这样构

成的３２对卦里,只有８对(坤 乾、小过 中孚、坎
离、大过 颐,以及否 泰、渐 归妹、未济 既济、蛊
随),在«周易»里原来就构成对卦,其余的２４对都不

是.这又是为什么呢?
再来看莱布尼茨对八个纯卦(三爻)的排序:地

０—山１—水２—风３—雷４—火５—泽６—天７,与邵

雍在伏羲先天方图里的排序(汉文数目字)正相逆.
但是,两种排序的相对位置则是相同的.若莱氏以阴

爻为１、阳爻为０的话,排出的八卦序就几乎跟邵雍完

全一样,将是地７—山６—水５—风４—雷３—火２—泽

１—天０.生活在欧陆文明的人,单一起源的宇宙观,犹太 基督教的单一神主宰的范式是非常强有

力的.莱布尼茨因而只能作另一选择,即以阳爻为１,为至上的单一神所代表的宇宙最高的秩序和

善;而以阴爻为０,表示混乱、涣散、虚无、不完善、甚至邪恶,总之,没有结构可言.况且,天排在７,与
西方固有的价值信仰并无出入,７在他们是个“圣数”,上帝造了六天的世界之后,第七天(星期天)是
个休息日.

很可惜,莱布尼茨未能深入发掘邵雍的圆方图所蕴涵的奥义,他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寻求突破,来
解答«易经»里的不少“元问题”.依笔者的推想,这是莱氏作出的一个重大“妥协”,有违０ １二进制

算法的基本规定,令他踌躇,因而没有再作进一步的推进.
在莱氏排序里,山卦的排序为１.那么山１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山卦☶的二进制代码是

１００,按规范的二进制算法,其排序应当是０×２０＋０×２１＋１×２２＝４.莱布尼茨作出的“妥协”,是倒

过来计算的,即自上而下逆向地“加一倍法”.也就是,以上爻位为初位,乘数为２０＝１,而以初爻位为

最高的第三位,乘数为２２＝４计算出来的,结果序号才可能是１×２０＋０×２１＋０×２２＝１.问题是,☶
倒过来看还是山卦吗? 它不就成了序号为１的雷卦☳００１? 同理,邵雍与莱氏排序中的雷４,按照规

范的二进制算法,排序理当为雷１;而风３和泽６则分别应当是风６和泽３.换言之,八卦里面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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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图１中莱布尼茨手写的页码.２７、２８是倒着写的,表明莱氏已深谙“两仪相逆”之理.



半排序发生了问题(见图３)①.

图３

这个问题蔓延到全部的六十四个易卦.譬如,否卦１１１０００的排序应当是

７(莱布尼茨的),还是５６(二进制数值法的)? 与否卦成对的泰卦,排序究竟是７
还是５６? 再以«周易»里的屯卦３—蒙卦４为例分析,莱氏及邵雍的排序,是屯

卦３４—蒙卦１７,而在正规的二进制数值排序里,理应为屯卦１７—蒙卦３４!
这个困扰的肇因,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算法技术问题,而是思考观察的分析

框架所致,背后有着文化和观念的深厚积淀.莱布尼茨受此困扰,放弃了继续

深入挖掘.但是谁又想得到,这个问题竟得拖延三百余年,到今天才来解答呢?
笔者将在另处,以“易学的现代诠释”、“易卦结构与二进制的关系”等为题,展开

深入辨析.

三、大衍筮法辨析

大衍筮法又称揲蓍法、蓍占,或直接称作周易占法,是载入«周易»原文的唯一筮法.历朝历代的

易学家们口授心传的依据,是«易传系辞»里的一段原文(«大衍之数五十»章及原注)②.
筮占之“筮”,从竹从巫,“竹”代表草木,“巫”代表占卜.筮是用植物进行的预测,卜则是用动物

做的预测.蓍占以蓍草为工具来指导“风险决策”,而卜则以龟甲、兽骨作为工具.«说文»有曰“筮,
易卦用蓍也”,反映了西周时代就很流行的蓍筮文化.蓍占在早期是与龟卜并重的.«周易»大衍筮

法得到重视,得以广泛流传和使用,与孔子及其门人作«易传»并推崇蓍占有很大的关系,龟卜的方法

渐渐失传了.

图４

筮占所用的道具是蓍草,一种长于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的多

年生直立篙类植物.河南淮阳的伏羲太昊陵有蓍草园,但蓍草只

生于那个园地的说法,并不确实.筮占是用５０茎经过香薰的、长
约尺许的干蓍草来进行的占卜,因其方法基于“大衍之数”,又被称

为“大衍筮法”.本质上,筮占是借“植物灵性”来 “沟通天意”
的(图４).

大衍筮法是八卦系统的四象筮法,得到的６、７、８、９四个数,６为

可变之阴爻,９为可变之阳爻;７为不可变之阳爻,８为不可变之阴

爻.这里的“可变”有待变之意,阴阳转换———６待变为７,９待变

为８.
就其实质而言,大衍筮法的过程是一个“随机发生器”.问题在于,得到６、７、８、９这四个随机数的

概率分别是多少呢? 下文的分析推导得出结论:同为阴爻,得到可变阴爻６的概率是１/１６,得到不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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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图摘引自莱布尼茨于１７０３年发表于法国皇家学会学刊的二进制算法的论文,该论文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

中莱氏替被他称作二进制算法源头的中国远古圣贤伏羲氏智慧的八卦,排了卦序.可以看到,莱氏所作的“妥协”,是他把卦象竖了

起来,这在伏羲先天图里是未曾有过的.结果,排为１的卦象究竟是山卦还是雷卦,于是含混起来(排序为３、４、６的卦象也是如此).
这个妥协带来的含混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引致各种误导.譬如,对太极图里八卦的方位解读问题.这里讨论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的差别,在八卦方位的环图中,则是卦象究竟应该从外向环心看,还是从里朝环周看? 对于莱氏竖着的卦象,问题却变为卦象应该是

从右到左,还是从左到右来看?
«易传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

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

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阴爻８的概率则为７/１６;同为阳爻,得到可变阳爻９和不可变阳爻７的概率,分别是３/１６和５/１６①.
大衍筮法产生的随机结果,不加细辨的话,很容易误以为得到这四个数的几率是相等的,均为１/

４.或者注意到了大衍筮法生成一爻需经过“三变”,三个阶段的组合之后,得到６、７、８、９四个数的概

率分别为１/８、３/８、３/８、１/８.虽说这几种替代大衍筮法的简化办法,得到阴爻和阳爻(可变＋不可变

的)的概率,都还是各半(１/２),然而其间微妙的变化,可以导致非常悬殊的结果.
厘清大衍筮法获得６、７、８、９四个数的(随机)准确概率,非常之有必要.毕竟,在«易传»里得到

奠基的卦辞、象辞、爻辞,以及各家的诠释,所依据的都是大衍筮法的蓍占结果②.不严格按照大衍筮

法生成爻和卦的概率,会对易卦的诠释造成很大的偏误.其他的概率,包括变通简化方法得到的,如
果不作相应的调整,很可能导致谬以千里的解卦结论和估测判断.

历来对大衍筮法产生的随机结果有种种偏误的理解,并不奇怪.大衍筮法的过程庄严繁琐,不
只令现代人感到茫然,古人也一定觉得很挠头.朱熹不愧为不世出的大学者,他经过执著精细的研

析,暗示出了６、７、８、９四个数,即可变之阴爻、不可变之阳爻、不可变之阴爻、可变之阳爻的得到概率

是不平衡的,即所谓“可变之爻常少而不可变之爻常多”的道理③.
在其名著«周易本义»卷首«筮仪»篇中,朱熹对大衍筮法的过程有相当详尽的描述和注解.他

说,四个数的概率之所以不平衡,是因为大衍筮法过程的端始,“取其一策,反于柜中”———“但用四十

九蓍耳”,即大衍之数５０,用的是４９根蓍草的缘故④.
大衍筮法的随机数发生过程,说白了,是在大衍之数的５０茎蓍草里先取出１茎不用(“存体”)之

后,把“致用”的４９茎蓍草分作两群(“分二”分作两大刻);再拿走１茎(“挂一”);然后按“扐”(“揲
四”,即以４茎为一簇);取走核定的余数(“归奇”).经过这“四营”成一“变”,凡三变成一爻.这个过

程重复六遍,就得到六爻卦———凡“七十二营、十有八变成一卦”⑤.
第一变,“挂一”之后,随机分成两刻的蓍草剩下４８茎.从每一群蓍草里分别取走４茎的整倍数

后,再剔除其余数———或１或２或３或４茎,剩下了４４茎或４０茎.在第二变“挂一”之后,分别成了

１５解析大衍筮法及易卦的蓍占概率

①

②

③

④

⑤

邵雍曰:“大衍之数,其算法之原乎? 是以算数之起,不过乎方圆曲直也.乘数,生数也.除数,消数也.算法虽多,不出乎

此矣.”(邵雍著,黄畿注,卫绍生校理:«皇极经世书»卷七上«观物外篇上河图天地全数第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３１１页)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

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

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

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
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则大衍之数也.此亦有理.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则一,而四十九隐于一中;散之则四十九,而一隐于四十九

中.一者,道也.谓之无,则一在;谓之有,则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则归于一,动则惟睹其用,一在其间而不可取.此所谓‘大
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第７８页)

诸多占卦预测的方法里,大衍筮法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左传»、«国语»中记载的二十多则先秦筮案均为大衍筮案.后世

以预测精确著称的管辂、郭璞等高人所用的无不是大衍筮法,北宋的陈抟和邵雍用的也都是大衍筮法.近代如易学大家尚秉和先生

的«筮案辑存»,数十则案例无一不是大衍筮案.
朱熹曰:“六爻皆不变,占本卦彖辞.”(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附录二«易学启蒙考变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第２３４页)他又认为,“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

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

也”(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附录一«周易本义附图卦变图»,第２０４页).而弄明白“伏羲卦象”要比读懂«周易»通行文本更

为重要.他说:“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两者初不相

妨,而亦不可以相杂.”
大衍筮法用４９根蓍草,因此变化非常丰富奇谲.设若“取其二策,反于柜中”,即用的是４８根蓍草的话,变化就要简单得多,

在那种情况下得到６、７、８、９四个随机数的概率才是１∶３∶３∶１.
大衍之数何以是五十,它是不是一种进位制(base ５０),还一直没有定论.或许是两手十指和一手五指之乘积,便于“手

算”? 不过有“小衍之数”为五的说法,洛书数之和为四十五、河图数之和为五十五,洛书加一“小衍之数”,河图减一“小衍之数”,恰好

是“大衍之数”.例如,邵雍就认为,“五十者,蓍数也.六十者,卦数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则六

十四为大成也”(邵雍著,黄畿注,卫绍生校理:«皇极经世书»卷七上«观物外篇上河图天地全数第一»,第２９９页).



４３茎或３９茎.“归奇”即剔除余数(３或７)后,从４３茎剩下的是４０茎或３６茎,概率各半;从３９茎则

剩下３６茎或３２茎,概率也是相等的.然后是第三变,“挂一”之后则成了３９茎、３５茎或３１茎.“归
奇”即剔除余数(３或７)后,从３９茎剩下３６茎或３２茎,从３５茎剩下３２茎或２８茎,从３１茎则剩下

２８茎或２４茎,概率也是各占其半.以朱熹的话来讲,是“奇耦各得四之二焉”(３＝１＋２或２＋１;７＝３
＋４或４＋３,各在四种可能性里占了两种).

然而其中的奥妙,是第一变所得到的“奇耦”,是否也“各得四之二焉”呢? 非也.其关键就在于

“但用四十九蓍耳”.
前文已述,４９茎蓍草在第一变“挂一”之后剩下４８茎,而４８是４的整倍数①.“两大刻”的余数

(１或２或３或４)之和被剔除后,剩下４４茎或４０茎.但须注意,得到４４茎的概率是四分之三,而得

到４０茎的概率只有四分之一.也就是朱熹解释的,“奇者三而耦者一也”.因为其中的一刻,若余数

为１、２或３,那么另一刻的余数就是３、２或１,被剔除的余数之和为４＝１＋３、２＋２、或者３＋１,故剩下

４４茎者(４８ ４)四居其三;若有一刻的余数是４的话,那么另一刻的余数必为４,故被剔除的余数之

和是８＝４＋４,所以剩下４０茎者(４８ ８),四居其一而已.
三变之后所剩下的２４茎、２８茎、３２茎、３６茎蓍草的４的整倍数,就是６、７、８、９(扐数).得到６、

７、８、９的概率,结果分别为１/１６、５/１６、７/１６、３/１６,其中得到７的概率是５/１６＝１/１６＋１/１６＋３/１６;
得到８的概率是７/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３/１６.

第一变在概率上的变化,导致了６、７、８、９随机结果的比例是１∶５∶７∶３,而非４∶４∶４∶４.同

样的,２∶６∶６∶２也不准确②.这个道理,用概率分析的工具“决策树”(三个阶段)来描述,应当能一

目了然(见附录二).
不过要做出一个简单的随机发生器来精确模拟“大衍筮法”的概率,却有点复杂.由于世界上不

存在正十六面体,无从设计出一个简单的“骰子”,来随机地获得概率为１/１６、３/１６、５/１６和７/１６的

四个随机结果.作为替代,笔者建议的办法,是用两枚钱币(faircoin)进行两次抛掷,从而得到一条

爻.其随机概率可以列表如图６.重复六遍,结果得到六条爻,便构成一个六爻易卦(图５).

第一次抛掷 第二次抛掷 揲数 涵义 概率

头、头

头、头 ６ 可变阴爻 １/１６

头、尾 ７ 不可变阳爻 １/１６

尾、头 ７ 不可变阳爻 １/１６

尾、尾 ８ 不可变阴爻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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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揲其全策为十二者四,除挂一,数止四十八.以八卦六爻当之,以每位八卦配之,皆四十八.则蓍之用适与卦合,总为十二

而四因之耳”(邵雍著,黄畿注,卫绍生校理:«皇极经世书»卷七上«观物外篇上河图天地全数第一»,第３００页).
设若“存体”的蓍草茎数不是１,而是２的话,那么产生６、７、８、９这四个随机数的概率分布将为八分之１∶３∶３∶１.这个概

率分布是自唐代以来民间所习用的“摇钱筮法”等简化方法产生的结果.作者把各个可能的“存体”数为初始值的大衍筮法的结果列

表如下.
假设:１．“存二”(５０策蓍草里先取出２策不用),得到四种爻的概率是多少? ２．“存０”,即从５０策蓍草先取出０策不用的话,又是

怎样的结果? ３．“存三”,即从５０策蓍草先取出３策不用的话,又是如何的呢? 结果如下表所列:

可变之阴爻 不可变之阳爻 不可变之阴爻 可变之阳爻

存体 ６ ７ ８ ９
０ 四分之 ０ １ ２ １
１ 十六分之 １ ５ ７ ３
２ 八分之 １ ３ ３ １
３ 十六分之 ３ ７ ５ １
４ 四分之 １ ２ １ ０



其余,即

头、尾
头、头 ７ 不可变阳爻 ３/１６

头、尾 ８ 不可变阴爻 ３/１６

尾、头 尾、头 ８ 不可变阴爻 ３/１６

尾、尾 尾、尾 ９ 可变阳爻 ３/１６

图５

由此得到的易卦,不但知道其为何卦,而且能很清晰地明白每一条爻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联系«易经»、«易传»对易卦的诠释,对所得之卦的解释才有可能做到精准.

四、由大衍筮法得到的易卦概率

那么,大衍筮法得到每个易卦的概率又是如何来计算的呢? 以最简单的纯阴坤卦和纯阳乾卦为

例来说明.坤卦的六条阴爻,每条爻可以是可变的６或不可变的８,所以共有６４种(２的六次方)变
化来构成坤卦.六条爻皆为不可变(８８８８８８,数字从右至左代表初爻到上爻)的坤卦概率(７/１６的六

次方),是六爻皆为可变(６６６６６６)的坤卦概率(１/１６的六次方)的１１７６４９倍(７的六次方).同理,同
为六阳的乾卦,仅一条可变阳爻的乾卦９７７７７７(５/１６的五次方×３/１６)的概率是有四条可变阳爻的

乾卦７９９９９７(５/１６的二次方×３/１６的四次方)的１２．１倍.
大衍筮法生成每条爻是独立生成的,三变成一爻、重复六遍成一卦,因此,每爻生成的概率相互

独立,与所在的爻位无关.例如,不可变阴爻８无论是在二爻位、五爻位,或任何爻位,概率都是７/

１６;可变阳爻９无论在哪个爻位,概率也都等于３/１６.所以成卦的概率只决定于阴爻条数和阳爻条

数(加起来为６),及其可变性或不可变性.简单地说,取决于n个６或８,与(６－n)个９或７的组合.
因而计算卦的概率用的也是组合,而非排列方法.

以坤卦来说,它的６４种变化只有７种独立的概率,分别是n条(n＝０、１、２、３、４、５、或６)可变阴爻

的概率(１/１６)乘以(６－n)条不可变阴爻的概率(７/１６),加权后成卦的概率为０．０１５６２５.以乾卦而

言,也只有７种独立的概率,分别是 m 条(m＝０、１、２、３、４、５、或６)可变阳爻的概率(３/１６)乘以(６－
m)６条不可变阳爻的概率(５/１６),加权后成卦的概率也是０．０１５６２５(见图６).

１．５６２５％即１/６４,说明在邵雍的“加一倍法”,得到所有的６４个易卦的概率依然相等,即等概的.
而每卦的构成尽管有６４种变化,总共６４２＝４０９６种变化,不过独立概率的数目却少得多.计算的结

果表明,独立概率总共才８４个(详见附录二,完整的易卦概率表).
“附录二”的易卦概率表,是从阳爻的角度来对易卦分类,从而计算出各类卦的概率表.所有的

６４个卦,概率都是１/６４,即１．５６％.但是,１．５６％的概率是如何分布为可变或不可变阳爻,可变或不

可变阴爻的具体组合,则是大不相同的.
以三阳类的泰卦为例,它的三条阳爻可以有４种组合(０、１、２或３条可变阳爻结合相应的３、２、１

或０条不可变阳爻),它的三条阴爻也有４种组合(０、１、２或３条可变阴爻结合相应的３、２、１或０条

不可变阴爻).所以,构成泰卦的６４种变化仅有４×４＝１６个独立概率.这１６个独立概率适用于所

有２０个三阳类卦,这就是说,构成三阴类卦的１２８０种变化(６４×２０)里只有１６个独立的概率.譬

如,６８８９９７的泰卦甲和８６８７９９的泰卦乙,概率是相等的,是(１×７２×３２×５)/１６６＝０．０００１３１４２８,故
概率为０．０１３１４％.这是因为,两者都是由一条可变阴爻＋两条不可变阴爻＋两条可变阳爻＋一条

不可变阳爻来构成的.有同样概率的泰卦共有９种变化.三阳卦类有２０个,所以共有１２８０种变化

(６４×２０)的三阳类卦,概率合起来是０．０１５６２５×２０＝３１．２５％(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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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图７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来计算和运用附录三的概率表.既然每个易卦都是两个三爻

纯卦的叠加,另一个方法脉络更单纯、更易于理解,就是计算８个纯卦的概率,然后相乘而成为６４卦

(详见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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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八卦可分四类:A零阳卦———地;B三阳卦———天;C一阳卦———雷、水、山;D二阳卦———泽、火、
风.各卦的概率均为１２．５％,也就是１/８.一阳、二阳类各有三个,所以一阳类、二阳类的概率,各为

３７．５％.四类的概率加总当然是１００％.
据此不难明白,筮占获得一个易卦(所谓“起卦”),可以有６４种变化,其中独立的概率仅２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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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文里举过的例子,泰卦甲６８８９９７和泰卦乙８６８７９９来验证.地天泰卦,甲的上体地卦６８８,乙的

上体地卦８６８,都是三条阴爻,一条可变两条不可变,概率同为０．０１１９６２８９１;甲的下体天卦９９７,乙的

下体天卦７９９,三条阳爻里也都是两条可变一条不可变,概率同样都是０．０１０９８６３２８.两者的乘积为

０．０００１３１４２８,同上面计算的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泰卦甲和泰卦乙的概率都是０．０１３１４％.
邵雍的“加一倍法”有４０９６种变化,即六十四个易卦,每卦各有６４种变化.计算分析的结果表

明,其独立的概率才８４个.从附录三的概率表,我们很容易加总起来得出;在图８里也可以计算得

到.八卦(三爻)的变化“加一倍”即二次方是６４种,其独立的概率仅２０种.那么两个八卦叠加之

后,独立概率又是几何? 也是８４种.读者不妨排出一个２０×２０的矩阵,４００个乘积归并之后,剩下

的不同概率值(distinctvalues),也正好是８４个.
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不必太过精确.于是六十四个易卦,得到每卦的概率为１．５６％.其中零阳

卦１个、一阳卦６个、二阳卦１５个、三阳卦２０个、四阳卦１５个、五阴卦６个、六阳卦１个.这七个类

别的概率,分别为１．５６％、９．３６％、２３．４％、３１．３６％、２３．４％、９．３６％、１．５６％.
通过辨析大衍筮法,得以知道蓍占的结果,阴爻和阳仪———可变及不可变———的不同组合的准

确概率,从而了解占得一卦的各种变形的机会有多少,占得的卦又将作何变化,用易学术语来讲,是
得到“之卦”的机会又是多少.在此“起卦”正确的基础上,才能够解卦,问凶吉、知得失,才有可能顺

应“道”或“天意”,从而顺势利导地趋利避害.

附录一:三阶段决策树

注解:①“存体”(５０茎蓍草里先取出１茎不用);②“挂一”(再拿走１茎)后把“致用”的４８茎蓍草分作两群(“分
二”);③按“扐”(“揲四”即以４茎为一簇),取走核定的余数(“归奇”).此第一变(I),余下４０茎的概率为四分之一,余
下４４茎的概率则为四分之三;④重复②、③成第二变(II).“挂一”和“归奇”之后,分别剩下４３茎或３９茎.即剔除余

数(３或７)后,从４３茎剩下的是４０茎或３６茎,概率各半,从３９茎剩下的是３２茎或３６茎,概率都是各半.再重复②
③④成第三变(III),则剩下２４、３６、２８、３２茎,概率分别为十六分之一、十六分之三、十六分之一(或三)、十六分之三

(或一).结果是,得到６、７、８、９(四的整除数)的概率,归并起来,分别为１/１６、５/１６、７/１６和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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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易卦成卦概率表(大衍筮法引入可变和不可变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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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

———“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张 钊 贻

摘　要:«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写作背景牵涉中共纠正“左联”排斥“同路人”的关门主义态度,也

牵涉“第三种人”论争和“左联”的内部矛盾,尤其突出的是冯雪峰和周扬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中鲁迅

与“左联”理论家对苏汶的批评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差异的分析,可以展示鲁迅在论争中不同的立

场.再将鲁迅的这个立场跟“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一对比,则苏汶显然并非“同路人”,而鲁迅才是真正的

“同路人”.

关键词:鲁迅;左联;“第三种人”;冯雪峰;周扬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５

一、文章与背景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是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最初发表于中

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５日的第１卷第５/６期合刊,即该刊

遭查禁前最后一期,后收入鲁迅的«南腔北调集»(１９３４).
这篇文章原是鲁迅给«文学月报»当时的编辑周扬(１９０７ １９８９)的一封公开信① ,内容主要是针

对«文学月报»第４期芸生(邱九如,生卒年不详)的讽刺长诗«汉奸的供状»② .这首诗是攻击胡秋原

(１９１０ ２００４)的,鲁迅认为诗中一些表达方式及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很有问题.例如,拿胡秋原的姓

作为嘲笑的对象,鲁迅认为有封建意味.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诗中用粗言秽语骂人,令人“不堪”,又
以杀人恐吓,极不应该.鲁迅认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

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

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③ .

　

作者简介:张钊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

①　周扬的出生年份与新华社发布周扬逝世新闻稿的１９０８年不同.此处按罗银胜:«周扬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１页.

②　该期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号,真正出版日期是１１月１５日.«汉奸的供状»刊于该期第８５ ８９页.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６６页.鲁迅所谓的

“辱骂”是指诗中的粗言秽语:“放屁,肏你的妈,你祖宗托落兹基的话.”见«文学月报»第１卷第４号(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严家炎主编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００页)认为,首甲他们显然奉行“革命文学”论战中创造社一些成员

主张的骂人的“新流氓主义”,不过,主张“新流氓主义”的«幻洲»半月刊(下部«十字街头»),诚然抨击对象很滥,但并非用粗言秽语.

徐庆全称,鲁迅“行文中也可偶或发现”有“辱骂和恐吓意味的文笔”,未知具体所指(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页).徐庆全同书又称冯雪峰文章题目«“阿狗文艺”的丑脸谱»是“辱骂”(第２２页).查冯雪峰此文是给«文艺新

闻»的一封信,题目为编者所加,后由苏汶应冯的要求改为«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收入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上海:现代书

局,１９３３年),见苏汶的说明及洛扬(冯雪峰)«并非浪费的论争»中的说明,第６０、２４４页.



　　这篇文章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一,大约始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延安.１９４０年,由张

闻天(１９００ １９７６)与刘雪苇(１９１２ １９９８)合作编注、以解放社名义出版了«鲁迅论文选集»,里面便收

录这篇文章①.１９４４年,周扬收集革命导师和领袖对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编成«马克思主义与文

艺»在延安出版,里面也节选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②.张闻天和周扬看中鲁迅这篇文章的意

义,并非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偶然巧合,其实跟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有密切关系.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开始,胡秋原和苏汶(戴杜衡,１９０６ １９６４)批评左翼文坛,提出“文艺自由”和“第三

种人”的主张,引来冯雪峰、周扬、瞿秋白、鲁迅等人的批评,一般被称为“文艺自由”论争.苏汶将约

截至１９３２年１１月的有关主要文章编成文集,取名«文艺自由论辩集».这场论争历时一年多一点,
左翼评论者前后态度有所变化,初期是对敌政治批判,用词比较尖锐,后来则是对“同路人”的批评与

“帮助”,态度比较温和,原因是张闻天提出批评.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当时在上海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的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
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批评左翼文艺运动排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

人”,“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认为对他们不应该“谩骂”,而应“说服与争取”③.
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是响应中共试图改变党内关门主义状况的努力.

当时是“左联”上级中共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的冯雪峰④,自然知道张闻天的意

见,了解到“左联”对“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需要检讨和调整.据说,他看到«汉奸的供状»后,向周扬提

出批评,周扬不接受他的意见,两人吵了一架.冯雪峰于是请鲁迅写文章,鲁迅“从公意”写成«辱骂

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不料文章刊登后,立即招致四位党员盟员首甲(祝秀侠)、方萌(田汉,１８９８
１９６８)、郭冰若(钱杏邨,１９００ １９７７)、丘东平(１９１０ １９４１)联名发表文章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

革命论”⑤.冯雪峰请鲁迅写文章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跟鲁迅与“左联”多数党员盟员一开始

就存在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当初鲁迅参与成立“左联”时本来就属于少数⑥,之所以能维持“左联”精神领袖地位的原因,主要

是冯雪峰和瞿秋白的支持.瞿秋白把鲁迅当成亲密同志,而冯雪峰认为鲁迅是“左联”的“首脑”,是
“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⑦.不过,“左联”多数人对鲁迅仍有看法.茅盾就指出鲁迅“毕竟不是党

员,是‘统战对象’”⑧.并未得到多数人支持和拥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遭抨击后,鲁迅提出

质问,竟然“不得要领”⑨,就是上述处境的最佳说明.事实上,首甲事后在检讨“左联”时,还在批评鲁

迅的«三闲集»是“反左联反无产阶级文学”,而“左联”不作批判,是“偶像观念”和“情面主义”对老作

１６«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关于他们的具体分工和选编过程,参见唐天然:«张闻天同志主持选编的‹鲁迅论文选集›和‹鲁迅小说选集›»,«鲁迅研究动

态»１９８８年第１０期.
节选收入第５辑“作家、批评家”的第８节“鲁迅论批评家必须有立场,说真话,不应乱骂兴[与]乱捧”,参见周扬编:«马克思

主义与文艺»,解放社(１９４９年广州重印),第３０５ ３０７页.
张闻天文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１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７ ３１２页.
冯雪峰曾是“左联”第二任党团书记(１９３１年２月),后来转任“左联”上级中共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１９３２

年２月)、江苏省委宣传部长(１９３３年６月)等领导职务.以上年月据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１９３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

究室编:«１９１３ １９８３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１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第７６７ ７６９页.
“左联”成立时,代表“鲁迅方面”的除鲁迅本人外只有冯雪峰和柔石,仅占发起和筹备人数的四分之一.见«冯雪峰谈左

联»,«雪峰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４８页.
冯雪峰:«回忆鲁迅»(１９５２),«雪峰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６４页.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８７页.对照夏衍谓瞿秋白比鲁迅“更容易为我们理解和接

受”(«“左联”成立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左联回忆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５３页).夏济安

早就看出鲁迅在“左联”的地位与冯雪峰及瞿秋白有关,见 Tsi anHsia,“LuHsünandtheDissolutionoftheLeagueofLeftist
Writers,”inTheGateofDarkness(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１９６８),１０４．

鲁迅:«致萧军信(１９３５４２８)»,«鲁迅全集»第１３卷,第４４９页.



家的“优容”,是“右倾毛病”①.
为了纠正“左联”的关门主义,冯雪峰除了请鲁迅写文章,还于１９３３年１月发表两篇文章,其中

«并非浪费的论争»一篇由瞿秋白代笔,公开承认并纠正“左翼文坛”的“左倾宗派主义”,改变对“第三

种人”的敌对语调,并提出“联合”的期望②.瞿秋白也曾设法声援鲁迅,留下一篇手稿«鬼脸的辩护»
(１９３３),批评首甲他们对鲁迅的攻击.这篇文章应该也是应冯雪峰要求而写的,但不知何故,当时没

有发表③.冯雪峰又介绍国外联合“同路人”的文章,又把张闻天的文章稍加处理,将署名改成“科
德”,转载于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５日出版、由他主编的«世界文化»④.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情况才表面上得

到改变.

二、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产生及其遭遇,虽然有中共试图改变关门主义的政策调整的原因,
但基本上是鲁迅在“左联”的尴尬地位,以及由此牵连到的“左联”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冯雪峰和周

扬的对立.
周扬原在１９２７年便加入中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１９３０年底从日本回国,参加“左联”,１９３２年

在“左联”经冯雪峰恢复组织关系,冯雪峰并让他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但两人的关系

随即因为«汉奸的供状»及«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产生对立.对于«汉奸的供状»所引发的矛盾,
夏衍(沈端先,１９００ １９９５)质疑冯雪峰为什么不传达张闻天的文章,但首甲他们的文章一开始就提

到“过去,普洛文化运动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显然知道张闻天的批评,所以他们或者看到,或
者听说了张闻天文章的内容,即冯雪峰已经作出某种传达,或周扬向他们复述了冯雪峰的看法,亦即

周扬导致他们写文章⑤.从首甲他们也提到以前犯过“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的这个事实,则李何林

(１９０４ １９８８)认为是周扬指使首甲等写文章⑥,也就并非没有原因,即使周扬称不知道首甲等写文

章⑦,恐怕也难脱嫌疑.而夏衍称周扬不知道“歌特”是谁⑧,则与周扬自己的说法相矛盾.事实上,
周扬是知道张闻天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文章的⑨.

共产党当时处于秘密状态,而那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是专门给“领导工作的同志”看的,
冯雪峰不可能让周扬他们看张闻天的文章.尽管如此,冯雪峰肯定告诉了周扬他们张闻天对“左联”
关门主义的批评.查胡秋原１９６８年底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汉奸的供状»发表后,“左联派人找

我,说这不是‘组织’的意思,他说,中共当时的宣传部长张闻天确曾下令停止攻击我”.我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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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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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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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甲:«关于胡秋原苏汶与左联的文艺论战»(１９３３年１月),见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上
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９１ ２９２页.

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５８页.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１ １２４页.
张闻天原文与冯雪峰处理过的版本的比较,可参考吉明学:«歌特、科德及其它»,«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２期.按:吉明学

不知道«世界文化»上为张闻天作注释的“L．Y．”是谁.很明显,“L．Y．”就是冯雪峰笔名“洛扬”的拉丁文译音缩写,所以能请读者参

照自己即将发表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又,夏衍对冯的处理用“删改”一词,见«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１６年,第１４２ １４３页.
详见拙文«冯雪峰“神化”鲁迅的努力、困境和贡献»,«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李何林:«鲁迅的生平及杂文»(修改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第３２ ３３页.
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２期.见“文学１００”网站:www．wenxue１００．com/baokan/

３３２８７．thtml．
夏衍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２日的谈话,转引自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第１８ １９页;又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１４１

１４２页.
«周扬自传»,见黎之:«文坛风云续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１２页.
参见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６页.
«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原载«中华杂志»第６６号(１９６９年１月),全文附录于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台北:

正中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５３９ ５６４页.



道这位“左联”派来的“他”就是冯雪峰①.按照常识和逻辑,冯雪峰既能告知胡秋原张闻天的批评,没
有理由会向周扬他们保密.

陈早春和万家骥称,“有种种迹象表明”张闻天的文章是应冯要求而写的,意指文章表达的也是

冯的观点,恐怕并非完全是事实②.只要对照一下冯雪峰反击胡秋原的第一篇文章«致‹文艺新闻›的
一封信»与论战收尾冯请瞿秋白代笔的«并非浪费的论争»,就可发现冯雪峰对胡秋原态度的明显变

化,前者将胡定性为“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派”、反对普罗文学的“敌人”,后者虽然仍批评胡秋原客

观上被“反革命派”利用着,但只说他不自觉地走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且肯定胡“主观上”
是属于“爱光明的人”,已释出争取与合作的善意③.这种变化,只能是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

门主义»产生的结果.张闻天认为胡秋原只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④.不过,如果看一下论战开

始时代表“左联”的三篇文章,就会发现冯雪峰跟瞿秋白和周扬的一个细微而很值得注意的差别:冯
雪峰针对的只是胡秋原,而瞿秋白和周扬则把胡秋原跟苏汶置于同等的敌对地位.

据吴敏研究,周扬跟冯雪峰的争吵,还有双方当时直接的个人原因:在周扬方面,是因为胡秋原

拒绝保释他被捕的亲如兄弟的堂侄周立波(１９０８ １９７９),于是发表«汉奸的供状»以泄私愤;在冯雪

峰方面,是因为他跟苏汶有很深的友谊,所以很容易接受张闻天争取“第三种人”的政策转变⑤.但如

果据此引申为冯雪峰和周扬都各有私心,争吵并非完全为公,因此“各打五十大板”,则有欠公允.周

扬对自己泄私愤直言不讳⑥,但若认为冯雪峰因私人关系偏袒苏汶,未免把他们当成市侩式的朋友关

系.首先,冯雪峰尽管与苏汶有交情⑦,并没有妨碍他严正批评苏汶⑧.其次,苏汶在“大革命”时代

是共青团员,坐过军阀的牢,后发表过有革命倾向的小说,翻译过苏联文艺理论著作,应冯雪峰邀请

参加过“左联”,还出席了成立大会,尽管他留在“左联”的时间很短⑨.而且,论战期间,苏汶对自己

“第三种人”的立场作了坦白的、并非敌对的解释,表明自己是“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

做而不能的作者”,亦即表白自己是左翼作家的“同路人”.冯雪峰要维护这样一个有“进步”倾向的

作家,也是很自然的,也是他在“左联”一贯的立场.而苏汶至少在１９３５年之前也不算是“左联”的
敌人.

夏衍认为,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左联”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左倾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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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秋石:«于包容中见伟大———从胡秋原的临终遗言中读懂鲁迅»及«让历史回归真实———还文学自由人本来面目»,见其

«我为鲁迅茅盾辩护»,上海: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 １４、３１２ ３１３页.
所谓“迹象”,大概是指唐弢提过冯雪峰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很有意见,并“公开”批评了瞿秋白,又“以为”«世界文化»转载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修改,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过的”(唐弢:«在首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载包子衍等编:
«冯雪峰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６ １０７页).但唐弢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才跟冯雪峰初次见面,他的说法大概只是

阅读有关文献后的观感.
两篇文章见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５６ ６０、２４４ ２５３页.
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张闻天文集»第１卷,第３１０页.
吴敏:«以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例简论１９３０年代左联的矛盾处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周扬:«关于周立波同志的一些情况»,收入李华盛、胡光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０

页.
关于冯雪峰与苏汶的交情,参见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２期;戴杜衡:«一个被迫害

的纪录»,«鲁迅研究动态»１９８９年第２期.按杜衡在文中回忆“第三种人”论争,感谢了两个人,陈漱渝估计其中一个就是冯雪峰,认
为杜衡是感谢冯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一文(陈漱渝:«关于杜衡先生的一篇回忆»,«鲁迅研究动态»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但冯这篇文章已经是张闻天提出批评之后.

何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２６７ ２８８页.同样,尽管冯雪峰后来

对胡秋原的态度很友好客气,并不妨碍冯提出严正的批评,见其«并非浪费的论争»,同上书,第２４４ ２５３页.
关于苏汶生平,参见应国靖:«杜衡»,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上海:上海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２５ ４３２页;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３年第２期;陈漱渝:«关于杜衡先生的

一篇回忆»、戴杜衡:«一个被迫害的纪录»,«鲁迅研究动态»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１３０页.



的味道,依然是很浓厚的”,“最突出的一点”是把“第三种人”和“自由人”当成敌人进行批判①.这并

不符合事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是冯雪峰起草的,已收入«雪峰文集»,其中虽然指

出“在敌人的文艺领域”,要注意“‘左’或灰色掩盖下的反动性和阴谋”,但对“有好的倾向的作家以及

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可能的作家”,对他们的“理论斗争和批评却应该尽领导和组织的

责任”②.早在论争之前,冯雪峰就因为未能使“左联”吸收叶圣陶(１８９４ １９８８)和郑振铎(１８９８
１９５６)而感到无奈,也未能阻止开除郁达夫(１８９６ １９４５)③.这与张闻天反对“左联”关门主义的观点

和立场是一致的,也是跟冯雪峰后来文章所表达的立场一致的.要之,争取有“好的倾向”的作家,而
不是把他们排斥在外,是冯雪峰在“左联”的一贯立场和态度.

如果我们把冯雪峰对苏汶的态度,与前面提到他跟瞿秋白和周扬的不同联系起来,那么冯雪峰

“发动”这场论争的真正意图就更清楚了.很显然,苏汶是属于“开始动摇而有倾向到革命方面来的

可能的作家”,是冯雪峰一直在争取的对象.当胡秋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评左翼文坛,提出作

家应是“自由人”的观点,刺中苏汶这类有“进步”倾向作家动摇的要害原因,实际上是跟“左联”“争夺

群众”,已经不是理论斗争的问题,冯雪峰自然要还击.但瞿秋白和周扬加入论战,把苏汶也当成抨

击对象,要把苏汶推向敌方,实际上是给冯雪峰帮倒忙.鲁迅的«论“第三种人”»(１９３２)因此也显然

是冯雪峰请鲁迅写的,而且冯还在文末加上苏汶“怎么办呢”一句④,表达了对苏汶的期望,力图挽回

瞿秋白和周扬批评所造成的损害.鲁迅的这篇文章与张闻天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⑤,可以看作冯雪

峰纠正对“第三种人”批判偏差的部署.冯雪峰自己随后更写下«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
(１９３２),对苏汶有所肯定,并批评了瞿秋白和周扬的错误⑥.那么,张闻天的文章是否也是应冯雪峰

的要求而写的呢? 这样的说法好像张闻天没有思想主见,对冯雪峰言听计从,恐怕并不符合事实.
从当时工作关系上看,张闻天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而冯雪峰是“文委”书

记,正好是张主管的范围.因此,冯会向张汇报情况及提出自己的意见供上级参考,或张向冯了解情

况并征求意见,即使是地下状态,也应是正常工作程序.张闻天综合各方面情况,同意冯雪峰的意

见⑦,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支持冯雪峰,但也将统战的范围扩大到包括胡秋原.这样去理解

张闻天和冯雪峰的观点一致的“种种迹象”,可能会更符合实际.由于这是他们交换意见后的结果,
所以冯能够在张闻天文章发表在即之时,请鲁迅写出与他们观点基本一致的«论“第三种人”».

回到冯雪峰与周扬吵架的事情,其实吵架跟苏汶无关,因为«汉奸的供状»骂的是胡秋原,并不是

苏汶.如果要“各打五十大板”,也打不到冯的身上.所以,两人争吵的关键是胡秋原.在这个背景

下,周扬以绮影为笔名,在登载«汉奸的供状»后的一期,即与登载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期

的«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专门针对胡秋原的«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批判胡在文学与政治问题上的

“反动的本质”,称他是“社会法西斯蒂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其“普洛文化否定论”来自托洛茨基,等
等⑧,比冯雪峰当初的措辞还厉害,无疑是特意向冯示威,向冯表示不买鲁迅的账.如果周扬已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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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第１４０ １４１页.
见«雪峰文集»第２卷,第３３１ ３３２页.
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传»,第８５ ８６页.
冯夏熊整理:«冯雪峰谈左联»,«雪峰文集»第４卷,第５５９页.
«论“第三种人”»写成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发表在１１月１日的«现代»杂志.张闻天的文章写成于同年１０月３１日,发表

在１１月３日出版的«斗争».
何丹仁(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２６７ ２８８页.按:此文写于１１月２６

日,发表在«现代»第２卷第３期(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后收入«论文集»第１卷,见«雪峰文集»第２卷,第１９０ ２０４页.
吴敏注意到,张闻天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左”倾情绪增长的危险,及关门主义的问题,但

注释有误(«以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例简论１９３０年代左联的矛盾处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此处

按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１９００ １９４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２ １３３页.
文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５/６期(１９３２年１２月).



道«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作者是谁,这算不算也是向张闻天和党中央示威? 不好理解.当然,
持这种态度的不只周扬,首甲在１９３３年１月仍发表文章抨击胡秋原“已经走到反动方向”①.也许,
周扬会认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批评是冯雪峰“告状”的结果.由于里面体现了冯雪峰一贯

的立场和态度,周扬可能认为中央偏听偏信,接受了冯雪峰个人的东西.也就是说,周扬也许不认为

冯反对批判胡秋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图.这样的推测似乎还可以令人接受.但«文艺战线上的关

门主义»到底是“左联”上级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是否冯雪峰的东西其实都不是问题,作为党员的周扬

最终也得接受,于是出现周扬与胡秋原同桌聚会的事情.
据说,冯雪峰跟周扬吵架后亲自到胡秋原处道歉说明.胡秋原原本写了一首诗回骂,准备登在

«读书杂志»,在冯雪峰出面调解下才抽掉,但诗的题目仍保留在目录上,此事周扬知道得很清楚②.
应该是在他们争吵之后,冯雪峰也许“压服”了周扬,所以在一次现代书局的聚会上,安排周扬和胡秋

原同桌,但周扬一句话都不跟他说③,可见怨恨之深.当初周扬收到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时,应该明白那是冯雪峰请鲁迅写的,在如此深的怨恨情绪之下,则他引导或促使首甲等人写文章批

判鲁迅,大概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周扬认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到了延安之后.张闻天当时也在

延安.周扬在编选革命导师和领袖对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摘选了鲁迅的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按照周扬在«汉奸的供状»事件中所表现的脾性和气度,如果没有很大的

触动,要他认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到１９４３年３月才退出中共领导

层.周扬在延安应该跟张闻天谈过“左联”的事情,终于明白冯雪峰当时代表党的意见.
冯雪峰作为周扬的上级,并刚刚帮助过周扬恢复党组织关系,又让他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竟

然不能使周扬接受自己的意见,而且还让周扬影响首甲等人公开抨击鲁迅.这些事情固然可以认为

是“左联”关门主义深入人心,情况严重,但亦可以看到冯雪峰的领导能力似乎不无问题.周扬与冯

雪峰之间的对立,恐怕在争吵前已经存在,而«汉奸的供状»只是两人对立爆发的导火线.如果周扬

不认为冯雪峰的意见代表党的意见,那么他们之间的对立,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至于他们

的矛盾,也许还是鲁迅看得准.据说,鲁迅多次说冯雪峰太老实,太认真,“斗不过他们”④.如果鲁迅

真的用上“斗”字,则他们两人与“左联”后来的变化和命运,也就不会令人感到诧异了.

三、鲁迅与冯雪峰等的差异

尽管鲁迅“从公意”写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支持冯雪峰和张闻天落实中共文艺政策,但
在论争过程中,他的态度、观点和立场,实际上跟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并不完全一致.早在１９８１年,李
旦初便指出,“文艺自由”论争之初,鲁迅未参与第一轮对胡秋原和苏汶的政治批判,纵观现存所有鲁

迅的文字,只字未提胡秋原,他第一篇有关文章是«论“第三种人”»,只有其中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

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可以认为是指胡的⑤.而且,按前面的分析,«论“第三种人”»应该是张闻天和

冯雪峰决定纠正关门主义之后部署而写的.
鲁迅跟冯雪峰等的差异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关于鲁迅与胡秋原的问题,张宁指出,“革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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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甲:«关于胡秋原苏汶与左联的文艺论战»(１９３３年１月),见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第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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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２期.另参见秋石:«于包容中见伟大———从胡秋原的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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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琼芝:«我对冯雪峰同志的认识»,载包子衍等编:«冯雪峰纪念集»,第４１２页.
李旦初:«“左联”时期同“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性质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１辑.



学”论战当初,胡秋原就支持过鲁迅,而鲁迅与胡秋原文艺上的观点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①,不过,
鲁迅批评胡“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的谬误,尤其是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来看,
还是正确的.熟悉普列汉诺夫的胡秋原,只要考虑一下普氏著名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问题»(１８９８),就能理解“个人”受各种社会历史等等条件的制约,根本不可能完全“自由”.也许胡秋

原说的文艺自由是另外的意思,但他没说清楚或没能力说清楚.如果鲁迅是在批评胡秋原,则他的

批评的确点中胡秋原的一个理论要害.然而,当冯雪峰以“文学和批评的阶级任务”②,瞿秋白以文艺

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要求来否定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③,鲁迅都没有声援,他在论争中根本没有针

对更具体意义上的创作自由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很清楚的.鲁迅早在辛亥革命前便

清醒认识到以文学鼓动革命的限度,文学对社会改革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非常迂回曲折,根本在改变

人的精神,而不在宣传与鼓动④.而冯雪峰、瞿秋白和周扬却还在努力推动鼓吹文艺为阶级斗争服

务,重复在鲁迅心目中已经破产的“革命文学”理论,即文学用作革命理论的“留声机”来推动革命,是
否会令他有时光倒流的感慨⑤?

