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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笔谈之一)

　
编者按:近四十年来,中国以独特的道路和方式实现了大国崛起,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发展路径在很

大程度上溢出乃至颠覆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是

西学范式和框架对于中国经验与现实的解释效能愈见式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渐次转向尊重自身

的事实和特点,提出了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的新时代课题;

另一方面,中国也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思想、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与

软实力.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炼出带有中国标识的概念范畴.

“讲话”发表之后,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标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新进展.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上述

探索只不过意味着破题立论,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重大话题亟待展开.有鉴于

此,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的指导下,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于２０１８年夏初主办了以“如何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以期推动相关探讨向纵深发展.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

属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关键词:中国知识体系;本土问题意识;东方专制主义;东方自由主义;祖赋人权;自身人类学;国家人

类学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知识重建

郑永年　杨丽君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杨丽君,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①.就

经济而言,中国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封闭状态

的经济体,转型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经验市场经济制度

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四十年来已经促成了近七亿人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社会

① 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参见ZhengYongnian,ContemporaryChina:AHistorysince１９７８(Oxford,UK:WiＧ
ley Blackwell,２０１４)．



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以及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就政

治而言,１９４９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历了各种挑战,并且在挑战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一系列的

深刻制度变革,需要学者们来解释、提升,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

学体系.
然而遗憾的是,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知识

界并没有承担起解释中国的变革,为世界社会科学发展贡献知识的责任.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滞后的

现状不仅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重建,更累及中国文明的复兴.任何一种文明,其内核都是代表这个

文明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知识体系是一种文明的最高表达.从知识构建的角度讲,正是伟大的知

识造就了文明,任何文明都需要一套完善的知识体系来支撑.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局面并非如此.
一方面是改革的作为和文明的复兴,另一方面是能够解释改革实践的知识的缺失.近年来,中国政

府提倡媒体和智库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但是由于缺乏一套知识体系支撑,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外界听不懂.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讲好“中国故事”的最终结果却

是“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现象的产生,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改革开放乃至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在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结果不

仅外在世界不感兴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自己.很显然,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改变.
一般意义上,人们把１８４０年代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意味是凸显西方对中

国发展的影响.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大清帝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败.的确,在促成中国传统帝

国体系离开历史舞台过程中,西方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马克思尽管无情地谴责西方殖民地主义

和帝国主义,但也充分肯定了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在马克思

之前,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①.如果按照欧洲从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历史,因为自秦始皇帝统一中

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几乎没有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而中国新的历史就是在和西方接触后

才开始的.鸦片战争是关键,之前中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一直有能力应付外来的挑战,因此没有深

刻变革的意图和需要,但几次战争失败之后,不得不开始进行主动的变化和变革.
那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如何变化的呢? 有两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

的“冲击 回应”模式,认为中国是随着西方的变化而变化的,西方带来冲击,中国予以回应②.与此

相反,另一位美国史学家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的变

化体现得更多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外来(西方)力量促使甚至促成了中国的变化,但变化并没

有改变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或者说,中国的变化没有使得中国西方化③.
如何解释这两种不同的看法? 不同学者看法不同,这里并没有对错之分,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他

们所指的变化层面的不同,因为在不同层面,人们看到不同的东西,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
思想意识层面,近代以来肯定是“西方化”的.近代以来,中国的语言、概念、理论和思想所呈现出来

的都是“西化”的结果,无论是浅层的思考还是深层的思维,无一不和西方有关.到今天为止,思想知

识界还没有能力拿出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并且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概念或者理论.现象的背后有很

多原因,撮其要者,在于近代文明由西方主导,有人甚至把近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西方在近代文

明的发展和构建过程中,建立起了一整套基于西方近代化发展经验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近代以来

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由区域经验产生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SsuＧyüTengandJohnK．Fairbank,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１８３９ １９２３(Cambridge:Har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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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自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人类发展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这使得西方知识体系不仅具有了普世

性,同时也被赋予了价值观.
很容易理解,西方学者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时,总是以西方的制度为模版,认为

西式的制度模式是先进的,反之就是落后的和需要改造的.这种具有普世性价值观的西方知识体系

思考导向,也使得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总是以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探讨中国为什

么没有西方所具有的东西.从近代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

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都是用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简单

地说,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从来没有用中国已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其实无论是“冲击 回应”模式,
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在用西方经验所产生的理论,而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解释中国.在很

大程度上,这样的解释与其说是“解释”,倒不如说“判断”.这里的荒唐性不言自明.如果要解释中

国,那么必须找到中国所具有的因素.如何用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呢? 这是不符合逻

辑的.
无疑,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知识体系也严重影响和主导了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认知.其最

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和知识体系的学习过于“全盘西化”,特别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

学习,注重知识的吸收而轻方法论的思考.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尽管在思想和概念方面非常西化,却
不能够发展出解释本国社会变迁的理论的原因所在.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即使整个社会科学话语是从西方“进口”,人们也习惯于使用西方概

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但这并不否定在更深层次上中国式思维的存在.实际上,这种传统思维根深

蒂固,并且不时表露出来,成为一些人抵御西方思想的有效武器.但因为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思维的

缺失,传统思维不能表述为概念和理论,同样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哲学、国
学和文化现象的再生,很难聚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相反,这股力量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科

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在物质变化方面也是如此,表现出诸多西方化的迹象.首先,至少没有人会拒绝西方式的变化.

当然,在很短的一段特殊时期里,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把西方式物质变化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

治化.实际上,近代以来到今天为止最长盛不衰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要学习西方物质发展模式.
这并不难理解.近代中国被西方所打败,主要是因为西方物质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在早

期,一些人秉持义和团式“刀枪不入”的态度,鄙视西方的物质进步,但在被西方彻底打败后不得不放

弃这种态度,转向学习西方.早期学习西方主要是想学习西方的物质进步,等到被亚洲第一个现代

化的国家、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才又意识到光有物质的进步远远不够,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
至少就日本本身的解释,其进步是“脱亚入欧”的结果.中国要在物质层面学习甚至赶超西方,这是

近代以来大多数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梦想.从毛泽东时代到当代,“赶超”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

一种“哲学思维”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各个方面落后于西方,并且被帝国主义所包围,提出“赶
超西方”还可以理解.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面临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地缘政治

环境,不过人们仍然具有强烈的“赶超”心态,足见这种哲学的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即便是在某一

时期部分性地在制度方面借鉴西方,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比如说１９８０年代进行

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最大的分歧在于制度层面.不管怎样的社会,制度是其核心,因为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的中介.可以说,没有制度就没有社会.近代以来,就中国的制度如何变化有海量的讨

论,但根据历史进程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早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基本

制度不用变革,需要变革的是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术”.第二,“全盘西化”.五四运动之后很长时

间里,盛行这种观点.直到今天,此种观点在知识分子中间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第三,“西学为体、中
学为用”.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来的观点,当时东亚一些经济体已经或者开始实现民主化,包括

７“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之一)



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这些社会,政治体制民主化了,但社会生活仍然是东亚传统①.
很显然,近代以来,就制度而言,无论是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并没有像思想和

物质层面那样西方化.当思想西方化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当物质生活西方化的

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更不乏有人呼吁主动的西方化.但从经验层面看,并没有发生

这种情况.在制度层面,有些变化似乎是朝着西方化方向在发展,但结果发现只是浅层的西方化,仅
仅只是表象甚至是假象.更有意思的是,在思想和物质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层面呈现出越来

越中国化的趋向.
此种悖论如何予以解释? 一种解释是基因论,即认为中国的制度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思想和

物质条件,有能力进行“再生产”,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黑格尔就是这么解释中国的,他认为中

国没有历史.的确如此,如上所述,西方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到黑格尔时代的资本主

义社会,制度变化眼花缭乱;但中国自从秦始皇帝统一之后,在制度层面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西方的

变化.
第二种解释强调制度变化的缓慢性②.物质层面的变化是有限的,因为它往往首先发生在某一

个或者几个领域;思想层面的变化最具有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只发生在知识界的某些人中间.因为

制度乃社会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调节器,它不会随着物质和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层面,人们往

往指向既得利益对制度变化的阻碍.如果当社会的大多数就是阻碍变化的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制度

变化就很难进行.中外历史上,也经常发生通过“消灭”“既得利益”而引入的制度变化,即革命.不

过,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就这种需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的变革达成过共识.
第三种解释指向“量变而质不变”,强调建立在世俗文化之上的中国制度的灵活性和伸缩能力.

就是说,中国的制度能够吸收消化任何外来的压力,在“量”的层面不断变革自我,而在“质”的层面

(也就是在结构层面)“再生产”自己,从而实现自我更新③.
物质、思想层面的变化与制度层面的变化的高度不一致性,直接地反映在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

识体系上.简单地说,中国的概念理论与制度实践严重脱节,知识体系对制度现实没有解释能力.
这种情况自近代到今天,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越来越严重.就以今天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国道路”
为例.中国道路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自近代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历程就是“中国道路”.如同

前面所讨论的,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中国道路”受西方(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的影响

也属显见,在这两个层面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东西.然而,在制度层面如何解释“中国道

路”呢?
如果不加以“中国化”,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发展史观也解释不了中国制度的演进,更不用

说其他西方理论了.例如,在经济制度层面,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主要概念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或者后来的“水利社会”.如果人们搞清楚西方思考中国的思维脉络,那么就不难发现,今天西方指

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与早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水利社会”直接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

者的思想来源.
很显然,“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其说是解释中国的概念理论,倒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偏

见”.自古到今,中国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西方的“国家”所能比拟,甚至经济本

身的概念在中西方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抛开其意识形态性质不说,问题在于,“国家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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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至少从汉代开始,国家始终垄断关键的经济领域.国家对关键经

济领域的垄断,决定了中国没有可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

有市场,就没有除了国家之外的经济角色.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历史时间里的大多数经济领域,国家

并不是主要的经济角色.除了国家之外,还有民营企业,还有民间和政府的合作.近代的人们把当

时的经济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是相当科学的.当然,也有外国人开办的经济企业.今

天人们称中国经济为“混合经济”,就是指这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当经济活动的半壁江山是非国有且

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越国有部门的时候,就很难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中国经济了.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古希腊的“东方主义”到近代的“东方专制主义”、２０世纪的“极

权主义”,再到当代层出不穷的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西方对中国的解释只有一个范式.马克思主

义对传统中国的解释也是这个范式的一个变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

对解释中国的贡献就是证明了在“东方专制主义”背后还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或
者“水利社会”.但正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东方专制主义”也解释不了中国的政

治制度.早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误以为中国比西方更为“共和”,甚至认为中国才是真

正的“共和”体制,即皇帝和大臣(官僚体系)之间的“共和”.这当然是一个假象,因为此“共和”并非

西方意义上的“共和”,但也点出了中国皇权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的客观状态,这种状态并非“东方专

制主义”所能解释.
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基本上仍然是沿着这个古老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中国的体制

变化,解释这个体制为什么那么具有韧性,但鲜有人解释这个体制到底如何运作,以及用什么样的概

念和理论来解释这个体制.尤其是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利益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时候,怎能仍沿用原

来的范式来解释呢? 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中国体制的实际运作,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的概念和

理论,但这个基本的任务鲜有人感兴趣,导致理论解释严重滞后于中国自身社会变化的局面.直到

今天,人们仍热衷于拿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一切.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和怀疑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知识体系,因为这个知识体系是

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自身.人们更有足够的理由来重塑中国的知识体

系.在实践与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概念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甚至发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人们就会惊讶,
甚至愤怒,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不满.这种情绪在思想意识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构建上则是一无所

用.无论哪个社会,在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不管人们喜

欢与否,现实是客观存在的.
如何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 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

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那么学者们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
殖民”的状态,学者们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

９“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之一)



学术创新的基点:概念的解构与建构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座大厦.要构建这样一座大厦,需要从概念着手.人类在认

识事物的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抽象出来,加以概括,作
为自我认知意识的一种表达,由此形成一定的概念———它通常用单词或者短语加以表达.通过概念

对事物进行定义,形成其内涵与外延,就使得杂乱无章的事物清晰化、条理化.因此,概念是人类知

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①.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学术

创新,当从概念入手,包括解构与建构,双管齐下.

一、概念并非永恒,解构必不可少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概念的建构,形成一套能够传播的知

识体系.人类的认识与其他领域一样,都遵循着“先占原则”,即某些人由于对事物的认识在先,通过

概念对事物加以定义,并能够广泛传播,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获得话语权.后人在接受这些

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地会进入其相应的思维通道,形成格式化、规范化的思维.这就是思想意识的

力量.
中国很早就形成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受农耕文明的经验思维影响,缺乏一个由清晰的概念和

知识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许多论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社会科学由西方兴起,在社会科学发展过

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的概念,并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知识生产的“先占”法则.梁启超

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②这是中

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也是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人类知识

体系的一部分,离开了这些概念,社会科学就没有了立足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需要永远

保持学习的心态.
但是,任何概念都有其局限性.人类的认识没有穷尽,因此,没有永恒的概念,只有永远的讨论.