他们的差异还有对“第三种人”的看法和态度.在论争的开始,苏汶的观点是很鲜明的,而冯雪

峰、瞿秋白和周扬他们尽管用语和态度或稍有不同,但批判的锋芒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文艺要不要为

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问题.鲁迅对此不置一词,除了前述的原因,也因为他们地位的不同.
鲁迅虽然是“左联”名义上的领袖,但“左联”实际上由背后的共产党党团领导.当左翼文坛受到胡秋

原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批评的时候,瞿秋白和冯雪峰作为当时党在文化界、文学界的领导

人之一,即时回应,周扬等这些党的理论家随即附和,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辨析,一方面为

共产党政策作出说明,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们的职责,但显然不是鲁迅的职责.
冯雪峰要争取苏汶他们,鲁迅虽写文章支持,其实是有保留的.论争结束后,鲁迅并没有停止对

“第三种人”的批评.对于这点,研究者早已察觉到.不过也必须指出,苏汶当初提出“第三种人”时
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此后也有一个“潜在的演变过程”,并非始终如一⑥.另外,虽然一般认为论

战只持续了一年多,此后鲁迅并没有停止批评,“左联”其他成员其实也没有停止批评.如果不包括

鲁迅在内,“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评其实一直延续到１９３５年底⑦.不过其他人的批评着重文艺理

论,跟鲁迅批评的焦点不同.
对于鲁迅继续批评“第三种人”的原因,研究者也曾作出一些解释.李旦初指出当时“血和泪”的

历史背景影响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黄悦接过这个观点,指出鲁迅跟胡秋原和苏汶在文学问题

上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胡、苏求的是消解文学阶级斗争论,而鲁迅刚好相反,是要“把捉它”,“运
用它”,在“血和泪”的环境进行反抗斗争,并以此“道德立场”继续对“第三种人”进行批评⑧,并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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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同途殊途同归———鲁迅与胡秋原»,原刊«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６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４４６ ４６３页.所谓胡支持鲁迅,参见冰禅(胡秋原):«革命文学问题»(１９２８),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
(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０ ３４４页.

洛扬(冯雪峰):«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５８页.
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８５页.
参见拙著«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５８ ２６５页.
夏衍就认为这场论争是“革命文学”论争的延续,见其«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

第１４１页.反对文学是革命理论的“留声机”,倒是胡秋原和苏汶的一个重要观点.见胡秋原:«阿狗文学论»(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载李富

根、刘洪主编:«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下卷,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９８页.对照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

文学家的不自由»,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９４页.
参见窦康:«从“第三种人”到“第三种人”集团»,«二十一世纪»(香港)网络版,２００３年２月号,总第１１期.http://www．cuＧ

hk．edu．hk/ics/２１c/media/online/０２１００７７．pdf．
参见«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大事记»,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第５１３ ５３９页.
黄悦:«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原刊«文史哲»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

翼文学研究»,第１８４ ２１０页.



道理,但还没有说清楚:鲁迅是持什么“道德立场”? 对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鲁迅的«论“第三种

人”».
鲁迅在文中诚然也说明左翼文坛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但当冯雪峰以左翼文坛代表的姿态,承认

过去的错误和要纠正存在的“宗派主义”时,鲁迅的表态却是如何面对左翼文坛并不完美的现实,一
点儿都没有“回护左翼”或“替人文过”①.他不但承认苏汶所指责的左翼作家中有人“左而不作”,还
指出甚至有人化为“敌党的探子”;也不否定苏汶提出左翼评论家会批评“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

走狗”,甚至认为可以想得更坏.这就不难理解,当“左联”理论家在这些问题上跟苏汶纠缠争辩时,
鲁迅自然“失声”了.然而,左翼文坛包括鲁迅在内,在重重压迫下仍然“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
鲁迅跟党的“指导者”态度和步调不完全一致,但能一同前进,这正是“同路人”的特征②.但“第三种

人”不也是“同路人”吗? 为什么鲁迅要批判他们呢? 理由很简单,鲁迅并不认为他们是“同路人”.
鲁迅认为当时要超脱斗争的“第三种人”在现实中根本“做不成”③.他们平时好像不偏不倚,其

实总有偏向,“一遇切要的事故”便显露出来④.后来更日益清楚,鲁迅多次指出他们假中立,一面指

责左翼批评家扼杀他们的创作,一面对政府禁刊物、杀作家则避而不谈;又认为他们“自称超党派,其
实是右派”,压迫加紧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⑤.他们简直成了当局的帮凶⑥,并得到特殊“爱护”⑦.
当然,上述的指责有些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但在鲁迅看来却是很自然的发展.事实上,尽管苏汶当初

“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但逐渐发觉“不能”,在很多事情上跟左翼文坛和鲁迅已

经开始并不“同路”.例如文艺大众化问题,鲁迅支持鼓励,苏汶则反对,认为会压低艺术水平⑧.虽

然鲁迅和苏汶都感到在创作上无力产生“新兴文学”,但鲁迅设法通过翻译、发掘新作家去发展左翼

思想文化,设法通过杂文从旧营垒反戈一击,向旧社会进行战斗,为“进步”事业尽一分力,而苏汶则

处处感到左翼文坛的压力,甚至称因此写不出东西来⑨,把问题和责任全推给左翼文坛.苏汶这类

“第三种人”一开始便已显示并不“同路”.
还有一类“第三种人”离“同路”更远,而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更突出.曾经是

“太阳社”创建成员、左翼戏剧家联盟首任党团书记的杨邨人(１９０１ １９５５),后来脱离共产党,转而提

倡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了“第三种人”.鲁迅对他的态度是极度的轻蔑和完全的排斥,因此引起

杜国庠(１８８９ １９６１)的不满.对于鲁迅这种不同的态度,理由比较简单.杜国庠当时是中国左翼

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成员之一,此前,他于１９２８年由钱杏邨(１９００ １９７７)、蒋光慈(１９０１ １９３１)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太阳社”.他跟杨邨人是好朋友.杜国庠的态度也许不代表共产党的态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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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笔者与黄悦意见相反,见其«阶级革命与知识分子人格———重论鲁迅的“第三种人”观»,原刊«文史哲»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第１９３页.

赵歌东指出鲁迅是个“同路人”,其实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１９３３)已说得很明白.赵歌东从“同路人”历史及鲁

迅对“同路人”的态度等方面有进一步的分析,见其«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原刊«文史哲»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第１４９ １８３页.
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４５２页.
鲁迅:«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５４９页.
鲁迅:«致增田涉信(１９３４４１１)»,«鲁迅全集»第１４卷,第２９５页.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１５９ １６２页;«致姚克信(１９３３１１５)»,«鲁迅全集»第

１２卷,第４７７页.
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及«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２１９ ２２１页,第４６４页.
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３６７ ３６８页;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编:«文艺自由

论辩集»,第１２４ １２５页.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３０１ ３０２页;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

第１１２ １３６页.
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６２６ ６３１页;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

第７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４ ６５页.



事实是,共产党内有杜国庠这种态度,而并不在党内的鲁迅和胡风这些左翼人士则持相反的态度,反
而对背叛革命、背叛组织的人表示愤慨.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①.

四、结束语:鲁迅与“第三种人”再认识的两个问题

中国文艺界经过自１９４９年以后尤其是“文革”的遭遇,人们对“第三种人”和“自由人”论争似乎

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感到他们对左翼文坛的批评都常能击中要害,例如所谓“武断主义”、“扣
帽子主义”、“干涉主义”,等等.这种认识对当代文艺问题上大概有促进的良好作用,但按１９４９年后

文艺界经验的认识,来评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人物和观点,还需要结合当时实际状况才能中肯.就

以苏汶“死抱着文学不放”但又惧怕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走狗”的心态而论,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大
概很能让人理解和同情,人们因此对鲁迅的批评重新思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鲁迅对苏汶的批

评跟文艺理论和政策其实关系不大.在文艺问题上鲁迅也许接近苏汶多于左翼文坛的“指导者”,因
此论战初期“失声”,虽然鲁迅对梁实秋(１９０３ １９８７)批评的其中几点,如好作品并非永远是少数人

的专利和文艺有社会斗争功能②,其实都可以用到苏汶身上.但«论“第三种人”»批评的焦点并非左

翼文坛的理论与政策的问题,文章批评的焦点其实是苏汶自身的矛盾.
苏汶当初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想遵循“指导者”的方针策略,但又做不到.本来,１９３０年代上海文

坛并非左翼独占,现实中存在不少并无政治色彩的刊物和作家,曾经“进步”过的苏汶也只是参加了

一下“左联”的一些活动,基本上便脱离了这个组织,并不在“料事如神”、善扣帽子的“指导者”的辖

下,完全可以无须按他们的“策略”写作.换言之,只要他愿意,完全有机会、有空间、有自由在左翼文

坛之外“死抱着文学不放手”.况且他也有一个圈子和同人刊物«现代»③.但苏汶不想让“指导者”扣
他“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一态度,只能理解为他又要珍惜自己左翼作家的身份④.从冯雪峰的角度

看,苏汶这种既愿站在左翼,并反感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作家,完全是很好的争取对象,虽然

他显然也遇到“宗派主义”的抵制.但问题是,苏汶很难争取,他两样都做不到:他固然不会“左而不

作”,但也写不出具备左翼特征的作品;他既要保存自己左翼作家的标签,却要追求忠于艺术价值而

又脱离当时斗争的“属于将来”的作品,也就违背一个左翼作家为大众进行现实斗争的基本理念和立

场.“第三种人”对苏汶而言,其实不可能是一条出路.鲁迅所谓自拔头发离开地球的比喻,指出苏

汶焦躁不安,不是别人摇头,而是自己做不成“第三种人”的缘故,其实是看得很准的.所以,苏汶的

问题不全在文艺理论或左翼文坛路线政策.苏汶的问题在他自己,既要做左翼作家,又写不出左翼

作品,于是把自己困死在这个自筑的、无法解决的悲剧矛盾之中.“怎么办呢?”其实不管到哪里去,
是否有人扣他帽子,他都只能在焦躁中“搁笔”.

对于“怎么办呢”的问题,比较一下批评他的鲁迅会很有启发性.鲁迅通过翻译,培养作家,写杂

文,支持大众语运动,等等,来支持左翼文化事业.这些活动与鲁迅文艺运动“改造国民性”,与“五
四”文学“为人生”,与文艺干预生活、参与社会斗争等左翼理念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一以贯之的.
“左联”时期的鲁迅也没有改变自己去做政治政策的“喇叭”或“留声机”.当冯雪峰他们有意请鲁迅

写一篇关于长征的小说,鲁迅没有写.他始终忠于自己,忠于现实.不过,他倒写了一篇更有思想深

度的历史小说,也是政治寓言的«理水»(１９３５).对于苏汶所害怕的扣帽子,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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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张景兰提出的“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似乎可以用在这里(«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原刊

«文史哲»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引自文史哲编辑部编:«左翼文学研究»,第４８１ ４９９页),但若认为争取杨邨人仅仅是政治策略,似乎跟中

共对公开声明脱党者的政策相违背.
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２０９ ２１２页.
参见刘增人等纂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４ ２０５页.
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１２６页.另参见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

(１９９２),«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１页.施蛰存认为杜衡和他在政治上是左派,但在文艺上是自由主义.



中,被扣的帽子可谓多矣,但他也从未“搁笔”,反而参与成立“左联”.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前面提到鲁迅«论“第三种人”»中并不否认苏汶所提左翼评论家会批评“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

的走狗”,甚至认为可以想得更坏.这其实是他对“左联”一贯的观感和态度.“假如鲁迅还活着”,鲁
迅本人其实对自己的处境早已“从坏处着想”,而且想得很坏.他估计共产党上台后可能会杀他①,或
者他只能乞求当马路清洁工②.１９３２年,鲁迅就说过: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恶方法,我全都没有怨言.③

在１９３３年又说: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

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④

１９３５年,周作人(１８８５ １９６７)借古讽今,引张岱(１５９７ １６７９)评东林党虽多君子,但“窜入者”和
“拥戴者”实多小人⑤,影射“左联”及共产党祸国殃民.数月后,鲁迅在«“题未定”草»之九中几乎原封

不动援引张岱的话,指出这类批评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实则反助小人张目”⑥.鲁迅的态度是

很鲜明的,他并非不知道左翼文坛有“左而不作”而且善扣帽子的“小人”,也不是没有被扣过帽子,但
他为了革命的远大利益,并不计较这些.只要能看到革命团体内还有“切切实实”“为着现在中国人

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君子”,还有希望,即使身处“横站”的处境,他仍会支持.这是个很难得的真

正“同路人”的“道德立场”.如果没有这些不同,鲁迅这个“中间物”就会跟并非真正“同路”的“第三

种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责任编辑　曹振华]

９６«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背后的几个问题———“左联”的矛盾、“第三种人”论争与鲁迅“同路人”立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霁野:«他活在善良人的心里»,包子衍、袁绍发编:«回忆雪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４页.关于鲁迅与冯

雪峰的谈话,大概是对创造社的“围剿”有感而发(冯雪峰:«鲁迅回忆录»,«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４１ ４２页).
鲁迅:«致曹聚仁信(１９３４４３０)»,«鲁迅全集»第１３卷,第８７页.对照«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所谓“给人家扫地”和

“充军到北极圈”,«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６６页.鲁迅有这种心理准备,可能是了解到苏联“拉普”初期对“同路人”的批判排斥态度

(参见张秋华等编:«“拉普”资料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４ ３３６页).１９３１年底苏联文艺界按斯大林

指示批判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８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６０ ４６１
页),对于１９２９年译过他们论著并望以此来“煮自己的肉”的鲁迅(«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２１３ ２１４页),恐怕也有影响.

鲁迅:«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１８８页.
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６４５页.对照«致萧军、萧红信(１９３５４

２３)»,«鲁迅全集»第１３卷,第４４５页.
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命运»,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１２页.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４４８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总第３６４期) No１,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４)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

———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韩 高 年

摘　要: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

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

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

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

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

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

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 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

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礼治;经国之文;政治;谏辞;问对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６

春秋时期,诸侯尊“礼”尚“文”.«左传»记录春秋历史,其中“礼”字出现多达４５３次,亦可见一

斑.春秋之“礼”继承周礼古制而又有所创新,既包括祭祖祀神、朝聘会盟、婚冠丧祭、田猎出征等礼

仪,也包括各种理政料民的“礼治”制度,二者之中尤重“理政料民”之“礼治”制度.齐国大政治家晏

婴说:“礼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郑国的子产也曾说:“夫礼,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时人常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者也”(«左传隐公七年»).都是基于“礼治”而言.因此阎步克认为,春秋时代的“礼治”是一种介

于“乡俗”与“法治”之间的政治制度.春秋之“礼治”更强调修身及调节社会政治的功能,“礼”既是统

治手段、国制政典,同时又是礼乐文物、文化教养① .说到底,“礼治”的核心是“文(言)”.
具体来说,作为君主专政的一种有益补充,春秋时代“礼治”的外在形式是议政、咨询、讽谏三种

制度,其核心是针对具体政治事件且具有特定语体模式的言辞的发布、传递与反馈.因此“礼治”制
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文(言)”或文体的生成制度.礼治的“尚实”(因事而发)与“尚文”(引经据典)特
质所导致的特定话语模式与存储传播样态是春秋“礼辞”(口宣为辞,书之竹帛即是文,故可互称,下
文同此)生成的关键.章学诚以为周代此类“礼辞”的采编由专门机构负责:“盖制度由上而下,采摭

由下而上,惟采摭备,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② 道出了“文言”与“礼治”关系的本质.

　

作者简介: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１０&ZD１０３)、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礼乐制度及其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研究”(０９BZW０２０)的阶段性成果.

①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３ １２４页.

②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六«外篇一州县请立志科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８７页.



　　考之典籍,春秋“礼治”须凭“文(言)”方可显其治效.如巫祝须掌“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周
礼大祝»载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

诔”),史官则掌管邦国之典籍及各国掌故、历史等,协助王者料民理政,随时为王提供咨询①;君子从

政也要知礼能文,具备所谓的“九能”,即“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
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诗鄘风定之

方中»毛传)②.“九能”就是在各类“礼”的语境下撰写发布九种不同的“礼文”的能力.可见“礼文”是
行礼的手段,通过它才能实现“礼”的社会调节功能和对“德”的尊崇.

春秋“礼文”具有“修古”与“尚实”的特点.«文心雕龙征圣»云:“先王圣化,布在方策;夫子风

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
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
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
秉文之金科矣.”③刘勰指出春秋时“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体现了当时卿大夫阶层通

过“立功”、“立德”、“立言”而达于“不朽”的观念,其核心是“文言(辞)”,都关乎理政治国与教化,即曹

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④,可以称之为“经世之文”.

一、议政制度与春秋时期的政论

春秋“礼治”核心是“听政”,要听政,须首先有议政的制度.朝堂议政之外,春秋诸侯普遍重视在

野者的言论,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收集在野的评政论德之辞,由此促使政论这种文体的大量出现.
刘师培曾说:“春秋之世,卿大夫均娴于旧典,优于文学,明于国事,达于善政交邻之义.由是趋时之

士,争以多闻博辨相高,然词皆征实,不尚空言.”⑤也是说春秋卿大夫“明于国事”,其“词皆征实,不尚

空言”,是“经世之文(言)”.
(一)议政制度钩沉

议政制度起源于原始部落时代的部落议事制度.«管子桓公问»载:“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

于贤也.”«国语周语上»亦载:“天子听政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

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⑥可见朝堂议政的目的是集智理事,也是周代听

政理事的主要方式.«诗小雅雨无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批评“三事

大夫”和“邦君诸侯”为求自保而不参加朝会议政.«左传昭公元年»载:“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
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朝以听政”就是“早上朝会议政”;“夕以修令”,就是“夜晚修改政令”.
“早朝的制度,帝王时代,沿袭数千年不废”⑦.徐鸿修据此及«洪范»«周礼»«礼记»等所载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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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礼春官»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六典”即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由大宰授予大史;又
载:“内史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郑玄注:“纳访,纳谋于王也.”就是整理并接纳群臣的谋议并转告给天子作为听断处理政

务的参考.据«左传»、«国语»载,春秋时周室有内史过、内史兴,晋国有大史、左史,鲁国有大史,楚国有左史倚相,宋国有祝宗,郑国

有大史、大内史、祝史及执讯,卫国有大史、祝史,齐国也有大史、史、大祝、大谏,甚至如邾、莒等小国也有史官,专门从事为王咨询、进
谏、收集议政之言的工作.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译:«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７１页.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５页.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徐公持认为:“揆其原意,当指文中所说及‘奏议’、‘书论’、‘铭

诔’、‘诗赋’诸文体的政治实用功能.如奏议本为实用性文体,施于朝廷;而汉魏‘书论’,如贾谊«新书»、扬雄«法言»、桓谭«新论»、徐
幹«中论»,包括曹丕本人的«典论»在内,皆以敷述政教伦理为基本内容”.见氏著«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６５页.
刘师培:«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原载«政艺通报»１９０７年第１３、１４、１５号,收入«左盦外集»卷九,又收入李妙根编,

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４４９ ４５６页.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１ １３页.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８页.



周代议政主要采取君主与众卿集议的方式,即朝议.朝议有内朝、外朝之分,不惟天子,诸侯、卿大夫

亦有朝议,其内容涉及立君、征伐、迁都、邦交等,十分广泛①.其说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春秋时期,诸侯国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朝议制度,并将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客观地讲,朝议听政

制度固然完备,但迫于压力,臣子和卿大夫不一定在朝议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见.于是各国都实

行朝外议政的方式,即设立专门的地点,鼓励在朝贵族及在野的社会各阶层与“舆人”或其他关心政

治的人员议政.政府派专人收集各类意见,呈之于为政者,供其斟酌.也就是说,在除朝议之外,各
国还设立专门的议政场所,鼓励议政,以期听政于朝廷之外的贵族以及在野之民,如齐国的“啧室之

议”即是.«管子桓公问»载:

　　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 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

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

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②

此处所引«桓公问»属今本«管子杂篇»,学者们认为是刘向辑录春秋以来著录的桓公与管仲问答之

语而成,是比较可靠的资料③.其中所述桓公听从管仲建议而设立“啧室之议”的议政制度也应有一

定的现实依据.“啧”,意谓争辩、指责.«左传定公四年»载:“会同难,啧有烦言,莫之治也”,“啧”
似专指与盟者在会盟中就盟辞所涉及的内容而发表的争辩与评论④.“啧室”,就是臣子们评论政事

的专门场所.管仲建议能“以正事争于君前”的东郭牙为“啧室”的“有司执事”,以“内于啧室之议”.
也就是把人们在“啧室”中有见地的议政言论收集起来,上达于国君,为施政决策提供参考.

晋国则十分重视“听政于民”,“问谤誉于路”.«国语晋语六»载晋国有识者范文子对赵武说:

　　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

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⑤

此段文字述上古为政之制甚详,其要义不外两端:一即听议政于朝廷,纳言于臣工;二即采纳议政之

辞于市井,甚至采言于民间.韦昭«国语注»于此下云:“兜,惑也.风,采也.胪,传也.祅,恶也.
祥,善也.”意即广泛采纳收集“集市”、“道路”等议政场所流传的时人对为政者的褒贬和议论,并一一

核实,以纠正为政之中的错误.«晋语»所述议政制度的实施,促使民间歌谣等文学样式进入统治者

的视野,因而具有舆论监督功能的诵、谣、歌、言等体,冲出其原来流行的范围而进入王廷或诸侯之

宫.«诗经»十五国风的大部分作品,即是在上述制度的推动下,以观风俗知得失的目的经由周王室

太师之手,最终进入«诗»文本的.而评论时政的言论,也因此而被搜罗编辑,并广泛传播.
郑国则设立“乡校”议政的制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 夫人朝夕退而游

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我闻

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 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

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

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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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子产和然明的对话可知,“乡校”是郑国为了解舆情民意而专门设立的议论为政者的场所,其目的

也是在“朝夕”(早上朝会议政,夜晚修改政令)之外,搜集议政之辞以扬善救失.
春秋时期,某个诸侯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政治革新,不仅会引发本国人的“议论”,而且会引

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评价.如«左传桓公二年»载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大夫臧哀伯

谏之而不听,周内史闻之而评论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 君违,不忘谏之以德.”①再如«昭公六年»
载郑国执政子产“铸刑鼎”,在当时就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晋国的叔向致“书”子产,对此发

表评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些切中时弊、谈锋犀利而又文采斐然的著名的政治评论文,同时也涌

现出了一批有重要影响力的时事评论者.
设立朝外议政之制的目的就是议政纳言,战国末年的荀况对此十分措意,系统地总结了听政的

经验,提出了听政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可以说是对春秋听政制度的理论总结.«荀子王制»云:

　　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

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名声日闻,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

毕矣.②

荀子认为,为政者实行听政制度,固然应当遵循古制,广开言路,勿禁议政.但也应当区分议政者的

“善”与“不善”,仔细体察议政者的动机.只有这样,才能区别贤不肖而纳其善言,为己所用.而君王

对待真正恰当的论政言论,则当坚持“公平”与“中和”的原则,避免先入为主和偏党无经,这样才能做

到“百事无过”.
春秋议政制度是统治者在为政过程中广泛吸纳智力资源,发挥臣下智囊团作用并借以避免政治

失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春秋中后期兴起的民本思想.史学家吕思勉评价齐国“啧室之

议”及春秋各国的议政制度,以为“此则察众论之从违,以定政令之行止者也”.又言“古代采取舆论

之事甚多.但用否之权,仍操诸上,不如议会之有定法耳”③.将这种议政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作了

比较.认为议政制度重在采集言论,但采纳与否全靠君王的道德自觉.这与西方以制度方式保证合

理化建议被采纳的议会制有着明显的不同.春秋各国之议政制度,其核心在“议论”,其目的在收集

议政言论,为决策之参考,由这种制度的设计来看,其“文治”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梁启超曾言春秋时

之政治制度,也以为“以采纳舆论为不二法门”,“然而亦非谓舆论当绝对的盲从”④.也以为设议政之

制而采辑议政之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春秋议政之辞(政论)的生成及其类型

议政制度的本质是在特定政治语境下针对具体政治行为所发表的、引经据典式的言说或对话,
其目的在于思想观点的交流.评论者熟知为政之道,掌握各种有关天子、诸侯和家族历史掌故和各

类典籍和知识,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直接参与政事,只能围绕或针对具体的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
站在第三方立场上对其得失予以口头或书面的评议.当他们发为言辞或撰写政论表述自己的政见

时,他们完全明白其言辞或文章会被人转写和收集,并被送达国君或为政者.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清

楚地知道这些言辞或文章在被为政者接纳或阅读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因此,虽然这些评论者

们有的并没有直接面对某个政治事件的主体对象,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距离,但却能理性和

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发为言辞,或者说可以高效率地同那些主体就某个话题展开交流.
据笔者统计,仅«国语»、«左传»所见议政之辞的总数就有１２０篇之多.根据议政者与所论之事

关系的远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当局第三方的评论,第二类是非当局第三方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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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议政之辞的发布者本身属于所评对象的社会阶层,他们也是局内之人,事件结果也关乎

己身.这类评论在时间上大多紧承事件结果,或者甚至是同步的.如«国语鲁语上»载,公元前６２５
年,有名曰“爰居”的海鸟止于鲁国,臧文仲使国人祭之.鲁大夫展禽评论此事曰:

　　越哉,臧孙之为政也! 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

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

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①

展禽(柳下惠)也是鲁国公室,身份与臧文仲同.臧文仲闻柳下惠之言,被他折服.曰:“信吾过也,季
之之言不可不法也.”②使书以为三策.«左传文公二年»引后来孔子对此事的评论:“臧文仲,其不

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③金圣

叹«才子古文»卷三录展禽论臧文仲之辞,且评曰:“看其议论处,叙述处,结束处,凡发出无数典故,直
是疏快.”“如此大篇,只用六字结,最严峭.”④显然将其视为独立的文章.

再如«左传文公二年»载公元前６２５年晋国朝议,晋卿赵衰评论秦国政局,引«诗大雅文

王»诗句,论秦穆公用孟明,晋必有忧.殽之战以后,秦穆公未因兵败而弃用孟明.孟明增修国政,秦
国大治.赵衰言于晋之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诗»曰:‘毋念尔祖,
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敌乎?”⑤按:赵衰所引诗句出自«诗大雅文王»,意谓孟

明能念其祖考而修其德也.史称赵衰能“文”,于此可见一斑.
再如«左传庄公十一年»载:“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

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 禹、汤罪己,其兴也悖

(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⑥«韩诗外传»卷
三以此为孔子之言.«说苑君道»则以为君子之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世家»均以为臧文

仲之言.当从司马迁以其为臧文仲之言.
第二类为非当局者的议政之辞,发布者与所评之事与人无直接关联,且评论之出在时间上具有

滞后性,有的甚至相隔数代.这类议政之辞大多以“君子曰”的形式领起.其背景是王官之学流入民

间,私学兴起,学术资源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卿大夫阶层崇尚立言.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左传»、«国
语»、«论语»等书所载“君子曰”及孔子的议政之辞.关于«左传»中所载的这类议政之辞是否为«左
传»本身所有,有的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是后人所附益⑦.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左传»原有,并提出

了许多证据⑧.其实,附益也好,«左传»原有也好,从其实际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来源总是

根据春秋史料.更何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明显可以看出是与所评论的事件或人物密切相关联的,
因此应将其作为独立的言辞对待.

据统计,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知”、“君子以”领起的这类议政之辞,仅
«左传»中就有８５例(以上四种类型出现次数分别为４８次、２１次、３次、９次、４次).比较典型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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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６２５年,秦国大夫孟明视帅师伐晋,两军战于彭衙,晋侯御之,狼瞫死战而败秦师,君子赋«小
雅巧言»、«大雅皇矣»评论其人其事.就是典型的议政之辞.«左传文公二年»载君子谓:“狼
瞫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乱,而以从师,
可谓君子矣.”①此年发表评论的“君子”,虽未参与所评之事,但他的评论合情合理,“怒不作乱”、“君
子”等语符合狼瞫为人.狼瞫是晋国的勇士,但他勇而知礼,勇不犯上.«左传文公二年»载:箕之

战,统帅先轸黜狼瞫不用,而用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
与女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

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②至彭衙之役,以死力战而

胜秦军.可谓为义而死,死得其所,故君子称之.此“君子”当为秦国朝廷或在野之有识者.
再如«左传文公三年»载公元前６２４年“君子”评论秦穆公霸西戎,引«采蘩»、«烝民»、«文王有

声»的诗句,赞其善任人.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三点评云:“三引诗,各有至理.孟明之有,显而易见;
子桑之有,遽至诒谋;可知荐贤者庆流子孙,则蔽贤者毒流后世矣.识见极高,议论极大.若秦穆之

有,乃至以用人之事谋及祖宗.微哉,微哉! 非神明于诗而不泥于其解者,岂见及此.”③对此评价

很高.
又如«左传宣公二年»载公元前６０７年郑国受楚命而伐宋,俘获宋人华元、狂狡.时君子的评

论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 «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
残民以逞.”④从其语气看,此处发表评论的“君子”,大约是宋国在野之有知见者.这类评论进入«左
传»,说明当时有人专门从事搜集这类言辞的工作.

«论语»、«左传»中的孔子论政评人之辞,大多距离事件发生时间较远.很可能是孔子教学时立

足于当下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如«论语泰伯»中载孔子评论上古贤明尧、舜、禹、稷等人,曾云:“大
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又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⑤

还有的是立足于当下对春秋当代政事和人物的评论.如«论语八佾»载孔子曾批评管仲“器小,不
俭,不知礼”,«宪问»又载他评论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⑥这些堪称经典的评

论,或因弟子之问而发,或因现实所激而发,都言出有据,于为政或知人论世方面富于启发性.«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遽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
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⑦孔子之学实

得力于春秋诸贤,上文所引孔子的这类论政之辞,以礼、义、忠、信为准论政评人,从动机到内容来说,
也完全是继承了此前卿大夫阶层的议政论德之辞.

与«论语»中的“子曰”一样,可能«左传»中这些评政之辞在社会上流传,后为«左传»编者所采用.
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郑伐陈,献捷于晋,晋人百般刁难,子产善于应对,顺利完成了任务.孔

子评论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

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⑧此年孔子年方四岁,不可能在事件发生时就发表评论.再如«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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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不毁乡校”一事,下面记孔子的评论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①孔子此

年才十岁,这些评论可能是孔子后来教授学生时说的,被记录下来,后又被其他人传播和使用.
另如«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淫于夏姬,大夫洩冶力谏被杀.孔子评论

说:“«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洩冶之谓乎!”②引«诗»之句,批评洩冶不达时务而因谏而死.
还有«左传成公二年»载卫大夫孙桓子辞邑之赏而请曲悬繁缨以朝,得到卫君许可.孔子评论说:
“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

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③这两

条评论也不是当时事后的评论,而应是后来教学中的评论之辞.
而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兵败乾谿自杀.孔子评论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信善哉! 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④这条评论针对的事,孔子可能听说了,故也有可能在第

一时间有所评论的.«论语颜渊»载孔子回答颜渊问“仁”,就用了“克己复礼”一句,原来是引旧

«志»的话.
孔子之所以可以对他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放言无惮地加以评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春

秋时期诸侯国普遍重视舆论、鼓励在朝在野的卿大夫及士人评论政治甚至非议政治并注意收集这些

议政之辞的制度和风气.
(三)春秋议政之辞的文体特点

春秋时期出自卿大夫或士阶层的议政之辞虽然只是一种对政治事件和人物所发表的即兴的口

头评论,但因为卿大夫及士阶层深厚的学养与娴雅的辞令,使得他们的评论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

具备了“立言”的高度而很快成为“嘉言善语”而经典化.在这些“嘉言善语”被不断传播、引证的过程

中,它们的文本也很自然地被固定了下来,具备了文体的特征.归纳为数不下百篇的春秋议政之辞,
其文体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春秋议政之辞常常因事而发、因人而发,具有即兴而为的特点,因而常常以“某某闻之曰”、
“君子曰”、“某某曰”等方式领起,或长篇大论,或短语点评,不拘常体.长篇的如«国语周语»载周

天子卿士单襄公评论晋周之辞.晋国公子晋周在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言
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

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单襄公有疾,召其子

顷公而告之,曰:

　　必善晋周,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
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
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

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

皆有焉.⑤

这是一篇出色的人物评论.晋献公听信骊姬之言,将群公子寄养他国,后成为晋国的定制,故晋周寄

居王畿,侍奉单襄公.晋周与人相处,言谈举止皆合乎法度,所以单襄公对其子单顷公评价晋周,有
此一篇弘论.此论大意,是说晋周有文德,具体体现为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十一种

德行.其次,晋周行事,恪奉正、端、成、慎之则,与国休戚而不背其本.再次,晋周世次又合乎占筮及

梦兆.有此三个优势,单襄公论定晋周必返晋为君.后来,晋国发生内乱,晋厉公被杀,晋国召回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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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是为晋悼公.可见单襄公有识人之明.
短篇的论政之辞,如«左传文公五年»载楚国灭蓼国与六国二个小国,鲁国大夫臧文仲闻听其

事,发表评论说:“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①六国和蓼国都是偃姓国,为皋

陶之后,一朝为楚所灭,令人感叹! 其君无德,则是国灭而无人援手的根本原因.臧文仲评论之辞虽

很简短,但寓意颇深.
第二,春秋议政之辞大多称引«诗»«书»«礼»«志»及谣谚等为证,语言形式上韵散结合,风格典雅

而不失活泼明快.如«国语周语下»载公元前５３１年,晋国大夫叔向聘周,赞单靖公有敬、俭、让、咨
之德,是一篇典型的德论.晋叔向(羊舌肸)聘于周,单靖公享之,礼俭而敬.单之老送叔向,叔向赞

靖公之辞,主要是就其崇礼尚德,且举止言行合礼得体、及其知礼守典而发.此外,还称赞单靖公在

席间讨论并解说«周颂昊天有成命»之诗旨所表现出来的深厚的诗学修养,并说他能躬行«诗»中所

述成王以来周人的“俭、敬、让、咨”之德,“以应成德”.叔向两引“史佚之言”及民谚,并赋«大雅既

醉»诗句,评价单靖公能如此,“可谓不忝前哲”,也与其家族有家学传承有密切的关系.叔向是晋国

知«书»达礼,且熟谙«春秋»及«诗»的重要人物,其辞既典雅厚重,言之有物,同时也融说理、叙事、抒
情于一体,造语圆熟、活泼、明快.此例堪称议政论德之辞中的上品.

第三,春秋议政之辞虽为议论文,但在写法上常常采用说理与表情相结合的手法,形成情理相兼

的特点.如«左传桓公二年»载此年晋昭侯封其弟成师于曲沃,晋始乱,晋大夫师服以“名义”、“本
末”之说评论此事曰:

　　异哉,君之名子也! 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

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②

晋穆侯夫人姜氏在条之战生太子,取名叫仇;其弟生于千亩之战,取名叫成师.这都是不合乎命名礼

的,违礼必凶,又封成师于曲沃,最终导致晋国“弱干强支”的局面.因此师服对此不满,言辞之中对

表现出对晋国内政的担忧.读其辞,忧愤之情溢于言表.«史记晋世家»亦载此事.师服的“名义”
之说不仅体现了情理相兼的特点,同时也开了孔子为政先“正名”的先河③.此类例证尚多,不烦举.

章学诚以“三代”为古,指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言之成文者”“欲以敷治”,“欲以喻世”,
“欲以淑人”④.这很适用于春秋政论.葛志毅指出:“春秋贵言,主要表现为士大夫贤哲当下的即兴

话语表述,他们在参加相关社会活动时所引发的思想感悟,以理性宣示和情感交流的方式表现出来.
其中颇多所谓善言嘉语,不独辞令精警,且多足以劝喻世道人心,补裨风化得失.卿大夫贤哲之士的

议论往往可以益人心智,启发性慧,引起当时社会的注意”,“其话语被经典化而具有普适性权威”⑤.
这些评价,非常适合春秋时期的议政之辞.

春秋议政之辞下启后世“论”体,«文心雕龙论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⑥“述经叙

理”是“论”体的核心特征,如溯其源,则在春秋政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按韵书:‘论者,议也.’
梁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二体:一曰史论,乃史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善恶二曰论,则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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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其讹谬”①.如溯二体之源,亦在春秋政论.

二、咨询制度与春秋问对体

在君主专政的格局下,面对重大问题时,当议政制度失效时,就需要专门咨谋于卿大夫等个体,
这就是咨询制度.咨询制度在春秋时代的实行促成了问对体的大量产生.春秋“经世之文”多附着

于经史之中(«逸周书»、«左传»、«国语»、«说苑»、«晏子春秋»等),犹如秦汉文人之章表奏议辞赋等见

于«史记»、«汉书».«文心雕龙»、«文章正宗»、«文章辨体»、«古文观止»、«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等运用刘歆所创的“裁篇别出之法”②,从经史之中裁录春秋各类(体)“文言(辞)”,已将其视为有

独立文体的文章.
(一)咨询制度与问对体的生成

咨询制度起源于上古,经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因现实政治所需,仍为各国诸侯所实行.«尚
书尧典»:“帝曰:‘龙,堲谗说殄行,震惊京师.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注云:“言我疾

谗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欲遏绝之.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

信.”③意谓帝舜不满于谗言蒙蔽视听,欲广开言路而任命龙为“纳言”之官,以沟通上下.“纳言”的主

要职责除了忠实向下宣布王命外,还要将在下者对王命的意见加以收集整理后忠实地反映给君王.
«礼记内则»:“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

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④意谓王者向国中宿老咨询称“乞言”,史官记录其言叫

“惇史”.换句话说,“惇史”就是以咨询所得“嘉言录”,“记之以垂训于后世”⑤.史学家吕思勉曾广征

史料,对咨询制度及其演变过程予以详细考察,他指出:

　　民主政体,于古有征乎? 曰:有.«坊记»引«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郑注曰:“先民,
谓上古之君也.言古之人君,将有政教,必谋之于庶民乃施之.”此最古之世,人民之得以参

与政事者也.然仅言其事,未详其制也.详其制者,莫如«周官».«周官小司寇»之职:“掌外

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长百

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小司寇摈以叙进而问焉.以众辅志而弊谋.”«周官»虽虚拟

之书,亦必有所依据.⑥

由此可见,体现原始民主精神的咨询制度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尚书尧典»载帝尧曾就治水及立嗣

之事咨四岳及众人,这是典型的咨询制度.据典«尚书»所载实例来看,这是一种富于仪式感的神圣

制度.维克多特纳指出:“在部落社会里,语言同样不仅仅是沟通的方式,它所蕴含的是力量和智

慧.在神圣的阈限之中所赋予的智慧不仅仅是词汇和句子的聚合,它有着本体论的价值,它为初次

受礼者进行全身心的重新装备.”⑦在此制度的实施中,语言被仪式化和神圣化了.仪式化的语言本

身就是权威的化身,具有箴言和象征的意味.«吕氏春秋达郁»说:“万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
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孰当可而镜? 其唯士乎? 人皆知说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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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①这就是说,咨政于众,取言借智,是防止决策失误的重要方式.
西周初年,周武王曾就治国之事多次咨询于周公旦,周公据“遗训”及“故实”以对武王.其问对

如«周书»中的«大开武»«小开武»等篇.陈逢衡云:“是时纣忌周愈甚,武王难之,故有其落若何之问.
十淫,指商俗.周武兢兢为念,则牧野之事已不待甲子而决矣.故心战在乎自修,庙胜在乎能戒.”②

按此篇开首“访于周公旦”一段为交待行文背景之语,相当于«书序»,应是后之整理者所加.全篇就

周武王咨询于周公如何“格言”而发,周公的对问之辞围绕着“敬德”、“求和”、“顺天”三个方面展开,
后半部分述“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的内容似是引述所谓«开和»之言.今人黄怀信

认为此篇与下篇«小开武»“均记周公旦启发开导武王之事及言”③,就其内容而言,黄说是.然而从文

体方面来看,这是典型的问对之文.
«国语周语上»载周宣王时名臣仲山甫曾说:“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之故实.不干所问,

不犯所咨.然则能训治其民矣.”④是说布政施命,必须要咨询于老成之人,以求“先王之教”及前

朝故事之于行政有启发者.可见咨询制度的核心是“问于遗训”、“咨之故实”,其产物即是问对之文.
西周后期,重视礼治之王者听政,多咨询于在列之臣.据«周礼»载,大史、内史、大祝及三公六卿

等都要备王咨询.和«尧典»一样,«大开武»等同类问对文的文本仍保留了较多的口头问答的痕迹,
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设为问答(问答为体),以答为主.第二,采取引经据典(即前文所言“遗训”
及“故实”)以解危去惑的说理方式.所引皆为口碑形式的为政之道.第三,论证严密,分析透彻.文

中所引经典语是大前提,所咨询之事是小前提,如何处置所咨询之事是结论.行文的逻辑结构十分

清楚⑤.
(二)春秋咨询制度与问对的演变

春秋时期,诸侯力政,君主专治进一步加强,但“国人”在各国政局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加,加之“舆
人”阶层的兴起⑥,使各国国君必须正视他们的政治诉求,听从他们的意见.出于政治需要,借助咨询

这种“古制”问政于国人、舆人及朝野贤能,可以有效化解各种政治危机.吕思勉指出:

　　试征之他书:«左氏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哀公元年»:“吴之

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则«周官»所谓询国危者也.«书盘庚上»:“王命众

悉造于庭.”«孟子»谓太王之迁岐也,“属其耆老而告之”.则«周官»所谓询迁国者也.«书尧

典»:“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左僖十五年»:“晋侯使卻缺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

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昭二十四年»:“晋侯

使士景伯莅问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文子致众而问

焉.”则«周官»所谓询立君者也.知古确有是事矣.乡大夫之职,“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

寡而致于朝.”注:“郑司农云:大询于众庶,«洪范»所谓谋及庶民.”则斯制由来甚远.⑦

载录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说苑正谏»«吕氏春秋直谏»等文献中的大量的咨询事件,说明

春秋时咨询制度得到弘扬和强化.当然,这一风气在使传统社会中政治经验书面化和经典化的同

时,也促使问对体有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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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咨询制度和问对体较之前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咨询问对双方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此前

的问对多出现于天子与祝官史官、贵族重臣之间,春秋时代则下移至诸侯与卿大夫之有识君子.据

笔者粗略统计,春秋问对之辞共计４００余篇,其中诸侯国与卿大夫之间的问对有３００余篇,占绝大多

数.第二,咨询问对虽引经据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之言,能因事设辞,紧扣现实发挥经典之微言大

义.如«左传庄公十四年»载鲁申 以“妖由人兴”对鲁庄公之问: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 曰:“犹有妖乎?”
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燄(炎)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

有妖.”①

这是鲁庄公君臣围绕郑国发生的政变而发的问对,盖据当时流传之旧典,列国之人均以“内蛇与外蛇

斗”为流亡在他国的郑厉公即将要回郑国复位之预言.申 之对则因事而言“妖由人兴”,这是灵活

变通的解释,而非简单化地引据惯常预言的规则.这正是春秋时代大夫阶层政治理性觉醒的体现,
可谓见识高明.

再如«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率诸侯联军攻楚,管仲对楚王问与楚国大夫屈完对齐桓公

之问: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

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
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 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

水滨!”师进,次于陉.②

管仲对问之辞,引述周初册命之辞数楚之罪,有义正辞严之感.屈完对问之辞,以退为进,从一“德”
字生发开去,避实即虚,不亢不卑.既有朝堂咨询之问对文的因事而发的特点,又具有外交辞令的典

雅与犀利.后«史记»之«楚世家»«齐世家»及清人所编«古文观止»俱载此文,尤其是清人古文选本运

用“裁篇别出之法”选录此篇,树为文之典范,广为传播,转相摹习,遂使其成为问对中的经典.屈完

为楚国大夫,为屈原先祖,他长于辞令,不辱使命.国危时刻,以言辞建功,化干戈为玉帛,为«春秋»
所称许.刘文淇引服虔评曰:“屈完者何? 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 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 以当

桓公也.”③其说甚是.
另外还有«左传僖公六年»载楚大夫逢伯对楚王之问,«僖公七年»载管仲以礼、信、德对齐桓公

之问,«僖公九年»载秦大夫公孙枝对秦穆公问晋乱,«僖公二十三年»载晋狐突以忠信之道对晋怀公,
«成公三年»载臧宣叔以古制对鲁成公之问等等,也都是典型的问对之文.

«国语»中也收录了为数不少的问对之文,比较典型的如«楚语上»载申叔时以傅太子之道对楚

庄王:

　　(楚)庄王使士亹傅大子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

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

«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

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

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

以翼之.悛而不摄,则身勤之,多训典刑以纳之,务慎惇笃以固之.摄而不彻,则明施舍以导之

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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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

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

翼之,制节义以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

而不从者,非人也,其可兴乎? 夫子践位则退,自退则敬,否则赧.”①

申叔时之问对,又见于«左传»及«史记楚世家».虽文字略有出入,但内容大体相同.这篇问对的

体式也是以问答领起,正文先正面叙述教育太子之道,当以«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
志»«训典»为主要内容,而后又从消极防范的方面讲述如何引导太子明确忠、信、义、孝、仁、武等行为

规范.此文述评结合,既生动又谨严.从其所论傅太子之制的次第井然看,当非临事杜撰之辞,而应

当也是引述古制.这些特点都与前引问对文十分相似.申叔时问对之例还有«左传宣公十一年»
载录的引时谚对楚庄王,也是典型的问对之体.

申叔时为楚国宗族,号称博学能文.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申氏,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则别

列为“申叔氏”一族.由相关记载观之,申叔时深明大义,既知治国为政之道,又知先朝训典、前代掌

故,善于教育,且长于辞令.既能言善谏,且善为问对之文,是楚国大夫阶层中的文章辞令高手.
此外见于«国语鲁语»的“展禽对臧文仲之问”等,也都是典型的问对之文.除此之外,还有载

于«新序»和«说苑»的“祁奚对晋悼公荐贤”、“师旷对晋悼公问卫人逐其君”等,也比较典型.值得注

意的是,上述问对文又见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这些问对文大体相同而细节有异,不大像是

后出者因袭时代在前者,而更像是同一个文本的不同传本.这表明到春秋末期,一些论理深刻、引证

丰富、且富于文采的问对文已经独立于史传而传播于士大夫君子之间,有经典化的趋势.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选»所

录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谓问对之辞.”②指出了问对之文在文体上的基本特征,但未

详论其起源及演变.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对问对文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徐氏说:“按
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词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

仿列之.”③徐师曾认为,究其根源,见于«左传»等典籍的“君臣朋友口相问对”是后世问对的源头.这

是极其有见地的意见.
春秋时代的问对经由史官著录而由口传状态被写定成为书面的文本,从而也完成了其文体的

“定型”.随着史传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传播,一些较为著名的问对之文被有识者多次地阅读接受与

引用,出现了“经典化”的趋势.这些经典化的问对文不仅其言治论政的内容成为诸子百家取资的重

要思想资源,其形式特点也对诸子之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春秋讽谏制度与谏辞的繁荣

由于君主专制政体的逐步加强,议政、咨询还不能完全保证违礼失德之事的发生,因此春秋“礼
治”还需要第三种制度,即临事讽谏制度.讽谏制度的核心是臣子进谏,君王纳言,由此促使谏辞的

大量产生.
(一)春秋讽谏制度与谏辞的生成

讽谏制度起源很早.«尚书夏书胤征»即载:“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

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孔颖达«正
义»解释说:“言君当谨慎以畏天,臣当守职以辅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开谏争之路.每岁孟春,遒
人之官以木铎徇于道路,以号令臣下,使在官之众更相规阙;百工虽贱,令执其艺能之事以谏上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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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其有违谏不恭谨者,国家则有常刑.百工之贱,犹令进谏,则百工以上,不得不谏矣.”①«尚
书大传»说:“古者天子,必有四辅: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是说上古天子有四种进言之官.
«大戴礼记保傅»:“匡过而谏邪者,谓之弼.弼者,拂天子之过者.”②可见“天子四辅”之一的“弼”就
是专司进谏的官员.«周礼地官司徒»下设“保氏”,专门“掌谏王恶”.«诗经大雅»中的«民劳»
是西周时代的诗篇,其中说:“王欲玉女,是用大谏.”«郑笺»解释其义曰:“王乎! 我欲令女(汝)如玉

然,故作是诗,用大谏正女(汝).”③此即西周时代臣子进谏辅弼王者之例.
春秋时期,因为治国者对治乱兴亡的关注,讽谏纳谏成为为政的重要辅助手段,受到普遍重视,

祝史等官负有进谏之责.«国语晋语»载“使工诵谏于朝”,就是把收集来的谏辞讽诵于朝堂之上,
从中吸取教训.«礼记王制»载:“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斋戒受谏.”④不仅周天子,诸侯

也有史官和保傅职司其事,但春秋时期进谏者中最多的还是那些卿大夫中的“君子”.据笔者考察,
«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直谏»«说苑正谏»等书记载的春秋进谏事件中,至少有六成以上是由卿

大夫发起的.举其著名者而言,有周室的伶州鸠、史伯、单襄公等,鲁国的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叔
孙豹等,郑国的烛之武、子产、大夫叔詹等,晋国的叔向、赵盾、赵衰、郭偃、卻缺、士会、伯宗,齐国的管

仲、晏婴,楚国的申叔时、优孟,吴国的伍子员,越国的范蠡、文种,宋国的公子鱼、向戌,随国的季梁,
虢国的宫之奇等.他们大多为各国之世族,或为宗室,或世为重臣,在本国有重要的政治影响.从他

们进谏及议政活动来看,既有与国共休戚的忠义,又有熟知典故、娴于辞令的才干.有时甚至庶民也

可进谏.如«说苑正谏»载:楚庄王筑层台,大臣谏者七十二皆死.有耕者诸御己入谏庄王,遂解层

台而罢民.楚人作歌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 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乎人乎!”⑤歌颂其

进谏行为,他也因为善谏而留名青史.
春秋时善于纳谏的国君有郑庄公、齐桓公、楚庄王、晋文公、晋景公、秦穆公、越王勾践、宋襄公

等.在当时和后世有识者看来,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谏.正因为如此,汲汲于恢复周礼

孔子也对讽谏也特别重视.«孔子家语辨证»云:“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

讽谏.”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⑥(«说苑正谏»)这大概是因为讽谏常采取引证古制和讲述兴亡

的方式,比较委婉,能体现“礼”的温柔敦厚.故«风俗通义过誉»说“«礼»谏有五,风(讽)为上.”⑦

由上可知,春秋时期,本属“古制”的讽谏制度因现实政治所需而日趋完善,由于此时政治理性的

高扬,使谏辞也成为当时一种使用频率很高的文体.
从臣子的方面来说,“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

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⑧从国君的方面来说,纳言则为有德,
废言则为失礼.春秋时代,这种讽谏意识和从谏思想得到大部分诸侯国统治者和卿大夫阶层的认

可.陈来指出:“就中国的春秋时代而言,‘神灵信仰’的没落和‘实践理性’的成长,才更准确地揭示

了它的发展线索.在这里,人类社会的秩序被当作自足自为的概念来思考,摆脱祝史的神话思维成

为时代精神的趋向,而‘礼’越来越成为一种内在于世界、外在于宗教的组织法则.世俗人文主义强

调理智的教导,指引实际事务的实用主义成分,唤起了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更深思考.”⑨这一风气和

官学下移导致的社会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形成的合力,也是导致春秋时期讽谏语大量产生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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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
其次,谏辞的生成还受现实中突发性政治事件的激发,其发布或撰作过程一般表现为卿大夫阶

层的精英对他们认为不合乎政治伦理和政治理性的特定政治事件的干预和导引.当然,尽管有时正

面的劝谏可能未被接纳,但这种言行中所内涵的实践理性总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这样,负
载这一内涵的讽谏语文体也就有可能成为类似经典的文章.

经笔者在以往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统计,仅«国语»所收２４２篇短文中,文体特征分明的

有１９０余篇,其中谏语就有１７０多篇.«左传»在编年体的框架内,文体特征比较明确的言辞有５６１
篇,谏语就有２２１篇①.«晏子春秋»、«说苑»均专列“谏”类,收录的春秋谏辞也有数十篇.这个统计

数据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谏语的生成机制、主要内容和文体特征奠定了文献基础.
(二)春秋谏辞的类型及其特点

就其内容来说,春秋谏辞主要是对违背“礼”的事件和行为所进行的叙述、分析和评论,其目的是

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劝诫和谏阻.就其针对的对象、内容和主题而言,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第一类,针对国君的谏辞.春秋前期,虽然宗法制有所动摇,但诸侯国公室的实力尚强,国君的

政治权威尚在,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这一时期的谏辞主要是针对国君而发.这一类谏辞又可

以分为两个小类:一是针对国君个人的失德行为而发的;二是针对国君在为政中的失礼违制举措而

发的.针对国君个人的失德之举的讽谏例子很多,最典型的如«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谏鲁隐

公赴棠观鱼”: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

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

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

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
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

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②

这件事虽然与政事无关,看似国君的个人行动,但实则不然.所谓“观鱼”,实际上是到齐、鲁交界的

“棠”地“会男女”,游春踏青③.这种失德行为在当时号称礼仪之邦的鲁国引起轩然大波,所以«春秋»
记其事,微言以讽.«左传»的编者可能是照录了鲁史官的实录.

此年的进谏者臧僖伯为鲁公族臧孙氏之先,他是鲁孝公之子,又称公子滔.孔颖达«春秋左传正

义»卷三曰:“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则子臧此时年非幼少,呼曰叔父

者,是隐公之亲叔父也.”据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鲁国臧孙氏一族贤能辈出,皆为人正

直,知书达礼,文辞斐然,堪称典范.见于«春秋»者计有臧文仲、臧宣叔(许)、臧武仲等,皆有言辞

传世④.
第二小类是针对国君行政之过的谏辞.比较典型的如«左传桓公二年»所载臧僖伯之子臧哀

伯谏鲁桓公之辞.此年夏四月,鲁桓公受宋人之贿,取宋郜大鼎,并将其纳于鲁国大庙有违于君之

德.臧哀伯谏曰: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

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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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
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

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

官象之,其又何诛焉?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武王

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①

鲁桓公作为人君,本当为政以德,“昭令德以示子孙”然而却违礼受贿取人重器而纳之宗庙,其举措既

违周礼,又失君德.故尔臧哀伯发为此谏,只可惜一片忠心,付诸东流,桓公不听其谏,仍一意孤行.
桓公拒谏的行为在当时就受到舆论的谴责.«左传桓公二年»载,周内史闻此事而评论曰:“臧孙达

其有后于鲁乎! 君违,不忘谏之以德.”②可谓臧孙氏之知音.孔颖达评价此条谏语云:“此谏辞有首

尾,故理互相见.”③是说此谏辞首尾完整、独立,在表述上具有叙述与说理结合的特点.按:臧哀伯谏

辞中所论国君昭德之礼数,包括饮食、服饰、车舆仪仗等,据«左传»此年杜预注及孔颖达疏,这些制度

多见于今本«周礼»及«礼记»所载.由此推断,在当时可能已经有了成文的礼书,而鲁国的臧哀伯其

人显然十分熟悉这类礼书,因而其谏辞中才多引据以为立论依据.谏辞中又以周武王克商而迁九鼎

于洛邑遭义士非议之事,批评鲁国受宋之鼎而纳于太庙的荒唐举措.可知臧哀伯受家学影响,熟知

各类“古文”,对于先代历史、文化也非常熟悉.
第二类,针对卿大夫的谏辞.至春秋中叶以后,诸侯国公室渐弱,卿大夫及家臣坐大.«汉书

游侠传序»云:“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④说的就是上述情

形.如鲁国之“三桓”,齐国之田氏,晋国之韩、赵、智、卻,郑国之“七穆”等,均成为左右各国政局关键

势力.这些大族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多网罗智谋之士,为己谋划.在这种国之行政大权操于大

夫之手的情况下,讽谏制度由公室下移至世族,谏辞的对象也转而成为世族卿大夫.如«国语鲁语

上»载,鲁宗伯夏父弗忌违礼擅改昭穆黜桓公以尊僖公,宗有司谏辞曰:

　　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
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

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逾也.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

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逾也.鲁未若

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弗听,遂跻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顺矣,
僖又未有明焉.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

人道二,能无殃乎?”⑤

此谏辞又见«左传文公二年»,二书可能有共同的文献来源.夏父弗忌为鲁国掌宗族事务及祭祀之

礼之官员,据«国语鲁语上»韦昭注,其父为鲁宗人夏父展,则其家为鲁国世族.进谏之宗有司当是

夏父弗忌之下属.从其谏语引诗述礼来看,他也是一位知书达礼且明于制度之君子.
另如,«左传文公十五年»载鲁国大夫惠伯(叔彭生)引“史佚之言”,以事亲之道谏其父襄仲,也

是典型的以世族为对象的讽谏语.襄仲此时为孟孙氏掌权者,闻其谏辞而悦,帅兄弟以哭之.惠伯

是孟孙氏之贤者,此前于鲁文公七年,即曾劝谏鲁文公勿允襄仲因夺妻之恨而伐其兄公孙敖,此年又

劝襄仲守礼勿失大体,真为有识之君子.
以上是鲁国的情形,到春秋中后期其他诸侯国的讽刺活动也多针对卿大夫阶层.如晋国大夫随

４８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８６ ９０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９０页.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１５９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６９７页.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第１６４ １６６页.



会引«诗周颂»之«酌»、«武»及“仲虺之言”,以遵养时晦之道谏中军主帅荀林父勿与楚战,也很典

型.«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此年夏,邲之战前夕,晋师救郑,及河,闻楚与郑盟,荀林父欲还师.一

时军中将帅或主战,或主退兵,意见不同.于是随武子谏荀林父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
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①进谏的士会是晋献公重臣士 之后,他历任晋国文、
襄、灵、成、景五代,曾参加城濮之战,公元前６０７年与赵盾共谋劝谏晋灵公;士会为人忠厚正直,才干

过人,鲁宣公十六年执晋政,平戎勤王,求典礼,修礼法.执政二年,晋国之盗尽逃于秦.此年论楚国

内政之辞,征引«诗»篇兵法及先贤之言,阐述德行政事典礼之重要性,详尽分析敌我形势,鞭辟入里,
见解超人,展示士会深知礼法、长于言辞之一面.

此外还有公元前５６３年冬,郑国“七穆”之一子孔执政,作载书欲以专权,大夫、诸司、门子弗顺,
子驷将诛之,子产以“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之理谏子孔焚载书以安众;公元前５８９年,齐国佐谏晋卻

克,也是典型的针对卿大夫阶层的讽谏之辞.
(三)春秋讽谏的文体特征

通过分析归纳谏辞文本可知,谏辞是“礼治”的产物,体现了春秋时代“礼”的崇古、尚实精神.谏

辞虽大类上属于议论文,但又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
第一,春秋谏辞大多因事而发,因人而发,因此具有明确的驳论性质.春秋时期诸侯国执政者产

生政治上的违制失礼和行为上的失礼无德,主要的原因在于认识上和观念上的错误.因此进谏者的

主要目的就是要驳斥受谏者的某种错误的观点,就是要面对面地辩论,并通过分析事理,辨明是非,
驳倒对方,最终起到制止受谏者错误行为的目的.

如公元前６３９年夏,鲁国大旱,鲁僖公欲焚巫尪以求雨,臧文仲以为有违仁义之道,故进谏阻止.
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臧文仲谏辞,鲁僖公焚巫以禳旱灾之举显然出于一种旧的观念.甲骨文

中已有焚巫以求雨之记载,说明此俗起源甚早.«礼记檀弓下»载:“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
‘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

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②“礼治”的核心为政以德,焚巫显然有

悖于德.鲁僖公号称明君,而仍持有此种旧观念,故而臧文仲予以谏阻.他认为除旱之法,关键在于

宜修人事,其思想趋新,具有鲜明的礼治倾向.此年的谏语,实际上是新旧两种观念的交锋,而进谏

者往往代表着新的、进步的观念.
另如«国语晋语四»载前６３８年,晋公子重耳流亡至郑国,郑大夫叔詹赋«周颂天作»、引谚,

谏郑文公礼遇重耳.郑大夫叔詹谏辞是因郑文公不礼遇重耳而发,其核心仍是一个“礼”字.春秋时

期虽说礼崩乐坏,但列国相交,仍重周礼.故郑大夫叔詹谏阻郑文公顾念晋、郑同为姬姓诸侯而礼遇

重耳,实是驳斥其认为违天非礼而无妨的错误观念.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念的交锋.
再如«国语»所载公元前６３９年须句子奔鲁,鲁僖公母成风谏鲁僖公从周礼以封须句.成风是以

周礼之“崇明祀,保小寡”的原则,驳论春秋中叶以后大国不顾小国的普遍观念,以此晓谕鲁僖公.还

有周王室大臣伶州鸠、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无射之钟,是驳论周景王违背先王礼乐制度而片面追求

音乐娱乐性的错误观点.其余此期讽谏语无不如此.归根结底,谏语是一种礼治思潮下产生的体现

着新旧两种政治观念交锋状态的驳论性文体.
第二,春秋谏辞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

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如公元前

６３８年,鲁大夫臧文仲引«诗小雅小旻»及谚语讽谏鲁僖公勿轻小国,即相当典型.«左传僖公

二十二年»载:邾人以须句之故出师伐鲁.鲁僖公轻视邾为小国,不设防备而欲与之开战.臧文仲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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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曰:

　　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

曰:“敬之敬之! 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 君其

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①

一篇百十来字的谏辞,竟然两引«诗»句,一引谚语,足见其“复古”与“尚实”相结合的特点.其目的无

非是提醒国君误犯轻敌之错,但只可惜鲁僖公不纳其谏.是年八月丁未,僖公与邾国之师战于升陉,
鲁师败绩.邾人获僖公甲胄,悬诸鱼门以示威.按:臧文仲学识渊博,为鲁国有文之君子,他的讽谏

语中所引之诗句见于今本«诗小雅小旻»及«周颂敬之».臧文仲针对鲁僖公轻敌无备的错误

行为而予以劝谏,意在劝其临事勿骄傲自大而宜谨慎从事,否则其事必败.谏语中两引«诗经»诗句,
既切合事理,亦显典雅之文风.

再如公元前５２１年春,周王室大臣单穆公谏周景王勿铸无射之钟,其谏语也很典雅.«国语周

语下»载单穆公谏辞曰:

　　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积聚既丧,又鲜其继,生何以殖? 是故

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②

细读单穆公这篇谏辞,仍是以引述古制为主要论证方式,其主旨在于集中论述音乐“和”美观念在音

域方面的表现.单穆公的音乐观念是维护“先王之制”,而周景王则是为求刺激而趋新,他铸无射律

编钟,主要是为满足听觉审美需要,要在无射宫下方小三度之林钟律位,再铸一大钟(无射之羽),以
扩大编钟音域.单穆公提出音乐审美方面的听觉音域之和的问题,这是值得重视的音乐审美思想.
单穆公由听觉心理角度出发,指出大钟音域太低,撞击后声波产生的各种泛音将会使人听之产生强

烈的不协和感.据“先王之制”,“耳之察和”,人耳对乐音的听辨有其限度,“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必
须要考虑音域.如音乐超出此度,则“钟声不可以知和”,必将导致失德、失节.另外,单穆公认为周

景王耗费民资以铸大钟将会引起消极的政治后果:声不合———心不和———人不和———政不和,告诫

景王若如此下去,不仅不能享受音乐之美,并且“国其危哉”!
第三,春秋谏辞均观点鲜明、义正辞严、语带感情.因为谏语的撰制、发表动机或是针对违礼违

制的政治事件,或是针对失德失礼的个人行为,所以开篇即用“善”、“可”或“不可”及“XX非 XX也”
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语句,特别明确、鲜明地表明进谏者的态度,然后再详细地对事实予以分析论证

说明.而进谏者或是卿大夫,或是诸侯国的公族,介于他们与受谏对象的密切关系,常在谏语中寄托

着深切的宗国情怀与忧患意识.最为典型者,如公元前５８９年,齐国大夫国佐引«诗大雅既醉»、
«小雅信南山»、«商颂长发»之句,谏晋国大夫郤克.«左传成公二年»载:齐顷公使国佐(宾媚

人)赂晋以纪甗玉磬并割地,以行成于晋.晋郤克因此前出使齐国时遭顷公母羞辱而不可,曰:“必以

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谏曰:

　　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

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 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故«诗»曰:“我

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

非先王之命也乎? «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③

这篇谏辞的背景是齐国被晋国所率诸侯联军打败,欲求和而郤克不许,且出言侮辱,情势对齐国来说

极其不利.而国佐谏郤克之辞,却能因郤克之语而发,引«诗»之句,先以不孝、不义驳之,指出盟主之

行,应尊王命而抚诸侯,斥责晋则不然,不配作盟主;继而表明如晋不许成,齐国将背水一战,语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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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遂使郤克无辞以对,与齐讲和.其谏语鞭辟入里,言辞恳切,柔中带刚,不失大国风范.劳孝舆

«春秋诗话»卷二评之云:“两折晋人,三引诗以畅其说,皆中情理.诗可以言,信矣.”①汪基«古文喈

凤»卷三录之,题作“齐使国佐如师”.也指出国佐之辞威而不怒,既充分揭示了郤克为报仇而忘大

义,也言辞恳切语带感情②.面对国佐之谏语,郤克理屈辞穷.此年秋,晋郤克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
齐归汶阳之田于鲁.国佐不亢不卑,真可谓不辱使命.郤克闻国佐之谏而听之,也表明他尚属有大

局观念而又能从谏如流的贤者.
再如«左传襄公十年»载公元前５６３年夏,晋率诸侯之师灭偪阳,晋悼公欲以偪阳赐宗国大夫

向戌,向戌谏晋悼公之辞,也是情理相兼的名篇.这篇谏辞言简意赅,恳切动人.向戌乃宋国桓族后

裔.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以为向戌为向父肸之孙,杜预则以为是宋桓公曾孙.他深谙礼仪与为政

之道,执宋之政十数年,多次出使列国,应对诸侯,在列国间享有极高声誉.鲁襄公二十七年,向戌促

成晋、楚弭兵之会,更是声名鹊起.楚国大夫椒举谓向戌为诸侯之良,将其与郑国子产相提并论.他

这一年的谏辞,坚辞以拒封,主要是其胸怀国家,公而无私,因此晋君乃以偪阳赐予宋公.
春秋谏辞还有很多,大多是针对某种不合乎道德原则的行为和事件而发,因为要劝谏并阻止错

误的言行.其主要的动机并不在促使事件向坏的方向继续,而是抱着阻止和挽回的意图,故多分析

和评论,大的文类属议论文.受到春秋时期普遍存在的借智于经典的风尚,讽谏之辞大都引据«诗»、
«书»、«礼»、«易»及各类«志»、“谚”、“XX之言”等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文化资源,有些长于辞令、博闻强

识的进谏者还有意引述历史故事,运用举例或类推的说理方式来驳斥说服受谏者.因此,典雅渊懿

是谏辞的基本语体风格.
总而言之,谏辞既是一种以“文言”为核心参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而生成

的特殊话语方式和文体样式.
饶宗颐曾说:“盖讽谏固西汉以来文学之优良传统也.”③这一方面说明春秋时代的谏辞对后世文

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由春秋“经世之文”所形成的关心现实、“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优

良传统.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的议政、咨询和讽谏是从西周“礼乐制度”中发展出来的,作为春秋“礼治”政
治的一种形态和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文”的方式弥补君主专制政体的不足,因而具有强烈的

“尚文”倾向与人文色彩.其核心层面是围绕礼乐传统和君臣德行而进行的言辞的撰制、发布和传

播、接受,它们虽然具备制度的雏形,但这些问对、讽谏、论议之文是否达到发布者或撰制者的预期目

的,则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德行.因此它们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后世法治时代的制度.本文关注的

焦点不在于这些准制度本身,而是其中贯穿的言辞文章的撰作、发布、传播形态,以及它在上古文学

研究中的意义.
通过梳理“礼治”制度下政论、问对、谏辞三类文体的生成规律,我们可以对春秋时期文体及文章

有如下认识:
第一,早期文体的生成大多遵循特定礼仪或制度语境下的“言说”这一特定方式.政论、问对、讽

谏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

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
第二,三种文体在功能上都指向现实的政治需求,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政治色彩.«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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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表»:“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①从其功能观察,上述文体都属于“经国之文”,而此类文章在秦汉以

后相当长的时期是文章的正宗和大宗.
第三,虽然议政制度、咨询制度、讽谏制度代表了春秋时期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新趋势,但春秋社

会礼治政治的核心特点仍是“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之故实”,故而由此产生的政论、问对、讽谏,
在主题和内容方面仍未完全脱离西周“礼乐传统”的尊礼尚德精神.

第四,春秋政论、问对、谏辞的撰制、发表者,多是“君子”,是春秋时期的精英.他们大多践行“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②的人生信条.许多人物,如鲁国的叔孙豹、臧文仲、孔丘,郑国

的子产、子展、子太叔,齐国的晏婴、管仲,楚国的申叔时、屈完,晋国的叔向、赵衰、魏绛、师服,周王室

的史伯、单襄公、伶州鸠等,都是典型的忠臣、圣者和贤者.他们印证了“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

问»)的规律.
第五,从文体演进方面来说,春秋时期的政论、问对、谏辞下启战国秦汉及之后的“问对”、“奏

议”、“章表”等,不仅确立了“引证古训古制或故实＋叙事说理＋评论总结”基本写作模式,而且形成

了典雅富赡、辞清志显、随事制巧的基本语体风格.
第六,以上三类文辞所表现出的关心现实、尊礼尚德、彰善抑恶、尚贤任能的思想取向,以及其言

说者勇于担当、积极探索的现实精神方面,具有启人哲思、益人心智的特点.这奠定了先秦诸子的学

术基础,开启了“百家争鸣”之先声.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刚健有为、积极探索社会

人生的宏大气度和格局.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轴心期”,也是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的形成期.春秋文

学上承三代“文章官守”传统,完成了言辞发布及文章创作由宗教化向人文性的转变,同时下启战国

“私人撰著”、“文体大备”的局面.这一时期不仅文章数量众多、文类丰富、文体成熟,且已出现大批

能文之“君子”和丰富的文体理论.春秋初叶,各体文章源于“世官之守”的礼乐制度,其写作具有程

式化、实用性和集体创作的形态特征.春秋中、末叶,随着世官制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言辞的构

拟和发布转向“私人化”或“个体化”.郭沫若将“春秋时期”称之为古代文学史上的“五四”③,是合乎

实情的.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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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像“玄猿登高”升仙含义释读

曹 建 国

摘　要:在汉代画像材料中,玄猿登高是比较常见的造型.汉画中的猿猴登临位置有楼顶、阙顶、榭

顶,据此汉画像中的玄猿登高图可分为三种类型.汉画中楼阙常有其象征意义,尤其是门阙常指向成仙或

升天.所以汉画中登高的玄猿有导引墓主升仙意义,这也是汉画中猿猴常与仙鹤、凤凰、羽人甚或西王母、

东王公联袂出现原因之所在.汉画中的玄猿登高图及其升仙含义的获得或与战国秦汉间盛行的导引、行

气等养生术有关,并在后世猿猴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体现.

关键词:汉画像;玄猿登高;升仙;养生术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７

在汉代画像材料中,我们随处可见猿猴的身影.它们或现身于杂技百戏场中,攀附在建鼓羽葆

之上;或跳蹿于亭台楼阙之上,与凤凰、羽人为邻;甚或化身为盗玃,盗人妻女而被人攻击.如何理解

这些汉画中的猿猴形象的内涵,学界对此颇有争议.或以为是富贵的象征① ,或以为是邪魔的符

号② .我们认为,对汉画像中猿猴类图像的理解,需建立在图像分类的基础上.不同的图像类型或同

样的图像出现在不同的图像语境中,其意义自然有别.就其中的玄猿登高而言,玄猿登临的楼顶、阙
顶常有升仙含义,而与之相伴出现的凤鸟、仙鹤乃至西王母、东王公以及羽人等也同样呈现出这一意

旨.缘此,我们认为汉画中的登高玄猿有辅助墓主升仙的含义,这一内涵的获得或与战国秦汉间盛

行的导引、行气等养生术有关,并在汉代以后以猿猴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得以承传.

一、玄猿登高图之命名及其类型

汉画“玄猿登高图”之命名,得自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许安国墓祠题记».１９８０年山东嘉祥发

现的汉代画像石墓,其中标记为 M３的墓中出土了墓主许安国的墓祠题记③ .在这篇题记中,修墓人

详记了许安国墓画像石的内容.文曰:
　　琢砺磨治,规矩施张,褰帷及月,各有文章,调文刻画,交龙委虵,猛虎延视,玄猿登高, 熊

嗥戏,众禽群聚,万狩云布,台阁参差,大兴舆驾.上有云气与仙人,下有孝友贤仁,尊者俨然,从

者肃侍,煌煌濡濡,其色若备.
题记中特意点出“玄猿登高”,可见这是墓葬画像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事实上,题记中提到的诸多画

像题材,在已出土的汉画像材料中随处可见.根据与«题记»一同出土的画像石推断,所谓的“玄猿登

　

作者简介:曹建国,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１７ZDA２５４)的阶段性成果.

①　邢义田:«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一本第一分,２００３年３月.又

见氏著«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８ １９６页.

②　[美]巫鸿:«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兼谈叙事绘画与叙事文学之关系»,见[美]巫鸿著,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

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卷,郑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６ ２０４页.

③　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１９８０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高”就是指攀登在楼阁或门阙顶端的猿猴,也就是 M２墓出土的第１４、１５、１６、１７四石.以第１６石为

例,在二层的楼、阙的顶部,有四只猿猴(图１)①.尽管宋山墓画像石是二次利用,但根据题记知其为

墓祠.再将它与山东长清孝堂山、嘉祥武梁祠等墓祠画像石对比,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些浅浮雕楼阙

猿图应即是«题记»中所表述的玄猿登高.因此,我们将之命名为“玄猿登高”应该无碍.

图１　选自«嘉祥汉画像石»图６４

仔细检视目前出土的同类画像石,我们不

难发现,这种“玄猿登高图”主要出土于山东境

内,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苏徐州和安徽淮北一

带,而河南、陕北以及四川都相对较少.以猿

和所登临的位置为标准,我们可以划分出以下

三种不同的类型.

１．阙顶猿猴.具体划分,又可以有几种

小类.

１．１　“楼＋阙＋猴”型,通常组合为二层楼

阁＋重檐阙＋猿猴,猴在阙顶.在这类玄猿登高图中,二层楼房常处于画面中间位置,楼阁每一层都坐

一人或多人.楼阁的两边则有阙,而猿就在阙顶上,通常与鸟配对.这样的组合按照雕刻技法和画面

繁富的程度又可再细化为两种类型.

１．１．a　繁富的浅浮雕类型.上举嘉祥宋山画像石外,同类画像石也见于嘉祥的武梁祠、南武

山、甸子村等.这种组合往往画面繁富,重檐阙的上层会高出二层楼房,或二者齐平.而猿猴或在阙

顶嬉戏,或正从楼顶向阙顶跳跃.而这样的组合中,二层楼顶多为两只凤凰之类的神鸟相对而立,并
有羽人喂食.重檐阙的上层阙顶往往被一熊状神兽托举,如图１左侧的重檐阙.除此以外,在重檐

阙外可能还有大树,并有人在树下射鸟或站立在阙檐射树上的鸟,如嘉祥南武山画像第１石(图２).
在武梁祠、宋山等地画像石中,后一种构图更为常见.

图２　选自«嘉祥汉画像石»图７８

１．１．b　简略的凹面线刻型.如山东长清

孝堂山,嘉祥焦城村、纸坊镇敬老院、蔡氏园等

地出土画像石,都是这种类型.相较而言,这
类风格的画像石构图比较疏朗.如蔡氏园编

号为“画像甲”的画像石,画像正中为二层楼

阁,上层中间为门,门中立一人,左右各有两妇

人.下层为拜谒图,墓主凭几而坐,接受拜谒.
二层楼房的旁边各有一重檐阙,右阙顶有一

猿,左阙下层檐外侧立一鹤.此外有人站立两

旁,右侧有车(图３).

图３　选自«嘉祥汉画像石»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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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选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３卷

«山东汉画像石»图７７

　　１．２　“门阙＋猴”型.与楼阙猴相比,这种图像

没有楼阁,只有门阙,或双阙,或单阙.如１９７６年山

东沂水县后城子出土一块画像石,左残,右部四周饰

十字穿璧纹,中为一门亭,左右有子母阙.门亭两旁

各有一执戟武士,或为亭长与亭卒,门中一女子半身

往外探望,阙顶与门亭上有两只猿(图４)①.又如四

川大邑县出土的画像砖图中为一单阙,阙两边分立两

人,或以为即亭长和亭卒.阙顶檐两边各悬挂一猿,
其中右边猿旁有菱形纹饰(图５)②.而１９７６年山东

微山县沟南村出土的双阙画像石,猿猴站在双层阙下

层内侧,上层为双鹤啄鱼.双阙间一人持戟,两边各站立一人(图６)③.

图５　选自«四川汉代画像砖»图９２ 图６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５０

另外也有一些特例,如在“捞鼎图”或“建鼓乐舞图”中配一阙,阙顶有猿猴.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山东

邹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县郭里镇高李村发掘了一座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墓④.其中,标记为第二石

的画像石位于前室西壁,画面正中为“捞鼎图”,左边为一阙,重檐四阿顶,檐两边各攀附一猿猴.阙

右上方为凤凰之类的仙鸟及喂鸟的仙人(图７).标记为第三石的画像石位于前室东壁,画面正中为

建鼓,建鼓下两骑虎人,两虎共一头,比较奇特.画面的最右端为一重檐四阿阙,阙顶攀附两猿猴,阙
下为两条鱼(图８).

图７　选自«山东邹城高李村汉画像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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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德森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３卷«山东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高文编:«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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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选自«山东邹城高李村汉画像石墓»

２．楼顶猿猴.顾名思义,这种画像中的猿猴站立在楼阁顶部.依据楼阁的形式及其组合,这类

画像也可分为几种小的类型.

２．１　“楼＋楼顶猿猴＋阙”型.其实这种类型可以看作是阙顶猿猴的对应画像.根据楼层多

寡,可以再分为两种小类.

２．１．a　“两层楼阁＋楼顶猿猴＋阙”型.如１９８１年山东嘉祥县城关镇五老洼村出土的汉画像

石第６石,画面分两层,上层正中刻有两层楼房,楼顶上是两只猿猴,楼旁为重檐阙(图９).而山东滕

州桑树镇大郭村出土的画像石,中间为双层楼阁,楼左为伸出去的双层重檐阙,右侧为大树及树上的

凤凰和羽人.在楼阁的下层楼檐上站立一猿,另有一猿似正从树上往楼檐上跳.值得注意的是,二
楼两边楼檐盘旋伸出的龙头,正包裹着楼阁上层(图１０).更为繁富的可以山东汶上县先农坛出土画

像石为例(图１１).

图９　选自«嘉祥汉画像石»图９０ 图１０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２８５

２．１．b　“堂＋阙＋堂顶猿猴”型.«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２收录的是早年微山县出土的一块画

像石,画面上层为一堂两阙,墓主人端坐堂中,两旁为侍者.堂屋有四阿顶,顶两边各攀附一只猿猴,
作向上状,在猿猴下方堂屋的重檐边,各站立一只鸟,似正望着阙顶的鸟.墓主人似乎正专心致志欣

赏下层的建鼓百戏表演,其中三个裸体舞女尤为引人注目(图１２).

２．２　“楼＋猿猴”型.此类型无阙,且根据楼层多寡,可细分为两种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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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２２４ 图１２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２

图１３　选自«中国画像石全集»

第１卷«山东汉画像石»图３２

２．２．a　“两层楼＋猿猴”型.这种图像见于武梁祠,武梁祠东阙

子阙身南面的画像分三层,上层为两层楼阁,楼下为马、饲马人和站立

的武士,楼上端坐二人,侧面有两侍者,楼脊上攀附一猿猴(图１３)①.
而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出土的双层楼阁中,墓主或其妻妾被安置在楼

下,楼上空置,楼顶为猿猴和羽人组合(图１４)②.

图１４　选自«绥德汉代画像石»图５９　　　

２．２．b　“堂＋堂顶猿猴”型.这种画像发现很多,尤其集中分布

于山东微山县南部及江苏徐州和安徽北部地区.皖北、苏北的此类画

图１５　选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４卷

«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图１９

像石一般多用浅浮雕方法,构图简单,猿猴一般攀附在房脊

上.如江苏铜山汉王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中间为四阿式建

筑,两边各有一合欢树,树下各立一人.房中两人似正在玩

六博,房屋的阿顶站立一凤凰,两边檐脊各有一猿猴(图

１５)③.比较而言,鲁南地区出土的此类画像石构图繁富且

充满神话气息.如１９９０年邹县郭里镇高李村 M１墓出土的

一块画像石,画面正中为高大的庑堂式建筑,四阿顶,双重檐

显示出建筑的幽深,重檐边所坐两人也正是此意.墓主人端

坐堂中,堂外两边各坐四人,屋顶左右各有一猿(图１６)④.
当然,最具神话色彩的当属微山出土的此类画像石.如微山

县两城乡出土的“永和四年铭文题记画像石”,是祠堂的后

壁.画面正中刻庑堂式建筑,重檐垂幔,男女主人端坐堂中,两边分立侍者.四阿顶上站立两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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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１卷«山东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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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立:«邹城汉画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正从凤凰口中接珠状物,当为仙药.凤凰两侧为飞鸟,凤凰尾下各攀附一猿,似正拉凤尾.左侧凤凰

尾巴旁有一怪兽,似为熊.根据题记可知,此是文山、叔山为他们的哥哥桓孨所建(图１７).

图１６　选自«邹城汉画像石»图４２ 图１７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１

图１８　选自«绥德

汉画像石»图２９

说到楼或堂顶猿猴,我们应提到汉画中表现庭院或联体楼阁的画

像.这种画像石见于山东、陕西等地,其中围墙或楼顶往往也会有猿猴

的身影.如陕西绥德白家山汉墓画像石,画面表现为三层楼阁,其中三

楼的楼檐有两只猿猴正在向上爬,楼顶上相向而立的是两只凤凰(图

１８),而山东曲阜旧县村出土的画像石,庭院的平面延展效果更加明显,
其中最深处左侧庭院的楼脊上有猿(图１９).关于联体楼阁,我们可以举

１９６６年山东费县潘家疃出土的画像石为例,画面中两栋楼阁有回廊相

连,楼中有人,楼上有羽人、凤鸟和猿猴(图２０).

３．榭顶猿猴.在中国古代,榭可以是无室的厅堂,用于藏器或讲武习

射;也可以是高台上的木屋,用作临观或临时休息的场所.而水榭作为中

国古代园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用于休息或赏景.在汉画像中,我
们经常会看到水榭图,而榭顶常有猿猴穿梭跳跃.１９５９年山东邹县郭里镇

黄路屯征集的一块画像石,画像右侧为一水榭,榭中有人垂钓,榭顶有猿和

凤.榭旁有狭长楼梯,有六人沿梯登楼.水中有三鱼共头,有鹤啄鱼,也有

人正在水中捉鱼(图２１).在这类图像中,榭中人、水中鱼、啄鱼之鹤及捉鱼

之人等构成要素较固定,惟登楼者常常有变.他可以是人,如«邹城汉画像

石»图４４;也可以是人、凤组合,如１９６２年山东邹县郭里镇下镇头村所征集

画像石(图２２);还可以是人与猿组合,如«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２卷«山东汉

画像石»图１８７著录的出土于山东滕州的一块画像石(图２３)①.同类型的

画像石在微山县也很多次被发现,如马汉国主编«微山汉画像石选集»著录

图５１、６８、７６、８６、８８、９１、９５等②.这些画像石极具神话意味,与猿猴组合在

一起的通常是人面鸟身的扁鹊形象(图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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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１６５ 图２０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４３４

图２１　选自«邹城汉画像石»图７４ 图２２　选自«邹城汉画像石»图６８

图２３　选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２卷

«山东汉画像石»图１８７
图２４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３８

二、玄猿登高与墓主升仙

在上文中,我们统计分析了汉画像中三种类型玄猿登高图.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汉画像中

登高玄猿形象的内涵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玄猿登高图中与猿猴一起出现的物象、猿猴的

替代物以及猿猴登临的位置来帮助我们理解汉画玄猿登高图的含义.

５９汉画像“玄猿登高”升仙含义释读



玄猿登高图中与猿猴一起出现的物象大致有四类,其中最常见凤凰,如图１５、１８、２０、２２;也可以

是羽人,如图１４、１７①;还有人首鸟身的扁鹊,这主要见于嘉祥②、邹城、微山,如图２４.此外还有在水

图２５　选自«绥德汉画像石»图１０１

榭图中猿和鱼的组合,如图２１至２４.凤凰是神鸟,羽人是仙人,
鸟首人身的扁鹊则是神医,其内涵都不难理解.至于鱼,既有现

实生活中的食物或祭品的意义,也有文化意义上的多子、祥瑞之

义.同时鱼能化生,如«庄子逍遥游»鲲化为鹏之类,则自然有

不死之义.故汉画中的鱼也被当作升天的工具,如山东苍山县出

土的纪年为元嘉元年的画像石题记中刻有“僮女随后驾鲤鱼”③,
相关的图像如河南南阳王庄汉墓画像、唐河针织厂汉墓画像等

等,表示的应该是升仙图景或天界的景象.总之,汉画中猿猴的

伴随物凤凰、羽人、人首鸟身的扁鹊以及鱼等物象含义都不难理

解,大抵指向成仙、升天和祈福.
再看其替代物,在玄猿登高图中经常与猿猴相互替换的有凤

凰,如楼阁图中楼顶上最常见的画像是凤凰或仙人饲凤,而五老

洼画像楼顶则是两只猿猴(见图９).再者是扁鹊,如«汉代画像全

集初编»著录的两块出土于微山两城山的画像石④.也可以是羽

人,因为在汉代画像材料中,喂食凤凰或从凤凰口中接取仙药的

通常是羽人,如图１７.而在陕西绥德白家山出土的两块墓室竖石

上,站在博山炉上喂凤或从凤凰口中接取仙药的是猿猴(图２５).
当然最重要便是位置,即登高的玄猿经常出现的位置楼顶和阙顶的意义.先看楼顶.在汉画语

图２６　选自«山东画像石选集»图４０

境中,楼顶是仙界与凡界的交界处,楼顶之上便常是仙人活动

的场所.如早年山东微山两城山出土的水榭图,在水榭的上

端,有仙人骑龙列队经过(图２６).同样的图像也见于山东微山

出土的其他汉画像石.正因为如此,在汉画楼阁或阙的顶端,
常有一些仙气十足的图像,如图１７羽人饲凤.在图１中,房顶

上的两只凤凰对着一座博山炉.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中,博山

炉与微观宇宙相类,也可能与某种重要的圣山相关联,其背后

的意趣指向成仙⑤.这种意味在图２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硕大

的博山炉上站立的硕大凤鸟将成仙意旨渲染得淋漓尽致.
图１０、图１１双龙环绕楼阁的画像石尤其值得注意,类似的

图像还有一些,大多出土在鲁南地区.双龙环绕也即«许安国

墓祠题记»所说的“交龙委虵”,表阴阳和合之义,带有祈求长生

的意味.１９５８年山东滕县西户口出土的画像石中一块双龙环绕托举东王公的图像,可以看作是这

６９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意义更加明确的例子见于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第二批画像石第１７石,在左边的阙顶上,一个长发羽人正在逗弄一只猿.详

见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１９８０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在１９７８年山东嘉祥宋山 M１墓出土的第１、３、５石画像石中,这种人首鸟身的扁鹊形象出现在西王母或东王公旁边.详见

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文物»１９７９年第９期.
张其海:«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２期.该文把画像石题记中的“元嘉元年”理解为刘宋元嘉,不妥,

当据其他学者意见解释为汉桓帝元嘉元年(１５１).
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０年,文字说明见第５页,图４１、４２见第３５页.
[英]杰西卡罗森:«中国的博山炉———由来、影响及其含义»,收入氏著:«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论文

集»,邓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第４６３ ４８２页.



种双龙环绕楼阁图像的变体(图２７).而这种双龙环绕图像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视同于伏羲、女娲蛇体

缠绕的变体,如著名的微山县两城乡永和四年(３４８)桓孨祠左壁画像(图２８).伏羲、女娲在汉墓画像

中表示阴阳,也可表示东、西方位,象征汉代墓葬中宇宙空间模式.缠绕的双龙与蛇躯缠绕的伏羲、
女娲,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它们托举的西王母、东王公与楼阁中的墓主、墓主妻妾

也有一定的对应性,表达的应该是墓主升仙的祈求.

图２７　选自«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２２０ 图２８　选自«微山汉画像石选集»图２

再看阙.学术界对汉墓门阙图像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起初阙被认为是地位的象征①,
随着有“天门”题记等画像材料的出现,“天门说”逐渐成为主流②.最近台湾学者刘增贵及日本学者佐

竹靖彦提出门阙象征死者下赴黄泉的神门,并批评了“天门”说的不完备③.其实所谓“天门”、“神门”,准
确地说应该名之为“魂门”.“魂门”常见于汉墓祷祝辞令,与之相应的还有“魂门亭长”,汉代门阙画像中所

习见.死后魂魄入地,此即汉乐府«蒿里»、«薤露»之所歌,反映汉人有关生死之共识.但问题在于,汉人对

死或持二分态度,即真死与假死.«老子想尔注»“没身不殆”注云:“太阴道积,练形之宫也.世有不可处,贤
者避去,托死过太阴中;而复一边生像,没而不殆也.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属地官去也.”又,“死而不

亡者寿”注云:“道人行备,道神归之,避世托死过太阴中,复生去为不亡,故寿也.俗人无善功,死者属地官,
便为亡矣.”④积善得道之人以死为生,步入“不殆”、“不亡”之境.而汉画中的门阙既是进入“练形之宫”
的入口,又是仙宫的符号化象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汉墓画像中对俗世道德的极力宣

扬,以及对祥瑞的热衷.因为这些都是贤人的标志,也是他们能死而复生的表征.同时持戈或戟的魂

门亭长的功能也可以得到解释,即他守护练形之宫,辟邪趋吉,保护墓主能顺利升仙⑤.
正因为门阙有此意义,所以除“天门”榜题外,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些异乎寻常的配置,以表示其意

义.如１９５７年山东邹县峄山镇东颜村收集的一块画像石上,中间为楼阁,楼顶有凤凰、白猿,左右立

双阙,各被双龙缠绕,很显然有提举升天之义(图２９).这可以算作门阙乃“天门”的一个辅证.此外

还有“半启门”,如图４,这一母题通常被认为与成仙有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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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１９６１年第１期.
赵增殿、袁曙光:«“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四川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６期.在该文中,作者给出了

六幅与天门相关的图像资料,涉及铜牌和画像砖.
刘增贵:«汉代画像阙的象征意义»,«中国史学»第１０卷«先秦两汉史专号»,２０００年;[日]佐竹靖彦:«汉代坟墓祭祀图像中

的亭门、亭阙和车马行列»,«中国汉画研究»第１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５ ６９页.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４３页.
姜生:«汉阙考»,«中山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美]巫鸿著,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卷,第４８１、４９１ ４９２页;吴雪杉:«汉代启门图像

性别含义释读»,«文艺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罗二虎:«东汉墓“仙人半开门”图像解析»,«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图２９　选自«邹城汉画像石»图１８９

所以,无论是替代物、伴随物还是其登临的

位置,汉画中玄猿的意义都指向了成仙或升天,
具有长生的内涵或帮助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功能,
就像汉画中的龙、凤等图像一样.而我们如果不

局限于玄猿登高,看汉画中猿猴的伴随物象,其
长生或升仙的意义会更加明显.如四川内江大

梁山 M３１崖墓中,猿猴和仙鹤一起出现,构成一

幅生动的仙鹤玄猿图(图３０)①.而在河南密县

打虎亭汉墓画像中,玄猿骑鹤也别具仙味(图

３１)②.不仅骑鹤,玄猿也可能驾凤,这样的图像

出现在山东邹城画像石上(图３２).甚至于汉墓画像还将玄猿与西王母、东王公配在一起,其成仙升天

的内涵便更加明白.如早年山东滕县西南乡出土的西王母画像石,其座下神兽中,就有猿的身影(图

３３).而１９８２年在滕县官桥镇后掌大村发现的石椁画像,画面分两层,其中下层为神仙题材.在西王母

和东王公的座下,都有猿猴(图３４).尤其１９７３年山东苍山县出土纪年为元嘉元年的画像石墓,其中

墓门左立柱上格刻西王母坐在符号化的昆仑山上,手执仙草,座下有九尾狐和猿猴.下格刻两仙女,
似行走在山巅云间.在墓石题记中,其解释这幅画像曰“左有玉女与仙人”,与画面可谓若合符契(图

３５)③.

图３０　选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７卷«四川汉画像石»图２８ 图３１　选自«密县打虎亭汉墓»图２２５

图３２　选自«邹城汉画像石»图１７９
图３３　选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２卷

«山东汉画像石»图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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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高文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７卷«四川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张其海:«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１９７５年第２期.



图３４　选自«中国画像

石全集»第２卷«山东汉

画像石»图１７６

陕西绥德军刘家沟出土的一块墓门横梁画像石,描述了墓主人成仙的

过程,故可名之为墓主升仙图.画像采取自右向左的叙事方式,画像的左段

刻的是西王母,其旁边围坐三位仙人,另外还有三足鸟、九尾狐和捣药的玉

兔等常见的汉画西王母图配制物.画像的右段,墓主由羽人引导,乘坐鸟拉

仙车从东向西进发,去拜见西王母.在墓主乘坐的仙车前,上有飞翔的羽

人,前有载歌载舞并击打乐器的蟾蜍、玉兔.而值得关注的是在羽人的下方

有一只猿,其拿着不知名的乐器,和蟾蜍等一起,引导墓主向西王母进发(图

３６)①,这可以算作是猿猴具有引导墓主升仙意义的确证.