“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

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
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

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

品质.”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处于全方位开放格局下,引进了大量新知识、新概念和新理

论,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先占原则”的作用,使得我们对外来的理论更多的是

学习,而少有批判;对外来的概念更多的是接受,而少有解构,由此出现将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

当成“唯一准则”的现象.这种新的教条主义自然会束缚中国学者的原创力.
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除了学习与接受,还要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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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有鉴别,进行学理性批判.在相当长时间,人们对外国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采取的是一种政

治性批判的态度,批判的武器更多的是“武器的批判”.这种批判很难有效,甚至适得其反,随着政治

气候的变化又会发生变化.当下,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的分析、鉴别,主要应是学理性批

判,其中包括对流行甚久的概念的解构.
解构是一种分解,发现概念的适用性和弱点.任何概念都非完美无缺,只有通过深入其内部进

行辨析,才能有所发现,从而对原有概念加以补充、扩展,当然也可能是颠覆.
“东方专制主义”是西方人对东方包括中国政治的定义,影响甚大.实际上,专制主义作为一种

政体,是一种久远的政治历史现象,在世界政治史上普遍存在.由于时空的错置,在西方社会进入近

代民主政治之后,专制主义政体在东方社会还存续着.与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相比,专制主义在正

当性方面处于低位.西方学者基于不同目的,在“专制主义”之前冠以“东方”,造就“西方自由和东方

专制”的框架,并形成思维定式.其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大部头著作.
毫无疑问,魏特夫的著作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但魏特夫的东方

专制主义概念并非无懈可击,甚至有致命的缺陷.他的论述基础是把东方国家定义为“水利社会”,
因为干旱,国家规模大,需要由政府而不是当事人来组织、兴办和管理水利公共工程.政府依靠暴力

强制获得税赋,并兴办公共工程,这种暴力强制产生的是奴役关系.如果从解构的角度看,魏特夫的

论断至少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东方国家并不都是干旱地区,特别是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水稻产区.稻作地区主要依靠的是当事人的自愿联合进行水利治理,政府在这类区域是“悬浮式”的
外在权力①.二是在非“水利社会”,同样会产生专制主义.如俄国的专制主义有着很深厚的历史基

础,但俄国并非“水利社会”.因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只是对传统东方政治的部分概括,
不能作为理解东方政治的“唯一准则”.

二、概念创造不足　建构势所必然

解构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新的概念,形成概念之间的竞争,并在竞争中

获得话语权.
中国的学术传统长期延续的是“述而不作”,即以经验思维来描述事实,而很少用清晰明确的概

念加以表达.进入２０世纪,社会科学得以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但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著书虽多,
“立说”却少.如从中国学术著作的名称便可以看出,大量的是“中国的”,主要是陈述一种事实,
而缺乏诸如“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性概括,难以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将人的思维模式化,大大弱

化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反,建构概念则是西方学术的优势,也是西方学术能够

取得话语权的重要原因.政治学者海伍德指出:“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

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②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做人类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建构

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如“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道义小农”等,这些概念得以广泛传播,
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有人因此认为,当代中国所有人类学者的影响力比不上一个斯科特.

本来,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国人最有条件创造新的概念加以总结,但国际上流行的

是在传统“威权”的概念后面加上一个“韧性”,从而将人们的思维框架规范在“威权韧性”之内,并借

由国际学术传播传到国内,被奉为圭臬.
因此,中国的学术创新要改变被动地位,必须从创造概念做起.创造新的标识性概念,可以从两

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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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发现新的事实,从事实中提炼出新的概念,这类概念可以说是描述性概念.
一般来讲,概念是对事实的概括,即通过对一类事实的描述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任何概念

都是有限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穷尽事实,只是对部分事实的概括;同时,在概念产生之后还会出现新

的事实,这是原有概念所无法概括的.但是由于知识生产的“先入为主”原则,人们很容易用一个固

有的概念去认识所有事物,从而形成思维定式.如西方政治学对东方政治的界定,长期延续的是专

制主义、威权主义等概念,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些概念去认识东方政治,将思维格式化.然

而,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只是对东方政治事实的部分概括,有相当的限度.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概念

的核心是统治者与民众的主 奴关系.从事实的角度看,如果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民众都处于奴役地

位,如何能够创造出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 改革开放以后又如何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中国奇

迹”?① 正是在对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概念进行解构的过程中,笔者根据中国社会事实,提出了“东方

自由主义”的概念.因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村社制、庄园制的组织制

度,其中内含着农奴制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将东方政治定义为专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这种

具有奴役关系的基础社会制度.而在中国,自秦以后实行的是一家一户的家户经济和“编户齐民”的
政治制度②,国家与农民的纵向关系具有奴役性,但受统治能力的限制,这种奴役性并非无时不刻地

发生在民众身边.从日常生活的横向关系看,中国农民是自由的.与西方领主既占有土地也占有人

身不同,中国的地主只占有土地不占有人身.家户制内含着自主自由的属性.尽管这种属性是自然

而然、与生俱来的,并与责任密切相关.这种日常横向关系的自由,从理论上概括便是“东方自由主

义”③.事实上,毛泽东早就讲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

命传统的民族.”④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农村改革就是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只
是在不同时空里的实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西方较早地提出了“自由”概念,就放弃之.同

时,自由只有扎根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充分挖掘事实,才会发现自由并

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外部空降,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土壤里,只是这一因子受到专制主义政治

的压制.而在人民民主政治框架下,“自由”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
人类文明进程具有多样性,任何人的认识都受到其生活的历史空间所限制.西方学者从自己的

文明进程出发,提出了不少重要概念,并有着广泛影响.“天赋人权”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概念,
但它不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大量事实现象无法用这一概念加以概括.如果仅仅限于这一概念,许多

事实就会被遮蔽.例如,与西方人信奉上帝、处处可见教堂有所不同,中国人信奉祖先,处处可见祠

堂.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是祖宗赋予后人以生命、资格、地位、权利与义务等,这一理念至今还

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人在处理领土边界争端时经常讲到的一句话,便是“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

都不能丢”.受此启发,我们在大量实地调查基础上提出了“祖赋人权”的概念,以对这一类事实现象

加以描述⑤.
二是要基于某种价值观念形成新的概念,这类概念可以说是规范性概念.
人类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是一种需要价值导向的活动.描述性概念只是对既有事实的概

括,而非价值导向性概念.西方政治学之所以领先,其重要原因是西方政治文明进程具有跨越性.
早在古希腊文明时期,就产生了一种高级政治形态———民主共和国,其中蕴含着大量现代政治的因

子,如自由、民主、权利等.在西方政治文明进程中,文明不断地被“炸毁”,又不断地重建.因此,西
方学者特别擅长于根据某种价值理念进行概念建构,以引领社会前进.这种概念并不是基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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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主要不是基于事实,而是主要基于某种价值理念促进或限制某种行为方式,因此属于规范性概

念.“天赋人权”便是人们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等级束缚所建构的概念,它指引着人们对旧制度的革

命.中国的文明进程不同,长期延续的是“祖赋人权”,其中内含着差等意识.因此,近代以来,具有

相对先进性的“天赋人权”在中国得以接受和传播.
显然,“天赋人权”这类规范性概念,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意识

到此类概念的有限性.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创造力不足,特别是基于价值理

念,构建能够引领人类社会前进,并能够得到广泛接受的标识性概念还很有限,还“处于有理说不出,
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近几年,这一被动局面正在改变,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概念.这一概念超越了狭隘的基于利益关系的“国家结盟”和“利益共同体”的传统意识,具有先进性

和引领性,愈来愈广泛地为世界所接受.

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构建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７８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至今.
第一阶段的主体是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思潮,经济学家、特别是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开
始摆脱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说教,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并为此做出了许多

杰出的贡献.在这个阶段,西方现代经济学开始引入,但是就研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应用还非常有

限.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系统地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理论之外,各主要大学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始形成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使

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工具从事研究工作.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海归学者大量增加.与此

相呼应,各大经济学院(研究机构)开始引进严格的“非升即走”的升等制度,学术发表的重要性提高

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经济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然而,在发表繁荣的背后,中国经济学也存在诸多隐忧,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本土话语体系.什么

是本土话语体系? 它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脱离国际学术界另起炉灶,而是扎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目标是对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具体而言,它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１)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

议题,研究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２)具有理论抱负,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对现代经济学理

论的发展作出贡献;(３)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批评和学术进步.在精神层面,构建本土话语体

系,就是回归２０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更高层

次上发扬光大八十年代“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精神,即用现代经济学的手段研究中国问题.

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经济问题,尽管不是每项研究都具有应用价值.否则,经济学研究就

失去了意义.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科斯的

企业理论来自于他对美国企业垂直一体化的观察,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则来自于他长期

从事美国反垄断法的研究.然而,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成长,当今西方经济学已经进入瓶颈期,学术研

究的数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学术成果离现实越来越远.在很多情况下,经济研究成为研究者玩弄

智力和谋取个人荣誉的媒介,其成果对现实是否具有指导意义甚或是否反映现实,已经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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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虚假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书斋里,它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然而,许多“虔诚者”还要把在空中

搭建的模型应用到现实之中,结果是得到不合直觉的结论.正如保罗罗默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

困境»一文里批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Prescott)发明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时所指出的: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衰退归因于‘燃素’外生性地减少.给定产出 Y,货币总量 M 变化的唯一影响

就是价格水平P的同比例变化.在这一模型中,———正如Prescott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

时讲到的,‘邮政经济学要比货币经济学更接近理解经济的本质’———货币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①

西方经济学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是用书本上的理论和西

方国家的实践套于中国现实,因而让研究者无法认清中国经济的本质.以货币理论为例,许多人受

货币主义理论的影响,以总量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杠杆率,从而得出我国经济杠杆率太高的结论.受

此结论影响,降杠杆成为政府过去几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然而,这个结论没有注意到,我国绝大多

数货币存量是由外汇储备创造的,因而不可能通过常用的手段(如公开市场操作)回收②.另外一个

例子是对固定汇率制度的理解.在２００５年之前,我国采取了相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或双轨制汇

率)制度.我国的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现有经济理论的结论,认为汇率只是一个名义价格,固定汇率不

可能对实际汇率产生作用,因而也不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然而,既然固定汇率对实体经济没

有作用,我国为什么要长期采取这个制度? 现实情况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存在大量的未加充分

利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当我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的时候,这些资源被动员起来,国内物价不

至于大幅度上涨,因此,固定汇率可以抑制实际汇率的上涨,从而增强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

力③.用书本上的理论套于中国现实而失败的最显著例子,莫过于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理解.众所周

知,我国的经济转型采取渐进主义的进路,许多制度安排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常识”不相吻合,如价格

双轨制、乡镇企业模糊的产权安排、地区分权、官员的激励和晋升,等等.按照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理

论,这些制度安排要么会直接损失效率,要么会导致寻租和腐败;“把制度搞对”,永远是西方经济学

家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第一副药方.而“对的制度”一定是纯粹的制度;但现实是,各国拥有自己的

历史和制度传统,因而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纯粹制度,合适的制度才是“对的制度”.不理

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经济,也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制度安排.
第二个负面影响是,理解中国不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研究中国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新

的数据或案例.经济学研究受思潮的影响很大,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战后的经济学思潮无不反映

美国的经济现实.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兴起的货币主义理论,其背景是美国经济的滞涨现象;９０年代勃

兴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随后于新世纪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学者对外援的

反思;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所谓“大缓和”,无疑促成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滥觞;而当前中美之间巨大

的贸易不平衡,催生了一批研究中国出口如何影响美国就业和福利的成果.这些思潮对我国经济学

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更加严格的升等制度的引进,“国际发表”成为各大经济学院和研究机构

追逐的目标.为了能够在国际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国经济学界有意无意地在美国经济学界设定

的议题上做文章.这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使得一些国内学者能够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
但它的负面作用是,国内学者不再关心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本身的意义.对于美国重要的事情,不一

定对中国重要;反之亦然.如果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自主设定研究议题,中国经济学就难以摆脱被边

缘化的尴尬境地.
现阶段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肩负着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双重责任.理论创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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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国学者把自己的学说和理论摆到世界学术界面前,和国际顶尖学者同台竞争,因而,中国学者的

研究必须具有一般性意义.“讲好中国故事”则要求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国情有深入的研究,深刻理解

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因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必须观照中国的特殊性,这在国际学术界往往

被冠以“区域研究”的帽子.如何平衡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必须面

对的挑战.一些学科的策略是不与国际学术界同台竞争,而专注于国内学术界的交流;经济学则相

反,倾向于以国际发表的多寡和质量作为评判经济学者研究能力的唯一标准.两种倾向恐怕都不

可取.
正确的取向是把理论创新和“讲好中国故事”有机地统一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来,路径是设定

自己的研究议题,并提炼出对于经济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一方面,这些议题应该是对于中国而

言富有意义,其研究成果能够增进我们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开展这些研究能够对

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在国际学术界被发达国家学者所垄断的情况下,兼
顾两者显然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也有一些成功的先例,如钱颖一和许成钢对于中国经济分权和经

济转型的研究①.

二、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

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似乎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发达国家业已经历,因而不

可能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任何新的贡献.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环境与发达国家当年所遇有很大

不同.而且,中国具有自己的历史和制度传统,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无数鲜活的案例.中国所走过

的路虽然特殊,但也包含普遍性的东西,学者的任务就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规律和

原理.