图３５　选自张其海«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此为局部图

图３６　选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５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插图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黄泉背景下,在现实世界的楼阁装饰中汉人也喜欢猿猴题材.东汉王延

寿«鲁灵光殿赋»中记载灵光殿富丽堂皇的“丹彩之饰”曰:

　　虯龙腾骧以蜿蟺,颔若动而躨跜.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虵蟉虯而绕榱.白鹿孑蜺于欂栌,蟠

螭宛转而承楣.狡兔跧伏于柎侧,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舑舕以龂龂,却负载而蹲跠.齐首目

以瞪眄,徒眽眽而狋狋.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跽而相对.仡欺 以雕 , 顤顟而睽睢.状若

悲愁于危处,憯 蹙而含悴.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

髣髴.②

王延寿赋中所描述的图景,有很多我们可以在汉画像中找到.如墓门楣画满蟠螭纹,龇牙咧嘴承负

着阙顶的熊,而“胡汉战争”和“仙女窥窗”也是汉画常见题材.当然我们感兴趣的是“狡兔跧伏于柎

侧,猿狖攀椽而相追”.关于兔子,我们在汉画中常可以见到,如西安交大壁画墓.又如陕西定边县

郝滩东汉墓中也有发现,并且被六颗星星包围,表示西方星宿中的昴宿③.灵光殿中描绘的兔子或也

有此意义,因为灵光殿“规矩制度,上应星宿”,并且这被认为是它遭遇汉室中衰而不毁坏的原因.那

么猿或也有此意义,在汉人的观念中,猿也对应天上的星宿,如«五行大义»引«春秋运斗枢»:“枢星散

为龙马,旋星散为虎,摇光散为猴猿,此皆上应天星,下属年命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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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汤池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５卷«陕西、山西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１４ ５１５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５６页.
[日]中村璋八:«五行大义校注»,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８４年,第２２０ ２２１页.



三、玄猿长生升仙内涵的文献释证及文学表现

从上述分析来看,汉画像中玄猿登高具有长生或升天内涵似毋庸置疑.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

会赋予玄猿如此内涵呢?
从考古发现看,人类很早就与猿猴建立起了某种关系.在距今四千多年的拉萨曲贡新石器文化

遗址中,考古人员就发现了陶制猴面贴饰,专家认为与猴祖宗教信仰有关①.而在距今三千多年的殷

墟祭坑中也发现了猴骨,考古学家将之认定为家畜②.在妇好墓出土的玉雕中,也发现了精美的圆雕

玉猴.其状蹲坐,仰面朝天,稍向左侧,圆眼大鼻,前肢上拱,后腿平撑,短尾压于臀后,头上雕有细

毛③.或以此证明殷商时期即有“猴戏”,但考虑到甲骨卜辞中有“猱”,与殷人高祖“夔”为同源分化

字,或许也应该考虑到其与商人精神信仰间的关系.
出土文献中,较早把猿与长生观念联系起来的是«山海经».«山海经南山经»:“堂庭之山,多

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水玉即水金,赤松子曾服之以成仙.黄金也与成仙有关,它是仅次于

丹砂的仙药.棪即君迁,它的果实曰君迁子,亦即黑枣,而枣是仙家之常食.可见堂庭之山上的水

玉、黄金、棪木等均与长生有关,据此推断白猿亦当与长生关系密切.
猿被赋予长寿、升仙之义,盖与古代导引、行气之术有关.“猿”字当作“蝯”,«干禄字书»:“猿俗,

猨通,蝯正.”④所以«尔雅»、«说文»有“蝯”而无“猿”、“猨”.«尔雅»:“猱,蝯,善援.”«说文»:“蝯,善
援,禺属.”其义皆从“爰”而得,«说文»:“爰,引也.”甲骨文“爰”写作“”,正像援引之形.“蝯”既有此

义,故文献多将之与导引、行气相关联.«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

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所谓的“熊经鸟申”,成玄英疏:“如熊攀树而自经,
类鸟飞空而伸脚.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魂,延年之道,驻形之术.”⑤而猿类熊,甚至比熊更善于爬

树.故古代说导引行气之术,常以猿猴为名.如«淮南子精神训»:“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

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荡而不失其充,日夜无伤而与物为春,则
是合而生时于心也.”⑥这段文字与«庄子刻意»中的那段文字相仿佛,只是增加了几种动作.其中

“蝯躩”即«抱朴子杂应»之“猿据”⑦,名之为“聪耳之道”,大概指像猿猴那样在树上攀爬、跳跃.当

然记猿与导引相关最著名的文献便是«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载华佗语:“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
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
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⑧其中提到猿.

出土文献中,马王堆帛书«导引图»中提到了“木侯讙”和“猨 (垀)”.李零根据图中人物造型,
推测“木侯讙”即猕猴喧呼,“猨 ”是模仿猿猴叫声⑨.笔者认为李零释“木侯讙”义或然,而“猨 ”则
否,其义当即“猨据”.张家山汉简«引书»中提到了“受据”,并且提到了具体的练功方法.“受据”当
为“爰据”之误,“爰据”即“猨据”.根据«引书»,“受(爰)据”锻炼的部位是人的腰,其动作分解为“右
手据左足,挢左手负而俯左右,三倍之,两手奉,引前两旁 之”.其分解动作与猿猴前后四肢行走时

动作很相似,锻炼的部位也相同.这种锻炼方法也可以与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出土的导引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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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拉萨曲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７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３４页.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５５５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图见第１５７页,文字解说见第１６２页.
颜元孙:«干禄字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３页.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５３５ ５３６页.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２３０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７４页.
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方技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０４页.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２页.



印证,俑双膝着地,身前倾,头上仰,左手抚地,右手上举(图３７).而同墓出土的还有陶猿、陶鸟等.
笔者认为动物俑也和导引俑相关联的,是导引俑动作的实物说解,如陶猴对应图３７的导引俑(图

３８)①.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曰:“猿之所以寿者,好引其末,是故气四越.”苏舆注:“«御览»
九百十引«繁露»曰:‘蝯似猴,大而黑,长前臂.所以寿者,好引其气也.’”②这里说的便是猿善导引其

气,故能长寿.十二生肖以猿配申,«诗推度灾»:“申者伸也,至是而万物大舒精也.”③大舒精当即大

舒筋,与伸展之义正吻合.

图３７　选自«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 图３８　选自«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

猿之长生、升仙内涵,还与房中术相关.房中术又称“接阴之道”、“御妇人之术”,实质上属于性

科学.其中有关性技巧、性体位的内容,有与猿相关的称名.传世文献如«玄女经»之“猿搏”、«洞玄

子»之“吟猿抱树”等,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养生方»:“益产者食也,损产者色也,是以圣人必有法

则.一曰彘角,二爰据”共有七法,都是房中术④.«合阴阳»:“十节:六曰爰捕.”⑤«天下至道

图３９　选自«中国画像

石全集»第３卷«山东汉画

像石»图１３０

谈»:“六曰爰居,思外.”⑥其实“猿搏”、“猿捕”、“猿据”内涵悉同,都是说

性体位为女仰男立,男擎女腿如猿猴攀树⑦.这当然很容易让我们想起

汉代画像中的爬树猿猴,如１９８５年山东莒县沈刘庄出土一块画像石,
为前室西壁中立柱正面画像.画面为一棵大树,树上站立一仙鸟,树干

有猿猴正往上爬,树下有人射箭(图３９),尤其是汉代“玃盗女”题材画

像,这类画像主要见于四川,其内涵当与升仙有关.有趣的是,汉画中

所谓的“秘戏”题材也多见于四川.有时甚至“玃盗妇”题材与秘戏图一

起出现,如２０１１年四川屏山县福延镇庙坝村２０１１PBM１出土画像石棺

(图４０)⑧.目前学术界对此类画像的意义尚无细致深入的讨论,我们认

为它的解释或许可以从房中术的角度展开.在古代,房中术并非仅属

于性学,它同时也属于养生、气功类的方技之学,又与追求长生相关的

登仙术相关,所以猿也会因此具有升仙之义.
战国秦汉时期导引行气、御女辟谷等养生之术盛行,出土及传世大

量相关文献可为明证.养生术所以盛行,一者因其确有强身祛病之功

效,另者也是受到了神仙思想的影响.战国秦汉以来,神仙方术认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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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阳谷县吴楼一号汉墓的发掘»,«考古»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
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４４９页.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７５页.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六),第６２页.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六),第１５５页.
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六),第１６８页.
关于“猿据”,周一谋等解释为“模仿猿猴引取物品的动作”(周一谋等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第４０３页),马继兴解释为“模仿猿猴蹲坐之状”(«马王堆古医书考释»,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９０页),李
零采纳夏德安的意见,解释为“女仰男立,男擎女腿,如猿猴攀树”(«中国方术考»,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１４页).本文采用

夏德安、李零的说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宜宾市博物院:«四川屏山县斑竹林遗址 M１汉代画像石棺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５

期.



图４０　选自«四川屏山县斑竹林遗址 M１汉代画像石棺墓发掘简报»

引、行气、房中术等可助人长生不死或容颜不凋,并将之与仙话相联系.如王乔、赤松子,«淮南子
泰族训»:“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虚

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也记载彭祖“善导引行气”,邛疏“能行气练

形”②.在此思想背景下,那些辅佐或被取之以明导引、行气、练形、飞升的动、植物或原本就是仙物,
如龙、凤、扶桑;或原本就是半仙半俗之物,如鹿、虎之类;而有的则被逐步仙化,如熊、鸱鸮、猿猴之

类.还有一些可能受到了谶纬观念的影响,一些祥瑞之物也可表指升仙意义,如连理树、嘉禾之类.
这是因为在谶纬语境中,升仙也是德的表征,仙人也有祥瑞之义,如西王母献瑞之类③.上引«春秋运

斗枢»曰猿上应摇光,可见猿也有祥瑞之义.而作为自然的精灵,猿逍遥山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

存状态也与神仙术士追求的生存境界不谋而合,为其仙化提供了某种理据.
猿猴既有灵便的身形,又与长寿、升仙有关,故猿很早便以灵怪形貌示人.«吕氏春秋不苟»和

«淮南子说山»都记载楚王有神白猿,或“善射者莫之能中”,或“搏矢而熙”射者.唯养由基能射之,
令其“拥柱而号”,故班固«幽通赋»曰:“养由基睇而猿号.”④汉代及其以后,由于受到谶纬的浸润,尤
其是道教的影响,遂于后世小说、戏曲中渐渐演化出众多猿仙(包括猴精)形象.

它们或精通击剑,甚或被称为剑术之祖.最早见于«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的记载,越
国有精通技击女子应越王之聘,“将北见于王,道逢一翁,自称曰袁公.问于处女:‘吾闻子善剑,愿一

见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惟公试之.’于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颉桥未堕地,女即捷末.袁公

则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⑤.白猿也因此成为剑术之祖,后世称道剑术高超,常以白猿公作比.
如李白«结客少年场行»之“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杜牧«题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韵»“授符黄

石老,学剑白猿公”等,皆然.而后世的仙猿小说或戏剧中,剑成为其必备之佩饰,精通剑术也成为其

必备之特征.如著名的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中的神白猿,舞剑“环身电飞,光圆如月”.«申阳洞

记»中的李德逢斩杀群猿妖所用的宝剑,也是猿妖之物.尤其是«绿野仙踪»中的袁不邪精通一十二

路青龙双剑法,小说最后记载了袁不邪舞剑的情形,“初时若两条白练,一起一落;次后犹如百道银

蛇,攀折远近;再次镶一轮明月,与天上月色争圆.至后,止觉寒辉冷气逼人眉宇,令人生怵惕之心.
看到眼花缭乱处,通无人影,又像一片雪山来回摇动.真仙传也”.小说写到最后,甚至写到袁不邪

能隔山断树,且只是一瞬目间又剑复在手⑥.
又或年寿绵长,精通占候,俨然神仙.如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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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６７６页.
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３８、４０页.
曹建国:«谶纬叙事论略»,«文艺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３５页.今或有异文,详细考证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

校释»,第１６３５ １６３６页.
赵晔撰,吴庆峰点校:«吴越春秋»,«二十五别史»第８册,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６页.
李百川:«绿野仙踪»,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４５页.



　　周群妙闲算术谶说.游岷山采药,见一白猿,从绝峰而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书刀投猿,
猿化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迈也,忘其年

月,犹忆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数.至颛顼时,考定日月星辰之

运,尤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迩来世代兴亡,不复可

记,因以相袭.至大汉时,有洛下闳,颇得其旨.”群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

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奔吴.皆云:“周群详阴阳之精妙也.”蜀人谓之“后圣”.白猿之

异,有似越人所记,而事皆迂诞,似是而非.①

周群乃三国时蜀人,«三国志»本传称其精于候算之学.«拾遗记»托事于周群,言其候算历数之学得

之于白猿,其意在彰显白猿之异.而白猿之异尚在于其寿久远,“忘其年月”,似已入不死之境.在

«补江总白猿传»中,白猿不仅年寿千岁,且“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故能自算生死之

期,与«拾遗记»所记白猿颇为吻合.宋元以后的小说、戏曲中的猿仙或猿妖,无不长寿.如杨景贤

«西游记»杂剧中的通天大圣饮玉皇殿中的琼浆,盗太上老君的仙丹,所以神通广大,长生不死.«陈
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的猢狲精齐天大圣,也是“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此猴精虽不通谶读简,但也

常到红莲寺听长老说禅机、讲佛法.
同时也因为猿戏或猿剧与房中术、养生术的关系,这些文学作品的猿仙或猴精大都好色,公猿盗

妇或母猿劫夫等题材作品屡见不鲜,并且这些猿猴的性能力也常常惊人.«白猿传»中的白猿盗取三

十多美女,竟能够“夜就诸床嬲戏,一夕皆周,未尝寐”.杂剧«西游记»中的通天大圣自诩“金鼎国女

子我为妻”,«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的齐天大圣“兴妖作法,摄取可意佳人”,甚或它自己也承认“无能断

除爱欲,只为色心迷恋本性”.此外如申阳洞主、«会骸山大士诛邪»中的猴精等,无不贪恋女色而掠人妻

女.对猿猴性能力的渲染或与道家阴阳采补观念有关,如南宋曾慥«类说»卷十二«老猿窃妇人»:

　　晋州含山有妖鬼,好窃妇人.尝有士人行至含山,夜失其妻.旦而寻求,入深山.一大石有

五六妇人共坐,问曰:“君何至此?”具言其故.妇人曰:“贤夫人昨夜至此,在石室中,吾等皆经过

为所窃也.将军窃人至此,与行容、彭之术,每十日一试,取素练周缠其身及手足,作法运气,练

皆断裂.每试辄增一匹,明日当五匹.君明旦至此伺之,吾等当以六匹急缠其身.候君至,即共

杀之,可乎?”其人如期而往,见一人,貌甚可畏.众妇人以缠至六匹.乃直前格之,遂杀之,乃一

老猿也.因获其妻,众妇皆得出,其怪乃绝.②

其既明确说猿精盗女是为了“行容、彭之术”,可见道教施予之影响.并且随着道教的渗入,佛教等也

逐步介入,如大士除害之类,使后世猿仙或猴精类题材的小说、戏曲成为儒、释、道等各种力量博弈的

舞台.直至«西游记»出现,在广泛吸纳前代小说、戏曲猿猴题材基础上,融合众家观念,创作出孙悟

空这一颠覆、融合前代猿仙和猴妖的集大成形象.
总之,我们认为猿因其善引气而被赋予长寿意义,再经战国秦汉间神仙方术及汉代谶纬观念的

浸染,猿被逐步仙化.汉代画像中大量出现仙猿的形象,并赋予其升仙或导引墓主升天的意义,其思

想背景正在于此.后世由于宗教的介入,出现大量以猿为题材的传奇志怪、戏曲小说.这些猿猴或

仙或妖,或正或邪.而如果追溯这类题材的思想渊源,汉画中玄猿登高图所具升仙内涵及长生主旨

正是值得密切关注的一环.而如果充分考虑汉画像中其他类型的猿猴题材,如可能与防止马瘟疫习

俗有关的猴子骑小马图像,以及玃盗妇题材的画像等,则后世猿猴题材的小说戏曲与汉画像关系便

更显密切.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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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嘉撰,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９５ １９６页.
曾慥:«类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６２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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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胡适:他们的“中国与世界”
郑　春

摘　要:重读胡适,最为感怀的是那一代学人对“中国与世界”的崭新理解,以及竭尽全力沟通两者的

不懈努力.求学海外,胡适等人强烈意识到人文科学对提升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境界,对输入新思想再造新

文明的决定性意义,努力完成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的留学答卷;重回祖国,他有效运用在国外学

到的现代思想和理论,大力倡导文学改良,并在创作上率先尝试和实践,建构具有崭新形态的现代文体系

统;他大胆提出“充分世界化”的主张,热切期待新一代中国人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适合新世

界和新时代的新文化.这一切,使后人深深感念这位２０世纪新文化的播种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应

对今天的诸多问题,建设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胡适;中国;世界化;新文化;新文学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８

一、“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

１９１０年的夏天,经过艰苦准备和焦急等待,１９岁的安徽青年胡适终于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

格.这是清朝政府用庚子赔款所设立的一项留学资助项目,同时成行的还有赵元任、竺可桢等中国

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那个风云变幻的特殊年代,社会风气悄然发生着某种重要的变化,读书人

渐渐改变着对海外世界的种种偏见,而出国留学则成为一种能给青年学子带来光明前途和切实利益的

有效途径.生长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年轻人,第一次以一种异样的目光较为真切地审视中国之外更为

广阔的天地,第一次能够较为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第一次将自己与世界如此密切地联系

在一起.与前辈青年不同,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吹拂下,他们已经基本超越了国人对西方世界无知和盲

目的阶段,也超越了相当长时期的种种误解和恐惧,众多的文化青年开始向往着出国深造,渴望着到一

个先进的国度去接受更多的现代教育,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① .
值得注意的是,对许许多多渴望和等待的青年学生而言,争取早日出国学习,实现留学目标是第

一位的.但出国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换句话说,留学究竟学什么,如何学,学了以后干什么,对大多

数留学生来说,却是一个不甚明确的课题,甚至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许多著名的人物如鲁迅、郭沫若、
徐志摩等都曾表达出同样的困惑.胡适最初是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来到美国的,他后来这样回

忆:“民国前二年,我考取官费留美,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

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哲学,也不

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② 我们以为,这些话是相当坦率和真诚的,很有代表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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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科学,是时代的潮流,是国家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代青年与自身利益密切相连的强烈渴望.但理想

终归是理想,它与现实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差距,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距.最初的激动和兴奋过去以

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诸多的问题、矛盾和困惑,其中最关键的是专业学习与个人兴趣之间的差异、相
斥乃至冲突.胡适来到美国后不久便发现,自己匆忙所选的农科专业不仅非己所长,也非己所好,尽
管经过努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与自己真正的喜爱实在相差甚远.在第二年一门叫“种果学”的
选修课上,这种不满达到极点并强烈爆发.他不仅直接怀疑所学的数百种苹果分类究竟用处何在,
而且以这种怀疑为起点,认真严肃地反思自己的专业选择是否已经铸成大错?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学农实在是违背自己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后来在一首小诗中,他这样回

顾自己的思想历程:

　　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
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
匆匆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以不当为?
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岂今所当问? ①

“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在这里,作者不仅把“学”与“时”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而且进一步,对什么

是“时”,什么是真正的“时代要求、救国利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胡适的有关思考在他的«非留学

篇»一文中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在这篇发表于１９１４年１月«美国学生年报»上的文章中,他大声疾

呼:“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砖也;留
学者,费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那么,留学目的究竟是什么

呢? 胡适回答:“要言之,则一国之派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

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生可以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对于自满清末年以来历届政府长期奉

行的“重实科轻文科”的留学指导思想,胡适尖锐地指出:重工轻文,只可能求得一时之利,却会留下

长远的祸患,“虽极其造诣,但可为中国增铁道若干条,开矿山若干处,设工厂若干所耳! 于吾群治进

退,文化盛衰,固丝毫无与也”.他认为,尽管文科教育是一种投资长、见效慢的工程,但绝不能因此

而忽视和放松对文科的建设,因为它对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境界乃至政治结构,对输入新

思想再造新文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同等重要的.他说:“吾非谓吾国今日不

需实业人才也,实业人才固不可少,然吾辈绝不可忘本而逐末.须知吾国之需政治家、教育家、文学

家、科学家之急,已不可终日.”胡适甚至特别以梁启超、严复以及詹天佑等人为例,强调只有文科才

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才能真正实现救国的理想②.有意味的是,细读中国现代史,我们

看到,实用和救国始终是主导一代又一代中国学子海外求学的主线,当年许多留学生压抑自己浓郁

的人文学科兴趣,投身自然科学是由于这一原因,后来相当一部分学子从理工转向文科,转向文学,
根子里依然是这一原因,其实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事件和现象都可以从救国和实用上找到

更深层次的原因和线索.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在专业选择和变更过程中,与顺应社会时尚相对立,胡适特别强调了“个人

兴趣”问题.他说:“我后来在公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
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

准才是正确的.”③尽管在这方面胡适的言与行之间也还是有距离的,他很难做到彻底不顾社会时尚

特别是不顾国家的需要,况且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国家需要总在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他们,但
这里他们对留学生个人兴趣的强调,无论对留学群体还是对他个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例证,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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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鹏、范桥编:«胡适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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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６页.



适后来一再强调之所以变换专业,是因为自己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学尤其是政治史,文学特别

是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促使胡适在留

学岁月的第二年,便毅然决然地转入了文学院,他要在自己的慎重选择之后重新开始,在自己喜欢的

专业、喜欢的领域中扎实求学,并且有所作为.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发现,现代作家的这种专

业转向往往会产生一种奇妙的作用,对胡适而言,这次专业方向的调整及时而关键,很快便见成效,
他不仅喜爱,而且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曾多次告诉朋友自己“感到很快乐”.在此后的留学生

涯中,他不仅积极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而
且自觉地深入钻研本国的传统典籍,思考中国文化革新的路径,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突

破口,从而奠定了其一生事业坚实的基础.一部«胡适留学日记»便是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只要把

这部日记与当时国内的学术文化状况作一简单比较,就不难看出胡适在视野、方法以及思想等方面

所展现出的颇为超前的一面.其用心之苦,涉猎面之广,钻研之深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甚至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也体现出这种努力.尽管类似的题目曾因“在
国外大谈中国问题,在国内大谈外国问题”之嫌而屡遭讥讽,但胡适试图以新眼光、新方法、新手段,
总之以一种新的视野和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旧思想、旧学术进行科学整理和现代评估却是显

而易见的.
当获悉胡适改换专业方向,并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后,正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的留美学子梅光

迪颇为振奋.他不仅立即致信胡适表示坚定的支持,而且以斩钉截铁的语气高度评价了这一转变的

意义.他说:“足下之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

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 足下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

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①把学习农学比作老农显然是不妥当的,甚至有欠公允,但梅光迪对文学的

推重、对胡适的期待、对未来新局面的开拓渴望却是明显和强烈的.在这封热情洋溢的通信中,他以

“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开一代风气的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陈亮相比喻,将胡适的改科当作中国

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事件,并且认定将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打开一个崭新局面的必是胡适无疑.这些极

具感染力的语言无疑给胡适以巨大的支持和力量,不仅坚定了他改换学科的决心,更为重要的使他

下定决心,要在未来为祖国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狂潮,为大中华创造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新文学.胡

适的留学之路在百年中国留学史上具有某种代表性和标志意义:在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都在苦苦寻

路的时候,他跨出国门求知海外;当所学专业与理想志向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转换方向、重
启征程;当目标明确路径选定以后,他又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最为扎实有效的知识准备.至此,胡
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他所期待的“留学者”答卷,其核心和主线则是学什么、怎样学、为什

么学,以及“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的寻找和规划,这一切直到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自古成功在尝试”

仔细阅读胡适的留学日记,我们可以深切感到,“国人导师”的情结极为浓郁.他不仅以此为目

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积极准备,认真筹划,而且时时以任重道远来激励自己.他费尽心血、精心撰写

的博士论文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化,并使它能同中国

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在论文的“导论”中,他的结论是,唯有依靠新中国的知识界领

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才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自

己的文化精华联接起来.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一种坚定的自我定位和目标导向.１９１７
年夏天,经过七年的留学苦读,胡适在通过论文答辩之后,没有等到学位的正式获得便匆匆回国了.
这时正是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胎动、萌发以及成熟喷薄时期,回到祖国大干一场的强烈渴望,以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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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时间去开天辟地的创造意识与日俱增.他显然认为在中国国内开辟一片崭新的文化天地,为祖国

造就“不亡之因”、“繁荣之术”,远比在美国等待学位的取得要重要得多,迫切得多,意义巨大得多.
所以,在学位证书与人生事业的大抉择中,胡适勇敢而又充满激情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历史选择了

胡适是由胡适选择历史来完成的.在归国前夕,胡适满怀豪情地在日记中摘录了英国宗教革新运动

时一句著名的诗句:“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并将之称为“少年中国的精神”①.这种精

神状态,这种高调举动乃至这种豪迈情怀,在长期以来沉闷压抑的中国是极为难得的,而在那一代留

学生身上却时时展现出来.
我们以为,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不可替

代,今天依然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其一是在理论倡导方面的异军突起和不同凡响,他对文学

革命系列理论的精心选择和有效运用,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眼光和功力.他手中最主要的利器是求学

时代欧美学界最新的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他不仅大胆选择,灵活吸收,一些时候甚至是直接拿来,
变通运用,令社会各界眼前一亮.

唐德刚在谈到胡适的思想源泉时,曾尖锐指出:“青年期的胡适是被两位杰出的英美思想家———
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相当彻底,洗到他六十多岁,还对这两位老辈称颂不止.这也

就表示胡适的政治思想,终其生没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②我们以为,指出胡适思想一生深受安、
杜二位的影响无疑是有道理的,但说他终其一生没有跳出两人的思想框框似乎有些绝对和偏颇.因

为纵观胡适一生,视野之宽阔,吸收之广泛,运用之灵活,远非安、杜二人及其思想可以完全包容和统

摄,当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我们以文学革命时期胡适最重要的文章«文学改良

刍议»为例.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中,胡适从文学进化论出发,明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
入手,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极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重要主张.作此文时,胡适还是一名留

学海外的在读研究生,他后来多次解释,说这些想法是其留学期间长期思考,并与同学们反复探索乃

至争论的结果.然而,我们细究其因,却能清晰感受到其留学年代社会潮流的明显痕迹,甚至是某种

决定性的影响.１９３６年,胡适在其«留学日记»“重印自序”里特意强调:“我在１９１５年暑假中,发愤尽

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

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
我的文学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③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

特意强调并提醒研究者要特别注意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文学运动对胡适的影响,那个年代不仅是美

国诗歌的新纪元,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上的新纪元.美籍学者周策纵在其著名的«五四运动史»中着

意指出,胡适和其他一批文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正是“在这个充满创作性和启发性的时代留学美

国”④.我们认为,如果说胡适最初关注语言问题是有一段个人经历的原因,正如他在«逼上梁山»中
所讲述的,是钟文鳌等人的言行刺激和启迪了他,促使他开始关注祖国的语言问题;那么,他探索的

深化和思考的成熟,特别是系列观点和主张的提出,无疑受益于当时美国“新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
也就是说,深深打上了求学时代和留学背景的清晰烙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行

文风格,在很多地方与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家庞德惊人相似,比如影响甚大的所谓“八不主义”就是

如此.庞德有一篇著名文章,题目也叫«几个不»,今天我们再细细阅读这篇文字,感到它与胡适的文

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十分相似,基本上是一脉相通的⑤.细读胡适留美期间的日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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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其卷十五中发现这样一则有意思的剪报:１９１６年«纽约时报»的一则“书评”,题目是«印象派诗

人的六条原理»,其中提到“用最普通的词,但必须是最确切的词;不用近乎确切的词,也不用纯粹修

饰性的词”,“创作出确切、明朗、具体的,而不是模糊和不明朗的东西”等等,更有意味的是,日记中胡

适特意在简报下面添加了一条按语,“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①.由此可见,胡适的文学

主张与意象派理论之间,明显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最起码胡适是知晓并了解“此派主张”的.之所

以指出这些,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论证胡适与西方文学流派之间的源流关系,也不是考证胡适的照

搬照抄或者随意挪用等问题,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思想武器中,确实存在这

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对西方文艺理论灵活吸收和直接运用,甚至一些重要论点本身就是

当时美国流行文艺思潮的直接翻版.我们认为,这一切不能看作胡适的不足,而应看作他的特点,在
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他的优长所在.正因为他具备这样的力量,能够以开阔的胸怀和目光,精心选择

那些时代变革最需要的理论武器,并联系实际,大胆使用,才能在那样特殊的时刻,明确地及时地提

出那些具有震撼性的理论主张,从而掀起那样一场意义远大的文化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充分

利用这些理论武器,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文言表达的局限所在,认定语言方面存在的弊病是中国走向

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并且旗帜鲜明且言之有物地提出系统主张,无疑在新文学倡导中起到了极为关

键的作用.我们以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价值和意义恰恰表现在这里.正如周策纵所言:“语言

表达的方式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思路、思考和行为.白话文的成功推展,可能已促使中国文字变色和

变质了.这无疑的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②

胡适对中国新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大胆尝试,不顾一切地尝试,勇于“领风气之先”,这突

出地表现在对现代文学样式的引进和创建方面.当年胡适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要尽快运用自己的所学所知,促使祖国发生某种积极的变化.他选择文学为突破阵地,努力探索文

学体式的创新,力矫当时流行文学形式的陈旧与僵化,明确指出旧形式装不下新思想,甚至会严重阻

碍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他竭尽全力投入新文化运动,并将之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目的就

是以此实现中国人文传统的某种变革.他明确提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
的宗旨,努力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并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

的必要条件,这一切无疑将白话文运动明显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不仅是这

一运动的理论论证者和积极倡导者,更是一个恪尽全力的实践者和先行者.也就是说,他不仅这样

说,更是这样做;不仅勇于提出理论,更是率先垂范,在理论指导下率先实践,大胆尝试,甚至不顾得

失成败,“尝试尝试再尝试”.
应当看到,胡适一生对文学事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他在回忆录中一再谈到自己青少年时代

所受的文学熏陶,坦承内心深处对古典文学的珍爱,以及曾经有过的种种文学冲动等等.１９２２年３
月４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与周氏兄弟的一次颇有意味的谈话,他这样写道:“与启明、豫才谈翻

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

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
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③在这些温情的文字中,胡适把文学创作当作了“自
己的事业”.但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学者,他对自己还是有着相当理性的认识和判断,他
深知自己艺术创作能力有限,文学写作明显非己所长,他多次说过自己缺乏创造的潜力和艺术的灵

感,也就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然而,胡适的可贵尤在于此,虽然自己能力有限,“没有文学的野

心”,但因为新文化运动倡导的需要,他还是愿意勉为其难,努力去身体力行,率先示范,做一些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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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尝试着迈出示范性的第一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率先出版了一部翻译小说集,最早尝试用

白话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创作了一部白话剧本«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新形式;第一次将传

统小说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开创了一个新学科“红学”;并且还完成了数篇严格意义上的白话散文

和杂文作品,还结集出版了令人褒贬不一的新诗集«尝试集»,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意义

的开山之作,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用白话创

作新诗的人物之一.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便开始思考中国诗歌的改革问题,并从翻译外国诗歌入

手,尝试着用白话写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以白话做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
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

事?”①回国以后,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他渴望能有一种“样品”,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与“可
行”,１９２０年他终于完成并正式出版了«尝试集».尽管这些创作曾受到种种的非议和责难,甚至在

诸多文学史著中都被当作诗歌不成熟的例子.但平心而论,胡适诗歌也有其独到之处,不可一概而

论.他的诗中所深深蕴含并时时闪烁着某种理念、感悟甚至是思辨的光泽,以及率真亲切、自然流畅

的语言表达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胡适曾这样评论自己创作的长处和短处,他说:“我的长处是明白

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

显.”②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胡适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开一代思想风气的重要原因.唐

德刚就曾特别强调:“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事实上就是本篇所叙述的,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

试作.这虽然多少也是那时的‘时势’所铸造出来的,但是胡氏毕竟是第一个‘英雄’.”③

以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对现代文学建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文学体式的创

新建构.文学体式,是指由一定的话语秩序所构建的文本形式,它既是作品所显示的语言秩序,又是

社会文化精神和作家人格内涵的载体.文体的建构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方

面,客观地说,文体古典形态的终结和现代形态的确立及其演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社会进

程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念、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的现代化需要,不能不说是最根本的客体原因.但是,
同样应该看到,短短几年的五四文体革命,就基本摧毁了经营几千年的古典文体规范,初步建构起具

有崭新形态的现代文体系统,从文学本体自身来看,大力引进与传统迥然异质的西方文体系统是一

个重要原因,胡适等人的开创、实践、创新,以及“尝试再尝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胡适晚

年曾不无自得地对青年人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④此话不无

道理.

三、“充分世界化”

回顾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发展历程,最让人感怀的是那个年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那个年代读

书人看世界的眼光和境界,以及在这种眼光和境界中所展现出来的某种崭新气象.其实近百年来,
先进的中国人就一再倡导“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师夷智”等等,但这些倡导比起“五
四”时代将“一举一措”都与世界关系密切关照起来的开放性思维方式来,比起在这种开放思维的具

体运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视野、胸怀和情感态度来,无疑有着重大的差别.我们以为,这是时代的

差别.
回顾胡适一代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对现代中国最大的贡献,我们以为,不仅在于他们跨出国门

率先学到一系列先进文化知识,也不仅在于他们先后引进系列文明成果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奠定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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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把民族视野融入世界视野,把浓郁的主体意识与强烈的开放意识

相结合,在宽阔的胸怀和厚实的中外文化知识基础上,建立和拥有了一种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弥足珍

贵的世界眼光.孙郁在谈到胡适对北京大学的意义时,也曾指出:“胡适给北大带来了什么呢? 在我

看来,一是自由的、人道心态;二是科学的、理性化的治学精神;三是开阔的世界意识.”①这种开阔的

世界眼光和意识对古老而沉重的中国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今天我们反思胡适等一代学人,感到十

分可贵的一点是,他们看自己、看中国、看世界的尺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尺度的变化反映着眼光的

变化、眼界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眼光便成为“五四”以来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作家

得天独厚的标志,也成为他们在世界文化现代化的现实环境、视域和语境中,开创中国新文学最辉煌

一页的重要前提.

１９１２年１１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曾经写下这样一则日记:“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

士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②字里

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内心深处对梁启超等人的深深感激,因为正是有了这些先驱者的努力,长期

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人,才在真正意义上较为清醒地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留美期间的胡适,无论

是在康乃尔大学还是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都与世界各国学生有着密切友好的交往,这些交往与友

谊大大开阔了青年胡适的眼界.由于胡适担任了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的主席,他与外部组织的联

系也大大增多.１９１４年国际学生大会在绮色佳举行年会,他作为康乃尔分会会长力尽地主之谊,更
是多方奔波,与国际间学生接触更为频繁.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形成于此时,正可谓是“万国之上犹有

人类在”这一句康大分会会训的精神体现.胡适真心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融入世界,成为这个大家庭

中和谐的受尊敬的一员,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爱国的世界公民.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希望作为栋

梁的留学生能够目光远大,明确目标,恪守职责,为祖国的未来做一些踏实有用的工作.１９１５年为

抗议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学生集会抗议时,他公开发表著名的«致留学生公函».针

对海外留学生界“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我们

也只有对日作战”等激烈宣战言论,他冷静地指出:“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

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才’,若只是‘纸
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随后,胡适颇动感情地写道:“当务之急,当以镇静处之.让吾辈各

就本分,各尽责职吾等正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安于学业,力争上游,为将来振兴祖国做好一

番准备,只要她能幸免于难———余深信如此———若是不能,吾辈将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努力!”③这

些话在留学生中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却是胡适内心想法的真实反映.“安于学业,力争上游,为将来

振兴祖国做好一番准备”等观点,正是他一贯坚持的“充实自己”、“完成自己”,把自己锻炼成对祖国

真正有用的人才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挥.从以上两件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的海外生活,使
他树立了坚定的开放观念,他深知开放是世界潮流,也是祖国的唯一出路,但如何去做才真正对祖国

有利,胡适的诸多思考不同凡响,而且旗帜鲜明,相当坚定.比如当祖国面临危机之时,大家关注的

重点普遍都在军备的强弱时,他却一再强调大学、公共藏书楼、博物院、美术馆的极端重要性.并在

日记中深情呼唤:“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

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 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 世安可容

无大学之国乎!”④这种思想、眼光和境界伴随了胡适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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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种超乎常人的世界眼光,使胡适一代学人极为关注和看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密

切关注世界局势、思潮变化和社会发展,并因此普遍具有浓郁的外语情节,喜爱外语,热爱翻译,并且

努力用外文写作.如果说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外语是为了掌握一种重要的生存工具,他们以异乎寻

常的热情投身文学翻译是为了让同胞了解世界,那么,他们不懈的外文写作努力则是为了让世界真

正了解中国,或者说,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怎样让古老而沉重的祖国真正走向世界,这是那

一代人魂牵梦绕的一个共同目标.为此,鲁迅在提出著名的“拿来主义”以后,又进一步拓展和升华,
认为首先要拿来,但仅有拿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去”.而且拿来只是手段,目的在于拿去,即
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向世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胡适则在反复斟酌、思考之后,明确提出了“充分

世界化”的主张.他特意强调,充分就是“用全力”,不仅不能以各种借口抗拒,也不能以各种方式折

衷,而是要充分地与世界先进文化联在一起,“长期暴露,慢慢渗透”,在学习、比较、撞击、磨合中吐故

纳新,淘洗熔铸,努力促成我们文化质的更新和新的品性的形成.
这一主张的明确提出源于一场波及知识界的大争论.起先胡适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今

日的文化冲突»的文章,提出对现代文明唯一可行的态度,是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他说:“中国人对

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抗拒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胡适认为,“抗拒

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议论,看上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

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充分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①.这个观点后来为留美

归来的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接受,且进一步引申、强调和发挥,并被概括为“全盘西化”论,进而引起

了极大的争议和诸多的反驳,对此,胡适深感忧虑和不妥.坦率地说,尽管胡适内心深处未必不倾向

陈序经等人的观点,但他斟酌再三,还是专门发表了以“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为题的解释性文章,
郑重提出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来取代易生歧义的“全盘西化”,以正视听.在文章中,胡适郑重地

检讨自己“用字不小心”,他回顾了当时自己同时使用了 Wholesalewesternization和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两种提法,前者译为“全盘西化”,而后者则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

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他特别提到当时潘光旦就曾专文辨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并清晰表达了

“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

赞成‘全盘西化’”的观点.胡适说,自己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没有注意到这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

批评,引起了不少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些语病”,因为“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
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实在不应该.他说:“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

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

化的主张.”②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很诚恳地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名词上

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

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胡适还十分明确地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完全可以与“充分的世界

化”相协调,“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在文章最

后,他写道:

　　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

以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

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份,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

会全盘采取.③

１１１再读胡适:他们的“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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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１日.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１日.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１日.



胡适这番话在表述上是坦率和平实的,在理论上也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诸多

考虑和煞费苦心.更为重要的是,它较为明确地阐明了胡适的文化立场,他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一

贯持有尖锐批评的态度,但从来没有对它表现出一点蔑视和轻薄的态度,即使个别时候言词上有极

端化的倾向,但其总体思想取向也还是较为和缓的.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他要求青年们按照

他建议的方法去阅读国故书籍,所谓去其乱、谬、迷信,而去寻找真意义、真价值,甚至煞费苦心地开

了一张有２００多部书名的大书单,让青年人参考阅览.直至晚年,他还花费了巨大的工夫去写作«水
经注»,这一切都清晰地展现出这一取向.他之所以着意强调“充分世界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寻找

并端正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乃至对待世界的一种良好的姿态.他渴望我们民族能够以一种更加开放

和自信的态度去对待中西文化,能够尽量地充分地对世界开放,能够虚怀接受世界优秀文化.他相

信不同质的文化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因为人类的文化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新文化的“提高与普及”
两者之间,他一再强调“提高”的重要性,指出:“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
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①而且,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将
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

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

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②胡适在他的言论中多次把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文艺复兴”,并一再强

调“复兴”二字,直到晚年依然说:“我喜欢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认为它能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

义.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

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

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③胡适主张东西文化在一个健康的氛围中自由接触交融,自由撞

击结晶,自由吐纳升华,不仅要使我们的古老文化“起死回生,返老还童”,而且能够猛进一步,推向一

个朝气充盈、发挥光大的新阶段.胡适这番话真切地表达了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对中国走向现

代化之路的深刻认识和热切呼唤,蕴含其中的那种深沉、理性和执著,尤其是那种广阔的世界视野以

及对传统所怀抱的亲和态度,给我们印象深刻,启迪多多.诚如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言:“胡适

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祖师,但是经过五十年的考验,他既未流于

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既不落伍,也不浮躁.
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④今天我们重

读胡适,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应对今天的诸多问题、矛盾乃至挑战,对我们建设现代国家、建
设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文化,应该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借鉴意义.

胡适一生都在努力沟通中西文化,努力连接中国与世界,他热切希望新一代的中国人,在中西结

合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出一种适合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新文化,他自己则为这样的目标筚路蓝缕、奔走

呼号了一生.而且,尽管困难重重,他始终充满信心,并一再告诉青年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只有一句

话,‘努力不会白费’,没有一点努力是没有结果的.”⑤我们以为,强烈的世界意识和家国情怀使中国

现代作家更加自由和深切地贴近世界,胡适就是一个重要的范例和标志,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

这位２０世纪新文化的播种者.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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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主持编辑了«梁漱溟全集»?
陈 越 光

摘　要:１９８９年«梁漱溟全集»开始出版,１９９３年得以全部出齐.这是中国文化史、儒学史上的大事,

其意义必将愈来愈受到重视.组织此项工作的,是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统筹、主持其事者,为时任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庞朴先生.庞朴先生作为«梁漱溟全集»编辑、

出版的主持者,对八卷、五百多万字的«梁漱溟全集»的问世,发挥了最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庞朴;«梁漱溟全集»;主持者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９

梁漱溟先生(１８９３ １９８８)是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

代表人物之一.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创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投身农村工作,探索新农村建设;４０年

代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
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１９８０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等职① .但由于众所

周知的原因,梁先生并不享有体制的资源,甚至在１９８４年出版«人心与人生»一书还是自费出版,他
儿子二十多年后回忆“好像是五千元上下,数目不大.却是倾囊”② .他去世后,自然也不可能有官方

机构出面来组织梁先生全集的编辑出版.但是,梁先生１９８８年６月去世后不到一年,１９８９年５月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就问世了,八卷本的全集在１９９３年６月出齐.是谁组织了这５００多万字的全

集编辑工作呢?
原来,梁漱溟先生自１９８４年起担任了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正是这个由汤一介先生担

任院长的民间学术机构组织了此项工作,而统筹、主持此事的是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庞朴先生.

梁漱溟先生去世两个月,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就提出«关于编辑出版‹梁
漱溟全集›的设想»:梁先生的思想和他的人格为世人所景仰,被海外思想界推为“中国最后的儒家”,
在目前海外不断深入的“新儒家”探讨和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潮中,对梁漱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梁先

生一生著述甚丰,但是,这些著作有相当一部分发表在抗日战争以前,几十年的社会动荡,版本流失

严重,许多著作今日已很难查阅.个别著作仅有初版本,甚至六十年未曾再版.为了使海内外学者

能够了解梁先生的思想全貌,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中国文化书院将着手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
具体设想为,梁漱溟一生曾发表各种专著、论文集及小册子２０余种,连同散见论文约２５０万字,拟编

为１０卷,内容包括著作、演讲、未曾发表的手稿、书信等.全集将在３年内出齐,著作的收集、整理和

分卷等工作将在１９８９年５月底以前完成.全集在中国大陆出版,也考虑在台湾出版繁体字本③ .

　

作者简介:陈越光,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①　参见«梁漱溟先生生平»(１９８８年);梁培宽、梁培恕选编:«师道师说:梁漱溟卷»作者简介,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②　梁培恕:«我生有涯愿无尽———记父亲梁漱溟»,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４８８页.

③　«关于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设想»,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



　　«关于编辑出版‹梁漱溟全集›的设想»提出的第二天,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１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

会主席庞朴、院务委员会副主席王守常即在文化书院接待了来自台湾的沈重先生和刘先生,沈先生

代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前来洽谈出版«梁漱溟全集»事宜.双方主要讨论了出书时间和稿费、编辑费

数额等问题.庞朴强调“不好听的话先讲”,并且“不客气地告诉你,还要和另一台出版社谈”.沈重

强调了他们出书快的优势,力争在远流出版.最后双方约定,９月中旬再定是否给远流出版.当时,
两岸刚开始接触,会谈记录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庞朴问:“如何联系?”沈重回答:“直接写信、电话都

行,电话我们打不进来,打得过去.”庞朴又问:“我们的邮票即可?”答:“可.”①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来中国文化书院,与庞朴、李中华(中国文化书院

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王宗昱商谈出版«梁漱溟全集»,文利姮记录.庞朴先介绍了此前与台湾远流出

版公司沈重谈过,但未作决定.在新加坡与韦政通先生商谈,根据名誉好、效率高、稿酬高的三原则,
韦先生建议选三民书局.时间设想在明年６月２３日出第一卷,全书分八卷.台湾速度快,交稿后三

个月可出.另外,国内三联书店以及山东、广西的几个出版社都愿出.
梁培宽先生除了谈出版社的选择、出个人全集的许可和收稿等具体问题外,还谈到:“先父在世

时,有人曾问过他出文集的态度,他的态度是:有很多东西今天看起来没什么意思,不必求全.有保

留价值的可印,否则浪费纸、笔、墨、读者时间,有选择的出.王守常不同意,作者认为意思不大,早期

的观点后来修正,后人应知演变过程,对研究的人还是需要全.先者? 后者? 折衷? 我倾向折衷.
过去在许多地方的讲演,许多内容基本相似,有重复处,都选进去是否有必要? 注释一下,省点东西,
先父没有明确说哪部分留舍.«究元决疑论»专集是与很多人开始接触(熊十力、蔡元培等),他认为

东拉西扯,可以不要.与沈重提到有骂国民党的文章,有骂共产党的文章,在台骂国民党怎么办,他
一口说没问题(骂共产党大陆也没什么问题).先父说不要改,作为一个教训留下来,以志吾过,应有

个老实态度.”
对于内容,庞朴说:“内容,回去后您的卡片和王(王宗昱)的目录凑,求全,折衷好,理解重复(意

思的重复)(冯先生全集中重复五次———李)、文字重复可避免,意思重复不可避免,具体的再谈.是

出全集不是出文集,全是全不了,尽量全.”李中华问:“日记的量大否?”梁答:“大部分是‘文革’开始

后的,闭门思过,很平淡.”王宗昱说:“工作黄金时代的日记无.”庞朴说:“鲁迅日记也是琐事,但很有

学问.先搞全目,搞分卷原则,基本八卷.二次交稿出版社接受得了,第一次交要胸有成竹,清楚.”
最后讨论安排了建立编辑小组,征集旧稿、书信诸事②.
这期间,收集梁著的工作积极展开.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３日,庞朴致函中央党校马清健教授,介绍文

利姮去中央党校图书馆查阅梁漱溟著作目录③.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山东人民出版社张士宝来中国文化书院,与庞朴、李中华、张文定洽谈出版

«梁漱溟全集».全集预计４００万字,１２ １４卷.张士宝对目前出版社的不景气吐了些苦水,但梁先

生的人格、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地位,又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出版社不想赚钱,不赔就好.
所以,庞朴问:“能否接?”“接.”“６月上旬出书,１５０天搞定,行否?”“行.”④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上午,在中国文化书院大会议室召开了“«梁漱溟全集»编辑委员会工作会

议”,庞朴、梁培宽、王宗昱、操军、陈继东、王小其出席,文利姮记录.会议内容为:一、通过委托书(梁
家属委托书院出全集);二、确定分卷原则,第一卷文章;三、规定编辑技术.