１．认识１８４０ １９７８年的历史

中国自１８４０年以来开启的现代化之路,是全球范围内因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形成的现代化浪潮

的一部分,在其背后蕴含着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规律.除少数国家(如日本)之外,后发国家都经

历了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进行了反抗,有些成

功早一些,有些成功晚一些.中国因为没有完全被殖民,所以,反抗和现代化是交织在一起的,“救
亡”与“革新”成为自１８４０年、特别是１８９８年以来仁人志士所关注的双重主题.２０世纪二十年代,无
论是新生的共产党还是改组之后的国民党,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西式政治组织和理念正式成为中

国现代化的载体.北伐之后形成的国共之争,是现代化道路之争.如黄仁宇所指,国民党希冀自上

而下地改造中国,而共产党希冀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②.只是,道路之争很快被日本的入侵所打断,
国共两党在“救亡”的大旗下联合起来.自１９４９年执政之后,共产党回到“革新”层面.在社会方面,
党开始实施自下而上的全面改造;在经济方面,党集中全部国力,希冀在短期内完成“超英赶美”的壮

举.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学术界至今对此仍然没有停止争论.
要正确认识１８４０ １９７８年的历史,就必须把它放到全球范围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中加以分

析.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被全面殖民的国家摆脱殖民统治,但接受

宗主国留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本国经济;另一类是没有被全面殖民的国家发

愤图强,经济赶超和社会变革交织,形成比较复杂的现代化路径.前者包括印度和广大的亚非拉国

家,后者包括日本、俄国、中国等少数大国.就结果而言,第二类国家比第一类国家更加成功,但是,
这其中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就经济学而言,对以下几个中国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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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于经济赶超和现代化的认识.
其一,过去二十多年里,计量史学方兴未艾,其中一个题目是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如何影响当代

的制度和经济发展.由于清史留下的资料较多,因而出现了许多对清代的研究.然而,多数研究的

重点有关“历史如何延续”,特别是清代的落后制度如何对后来的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少有关注自

１８４０年以来的变革对于当代的正面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历史延续是自然的,变革却需

要勇气和牺牲.在很大程度上,研究历史的延续性来自于西方学术界对议题的设定,因为西方已经

完成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所以西方学者看到的,更多是后发国家落后的一面.身为中国学

者,更多的应该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发现那些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因素.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具有设

定议题的勇气和能力,由中国的变化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普遍规律.
其二,自亚洲“四小龙”成功之后,关于经济赶超的争论就未见停息,争论的焦点是市场和国家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孰轻孰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恐怕过于空泛;更为实在的问题是,一个后

发国家是否应该“超前性地”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在２０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绝对是肯定性的,因为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之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兴起,否定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实践中得到实施,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拉美国家.

２０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不得不接受西方国家的债务重组和结构调整方

案,全盘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果导致过早的去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戛然而止.中国在１９５３
１９７８年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目标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如何评价这个战略所取得的成

就? 它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起到了什么作用? 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

地认识中国,而且可以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理论指导.
其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重点多在五四运动前后,对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年的历史鲜有涉及,而这

段时间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党通过基层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

落,对社会实施了翻天覆地的改造.以往学者更多地关注这些改造的负面作用,但是,从宏观历史的

角度来看,这些改造也许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作为学术研究对象,下面的问题具有世界性的

普遍意义:这些改造给社会留下了什么进步性的东西? 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研究表明,社会和经济

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是少数经历了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国家,那么,中
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 经济学和社会

学研究还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远未完成,社会和政治动员是提高妇女地位的有效手段.而

妇女解放是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年间中国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结果如何? 如果有正面作用,是否

做到了长期持续?
总之,研究１９７８年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国的现代史,而且能

够从理论上厘清赶超型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２．改革开放再认识

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奇迹.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我国的人均实际收入在１９７８ ２０１８
年间增长了１６倍,超越同期绝大多数国家.中国的经济赶超具有哪些世界意义上的普遍性? 在过

去的十年间,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不再是发现中国实践中和

国际经济发展相通的东西,而是倾向于用中国的特殊性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国家资本主义”
是这些解释的集大成者.对于亲历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显然不能解释中国

经济的成功;事实上,西方学者以国家资本主义概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有很强的政治动机,与中

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改革仍然在路上,因此,研究中国的问题并提出解决

方案,仍然是中国学者的责任.然而,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仅仅为西方主导的议题提供注脚,
中国学者就必须开辟新的领域,设定自己的议题.在现实层面,对于多数外国人来说,中国是如何成

功的、特别是中国政府是如何扮演一个成功的角色的,还是一个谜,许多中国人也未必清楚;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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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研究成功经验比研究失败经验更可能产生新的和持久的理论———指出失败原因总是容易的,
因为现有理论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炮弹;而总结成功经验则需要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构建理论就在

所难免.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只能产生碎片化和零碎化的知识,研究成功的经验才可能产生自

洽而全面的理论.中国成功的经验很多,其中最可能产生新理论的地方,是研究政府和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即新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方兴未艾,中国的实践可以为之提供丰富的研究素材.为此,下列问

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是农村工业化的路径和模式.我国的工业化起始于计划经济时代,但那时的工业化集中在

重工业领域和城市地区,除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外,没有扩散到农村地区.农村改革完成之后,农
村地区开始工业化进程,直到今天仍然在蔓延.发展经济学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却很少涉及

工业化的微观机制,原因是战后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只发生在中国大陆,在其他国家没有见到过.
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城市的过度膨胀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村地区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

机会;如果这些国家也能够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的过度膨胀问题就会大大缓解.在这个背景下,研
究我国的农村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和特征,就可以填补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空白,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

化提供帮助.
第二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限度.经济起飞的原动力来自于储蓄、资本积累和生产能

力的培养.但是,如何动员储蓄、获得必要的生产能力,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难题.发展中国家

早期普遍处于贫穷状态,能够从国内动员的储蓄很少,更没有多少工业化生产的能力,此时致力于出

口,不仅可以增加储蓄,而且可以获得和提升生产能力.我国在１９５３ １９７８年间主要是通过对农村

的汲取获得储蓄,起初获得较好的效果,但也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和城市消费的疲软,从而迟滞了经济

增长.改革开放之后,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采用了多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以刺激出口和技术

能力的提升,如汇率双轨制、固定汇率、出口补贴、特定行业的高关税、“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政策,等
等.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 如果成功,背后的支撑条件是什么? 它们的应用是否存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限度? 回答这些问题,既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也可以回答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方

为有效的问题,为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第三是“中间制度”的有效性问题.自诺斯和托马斯于１９７３年发表«西方世界的兴起»之后①,制

度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什么样的制度才是重要

的,经济学家却没有形成共识.一些人倾向于相信,存在一套“最优的”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

逊更是明确区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认为前者鼓励经济增长,后者扼杀经济增长②.这种

区分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但当应用到现实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回顾战后的历史就会发

现,除南欧国家和少数产油国之外,能够实现赶超的经济体都在东亚地区,而这一地区在经济发展的

早期都是非民主体制,因而不具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定义的“包容性制度”的政治前提.诺斯早

就注意到制度的路径依赖问题,认为移植制度必须适应接收国原有的制度才能发生作用.在改革开

放的过程中,我们移植来许多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不像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并没有采取“大爆炸”的
方式,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来完成经济制度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采行了许多计划和市场之

间的“中间制度”,以获得合意的转型效果.前面提到的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地区分权等,都是中

间制度的例子,它们不完美,但在一定时间里是成功的,让我们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

型.在今天,研究这些中间制度的目的不再是理解我国的转型之路,而是把它提升到一般性的制度

研究层面,回答“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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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经济分权和政治分权/集权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方面,我国是最为分权的国家.２０世纪

八十年代,地方获得极大的经济和财政自主性,１９９３年的分税制改革把财政分权以法律手段固定下

来.不同于其他国家只分散财政支出权,我国既分散支出权,也分散收入权,从而给予地方政府以极

大的激励.但是,分权也可能导致地方官员的腐败,因而,分权的总体效果可能是不确定的.我国的

经济分权效果比较好,可能和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党对人事任免的主导权有很大的关系.在我

国的政治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不仅要关注地方经济发展,而且要对上级负责,因而上级的意图可以

得到贯彻执行.基于党的强大地位,中央政府可以摆脱利益集团的束缚,在社会利益冲突面前保持

中性的态度,从而可以拥有较为长远的眼光,制定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分权长期被认为是

打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门的钥匙之一,但是,分权的表现并不理想.尽管多数国家没有中国的

政治体制,但中国的实践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特别是那些中央政府拥有地方官员任免权的单一制

国家.
第五是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

识.然而,学者关注的往往是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不关注政府官员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经济

增长.事实上,经济学家在研究官员的时候,仅仅关心如何用制度约束官员,似乎只要把制度搞对,
官员就会自动地为社会服务了.这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的常识:同一个企业、同一个组织,不同的领

导会有不同的业绩,为什么在国家层面领导人的特质就不起作用了呢? 另一方面,除约束之外,政府

官员是否需要正面激励? 在民主体制下,唯一的正面激励是做得好的领导人可以获得连任,但是,这
种激励往往导致领导人讨好选民的短期行为.我国的官员选拔制度为研究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由于官员能够在地区之间进行调动,研究者可以识别官员发展经济的相

对能力;由于地方政府在市场上发债(如城投债)并招商引资,研究者可以研究市场是否给官员能力

定价;又由于能力是升迁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研究者还可以研究高能力者是否获得更多的升迁机

会,以及这种制度安排是否增强了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这些研究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

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可以为政治选拔文献提供新的经验事实和新的理论.
以上议题只是管中窥豹,揭示我国的发展经验可能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其他领域也同样可以

找到有意义的议题.构建本土话语体系,首先从设定议题开始,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者可以关起门

来自说自话,而是从显著的议题出发,做深入的研究,发现对经济学有意义的普遍性规律.

三、构建学术共同体

议题设定之后,需要在学术市场上检验,一些议题被淘汰,另一些议题被保留下来,并得到其他

学者的响应,最终甚至可以发展成一个学派.这个过程需要学术共同体来支撑.学术共同体由学

者、发表平台和会议等要素构成.典型的例子是２０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凯恩斯为核心的学术圈子、
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芝加哥学派”以及当今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更普遍的例子是专业学术学会以

及由学会创办的学术杂志.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学者拥有共同的研究主题,遵从相同的学术规范,
使用相同的学术语言和相似的研究方法,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共同体内的讨论,并为共同体提供公共

服务(如为学术刊物审稿、参与筹划学会的学术会议等).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共同

体里的学者共享同一的研究范式;每个人既是这个范式的创造者,也是它的受益者.
就构建学术话语体系而言,学术共同体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作用.其一,学术共同体可以成为

学术话语体系的载体.一个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研究题目和研究范式,它们正是学术共同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话语体系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因而需要一群人去维护和传承,学术共同体可以肩负起

这个责任.其二,学术共同体为新思想、新思路提供发表和竞争的平台.今天的国际学术界,分工越

来越细化,全才越来越少,关注一般问题的学者也不多.在这个背景下,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思路就

只能先在特定的学术共同体里发表,得到充分肯定之后才有可能被更多的人接受.这样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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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同体内部的学者都是内行,会用挑剔的眼光审视每一项新成果,因而可以加强研究的科学性.
其三,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议题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得到传播和加强.已如前述,学术研究是有潮

流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议题如果不能形成潮流,最终会被人忘记.一个议题一旦得到学术共同体的

认可,许多人就会围绕着这个议题展开研究,从而比较容易地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潮流.
国际上(特别是英、美两国)的经济学研究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学术共同体,我国的经济学者

比较难以进入,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学者所关心的议题不同,切入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在这种

情况下,要建构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就必须首先建立本土学术共同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我们不缺专业学会,更不缺学术杂志,但是,学会和杂志设定议题的能力较差,而且也没有形成

批评和尊重被批评者的风气①,从而无法形成研究潮流.另一方面,主要经济学院和研究机构在对教

师进行学术考评的时候,主要是看教师在国际知名刊物上的发表,迫使教师不得不想尽办法进入国

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学术共同体.如何平衡国际和国内发表,是横亘在本土话语体系建设道路上的

巨大障碍.放弃国际发表、全部回归国内发表,显然是一种失败主义的做法.一个可能的出路是,首
先在国内构建比较健康的学术共同体,锤炼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议题,然后冲击国际发表.这就要

求各大经济学院系重新评估学术发表考核体系,增加国内发表的权重.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应更

多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学术活动,在这些组织中形成自己的力量,为国内学者的国际发表提供支持.
总结起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每位经济学者付出努力;最为重要

的,是每位经济学者都必须同时具有本土问题意识和经济学的理论关怀,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

遍性.另一方面,各个经济学院系也需要反思教师的学术考核体系,给予本土问题更多的权重,而不

是仅仅看国际发表.