庞朴先介绍了在大陆和台湾选择出版社的情况,大陆简体字版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热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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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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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台湾远流出版社谈‘梁书’出版”记录,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１日.
“与梁培宽先生商谈出版全集”记录,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
“庞朴致马清健信”,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３日.
“与山东人民出版社谈出版”记录,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务,责任感很强.且学术地位、出版质量均高,我们选中山东”,“编辑由编委会负责,技术由出版社负

责”.要求１２月３１日前交稿,第一卷５０万字.庞朴布置:“现在到年底５０万字,从点、注、校、抄,６０
天,一天一万字,不能低于此速度.今天把分卷原则定下后,就要开始工作了.”

梁培宽说:“委托书已写好了,我想原写的我和弟弟委托书院与出版社洽谈出版,现在我想再加

一项可代签合同.”庞朴答:“当然加上后我们的权力就更大了,这是对书院的信任.要不要考虑把钦

东、钦宁(梁漱溟孙子———笔者注)写进去?”梁:“不需要.法律上无权,钦宁是学法律的.这样没什

么问题.”
第一步,收的原则.讨论中王宗昱提出两个问题:１．«中国———理性之国»;２．梁先生以前的演

讲,学生笔记、别人记录,如何处理? 梁培宽说:“家父对是否考过的文章区别非常严格,北大儒家哲

学油印本,当时两学生整,不大承认的意思.«生命与意识»比较重视.”但庞朴认为:“收集内容要尽

量全,因是全集而不是选集,是学者著作不是自传.虽一些观点今天看来不恰当,对作者的发展历程

研究有必要.«论语»就是学生记录的,梁过目的记录可收,未过目的,反映真实面目亦可收.有变化

有发展是正常的,否则僵化了.符合梁思想.时间、地点、记录人,才７０年的时间,能搞清楚的尽量

搞清楚.宁愿收不能丢,手法上处理一下.«理性之国»内容政治观点从现在角度看,过时,难以成

立.但反映当时一些历史也有价值.”对此,梁培宽说:“弟弟、表哥邹老师表示只在全集中收,永不出

单行,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存在,以免别人看此一篇易误解(台若出单册追究版权).袁洪寿先生说,此
稿先父曾作为礼物给毛主席祝寿,送到中南海门口,有人出来迎他,‘今天是主席生日,我要送一份

礼’,‘不收礼’,‘是书稿’,‘府右街门收’.至西门,送礼一律不收,特殊情况经请示收下,未知是否转

给主席①.说明先父对此稿很重视.年事高了,自己改动不便,我花了４、５个月的时间改,改得不行,
面目全非,不是整体,学林田先生要出,后换成«中国文化要义»,收时需在文章后面说明.”②

这部写于“文革”期间的著作———«中国———理性之国»,最后本着“全集要全”的原则收入«梁漱

溟全集»第四卷,但加了这样一份“题记”:“«中国———理性之国»一书是著者唯一未曾公诸于世的专

著,约１７万字,现收入全集首次发表.此书动笔于‘文革’开始后第二年(１９６７年),完成于‘文革’中
期(１９７０年).如著者所说,它是‘在环境条件困难中’写出的;就是说,是在无法了解社会真相、极不

适宜进行学术探讨的环境下写成的.因而,著者真诚地放弃了自己曾一贯坚持的某些观点,对一些

人所诟病的错误却持肯定态度.１９８４年,著者曾试图在亲属协助下对原稿作必要的修改,终以体脑

均衰而未果.此次发表,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份全面了解著者学术思想所不可少的材料,以资研究而

已.”③对于这个“题记”,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后来说,“初稿是由我起草,别人定稿的”,但当他写作«我
生有涯愿无尽———记父亲梁漱溟»时“回看十年前写的题记,我得承认当时没有看懂”④,也就是说这

个“题记”是曲解了梁先生的! 而那个定稿的“别人”,从当时情况看只能是庞朴,不知庞公后来是否

再读过此书此“题记”,是否能认同此说?
第二步,讨论了分卷方案.庞朴提出“以«史记»卷１０的点校后记(指«史记»第１０册末所附«‹史

记›点校后记»)为准”的编辑原则,王宗昱提出分工等工作原则.最后,庞朴要求:“提要去掉,作者原

注、编后、现注、角注、星号、标点添加,错可改,不损坏作者原意为准,按现在规范做”,“学术性的注不

做,只做技术的,非常特殊的说明,可做”,“１２月２５日完稿”⑤.

５１１是谁主持编辑了«梁漱溟全集»?

①

②

③

④

⑤

«梁漱溟全集»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日记“早起写一信,以收回章处之稿,径送最高”.全集并有注:“著者原拟请章士钊先生转

送«中国———理性之国»一稿于毛泽东,未果.遂于毛诞辰日亲自送中南海;后无回音.”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第９２６页.
“梁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记录,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０页.
梁培恕:«我生有涯愿无尽———记父亲梁漱溟»,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４２５ ４３４页.
“梁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记录,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梁家兄弟与中国文化书院签署了如下委托书:

　　现委托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代表梁漱溟著作版权所有人梁培宽梁培恕负责办理«梁漱

溟全集»的编辑和与出版单位洽谈及签约事宜.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委托人梁培宽、梁培恕签名,受委托人庞朴签名,中国文化书院盖章①.

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０日,作为甲方的山东人民出版社与作为乙方的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正式签

署了“«梁漱溟全集»编辑、出版契约”.双方约定,包括梁先生生前的全部专著、论文、文稿、函电、日
记、笔记、传记等,预计４００万字的«梁漱溟全集»,由乙方负责收集、整理、校点、按内容及年代编辑,
缮写为通行简体汉字,于１９９０年底以前分批分期送交甲方.甲方分八册精装陆续出版,第一卷１９８８
年１２月３１日接稿,６月２０日上市;第二、三卷于１９８９年内,第四、五、六卷于１９９０年内,第七、八卷

于１９９１年内先后上市.并规定,甲方在全集各卷出版后,按国家规定向著作权继承人支付稿酬,并
按稿酬的三分之一(不低于每千字７元)向乙方支付编辑费②.

此后编辑工作全面展开,但在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３日的“梁全集编委会议”上,梁培宽除了对各卷的

分工一一提出具体建议,还是表示:“«理性之国»犹豫,１９７０年,‘反修’,‘未来打大旗’,怕对历史不

负责任,对读者不好,贻误众生影响视听.”庞朴则以老舍、章太炎、梁启超的各种例子说服他:“梁启

超先生告诉林再林书稿全在箱里,编、选全权交给你,因林有选择给后人带来麻烦,梁续集、修订本

等.还是以全好,年月日写清,注也不注,全集出,不出单行本.”③

«梁漱溟全集»八卷精装本,于１９８９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６月分卷出版,全集５２４．５万字,山东人民

出版社出版.在书的各卷扉页上标明为“中国文化书院文库论著类”及“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

会编”.
第一卷１９８９年５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王宗昱、梁培宽,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操军、王小

其、陈继东、文利姮;第二卷１９９０年３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王维新,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李

松勤、王禹之、王永茂、文利姮;第三卷１９９０年５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王宗昱;第四卷１９９１
年２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梁培宽、梁培恕、马勇、胡晓春、刘定祥,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文利

姮;第五卷１９９２年８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刘定祥,参加编辑工作还有梁海萍、谭吉华、李善

钦、唐海英、詹永媛、文利姮;第六卷１９９３年１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梁培宽、梁培恕;第七卷

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为梁培宽、梁培恕;第八卷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编辑工作的主持者

为梁培宽、梁培恕和田镐、孙明磊④.
庞朴先生为全书写了简短的«编后记»,他在«编后记»中说明:“梁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他的某些

文章,由于时过境迁,不再有什么保存价值;另外某些论点,随着认识深化,已有了重大变化;因此,他
不甚主张编纂全集.我们则考虑到,作为一代宗师,梁漱溟先生的言论和活动,涉及多方,著之竹帛,
已然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也早已成了世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因此,应该出版全集,公诸于世,并保

持其历史原貌.这样做,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梁先生的纪念;当然也就为关心者、研究者提供了

方便.”⑤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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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书»,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梁漱溟全集›编辑、出版契约»,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０日.
“梁全集编委会议”记录,１９８９年１月１３日.
见«梁漱溟全集»各卷的“出版说明”.
庞朴:«编后记»,«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１１７９ １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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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干 春 松

摘　要:理解梁漱溟的思想,须基于对其哲学的核心观念“理性”的认识.通过对梁漱溟的不同时期的

“理性”概念之含义的梳理,可以见出从“直觉”到“理性”再到“人心”的不断发展的思想线索.梁漱溟从“乡

村建设”到后期对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都建立在他所理解的“理性”基础之上.

关键词:理性;伦理本位;阶级;乡村建设;儒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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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１９２０年代的那一群逐渐进入学科式研究的新儒家相比,梁漱溟和张君劢等人更倾注心力于

现实政治社会活动.梁漱溟虽然曾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并因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获

得巨大的声誉,但不久便离开大学而投入到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从１９２０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到
组建政党、１９４９年之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既想当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又想将他的独特

思考落实到政治社会秩序的创构中.
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使命自任的梁漱溟,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并形成了他对于中

国民族精神和文化形态的独特认识.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分析阐述,在此不赘.笔者

试图从梁漱溟的“理性”概念入手,分析其理论思考与政治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出发

点,解释梁漱溟看似前后不一的政治立场之间的贯通之处.
梁漱溟十分看重“理性”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

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① 我们知道,现代哲学中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是

由西方传入的,在其丰富的含义中包含有人类独特的思考力(与本能相比),或者与信仰对应的人类

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通过思考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然而,在梁漱溟的概念体系中,他更愿意用

“理智”来指称习惯上属于“理性”的那种能力,认为人类在进行判断推理过程中,难以区隔道德和价

值等因素.他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其“理性”概念,并认为中国社会的独特品格与中国人最早发展起来

的这种禀赋有关.
文化是制度和习俗的决定性力量,“理性”既然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性,那么新中国的建设

必然要以之为文化基础.因此,要理解梁漱溟的思想和政治社会实践,非“理性”莫由.对此,陈来先

生说:梁漱溟是将“理性”视为人类最为珍贵的特质,也就是将儒家的道德自觉视为人类的基本特征

和理想状态.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多少混淆了道德伦理上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却从根

本上确立了儒家价值的优先性,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因此,“理性”
是“梁漱溟哲学的最核心的观念”② .

　

作者简介:干春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２０１５MZD０１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国认同’建构”(１５＠ZH０１５)的阶段性成果.

①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１页.

②　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５９页.



　　下文将依梁漱溟不同时期对“理性”的阐述,来观察其观念与行为之间的曲折关系.

一、直觉与“孔子的道路”

针对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对立化的东西文化观,梁漱溟决意要替“孔家”说话.１９２０年和

１９２１年他在北京、济南发表系列讲演,主旨就是从文化的多路向来讨论世界文明的走向,批评陈独

秀等人的单向度文明观.
该系列讲演编辑成讲演录并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名出版.在该书的第二章,梁漱溟指出中

西思维方式的核心差异在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中国文化中的“非论理精神”.在梁漱溟看来,
西方的科学精神,旨在找寻客观的、确定性的知识,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结论是大家共认并可证实

的.“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
秘不可以理论,才能算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

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①所谓“非论理的精

神”就是非逻辑的态度,由此,梁漱溟区分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不同的成果,并将之冠名为“知
识”和“思想”.也即西方人探求知识,而中国人追求思想.

在该书中,梁漱溟已经开始使用“理性”概念.不过,这个阶段的“理性”还不是梁漱溟思想成熟

时期所赋予独特意义的那个“理性”概念,而是更接近于西方思想意义上的“理性”的含义,他将之与

“态度”对立.比如,他说:“思想是什么,思想是知识的进一步,就着已知对于所未及知的宇宙或人生

大小问题而抱的意见同态度.思想没有不具态度的,并且直以态度为中心.但我们现在所要去看的

只在意见上,不在态度上.态度是情感,是意志,现在则要观察理性一面.”②这里他区分了思想和知

识,并认为知识是客观的,而思想必然要掺杂着态度.
按梁漱溟后来的说法,他这个时期的思想还没有成熟,许多替孔子辩护的说法受西方心理学影

响太大,所以说服力不足.这种以西释中的方式也表现在他对概念的使用上.这个时期支撑他论说

的核心概念是“直觉”,为了比较中国与西方、印度思想之间的异同,他认为首先要考察这三者在知识

上的异同,他借助唯识学的知识论方法,即借用“现量”、“比量”和“直觉 非量”三个概念来展开他的

分析.
梁漱溟所说的现量相当于“感觉”,人通过感觉初步形成“自相”,即对于事物的一些特殊的认识.

而比量,即是“理智”,通过对感觉所形成的素材(自相)的概括,形成“共相”,进而形成正确明了的概

念.人类获得的知识是由现量和比量构成的,“从现量的感觉到比量的抽象概念,中间还须有‘直觉’
之一阶段;单靠现量与比量是不成功的.这个话是我对于唯识家的修订”③.按梁漱溟的说法,直觉

是现量与比量之外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作用,约略可以说是进行感觉活动或者理智活动时的一种倾向

或态度.而中西印三种文化的不同或生活方式的差异根源于“直觉”的不同.直觉各有所偏,一是附

于感觉的,一是附于理智的,这也构成中西文明的差异.梁漱溟通过对中国、西方和印度三种文化发

展的分析,认为(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三)印度生活是

理智的.在不同的认识方式影响之下,形成不同的“意欲”,构成不同的生活样态.
梁漱溟自己也认为这样的表述并不很通顺,解释说之所以作这样的归纳,是想说明西方人的思

维方式过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分析事物的过程中,理智和算计占据了上风,所以

科学发达,但会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所以在社会管理层面主张通过强制的手段来制约

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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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梁漱溟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用他有个性色彩的“理性”概念,但是,他的“直觉”概念,已经

具备了“理性”概念的雏形.他在批评西方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其实是要肯定中国人的“理智运用直

觉”的方式,并在日趋科学主义的大潮中肯定“直觉”的价值.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是通过直觉来干预理智的活动,这样可以防止理智的宰制性作用,这恰好是

孔子思想符合时代需要的理由.他用良知来解释儒家认识活动中的“直觉”,这样将直觉理解为天然

的道德判断力.人类之所以能在日常生活中,作出好善恶丑的判断,就是良知和良能在发挥作用.
“这种直觉人所本有,并且原非常敏锐.”①而这种良知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孔家本是赞美

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

好的;所怕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不仁.”②这就是说,理智区分物

我的计较态度会遮蔽人的道德直觉.
人们如何在直觉的指引下过上“仁”的生活呢? 梁漱溟说:“我们可以把他分作两条:一是孝弟的

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他的宗教.孝弟实在是孔教惟一的提倡.他这也没有别的

意思,不过他要让人作他那种富情感的生活,自然要从情感发端的地方下手罢了.”③具体地说,在物

质生活上,以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享受从容.而不如西方人那样汲汲于向前追求.而在社会生

活上,中国人也不像西方人,过于强调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而是过着一种热情和互相关心的生活.
在精神生活上,似宗教非宗教,似艺术而非艺术,是一种有生机的生活态度.

不同的文化路向,会导引出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些不同的生活样态,并不

能简单地以好坏来判别,关键是一个“时宜”问题.比如中国文化,在理智生活还没有完全发达的时

候,就已经转入直觉,属于文化的早熟,科学发展不出来,这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失败,却符合未来的

发展方向.“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

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条路,大有往者中世〔纪〕人要抛弃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

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

国人态度拿出来.”④他说印度文化未来必然会成为人类的选择.但从当时的状态看,却并不合宜,中
国最迫切的是接受西方的理智精神,只是在态度上要作一些改变,即用直觉来调适理智,使之摆脱算

计式的生活态度.
按梁漱溟自己的叙述,他的“直觉”概念受到了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提供了一种与康德所不同

的对待本体的方法,即是将宇宙看作是生命体,而非静止的对象,是“生命”和“绵延”,故而仅凭感觉

和理智是不能把握的,“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为一个,没有主客观的,可以称

绝对”⑤.针对当时批评者将直觉等同于感觉(现量)之类的批评,梁漱溟在１９２３年有专文讨论柏格

森与唯识学的差别,认为相比于现量主要是人类感觉活动的领域这一点,直觉可以说是“半情半知的

东西——— 一边是情感一边是知识作用”⑥.因此,直觉并不能归入感觉.

１９２３年,在«评谢著‹阳明学派›»一文中,梁漱溟开始用“情理”的概念,认为良知直觉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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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４５２页.在评论谢无量的«阳明学派»一书时,梁漱溟认为良知是一

种“有情味的知,或有意味的知,在今日则所谓直觉.直觉不待学虑而世所谓半情半知”.见梁漱溟:«评谢著‹阳明学派›»,«梁漱溟

全集»第４卷,第７１３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４５４ ４５５页.梁漱溟说儒家的生活就是一种追求仁的生活,“最与

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账的人.仁只是生趣盎然,才一算账则生趣丧矣! 即此生趣,是爱

人敬人种种美行所油然而发者;生趣丧、情绪恶,则贪诈、暴戾种种劣行由此其兴.算计不必为恶,然算计实唯一妨害仁的”.见梁漱

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１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７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２６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４０６页.
梁漱溟:«唯识家与柏格森»,«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６４６页.



态度与客观性的知识不同,虽然“情理”与后来所使用的“理性”并不完全相同,却是直觉向理性转变

的重要过渡环节.“我们从一种观察客观静理的方法,产出知识见解以为我们生活中的工具;许多常

识和学术都是如此.但如见师当敬,出言必信之理则非客观的静理,而为主观的情理.此理出于良

知直觉,与知识见解由后天得来者根本不同.”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奠定了梁漱溟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不同的文化类型发展出不同

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思维模式,并通过文化类型的分析,将不同的文化类型置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他的框架是:第一阶段,西方领先,而逐渐转向第二阶段,即孔子所开创的道路,并最后转向印度的超

越世俗生活的方式.
在梁漱溟的眼里,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科学的发展,固然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这种基于“算计”的

西方文化已经开始进入转折期,而其方向恰好与儒家的价值理想吻合.梁漱溟在“就生活三方面推

说未来文化”一节中,提出了他对未来的构想.
其一,从物质生活层面,梁漱溟认为不合理的经济模式必须要改变,虽然他没有提出具体的设

想,但他认为未来人们会从物质欲望中解脱出来,物质生产将会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一点颇类似于传

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生产上,对于工作兴趣的关注和崇尚艺术化生产的取向,都与中国人的生

活趣味相同.
第二,在社会生活层面,他说,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对人们的统治都是仗着法律,这种统治方式

必将会被淘汰,刑赏的治理术必然要转变为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

路———这便是从来的中国人之风.刑赏是根本摧残人格的,是导诱恶劣心理的,在以前或不得不用,
在以后则不得不废;———这又合了从来孔家之理想,刑赏废则礼乐兴”②.

第三,在精神生活上,宗教的兴起是人类初期精神生活所必需,但随着知识的发达,宗教所依赖

的超绝与神秘便不再符合人类的情感需求.所以只有辟出一条特殊的路来,既具有宗教一般慰藉人

心的力量,但又无需主宰者的新的精神形态.而儒家正好就是如此这般.所以,未来人们的精神生

活必然会以孔子求仁的学问作为主脑,中国作为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伦理秩序有替代宗教的

功能.
按梁漱溟自己的看法,虽然人类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发展出了一种较高的精神,但“同时仍信服

西洋政治制度为必由的途径;如果中国能建立西洋政治制度,则经济、工业等可有办法”③.他说直到

１９２７年,才切切实实地认识到西洋政治制度与中国不能相连.因此,要为不断失败的政治实践寻求

新的出路,为达成这样的目标,他逐渐从文化类型的比较转向基于“乡村建设”的制度实践.

二、“以理性求组织”:乡村建设运动与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通过对东西文化“路向”的比较,梁漱溟已经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应该走一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

路,即使说经历“现代化”的历程是所有国家的宿命,那么,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的路径.在这

样的问题意识下,他认为因为思考方式与社会结构的不同,中国并不能模仿西方的道路,即在政治上

实行政党民主,在经济上落入自由竞争.同样,对于被许多青年所追捧的苏联式的道路,梁漱溟也认

为走不通.在梁漱溟看来,要探索出中国自己的道路,乡村重建是唯一可行的路.当然,这个结论的

形成也基于他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认识.
与１９２０年代初期过于依赖直觉和良知所不同的是,梁漱溟逐渐发现了(更确切地说是改造了)

一个新的概念,即“理性”.他认为这个概念能够更准确地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梁漱溟在«东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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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其哲学»的第八版序言中反思道:该书虽然归宗儒家,但对儒家的认识多半是错误的,导致这些

错误的原因是方法上的失误.他指出,由于过度借鉴西方的心理学方法,所以“于儒家的人类心理现

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般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

东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脉络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错误中的错误了”①.很显然,
要纠正这些错误,就要避免盲目追随西方的认识模式,找到理解中国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梁漱溟

的“理性”概念.
“理性”概念在梁漱溟思想中的重要性几乎为所有的梁漱溟研究者和批评者所肯定.１９５０年代

的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有许多分析是很有见地的,比如,贺麟先生就洞察到了梁漱溟的分析工具完

成了从“直觉”到“理性”的转变.他说:梁漱溟的直觉和理性是完全同一之物,理由包括,在梁漱溟的

思想中,(１)理性和直觉一样,都是与理智对立的东西;(２)理性是一种含有情感成分的道德的直觉,
或伦理的情谊;(３)理性所表示的是物我一体、人我一体的神秘境界,凸显的是人类生命之和谐.贺

麟先生进一步指出,梁漱溟由“理性”概念替代“直觉”概念与他的政治主张转变有关,“当他宣扬直觉

主义时,他是公开地反对以理智为基础的科学和民主,而潜在地反对阶级斗争,当他在‘理性’的掩盖

下,仍旧提倡直觉主义时,他已由反对科学和民主进而以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对象

了”②.虽然当时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不过,将梁漱溟的理性和直觉之间的转变与他的

社会政治构想结合起来,基本上符合梁漱溟的思想转化历程.
由此转变,“理性”成为梁漱溟思想中最为关键的分析工具.艾恺(GuySalvatoreAlitto)强调

说,理性概念是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支点之一.他将乡村建设运动之后的文化理论视为梁漱溟的第二

次文化理论建构,并指出,虽然没有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建立起中国、印度和西方这样的系统

性的文化发展模式,却凝练出“理性”这样的重要概念.“‘理性’这一概念是梁漱溟第二次文化理论

建构的基本原理.‘理性’一词当然不能用通常英文中相应的‘reason’来翻译,‘理性’有着和«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仁’及‘直觉’相同的功能.”③与贺麟先生强调直觉与理性之间的联系不同的

是,艾恺看到的是这两个概念在“功能”上的一致性.
当然,在梁漱溟的思想中,“理性”概念的清晰化也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在«乡村建设理论»(写作

于１９２６年)一书中,梁漱溟开始明确地用“理性”来指称“民族精神”.他说西洋最为令人惊异的成就

是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中华文明的长处,则是社会秩序能自自然然地维持,而这种维持的

力量主要可以分为教化、礼俗和自力,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这个“理性”概念已具备与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所不同的含义.如其所言:“所谓自

力,即理性之力.礼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故曰:‘礼者理也’.非与众人心理很契合,人人承

认他,不能演成礼俗.至于教化,则所以启发人类理性;是三者总不外理性一物贯乎其中.”④基于梁

漱溟在写作上的习惯,不同的地方对“理性”一词的解释略有差异,总体上不外乎将其理解为“平静通

达的心理”.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文化中开发得比较早,他称为“理性早熟”,“理性”的过早成熟导致

了中国人早期民族生活中缺乏宗教,难以培养起团体生活的习惯.
梁漱溟经常是将中国人的理性早启和西方人的宗教传统相比较来论述中西差异的.他说人类

社会的早期,宗教提供了人们之间互相团结的力量.用信仰的力量来维系人心,规范人们的行为.
但是孔子所创立的文化态度与此不同.“他不建立一个大的信仰目标,他没有独断的(dogmatic)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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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他尤不以罪福观念为宰制支配人心之具,而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指点出

义理来;并要你打破这些祸福、得丧念头,而发挥你本有的是非、好恶之心.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启

发人的理性.”①中国的理性精神体现的是无私的态度,所以不与外物对立.故而他在这个阶段也用

“有对”和“无对”来描述西方与中国在文化精神上的差异.
梁漱溟使用“理性”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与西方思想中的“理性”概念加以区分.为此,梁

漱溟特意用“理智”来取代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概念.他将西方人偏向自然事物,详于物理、科学的

思维特点称之为理智,而将中国人偏重于社会人事,注重情理的思考方式,称之为理性.他说:“宇宙

间的理,我们可以粗分为二:一种是情理,一种是物理.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于事

物,经人考验得来,偏于客观.辨察物理靠理智,体认情理靠理性.理智、理性二词,通常混用不甚

分.大抵理智要冷静才得尽其用,就必须屏抑一切感情;而理性则离好恶即无可见.”②他由此得

出结论说,中国人和西方人各自发展出各自的特征.“近代西洋发达了理智,中国古人则发达了理

性.无论中国书、外国书,书里面总是讲了许多理;但持中国古书以与近代西洋书相较,一则讲的多

是情理(忠、恕、信、义等),一则讲的多是物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显然异趣.”③梁漱溟甚至直接

说:“所谓理性,要无外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④

受“理性”思考方式的影响,中国形成了与别的文明所不同的社会特征,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否定

以前的“三路向说”,但论题更集中于讨论中西差异.理性早熟让中国并不能发展出科学、民主,也不

能建立起现代国家.中国“所走之路不十分反科学,转而长保其不科学的形迹,其所走之路不十分反

德谟克拉西,转而长保其不德谟克拉西的形迹.他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永远不能进步到科学了;
他不是尚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而是永远不能进步到德谟克拉西了”⑤.

理性早启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洋始既以团体生活过重,隐没伦理情

谊;继又以反团体而抬高个人,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于是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

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反是.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

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

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⑥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是伦理本位,主要是

基于家族观念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西方则因为宗教和民族国家代兴,强调个人本位和阶级斗争,人
们习惯于一种团体生活,亦思考如何突破这样的团体性,由此,近代以来启蒙运动十分注重保护个人

的权利.
中西文化的差异并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区分.即使硬要区分好坏,优缺点也是相互交叉的.梁

漱溟进一步解释道:中国人的短处,是从中国人的长处中来的.比如,中国人最显著的短处是缺乏集

团生活的能力,短于对自然界的分析认识,这样就会受制于自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难以取胜.但这

些短处背后却隐伏着优越的精神因素.缺乏集团生活的散漫背后是一个人理性的精神和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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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受制于自然的背后,是人与自然融合的精神①.中国文化呈现出老衰性和幼稚性的缺点,但这

些缺点也可以理解为早熟和有生机的优点.
而对于职业分途,梁漱溟亦是从社会历史出发来分析的,认为中国古代因为土地可以自由流通、

遗产均分制和缺乏类似蒸汽机这样的大机器的发明,因此,难以形成固定的阶级,资本也难以垄断,
“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
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②.

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崩溃,是两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一是外力的破坏,即西方入

侵所造成的军事、外交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是人们所能看得到的.另有一种破坏的力量则似乎并不

容易让人注意到,即对于自己固有文化的厌弃,这是一种自觉的破坏.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试

图挽救社会,但对于固有文化缺乏自觉,有救世之心,却无救世之正确方式.所以梁漱溟认为文化自

觉才是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重建应该建立在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情感

上,而不能因为西方的成功而盲目照搬.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梁漱溟对１９２０年代流行的救国方略作了评析.他认为模仿欧美的民

主救国和学习西方的革命救国论,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
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靠教化、礼俗和自力,并不是靠外在的制度和规则

的强制,“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

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③.就

是说这样的社会秩序建构原则和伦理精神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因此,西方的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

我们是走不通的.
与一般直接否认民主制度合理性的保守主义者所不同的是,梁漱溟肯定欧洲近代的民主政治是

人类历史上结构最为巧妙的创造,它让人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治,其基础是

因为确立了两个基本权力,一是公民权,一是个人自由权.梁漱溟认为这两个权力是“相因”的.“自
公众的事,众人公同作主来说,谓之公民权;自各人的事,各自作主来说,谓之自由权.”④

这种制度是如此美妙,令人不能不迷信,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也是以模仿这种制度而展开

的.为何如此美妙的制度并没有在中国取得成功呢? 梁漱溟分析道:这种多数人的政治,需要多数

人的参与和维持,“中国的政治革新,却是出于少数知识分子所作的摹仿运动,在大多数人是全然无

此要求的”⑤.因此,你即使将参政权和自由权送到人们手里,也是不接受的.除此而外,物质条件也

不具备,当时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文盲,民众生活极其艰苦,无有闲暇参与政治活动.还

有,当时中国的交通不发达,国土太大,公共活动参与不便.当然这些现象背后则是经济落后,工商

业不够发达.在交待了如此多的原因之后,梁漱溟话锋一转,说这些原因都比较外在,致命的原因是

“精神不合”.在这里梁漱溟强调了“态度”和“习惯”,其实是将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就形成

的思想加以推进.他说如果一种制度与其运行群体的生活态度不合,那么许多法律条文就会成为空

文,而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之所以建立与有效地运行,亦是基于其产生于西方的文化样态:“态度神

情实为生活习惯的核心;而法律制度不过是习惯的又进一步,更外一层.自其人之态度神情以讫其

社会之习惯法律制度,原是一脉一套,不可分析.法律制度所以为活法律制度而有灵,全在有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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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态度习惯,虽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其势力伟大关系重要固远在形著条文者之上.”①

民族危机的急迫性,激发了国人的革命意识.按梁漱溟的分析,这背离了“理性”的精神.在中

国传统社会,职业分途和伦理本位交互作用,导致中国社会的变革一般是治乱循环而无真正的革命.
面对日趋激烈的革命运动,梁漱溟认为暴力革命并不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合适的途径,因为革命

也可以理解为秩序的重建,只是破坏秩序的革命算不上真正的革命.所以,在讨论了民主政治并不

能解决中国的政治危机的问题之后,梁漱溟开始说明俄国共产党发明的道路也“不通”.«我们政治

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大约写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２年间,其所针对的并非单

纯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的政治主张,也包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孙中山所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及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革命理论.
梁漱溟一直对中国效仿苏联的方式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持保留意见,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说:

“俄国的统治者也是一个新的特权阶级,直接用武力,一点不讲法律;如特务队之侦察逮捕反动者,不
经审判,即可枪毙.凡是从前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一切权利自由都被剥夺;如英国式的自由平等的风

气,在俄国完全没有,他是反自由、反平等的.工人权力优越,共产党员的权力更优越,他们成了特权

阶级.”②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最终消灭国家,消灭阶级,但苏联领导人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先实

行权力集中的“专政”.
在该文中,梁漱溟首先讨论了中国革命取法俄国“党治”之必要.他说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由

少数人来领导方能开展,而这少部分的社会改造者,必须建立起严密的组织,所以党是必需的.对于

当时的中国而言,问题之严重不仅在政治,尤其体现在经济上,如果直接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

争,则困难重重,因此,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政府来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才有可能避免自由竞争带来

的困境.对于中国发展最大的阻碍帝国主义而言,如果不能集中革命势力与之作斗争,也难以有成

效.从这个角度说,梁漱溟认为取法于俄国共产党的道路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不过,梁漱溟认为,这条路在俄国是否算得上成功还需要时间检验,即使如此,中国想要效仿这

条路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共产党革命的主要手段是阶级斗争,而中国社会并不存在阶级的观念;工
商业的落后,又导致并没有成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中国的农民虽然生活困苦,但因为知识缺乏和

忍耐性强,所以革命的动力也不足.小资产阶级,如果“既可以为革命主力,又可为革命对象,当然不

是可靠的革命基础了.说来说去,究竟谁革命? 殊不易确指”③.谁是革命者固然难以确定,然革命

的对象亦不甚明了.梁漱溟说,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大家公认的革命对象,但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
“打倒帝国主义”往往与“不抵抗”并存.一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二是与帝国主义的决裂会

导致中国经济的困境.因此,即使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当政者还是主张不启兵端.
对于军阀,梁漱溟认为不应该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军阀恰是革命的后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旧的

秩序,但新的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军阀才应运而生.既然军阀的产生是因为秩序失范,那么只要新

秩序建立起来,军阀便自然消失了.
梁漱溟认为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革命对象的难以聚焦,导出的后果是革命理论的难以统一,

无论是三民主义儒家化还是国民革命、超阶级革命等等,充满着自相矛盾和似是而非.经过如此这

般的分析,梁漱溟又把视野拉回到他自己的结论中,即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与中国的历史习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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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不通的路»,«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１４８页.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认为通过法律

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虽然有效,但并非能代表人类文化的未来.“现在这种法律下的共同过活是很用一个力量统合大家督迫着去

做的,还是要人算账的,人的心中都还是计较利害的,法律之所凭藉而树立的,全都是利用大家的计较心去统驭大家.关于社会组织

制度等问题,因我于这一面的学术也毫无研究,绝不敢轻易有所主张;但我敢说,这样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见
«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２１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２７ ２２８页.
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２７５页.



精神不合,所以,这条道路也不是中国所能模仿的①.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特别关注１９２０年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反理性”特征.根本上说,他是反对

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所推动的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农民运动的,他认为那些运动过于关注农民的利

益,且这些利益的获得主要依靠斗争.在梁漱溟看来,农民所关注的并不只是物质的收益,还在于生

活的乐趣,而这样的乐趣的获得要依靠“合作”和“创造”,所谓合作就是彼此感情好,而创造更多的是

“于工作上有自得之乐”②.
尽管在理论上有许多不完满的地方,在实践上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但梁漱溟已经开始描

述乡村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认为乡村建设是“从理性求组织”,不仅是要解决中国目前的困境,而且

是要为人类开一条新路.在他看来,一般的社会秩序是由多数人所造成,而由少数人来维持;中国的

秩序则是由多数人造成,并由多数人所维持,不是通过强制,而是通过磋商获得共识.“是从理性上

慢慢建造成的一个秩序,仿佛是社会自有的一种秩序,而非从外面强加上去的.”③他将设想中的乡村

社会视为“理想社会”,并开始描述这个理想社会是如何超越传统中国社会和西洋近代社会的,认为

这才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他分六点来描述这种新文明:“一、新社会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

结合为均宜的发展.”“二、新社会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
西洋社会放弃农村的做法造成了都市与乡村的不平衡,合理的方式是都市成为经济文化中心,而乡

村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三、新社会以人为主体,是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四、新社会是伦理本

位合作组织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五、新社会内政治、经济、教育(或教化)三者

是合一而不相离的;合一的是正常,相离的非正常.”“六、新社会秩序的维持,是由理性替代武力;而
西洋近代国家还不外武力统治,其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在武力的.社会秩序出于理性,靠理性来维

持,是正常的;反之,靠武力便非正常.”④梁漱溟坚信,因为独特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将比世界上其

他国家更早地达成这个正常形态的文明.因为中国是一个“理性”的国度,“现在的国家都不外借着

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这两大力量在那里为种种形式的团结.可是将来阶级要消除,民族之争也跟着要

消歇,就没有可以资藉的机械力量.此时团体生活的维系,并且要他发育得很好,那就非充分发挥人

类的理性不可”⑤.
梁漱溟认为从乡村出发来建构中国现代国家是一条最为合适的路径.“中国国家可说是集家而

成一乡,集乡而成县,集县而成省,集省而成国.中国这个散漫的国家,一定要求组织,但我们求组

织,如果是从家入手,那就太小,从国入手又太大,事实上不能一步登天,所以要从乡村入手.先求乡

村有组织,人民有乡村的组织生活,一步一步的做到国家的组织生活.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他的

组织不是自觉的.中国今日从乡村完成这个组织,完成中国的大社会组织.等到中国完成了这种自

觉的理性的国家组织,他就可以领导全世界,领导全人类.只有中国人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才没有

狭隘的民族意识,以中国人大公无私四海为家的精神,就能够稳定世界的和平,就能够为人类谋福

利.”⑥梁漱溟说中国会避免西洋和日本人那种以压制弱小国家来谋取利益的霸力国家,而成为世界

上最为理想的新的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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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３６年的一个题为«中国社会构造问题»的讲演中,梁漱溟对此有更为简练的表述:“社会主义于中国不合———西洋现代

的社会主义,也自有它的历史背景,有它的来由.在西洋近二三百年来,个人主义发达的太过了,以致妨碍了社会;个人主义走到极

端,发生了流弊;所以就又有社会主义来救正,用社会主义对以往的偏弊作个调剂,仍然求着团体与个人的平衡.可是,我们中国大

多数人原来都居于被动的地位,现在我们应当想法子使他由被动转为主动,若反仿行社会主义,抬高团体,抑压个人,岂不是让他更

落于被动?! 更增加了他的被动性吗?! 这哪能与我们的要求相合呢?”见«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８５８页.
梁漱溟:«朝话»,«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１０４ １０５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３１３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５５７ ５６５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５６７页.
梁漱溟:«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９８２ ９８３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的目标不单是要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危机,还
试图提出矫治西方现代性弊病的方案.他要将中国因为理性早启而压制的潜能释放出来,让历史进

入中国文明的时刻.“所谓从民族自觉而有的新趋向,其大异于前者,乃在向世界未来文化开辟以

趋,而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存问题.此何以故? 以吾民族之不能争强斗胜于眼前的世界,早从过去

历史上天然决定了,而同时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亦为历史所决定;所谓民族自觉

者,觉此也.”①在梁漱溟看来,西方文明建立在对个人权利的片面强调之上.而由苏联并影响到中国

的社会主义,虽然是对功利主义和自由竞争的一种翻转,但从手段上,也利用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

斗争,总之都是对中国文化中王道仁义之风的背弃.这事实上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启蒙”与“救亡”问
题的一种回应.民族自救固然是梁漱溟的切己追求,但是否应该为了国家的存亡而视民族固有精神

如尘土,这或许是许多志士仁人所无暇顾及的,却是梁漱溟苦心孤诣于“理性”概念的深层诉求.

三、心与身:儒学与社会主义

抗日战争后期,梁漱溟试图继续完善他的理论建构,于是有写作“系统”的理论著作的计划.这

就是影响更为巨大的«中国文化要义»与«人心与人生».
动笔于１９４２年,时断时续,而于１９４９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作

出系统分析的一部著作.他修正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关于文化三路向的说法,特别是对印度

文明的问题鲜有谈及,而更着力于思考中西问题,并开始从身心的角度来谈论中西的差别.比如,将
原先描述西方文明的“向外用力”的态度概括为“从身体出发”,而中国文化向内用力的态度则被概括

为“从心(理性)出发”:“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

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②

梁漱溟认为文明的正常发展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只有生存问题得到解决,那么着眼于身体的那

些文化才会逐渐退出,理性的力量才能得到彰显,由此可以开启第二期文化的发展.在梁漱溟看来,
“第一期假如可称为身的文化,第二期正可称为心的文化.第一期文化不过给人打下生活的基础,第
二期才真是人的生活”③.

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讨论“理性”概念.虽然许多的说法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

已经有了端倪,甚或也有比较成条理的阐述,不过,可以这么说,正是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

溟真正将“理性”概念作为分析文化和制度问题的核心概念.
前文已述,“直觉”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直觉”与“感觉”之间的边界问题,这也是«中西文化及其

哲学»时期最为困扰梁漱溟的问题.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对此有所反思:“二十七年前我还

不认识理性.但颇有悟于人类社会生活之所以成功,有远超乎个人意识作用之外者,遂因克鲁泡特

金之«互助论»而信‘社会本能’之说.认为意识觉醒所以促个人主义之抬头,而社会之构成则筑基于

此种本能之上.”④换句话说,梁漱溟在１９２０年代初就认识到人类生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

现在人类所具备的理智算计能力,也体现在人类善于组织和开展群体生活,并发展出一套道德准则,
但当时并没有凝练成“理性”概念来作为串联这些问题的枢纽,而是从柏格森、杜威和克鲁泡特金等

人对于直觉和群体本能的观念中寻找理论依据,经过他的长年思考,逐渐凝练出“理性”这个概念.
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通过“理性”概念,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表述更为集中和精炼.他认

为中西差异主要是宗教与信仰上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理性开发之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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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１１３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５８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６５ ２６６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６１页.



继续用“理性”和“理智”来讨论中西差别,觉得人们还没对这两个外来概念加以“订定”,所以需要专

门讨论.
梁漱溟认为动物依靠三种方式生活:本能、理智和理性.人类能从本能的生活中得以解放.“减

弱身体感官器官对于具体事物的作用,而扩大心思作用.心思作用,要在藉累次经验,化具体事物为

抽象观念而运用之;知识即于此产生,更凭藉知识以应付问题.这便是依理智以为生活的大

概.”①所以,理智的生活依赖于后天学习.“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

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feeling)———这便是理性.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

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②

梁漱溟认为西方人所说的“理”一般是科学之理,中国人所说的“理”则倾向于人世间许多情理.
“科学之理,是一些静的知识,知其‘如此如此’而止,没有立即发动什么行为的力量.而中国人所说

的理,却就在指示人们行为的动向.”③因此,梁漱溟重复了«乡村建设理论»的说法,将西方的科学之

“理”称为“物理”,而将关切人情的“理”称为“情理”.然这两种理都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因此,必然都

是一种“无私的感情”.他所说的“无私”,意思是不树立对立面,即并不是将别人或认识对象看作是

相争夺的另一方.
梁漱溟并不将理性看作是中国文化所特有,却认为儒家是这种理性精神的最佳体现.“儒家对

于宇宙人生,总不胜其赞叹;对于人总看得十分可贵;特别是他实际上对于人总是信赖,而从来不曾

把人当成问题,要寻觅什么办法.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
中,唯人类则以‘有对’超进于‘无对’.清明也,和谐也,皆得之于此.”④

儒家的“理性”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具体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

相与之情厚”⑤.这种向上的心,就是知善知恶、追求公平合理和维护正义的心.理性早启使我们很

早就摆脱了西方式宗教对人的压制.中国人开出了人类文明的独特道路,即不主张出世而禁欲,也
不注重现世的幸福,因此,产生出无对的文明,“相与之情厚”.梁漱溟以王阳明«大学问»中的天地万

物一体说来阐发由一体之仁所产生的以对方为重的道德情感.因为无对,所以并不会产生出阶级的

对立,不是靠制约来规范人的行为.“中国旧日社会秩序的维持,不假强制而宁依自力教化所以

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这就是士人之事了.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

而生效.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⑥没有阶级,只有士农工商这样的职业区别,
而在这些不同的职业中,士人群体则是价值的承载者.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强调说,中国人的这种理性态度是从家庭骨肉之爱为其发端的,所
以,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的伦理本位观念,并不导向社会组织的建构,而更注重一个人

如何“成己”,注重追求人生的意义.“所谓学问,应当是讲求这个的,舍是无学问.所谓教育,应当就

是培养这个的,舍是无教育.乃至政治,亦不能舍是.所以他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而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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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１２４ １２５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１２５页.在王若水看来,梁漱溟的理性观念强调了主观的道德对于客观

的理智的支配:“我们要特别注意梁漱溟的‘理性’是属于感情方面的,是和理智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来源于‘情理’和‘物理’的
对立,‘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于事物,经人考验而来,偏于客观’.那末,‘理性’和理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梁漱溟

说:‘严格说,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习惯皆工具.’这样,梁漱溟就从道德的领域里驱逐了理智,而把前者放在感情的独立统治

之下.对梁漱溟来说,客观的理智没有资格来审查‘偏于主观’的‘理性’———道德的感情,反而是主观的道德的感情应当支配客观的

理智,这个拥有无上权威的‘理性’,竟是非理智超理智的东西.”见王若水:«梁漱溟所谓“理性”是甚么?»,«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

编)»第２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第１２４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１２７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１３１ １３２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１３３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０６ ２０７页.



化代政治(政教合一).”①中国文化的优劣长短都集中于这一点上.
在写作酝酿于同一时期,但完成更晚(约１９７０年代)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对于在«中

国文化要义»中已经开始讨论的本能理智与理性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这个深化不仅体现在他

开始引用更多的西方学术成果来说明本能活动与理智活动之间的区别,而且体现在他对理智的一定

程度的肯定.他认为理智活动使人类摆脱生存和繁殖这两个基本的问题,而追求自由的生活.
在梁漱溟看来,动物难以从其机体的本能中解放出来,而人类因为具有心的自觉,从而能够超越

简单的利害关系来判断自己的行为.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中,他对罗素的“灵性”概念作了讨论.并

对«中国文化要义»中的说法进行了反思.他说:“二十七年我亦还不认识理性,同意克鲁泡特金道德

出于本能之说,而不同意罗素本能、理智、灵性之分法.及至有悟于理性、理智之必须分开,而后恍然

罗素三分法为不易之论.———罗素所云灵性相当于我所谓理性.”②在该书中,梁漱溟明确表示罗素

所说的“灵性”与他所讲的理性不同,“罗素三分法之所以有胜于两分法,吾卒不能不服其确有所见

者,即在其特别提出无私的感情于本能之外.其原文spirit一词,中文以灵性译之似未善.在罗素以

此为人世所以有宗教和道德的心理基础,固未为不当.但他以此与本能、理智三者平列并举,对于人

心原为一整体来说则有未安耳.至于我所说理性与彼所说spirit,二者不相等同,读者其必察之”③.
在随后的叙述中,梁漱溟并未给出spirit的译法,但他开始批评克鲁泡特金等人将群体意识和美德视

为“社会本能”的做法,而是认为对于群体利益的关注是理性自觉的后果.他同时也批评了麦独孤否

认人性善的说法,认为天赋的道德意识恰好就是人类摆脱本能的一种标志.
虽然区分理性和理智,但梁漱溟并不认为这两者可以单独产生作用,而是认为理性会影响、干预

理智的行为.“人类的聪明可分从理智、理性两方面来说.前于第六章所讲人心的计划性,那即是理

智.粗略地说,礼俗制度的创造形成,其中少不得有知识、有计虑,即属理智一面.但理智偏于静,其
支配着知识,运用着计虑的动力乃在人的感情、意志、要求方面.理性表见于感情、意志、要求之上,
但人们的感情、意志、要求殊非恒衷于理性者.相反地,其非理性所许者乃所恒见不鲜焉.”④这就是

说,理性可以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绝对决定性的,有时理智的力量违背了理性的指引,甚或经由理智

和理性合力而形成的制度、秩序,一旦成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
梁漱溟认为社会制度、礼俗习惯的形成固然有理性和理智的选择,但也有一些强制力的作用,因

此,礼俗制度所以形成,主要是由三种力量构成.１．是理智之力———即谓人们各从自身利害得失的

计虑上而同意接受遵从;２．是理性之力———即谓人们因其公平合理,虽不尽合自身利益,却允洽

舆情而乐于支持拥护;３．是强霸之力———即谓人们大半在被强制之下,不得不忍受服从⑤.
梁漱溟虽然激烈反对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但他自己也期待一种摆脱了强

力控制的理想社会,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可能是这样的理想社会.“生活规制、社会秩序是否亦有单

纯依赖于理性、理智以建立的? 今虽未之见,却可能有之,那就是未来的共产社会,那时将是有社会

而无国家,有礼俗而无法制.其所以可能,首先因为各从身体来的利害得失降低,彼此间的矛盾冲突

减少,而同时发乎人心的自觉自律又达于高度也.”⑥所以,在１９４９年之后,他对“理性”的理解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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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汤用彤和任继愈认为“梁漱溟用感情的直觉代替了理性的科学的分析.用主观的心理状态代替了判别是非的客观标准.用主

观的直觉的好恶(喜欢或不喜欢)代替了检验真理的实践.他们说的‘理性’实际上已变成‘上帝’的代用品,因为只要凭借‘无私的感

情’,‘平静通达底心理’,居然能够‘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它不是不可思议的万能的上帝是甚么?”见汤用彤、任继愈:«批
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２辑,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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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关系的因素,并以人心的主动创造性从理论上来说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对此,唐文

明分析说:“理性引导人类迈向精神自由的新领域、新境界,意味着生命进化的一个更高阶段.在«人
心与人生»中,梁漱溟将这个阶段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联系起来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试图消除阶级和国家,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宇宙大生命的真正‘大通’.
他和马克思一样在一个宏大历史观念的笼罩下谈论人类社会的演变和人类的进化,但是,如果说马

克思更注重物质因素在历史进化中的作用的话,那么,梁漱溟则更注重精神因素在历史进化中的作

用.这也说明,梁漱溟是站在他自己的历史观念的立场上,或者也可以说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

来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的.”①在唐文明看来,梁漱溟的理性观念是梁漱溟从儒家立场吸纳社

会主义的一种理论自觉.
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梁漱溟拒绝了毛泽东希望他加入政府的邀请,而是决定继续做一个“中立”的旁

观者.通过对于东北的新的工厂和西南土改的考察,他发表了一些文章,比如«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

变?»(«光明日报»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我的努力与反省»(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在这些文章中,梁漱

溟说他自己改变较多的则是对“阶级”和“暴力革命”的看法.“所谓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

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实,竟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

政权竟从阶级斗争而奠立了.我估料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没有结果的,居然有结果,而且结果显

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料错了呢? 对于国际的国内的那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

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又对马列主义太欠研究,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

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开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

不断扩大了自己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②他在该文中甚至说,阶级斗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
当然,也有梁漱溟始终坚持的,他说虽然有些想法并不为时代所允许,但依然坚持.比如(１)中

国问题的历史背景特殊,有治乱而无革命;(２)中国的文化背景特殊,融国家于社会;(３)中国革命是

由外力刺激引起③.但他的变化是对中国共产党道路的认识,通过这些考察,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做到

了两件事,其一是建立了团体生活,其二是透出了人心.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团体生活的建立要

依赖统一中国,建立国权,这样使其秩序可以贯通到全国.梁漱溟说:“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桩事:
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此其一.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替伦

理旧组织;此其二.”④这样的团体生活虽然最初由强制的力量来推行,但其出发点在于培养新的政治

习惯,该团体之所以能够成功,乃是基于团体的凝聚力,即团体对团体中的分子抱有负责的态度,而
分子又具有自觉能动心.这背后就是人心的力量.“人类社会看似在有意识地(其中有理智)无意识

地(其中有本能)彼此互相利用而结合着;其实这至多是把人牵引到一起,或连锁不散而已.若要和

好地共处,积极地协作,却必在此不隔之心.故此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功,所以能发展,其心理学的

基础不是旁的,就是人心.”⑤从上述他的反思可以看到,１９５０年代初,梁漱溟对于自己基于“理性”而
得出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些怀疑,因为建国初期的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出乎其预想.
而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模仿前苏联的社会

组织方式,迅速建立起团体生活,这样也挑战了梁漱溟一直所认为的不但欧洲民主政治之路走不通,
而且苏联道路也走不通的结论.他甚至认为新的国家“透出了人心”,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认

识他所坚持的中国的“特殊性”便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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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１９２０年代初的“直觉”,还是１９２０年代末的“理性”,梁漱溟一以贯之的是对于人心的创

造力的肯定,因此,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看作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不过,不久,梁漱溟

又开始担心“人心”的力量,他不同意国家侧重城市、工业的发展战略,认为这样其实是对农民的剥

夺,因而引发了一场对他的政治批判,但梁漱溟的思考并没有因这次批判而停止.１９６７年,梁漱溟

开始写作«中国———理性之国»,目的是要解释中国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所发生的社会变革.
«中国———理性之国»一书的撰写,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也十分缺乏,手稿大约于１９７０

年完成.这部著作显示梁漱溟十分肯定建国十七年所取得的成果,并乐观地宣称中国可能会先于世

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说法,一方面可以看到梁漱溟对于中国发展的认识的一

个新的变化,同时也是他自身理论逻辑的合理演进.梁自认写作此书有两个最重要的目的:其一,今
日之中国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其二,中国可以为当前的世界革命和未来的人类新文化作出什么样的

贡献.
今日之中国与中国历史的关系这个议题,所要思考的是中国何以会以社会主义建国.熊十力等

新儒家试图从«周官»等儒家经典中找寻其中的内在逻辑,梁漱溟则更多地观照了马克思、毛泽东的

理论与中国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
梁漱溟认为,按照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大发达,然而俄国和中

国这样经济社会并不十分发达的国家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原因在于无产阶级自发的斗争和知

识分子的自觉引导,“以知识分子的自觉去启发社会基层可能自发而未发的斗争力量,升入自觉以发

出来.有步骤地从小小局部(乡村)入手向着广大国土一步一步前进,从极其简陋的现实向着极其高

远的理想一步一步前进”①.
这个阶段,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比如,理性早启本来用以说明中国社会的特殊

性,然而在这个时期,他看重的是人的意志对于身体的需要的超越,并强调了人心的创造力.因此,
他同意分清敌我的斗争策略,并将武装斗争看作是根治农民和知识分子散漫病的良药.“你死我活

的斗争,恰是根治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向散漫自由的妙药.加以革命时期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

生活,人人与集体相依为命,一息也离不开.一切为集体生存及其前途开展所必须的组织纪律性就

会培养出来.”②在他看来,划分敌我的斗争是收合团聚的最好办法,但这种斗争并不会制造仇恨,斗
争恰成为团结的一种最好的手段,就其实质而言,则是因为依靠人心.即通过为他人着想的办法,来
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和激发的关系.

这样的认识,改变了传统中国依靠伦理情谊来凝聚人心的习俗,而这正是梁漱溟用以解释中国

社会特征的基础.鉴于社会主义运动乃超越中国疆域范围的世界性运动,梁漱溟试图超离对于中国

特殊性的认知,转而通过对于“人心”的创造力的强调,来保留他对于“理性”的主动性的一种肯定,但
又不让理性仅仅作为一个解释特殊性的观念.所以,他也以身与心的差别,来解释共产党与别的组

织在凝聚原则上的差异.梁漱溟说,世界上的共产党之所以可以构成跨区域的团结,在于一般的团

体的构成本于身,而共产党则本乎心.“它是从那些有着共同理想和一致行动的人们自觉结合以成.
人类最初的集团是在血缘地缘上形成,其后杂以人事种种关系,几经分合,难可究诘,但直至于今,世
界上不仍然从肤色、种族、地域、方位见其分野吗? 这就是说,在集团所由形成上,一般本乎身,而共

产党本乎心.”③

在«中国———理性之国»中,梁漱溟也从身心关系来讨论公私关系,从而认为身的认知属于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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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然,只有追求公的心才需要人的自觉,这样的自觉就是将自己从身的限制中超越出来①.这样,
原本用以说明中西差别的人心和人身的问题,在这里转变为解释一个共同体内“自觉”者与“自在”者
之间的差异.而很明显共产党是自觉者.在自觉的群体中,有一部分人则是“高度自觉”的,“具有如

此高度自觉之人,亦即仁且智之人,必怀抱深心大愿,随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条件,以种种方式启导

群众共趋于高明觉悟一途,发扬群众的优越精神共成其所可能成办的事业”②.大致可以认为,这部

分“高度自觉”的人指的是领导群体.
梁漱溟的讨论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周孔教化使得无产阶级这种无私的精

神有了深厚的基础.对于中国之选择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梁漱溟的解释是:“三千年来的社会生活

遂以敦笃伦理情谊的周孔教化代替了宗教(如在他方社会者).凡我民族社会所由以拓大而且融通

若一体者,皆内心得所开启而不为身体所掩盖之明效.其精神颇与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之资本主义社

会相剌谬,而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可接近相通.”③在梁漱溟看来,周孔教化的确是从家族或家庭伦

理入手,并使远近亲疏的人通过亲情得到联络,但如果仅仅将中国社会看作是家庭本位,没有看到互

以对方为重的普遍性的一面,这也是对“理性”的认识不足.“人与人之间从乎心则通而不隔,将会互

相关顾的那个理性.”④而在梁漱溟看来,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如此成功,与这种理性有

莫大的关系.这样的理性精神,使中国人只能向上学习改造,而不能向下学习改造.在梁漱溟看来,
如果学习西方人各自争个人权利,那是一种弛散堕落,因此,周孔的教化必然会引导国人选择社会主

义.“现在我将指出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
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与此有极大关系.”⑤

梁漱溟借用儒家两个核心价值“仁”与“智”来讨论中西文化的异同,这可能会让我们想到他对于

“理性”和“理智”的区分.“心思开明,通达事理属智而仁在其中,心量宽大,善能容物属仁而智在其

中.社会生产力及一切文化向高发展要归于智用之高强,而社会范围向大发展终赖于仁用之伟

大.”⑥比较中西,梁漱溟认为西方近代文化侧重于智用,中国文化则偏于仁用.这两种文化同属于理

性,只是理性之倾向不同.而无产阶级革命其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所以要借助于人与人之间通而不

隔的仁心.就此而言,虽则按社会发展史而言,西方社会应更早进入社会主义,现实中却是中国后来

居上的原因.
梁漱溟在１９２０年代末确立“理性”概念,目的是要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认为这样的救

国方式是中国乡村崩溃的原因之一.但是,到１９７０年代,他所看重的“理性”的作用主要显现为“为
对方着想”的国际主义精神.他说:“阶级斗争信非中国人所习知,而剥削非正义,反剥削为正义,则
是理解的.从阶级斗争以团结一切争取正义的人们,而走向于‘中国一人,天下一家’,解救正在受难

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就是四十多年前中国人以知识青年为先锋,依然自勉于无产阶级的历史

使命,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之中改造自己,又从改造自己来达成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⑦这种革命的

力量依靠人们的觉悟,是发乎人的内心而非来自于欲望和身体.梁漱溟是从对中国人宗教态度的分

析来突出理性之国的优势,认为中国文化的理性特征,导致文化传统中以礼乐取代宗教的倾向,而这

样的态度在对待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较之宗教救世观念,更为可靠.宗教“多少解救了人们的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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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从自发到自觉,资本主义社会是心为身用,以心从身的个体本位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则将是身为心用,以身从心

的社会本位社会.”参见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３０５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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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３０９ ３１０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３４３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３４５页.



自私,惜乎其先贬低了人生,隐伏很大的毒害作用,其为解救不免是欺骗性的解救”①.可能与当时的

科学主义思潮的传播相关,梁漱溟始终认为宗教对人的救赎不是终极性的,而伦理的关怀更具实

质性.
中国人的理性在对待宇宙大自然的现象时,带有无神论唯物论倾向,对于人生社会问题则倾向

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梁漱溟给出的论据是:１．天下主义的观念普泛地流行于不同学派中,而人类

社会由小向大的发展,必须破除自私于内、敌视于外的狭隘意识.２．对于人生社会普遍抱有理想,比
如对于大同社会的构想.３．反对以力服人,对人类有一视同仁之气度.４．不存在固定的阶级,反对

财富集中②.也因为理性早熟,所以中国人强调身心合一,而不主张通过征服自然、采取殖民和剥削

的方式积累资本.在财产的支配原则上也倾向于家族共财,如此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

道路.他不认可当时流行的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或者中国必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判断.
梁漱溟说在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中国人那种超越狭隘的自私心态的理性态度却被强权逻辑讥

讽,而在社会主义行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当下,国家分立对抗的局面将被世界大同的理念所取代,“国
家至上主义曾有利于图存于竞争之世;反之,缺乏国家观念辄难免处于不利地位.然人类历史发展

身的(自发的)时代且将为心的(自觉的)时代所接替.国家虽大,却是有局限的,而天下则不是.中

国人有其理性早启的历史背景,绌于彼,优于此,在近代争强称霸为落后者,在今天破私立公却要领

先,不其然乎?”③因此,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即将取代利益本位的文化,礼乐大兴的时期要到

了④.伦理本位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集体本位,而是个人和集体的协调,即中国文化中的互相以

对方为重,在注重团体利益的时候,照顾个人利益,在注重个人利益的时候,不忘团体的使命.“个人

本位的权利思想,集体本位的权力思想,均属旧文化,已成为过去之事.在协作共营的新社会生活

中,凡相关之两方彼此都要互相以对方为重,自觉者觉此,自律者律此.而根于此伦理情谊以形著于

社会上的种种风尚习俗,便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而为社会秩序、劳动纪律之所寄.这样以社会礼俗取

代国家法律,乃体现了人类由社会而国家之新局.”⑤

梁漱溟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高度理性的,那么中国人的理性早熟恰好在

社会主义阶段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在他看来,苏联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比中国更早取得革

命的成功,这些国家却很快地进入修正主义或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中国责无旁贷地要担负

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的责任.“奇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领导责任,今天竟尔独特地归到

中国人身上,而前之首先发难者和一时号为社会主义的许多国家,标榜无产阶级的许多政党,几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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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３６０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３６８ ３７１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４４３页.
在«人心与人生»书中也有大体类似的说法:“处在资本主义下的社会人生是个人本位的;人们各自为谋而生活,则分别计较

利害得失的狭小心理势必占上风,意识不免时时要抑制本能冲动,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很薄的(如«共产党宣言»中之所指摘).同

时,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不能舍离刑赏以为治(此不异以对付犬马者对人),处于威胁利诱之下的人们(革命的人们除外)心情缺

乏高致,事属难怪.———此即人类即将过去的精神面貌.转进于社会主义的社会人生是社会本位的;大家过着彼此协作共营的生

活,对付自然界事物固必计较利害得失,却不用之于人于人之间;在人与人之间正要以融和忘我的感情取代了分别计较之心(如所谓

‘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同时阶级既泯,国家消亡,刑赏无所用而必定大兴礼乐教化,从人们性情根本处入手,陶养涵育一片天机

活泼而和乐恬谧的心理,彼此顾恤、融洽无间.”见«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６０７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见«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４７３页.这样的社会主义观念在梁漱溟那里是始终如一的,比如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就反对«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说,主要是认为其中有关于利害的算计.同样他也反对康有为的

«大同书»,认为根本没有得到孔子思想的真意.“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此.他所作的«大同书»替未来世

界作种种打算,去想象一个美满的境界;他们一般人奉为至宝,艳称不胜,我只觉其鄙而已矣! 他们根本不曾得到孔家的意思,满腹

贪羡之私情,而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３页)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十分推崇«大同书»的,而中国之社

会主义背后是一个追求富强和独立的诉求,这与梁漱溟将社会主义作为儒家人性之提升的现实化是不同的,所以梁漱溟十分推崇克

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肯定克鲁泡特金将无私的情感视为人类的本能的看法,梁漱溟认为这是逼近孔子的王道

思想的.见«梁漱溟全集»第１卷,第５１２页.



皆堕落背叛以去,事实证明:深陷自私窠臼辗转难以自拔者大有人在,但恰恰不是中国人! 快在世运

转变之急,使我竟及身得见之,更不须多等待!”①

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首发于俄国,但苏联在倒退,中国在前进.“中国革命的成功,亦是通过历史

发展变化规律,由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大大发挥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又一伟大事例.特以无产阶级基础

势力在这里特见不足,改从发动农民入手,其事便超越了马克思夙来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个规律

条条,而全靠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学说和列宁主义,步步看着都在创造性地向前进行,对于前途虽抱

有信心,却实难一一有其预见.其成功也,盖缘于四面八方演来的世界形势,动向与民族历史夙有储

备的各种条件适然汇合而成.种种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从毛主席这个人以至其领导的广大

人民群众.”②

读到这里,我们赫然发现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所提出的第二条发展道路,却以社会

主义制度的方式在中国呈现.因为他在１９２０年代就意识到资本主义逻辑的不可持续性,以及那种

自私算计的生活方式的缺陷.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社会生活主要依靠自觉自律,这就需要比

较高的道德品质,就此而言,中国的伦理本位和礼乐文明,恰好切合未来文明发展之需要.“集体本

位主义也好,个人本位主义也好,表面似乎大相反,而实则其站在各自一方主张其权利而责对方以义

务,正无不同,即同样是从身出发的,非是从心发出来的;同样失之一偏,失之不通不活,不能如根本

人心情理之可以在必要时随有轩轾,伸缩自如.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前途来看,身的时代即将过去,心
的时代就要到来,新社会其必非个人本位固不待言,亦非什么集体本位,而是很自然地要走向伦理本

位之路.”③

除了伦理本位的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可能贡献于世界的是礼乐精神.礼乐秩序之对立面

是西方在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个人权利本位的文化,及其与这种功利主义精神相配套的政治法律制

度.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本位的文化还是集体本位的文化,在自觉“以对方为重”,并在行为中加以

“自律”的新文明形态中,就已经成为过去之事,属于旧文化.这些自觉自律的行为固然需要条文约

束,但它并非背离群众的意愿,而是“准于人情事理形著之榜样标的为群众所公认者;这就是礼俗,不
是法律”④.所以,在梁漱溟看来,礼俗固然是道德意识的外在化,而这种礼俗也有助于道德实践,任
何的理想道德,都要通过礼乐活动来呈现.

就目前学术界的状况而言,主流的梁漱溟研究者对«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存有谨慎的态度.
毫无疑问,熟悉１９６０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言语的人都可以意识到梁漱溟的问题意识与当时的

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我们透过意识形态的制约,反过来看梁漱溟的论述是否与其一

贯的逻辑线索相一致,也就是说,伦理本位和以他人为重的态度,是其论证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与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本的重要理由.不过,到１９８０年代,他虽然依旧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开始批评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他与毛泽东的主要差别在于中国

是否有阶级斗争,并回忆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１９４９年之后,他曾经放弃

了自己的主张.“多年之后,夙性独立思考的我,渐渐恢复了自信,而毛主席临到晚年暴露其阶级偏

见亦加倍荒唐错乱达于可笑地步.”⑤在这篇写于１９８２年的文章中,梁漱溟认为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

的看重和“制造”阶级斗争的做法都是无风起浪.这的确与他在«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中的许多

观点存在着分歧.那么,１９８０年代的反思究竟是梁漱溟理论自信的恢复,还是违背了他自己的一致

性呢? 这里却可以看到梁漱溟思想中的逻辑矛盾.梁漱溟虽然否认了阶级斗争在建成一个大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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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中的作用,恢复了他伦理本位的基本立场,但从他的日记和其他作品中看,他并没有整体上否定

«中国———理性之国»这本书,而是一直在寻求出版.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他对阶级斗争的否定,
并没有否定他思考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总体立场.

行文至此,梁漱溟的“理性”概念的发展线索以及他思想的复杂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现.很显

然,用贴标签的方式来概括他的思想是苍白的.在跟艾恺的对话中,梁漱溟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佛

教徒,同时又自称是孔子和王阳明的追随者①.其实,与同样思考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熊十力

相比,梁漱溟并不是反对熊十力根据«周易»、«周官»等作品发掘孔子“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等
做法,而是反对熊十力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被破坏的“古人理想”.梁的分析更多“社会科学”色彩:“熊
书总是自己站在儒家立场讲话,而我则宁愿先从旁而来观察它.彼此的思路是不相同的;彼此立言

的态度是不同的.”②因此,陈来先生指出:“说梁漱溟是保守主义、是反现代化、是反科学民主,都是不

正确的.”从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造主张方面,他是欧化论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从社会政治思想来

看,在本质上,梁漱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这中间的关系,他并没有清楚的交待③.也有人提出,
梁漱溟的思想倾向,并不能化约为“文化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政治自由(或保守)主义、儒家资本主

义或儒化马克思主义来视之界之”④.按此看法,梁氏之提倡儒家文化,并不是将之作为现代化的批

评性因素,也不是革命的反对力量(尽管他很长时间内反对暴力革命).梁漱溟的看法可以综合为:
“在此革命的世纪中,传统的文化,要在革命的进程中,显露实现它待长待成的价值;现代化的革命与

道途,要俟素朴未琢的传统文化来指引,相辅并长、并行;至于第二路向(即中国文化路向———引者

注)的文化开展,则早已为‘过去’(历史)所决定,在那儿等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未来’融合结果,
而今日的中国,逐渐地开步向预定的道路前行了.在这社会主义革命的时程中与路程上,‘传统的’
因和现代转折结合,由是而成长了、现代化了,‘现代的’经由与传统互补融合,终而修正了、再传统化

了,然后两相渗释,化成出人类新的文化路向来.”⑤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梁漱溟的理性观念,是否可

以成为一个现代儒学的“基石性”概念呢?

【在论文写作和修订过程中,陈来教授、唐文明教授等分别提出过修改意见和建议;论文并在法

国远东学院的“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系列讲座中以报告的方式发表.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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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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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８１、２７５ ２７７页.
梁漱溟:«勉仁斋读书录»,«梁漱溟全集»第７卷,第７５５页.
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２４页.
王远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析论梁漱溟的历史观»,载杨贞德主编:«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历史篇»,台北:“中央研究

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１页.
王远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析论梁漱溟的历史观»,载杨贞德主编:«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历史篇»,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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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伦理场域中的劳动观念变迁

付 长 珍

摘　要:从“劳工神圣”到“劳动光荣”,劳动观念在中国的变迁曾经承载了时代的精神风向和价值坐

标.“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第一次真正使“劳动”进入到中国人的社会公共生活视野.通过知识精英的

思想启蒙和广泛发动,社会大众开始以“劳动”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并以“劳动”为核心确立

起自身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在中国现代性和启蒙伦理的历史语境中,劳动观念是如何在同其他

观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占支配地位且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念,实现了由思想启蒙到革命实践的深

刻变革? 新时期以来,随着资本地位的上升,劳动观念呈现出日益复杂的新态势,其统摄性社会基础价值

的缺失,不仅使社会主导性价值观整合异常困难,也加剧了社会碎片化的风险.

关键词:启蒙伦理;劳动观念;资本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１１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观念日趋式微.对劳动的推崇虽然并没有从国家政治生活中退隐,却不再

是政治热情之所在,劳动话语的主导性地位逐渐边缘化.在社会生活层面,从事劳动生产已难以被

视为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多元化,通过传

统的劳动生产方式所得收入与非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普通劳动者越来越难以单纯从一般

性劳动中获得存在感和尊严感.在个体美德层面,虽然在品德教育中还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实际上劳动教育越来越受到忽视.围绕着“劳动”应不应该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曾经

出现了诸多争论,劳动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的关系亦趋复杂化态势.
“劳动”始终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概念.若要从总体上呈现和把握当

下的劳动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劳动观念的成长变迁史,即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还原相结合的角度,考察

劳动观念在百年中国的历史命运与行程折变,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当前劳动问题的实质及其走向.
美国著名观念史家诺夫乔伊指出:“作为观念史的最终任务的一部分,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

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有助于说明在观念的时尚和影响

中的变化得以产生的过程的心理学特征,如果可能的话,则弄清楚那些占支配地位或广泛流行的思

想是如何在一代人中放弃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而让位于别的思想的.”① 在中国现代性与启蒙伦理的

历史语境中,劳动观念是如何在同其他观念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占支配地位并广泛流行的”
社会观念? 取得支配地位后的劳动观念又是如何与其他社会观念深入互动,以新的意识形态重构了

国家、社会和个体认同的统一? 随着资本力量的强势崛起,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劳动价值观念日益衰

落,与之相应的是多维价值观念的光谱,在多元价值的纷争中难以形成统摄性的价值观念.由于具

有奠基性价值观念的缺失,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公民身份认同的价值基础

和整合问题;二是多重价值观之间难以相互贯通,加大了社会碎片化的风险.
　

作者简介: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核心价值与文化观念”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页.



一、启蒙伦理与现代“劳动”观念的觉醒

“劳动”一词在古汉语中很早就已经出现.“劳动”通常指的是一般的劳作、活动.在“大传统”的
观念解释中,“劳动”一般被理解为“小人之事”;虽然“勤劳”曾被冠以美德之一,但基本上劳动还只是

事生的需要、谋生的手段.古代的“劳动”观念还只是基于生活经验而对某些类型的活动的类称和评

价,还没有上升为边界清晰、结构确定的概念①.现代汉语中的“劳动”概念不仅具有了抽象的一般意

义———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而且成为了解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术语.
中国社会现代“劳动”观念的觉醒,大致可以“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为标识.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６

日,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民众大会上,蔡元培发表了关于“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讲②.他指

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

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

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③“劳工

神圣”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知识界和劳动界的积极响应,并很快取代“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

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民国日报»曾发表文章称赞蔡元培的这篇演说,“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

‘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于是众人都被他喊着,就回答一声‘劳工神圣’”④.这场演讲破天荒获

得了社会上无数人的回响和景仰.
在“劳工神圣”的精神感召下,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劳工群众进行宣讲,尝试唤醒更多劳

工群众的意识.１９１９年３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邓中夏发起了平民教育

讲演团,深入工人群体和农村进行演讲.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隆重举行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
北京大学学生为此罢课一天.李大钊形象地阐述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原因:“希望诸位常常纪念着

‘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
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⑤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何孟雄等工读互助团

的团员在北京发起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游行中出动了两辆标有“劳工神圣”等字样的红旗

汽车,并沿街散发了数千张«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以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斗

争.邓中夏到北京长辛店,向铁路工人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讲演;平民教育演讲团

也发表了诸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之类的演讲,阐述劳动节的

历史和意义.李大钊则鼓励青年知识分子要在农村“安身立命”,认为青年应该一边劳动,一边去做

“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

村”⑥.因此,在乡村,除了平民教育的宣讲,一些知识分子还开展了“新村运动”的社会实验,“新村运

动”旨在普及乡村教育,主张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劳动,如１９２０年代初王拱璧在家乡创建的青年公学,

１９３０年代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工学团,便是“劳工神圣”这一观念在知识分子中发挥作用的结果,同时

也促进了劳动观念在广大农村人口中的觉醒.
文学是时代思想的先声.“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在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文学上的变革进

一步激发了劳工群众劳动观念的觉醒,关注底层劳工群众生活的文学创作开始涌现.１９３０年代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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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高瑞泉:«“劳动”:可作历史分析的观念»,«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岳凯华:«蔡元培与“劳工神圣”»,«光明日报理论周刊»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８日,第７版.
蔡元培:«劳工神圣———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２６０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

日).
卢玄:«“劳工神圣”底意义»,«觉悟»(«民国日报»[上海]副刊)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３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６７页;岳凯华:«蔡

元培与“劳工神圣”»,«光明日报理论周刊»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８日,第７版.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４８页.



翼作家联盟的作品,如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等特别关注大

众的劳动生活.此外,一批大众文学刊物应运而生,像«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
«文学»、«文学月报»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半农等人用新诗去反映底层群众的生活,掀起了一股

“新悯农诗”的风潮.刘半农被誉为五四时期的贫民诗人,像«铁匠»、«一个小农家的暮»、«相隔一层

纸»等诗作都是以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为创作对象,唱出了人世间的疾苦不平.这些文学作品在

激活劳动者的情感、推动劳动观念的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第一次真正使“劳动”进入了中国人的社会公共生活视野,不少知识分

子和底层劳动群众开始用“劳动”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并以“劳动”为核心建立起自身

的身份认同.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劳动”进行了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劳

动观逐渐成为阐释“劳工神圣”口号的核心理论资源.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创办针对普通劳动者的简明刊物来宣传“劳工神圣”的思想,以期唤醒更

多劳动者.１９２０年的五一劳动节当天,全国各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庆祝纪念活动和示威游行,北京

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报»和«申报»等主要报刊或发表纪念文章,或以

大篇幅报道各地庆祝“五一”的盛况.正如当天的«民国日报»所言:“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潮流滚

滚而来,‘劳工神圣’的声浪也就一天高似一天.”①«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都是周刊,分别是上

海、北京、广东的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刊物②.这三

份兄弟刊物分享共同的宗旨,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正如

«劳动界»创刊号所说:“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我

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要教育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③这些

刊物都讴歌劳动的伟大、劳工的神圣.陈独秀在«劳动界»发文称:“劳动力是什么? 就是人工.
世界上若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就饿死了.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

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人们才说)‘劳工神圣’.”④«劳动音»也指出,劳动是“进化的

原动力”,要提倡“劳动主义”;«劳动者»则歌颂了劳动者的伟大,倡导“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
是最高贵的人”⑤.这些刊物语言通俗易懂,深受工人好评,被誉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⑥;
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是影响很大,对于唤醒工人的觉悟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综观这一时期以“劳工神圣”为引擎的劳动观念的兴起和传播,其间带有明显的思想启蒙的意

味.思想启蒙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现代性成长中一个深刻的伦理命题.
从魏源、林则徐等最早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传统士大夫介绍西方社会观念开始,到维新派与洋务派、顽
固派的论战,再到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这些宣传和论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思想启蒙的一部分,在
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发挥了启发民智的作用.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则是由新文化

运动所开启.«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也是思想启蒙的路标.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思想的

革命,陈独秀曾多次与友人谈起创办«新青年»的原因,他认为,民国虽立,但是,“中国还是军阀当权,
革不成什么命,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要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⑦,“欲使共

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⑧.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除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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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节的北京»,«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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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设计,更需要价值和伦理的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陈独秀通过对

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的反省,提出国民觉悟由学术而政治,再到伦理渐次演进的过程,揭示了中国现

代性启蒙的历史逻辑.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反对封建专制与迷信;提倡白话文与

新文学,以文化叙事方式的革新推动新思想的传播;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重建社会伦理观念与秩

序.«新青年»早期专注于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后期则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劳工神圣”的
口号提出以后,很快就取代了“民主”与“科学”,成为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呼声最高的口号与旗帜.

“劳工神圣”何以能够迅速取代“民主”与“科学”,进而成为思想启蒙的新号角? 这是与当时所面

临的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一些主要知识分子的经历有关.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旅法华工的功绩,世界工人运动与国内工人运动的影响等等,这一切都显示了劳工的巨大力

量.中国社会思想启蒙的任务并不只是国民观念的革新,还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相关,与中国

社会道路选择的问题相关.“劳工神圣”之所以成为最受推崇的口号,正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进

步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俄国革命的鼓舞,希望通过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条路向则是

与“劳工神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带有十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特

征,尚缺少对民众的理性认知能力的关注和培养,“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和宣传也反映出这种工具

理性的倾向.
“劳工神圣”的口号是思想启蒙的有力抓手,有力地促进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的传

播和落地,有利于更彻底地摧毁旧的伦常秩序,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发展趋势的伦理观念.对劳工、
劳动地位的推崇是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民主启蒙,正是“劳工神圣”理念的广泛传播,为民主思想的发

育提供了现实的有效途径.比如,蔡元培即十分注重平等观念的培育,并通过对劳工的高扬来促进

平等观念的落实;正是在劳动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才真正具有了现实的平等基础.处于当时社会

最弱势地位的莫过于劳工,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等群体,而“劳工神圣”却唤醒了人们对劳工

价值的认识以及劳工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并由此去获得自我的尊严和作为社会存在的尊严,就像蔡

元培所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 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 不要羡慕那克扣军

饷的军官! 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 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 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

的议员! 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

圣!”②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还将劳动与人生追求相联系,用劳动观念去承载起人生理想.李大钊将劳

动视为人生快乐的根源:“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

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

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

以拿劳动去排除它,解脱它.”③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的生命是劳动着的生命,他们的人生也是劳

动的人生,他们的苦乐也必定和劳动相关,“劳工神圣”将民众的人生幸福观念与人生实践真正地结

合了起来,求得人生幸福就是要求得劳动,进行劳动就是在追求人生幸福.陈独秀也反对只在维持

生存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强调劳动对整个人生的意义,他指出:“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

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作

维持衣食的条件.”④通过对劳动的这些认识和阐发,使劳动观念能够更好地承载其他价值观念,以
“劳工神圣”为口号进行思想启蒙就更加具有了现实的有效性.

不过,由于“劳工神圣”过早地接棒“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承担起中国社会启蒙的重任,这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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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当时的中国社会“既难以在真正扬弃的意义上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历史性进

步,也难以在现代社会发展和全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深刻内涵上,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

论”①.而且囿于中国当时底层劳工群体严酷的生存状况,这一时期围绕“劳工神圣”的宣传和行动实

际上都是以底层工农的劳动为“劳动”的认可标准.虽然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都区分了劳动的分工,
承认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但此时的“劳动”更多指向的是体力劳动,如李大钊所说的“非把

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②,都表明“劳动”实际上被等同于艰辛困苦的体力劳作,这甚至

成了人们理解劳动时的一种普遍态度,直至今天仍对当代中国人的劳动认知有着深刻的影响.
劳动观念的传播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相伴而行,承担起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责任.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深入及其局部政权的建立,“劳工神圣”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

广大农民群体日益被唤醒,这些都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群众基础.

二、现代“劳动”观念的胜利与影响———劳动最光荣

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仅仅依靠口号传播和思想动员,现代“劳动”
观念只能影响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还远不足以成为在整个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导性

观念.“观念并非一种纯粹的智力上的构想;其自身内部即蕴涵着一种动态的力量,激发个体和民

族,驱使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涵的社会制度”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本身

就是劳动者的胜利,这空前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劳动热情,鼓舞劳动者以战斗的姿态积极投身国家

建设.
“任何重要的新观念要真正引进一个社会,广泛传播并代替旧观念,需要相应的社会生活实践,

尤其需要在建制上获得体现”④.新中国成立后,“劳动”观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不断上

升,逐步成长为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观念建构的主导力量.首先是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社会最广大

的两个劳动群体———工人和农民———被认为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即“五四宪法”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标志着“劳动”观念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的胜利,“劳动”成为国家意识形

态的重要内容.国家层面上对“劳动”的这种确认,还落实到了政权的架构和经济制度的安排当中.
政治上规定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大代表经由人民选举产生,充分保障

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权利;在法律层面上确认了五一劳动节的合法性,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宣布五一劳动节为法定假日之一,从此中国的劳动者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为了庆祝劳动

节,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各种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还要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体现

了国家政治生活中对劳动及劳动者的认肯.经济上,则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了全体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确立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这一切都凸显了“劳动”在国家建制安排中的核心地

位.其次是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了讴歌劳动、崇尚劳动的风尚,突出表现在当时的文艺方针以及社会

宣传的学习榜样上.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⑤.
建国后的文艺方针也强调文艺要服务于广大劳动群众,反映工农现实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局面.周恩来要求“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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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工作者“必须掌握国家的政策”,“必须与劳动人民共呼吸”①;社会主义文艺要反映时代,并要着力

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工农大众.人们空前崇拜劳动英雄,最受人追捧的是铁人王进喜、陈学孟等奋

斗在劳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模范,“劳动光荣”理念深入人心.最后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并实现了全

民的劳动身份的转化,在“劳动”基础上建立起了统一的个人身份认同.工人和农民的身份某种程度

上即是劳动精神的象征.对于原来的地主、资本家等食利阶级则进行了全面的劳动改造,通过土地

改革以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广大农村不仅在形式上消灭了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基础,而且

还迫使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家的

经济基础,资本家阶级则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普通劳动者.知识分子则是直接被下放到乡村和工厂

参加一线生产劳动.通过这些改造,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基本上都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当中的一分

子,“劳动者”成了他们共同的身份标识.“一五”计划任务的超额完成,既反映了中国民众建设社会

主义的劳动热情,又进一步鼓舞了民众对劳动力量的崇拜和狂热.至此可以说,“劳动”观念在中国

已经全面崛起,真正成为“占支配地位并广泛流行的”社会观念,成为承载整个国家和社会全部价值

观念的基石,居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支配性地位.
在“劳动”观念的支配下,整个社会的人群身份得到了整合,每个人的身份都可以在劳动观念中

进行识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受到广泛

认同和尊重.个体身份之间,除了劳动分工和职业上的分殊,没有身份的贵贱之别.即使干部与群

众之间的区分,也是以劳动认同为基础.在劳动的序列中,干部本身也是劳动者,群众与干部并没有

因身份差异而不平等.以“劳动”为核心的身份识别和认同实际上保持了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以及个

体自我认同上的统一,政治上劳动者的地位被认可、受推崇.不论从事何种劳动,劳动者同样受到尊

重,而且劳动者个人也对自身的劳动感到认同和满足,“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由于身

份认同的统一,整个社会在行动上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人际关系变得相对简单与和谐.基于“劳
动”关系的认同有时甚至超越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认同,“同志加战友胜过兄弟情”.
当然,由于当时采取城乡二元分治的国家发展策略,优先保障城市发展,也导致了工人与农民之间事

实上的不平等.持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是由国家供养,吃“国库公粮”,而农村户籍的“乡下人”则
是自我供养,还要交“公粮”,由此形成了农民对工人的集体羡慕、工人比农民拥有更多荣耀感的情

形.但是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热潮笼罩下,这种户籍身份上的不平等感并没有导致劳动者集体性心理

失衡.
以劳动观念和劳动者身份认同为依托,社会成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观念上亦呈现趋同化,整个

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劳动”观念的支配下,劳动者在个体身份上的平等,
进而在法律和社会生活认同层面得到落实,法律上人人平等,社会生活上一切劳动都受到尊重和平

等对待.“劳动”的精神和形象建构,始终与底层劳工和农民艰苦的生存境遇相联系,广大劳动群众

翻身作主的革命进程,实际上也是依靠劳动奋发自强的过程,劳动成为实现自我拯救的神奇力量.
人们对自身劳动力量的认可,并最终转变成自立自强、艰苦奋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无限热情.民

族国家的独立,人民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都无限地激发了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而这一切又都

与劳动者革命的胜利相关.热爱劳动,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对“劳动”观念的认

同甚至成为影响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因素和纽带,在劳动者共同革命的旗帜下,中国人民热情支援亚

非拉等深陷“苦难”的兄弟国家.总之,“劳动”观念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观念的最直接后果,就是

使得整个社会人群在个体身份认同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并进而成为解释其他社会观念的基础观念.
正如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一书中对启蒙的分析,启蒙通过宣扬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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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主破除了专制的神话,但是却造成了理性本身的膨胀,从而启蒙自身异化为另一个神话①.“劳
动”观念的这种支配作用并没有在身份认同的自然维度上止步,而是要把这种认同发挥到极致,整个

社会陷入到对劳动的崇拜和狂热中.“劳动”观念不只是在社会观念中占支配地位,而且要寻求成为

观念上的“神话”,确立本身无上的正确性.“三大改造”迅速实现,“一五”计划超额完成,激发了民众

对劳动力量的过分崇拜,劳动者被幻想成为在战天斗地中永远的胜利者.“劳动”观念这种自我神话

的冲动还将身份认同的标准推向了极端化,劳动身份的认同不单要停留在现实参与劳动的事实层

面,还追求劳动身份的传承延续.纯粹且可靠的劳动者身份要追溯到血缘关系上,贫下中农子弟、革
命干部子弟是“根红苗正”的劳动者,而“黑五类”出身的人则不是纯正的劳动者,要强制接受劳动改

造,由此又形成了社会群体间的分化与对立.这些建立在“劳动”观念的支配地位基础之上的理想性

社会实践实际上狭隘化了对“劳动”的理解,只有生产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似乎越是粗重的体力

劳动,越是重要且光荣.片面强调体力劳动而忽视脑力劳动,结果就是普泛的“知识无用论”和“读书

无用论”.这种偏颇的劳动观念给一个民族造成的后果,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②.从某种意义上说,
当代劳动问题的复杂态势也是这种影响在当今社会的深化和折射.

三、“劳动”观念的衰落与当前劳动问题的凸显

基于“劳动”观念支配地位的理想性社会实践的迷失,终于使人们从对劳动的狂热崇拜中清醒过

来.经过知识界的拨乱反正,恢复高考,振兴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重新被认肯.随着主体性

的分化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整全性的“劳动”统治观念不仅走下了神坛,而且逐渐失去了在社会观念

中的支配地位.
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并延伸到城市的改革,再度激发起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劳动热

情,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和享用增进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价值的

体认.此时的“劳动”观念更多地与个体存在和利益诉求相联系,提倡“白手起家”、“自我奋斗”,“劳
动”观念开始与“自主、自由、自利”等观念融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资本前进的步伐越来越

势不可挡.在资本快速扩张面前,集体主义时代的“劳动”观念越来越式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

动,使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迅速成长起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加速市场化和资本化的过程,从引

入外来资本开始,到鼓励内部资本的积累和再投资,并逐步放开对资本投资领域的限制.随着社会

深度市场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化的浸淫,一切神圣性的东西都被消解或

者正在被消解,市场价值观无孔不入,整个社会似乎都成了市场.而在资本的强势扩张中,劳动与资

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大规模的招商引资,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与之相对应的

则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在劳资关系博弈过程中,“农民工”不仅经济上受资本控制,劳动

权益保护也处于弱势境地,拖欠工资、劳动伤害纠纷屡见不鲜.当今社会劳资之间地位的差异带给

人们一种切己的震撼,也是当前劳动问题受到关注的直接原因.“农民工”群体实际上沦为了“新穷

人”,进一步加剧了劳动以及劳动者尊严的丧失.如果说类似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还是生产

性劳动,那么近年来为维持工人自身的再生产而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即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则直

接将底层劳动者置入社会负累的地位③.
可见,“劳动”观念虽然还葆有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尊严地位,在社会生活层面已不可避免地旁落

了,“五一”劳动节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消费和休假的狂欢日.“劳动”观念一方面失去了对社会价值观

１４１启蒙伦理场域中的劳动观念变迁

①

②

③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赵修义教授曾以切身经历和具体史料对这段历史(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年)作了深入分析和评论.参见赵修义:«为什么要花大力气

研究劳动观念问题?»,«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的支配性影响,另一方面则与“自主、自由”等个体观念相融合并获得了新的表达形式,甚至脱离了与

“劳动”的关联性而成为独立的社会观念.社会上对待“劳动”的态度也日益多元和分化,很多白手起

家、自我奋斗式的成功故事成为世人称羡的传奇,相比于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懒汉和“啃老族”,靠
努力工作来维持自身生存的蚁族依然受到社会尊重;同时,相比于“劳动”本身,资本和财富则更能获

得社会青睐,底层劳动者的尊严在财富和权势面前遭受巨大压制.伴随着“劳动”观念的退隐,原本

基于“劳动”观念的社会价值认同也变得难以整合,价值的多元化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价值观的

歧义与多元,本身即内涵着价值认同上的某些冲突,这些冲突部分可以通过对话得以解决,但也不可

避免地导致社会维系成本的增加.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在劳资冲突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观念的衰落.当今的劳动问题,一方

面是过去遗留问题的再现,是改头换面的旧的劳资关系冲突的重现;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了的劳动事

实与原有价值观念的冲突,如何搭建新的理念框架来理解当下的劳动问题本身就成了问题.传统的

劳动者形象在当今社会依然被认可,传统的“劳动”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思考当前社会问

题的向度;虽然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劳动观念日益衰落,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但政治

生活层面上的劳动观念依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这种基于政治权威的

而获得合法性与尊严地位的劳动观念,使人们愈发感受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深刻冲突,这不仅造成

了社会成员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而且也导致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分裂.随着劳资冲突的日益加剧,
社会不同人群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基础.汉娜阿伦特对“劳动”的区分,便呈现出与正统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深刻差异.马克思是用“劳动”概念阐释整个社会系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能在

“劳动”框架下得到解释,因而可以在其“劳动”观念下实现人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社会交往活

动的整合,但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把一切人类活动都简化并还原为劳动,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政治

理想,最终将导致政治对人的压迫,而她则区分了“劳动”(labor)、“制作”(work)和“行动”(action)的
不同,她将劳动限定为生产自身的活动,即维持人自身的生存活动,将制作限定为人类存在的非自然

活动,即通过生产和利用工具来改造自然,建立一个不同于自然界的人工世界,而行动则是唯一无需

物质媒介而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活动,是真正的政治活动①.阿伦特强调劳动与制作的联合,有
力地回应了当前劳动问题发展的新态势.

面对当前劳动问题在现实发展趋势上与其政治理想规定上的分歧,我们需要对“劳动”概念作出

新的再阐释,并通过这种解释弥合劳动在政治诉求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裂隙.而一旦将劳动问题进一

步深化,当前的问题就不再是纯粹的劳动问题,而且更为关键的问题恰恰不是恢复劳动者在原有观

念意义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是在更为实质的层面上使劳动者摆脱繁重的负累,进一步在自由劳

动的理想意义上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
劳动观念是社会价值变迁的晴雨表.对当代劳动问题作观念史的考察,不仅可以深化对劳动与

社会正义、劳动与现代法治、劳动与公民德性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而且对当前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也

深具启发意义.劳动观念曾经承载起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坐标,促进了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协调关

系.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价值诉求日趋多元化.在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问题上,需要实现一种问题

视域的转换,即追问什么是国民身份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的基础性观念? 劳动在当代还能否承担起

核心观念的使命? 如果可以,需要对之进行怎样的再阐释? 如果不可以,还有什么样的理念或观念

真正可以承担起这个时代的价值使命,成为领航时代精神的旗帜?