儒家传统与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

麻 国 庆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２００３年,笔者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讲演会上有个发言,主题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再

建构”.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中国人类学有两大特点,一为自身社会的人类学,一为国家主义的人类

学.在全球化和文化自觉相互交织的今天,专注于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开始思考本文化的研究者

在对其熟悉的社会文化进行研究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取向,即“自身人类学”(NativeAnthroＧ
pology).与此相联系,人类学在研究一国之内众多的民族、文化、社会的研究对象时,来自国家的力

量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相当多的人类学家参与到国家具体的决策和行动之中,由此形成

了人类学的另一大领域,即“国家人类学”(NationalAnthropology).这两个概念在西方人类学话语

里是近几十年较受瞩目的领域,如果把这些概念纳入到中国人类学史的框架中,我们会发现近百年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特色之一,就是以自身社会为对象的本文化的研究与多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多元文

化及国家建设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与家族结构成为讨论人类学中国研究

特别是人类学的学术自觉的重要切入点.
而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人类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三篇文章”———汉人社会、少数民族社会、全球

９１“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之一)

① 譬如,杂志上经常能看到“兼与×××讨论”或“兼评×××的理论”这样的批评文章.既然是评论他人,为什么不

直接批评他的理论,而非要把他摆在“兼”的位置呢?



化与地方化的研究和思考,把社会、民族与国家、全球置于相互联系、互为因果、部分与整体的方法论

框架,超越了西方人类学故有的学科分类,形成了自己的人类学方法论体系.费先生留下的学术遗

产还需要我们不断地继承和发扬,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学术话语与学术自觉的问题意识.
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开始,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传统以社会人类学的“社会结构”理论为问

题意识,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背景,特别是儒家思想为核心,有效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内在特点及

其当下意义.费老对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是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心环节,它强调一种

时空结构.而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的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

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费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深邃研究,
使得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把握,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人类学思想.费孝通

先生在日本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时总结道:“我一生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认识中国社会,用实

地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①而对于“家”的研究是费孝通先生之中国社

会结构研究的一个出发点,费先生最早的论文即与婚姻和家庭问题有关.鹤见和子认为:“之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费孝通后来不管从事文献研究,还是变为重视实地调查,都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至为重

要的基本单位———家庭及社会结构变化同家庭结构变化的关系.”②

在人类学家陈其南看来,“家族议题不仅构成儒家学者著作的主题,也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
更是许多传统文人士绅的社会伦理实践内涵”.“从‘社群’和‘民族’等这些新思想观点出发,探讨如

何走出传统总体性的家族意理或儒家‘仁学’思想,我称之为从‘仁学’到‘群学’的轨迹.”③因此,关注

儒家传统是中国人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兹举几点,以说明儒家与人类学现实研究的

关系.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延续的重要基础

中国社会结构的延续性,主要依靠几个方面的基础.首先,是祖先崇拜的宗教性、礼教性的家族

伦理范式.中国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祖先崇拜是社会组织得以延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社会结构延续的基础.祖先的力量对于社会关系的维护,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超过了血缘关系清晰的社会集团.以父子关系为特征的延续性,已经扩大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主

要特性之一.这种延续的观念扩大到整个民族,使数千年历史文化得以延续至今.
其次,是作为传统精神文化的亲子反馈模式.它不仅是延续中国文化的道德规范,更成为中国

纵式社会延续至今的关键.纵向的反哺模式不仅存在于从个人到家庭进而扩展到家族的结构体系,
而且事实上也外推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对国家的想象,逐渐建构起一种以家庭成员之间的血

缘关系为依据,确定人际关系及其衍生的规范、观念和价值的知识体系.
再次,作为民俗宗教的儒家伦理也是社会延续的重要保障.中国的家观念是与儒家的伦理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儒家伦理道德在本质上就是家族伦理孝道,在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

会、国家与国家之间构建起一条共生之道.因此,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把祖先崇拜看做

汉族独立于国家干涉之外的唯一的民俗宗教,对民间社会组织的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儒家思想和家族组织也是基层社会公共性的重要支撑.１９４９年以前,在中国的南方地

区,特别是江西、福建、广东等宗族比较强盛的地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有限,宗族作为地方上

的主要社会组织,同时也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宗族既运用族规家法在自身血缘关系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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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有效地维护着宗族内部秩序的稳定,还广泛运用各种村规民约维护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秩

序.宗族作为国家和个人的中介,承担了国家赋役征收、社会公益设施建设以及乡村秩序管理等职

能,成为国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所扶持和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的宗族实际上构成一种融

政治、经济、社会为一体的社会组织,使宗族的公共性具备了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和公益性的

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基层,对传统的宗族和乡村治理体制实施了革命性的

政策,否定了宗族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但是“文化的宗族”并未消退,包括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内的宗

族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留,为改革开放以来宗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宗族得以复兴,宗族的公共

性得以再生.再生的公共性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复制,而是既有继承,也有转变:原有的公益性、社
会性和文化性等特征得以延续和保留,而政治性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减弱,逐渐转变为一种有

限的公共性.
宗族在这些仪式性活动中既扮演着规则制定者角色和文化角色,又扮演着活动组织者、操办者

和援助者角色.宗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从生到死,从家务处置到社会交往,总离不开宗族组织及其形

成的族内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宗族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共同体,使村民对传统的宗族活

动仍保持着较高的热情和较强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伴随着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

织的建立,当代宗族的政治功能已经大大弱化.宗族的家法族规已经被政府制定的村规民约和村民

理事会章程所取代.在调解宗族内部纠纷的事务上,宗族的公共性是有限的,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
总之,当代宗族组织的公共性能够上升为乡村社区的公共性,并通过参与国家主导的公共建设,

获得国家的认同,成为国家和个体互动的中介.在乡村生活的实践中,当代的宗族因其本身具备的

公共性、现代性,正在由传统的血缘组织向现代的公民组织演变,成为“家族化的公民社会”形成的重

要基础.由此,我们会进一步展开讨论,儒家传统中的“公共性”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二、儒家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国家主义人类学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境内的居民由５５个少数民族和汉族组成的政治和文化框

架.在现实生活中,则关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关系的特殊性的研究.而这个传统和中国的文

化观念相连在一起.正如费先生所说:“在中华文明中我们可以处处体会到那种多样和统一的辩证

关系儒家学说中又有什么东西使她成为一种联结各个不同族群、不同地域文化的纽带,从而维

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

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①

１９８８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多元一体”的重要概念,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来研究民族的形成和

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多元一体的格局,对研究汉族社会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在探讨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汉族与周边的少数民族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一个

“你看我与我看你”的视角.如此,对于更清楚地认识多元一体社会中的汉族,便有了积极意义.所

以面对中国这一多民族的社会,我们应该思考儒学在对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影响的同时,也要思

考其在社会结构上呈现出何种特点.这样说来,汉族社会中儒家思想中的“家观念”便成为一个很好

的切入点.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互动非常剧烈的社会中,以一种所谓“纯”的观念,单纯站在汉族的角度去

理解汉族文化和社会,可能会找不到亮点.相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由于和汉族的亲缘和交融关

系,已经积淀下了汉族性的社会和文化因子,从中也许会发现一些在汉族现代社会中消失的东西.

１２“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之一)

①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１７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４５ ５４６页.



三、儒家思想也是研究东亚社会人类学的关键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圈与“儒教文化圈”的关系.
例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中指出,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以家族集

团主义作为社会秩序,以此成为支撑“儒教文化圈”诸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但是,即使东亚社会都接

受了中国的儒学,不同的社会对于儒学的取舍和吸收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如日本的儒教理论,与中

国相类似的就是特别强调儒教的家族主义传统,把“孝行”和“忠节”作为人伦的最主要的道义.但由

于特殊的神道作为一个变量介入家与国之间,便更加突出了“忠”的位置,把“忠”作为最高的“德”,把
“孝”附属于“忠”之下.这就与中国社会把“孝”作为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或族内的一种纵式关系完全

不同,而更强调“忠”作为一种对己而言的“家”外关系.所以在社会结合的本质上,日本更为突出的

是集团的概念,而中国更为突出的乃家族主义.
在以大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结构上的同异性问题,就成为东亚社会的人类学

研究的突出特征.虽然,家族主义与家族组织、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民间结社与民间宗教组织等,
都是东亚社会非常有特点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如中国、日本和韩国,都用相同的汉字表示“家”,
其内容却完全不同.这就需要从社会、文化因素诸方面探讨其各自的特征,通过家、亲戚、同族的概

念异同,说明“家”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家、宗族、村落及社会结构的比较,进而探讨各自的异

同,所以说“家”的研究是探讨东亚社会基础的关键词.
总之,儒家传统,构成了中国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之重要基础.我们反思早期自身社会人类学有

关中国社会研究的经典作品,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比较早地做到了“社会”和“文化”———二者在

西方人类学有分离倾向———的学术传统的结合,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

特质的认识,并提出作为文化传统的“礼”之于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的价值①,以及以人际关系的均衡状

态来讨论乡村社会②.他们都是在建构社会结合方式与文化惯性之间的关系,关注儒家传统与中国

社会结构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将儒家文化与社会研究相结合,才能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当

下,我们应凸显学术的人民性关怀,学术要迈向人民.而人类学的学术真谛,正是迈向人民的学

问———这也是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基础.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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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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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探研

李 治 安

摘　要:“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作为帝制国家临民理政及管辖地主经济的政策模式之一,肇始于齐国

四民“通货积财”,中经两汉的起落浮沉,又定型于晚唐两宋.它主要在晚唐到清的多数时段施行,又以晚唐

两宋最为典型,“两税法”为其开辟道路,不抑兼并充任基本导向,实乃“唐宋变革”在临民理政及社会结构层

面的成果表征与最终胜利.该模式的内涵精髓在于:兼容行政和经济手段,将身丁管控改为财税为主的调节

掌控,不搞授田,不抑兼并,徭役及兵役基本消失,鼓励农商并重和藏富于民.四民较自由地致力本业,自前

而后的贵贱等级排序及相应管制不复存在,士人、富民又构成政治、经济二支配势力.该模式较多祛除借重

役滥税将“井疆耕耨之丁壮”抑为“国家农奴”之弊,较多祛除过度管制经济和妨害民营“造血”原动力之弊.

这就为编民耕战模式寻找到了更为合理的发展出路,基本顺应百姓依附关系改善和地主经济及手工业商业

发展趋势,较有利于生产力进步及新经济因素孕育.同时在皇权最高所有、土地兼并周期性危机、官僚“权力

商品化”和官商榷卖勾结等四方面基本沿用编民耕战旧制,只能算是前者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变通.

关键词: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财税调节掌控;藏富于民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０２

自战国始,古代中国步入帝制地主社会,或称战国肇始的“封建社会”.该历史阶段在社会经济

领域的基本特征,一是地主经济,二是帝制国家对百姓的直接管辖役使.两千年来帝制国家临民理

政或管辖百姓及地主经济的政策模式,大体分为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两大类① .以齐

国四民“通货积财”肇始和晚唐两宋“不抑兼并”为导向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简称“士
农工商”模式),兼容行政和经济手段,变身丁管控为财税调节掌控,中唐以后甚而上升为主导.本文

尝试运用模式分析与历史、逻辑阐述相结合等方法,侧重于国家政策与社会经济互动的视角,对“士
农工商”模式自齐国发轫到晚唐两宋定型的曲折历程、内涵特色和历史地位,试作较系统的探研,就
教于方家同好.

一、齐四民“通货积财”之雏形及其与秦“军功爵”编民耕战的博弈

与秦的“军功爵”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不同,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创了四民“通货积财”“士农工

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雏型.«国语»卷六«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
“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仲对曰:

　　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习

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

之子恒为士.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３０００７１).

①　两种模式的全称分别是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关于编民耕战模式,参见拙文«秦汉以降编

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

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

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

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

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
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

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

蒲,身衣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

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

暱.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①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曰: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

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

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
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②

从上述史料不难窥知,自管仲相齐开始,齐国的官方政策与社会秩序至少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士农工商”四民各治其业,各得其所.这是较早把“士农工商”排列在一起.请注意,此处

与商鞅“军功爵”编民耕战体制有异.虽然所辖均为国家编户,但侧重有所不同,编民耕战突出的是

一律由国家编籍管控,“士农工商”则彰显四种职业.«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又云:“其中具五

民.”服虔解释为“士农商工贾也”③.就职业粗略划分,商贾属同类,“五民”或可归入四民.某种意义

上,“士农工商”四民冲破了商周“工商食官”和“国人”“野人”等旧制,反映了春秋到明清四种社会基

本职业群体的实际状况.并且首次把“工商”与“士农”同列,“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

十五”,不仅“工商之乡”数量占到总数的１/３弱,而且允许工商专心本业,免除兵役.士乡亦农乡,平
时农夫耕田,战时当兵④.此处的“士”,已非诸侯、卿大夫、士旧序列的士,而是基本进化为“事君者言

敬”且具备文武或“秀民之能”的新型士人,亦即从属于君主官僚政治的新型士人.尽管仍保留四民

分别编组居处和世袭为业的旧俗,但又规定“相示以巧”,“市贱鬻贵”,“农之子”“其秀民之能为士”,
给予四民一定的经营自由或上升流动的空间.

第二,强调“仓廪实”和“衣食足”,将官民储备和民众富庶置于首位.以民众富庶为基础,进而追

求“富国强兵”与“强国富民”的统一⑤.前揭鼓励商贾“相语以利”,“市贱鬻贵”.«说苑»载,管仲自称

“‘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市租”⑥,亦即市场交易税.结果管仲本人率先“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
坫,齐人不以为侈”.表明管仲应该是把包括自身在内的民众生活富裕“衣食足”,放在和官府“仓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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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六«齐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上册,第２２６ ２２８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１３２ ２１３４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３２６５页.
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６２页.
周振鹤说:“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准并非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采取强国富民的方法以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

知荣辱’的自觉水平.”参见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５年第２期;又见氏著«随无涯之旅»,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第４４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说苑»,第２１３４页注[二].