[责任编辑　李　梅]

２４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① 付长珍、王成峰:«从生产自身到发展自身———西方劳动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总第３６４期) No１,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４)

朱熹的“状仁”说及对爱的诠释

向 世 陵

摘　要:朱熹“状”仁之体突出的是“公”的价值,贯穿的是“爱人”的观念.仁与公的关系,实质上即仁

与人的关系.“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虽不构成爱的原因,但却是落实博爱所必需,为博爱的推行准备了

条件.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重点围绕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问题展开,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

辨.从坚持仁与爱相关联出发,朱熹要求于情中体性,在爱中及体.相应地,人所应做的,是“为仁”而非

“求仁”.朱熹不同意韩愈“博爱之谓仁”的界定,认为不能以用代体.佛教的无缘之爱并没有什么道理可

言,毁己以成物,本身就背离了普遍之爱的原则.儒家由亲亲到仁民爱物,是实施博爱的最现实的道路.

关键词:朱熹;体;仁;公;爱;理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１．０５

孔子答弟子问仁,因人因时而有多种教诲.其中,在回答子贡“博施济众”“可谓仁乎”之后,有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之说.孔子这

一段话,历来受到关注.传统经学家从孔安国、皇侃到邢昺,对此的解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其中,
邢昺这样疏解:

　　此孔子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也.方,犹道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身进达而先立达他人,又能

近取譬于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于人,己所不欲,弗施于人,可谓仁道也.①

邢昺这里,主要是讲如何行仁的问题.这包括进达他人与退譬于己的双向互动,中心就在推己及人.
己与人之间,不止要平等考量,而且要做到他人优先.尽管文中并没有一个“爱”字出现,但将心比心

的推度本身却足以体现爱人、尊重人的高尚情怀② .朱熹正是在此注疏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他的公天

下之爱、仁与爱之辨、为仁与为本之辨等思想的.

一、“状仁之体”与公天下之爱

邢昺之后二百年,朱熹撰«论语集注»,将理学的思辨精神贯注到经学注疏之中.他将上述孔子

立人达人之说,放在了天理人欲之辨的框架之下,认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
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

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③

　

作者简介:向世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儒家博爱论研究”(１３ZX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８０页.

②　正因此,今人对孔子此语仍以爱人为解.例如,张岱年先生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孔子规定的仁之界说,并为

之提出了三条理由,强调“仁之本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以根本上是爱人的”.见氏著:«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５６ ２５７页.

③　朱熹:«论语集注雍也»,«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９２页.



　　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体现的是天理的流行无间,是对仁之体的最好发明.但仁之体本身是什

么,朱熹并没有给予解释.他“状”仁之体突出的是“公”的价值.己之“所欲”属于私,但若能践行恕

道,推其私爱于天下大众,仁即在其“术”中而得以落实,人人均能享有所给予之爱,“私”便被克服而

转为天理之公.
在这里,“恕”是行仁之方和爱的实现,二程先前曾以“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对此予以说明.

但“施”与“用”具体为何意,则是朱熹自己的解释:“恕是分俵那爱底.如一桶水,爱是水,恕是分俵此

水何处一杓,故谓之施.爱是仁之用,恕所以施爱者.”①爱是仁体之用,如同水为人需用一样.但水

能满足人的需用只是第一步的性质认定,重要的还在于何时何处能实际给予多少水的量,这要由恕

来斟酌推行.恕的目的,在于把爱实际施与对象,“不恕,则虽有爱而不能及人也”②.作为推己及人

的道德自我约束的恕道,在这里成为了仁爱实施的最一般的手段.
朱熹在发挥了自己的思想之后,又长段引述了程颢之言辅助发明.程颢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纳入到自己的“仁说”之中,并联系“博施济众”予以阐释.程颢在相关论说中以手足痿痹

为不仁,并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著名观点.但他终究认为“仁至难言”③,故孔子就近取

譬,只说立人达人的“仁之方”,“仁之体”是没办法言明的.当然,程颢对此又留有余地,他以为如能

从仁之方入手去观仁,则是有可能把握仁之体的.
朱熹没有进一步解释程颢之意,但从他续引的“吕氏”之言,可以揣摩朱熹可能想要表述的思想.

其曰:

　　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

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④

仁与境界的“高远”是存在关联的,只是这“高远”是建立在“下学”的基础之上.所以,路径只能是下

学而上达,而不能“徒事高远”.孔子于是告以最切近的推己及人之方以引导之,此即“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便是圣人博施济众的伟业,也是由此一步步践履积累而成.
可以说,传统儒学并不关注“仁之体”的问题,其意图集中在如何通过“仁之方”的爱人实践去体

验仁德.到了宋代新儒学,重点却转变为“体仁”或“以仁为体”的主体实践.不过,不论是“仁之方”
还是“仁之体”,无论立人、达人抑或博施济众,其中心观念并没有变化,那就是爱人.

«周易»乾卦«文言»有“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之说,朱熹解释道:

　　“体仁足以长人”,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体,犹所谓“公而以人体之”之

“体”.⑤

“体”有体察、体认之意,但重点是实行.«文言»所说,意味着若能实行仁便足以成为人之君长.朱熹

认为,此当以程颐“公而以人体之”之“体”去解之.在程颐,“公”是仁之理,只讲“公”,固然突出了“物
我兼照”的公平立场和普遍之爱的本性,但却有个实际落实或实行的问题,故又不能直接以公为仁.
一定是“公而以人体之”,即人实际体察到并落实为“公”的行为才能叫做仁⑥.朱熹的“以仁为体”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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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５６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第２４５５页.
程颢云:“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 若不有诸

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见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５页.

朱熹:«论语集注雍也»,«四书章句集注»,第９２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第１０９页.
参见程颐语:“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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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１５３页.



应当在这种意义上去理解,温厚慈爱之理也正是由此而生发出来.
正因为如此,公与仁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语类»记载:

　　或问仁与公之别.曰:“仁在内,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后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

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

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也.”①

从关联处说,“仁”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公”则在于物我兼照而无偏于私亲;从差异方面看,仁
是人心内在之理,公则是克己除欲的彻底功夫.但这内外之分毕竟又是相互联系的,人所以能克己

为公,本依赖于内在仁性的生发.在没有己私障蔽的前提下,仁光明彰显而表现为人的关爱天下或

曰博爱的实践,所以能从人身上见得仁来.
因而,仁与公之间的关系,实际落实为仁与人的相互关联.孟子当年讲过,“仁也者,人也”(«孟

子尽心下»).朱熹于此有所承接,故声明“仁之名不从公来,乃是从人来”②.人是仁的现实存在,
人的主动性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对于学生所问“公而以人体之”一句,朱熹强调:“紧要在‘人’字
上.仁只是个人.”③这说明,无论是大公无私的境界,还是施人以爱,紧要处都在“人”字上.“仁”是
展现“人”的活动.但人的活动有公私之别,仁只能是人为公的活动,所以要看重公与仁的关联.可

以说,“公”是人之体仁的框架和方向,是仁之实现的条件.用朱熹自己的比喻:“仁譬如水泉,私譬如

沙石能壅却泉,公乃所以决去沙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复也.”④私心就像雍塞泉水的沙

石一样,仁被堵塞,爱只能及于己或私亲而不爱他.清除了沙石的窒碍,即在公的氛围下,根于内心

的仁德就能普及天下.“故人无私欲,则心之体用广大流行,而无时不仁,所以能爱能恕.”⑤广大流行

则爱公之于天下,无时不仁则爱周流不息,结果便是无处无时而不爱.
从机制上说,心之体用的广大流行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具体化.仁者若能以天地万物

为一体,其爱自然就无所不至.不过,朱熹又不是太认可二程“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说法.他

认为这“说得太深,无捉摸处”,即不好实际把握,不如亲出程颐手笔的«易传»之“四德之元,犹五常之

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和“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两言仁处说得平实,并认为“学者当精

看此等处”⑥.统合来说,仁是在公天下的条件下实现的,人间的善德正来源于此.一方面,仁为四德

五常之首;另一方面,四德五常均因仁之流行而来,故仁又无处不在,无物不被其所爱.
但朱熹的学生仍是认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吸纳了张载“民胞物与”之同气同性说的

架构.如林安卿、沈僴等便以为,人物同受天地之气而生,所以是同体而皆当相爱.再将孟子接引过

来,便有“推老老之心,则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则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实见此理,故能以天

地万物为一体”之说⑦.学生认为,仁者之心是公天下而无不爱的,能够明了这其中的道理,就能够与

天地万物为一体.但朱熹并不赞成这样的见解,在他看来,“‘爱’字不在同体上说,自不属同体

事”———是否同体,其实不是首先应当关心的问题:“如以两碗盛得水来,不必教去寻讨这一碗是那里

酌来,那一碗是那里酌来.既都是水,便是同体,更何待寻问所从来.如昨夜庄仲说人与万物均受此

气,均得此理,所以皆当爱,便是不如此.”⑧从水的质上去认定,凡水均同体,既如此,此水从哪里

来———追问人是否因受同一之气、得同一之理而爱人,就不是一个恰当的认识路径.话其实应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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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讲:“若爱,则是自然爱,不是同体了方爱.惟其同体,所以无所不爱.所以爱者,以其有此心也;
所以无所不爱者,以其同体也.”①就是说,应当这样全面地看问题:一方面是爱生成于人内在的仁心,
基于心之德而自然发用为爱,它并不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前提;但另一方面,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或曰同体,毕竟为爱清除了私心的羁绊,使得爱能在“公”的心境中普施于天下.由此,万物一体虽不

构成爱的原因,但却为推行博爱所必需,没有万物一体的情怀和境界,普遍之爱实难以落实.所以朱

熹虽不甚满意,但也大致能容纳其说.

二、朱熹与张栻的仁、爱之辨

天地万物的一体性为博爱的推行准备了条件,但“所以爱”也即爱的原因问题,却涉及到更多的

考量.孟子当年将爱的原因归结到恻隐之心和仁的发端,到朱熹的时代这种归结就显得不够用了.
其时,非但仁之体的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对爱之理的追问也提上了议程,并引起了朱熹与张栻的反

复辩难.
张栻回顾了他与朱熹关于“仁说”的讨论,在论及爱无所不至然又只明得其用而需详察爱之理

后,他这样写道:

　　夫其所以与天地一体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蕴,人与物所公共,所谓爱之理

者也.故探其本,则未发之前,爱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体者也;察其动,则已发之际,爱之施被

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体用一源,内外一致,此仁之所以为妙也.②

张栻认为,仁者之所以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因为天地之心作为生生不息的本性自动赋予了人,并
成为人物共有的根源,爱之理的范畴正旨在说明这一点.而所谓仁体,就是存在于性中之理.张栻

这里所阐述的正是湖湘学“理具于性”的基本观点,而又从体用一源和由未发到已发的一体流行角度

作了相应的界定.可以说,要觉察由静而动的仁之妙境,生生的视角是一个恰当的窗口.
朱熹并不认同张栻的解说,他认为:

　　熹详此数句,似颇未安.盖仁只是爱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则于其所当爱者反有所

不爱,惟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矣.若爱之理,则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为天地万

物同体而后有也.③

朱熹在此并不采用仁分体用的思路,而强调仁只是爱之理,而“用”则被放在了“公”的层面上加以考

虑.在这里,爱之理是人人本有的,人若能做到大公无私,便自然能够平等地看待天地万物,使物物

都得到应有的关爱.但是,人若有私心间隔,则会造成本当爱却又不去爱的情形.也就是说,是由本

有的爱之理导向天地万物的一体,而不是反过来,因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才导致了爱之理的生起.
不过,在张栻,即便将克私为公的问题考虑在内,爱之理仍是由主体“得”来的.他称:

　　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爱之理得于内,而其用形于外,天地之间无一

物之非吾仁矣.此亦理之本具于吾性者,而非强为之也.④

爱之理是在公而无私、人物一体的意识状态下所“得”来的,即心意识到理、体验到仁,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心意识到理时,此理通过爱意的流淌,已遍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天地间也就无一物不被仁所

浸润了.就是说,博爱的实施,离不开吾性中所具的爱之理,但只有“得于内”才能“形于外”,即心体

验到仁性(理)成为了博爱的前提.
张栻之所以坚持大公“得”理的观点,是因为站在他的性本论的前提之下,理是属于第二义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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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但朱熹坚守以理为本,讲“得”理就会影响到理的先在性,所以朱熹并不能认同.他说:

　　盖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皇皇四达,而仁之体无所蔽矣.夫理无蔽,则天地万物血脉贯通,
而仁之用无不周矣.然则所谓爱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后在,非因廓然大公

而后有也;以血脉贯通而后达,非以血脉贯通而后存也.今此数句有少差紊,更乞详之.爱之之

理便是仁,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于此识得仁体,然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用无不周

者,可得而言矣.①

朱熹从去蔽而复本的意义上解释爱之理,仅就此而言,张栻可以认可,因为这个意义上的仁之体、爱
之理反映的正是吾之本性.至于廓然大公、血脉贯通,则意味着除去了爱之理发用的蔽塞,使爱能够

周遍天地万物,所以张栻能以廓然大公而“后有”、“后存”来表述主体对理的意识和体验.但从理本

论出发,“理”是体而非用,理不是“得”来而是本有,天地万物则是理的载体和表现.就此而言,于物

中识得仁体,只是后知后晓,并不能说明理是后有、后存.故张栻所谓“天地之间无一物之非吾仁”和
“此亦理之本具于吾性者,而非强为之也”一类话,在朱熹看来都是没有道理的“剩语”:前者将无一物

不在吾仁(爱)中变成了物皆吾仁,结果导致物与心(仁)不分而视物为心;后者实际上则承认了仁不

待公而后有,却又语义不确.由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不知道张栻给予了什么样的回答.
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涉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并因此引起了性

情体用之辨.这一争论最初缘起于程颐对“以爱名仁”的批评.程颐说:“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
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②恻隐之心固然意味着爱

的生发,程颐也讲“仁主于爱”③,但这主要是指仁只能在爱中呈现,表现出来是人的情感,仁本身则是

内在之性.如果专以爱为仁,就是只从情上说仁,而把性的根本给扔掉了.所以,性、情之分是必不

可少的.
张栻承接程颐,要求注意性、情的区分,尤其强调不能以用去取代体,不能专以爱去规定仁:“若

专以爱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遗其体,言其情而略其性,则其察之亦不审矣.”④但在朱熹看来,张栻的观

点则又偏向了另一边.程颐固然是要区分性与情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割裂双方的联系.朱

熹说:

　　由汉以来,以爱言仁之弊,正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为性尔.今欲矫其弊,反使“仁”字

泛然无所归宿,而性、情遂至于不相管,可谓矫枉过直,是亦枉而已矣.⑤

以爱言仁的弊病是混淆了性情,并以情为性.今之救弊是需要的,但却不能矫枉过正.因为仁之性

如果不能发于爱之情,一方面会使得仁体飘荡无处立足,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则会造成性

与情互不关联或体用分离,所以是不对的.朱熹实际上是要求恰当把握情与性、爱与仁之间的联系.
在他看来,张栻只在已发处讲“爱”,“则是但知已发之为爱,而不知未发之爱之为仁也”.程颐的仁、
爱之分,只是说明不可认情为性,“非谓仁之性不发于爱之情,而爱之情不本于仁之性也”⑥.避免“专
以爱为仁”的弊病固然是必要的,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爱与仁之间的必然关联:仁就是未发之爱,情本

由性所发.
可以说,自孔子当年以“爱人”释“仁”以来,仁与爱的内在联系就成为儒家道德观最重要的基础.

但新儒学比之传统儒学,在后天情爱与先天性体之间,他们更注重形上层面的性体,要求紧扣情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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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根据,这是学术发展不断提升理论水准的必然要求.因此,朱学和湖湘学尽管总体上都注意把

握性体情用和未发已发的关系,但基于各自的理论重心,其仁说的推演便存在若干差别.
朱熹与张栻的争辩,还可进一步由程颐上溯到孟子和爱有差等的问题.张栻以为:“孟子言仁者

无所不爱,而继之以急亲贤之为务,其等差未尝不明.”朱熹则说:“仁但主爱,若其差等,乃义之事.
仁、义虽不相离,然其用则各有主而不可乱也.若以一仁包之,则义与礼、智皆无所用矣,而可乎

哉?”①张栻之意,在突出仁爱的普遍性和整体性特色,认为差等的问题产生于实务之急需,这在孟子

那里其实是讲明白了的,即将差等放在了仁爱的施行即用的层面.朱熹则对仁包四德的观点作出了

新的解释,强调仁与义、礼、智各有自己的作用和职责,仁与差等本来存在区分.
从生意浑沦和生气流行的层面看,仁包义礼智而统四德本也是朱熹自己的观点,但四德既已存

在,就又各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如仁主生发敷施,义主收敛肃杀,迭相为主,不应混而同之②.仁在

这里,乃与义礼智平行,而非其上位概念.
朱熹的诠释在儒家仁说的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但就其与湖湘学的分歧来说,根本点仍是双方

的心性论基础不同.湖湘学既重仁体又讲以性为本,故不太关注情的问题.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但
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贯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对心”③,即不是心统性情而是性体心用.张栻强调爱

之理,在于它关联仁体、性体,如果把重心都移到了情爱和践行的层面并由此去理解仁,就会忽略最

重要的体的地位.朱熹承认理是指其性体而言,但目的正在于“见性情、体用各有所主而不相离之

妙”.在“心统性情”的架构下,体用、性情是相互发明而由用见体,并不会出现张栻所担心的“遗体而

略性”的问题④.

三、“为仁”与“为本”

朱熹的观点,中心是在情中体性,爱中及体,这也是“用”这一范畴本来所承担的角色,而不能径

直求取仁体.当年他就因不满胡宏“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的说法而对此提出了批评⑤.朱熹依循

的是由孝悌而仁民爱物的路径,认为人所应做的是“为仁”而非“求仁”.换句话说,“仁”说到底是做

出来的而不是悟(觉)出来的.故弟子问«论语»“孝弟为仁之本”之意,朱熹回答说:
　　上蔡谓:“事亲、从兄时,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 盖为仁,便是要做这一件事,从孝弟上做

将去.曰“就事亲从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来,要知个仁而已,不是要为仁也.上蔡之病,
患在以觉为仁.但以觉为仁,只将针来刺股上,才觉得痛,亦可谓之仁矣.此大不然也!⑥

事亲、从兄是孝悌的现实表现,但按朱熹的理解,谢良佐的重心或目的却不在事亲从兄即“做”本身,
而是旨在通过孝悌践履去知觉仁,事亲从兄因而成为知仁的手段.如此,朱熹与谢良佐的分歧,就在

于“为仁”的重心究竟何在,是在仁的践履本身还是在于对仁的觉知、体察? 朱熹所批评的谢良佐“以
知觉为仁”的问题,可以追溯到程颢以“手足痿痹为不仁”和“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的观点.仁

体固然先在,但“我”能否“有诸己”即知觉仁,却构成为仁是否“在我”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将针来

刺股上”有痛感才有仁.但在朱熹看来,谢氏的理道是将重心从践履换到了知觉,以知仁取代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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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０页.
朱熹云:“‘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此语大可疑.观孔子答门人问为仁者多矣,不过以求仁之方告知,使之从事于此而自得

焉尔,初不必使先识仁之体也.”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４
册,第３５６１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二十,第４７８ ４７９页.



仁,而“圣门只说为仁,不说知仁”①,所以必须给予批评.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知觉”:一是“觉”本身,如痛感的存在、四肢的体验,这是从本

体论出发去理解;一是觉知到对象如仁体,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②.谢良佐之意,有可能是前

者,朱熹的解说则强调后者,即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所以才有圣门“只说为仁,不说知仁”.但若是前

者,觉仁、觉体、觉己本身构成“为仁”———仁体呈现的过程,故与朱熹之说不完全相应.
朱熹自己对“为仁”的问题十分在意,他与弟子多有讨论.如陈淳曾问:“‘为仁’,只是推行仁爱

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朱熹回答说:“只是推行仁爱以及物,不是就这上求仁.如谢氏说‘就良心

生来’,便是求仁.程子说,初看未晓,似闷人;看熟了,真颠扑不破!”③在学生看来,“为仁”就是仁爱

普施或曰博爱的实现过程,朱熹对此也能够认可.朱熹反对的是“求仁”(或“知仁”),即通过观念、良
心去省察或生成仁德.就是说,“仁然后有知觉”不错,“知觉可以求仁”则不可④,知觉是在仁爱的践

履中自然形成的.至于讲二程之说初看未晓,看熟了才颠扑不破,则涉及到仁与孝悌间的互动,以及

仁是性、仁主乎爱等观点.
自二程以来,天下无性外之物已成为一般的共识,仁则表现为慈爱之类,所以基于仁性,人都会

有孝悌、慈爱之心并由此出发去爱物,重点自然落到了践履而不是知觉体认上.朱熹因此肯定践行

仁之次序莫先于孝悌,“仁发出来便做那慈爱底事”,“仁本不难见,缘诸儒说得来浅近了,故二先生便

说道,仁不是如此说.后人又却说得来高远没理会了”⑤.朱熹以为,谢良佐诸公的问题,乃是不切身

于事亲爱民的下学实践而径直向“上面”用功,这便过头了.朱熹坚守他在«大学补传»中所说,即所

谓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路径,反对“专把省察做事”.“要见这道理,道理自在那里,何用如此

等候察探他”⑥.就是说,“道理”是在仁爱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得来的,“只是这中间便着理会仁之体.
仁义礼智,只把元亨利贞、春夏秋冬看,便见”⑦.仁性及义礼智等是体现于春夏秋冬的气化流行中

的,绝不能凭空去悟求.朱熹对上蔡诸公“去那上面察探”的批评,在根本上贯穿着他对从谢良佐到

张九成,再到陆九渊的直求仁体、心体的心学道路的否定⑧.
从文本层面说,«论语»中提到“为仁”处不少,但典型的却只有两处,即“孝弟为仁之本”和“克己

复礼为仁”之说.在朱熹看来,“孝弟为仁之本”与“泛爱众,而亲仁”等一样,都是专就爱而言;但朱熹

认为«论语»之所以要讲“克己复礼为仁”,就在于此“为仁”不是侧重爱一事,而是集中言仁,这就必须

考虑到公私的问题,“才有私欲,则义礼智都是私,爱也是私爱”⑨.所以,一定要有克己去私的大公心

态才能真正落实仁爱,即二程所谓“公近仁”也.
同时,从孔孟到二程,不止有两个“为仁”的问题,还有两个“为本”的问题,即朱熹所引二程的“为

仁以孝弟为本”和“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的观点.朱熹与学生对此有不少讨论.按朱熹的援引与

阐发:“程子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个仁义礼

智,曷尝有孝弟来.’譬如一粒粟,生出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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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二十,第４７８页.
牟宗三说:觉(知觉)“显然是一个本体论的实字,而不是一个认识论的认知字,吾人可名之曰‘本体论的觉情’,而不可

看成是‘认识论的取相的知觉’.以前词语简略,亦说为‘知觉’,而其意实即‘觉情’,并非认识的取相的知觉也.此由不安、不忍、恻
然、识痛痒、不麻木诸词语而可知也.”见氏著:«心体与性体»(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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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朱熹的归结:“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张子韶出来,尽冲突了.近年陆之静又冲突出张子韶之上.”见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二十,第４７８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二十,第４７６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第２４５３页.



干,有枝叶,亲亲是根,仁民是干,爱物是枝叶,便是行仁以孝弟为本.”①体(性)用的原则是要坚持的:
需要先有仁性,才可能有随之发用的孝悌亲民之爱(情),仁为孝悌之本,所提供的正是爱之可能的根

据;同时,践行仁德,又只能从亲亲开始,再扩展为仁民爱物,爱就如水从源头渐渐流出,这便是为仁

以孝悌为本(始),揭示的是爱之实现的必然路径.这两方面之间本质上还是一个仁性与情爱的关系

问题.
朱熹在考虑仁与爱之间的关系时,固然注重“爱自仁出”,要求“不可离了爱去说仁”,但这只是问

题的一面;另一面,他强调不能忽略二者之间的差异,明确表示不赞同韩愈“博爱之谓仁”的界定.
例如:

　　问韩愈“博爱之谓仁”.曰:“是指情为性了.”问:“周子说‘爱曰仁’,与博爱之说如何?”曰:
“‘爱曰仁’,犹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就爱处指出仁.若‘博爱之谓仁’之谓,便是把博爱做

仁了,终不同.”②

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与周敦颐的“爱曰仁”在表述上是相似的,但朱熹以为实质上并不相同.在他看

来,周敦颐是在爱的实施中指出其性质是仁,即已发之中有未发,而不同于韩愈直接以博爱规定仁.
但周敦颐并未解释他此语的含义,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朱熹自己的观点.在朱熹看来,爱表现为恻

隐之心,而恻隐正是仁的发端.就恻隐之爱的发生说,它属于情用的范畴,虽能指示人们由此情用进

达仁体,但毕竟不能以用代体.
但是,“博爱之谓仁”的界定,不仅混淆了性与情的关系,在道理上也说不通:“以博爱为仁,则未

有博爱以前,不成是无仁!”③朱熹这一反问,似乎充满了自信,但其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博爱”的
观点出现以前,固然已先有“仁”之一说,如«尚书»对“仁”字的使用.但此时之“仁”并未与爱关联起

来,也不能呼应普遍的人道关爱与和谐群体的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它自身的价值也就需要斟酌.
“仁”的概念之有意义,还是在于后来生成的“爱人”或“博爱”的新意.

朱熹之所以批评韩愈的博爱观,主要是因为韩愈言用而失体,他认为“博爱之谓仁”等四句“说得

却差,仁义两句皆将用做体看.事之合宜者为义,仁者爱之理.若曰‘博爱’,曰‘行而宜之’,则皆用

矣”④.韩愈的逻辑,是通过将仁义作为内容去限定道德,从而与佛老的“道德”观相抗衡,故既讲博爱

又讲适宜合礼,突出的是儒家的伦常.但对朱熹来说,将仁义限定为博爱和适宜,只是看到了仁性的

表现,而否定了仁本身作为内在之理的地位.一句话,“只为他说得用,又遗了体”⑤.当初,张栻在与

朱熹争论时,张栻担心的正是以用代体;这一观点现在却转换为朱熹对韩愈的批评,可见朱熹也在一

定程度上吸纳了张栻的见解.当然,如果仅就用的层面说,朱熹对韩愈还是有所认同的.如他言:
“退之谓:‘以之为人,则爱而公.’‘爱’、‘公’二字甚有意义.”⑥韩愈辟佛老而原道明教,此道、教在他

可以为己、为人、为天下国家.就其“为人”的“爱”、“公”二字来说,其意义就在于将儒家的仁义之道

与公天下之爱关联了起来,在作用层面肯定了爱的普遍流行,所以得到了朱熹的认可.

四、馀论:儒佛之爱

韩愈博爱论的理论水准,在新儒家眼中是不高的.其“以之为人,则爱而公”的论断,依靠的是

“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的天命论的支撑.朱熹之所以给予其“于大体处见得”⑦的认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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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毕竟都持儒家反佛的立场.至于佛教自己宣扬的博爱观念,在朱熹看来没有什么道理:“盖佛

氏之所谓慈,并无缘由,只是无所不爱.若如爱亲之爱,渠便以为有缘;故父母弃而不养,而遇虎之饥

饿,则舍身以食之,此何义理耶!”①佛教的慈悲号称无缘之爱,讲无条件的博爱;然在对父母弃之不养

的同时又以身而供给虎食,岂非咄咄怪事? 进一步,朱熹又具体比较了佛教与儒家博爱的差别:

　　且如圣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却不亲亲,而刬地要仁民爱物.爱物时,也则是食

之有时,用之有节;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牺牲无用牝,不麛,不卵,不杀胎,
不覆巢之类,如此而已.他则不食肉,不茹荤,以至投身施虎! 此是何理!②

在儒家,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是“为仁以孝弟为本”的具体表现,也是博爱施行所以可能的真实途

径.从爱人到爱物,是在合情合理氛围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惜,因为人本身也是生命之一,取物以养

己遵循不过度的原则,即爱己与爱物在这里是统一的;而在佛教,不食肉、不茹荤以至投身施虎则是

将爱己与爱物对立起来,甚至是毁灭己以成全物,这本身就背离了普遍之爱的原则,而且还从根本上

断绝了孝悌和亲情.这种所谓无缘之爱,其实并没有什么“理”可言.
儒家博爱之理,在根本上是按孟子推恩说的理论构建起来的,“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

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但宋以后,儒家在亲情、恻隐和德性自觉的基础上,又附加了天地一

气、万物同体的本体论根据,并从后者去阐释前者.双方的融合,便有了不同于墨家、佛教无差别或

无缘之爱的自家的博爱.朱熹说:

　　盖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

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③

“一气”既可以解释骨肉之亲,更能够指向对异类之爱.但包括博爱在内的任何实践行为,只能是由

近及远、由易及难去做起,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第六十三章»)早就对此给予了

方法论的发明.而在朱熹,由有限的亲亲到普遍的爱物之推扩,乃是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最完美的结

合,博爱正是有了如此的基础,才真正可能将理想境界落实于具体行动上,也正因此才具有最广泛的

生命力.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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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殿试考辨

王　昕

摘　要:辽代殿试成为常制始于重熙五年.辽圣宗效仿北宋科举制度,开始进行贡举改革.兴宗重熙

五年殿试之后,科举殿试成为常制,皇帝对及第进士的恩赐仪式也开始制度化.从重熙五年开始,兴宗、道

宗、天祚帝诸朝举行科举考试时,在正常的情况下,进士一科当都有殿试一级考试.辽人所谓的“殿试进

士”,当指礼部中选、参加殿试而未中第者.辽代科举增设殿试后,及第进士通常直接释褐授官,像唐代那

样比较严格的“守选”制度在辽代应没有形成.

关键词:辽代;殿试;首科;殿试进士;释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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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又称御试、廷试、亲试,通常指科举常科考试中,皇帝在殿廷亲自或名义上主持对礼部所奏

合格人选的复试,是科举取士的最高一级考试形式.殿试制度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发展史

的重大变革.辽朝承唐参宋,逐渐确定了乡贡、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体现

了１１世纪前后中国科举变革的历程.辽代科举之殿试,当前学界已经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朱子

方、都兴智、张希清、高福顺等勾稽文献、考索论证,对辽代殿试的相关问题分别进行了考察① .然因

辽代文献极其匮乏,诸如辽代殿试始时及科次、“殿试进士”的界定、进士登第释褐等问题,学界还没

有达成共识,有进一步考证和辨别的必要.

一、殿试始于重熙五年

从现存文献来看,辽代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之分,常举有进士、明经、法律等科,其中进士科最为社

会所重,故对辽代殿试的讨论以进士科考试为主.辽代科举始设殿试之时间,«辽史»明确记载:重熙

五年(１０３６)十月壬子,兴宗于元和殿亲试进士,“御试进士自此始”② .当代学者对此多有质疑.朱子

方认为«辽史»诸帝纪中明确记为“御试”、“御前引试”或“亲出题试进士”属高于礼部试的殿试,而记

为“御某殿放进士”属皇帝参加的礼部的放榜仪式,仍属礼部试.鉴于«圣宗纪»所载统和二十七年

(１００９)“御前引试”、统和二十九年(１０１１)“御试”,朱子方推定辽代殿试并不始于重熙五年③ .高福顺

　

作者简介:王昕,石家庄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３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千年来畿辅文化形态与文学研究”(１２&ZD１６５)、河北省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河北学术史与学人研究”(ZD２０１４２５)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朱子方«辽代进士题名录»(«黑龙江文物丛刊»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对辽代殿试始时、御试进士与放进士区别等进行了探讨;都兴

智«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２期)就辽代殿试时间、放榜仪式等进行了考证;张希清«辽宋科举制度比较研

究»(收入«１０ １３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多方面比较辽宋科举制度,涉及辽代殿试程序、释

褐授官等问题;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０８年博士学位论文)、«辽朝“进士”称谓考辨»(«史学集刊»２００９第１期)对

辽代殿试、殿试进士等问题作了较详细论述.

②　脱脱等撰:«辽史»卷十八«兴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１８页.

③　朱子方:«辽代进士题名录»,«黑龙江文物丛刊»１９８３年第４期.



认同朱子方对殿试和礼部试的界分,又通过整理«辽史»诸帝纪关于殿试的文献记载,认为辽代科举

共施行殿试六次,分别是:圣宗统和二十七年、圣宗统和二十九年、兴宗重熙五年、兴宗重熙七年

(１０３８)、兴宗重熙十九年(１０５０)、道宗咸雍十年(１０７４)①.各位学者不囿于«辽史»定论,根据有限史

料推考辽代殿试起始时间及科次,对于辽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多有推动之功.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辽
史»修订者关于“御试”与“御某殿放进士”等措辞的差别能否成为划定殿试的标准? 换言之,辽代殿

试是否仅限于“御试”、“御前引试”、“亲出题试进士”范围内? 皇帝亲试是否都为科举常科考试之殿

试? 有辽一代科举取士是否仅施行六次殿试? 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考定.
(一)殿试的不同记载

根据«辽史»列传、辽代墓志等对于传主或墓主科考之事的记载,确定其殿试的科次或大致时间,
然后与«辽史»诸帝纪中科举年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辽史»诸帝纪对于殿试的记载有时用“御某殿

试进士”,有时用“御某殿放进士”.参见下表:

«辽史»列传或辽人墓志 «辽史»诸帝纪

«王棠传»:“重熙十五年擢进士.乡贡、礼部、廷试对皆

第一.”②

«兴宗纪二»:“戊辰,御清凉殿,放进士王棠等六十八

人.”③

«梁颖墓志»:“重熙二十四年,兴庙御清凉殿,以三题考

群进士.公所作合格入选,中得进士第.”④

«道宗纪一»:“是年,御清凉殿放进士张孝杰等四十四

人.”⑤

«贾师训墓志»:“年十四,举进士,由乡解抵京师.丞相

杜中令、驸马侍中刘公召□之.文成,更相称爱.将议

闻上,以事龃龉遂寝.十九,试礼部,奏御.三十有五,

登第.”⑥

«兴宗纪三»:“辛巳,御金銮殿试进士.”⑦

«道宗纪二»:“是年,御永安殿放进士张臻等百一人.”⑧

«王棠传»载重熙十五年(１０４６)举行殿试;«兴宗纪二»记为“御某殿放进士”.«梁颖墓志»载重熙

二十四年(１０５５)举行殿试;«道宗纪一»亦记为“御某殿放进士”.据«贾师训墓志»,贾师训三赴科场,
第二次礼部中选而殿试黜落,第三次殿试登第,贾师训生于兴宗重熙元年(１０３２),两次殿试时间分别

为兴宗重熙十九年(１０５０)和道宗咸雍二年(１０６６);而诸帝纪对两次殿试的记载方式不同,«兴宗纪

三»记为“御某殿试进士”,«道宗纪二»记为“御某殿放进士”.
其实,«本纪»关于殿试的记载或用“试进士”,或用“放进士”,而后者使用情况更多.以道宗朝为

例,«道宗纪三»中记载道宗“亲出题试进士”⑨仅咸雍十年(１０７４)一次,其他科次均记录为“放进士”.
除上文已证咸雍二年曾举行殿试外,道宗朝多次举行殿试不乏记载,参看以下几例:

　　１．少习文墨,举进士业,辞翰之场,频战不利,虽三赴御殿,犹未捷于甲乙.(«张匡正墓志»)

３５１辽代殿试考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研究»,第１５４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一○五«王棠传»,第１４６４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十九«兴宗纪二»,第２３３页.
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２０１１年第１辑.
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一«道宗纪一»,第２５３页.按,«辽史»系此事于清宁元年(１０５５),实为重熙二十四年(１０５５).以

«辽史»体例,放进士之事常置于是年末,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兴宗驾崩,道宗即位后改元清宁,而是年清凉殿放进士,应是在兴宗夏捺

钵期内,即七月中旬之前,而非道宗即位后当年开科选士.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７７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兴宗纪三»,第２４１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二«道宗纪二»,第２６６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三«道宗纪三»,第２７５页.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宣化辽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８页.



２．公举□(寿)昌①中进士然至五奏名始得中弟(第).(«吕嗣延墓志»)②

３．生二男:长曰庆先,善属文,四预奏籍,特赐进士及第.(«梁援墓志»)③

４．长男曰庆先,幼志于学,才行兼备,五赴御试,其诠读之官,时有憾恨,屡失其选,奉命正礼

阁承应.圣聪亦知其文誉,于寿昌六年十月特恩放进士及第.(«梁援妻张氏墓志»)④

例１,墓志撰者为归化州张氏族孙,道宗大安九年(１０９３)应墓主匡正孙世卿之请撰写此志,此前其曾

三次参加殿试而未及第,不难得知,大安九年前至少施行三次殿试.例２,吕嗣延仕官三十年,卒于天

会四年(１１２６),约为寿昌元年(１０９５)进士⑤,其五奏名始中第,说明至寿昌元年,道宗朝举行殿试已不

下五次.例３、例４,两志载庆先“四预奏籍”与“五赴御试”不合,或前四次庆先通过省试“预奏籍”,而
第五次免省试直接参加御试,未明,然由此可知,寿昌六年(１１００)庆先赐第前,道宗朝至少已进行四

或五次殿试.«梁援墓志»又载“庆诒,举进士,三赴御帘,未第而卒”⑥,即庆诒及第前也曾三赴殿试,
足证道宗朝殿试举行多次.值得一提的是,现存辽代石刻文献署名或记载“殿试进士(或殿试)”九
人,这九人必经过殿试无疑,可以推知其中一人是兴宗时人、五人是道宗时人、两人是天祚帝时人,说
明这三朝均举行过殿试.

(二)殿试的判定

科举之殿试作为常举选士最高一级考试,其基本特征有三:皇帝主持考试(亲自或名义)、考试地

点在殿廷(或象征最高权力场所)、殿试对象为省试合格者⑦.殿试的施行,表明最高权力者对科举考

试的介入.然而«辽史»所载的皇帝亲试,并不一定都是科举常举考试的最高一级殿试,参看以下

几例:

　　１．幼通五经大义.圣宗闻其颖悟,诏试诗,授秘书省校书郎.(«杨晳传»)⑧

２．(太平五年)十一月庚子,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
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圣宗纪八»)⑨

３．(太平九年十一月)丙寅,以沈州节度副使张杰为节度使,其皇城进士张人纪、赵睦等二十

二人入朝,试以诗赋,皆赐第.(«圣宗纪八»)

４．(咸雍十年六月)丙子,御永定殿,策贤良.(«道宗纪三»)

例１,杨皙登科前圣宗诏试之并授官,是皇帝重视特殊人才之举,非科举考试之殿试.例２,太平五年

(１０２５)圣宗幸内果园宴试,非殿廷上的正规考试,不能作为殿试.例３,据«圣宗纪八»,太平九年

(１０２９)渤海大延琳僭位攻取沈州,张人纪、赵睦等因守城有功而举为皇城进士,这些人并非省试所取

合格人选,故皇帝亲试赐第亦非通常所谓的科举之殿试.例４,据«道宗纪三»,咸雍十年(１０７４)设贤

良科,诏应是科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皇帝进行策问,策贤良为制科考试,并非常科之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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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当为“寿昌”.«辽史»中仅«历象志»记载辽道宗“寿昌”年号,其余皆为“寿隆”.钱大昕据多种石刻载“寿昌”而非“寿
隆”,认为“此(寿隆)辽史之误,不可不改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３６页).裴元博据

出土辽代钱币文物上的年号,认为辽道宗“寿隆”年号存在,“寿隆”二年改为“寿昌”(裴元博:«辽道宗“寿隆”年号考»,peiyuanbo４４８
的博客).为统一起见,本文均称“寿昌”.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６９页.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５２２页.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５６６页.
孙勐根据«吕嗣延墓志»推定吕嗣延中第时间,可从.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葬发掘报告»,第

１７１页.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５２２页.
陈秀宏:«殿试制度起源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脱脱等撰:«辽史»卷八十九«杨晳传»,第１３５１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十七«圣宗纪八»,第１９８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十七«圣宗纪八»,第２０４页.
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十三«道宗纪三»,第２７５页.



朱子方、高福顺等认为辽代殿试始于统和时期,主要根据«辽史»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二十九年

御试士子之事,如下:

　　１．是岁(统和二十七年),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圣宗纪五»)①

２．是年(统和二十九年),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圣宗纪六»)②

«辽史»所载较简,不易判断这两次御试是否即为科举考试之殿试.统和二十七年虽曰“御前引试”,
但如果作为殿试,还有几个条件需得到确认:首先,殿试为省试之后的最高一级考试,而此试性质未

明;其次,殿试通常针对科举常科考试,而此试科类未明;再次,殿试对象当为礼部所贡合格人选,而
刘二宜等三人身份不明;此外,殿试后通常应放进士及第,而此试结果亦不明.统和二十九年“御试”
后放“二人及第”,或为科举之复试,然而,由于记载提供的信息不足,高承颜等二人是否为礼部所贡

合格人选、圣宗是行礼部职能还是实施最高一级考试仍不能确定.因此,断定统和二试为殿试还需

要文献支持.
«辽史»既谓圣宗统和年间“御前引试”和“御试”,后又谓兴宗重熙五年“御试进士自此始”,所载

似乎前后矛盾.虽然我们不能排除这可能源于«辽史»编撰者的疏忽或失误,然这样处理未免有些简

单化.细析三处文字表达,不难发现,重熙五年所载的“御试”有着明确的对象所指,即礼部所贡“进
士”;而统和年间的“御前引试”和“御试”,并未明确所试对象,这或许意味着圣宗两次御试与重熙五

年兴宗御试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判断殿试制度的开始时间,还应该看制度是否确立及制度实

施情况.统和二十九年后,圣宗朝又举行数次科举考试,然皇帝却并未继续亲自御试,这说明统和年

间可能没有确立殿试制度,至少科举之殿试没有形成常制.«辽史»记载者或许出于此考虑,未把圣

宗统和御试作为辽代殿试的开始.尽管统和二十七年“御前引试”、二十九年“御试”与后世意义上的

殿试是否相似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是圣宗重视科举并亲自参与选士,对于兴宗重熙五年殿试有

着先启之功,在辽代科举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三)殿试施行时间

关于重熙五年兴宗殿试,«辽史»记载比较详细:

　　(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

进士第.以冯立为右补阙,赵徽以下皆为太子中舍,赐绯衣、银鱼,遂大宴.御试进士自此始.③

重熙五年亲试与北宋殿试相近:首先,兴宗在殿廷亲自进行考试;其次,参加御试者为南京礼部贡院

所选进士④;再次,御试合格者赐进士第,直接授官释褐.然而,辽代御试进士是否自此始,还需解决

两个问题:一是重熙五年之前兴宗是否举行过殿试;二是重熙五年之后辽代殿试是否成为常制.
«辽史»载重熙五年之前兴宗曾两次放进士:“是年(太平十一年,１０３１),御宣政殿放进士刘贞等

五十七人.”⑤“是年(重熙元年,１０３２),放进士刘师贞等五十七人.”⑥对于上条记载,罗继祖提出质

疑:“是年句列此间,于文义不顺,且圣宗初崩,兴宗方立,不应遽有临轩策士之举.重熙元年纪末,亦
有‘是年放进士刘师贞等五十七人’文,盖误以次年事列此,复出当删.”⑦罗先生论述有理有据,此观

点也多为后人认同.不过,太平十一年行科举之事,«辽史»诸列传也有记载,如«杨皙传»“太平十一

年,擢进士乙科”⑧、«杨绩传»“太平十一年进士及第”⑨.罗先生曾证«杨皙传»和«杨绩传»为一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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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对此应非常熟悉,或因其出于«辽史»所载而不取.辽人所撰墓志再证太平十一年科举之事,«张
绩墓志»:“(张绩)于太平末岁,属而立,进士乙科登第.”①«辽史»本纪又载太平十年七月,圣宗“诏来

岁行贡举法”②.综上来看,太平十一年进行进士科考试无疑.重熙元年与太平十一年仅隔一年,此
年再行科举可能性很小,重熙元年记载或为重出.圣宗毕生致力于科举改革,太平十一年开始实施

贡举法,但遗憾的是,此年六月圣宗驾崩,故由兴宗代之在殿廷举行进士放榜仪式.
兴宗即位后,其母钦哀皇后大权独揽,又意欲立幼子而代兴宗,未行科举.重熙三年,兴宗亲政,

招贤纳士、拔擢人才势在必行,而科举考试无疑是最佳途径之一.圣宗统和年间两次御试和太平十

年行贡举法,为兴宗实施殿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张俭作为圣宗托付辅佐兴宗的重臣,适时向上进

谏,对于兴宗殿试取士起了关键作用.«辽史张俭传»载:“重熙五年,帝幸礼部贡院及亲试进士,皆
俭发之.”③“俭发之”既说明兴宗在重熙五年殿试取士是采纳了张俭建议后实施的,也间接表明之前

兴宗尚未施行殿试,“御试进士自此始”.
重熙五年之后,辽代科举殿试基本上得到延续.从前文所引的史籍和墓志文献记载可知:兴宗

朝除重熙十一年是否举行殿试无法考证,其余四科举即重熙七年、重熙十五年、重熙十九年、重熙二

十四年均行殿试;道宗朝殿试科次可考也有四科,即咸雍二年、咸雍十年、寿昌元年、寿昌六年,另外

可知清宁年间、咸雍年间、大安年间、寿昌年间多次举行殿试;关于天祚朝殿试的记载尤少,不过据

«马直温妻张馆墓志»、«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等文献,基本可考定乾统年间曾举行殿试,下文于

此有所论述.既然辽代经常举行殿试,那为何«辽史»诸帝纪仅记录圣宗、兴宗、道宗朝六次亲试之

事? 欲解此问题,必须应辨别科举殿试和皇帝亲试二者的同异.科举考试之殿试,常被称为御试或

亲试,然并不意味着必须皇帝亲自出题、考试、阅卷,一般而言,皇帝只是殿试名义上的主考官,具体

执行者为皇帝任命的负责殿试的官员,所述情形不难从宋代殿试得到证明,此不赘述.正是因为圣

宗、兴宗、道宗曾亲自出题或亲试考生,«辽史»对此进行了记录;而有些科次的殿试,皇帝只是一般性

参与,或者仅是名义上的主持,大概就从简而略去.
辽代殿试成为定制,还可以从辽代的礼仪制度中找到依据.«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载“进士

接见仪”、“进士赐等甲敕仪”、“进士赐章服仪”,其中“赐等甲”、“赐章服”与重熙五年殿试的记载比较

相似.这些仪式均在皇帝殿堂举行,与宋代殿试后唱第、赐牒、释褐、谢恩等相似,而与唐代省试唱第

于尚书省、及第进士拜见座主与宰相、吏部试后释褐等显然不同.由此推知,辽朝圣宗时逐渐效仿北

宋科举制度,进行贡举改革;兴宗重熙五年殿试后,科举殿试成为常制,皇帝对及第进士的恩赐仪式

也开始制度化.这样看来,从重熙五年开始,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举行科举考试时,在正常的情况

下,进士一科当都有殿试一级考试.

二、“殿试进士”为殿试未中第者

此处所谓“殿试进士”,非动宾意义上的短语,而是偏正关系的称谓,换言之,“进士”是“殿试进

士”的属概念,“殿试”说明、限制其类别.关于辽代“殿试进士”,朱子方钩沉文献,录殿试进士(或殿

试)六人,然未对“殿试进士”一称进行解释④;都兴智推断,“署名‘殿试进士’者亦非正式进士,只是说

明他参加过殿试,并非一定及第”⑤;高福顺认为,殿试进士“当指殿试合格的进士”⑥.鉴于学界于此

意见不一,以下略作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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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士”含义衍变

欲明“殿试进士”所指,首先应知“进士”一称之含义.“进士”最早见载于«礼记王制»,指大乐

正向上推荐优秀士子的行为.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后,“进士”主要有二义,一是科举考试中科目的名

称,二是进士科考试中特定主体的称谓.就后者而言,在不同时代又指称不一.唐代所谓的“进士”,
通常指获得发解资格后由州县举贡到省部参加进士科考试而尚未登第的士子,省试及第者常称为

“前进士”.宋代增加殿试,“进士”主要指获得发解资格在京应试进士科诸人,包括省试未中者、省试

中选尚未殿试者,也可指殿试登第者①.明清时“进士”含义较为明确:“中乡试者,则谓之举人;中会

试而赐第于廷对者,则谓之进士.”②今人言“进士”,通常指进士科考试中通过省试或殿试而登第之

人,与明清含义相近.
辽代“进士”含义现无相关文献说明,其具体所指与唐宋相比更难以确定,如«张懿墓志»所载各

类“进士”七人③,除张利涉“进士登第”、张懿“蚤捷甲第”外,“殿试进士”张元与“进士”张彭、张彀、张
角、李天羽是否科举登第均未明.不过,结合辽代墓志中所述“进士”的具体语境,还是可以推知当时

“进士”的大致含义.如«贾师训墓志»:“年十四,举进士,由乡解抵京师.”④“进士”应指取得乡贡资格

被推举赴京参加省试者.又如«梁颖墓志»:“重熙二十四年,兴庙御清凉殿,以三题考群进士.公所

作合格入选,中得进士第.”⑤前一“进士”指省试后参加殿试者,后“中得进士第”指殿试合格者.这样

看来,辽代凡由地方举贡参加省试者、省试中选后参加殿试者均可称为“进士”,而省试或殿试登第

者,往往附有“第”字如“进士第”或“进士登第”等.
由于“进士”所指广泛,辽人在撰文书碑时也会自署或称某人“乡贡进士”、“殿试进士”等,以表明

其“进士”身份的具体类别.“乡贡进士”唐时已出现,是“由州府取得解状赴京应进士试者的俗称”,
“如赴京应试未及第者,乡贡进士便成了一种身份”;“宋承唐制,凡应进士科考试的举人亦有此称.
元代会试下第者,时人亦以乡贡进士称之.明清又以此作为举人之别称”⑥.唐宋“乡贡进士”所指并

不像明清明确,然作为一种身份标志多指科举考试未及第者.高福顺广泛利用唐代文献,又结合辽

代史传和墓志等记载,认为辽代的乡贡进士“应与唐朝相同或相近”,“乡贡进士需要经过州县一级的

选拔,即乡试、府试胜出者才有资格参加礼部贡院的科举考试”,而“参加礼部考试或殿试未能擢进士

第者(限于非官学之士人)被称为‘乡贡进士’”⑦.所论参加礼部考试未能擢进士第者称为乡贡进士

令人信服,不过,殿试未能擢进士第者是否也称为乡贡进士还可以商榷.
如果说“乡贡进士”以地方举贡为基本特征,而“殿试进士”以是否参加殿廷考试为主要标志.唐

代没有形成高于省试一级的殿试制度,故无“殿试进士”一类称谓.宋代自太祖开宝年间殿试成为常

制,进士考试必须经过殿试,殿试决定省试中选者的名次等级和进士身份;明清时,进士即指通过殿

试登第者,而乡贡中选、省试中选者分别称举人、贡士,故自宋后没有必要以“殿试进士”一称来彰显

自己的“殿试”经历.辽代参仿唐宋科举制度,前期科举考试为乡贡和省试两级考试形式,进士科应

试者无需经过殿试;重熙五年之后形成乡贡、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形式,这样,进士应试者就有是否参

加过殿试的区别,也就是说,只有礼部考试中选之人才有资格参加殿试而有可能被称作“殿试进士”,
而礼部考试未中选之人或称为“乡贡进士”或泛称“进士”.那么,辽代“殿试进士”是指所有参加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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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还是指殿试及第者,抑或殿试落第者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辽代科举与唐宋的区

别,尤其是其殿试的黜落情况.
(二)殿试是否黜落

通常认为,科举之殿试可上溯于唐载初元年(６９０).«通典»载:“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

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①此试为常科或制科考试另当别论②,即使武后亲试应进士

科之举子,也不过是于殿陛间行考功主试之事,“盖如后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殿试也”③.相比

而言,唐代省试之后皇帝亲自参与的覆试与后世之殿试更相近,如长庆元年(８２１),宰相段文昌奏礼

部侍郎钱徽所放进士１４人“不当在选中”,穆宗内出二题于子亭重试,１０人不中选④;乾宁二年

(８９５),崔凝考定进士２５人,昭宗虑其“或容请托,莫致精研”,内出四题,覆试于武德殿东廊内,最后

录１５人,１０人黜落⑤.这两次覆试,均为皇帝亲自出题再试省试所取进士,旨在精核艺能,覆实去

滥,不合格者均被黜落.不过,唐代所谓的“详覆”,多为中书门下例行公事,皇帝亲覆省部所取进士

仍属个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常制.
宋朝确立了比省试更高一级的殿试制度,并逐渐形成殿试“免黜落”的取士方式.开宝六年

(９７３),权知贡举李昉取进士及诸科共３８人,下第人徐士廉打鼓论榜,太祖择终场下第者１９５人并所

取者重试于讲武殿,最后赐１２７人及第,省试所取者有１０人黜落,“自兹殿试遂为常式”⑥.不过,此
科殿试“非专试知贡举所取士”.开宝八年(９７５),礼部所取进士及诸科共２９０人再试,殿试合格者７０
人,黜落２２０人,殿试与省试排名次序有别,“自此省试后再有殿试,遂为常制”⑦.从宋初三朝到仁宗

前期,殿试礼部所贡举人均有不同程度的黜落.直到嘉祐二年(１０５７),仁宗赐２６２人进士及第,１２６
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⑧.之后,宋代殿试进士“免黜落”被贯彻下来,除了“杂犯”
或个别特例,殿试通常不黜落礼部所奏合格进士人选⑨.明清科举考试,沿用殿试“免黜落”制度.

辽初袭用唐代科举制度,考试分为乡贡、省试两级;兴宗朝确立殿试制度,应试者须经过发解试、
省试、殿试方能登第,与宋代三级考试制度相近.辽代的殿试,已经不同于唐代的“覆试”,而属于礼

部试之后更高级别的考试.不过,与宋代嘉祐后殿试“免黜落”不同,辽代礼部中选者还要经历更高

级别的“淘汰”考试,殿试未能通过者通常被黜落,这又与唐代皇帝亲自核实虚滥的“覆试”相似.前

引贾师训科考经历,其十四岁举进士、十九岁试礼部、三十五岁才通过御试而登第,这不仅证明了辽

代科举实施三级考试制度,也揭示了殿试在辽代科举最终选士中的决定作用.辽代殿试中落选的举

子不乏其人,除了上言贾师训重熙十九年殿试黜落外,前引梁庆先五赴御试屡失其选、梁庆诒三赴御

帘未第而卒、吕嗣延五次御试方及第,这均说明辽代殿试黜落是常见现象.我们还可再引一例补充

说明,据«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载,马梅“举进士,两就庭(廷)试不利,遂内供奉班祗侯(候)”,墓志撰

于天祚帝天庆三年(１１１３),亦即马梅此前曾两赴殿试而未中.从史料记载来看,上述诸人多是才华

出众、富有文名者,如吕嗣延“博览强记,才思俊逸,作为文章援笔立成,学者皆称慕之”,当时燕中为

之语曰“吕嗣延,不是敕头是状元;吕延嗣,不是敕头是弟(第)二”,然五奏名始中第;再如梁庆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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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幼志于学,才行兼备,善属文,更有其父梁援寿昌年间历任节度使、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枢密

副使等要职,然也多次在殿试时落选.上述例子说明,辽代殿试考核极为严格,与宋代及之后殿试

“免黜落”截然不同.
(三)“殿试进士”所指

辽代殿试对于省试奏名而殿试不合格者通常会黜落,这样参加殿试者自然有登第和落第之分,
那么辽人所称“殿试进士”指所有参加殿试者、抑或殿试登第者,还是殿试落第者呢? 辽时“进士”所
指宽泛,如果把参加殿试者均称为“殿试进士”,这在语义理解上大概说得通;然而,如果“殿试进士”
也代表“一种身份”与其他类型的进士有所区别的话,其当有比较具体的含义.

高福顺认为“殿试进士”指殿试合格进士,并据其断定的六次殿试进行统计,计得“殿试进士”共

１０４人,现可考者２０人①.前文已述,辽代殿试并非仅六次,如果殿试进士指殿试合格者而言,其人

数应远超于高福顺统计之数字.进士登第者相对落第者而言,通常在仕宦地位、文化水平、社会影响

等方面也更具优势,登第者著述和后人为其作传或墓志从总体上相对会多,然而,从已知登第进士的

记载来看,未见其中一位自称或被称为“殿试进士”,由此无法判断殿试进士即为殿试合格者.现存

可知文献载“殿试进士(或殿试)”共九人,为了确定“殿试进士”所指,现把文献著录情况列表于下:

姓名 文献记载 所据文献 著述时间 参考文献

赵遵仁 殿试进士赵遵仁撰
«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

部经记»
清宁四年(１０５８) «辽代石刻文编»

李　光 殿试进士李光书 «耶律仁先墓志» 咸雍八年(１０７２) «辽代石刻文编»

白公裕 殿试白公裕书 «石经题记»四«佛说大悲经» 大安元年(１０８５) «辽代进士题名录»

刘嗣卿 适殿试进士刘嗣卿 «董庠妻张氏墓志» 大安三年(１０８７) «辽代石刻文编»

韩君穆
乃命 乡 人 殿 试 进 士

韩君穆以丐其铭
«茹雄文墓志» 大安三年(１０８７) «辽代石刻文续编»

韩　琛 殿试进士韩琛撰 «芹城邑众再建舍利塔记» 大安六年(１０９０) «辽代石刻文续编»

李　检 殿试进士李检撰 «宝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 乾统十年(１１１０) «辽代石刻文编»

张　元 次曰张元,殿试进士 «张懿墓志» 天庆三年(１１１３) «辽代历史与考古»

祁统一 殿试进士祁统一书 «石经题记»四«大明度无极经» «辽代进士题名录»

表中所列九人具体科次和仕宦情况不明,据文献所记著述时间,可推知前八人取得殿试进士的

大致时期.如果以文献所记著述时间之前最近的一次科举考试作为其取得“殿试进士”身份的科次,
那么八人取得“殿试进士”时间最迟如下:赵遵仁,重熙二十四年(１０５５);李光,咸雍六年(１０７０);白公

裕,大康九年(１０８３);刘嗣卿、韩君穆,大安二年(１０８６);韩琛,大安六年(１０８６);李检,乾统九年

(１１０９);张元,天庆二年(１１１２).古人著述署名,如撰者进士登第并授官,通常要题其当时最高官衔,
包括官阶、官职、勋官等实职和虚衔,而不再自署“进士某某”.同样,为他人撰写墓志,如果墓主及家

属有官职,应该称其被授予的最高官衔表示尊重.上表所列诸人自署或被称为“殿试进士(或殿

试)”,当时应无授官任职.也就是说,其称为“殿试进士”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殿试登第尚未授官,
二是参加殿试而落第.对比文献所载著述时间和之前最近一次科举年份,可以获知:赵遵仁殿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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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三年尚未授官,李光、白公裕至少两年,刘嗣卿、韩君穆、李检、张元至少一年.从现有文献记载

来看,辽代殿试登第者通常释褐授官,而且往往当年任职,一年之上尚未注官情况较少.这样看来,
上述诸人很有可能是参加殿试而落第者.又,«佛说大悲经»署“殿试白公裕书”,或许表明其仅参加

过“殿试”而未中进士第.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作一推断.辽人所谓的“进士”可泛指所有由地方举贡参加进士科考试者,

其中包括省试黜落者、省试中选而殿试黜落者、殿试登第者(二级考试还有省试登第者),但是,这三

类不同等级的“进士”应该有所区别.为了具体表示某种身份,或加一限定语如“乡贡”、“殿试”等,或
加补充语如“登第”、“中第”等.“登第”、“中第”者必然是殿试合格者(或二级考试省试合格者),没有

必要加“殿试”(或“省试”)之类限制语.而同样是落第者,省试黜落与殿试黜落者等级不同,确有区

别的必要.如果把地方举贡而礼部试黜落者称之“乡贡进士”,那么,把礼部中选而殿试黜落者称之

“殿试进士”,应该较合乎情理.

三、“登第释褐”及第进士直接授官

“释褐”,本义为脱掉布衣、换上官服,即由平民开始做官.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后,“释褐”又特指

科考及第后授官任职.关于辽朝进士登第释褐情况,高福顺就授官程序进行考述,认为“辽朝进士及

第后,需经铨选试,合格后方能释褐任官”,“进士及第直接授官(职)并非常态”①;都兴智则对释褐时

间作了说明,指出辽进士及第后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当年即释褐授官”,二是“候选吏部时间较长”②.
辽代殿试登第进士是否经过“释褐试”、何时释褐授官、有无守选,下文对这些问题略作辨析.

(一)有无“释褐试”
科举制度建立后的“释褐试”,通常指及第进士授官之前参加的吏部铨选考试.“释褐试”常被称

为“关试”,但二者所指不尽相同.关试是“礼部把新及第的举子移交给吏部,再由吏部以考试方法接

纳这些举子为选人的一种形式”③.而“释褐试”含义更为广泛,狭义的“释褐试”指吏部组织的通常以

“身言书判”为标准对选人进行的常规的考试.广义的“释褐试”指及第进士为“释褐”做官而参加的

吏部的各种类型的铨选考试,不仅包括“关试”和“身言书判”铨试,吏部组织的科目试如“博学宏词”、
“书判拔萃”④等也可归入其中.

唐代进士登第后,仅取得做官的资格,通常还需参加吏部组织的系列考试即所谓的“释褐试”,符
合条件者才能释褐出仕.及第进士首先要通过关试,成为选人,“自闻喜宴后,始试制(判)两节于吏

部,其名始隶曹,谓之关试,犹今之参选”⑤.选人还要通过吏部综合性的铨选考试,合格者才能注授

官职,“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⑥.唐代的

选士与选官“分为二途”⑦,礼部施行科举考试取士,而吏部进行铨选授予正员职事官,因此,“释褐试”
是科举与出仕的必要环节.

宋初承唐、五代科举制度,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起,新及第进士不仅能直接授官,甚至未命官即赐

予官服⑧.«宋会要辑稿选举»载:“(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初十日,赐新及第进士、诸科绿袍、靴、笏.
时未命官,先解褐,非常制也”,“三年九月初二日,赐新及第进士胡旦已下绿袍、靴、笏.自是以为定

０６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高福顺:«辽朝及第进士释褐任官考论»,«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都兴智:«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页.
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７２ ６８６页.
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１８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第３６０页.
宁欣:«唐代选官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页.
关于宋代进士释褐授官情况,参见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１６ ６１８页.



制”①.进士及第后直接释褐与宋代增设殿试有直接关系.太平兴国七年太宗诏曰:“郡国贡士,有司

抡材,朕必亲临殿庭,躬校能否,宴见绎,日旰忘劳.亦既策名,即令解褐,不限选调,皆授以官.隆

儒之风,可谓至矣.”②皇帝亲自复试礼部拟录取进士人选,而且通过授官以示皇帝的尊儒重材,这样,
殿试选士与选官合二为一,吏部铨选新科进士的“释褐试”也就没有必要了.

辽代进士登第后,是通过铨选考试还是直接释褐授官呢? 辽朝推行科举制度,太宗“颇用唐进士

法取人”③;“圣宗统和以后,用唐宋之制取士”④;兴宗重熙五年,参鉴宋科举殿试法确定了御试进士

制度.从理论而言,辽朝最初可能承袭唐、五代及第进士通过“释褐试”注授官职的程序;而开始实行

殿试制度后,也许会效仿宋代进士登第直接释褐的方法.现存有限文献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辽代进

士释褐的具体信息,从而验证上述猜测是否合理.不过,我们还可以找到辽代殿试登第进士直接释

褐的相关记载.
辽代殿试登第进士授官情况,以兴宗重熙五年试记载最为具体:“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

以冯立为右补阙,赵徽以下皆为太子中舍,赐绯衣、银鱼,遂大宴.”殿试之后,皇帝对中选进士赐第、
授官、释褐,并没有经过吏部“释褐试”的程序.重熙五年殿试登第进士不仅直接授官释褐,而且所授

官职甚高.其后进士及第所享恩遇虽无此优厚,然殿试登第后释褐授官应该得到了延续.«辽史
礼志六»所载“进士赐章服仪”,可以说明进士及第后释褐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制度化:

　　皇帝御殿,臣僚公服引进士入,东方面西,再拜,揖就丹墀位,面殿鞠躬.閤使称“有敕”,再

拜,鞠躬.舍人宣敕“各依等甲赐卿敕牒一道,兼赐章服,想宜知悉”,揖再拜.跪受敕讫,再拜.
退,引至章服所,更衣讫,揖复丹墀位,鞠躬.赞谢恩,舞蹈,五拜.各祗候,殿东亭内序立.声

喏,坐.赐宴,簪花.宣閤使一员、閤门三人或二人劝饮终日.礼毕.⑤

类似情况墓志也略有涉及,如«梁援妻墓志»载:“圣聪亦知其(梁庆先)文誉,于寿昌六年十月特

恩放进士及第.依礼宴赐袍带,授太子洗马、直史馆应奉阁下文字.”⑥此云道宗朝科举之事,庆先属

特恩赐第,然赐第后也依礼赐章服授官.
(二)“释褐”并非“释褐试”
高福顺据王泽、史洵直、张绩、梁援等人墓志中“释褐”“解褐”的记载,认为“辽朝进士及第后,也

存在如唐朝的‘释褐’或曰‘解褐’的选官程式”,“进士及第后经过吏部铨选试,即‘身言书判’四个标

准通过后方可释褐任官”⑦.问题是墓志所记“释褐”是否就意味着“释褐试”呢? 我们不妨根据辽代

墓志中对及第进士初授官职的不同记载作一辨析,试看以下几例:

　　１．以重熙七年御前进士及第,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吕士安墓志»)⑧

２．清宁八年,登进士第.释褐授著佐,寻差充西京管内都商税判官.(«史洵直墓志»)⑨

３．三十有五(咸雍二年),登第.授秘省著作佐郎,调恩州军事判官.(«贾师训墓志»)

４．张衍,寿昌元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管内都商税判官.(«张衍墓志»)

上述四人,吕士安兴宗朝殿试登第,史洵直、贾师训、张衍道宗朝殿试登第.墓志中四人登第后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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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出现两种不同的表达,即“释褐授某官”和“授某官”.吕、张所授官职均为校书郎,吕授官前用

“释褐”,张授官前未用;同样,史、贾所授官职为著作佐郎,史授官前用“释褐”,贾授官前未用.两相

对比可知,“释褐”一词似乎并不能成为“释褐试”的标志.
其实,在唐人所撰唐人墓志和宋人所撰宋人墓志中上述两种表达均存在,如下:

　　１．景业少有文学,年二十四,一贡进士,举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晋公奏以秘书省校书郎,校

集贤殿秘书.(«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①

２．公由进士上第,校书崇文馆.(«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②

３．天圣五年,举进士第一,为将作监丞、通判湖州.(«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右仆射文安

王公墓志铭»)③

４．嘉祐四年春,仁宗皇帝试礼部贡士于崇政殿,又擢之道为第一.释褐,授大理评事、
签书河中府节度判官事.(«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④

唐代及第进士须经吏部铨选而释褐,宋代及第进士通常直接释褐授官.上引四则墓志记载进士登第

与授官情况,前二例为唐人所撰墓志,所授官职前既可用“解褐”也可不用;后二例为宋人所撰墓志,
同样既可用“释褐”也可不用.可见,唐宋文人对于墓主科考及授官进行记述,“释褐”或“解褐”一词

应用与否,与唐宋及第进士任官是否要通过吏部组织的“释褐试”没有必然的联系.
是否选用“释褐”(解褐)一词,不仅与撰写者语言表达习惯有关,更与所叙的内容和表达的意义

有直接联系.一般而言,墓志在撰述墓主宦历时,如用“释褐”(解褐),往往表明释褐(解褐)后的官职

为初授官职.参看«梁援墓志»所载兄弟三人宦历情况:

　　清宁五年,公二十有六岁,乃登甲科初命儒林郎、守右拾遗、直史馆.兄曰拣,登进

士第,解褐授秘书省校书郎.(弟)曰抃,登进士科,官为长庆令.⑤

梁拣重熙二年(１０５３)登进士第,梁援清宁五年(１０５９)中进士第一,梁抃登科时间未明.墓志对于梁

氏兄弟三人授官记载用语不同:梁援,“初命儒林郎、守右拾遗、直史馆”;梁拣,“解褐授秘书省校书

郎”;梁抃,“官为长庆令”.梁拣官职前的“解褐”与梁援官职前的“初命”义同,用以说明进士及第后

初授某官,但并不能表明梁拣参加了“释褐试”;而梁抃官职前无“解褐”和“初命”之类词语,只言其官

职,也只说明这一官职可能不是初授官.因此,辽代文献中有无“释褐”之类词语的记载,并不能成为

辽代进士登第之后是否需要吏部铨试方能授官的可靠证据.
(三)是否要守选

唐初进士中第后应先经过“关试”,成为吏部的选人,再参加“冬集”铨选考试,中选者方可以注拟

官职;“守选”制形成后,选人通常须经过三年左右的守选期,选期满后经过吏部铨试、选期未满参加

吏部科目试或制举试中选,方能进入宦途.«蔡宽夫诗话»对此记载颇详:“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
皆守选而后释褐,选未满而再试,判为拔萃于吏部,或就制举而中,方谓之登科.”⑥今人王勋成和杨向

奎虽然于唐代守选制的形成时间有分歧⑦,然均肯定唐代进士及第守选授官的事实.
宋代进士殿试登第后通常直接释褐授官,然而,这并不说明所有中选者都能马上做官.宋代增

加科举选士人数自宋太宗起,真宗鉴于“策名之士尤众,虽艺不及格,悉赐同出身”的情况,“乃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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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凡赐同出身者并令守选,循用常调,以示甄别”①.仁宗之后,冗官现象严重,所有录取者皆注官拟

职已不可能.朝廷视其时阙官情况,或者进士第五甲并诸科出身守选,或者进士第四甲、第五甲并诸

科出身守选②.这样,宋代殿试进士等甲不同,不仅授官品秩高低有别,而且也有是否守选的区分.
殿试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者,通常可以直接释褐做官,而赐同进士出身者,其中多数需要候吏部铨

选期限才能任职.
高福顺认为辽代承袭唐代铨选制,其根据除了上文已述的“释褐”的记载,另一为“前进士”的称

谓.关于“前进士”,宋元之际胡三省于«资治通鉴»“唐僖宗广明元年三月”条注云:“进士及第而于时

无官,谓之前进士.”③明胡震亨则谓:“放榜后称新及第进士,关试后称前进士.”④王勋成认为:“前进

士是一个有确切时间概念的称呼,即及第进士关试后到释褐授官前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守选期间始

可称为前进士.”⑤依照这些观点来看,辽代有“前进士”似就应有守选.然而,辽代“前进士”所指实未

明.现存辽代墓志中出现“前进士”凡四处:一见于郝云统和九年撰«韩瑜墓志»自署“前进士”,郝云

科考情况未明,或许统和年间袭唐制,进士及第尚需守选.另三处见载杨佶撰«张俭墓志»:“有子三

人次曰嗣宗,前进士、朝议大夫、守卫尉少卿、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女二人,长适故前进

士、起居郎、知制诰、东京户部副使王景运,次适故前进士、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郑弘节”⑥.文中

“前进士”后均载其官职,这又与“进士及第而于时无官”相悖.由此看来,辽代“前进士”一称谓,其义

与唐代不一定相同.这样,辽朝是否如唐朝一样,进士登第后需要守选、铨试才能释褐授官,也并不

能得出肯定判断.
欲要说明辽代进士殿试及第即释褐是否已成为常制,还需更多的相关资料支持.关于进士登第

是否守选,虽然没有相关文献记载可据,但是细检辽代墓志,还可以发觉一些关于及第进士释褐授官

的时间信息.有些墓主登第当年即授官出仕者,如张绩、尚 、郑恪:

　　１．于太平末岁,属而立,进士乙科登第.景福秋,解褐,授将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重熙

初,覃加文林郎、武骑尉.二年夏,改授涿州军事判官、试大理评事.(«张绩墓志»)⑦

２．清宁五年及第,当年勾充枢密院令史.(«尚 墓志»)⑧

３．生二十九年(清宁八年),以属文举进士,中第三甲.选授秘书省校书郎.越明年,授松山

州军事判官,加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郑恪墓志»)⑨

例１,张绩科考时尚未行殿试,其省试登第在太平末岁,释褐在景福秋.据«辽史»,太平十一年六月圣

宗驾崩,兴宗即位改元景福,也就是说张绩登第与释褐在同一年,其登第时间大约在五、六月,至迟九

月释褐,从进士及第到授官时间并不太长.例２、例３,尚 、郑恪二人均为殿试当年登第后授官,郑恪

“选授”官是否表明及第进士授官需铨选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在当年已

完成,并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守选期.由上三例来看,不仅进士殿试登第者没有守选等待官阙,甚至

未行殿试时也有及第进士当年任官的情况.墓主及第后未过三年而授官出仕者亦有人在:

　　１．以重熙七年御前进士及第,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十年冬,充燕京留守祗候,官实司管

记之任.(«吕士安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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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大康九年(１０８３),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大安二年(１０８６),授涿州军事判官.(«孟

初墓志»)①

３．年二十六,举进士,屈于丙科.特授将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执政者惜公徒劳于州县,
擢充枢密院令史.六年夏,加太子洗马.(«王师儒墓志»)②

例１、例２,吕士安、孟初进士及第之后三年,已先后被授予两职.例３,王师儒咸雍二年登进士第之后

四年,已先后被授予三职.三人登第后历官情况亦可表明,其殿试及第后初授官,并未像唐代那样通

常需要守选三年左右时间.都兴智认为辽进士及第后,有人“当年即释褐授官”,如张绩、尚 ;也有

人“候选吏部时间较长”,如王安裔“延滞竟达二年之久”③.王安裔是否经历守选,还值得进一步商

榷.«王安裔墓志»所载如下:

　　大康五年,擢进士第,实尚于祖先也.公刚毅精敏,未曾有子弟之过.七年,初出官签书涿

州军倅公事.④

王安裔殿试登第与初出官相隔两年,但并不能表明其延滞而授官.这里首先应该辨别“出官”之义.
“出官”在古代是一特定概念,通常指由京官调任地方官;“初出官”即指首次出任地方官,并不是指初

次授官.辽代进士及第后初授官多为“校书郎”或“著作郎”,有了一定的历练之后,通常会调任地方

官员,如上引张绩、吕士安、孟初、郑恪、王师儒等.王安裔初授官未明,不过,其擢进士第两年后出官

签书军倅公事,亦属正常.与之相类的还有杜悆,墓志载其“咸雍十年(１０７４)二十岁,一举上□.大

康四年(１０７８),授檀州军事判官”⑤,所授“檀州军事判官”,可能也是杜悆“初出官”之职.
“守选”制度的形成,其根源在于官僚机构不能提供足够的职位.辽代科举取士主要目的是“以

治汉人”,前期所取进士人数极少,进士及第后应该在当年释褐任官;然而,随着辽代后期进士数量大

增,所有及第进士是否都能当年释褐任官,由于没有充分的论据支持,目前尚不能作出比较肯定的判

断.从以上诸例,我们尚无法了解辽代不同阶段进士登第后释褐授官的具体状况,但根据有些及第

进士并不需要候选而释褐授官这一事实,大致可以断定,像唐代那样比较严格的“守选”制度在辽代

应没有形成.
历史书写随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和发展,虽无以实现对历史客观真相的全部复原,然通过对

不同文献的具体记载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还可以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某种制度达到一定程度的认

识.遗憾的是,现存辽代文献的匮乏特别是科举文献的阙如,仅依据«辽史»极其简略的记载对其殿

试制度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确实不太可能.墓志、经文等石刻文献的陆续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可

资参考的资料,不过,因其信息含量过少且极其零散,加之作者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和概念含义的不

确定,致使学界对于辽代科举尤其是殿试的认识和理解不能统一.在学界对辽代科举及殿试研究的

基础上,笔者对辽代殿试的开始时间、“殿试进士”称谓、殿试登第何时释褐等问题进行考辨,形成以

下结论:辽代殿试成为常制始于重熙五年;辽人所谓的“殿试进士”当指参加殿试而未中第者;辽代科

举增设殿试后,及第进士通常直接释褐授官.期待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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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FreeDiscussionsontheNewTianxiaDoctrine(ConversationsbyWriting)

ZhaoTingyang,RenJiantao,XuZhangrun,GuanKai
　 EditorsNote:TherehavebeenvariousnewopinionsarisinginrecentdiscussiononthefeelingofTianxiain
Chinesecivilization．Whatisthesignificancetoinitiatesuchdiscussion? Atpresent,thetrendofnationalismoＧ
verflowsworldwide,andtheworldarefrequentlytreatedandanalyzedinanationalisticperspective．Theentire
humancivilizationishoveringatadangrouscrossroads,andthemomentjustconcideswiththeeveof“anew
startofChinesecivilization．”FromA．D．１８４０tothisday,Chinesecivilizationcanfinallyreviewrationallyits
ownculturalheritage,planthefuture,andrestartitsculturalessencewhichissufficienttocontributetohuman
being．Inthesenseoftheoryofcivilization,whatcanChinesecivilizationdotothisworldwithitsmindanddisＧ

position? CouldChinesecivilizationdosomethingtoresolveconflictsamongcivilizations,andrelievetheworld
systemtodaybymakingcreativeinterpretationofthe“familyＧstateＧTianxia”concept? WhatkindofroledoesuＧ
niversaltechnologysystemtranscendingmodernityactasinthenew Tianxiadoctrine?Inshort,whetherthe
feelingofTianxiapossessessignificanceandvaluewhichisuniversalandbeyondtimestoglobalgovernance? On
thataccount,thejournalinvitedfourscholarsmakingwrittendiscussionsonthenewTianxiadoctrine,andhope
tomakenewadvanceinthestudiesoftheTianxiacivilization．

TheJishiOutburstFloodof１９２０BCEandtheGreatFloodLegendinAncientChina:

　 PreliminaryReflections SarahAllan
　 OnAugust５,２０１５,SciencepublishedanarticlebyWuQinglongandateamofdistinguishedarchaeologists
thatreportedonthediscoveryofevidenceforamassiveoutburstfloodintheupp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
in１９２０BCE．ThearchaeologistsidentifythisfloodwiththeonebroughtundercontrolbyYu,whowastradiＧ
tionallyregardedasthefounderoftheXiaDynasty．ThemostcriticalprobleminlinkingthearchaeologicaleviＧ
denceofacatastrophicfloodintheupp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withthatofthestoryofYuisthatthewaＧ
tercontrolledbyYuintheancienttextsisneverdescribedintheancienttextsasafloodoftheYellowRiver．
Andhowcouldsuchaflood,onthecontrary,haveassistedaruleratErlitouinestablishingahigherlevelofsoＧ
cialcomplexityandpoliticalorganization?Ifmassivefloodingintheupp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causedthe
movementofpeoplefromtheQijiacultureregiontothemiddlereaches,thenthemigrantstothecentralplains
withknowledgeofmetallurgycouldhavespurredthedevelopmentofanindigenousbronzeＧcastingtechnologyat
Erlitou．Inthismanner,thefloodingintheupperreachesoftheYellowRiverandthedevelopmentofthestateＧ
levelsocietyatErlitouwereindirectlyconnected．

AStudyof“Precinct”(Fang):

　 ChangesofUrbanSystemandWritingofChorographyintheTangＧSongPeriod BaoWeimin
　 Historicaldocuments,dominatedbychorographies,mostlyapplied“precintＧcorridor”(fangＧxiang)asthe
coreconceptwhennarratingtheurbanareastructureintheSongDynasty,yetsuchrecordsconfusedcontentsof
differentnaturesandlevels,aswellasdifferentconcepts．Throughanalyzingthedifferencesincontentssuchas

precinctareaandhorizontalinscribedtabletonprecinctrecordedinhistoricaltexts,itcanbeseenthat:first,

fromthelevelofurbanmanagementsystem,althoughthereemergedvariousalternativenamessuchasprecinct,

border,andcornerincitiesofdifferentareas,itisunnecessarytoconcludeanotherkindof“system”atthesight
ofanalternativename．Judgingfromconnotationofthesystem,itcanbeconcludedthattheregradullyemerged
analleyＧcenteredofficelowerthanthehierarchiesoftownshipandprecinct．Second,ontherelation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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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inscribedtabletonprecinctandstreets,itisoneＧsidedforformerscholarseitheremphasizingthatpreＧ
cinctwasonly“somethingforincreasingthebeautyofstreetsandroads,”orassertingthat“precinctactually
wastheelegantnameofstreetsandalleys．”ThereasonliesinthatscholarsweremisledbydistortedscenedelivＧ
eredbyhistoricaltexts．Outofthestandpointof“namerectifyingmoralization,”chorographycompilersinthe
SongＧYuanperioddetailedhorizontalinscribedtabletswith“goodnames”onstreetsandalleys,whiledespised
vulgarnamesofstreetsandalleys,sofewrecordsonthosewereleft．Therefore,weshouldbreakthetraditional
ideaofconstrutingtheurbanlayoutoftheNorthernandSouthernSongcenteringonprecinct,andreturntothe
historicalrealityofstripblockconsistedofalleys．Meanwhile,thediscussioninthispapercanalsoberegarded
asatypicalcaseonthecomplicatedrelationbetweenhistoricaltextsandhistoricalfacts．

TheStructureof６４HexagramsinIChing,TheirSequentialOrderfromtheBinaryArithmetic
　 andTheirProbabilityDistributionsfromtheYarrowDivination SunDi
　 TheauthorcreditsShaoYongs“DoublingMethod”andtheBinaryArithmeticinitiatedbyLeibnizasinstruＧ
mentalinadvancingtheordersequenceofhexagramsystem．ShaoYongＧLeibnizSequencehoweveriscalculated
yaosinahexagramtopＧdown,whichviolatesthenormalbinaryarithmetic．TheregularwayshouldinsteadcalＧ
culatethembottomＧup,whichentailsthedigitalsequence．Comparingthesetwosequencesshedslighttothe
structureofhexagrams,andlaysafoundationfororganizingallthe６４hexagrams．Anothercontributionof
Shaosdoublingmethodistherevelationofvariationsofhexagramindicatingthatthereare６４variationsofeach
hexagram．Astherootofhexagram,eachoftrigramshas８variations．TheYarrowDivinationhasanimmemoＧ
riallyancientrootandwasloyallyfollowedinthelonghistoryofIChingstudiesover３０００years．TheYarrow
Divinationinessenceisarandomnumbergenerator．６,７,８,９,thefourrandomnumbersresultedfromitsproＧ
cedurehavetheprobabilitydistributionof(１∶５∶７∶３)/１６．ThisdistributionisdifferentfromsimplifiedmethＧ
odsincommonapplicationsofIChingdivination．Theprobabilitydistributiontableisthenaccomplished,which
willrendersubstantialimpactsinobservingandinterpretinghexagrams,andgaugingchangesamongthem．

AFewQuestionsbehind“AbuseandThreatsAreNotFighting”:

　 ConflictswithintheLeagueofLeftＧWingWriters,theDebateabout“theThirdCategory”,

　 andLuXunasa“FellowTraveller” ZhangZhaoyi
　 Thebackgroundofthecompositionof“AbuseandThreatsAreNotFighting”isrelatedtotheChineseComＧ
munistPartysattemptstorectifytheclosedＧdoorism oftheLeagueofLeftＧWing Writersrejecting “fellow
travellers”．Itisalsorelatedtothedebateof“thethirdcategory”andtheLeaguesinternalconflictsespecially
theconflictsbetweenFengXuefengandZhouYang．In“thethirdcategory”debate,LuXunscriticismofSu
WenisclearlydifferentfromthatofthetheoristsoftheLeague．ThispapershowsthatLuXunadoptedadifferＧ
entstandinthedebate．AcomparisonofLuXunsstandwiththatof“thethirdcategory”furthershowsthatSu
Wenisclearlynota“fellowtraveller”andLuXunisatrueone．

“RulebyRites”andtheGenerationof“WritingforAdministratingState”intheSpringandAutumnPeriod:

　 TakingThreeStylesofPoliticalComment,Expostulation,andQuestion&ReplyastheCore HanGaonian
　 IntheSpringandAutumnperiod,vassalstatesmostlyvaluedrulebyrites,andtheancientetiquettestillexＧ
isted．Thearistocracytook“makingmerits”,“establishingvirtue”,and“makingspeech”as“threekindsofeＧ
ternity,”thuscausedthetendencyofadvocatingarticlesinpolitics,moralization,deeds,andselfＧcultivation．
Thesystemofrulebyritesforcedthreekindsof“writingsforadministratingstate”,i．e．politicalcomment,exＧ
postulation,aswellasquestionandreply．Judgingfromalargeamountof“events”whichgeneratedthetexts
recordedinclassicssuchasCommentaryofZuoandDiscoursesoftheStates,thewritersorpromulgatorsof
thosetextsareallpersonsofnoblecharacterandliterarytalent．Stylistically,thetextsusuallyadoptthewayof

６６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quotingtheclassicsandmakingaspeech,”whichbroadlycitedtheancientsystemofthethreedynasties,The
BookofHistory,TheBookofSongs,orquotesofsagestoenhanceonesauthorityandpersuasion,andthen
gaveanalysisandsuggestioncombiningwiththepresentsituation,thusformedanelegantanderuditestyle．
Thiskindoftextsreferstobothpoliticalpracticefocusingonwritingandpromulgationofspeeches,andcorreＧ
spondingliterarystyle．Suchtextsderivedfromspecificpoliticalevents,andwereimpromptuandimmediatein
wayofwriting．ThisprocessreflectedthegenerallawofpreＧQinliterarystylechangingfromthewayofactto
thewayoftextinitsgenerationandclassification．

AnInterpretationoftheMeaningofBecomingImmortalof
　 “BlackApeAscendingaHeight”inStonePortraitsoftheHanDynasty CaoJianguo
　 InthestoneportraitmaterialsoftheHanDynasty,“BlackApeAscendingaHeight”isaverycommon
shape．Accordingtothreekindsofpositionsthattheapeascended,i．e．thetopsofapavilion,anentrancebuildＧ
ing,orashed,the“BlackApeAscendingaHeight”picturesinHanstoneportraitscanbedividedintothree
types．IntheHanstoneportraits,pavilionandentrancebuildinghaveasymbolicmeaning,especiallythelatter
oftenreferstobecomingimmortalsorgoinguptoHeaven．Sotheblackapewhichascendedaheightinstone
portraitsborethesignificanceofguidingtheownerofthetombbecominganimmortal,andthatiswhyapeoften
appearedtogetherwithcrane,pheonix,featheredman,orevenQueenMotheroftheWest,andKingDukeof
theEast．Thekindof“BlackApeAscendingaHeight”pictureandthesignificanceofbecomingimmortalinthat
timesmightrelatedtotheTaoistregimenprevailingintheWarringStates,Qin,andHanperiod．

ANewUnderstandingofHuShi:“ChinaandtheWorld”intheIdeaofHisGeneration ZhengChun
　 WhenreＧreadingHuShisworks,theauthorwasinspiredbythebrandＧnewunderstandingofChinaandthe
worldbyscholarsinhisgeneration,andtheirunremittingendeavorforcommunicatingthetwo．Whenstudying
abroad,HuShiandotherscholarsfeltstrongsenseofthedecisivesignificanceofhumanitiesforimprovingthe
qualityandrealmofanation,andforimportingnewthoughtaswellasbringingChinesecivilizationanewlease
onlife,andworkedhardtocompletethepaperonstudyingabroadthat“whywelearn,whattolearn,andhow
tolearn．”Afterreturningtohishomeland,Hustronglyadvocatedliteraryreformandmadepioneeringattempt
andpracticeonliterarycreationwitheffectiveapplicationofmodernthoughtandtheorylearnedfromabroad,hoＧ
pingtoconstructamodernsystemofliteraryform．Heclaimedboldly “sufficientcosmopolitanization”,and
hopedearnestlythatChinsespeopleofnewgenerationwereabletocreateakindofnewculturefittingtothenew
worldandnewtimesonthebasisofintegrationofChinaandtheWest．Asasowerofthenewcultureofthe２０th
century,hedeservesdeepgratitudeoflatergenerations．Histhoughtandpracticecanstillplayaleadingrolefor
ustocopewithmanyrealisticproblems,aswellasconstructingmoderncountry,modernsociety,andmodern
culture．

WhoConductedtheCompilationofCompleteWorksofLiangShuming? ChenYueguang
　 ThepublicationofCompleteWorksofLiangShumingstartedin１９８９,andcompletedin１９９３．ItisanimＧ
portanteventintheacademichistoryofChinesecultureandConfucianstudies,anditssignificancewillreceive
moreandmoreattention．TheAcademyofChineseCulture,anonＧgovernmentalacademicinstitutionorganized
thiswork;andthedistinguishedscholarinthefieldsofhistoryandculturalhistory,ProfessorPangPuwhois
thenchairmanofacademiccommitteeoftheAcademypresidedandcoordinatedthework．Inthecompilationand
publicationofCompleteWorksofLiangShumingineightvolumesandwithfivemillionsofChinesecharacters,

Prof．Pangplayedthemostimportantrole．

７６１Abstracts



LiangShumingsConceptof“Rationality”andHisPoliticalSocietyTheory GanChunsong
　 ItisnecessarytocomprehendLiangShumingsideologyapproachingfromhiscorerecognitionof“rationality”

inphilosophy．ThispapergoesthroughLiangShumingsideologicalinvolvementandrevealsthesequentiallogiＧ
calchainfrom “intuition”to“rationality”andto“humanmind．”Thispaperalsopointsouttheargumentthat
LiangShumingsrecognitioninruralconstructionaswellastherelationshipbetweenConfucianismandsocialism
areallbasedonhisownunderstandingof“rationality．”

TheChangesinIdeaofLaborintheFieldofEnlightenmentEthics FuChangzhen
　 From “sacredlabor”to“laborisglory”,thechangesinideaoflaborinChinaonceactedasspiritualindicator
andvaluecoordinateofanera．Theraisingof“sacredlabor”sloganmade“labor”comeintoChinesepeoplesviＧ
sionofpubliclifeforthefirsttime．Throughideologicalenlightenmentandextensivemobilizationbyintellectual
elites,thepublicbegantoreＧexaminethesocialfunctionoftheirownintheperspectiveof“labor,”andestablish
selfＧidentityandsocialvaluewith“labor”asthecore．InthehistoricalcontextofChinesemodernityandenlightＧ
enmentethics,howtheideaoflaborstoodoutofthecompetitionwithotherideastobea“prevailingandpopuＧ
lar”socialconcept,andrealizedtheprofoundchangefromideologicalenlightenmenttorevolutionarypractice?

SinceChinasreformandopeningＧupin１９７８,theideaoflaborhasbeenpresentingincreasinglycomplicatedsituＧ
ationwiththegrowingstatusofcapital．ThelackofagoverningandfundamentalsocialvaluenotonlymakesexＧ
traordinarydifficultyinintegratingdominatesocialvalues,butalsointensifiestheriskofsocialfragmentization．

ZhuXisThoughtof“ShapingBenevolence”andHisInterpretationofLove XiangShiling
　 Inshapingthesubstanceofbenevolence,ZhuXihasemphasizedthepublicvalueandthethoughtofloving
per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benevolenceandpublicisinessencetherelationshipbetweenbenevolenceand
person．Althoughthethoughtthat“abenevolentpersonandallthingsintheworldareone”doesnotcometobe
areasonoflove,itdoescometobeanecessityinuniversallove,especiallyinpreparingthewayofcarryingout
theuniversallove．ThedebatebetweenZhuXiandZhangShioverthethoughtofbenevolencemainlygoesto
theirdiscussion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loveandbenevolence,whichfurtheropenstheirdiscussionsonthe
relationshipsbetweenhumannatureanddispositions,andthatbetweensubstanceandfunction．FromtheperＧ
spectiveofconnectingbenevolencetolove,ZhuXiemphasizesthatonesdispositionsaretoembodynature,and
onesloveisconnectedwithsubstance．Whatoneshoulddoistoembodybenevolence,ratherthanseekingbeＧ
nevolence．ZhudisagreeswithHanYuindefiningbenevolenceasuniversallove;ZhuarguesthatsubstancecanＧ
notbereplacedbyfunction．ThethoughtoflovewithoutreasonsorrelationshipsinBuddhismdoesnotmake
sense;itsacrificesonesselfforthecompletionofthings,whichbetraystheprincipleofuniversallove．Inthe
argumentofstartingfromlovingyourparentstobeingbenevolenttoyourpeople,andthenfurtherloving
things,Confucianshavepresentedthemostrealisticwayofactualizingtheuniversallove．

ATextualResearchofth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intheLiaoDynasty WangXin
　 Th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becamearegularsystemoftheLiaoDynastysinceA．D．１０３６．Emperor
ShengzongofLiaostartedreformoftributaryexaminationinimitationof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ofthe
NorthernSongDynasty．Afterth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in１０３６,theceremonyoftheemperorbestowing
theMetropolitanGraduateswith Honors,i．e．thesuccessfulcandidatesalsobecameinstitutionalized．From
thenon,theMetropolitanGraduatesshouldallattendth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normallyintheimperialexＧ
aminationheldinthereignsofemperorsXingzong,Daozong,andTianzuo．ThesoＧcalled“MetropolitanGraduＧ
atesofth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shouldrefertothosewhowontheselectionoftheMinistryofRites,yet
failedinthefinalimperialexamination．Afterthefinalexaminationwasaddedintheimperialexamination,the
MetropolitanGraduateswithHonorswereusuallyappointedtogovernmentofficesdirectly,andthereshouldbe
nostrictsystemof“awaitingappointment”intheTa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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