实”同等重要的位置,或主张以富民作为“强国”的基础.由是,“强国”也就有了广泛深厚的财富生成

积累保障.
第三,“通货积财”,重视工商.所谓“通货积财”,简而言之,就是往来流通货物以积累财富的意

思.由于齐国“士农工商”四民模式初定,允许手工业者“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
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也允许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
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在职业活动等方面,丝毫看不到歧视和压制工

商的倾向.强调“通货积财”和工商居中必不可少的作用,重视工商业和农工商并举致富.这在二千

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正如周振鹤教授所说:“设工商之乡是齐国的特制,四民分

工,并且地位平等是齐的创举,表明工商业在齐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而后,还由“商就市井处”逐
渐造就工商市民为主角的新型城市,带来临淄等都市的繁荣富庶.如«战国策»所云:“临淄甚富而

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
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②这也是相当先进和可贵的.与之比较,千余年后的唐代长

安坊市制为特色的行政主导型城市,就显得有些倒退落伍了.反倒是两宋开封、临安等与之惊人

相似.
第四,因俗随欲而治.讲究“与俗同好恶”,讲究“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论卑而易行.俗

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主张“贵轻重,慎权衡”,“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拒绝行

政强权的简单粗暴,追求低调务实易行,将“轻重”“权衡”“与”“取”等商贾理念或管理方式,寓于官府

行政过程之中.此种因俗随欲而治,有其高明之处,即使是对现代行政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尤其是对照比较秦制的种种暴虐手段:如“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

为收孥”;“天资刻薄”,“恃力”,“少恩”,“内刻刀锯之刑,外深 钺之诛”,“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

雠比于丘山”③.二者在手法巧拙和社会、民众承受顺逆方面,确有天壤之别.
若是将齐四民“通货积财”模式与秦国模式两相比较,虽然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但齐国四民

“通货积财”即“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雏形,其特质是重视工商和农工商并举致富,是藏富于

民,类似自由资本主义.秦“编民耕战”模式崇尚耕战,崇尚集中财富、军力于国,类似国家资本主义

或军国主义.手法上,齐国注重“与俗同好恶”,“贵轻重,慎权衡”,较多顺应社会经济或民众的自然

走向;秦国则一味仰赖行政强权.“士农工商”模式发轫于海岱,“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最初植根于

“好稼穑,殖五谷”的关中,二者各有其深厚的地域文化根基.“海岱之间”“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④,恰恰是“士农工商”模式的最好“摇篮”.

在这个意义上,春秋战国之际齐模式和秦模式的对决,既是地域族群差异的对决,也是经济发展

形态不平衡的博弈.诚然,从政治军事成效看,二者在军事兵戎领域对决博弈之际,秦与齐间的优劣

悬殊.齐国民众容易沉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怯于众斗,勇于持刺”⑤.秦

国则“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⑥.最终结局是秦始皇倚仗“军功爵”编民耕战这一制胜法宝,构成举国

动员的战争机器,其甲士锐卒无敌于天下,战胜了齐燕赵魏韩楚,进而统一全国.
若是从更长的时段看,特别是从有利于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层面看,齐国四民“通货积财”又具

有较多的合理性和优长.周振鹤教授指出:“齐国由于重视工商业,相应也就注重理财,管仲的轻重

之术就是很高明的经济手段,是使齐国走上富强之路的重要因素”,“齐国的政策也并不强求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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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而是顺其自然”,“提高老百姓的道德水准并非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采取强国富民的方法以达

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自觉水平”,“如果齐文化当真推行到四海,则其后二千年的

历史恐怕要有点两样”①.这是基本符合历史实际和经济发展趋势的见解.换言之,似乎不能简单地

以战国末兼并战争的一时成败论“英雄”,更应当着眼和看重两千年来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功用

角色.尽管仍存在四民分别居处和世袭其业等时代局限,尽管在集中财富、军力于国以支撑军事战

争方面,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相形见绌,但它在重视工商、农工商并重、促进商品流通、藏富于

民、崇尚顺民心和顺应社会经济自由发展,以及为“强国”提供财富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价

值规律及市场供求法则的明智方略,从而在国家临民政策层面另辟蹊径,开风气之先,成就“士农工

商”同为四民、各治其业和较自由发展的早期雏形;还对战国以降,特别是对唐宋社会转型中临民理

政方式等变通更新,发挥了值得称道的先驱效用.

二、两汉“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起落浮沉

(１)汉初黄老政治与“士农工商”模式的短暂复活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之际,曾下达诏令“复故爵田宅”,还强制“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贾人不

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②,基本承袭的是秦朝“军功爵”编户耕战政策模式.
鉴于战乱甫定,经济残破,刘邦时已开始实施“与民休息”的策略.惠帝刘盈即位不久,任用曹参

为丞相,改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笔者认为,当时崇尚“无为”的黄老政治,不仅表现在大幅度减

少徭役和兵役征发,将编民耕战规制在“与民休息”状态,而且还和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的复活

及私人工商业勃兴等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联系.“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是汉初全局性的政策环境和

政治气候.在此种政策环境和气候之下,秦及西汉统一之际曾遭打压而销声匿迹的齐国四民“通货

积财”模式才转而短暂部分复活.而汉初私人工商业的蓬勃兴盛,正是短暂复活的齐国四民“通货积

财”模式在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展现及成果.
关于汉初私人工商业蓬勃兴盛的起因,«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披露:“时民近战国,皆背本

趋末.”③班固此言颇有道理,只是比较笼统含蓄,需要略加阐释.
在农、工、商等职业分野中,何者为本,何者为末? 主要是见于商鞅变法中所强调的农本商末和

重农抑商理论.如果从其“军功爵”耕战体制出发,这种理论不无合理性.前揭班固“本”“末”说亦代

表汉代的主流政策话语.因为私人工商业与国家耕战的基本需要———甲士与粮食,毕竟不存在直接

关联,反而容易与之争夺劳动人手等资源,涣散以劳役兵役为特定内容的耕战体制.但是,依照齐国

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私人工商业者与士、农并列为四民,同为春秋以降社会新秩序下职业分工和经

济繁荣发展的产物或需要,只有职业分野差异,没有本末贵贱的高下.即使是战国时期,也并非呈现

“军功爵”耕战体制的“一统天下”,至少在齐国为代表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私人工商业

并不受歧视和打击,反而较多重视工商业的风俗.时至汉初,此类热衷工商业的风气重新流行.所

以,才有了班固“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之说.而在汉初私人工商业随原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
式部分复活且短暂繁荣的过程中,先任齐国相后任汉丞相的曹参,又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曹参是随从刘邦平定天下的“布衣将相”和重要功臣之一.在担任齐国相期间,曹参曾重金延请

“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施“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策略,以治理齐国.惠帝二年(前１９３),曹
参继萧何为丞相,又把“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黄老政治,推行于全国.一般认为,曹参为代表的黄老

政治,包括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择吏以“谨厚长者”为标准等内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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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能够起到“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等
效用①.«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载: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

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

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 吾是以先之.”②

以上“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句,殊为要害.迄今对“狱市”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宋朱翌

«猗觉寮杂记»卷下云:“狱也,市也,二事也.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秤欺谩变易之类,
皆奸人图利之所.”二是陈直«汉书新证萧何曹参传»指出,“狱市”为齐国大市名称,“狱”为“嶽”字
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③.笔者比较倾向于陈直的说法.退一步讲,即使朱翌、陈直二说都有合理处,
“狱市”一词也肯定包含有商业市场的意思.如此,曹参力主“并容”“狱市”,保护庄嶽等商业市场,不
允许官府轻易扰乱的方略,洞若观火.实际上,在曹参治理齐国的“贵清静而民自定”的策略中,当含

有抛弃秦商鞅“重农抑商”旧制,重新回归齐管仲重视工商或“士农工商”四民并重等内容.如果此种

阐释能够成立,汉惠帝以后私人工商业的迅速复兴,就与曹参保护齐国境内商业市场的方略大有关

联了.换言之,无论汉初“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政治,抑或全力保护庄嶽等商业市场的新方略,都
肇始于原齐国海岱之地,都是由曹参经办和推行.称曹参居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殆非虚言.

正因为有了曹参先任齐相后任汉丞相和汉朝廷的上述转变,国家对工商等产业采取不轻易干预

的政策,如准许私人经营铸钱、煮盐、冶铁等,商人发展空间由此广阔,才导致“网疏而民富”,导致“汉
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司

马迁的精彩描绘,可为证:南阳孔氏“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

金”;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徧郡国”;齐刁闲善用“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

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吴
楚七国叛乱时无盐氏“出捐千金贷”,“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④.

诚如林剑鸣先生所云,此时私营手工业乃至工商业具有经营者皆拥巨额资财的富商豪强,规模

相当大且使用众多工匠,工商活动旨在营利等三特点⑤.司马迁«货殖列传»对汉初富民在农工商中

崛起的论说,可谓别树一帜.诸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

货也”;“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凡编户之民,富相十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
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⑥等等.足以反映汉初

黄老政治下富民的势力和地位,反映部分复活的四民“通货积财”模式对富民的宽容放纵.
上述史实表明,西汉初曹参推动下的黄老政治,促成齐国四民“通货积财”模式的部分复活,实现

了该模式由“在野”步入合法,进而充当西汉编民耕战主导模式的补充或辅助.其直接经济成果就是

私人工商业的繁荣及其短暂的黄金时代.
(２)汉武帝“役费并兴”极端化与轮台罪己“富民”
汉武帝即位后,放弃了黄老政治,改而“尊儒”“尚法”.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大抵是汉武帝朝在

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基本建树.学者们通常把汉武帝黩武开边,归入边疆经营及民族关系,而把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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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盐铁官卖、均输、平准等,视为加强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财经措施①.这样的分类叙述,不
无道理.但是,历史的真相是:汉武帝的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几乎是他天光二年(前１３３)之后３２年

间举国临战状态下并驾齐驱的两个“车轮”.而且是“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
府库亦虚”;“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

空”,等等,因战争及工役所造成的财政亏空在前.“更钱造币以赡用”,“举行天下盐铁”,“杨可告缗

遍天下”,“均输”“平准”等,次第在后②.所有这些,«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著在简册,昭
如日星.而这两项基本建树或功业,又意味着战时“役费并兴”的极端化.

汉武帝黩武开边和“役费并兴”,尤其是前者可与秦始皇媲美,虽然有主动攻击匈奴和经营西域

及西南夷等特色,但他依赖的基本上还是秦编民耕战体制,所征用调集兵卒动辄上万,乃至十万、数
十万③.征用役使的仍然主要是承担兵役、徭役的编户齐民.

为解决浩大的军费开支及由此派生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实行有名的盐铁官营、均
输、平准、告缗等.这些财经垄断措施,除去告缗打击剥夺商贾可以在商鞅变法中看到若干类同物,
或是在国家强权管制上与商鞅有相通处外,基本上和秦军功爵编民耕战体制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颇

多借用管子轻重理论,选择性吸收齐国“通货积财”及轻重术等某些内容为其所用.
汉武帝上述财经垄断,具有如下三个特色:起用大商贾及子弟,使其摇身变为“兴利臣”;采用管

仲轻重、权衡、榷卖等术;出卖军功爵,使其发生商业化变异.以上特色,显然是在吸收齐国式“通货

积财”及轻重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异,突出之处,就是把齐国式“通货积财”等某些因素掺入财经垄

断,使之充任编民耕战模式的某种补充,共同服务于战时“役费并兴”的极端化.
为黩武开边服务的财经垄断,暂时给汉朝廷带来了可观的财富.如«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所

云:“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亦饶矣”;“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所过赏赐,用帛百余

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④.桑弘羊也曾标榜:盐铁榷卖等乃“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

足用之本”⑤.这就得以支撑和满足汉武帝的黩武开边及官府穷奢极欲的经济需求.而实行“贾人有

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得籍名田”等政策⑥,对身受官府赋役及富商盘剥的农民来说,又似乎有一定

的保护或优待.而盐铁榷卖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⑦,至少意味着没有对农民直接增加赋税.
然而,上述收益毕竟是有限和暂时的.大规模的黩武开边和财经垄断维持三十余年,终于招致

农户破产流离,商人破家,货少价贵,民贫穷,国亦贫弱等灾难性后果.首先是农户破产流离.元封

四年(前１０７)“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⑧.其次是商人破家,货少价贵.史称,“杨可告

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随之出现“商者少,物贵”,“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等不

正常现象⑨,社会生产、流通及财富积累储存等皆遭受严重破坏.再次是百姓和国家相继贫弱,民力

和国力虚耗空竭.由于“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与汉武帝黩武开

边、财经垄断相依存的富国强兵走向反面,导致了国家和百姓的一概穷困窘迫.
征和四年(前８９)三月,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声称“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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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年六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正式放弃黩武拓边与极端财经垄断,
改行“富民”政策①.这就宣告了上述“役费并兴”战时极端化的完结.

昭、宣二帝受大将军霍光的辅佐,承袭武帝富民政策,“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于是

“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岁数丰穰”,社会经济重新得到发展,史称昭宣“中兴”②.然而,
“盐铁会议”上围绕如何继续实行武帝末“与民休息”和“富民”等政策,统治层曾出现分歧.贤良文学

主张废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极力反对,认为财经垄断政策乃“国家大业,所
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仅是和丞相田千秋“共奏罢酒酤”,以为妥协.不久,桑弘羊因怨恨霍光

和参与上官桀等谋反,被诛③.霍光继续废罢酒榷,继续实行“与民休息”和“富民”等政策.
无论曹参“并容”齐“狱市”,汉初“网疏而民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抑或武帝罪己“富民”,都不

难看到汉代“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早期形态一波三折的非主流境遇.
西汉后期,重商观念再度“抬头”,“士农工商”四民秩序,随而受到朝野一定程度的认同.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等说,表明重商观念在西

汉前期已见端倪.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又说:

　　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

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 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

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④

因操办财经垄断有功而升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等,对待富民和工商业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

并没有因为官职权势赫然及算缗告缗带来诸多商贾破家,丧失商人子弟固有的价值理念.汉昭帝盐

铁会议之际,他在固守盐铁榷卖的同时,又强调“殷富大都”、“街衢五通”及“万物之所殖”之中“商贾

之所臻”的功用,依然尊商重商,赞誉“宛、周、齐、鲁,商遍天下”,“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
等,属于“智者因地财”.至于鼓吹“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实际上是某种程度地否认秦

商鞅等农本商末和重农抑商理论,又质疑帝制国家单凭授田以富国强兵的政策,主张“富国”“足民”
并重,农商皆可以“足民”,皆利于“富国”.可见,桑弘羊等虽然反对废罢盐铁榷卖,但他同样反对编

民耕战模式中的重农抑商,更倾向于重商或农商并重.桑弘羊等身为商贾子弟而曾被汉武帝利用来

为其黩武开边服务,他的重商言论,并不足怪.西汉初工商业的短暂辉煌发展及编民耕战与“士农工

商”二模式交替消长,成就了桑弘羊等微妙处境及复杂态度.
(３)东汉“士农工商”的演化变态

东汉实行不抑制商人的政策,又兼和帝废除盐铁专卖制,给富商大贾带来发展膨胀的机会,他们

操纵大商业,“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⑤.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发达,商人在经济上

得势,又多投资土地,变为商人地主,还寻求政治上的官府靠山,呈现某种程度的商人、地主、官僚三

位一体.
如果说前揭桑弘羊语反映的是重商观念在西汉后期的再度上升,那么东汉班固、荀悦有关“四

民”的论说,则大抵表现出当时文人舆情对“士农工商”四民秩序的逐步认同.尽管«汉书货殖传»
也曾抨击商贾“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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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云: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

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
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

而远近咸足①.
荀悦又曰:

　　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②.
经历编民耕战模式与“士农工商”模式的摇摆、交替,经历师丹“限田”、王莽“王田”等屡次失败,

昔日秦、西汉赖以立国的“军功爵”编民耕战模式业已丧失了主导性.与此同步,东汉豪强地主继续

发展,“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③所造就的大工商业者兼大地主,以及“独尊儒术”
之后依附于经学的士人及士家等,相继应运而生.与昔日齐管仲时代萌生的“士农工商”四民秩序相

比,东汉时“士农工商”四民的分居已不复存在.士,大多由依附于经学的士人及士家组成,即班固所

云“学以居位曰士”.农,则是以豪强地主及其依附民为主,作为编民的自耕农锐减.工商,在产业分

工上依旧是“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但身兼大地主的大工商业者已不乏见.显然,东汉“士
农工商”四民秩序及官府政策,已带有豪强地主支配的新属性.从东汉班固、荀悦有关“四民“的论说

能够看到,班固、荀悦虽然反对“民肆其诈,偪上并下”及“奸民”行径,但已开始摒弃“重本抑末”的旧

说,转而强调“各任智力”,“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表明上述社会演进,不仅赋予

“士农工商”秩序新的内涵,也令班固、荀悦等文人舆情认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对士的异化,坞壁、部曲等对编民的侵蚀,庄园自然经济膨胀和少数民族入

主中原所带来的手工业、商业萎缩,等等,尤其是私家依附关系的膨胀发展,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战国

以来地主经济和帝制国家对百姓的直接管辖役使的秩序.由此,编民耕战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之

临民理政模式也随之在中原地区基本中断.直至北魏“均田制”、西魏“府兵制”等创立和隋唐二王朝

相继承袭,又建立起类似秦西汉的均田民耕战体制.

三、晚唐两宋“两税法”、“不抑兼并”与“士农工商”模式的定型

先说“两税法”顺应“田制不立”且为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定型开辟道路.马端临指出:
　　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

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

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④

唐德宗朝的“两税法”,是学界公认的赋役制度变革,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⑤.这正是

马端临将“两税法”和商鞅变法相提并论的缘由.无独有偶,商鞅变法与“两税法”,恰又分别和笔者

讨论的编民耕战、“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二模式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笔者拙见,作为“唐宋变

革”或社会经济转型核心内容的“两税法”,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顺应“田制不立”亦即“随田之在民

者”变为“随民之有田者”⑥的大势,从国家税制层面为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升为主导

而奠基开路.
“两税法”的核心内容是“随民之有田者”舍丁身而税田产.因其税制属性,故更是直接关乎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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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临民理政.«旧唐书杨炎传»云:“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人不土断而地著”①.陆贽讲得

更透彻:(两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②.之所以舍丁身而税田产,根子就在于均田制瓦解

及“田制不立”.正如«新唐书食货志»载:“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

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而租庸调法弊坏.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

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③.“两
税法”实乃认可和顺应均田制瓦解及“田制不立”大势的赋役变革.万国鼎评论:“租庸调不计亩而计

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

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④胡如雷云:“均田制的破坏是由租庸调发展而为两税法的关键.”⑤需

要厘清的是,这里的“田制不立”的田制,准确地说,并非先秦领主制共同体占有的井田,而是战国秦

西汉式的郡县制国家计口授田⑥,北朝隋唐的均田与之类似.由于编民或均田民通常授田百亩,所以

租庸调等以“丁身为本”而划一定额交纳租调,就是简便易行的.而当“田制不立”和根本无法简单按

丁身征收租调之际,就不得不让渡于“两税法”了.
“两税法”实施后,大土地占有及租佃制的发展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与便利,而开“不抑兼并”之先

河.“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说,是也.譬如,北宋初孟州汜水县(今河南荥阳市)酒务官李诚

占田“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⑦.这方面的史料甚多,恕不胪列.
关于与“两税法”相伴随的“不抑兼并”的政策转向,王明清«挥麈录余话»所引«枢廷备检»载:

　　置转运使于诸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

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对这段史料,近年学者们颇有争议.有人依然认为“不抑兼并”是赵匡胤制定的宋代国策,有人

撰文质疑反驳⑧.笔者觉得争论双方见仁见智,都有史实依据,暂不妄加评判.退一步讲,“不务科

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

物”,或非出自赵匡胤谕旨.但是,揆以“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
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⑨等多种类似说法,
“不抑兼并”和“富室”“为国守财”的政治理念,在宋代得到了皇帝大臣们的普遍认可接受而被官方

化,成为一种主流政策倾向,估计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顺便说说不抑兼并的相对性.近日有幸拜读李华瑞教授«宋代抑兼并述论»,收获匪浅.笔者

赞同文章所持的宋朝对合理土地买卖兼并不加抑制,同时又抑制打击非法兼并和占田不纳税,以及

王安石变法实乃国家政权重拳出击下的抑兼并等观点.有必要补充和强调的是赵宋的“不抑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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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具有相对性.第一,宋朝廷的政策既非一味的“不抑兼并”,也不是一味的抑兼并,虽然整体上

“不抑兼并”占主导,但只是相对于“抑兼并”而言.况且,“不抑兼并”与“抑兼并”,二者在不同时段或

有偏重,或呈现消长交替.譬如,在宋初“不抑兼并”是主导性的,神宗“王安石变法”之际“抑兼并”又
升为主导.秦晖教授有关中国经济史上存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某种交替循环的说法①,用在

宋代或多半不差.第二,从较长时段看,赵宋的“不抑兼并”,主要是相对于汉唐而言,这就是多数人

认为赵宋以“不抑兼并”为主导政策或“国策”的原因.第三,谁也不会否认赵宋没有搞秦西汉、北朝、
隋、唐前期式的授田或均田,就传统的农业社会而言,此类“田制不立”,亦即“随田之在民者”变为“随
民之有田者”②,乃是最根本的不抑兼并.前揭«新唐书»“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语,可为证.
倘若笔者的判断不错,自然应该承认赵宋统治者的临民理政方式已摆脱了汉唐“编民耕战”式的强制

管束和藏富于国的窠臼,确实发生了“不抑兼并”导向的改变.这应是顺应中唐以降经济社会发展趋

势的务实性选择.请不要小觑这种导向改变.恰恰是赵宋“不抑兼并”及藏富于民的政策推动,“士
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才得以较快取代“编民耕战”的主导地位,走到了历史前台.

换句话说,晚唐两宋“两税法”、“不抑兼并”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定型三者,确实存在较

多的因果联系.“两税法”是晚唐两宋转而以财税为主调节掌控的基础或前提,“不抑兼并”和四民较

自由发展又因其促成且皆有利于两税税源保障,三者在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新格局下有机地结合起

来.而且,在国家临民理政层面上,“不抑兼并”偏重充任士农工商发生如下五项“较自由”变化的官

府侧导向或特定“催化剂”,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又是其导向之下四民职业群或产业的发展效应③.
这就是晚唐两宋以“不抑兼并”为导向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逻辑根由.

接着讨论“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定型后的内涵及属性特色.秦、西汉、北朝、隋和唐前期的

编民耕战模式的内容及特征主要是:以授田为基础,“编”为户籍组织排列,“耕战”(含重农抑商)体现

赋役义务,“军功爵”及强制分户充当保障手段,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为目标.与编民耕战模式相比,
“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既有延续继承又有扬弃变异.主要是将近乎偏执的身丁管控,改为财税

为主的调节掌控.其内容特质至少有四点迥异:一是不搞授田,不抑兼并.二是沉重的劳役和兵役,
已多数转变为代役钱和货币税收等.三是变重农抑商为农商并重.四是变一味藏富于国为偏重藏

富于民.“士农工商”模式不仅在称谓上直接展示突出官府临民理政的四民对象,不再强调“编”及耕

战义务,而且突出体现着四民较自由发展的社会经济秩序.正如钱穆所云:“自从唐代租庸调制破

坏,改行杨炎两税制,自由经济又抬头,农田兼并,再度造成小农与大农.”④这里说的“自由经济”,大
抵是“士农工商”及后三产业较自由发展的意思.与西汉初“黄老政治”“网疏而民富”和汉武帝晚年

“富民”政策⑤分别替秦皇暴虐、汉武黩武收拾残局类似,杨炎创“两税法”的直接诱因,无疑是在隋唐

均田民耕战模式崩溃之际,出于财政税收或维持统治的需要,不得不改弦易辙,同时也体现着让渡给

“士农工商”模式的无可挽回的趋势.南宋陈耆卿、郑玉道说:

　　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

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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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未有能易之者也.①

黄震亦云:

　　国家四民,士农工商各有一业,无不相干同是一等齐民.②

清人沈垚言:

　　封建之世,计口授田,处四民各异其所,贫富无甚相悬.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兴.魏晋

后崇尚门第,九品士庶之分,事虽异古而杂流不得与清班并.仕者禄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

租以遗子孙,故可不与小民争利.唐时封邑始计邑给绢,而无实土.宋太宗乃尽收天下利权归

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

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老先营事业

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

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③

综观上述议论,陈耆卿、郑玉道和黄震所言比较简约,重点反映的是迄南宋完全挣脱汉唐“重农

抑商”的桎梏,包括工商在内的四民最终取得了皆为“本业”和“同是一等齐民”的社会地位.晚至清

代的沈垚,上溯西周,下及宋元明,纵论三千年,大体属于阅尽沧桑之反观.尽管“封建之世,计口授

田”等描述稍显张冠李戴,但“周末兼并,而货殖之术以兴;魏晋后,崇尚门第”,“故可不与小民争利”;
两宋前后“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
等等,可谓切中底里.尤其是“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之说,更是点出了中唐以降“四民”自等级

秩序向皆为“本业”、“无不相干”和“同是一等齐民”的嬗变.简言之,陈、郑、黄、沈的议论,不约而同

地披露出中唐以降特别是两宋士农工商较为自由发展的多种重要信息.兹结合以上“两税法”和“不
抑兼并”等论述,着眼于晚唐两宋“四民”相应的五项变化,进一步阐发“士农工商”较为自由发展模式

的新内涵及特色.
(１)编户新增主户、客户等规则.众所周知,宋代官方户籍在汉唐编户齐民秩序的基础上,又增

添了主户、客户及形势户等新鲜内容.北宋初,按照土地财产状况将全国居民分成主户和客户两大

类④.主户指占有土地交纳赋税的地主和自耕农(有产税户),其内部又依田产多寡分为五等.客户

是没有土地、为地主耕种的佃户(无产非税户).客户在宋代的一大变化是不再指谓漏籍流寓户,也
不再是地主的徒附,改而以佃户新特质进入国家编户.直接反映租佃关系和财产多寡,当是宋户籍

制的显著特色.宋代形势户是上户中官户和吏户的统称.官户,指谓“品官之家”.吏户,主要是州

县衙门的公吏之家.此外,城郭户中含有较多商人和手工业者.“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⑤.不论主

户、客户及形势户,虽承秦汉传统,继续维持编户法律上的平民身份,但因不行授田且依财产土地占

有及官职来明确规定其名色,所体现的富贫及官民之类的不平等,又是和汉唐编户的差别.
(２)募兵及差役取代兵役、徭役.自中唐募兵逐渐取代府兵,宋代更盛行募兵制.宋太祖说:“吾

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⑥荒

年招募破产流民当兵及耗巨资养兵,遂成为宋朝另一项国策.募兵之精锐选为禁军,欠合格者编入

厢军.百姓不复承担兵役,相当多的劳役也由厢军充任⑦.北宋初夫役尚多,或主户、客户“共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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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或“计田出丁”①.北宋末定制并实行“尽输免夫之直”,即官府征收免夫钱代替身役②,以适应大

土地占有和农民丧失土地等情况.又普遍实施依户等轮流充当里正、主首等的差役制.由此国家基

本放弃直接无偿征发力役的旧制,此与汉唐编户有异.
鉴于以上两条,“四民”中包括地主、自耕农及佃农的“农”,田产数量不再受管制,租佃关系合法,

徭役和兵役因多改招募而负担大为减轻,获得了较自由发展.
(３)商贾上升.“工商杂类”的名籍歧视逐渐被消除,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为更多人所接受.

商贾子弟允许参加科举,有些还能中进士,跻身仕途③.商人还交结宗室和官僚,或与之联姻,或纳粟

买官,凭借其雄厚资财及商业繁荣,社会地位及影响力不断提升④.商人在国家多项征榷活动中与官

府联手,特别是有专营特权的盐商、茶商等.尽管官府竭力垄断或半垄断大型利好产业,私营工商业

仍然能在夹缝中获得一定的发展.葛金芳教授指出,宋以降长江三角洲等狭义的江南地区率先形成

了“农商社会”⑤.农商并重的经济秩序,表明四民中的工商获得较自由发展.此与秦西汉的重农抑

商,形成明显的反差.
(４)士大夫演进.科举制推行后,士庶由对立逐渐走向合流,原先讲究家世门第高低和世代显宦

的士族,演化为凭借智力科考且功名系于自身的士大夫.因谏议制成熟及以“致君行道”为己任,两
宋“与士大夫治天下”,迎来一段士大夫的“黄金时代”.科举对商人子弟开放,“士之子恒为士”旧格

局不复存在,“士大夫始乃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士大夫求贵更求富,“非父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

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士大夫在四民中保持其政治优势的同时,又获得与农、工、商间交流的一

定机动空间.士与商等交往及社会流动增加,士商雅集唱和渐多,士大夫获取富商资助,富商借交往

士大夫而附会风雅.更有甚者,官吏之家“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兼做商贾的日渐增多.北

宋中叶以降仕宦者“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

来,日取富足”⑥.官吏经营商贾及工商子弟允许科考,大大缩小了原“四民”中最尊贵的“士”与最低

贱的“商”间的距离,二者的“名位”界限,因贫富贵贱的错综复杂而日趋淡漠.此与汉唐编户中的

“士”稍异.
(５)“富民”阶层崛起.宋人说:“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⑦此“上三等并

坊郭有物业户”,即构成两宋的富民.“富儿更替做”,“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⑧,“富民阶层的崛

起,是唐宋社会在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下财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结果”.为营求增殖财富,以维持家业不

败及更好的社会地位,富民率多培养子弟问学应举,参与社会赈济,还担负国家赋税差役的主要来

源⑨.宋代因“不抑兼并”,富民得以横跨四民而较纵深发展,取得“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的重要

地位.它与西汉司马迁时代的“素封”,相隔千年而或多相似.“富民”的财富优势更趋显著,在和士

４３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６９之７８,７０之１６７,第８０９３、８２００页;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２３４７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第４２４８页.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选举１４之１２,第５５３６页;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六«黄安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６７０页.
参阅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１１ ２０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论略»,«纪念郑天挺诞辰一百一

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８４ ４００页;«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国际社会

科学杂志(中文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废贪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９０册,第５１０页.
韩琦:«上神宗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载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一,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０８页.
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兼并用术非悠久计”“富家置产当存仁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７１、１７３页.
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４、１３５、１５０、１５４页.
王夫之:«黄书大正»,«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４５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４７页.



大夫分别构成四民的经济、政治二支配力量方面,又独具“唐宋变革”的时代特色.
还有一点需要解释,随着科举制发展,士人或士大夫已涵盖所有官僚和拥有功名的儒生等.他

们在政治上依然在四民中居超然高等.正如«金瓶梅»中西门庆对自己和亲家乔大户的评说:“乔家

虽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
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①从“官户”、“大户”等称谓看,«金瓶梅»大抵是明人记述

宋朝故事.宋代所谓“官户”,是指一品至九品的官员之家.西门庆原系生药铺商人,靠行贿买官得

到五品官职,故也能硬充“官户”.所谓“白衣人”,就是白身平民,亦即“农工商”中没有官职功名者.
西门庆语表明,晚唐两宋“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②,虽然四民中的士人缙绅凭借权势,富民凭借金钱,
各自拥有政治或经济的支配力,但官户士人的政治地位或身份,仍旧超然高于后三者“农工商”.即

便“白衣人”财富雄厚乃至借其财力交结权贵,仍然在服饰等礼法上难以和官户士人平起平坐.
以上五方面,体现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新内涵,亦即王夫之笔下的“耕者耕,

工者工,贾者贾”③.秦汉编户齐民,大抵反映的是一种来自官方的政治法律秩序,在职业和社会等级

层面,当时又具体表现为“士农工商”四民前贵后贱的秩序.与秦汉编民耕战模式下的“四民”比较,
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显示出:四民自前向后排列的政治等级色彩已淡漠,租佃制和

贫富凸显,商人地位提高,四民间相互流动较频繁和士大夫、富民同为支配等.而且,“士农工商”较
自由发展的主体,既指谓四民职业群体,也包含农、工、商三产业.沈垚所云“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

不分”的“分”,直观上看是“分际”“界限”,更表示“名分”“位分”.因为秦汉至唐前期的“士庶”之别和

重农抑商,当时的士农工商“四民”虽然都属于编户齐民,但同时又大体是一种贵贱等级排序.直到

唐初仍有法令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④这就是“古者四民分”的意思.由于中唐以降发生士庶

合流和农工商皆“本业”等变化,由于发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⑤,“四民”贵贱等级“位分”排序及国

家的相应管制,随之不复存在,“四民”遂演化为“位分”界限趋淡、“无不相干”且可以相互流动转化的

四种社会职业群体.这又是“后世四民不分”的意思.
林文勋曾从富民和财富力量崛起层面剖析唐宋“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过程.他指出,此种变

化至少包括“贵者未必富”、“富者未必贵”、“贫者未必贱”、“贱者未必贫”和贫富贵贱处于经常性的转

化之中;“士农工商等级制在贵者贫和贱者富的上下对立运动中被财富力量摧毁了.”⑥实际上,此变

化过程与前揭沈垚说的“四民”嬗变,是体现着一场互为因应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新.“贫富贵贱”四
者相分离或错综复杂,背景和终极原动力诚然是经济进步发展及“财富力量”,同时也是帝制国家顺

应经济趋势,放松“重农抑商”、“抑兼并”之类强势管制的产物和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的,“贫富贵贱”
相分离,促成了“四民不分”或“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而“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定型,
又意味着“贫富贵贱,离而为四”从观念到“四民”物态乃至国家政策层面,都被普遍兑现了.

四、“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的历史地位

纵观两千年来帝制国家直接临民理政或支配社会经济的具体政策,在历朝历代可谓林林总总,
因时而异.然而,从宏观模式层面观察,又大体分为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两大类.从

法理上说,东方专制主义的“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质,造就两千年来帝制国家对百姓及地主经济

的支配管控,天经地义和持续不断.由此,商鞅变法开创的编民耕战模式率先在秦、西汉、隋、唐等大

５３中近古“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探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兰陵笑笑生著,秦修容整理:«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９页.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翁元圻注引游氏«礼记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９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第７７２页.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６页.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翁元圻注引游氏«礼记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９页.
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４页.



一统王朝推行,且较大程度上居主导或支配,对两千年帝制传统社会所施加的影响也最为深重.但

是,肇始于齐国四民“通货积财”,后又定型于晚唐两宋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中古近古也较

长期存在.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二模式的博弈或配合,同样深刻影响着两千年的社会经济秩序乃

至诸王朝政治.换言之,秦到中唐的多半时段,主要实行的是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中唐到清的多数

时段特别是晚唐两宋,主要实行的是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二者在中古、近古主导、从属的

更替,大抵又表现为编民耕战模式为主导向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为主导的演进过渡.这种完成

于晚唐两宋的演进过渡,是以“唐宋变革”中地主经济及私人工商业的显著发展为基础,同时又与国

家对百姓直接的人身役使、控制向货币财税关系为主的演进大抵同步.不难看到,“唐宋变革”及临

民理政层面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虽然定型于中唐以后,但又与齐国、西汉文景等士农工商

较自由发展的早期形态存在较多相通之处,它们的较多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前者较早隐含着“通货积

财”、农工商并重及富民等可贵“基因”,对后者也是一种很好的酝酿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时
隔八百年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定型,就是“唐宋变革”在国家临民理政及社会结构层面的

成果表征和最终胜利①.
有必要解释的是,秦汉以降的编民,若按职业又可称士、农、工、商四民.“士农工商”,既言编民

的四种社会职业类别,也涉及与其关联的经济产业.在平民或非贵族身份的层面上,编民与士、农、
工、商是相通的.当时,编民耕战政策模式的管控,将士、农、工、商置于授田、户籍、赋役等框架内,进
而被整合管制为编户齐民.四民(主要是后三者)也大抵蜕变为身丁受管控、受役使的国家农奴,其
业已呈现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经济属性则被钝化或暂时掩盖.而在“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

模式下,士、农、工、商四民属性及其经济产业重新凸显,因授田、徭役等消亡又导致其国家农奴属性

减弱.这就是上述两类政策模式彼此消长及主辅易位,与其伴随的编民与四民之间既相通又各有偏

重的背景缘由.
晚唐两宋“士农工商”模式的定型,意味着“唐宋变革”中帝制国家临民理政的第二种基本政策模

式升为主导.该模式的精髓在于:扬弃“授田”和劳役,较多遵循“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
不肖者瓦解”②,亦即“不抑兼并”法则,产业上农商并重,鼓励藏富于民,容许富民支配.该模式既深

刻触动土地赋役和第一、二、三产业等社会经济结构,又含有官方主导政策及国家与百姓间关系等改

善.从长时段看,以“两税法”为先导的“唐宋变革”及其在农商领域的“不抑兼并”,顺应晚唐社会经

济趋势而更新政策模式,较务实地将原本近乎偏执的身丁管控悄然变通为以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
旨在从体制上迈向便于地主经济发展繁荣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晚唐两宋定型的士农工商较自由

发展模式实乃替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寻找到了更为合理的发展出路.
由于上述改变,“士农工商”模式往往能够较多祛除编民耕战模式“经理其物产,生聚其人民”而

将“井疆耕耨之丁壮”抑为“国家农奴”之弊政③,较多祛除暴君假借富国强国而滥征徭役赋税、祸国殃

民之弊政,较多祛除过度管制经济、妨害农工商产业发展及民间财富“造血”机能之弊政④.它偏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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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学者探讨的“富民社会”和“农商社会”等(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阶层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林文

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１１ ２０世纪)江南区域

社会经济变迁论略»,«纪念郑天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８４ ４００页;葛金

芳:«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国际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赵轶峰:«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东北师范大

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纪念郑天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１１年),它们与“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都是“唐宋变革”在不同领域的重要社会经济世相.前二者偏重在社会结构

或经济产业,称得上国内探讨“唐宋变革”的两项显著进展;拙文则偏重于国家临民理政视角,揭示其体现的“唐宋变革”成果表征和

最终胜利,希冀有所心得,共同推进“唐宋变革”研究.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３２８２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安帝»,第４５２页;卷二十二«玄宗»,第７６９页.
参阅拙文«秦汉以降编民耕战政策模式初探»,«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富于民,类似自由资本主义.与编民耕战模式一味集中财富、军力于国不尽相同.虽然在完成军事

政治统一、从事重大工程和开拓疆域等方面,该模式略逊色于编民耕战模式,但是在发展生产、提高

生产力及改善民生,有利于完善国内商品市场及商品经济,最终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士农工商”较
自由发展政策模式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活力和优越性.它能够基本顺应农民依附关系改善和地主租

佃制及手工业商业发展的趋势,较有利于刺激促进生产力、社会财富积累及新经济因素的孕育.无

论是多数王朝中叶抑或近古时代,经济繁荣发展就会转而选择“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唐宋变

革”及元明南北因素整合发展,在临民理政方面皆以该模式为主导或引领倚仗,就是例证.
应当注意,“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同样有其特定适用范围或所依赖的时空环境.通常

是在地主经济形态发展比较充分,商品交换或商品贸易比较发达,商品货币关系较多进入生产关系

等场合,往往容易提供该模式扎根施展的时空条件.譬如地域空间,战国秦汉以齐国为代表的商品

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海岱”地区,东晋以降的东南地区等.又如发展时期和阶段,中唐或唐宋社会

变革也会最终迎来“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升为主导地位.编民耕战与“士农工商”二模式的博

弈或演进过渡,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近古社会经济发展中地域或时段不平衡的产物和表现.
中唐以降“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虽然在内容特质上发生过上述较突出变化,同时又在

若干方面依然保留了编民耕战模式的基本内容,故而只能算“较自由”而非完全自由,只能算是前者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通.依然有如下四个方面未曾或较少发生变化:(１)皇权国家“溥天率土”最
高所有权;(２)土地买卖、诸子继承等造成的土地兼并周期性危机;(３)帝制官僚支配社会经济与“权
力商品化”;(４)国家榷卖垄断及其与特权商人勾结.由于这四条基本未变,“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

政策模式虽然经历近千年的曲折进步,从土地占有、赋税、徭役及百姓人身束缚诸方面较大程度上改

变了编民耕战式的官府强势管制或管控及“国富民穷”阻碍经济发展等弊病,但其管制或管控只是放

松,而非放弃.而且,该模式只是临民理政方式的相对进步,并非彻底解决帝制传统社会基本矛盾的

“灵丹妙药”.特别是以上四个未变中的后三项还成为中唐以降较突出的遗患,严重制约着宋元明清

“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本身乃至社会经济的整体进步.
第一,皇权国家仍然保持对“溥天率土”的最高所有权.在编民耕战模式及授田、均田实施之际,

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无甚疑义.但在“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为前提或导向的“士农工商”较自由发

展政策模式下,一方面,皇帝“溥天率土”最高所有权,专制皇权对农民的直接统治、隶属等,因君主官

僚政治传统惯力及儒家纲常鼓吹因素制约,依然长期延续.另一方面,晚唐两宋租佃制高度成熟,土
地频繁转移,土地使用、占有和所有权又呈现复杂化,特别是“押租制”、“永佃权”、“一田二主”等渐多

出现,造成地主的占有权及所有权趋于多元且法律保障渐重,国家最高所有权大多是体现或保持在

最终褫夺等层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且容另文探讨.
第二,因土地买卖、诸子继承等,土地兼并周期性危机或有加快.商鞅变法实行开阡陌封疆和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①,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强迫分家以增加国家控制人口.它和西周

大宗、小宗诸子继承俗相配合,构成了两千年来制约社会经济结构的五口之家基本制度.该制度的

最大负面作用就是诸子分家及其对土地等有限资源的剧烈角逐,容易引发或加剧土地兼并周期性危

机.这是秦西汉等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下的老问题.秦汉隋唐如此,中唐以降也不例外.晚唐两宋

“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定型之后,仍然无力根治土地自由买卖和强迫分家政策给后世造成

持续性遗患,无法挣脱人口、土地资源和农耕经济发展既相互依存促进又相互对立冲突的“两难”纠
结.即使是唐宋“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绝大多数也是分财分家.诸子分家及其对土地等有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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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２２２９ ２３３０页.



源的剧烈角逐,应是致命和劣根性的①.特别是中唐以降“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和商品经济繁荣,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②,“千年田八百主”,土地交易转移愈加频繁,士、农、
工、商之间、贫富之间的相互流动较前容易,土地兼并的频率略有加快.在这个意义上,“士农工商”
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下的传统社会,依然未能脱离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描绘的循环“怪圈”:
即因土地兼并等,帝制国家在不断重建之初多带来农民恢复生产与“安居乐业”,一二百年后农民反

抗暴动又不断打碎兼并造成的大土地占有制和王朝统治旧秩序.
第三,帝制中央集权官僚制所派生的“权力商品化”愈演愈烈.自战国秦汉,帝制中央集权官僚

制高度发展和高度成熟完善,帝制官僚制支配社会经济,也成为两千年来难以动摇的惯例.如果说

秦西汉等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下是通过授田、重农抑商和户籍、里甲、人头税、徭役等行政干预或管制,
来实现主导或支配社会经济的,那么,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政策模式下上述行政干预管

制或有所放松,其支配社会经济的具体做法即较多放弃行政强制的管控管制,转而较多采用税收和

榷卖等财税手段.一方面,该模式依然延续着部分行政干预或管制,“越俎代庖”地配置社会财富资

源,违背和粗暴践踏市场价值、供求法则等弊病,仍然不时发生.另一方面,官府与民争利,榷卖和税

收等变本加厉.尤其是科举盛行之后,大批寒门贫穷士人借科考获取功名,改换门庭,凭借官职权力

攫取巨额资财,进而使“权力商品化”愈演愈烈.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贿赂公行者有之;“纡朱怀

金”“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③,甚至“资之以县官公籴之法,负之

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④.总之,此时率多是用官职权势换取财富利益,
而且较之自命清高、不屑与民争利的汉魏门阀贵族,更显得格外放肆和明火执仗.

第四,国家榷卖垄断及其与特权商人勾结,导致工商业颇多畸形.帝制国家征榷及官府与商人

从对立走向联手勾结,萌生于齐国管仲,成型于汉武帝,复兴和固定于唐后期刘晏理财.它在某种意

义上彰显帝制国家的最高所有权,或保留举国体制的某些遗制.两宋“刻剥之法”“皆备”,愈演愈烈.
尽管有相关王朝财政亏空压力等直接背景,却又是贯穿汉唐编民耕战和晚唐两宋“士农工商”较自由

发展政策模式的共有财经现象,且在中唐以降更为常见,更为普遍,对“士农工商”较自由发展模式的

影响程度,往往超过前三者.
如前述,汉武帝借鉴管仲榷盐等,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告缗,直接管制盐铁及部分商品流

通,攫取或独占工商利润,既抑商,又夺利,在打击抑制商贾的同时,又利用东郭咸阳、桑弘羊等部分

大商贾及子弟,充任“兴利臣”⑤,用其所长,为财经垄断效力.这是帝制国家在榷卖垄断中联手勾结

少数商人的起步.唐安史之乱后,第五琦对海盐、池盐、井盐一概实行专营榷卖,官府垄断生产、收购

和贩卖.刘晏改榷盐为官督官收商销,以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⑥,又实施榷茶、榷酒等,以补国用.
此举在帝制国家榷卖垄断中正式开始大规模固定联手勾结商人,与商人分享利益.

宋代继承唐后期的榷卖垄断,而且自始至终对盐、茶、酒、醋、矾、铜、铅、锡、香料等大宗商品实施

榷卖,法令严格,措施致密,堪称登峰造极.榷盐创立盐钞法,朝廷由京师榷盐务发售“盐交引”,简称

“引”,商人购买后获取贩运销售的特定资格,凭引到指定地点换盐分销.“计每岁天下所受盐利,当
租税三分之一”⑦.官府获得重大榷利,也派生出一批与官府分割榷盐红利的盐商.榷茶法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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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人口几何数列增长与粮食算数数列增长间的矛盾,在工业化未到来的传统社会,几乎是无法化解和克服的.尽管我们的先

民从黄河中下游农业开发起步,继而开发长江中下游,继而岭南、西南,继而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甚至移民侨居海外,不遗余力地

追逐人口过剩与土地财富的相对平衡.
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富家置产当存仁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７３页.
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废贪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９０册,第５１０页.
苏洵:«嘉祐集»卷五«衡论下申法»,«四部丛刊»初编本,第３页B.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１４２８ １４２９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第１３７８页.
王象之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四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４７页.



是在产茶区置“山场”,设官吏,茶农“园户”所采茶叶,部分交纳赋税,其余全部由官府作价收购,全由

官府专卖;二是商人到京师榷货务买“交引”,赴场领茶运销.榷酒方式多样,或酿酒卖酒一概官营,
或官府课税,或商人包税“买扑”.榷矾采用两种办法:一是官府设场募民制矾统销,二是实行矾引

制,官府统买后,卖引给商人分销①.其他醋、铜、铅、锡、香料等禁榷,恕不细说.征榷为宋廷提供了

巨大的直接财政收入,据漆侠先生统计,南宋孝宗时盐利等征榷收入达到２４００万贯,占当时全国货

币总收入的４０％②.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③沈垚言:“宋太宗乃尽收天下利权归于

官.”想必都包括居历代王朝之冠的两宋征榷.
这种财经垄断或掠夺,在国家强权管制原则上,与商鞅“抟力”有较多相通处,又大量借用吸收齐

国管仲榷盐和“轻重”理论且为其所用.后世王朝理财大多把盐铁榷卖等财经垄断奉为圭璧.元明

清概莫能外.榷卖垄断或掠夺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瓜分,表面上是官府向商人的妥协,但更是官府

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当官府不方便或全面垄断遭遇困难之际,就准许部分商人出面经营,然后与之共

享分沾“公利”.正如欧阳修所云:“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

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滞.”④后世的官商勾结

合法化或固定化,逐渐在盐商、“开中法”、票号商、皇商等范围内扩展实施,进而形成一种特权商人群

体,而且在明清“十大商帮”中占据颇大比重.其基本手法是官府给予榷卖活动中与之勾结的少数商

人以市场准入等特权,并和他们分割巨额垄断性暴利.
正如漆侠先生所说,两宋征榷制度的强化、严密和扩大化,致使帝制国家、生产者、运输者、商人

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不仅是剥削的简单扩大和低层劳动者付出剩余劳动增多及贫困加重,还造成

大商人和国家瓜分暴利,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商品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等新经济因素的健

康成长⑤.官与商结成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帝制临民理政模式与官僚政治混合作用所产生的毒瘤之

一,直接影响四民群体及经济秩序的顺利成长.其结果之一是:财税为主的调节掌控实施之际“尽收

天下利权归于官”,经济榨取量过度增大及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进而走向反面,导致积贫积弱.王夫

之所云:“汉、唐之富,富以其无也;宋之贫,贫以其有也.”⑥据笔者理解,王氏笔下的汉唐之“无”与两

宋之“有”,概言极端化的盐铁等榷卖垄断及杂税榨取.结果之二是:往往容易破坏市场运作,破坏民

间工商业资本的正常成长发展,导致大宗工商业亦官亦私的畸形,直接派生一批“暴富”者,导致社会

财富分配的失衡及严重的贫富悬殊.
官商勾结,对农工商经济运行抑或行政管理危害很大,对私营工商业的独立发展和新经济因素

的孕育成长的潜在危害,更是不可小觑.正如人们所熟知,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总量虽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曾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但１５、１６世纪以后难以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较多孕育和健康发

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顺利完成资本积累,最终在工业化为主流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中落伍溃败.
究其原因,除去“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国内官与商榷卖勾结所造成的工商业畸形,连同皇权最高所

有、土地兼并周期性危机、官僚“权力商品化”等结构性弊病,较多抵消掉“唐宋变革”焕发的正面能量

与活力,似乎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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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的政治”还是“活人的政治”
———传统谥法的政治学意义

俞 可 平

摘　要:谥法是给予逝者某种名誉称号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悠久的典制之一,也是中国传

统官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设计之一.制定谥法的直接目的是“劝善惩恶”,激励人们忠君爱国,名垂青史.然

而,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谥法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强化等级特权、制造政治合法性和引导政治评价,从根本上

说,则是服务于以皇帝为代表的特权阶级的专制统治.谥法是对死者的盖棺定论,但这种关于“死人的政

治”的每一环节,无不体现着现实政治需要和生者的权力争斗,它实质上是一种“活人的政治”.作为源远

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谥法对今天的现实社会生活仍然有着某种潜在的影响.努力消除谥法

制度强化等级特权的消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光大其惩恶扬善的积极作用,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

任务.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政治;政治评价;官本主义;谥法;活人的政治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０３

所谓谥法,是在政要权贵逝去后,根据其生前行迹,由朝廷给予相应称号的一整套程序和规则.
简单地说,谥法是对权贵的盖棺论定,是一种关于死人的制度.谥法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时间最长的

政治制度之一.按照最激进的推测,谥法源起于殷商时期,先后持续近三千五百年;按照最保守的估

计,谥法形成于战国时代,先后持续近二千五百年.在传统中国,谥法是核心的政治制度之一,谥号

的议定和颁布权牢牢掌握在以君王或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最高权力手中,是权力中枢的重要职能之

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种死人的制度在传统中国流传如此长久,并且受到最高权力当局

如此的重视? 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传统谥法的产生、功用和实质作一简略分析,以揭示谥法制度

长盛不衰的现实根源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深远意义.

一、谥法的缘起

谥法究竟产生于何时,数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随着考古的最新发现,以及对原始文献的最新

解读,传统观点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谥法的形成年代变得日益清晰.我们先来看看几种代表性的

谥法起源观.
谥法起源于公元前１１世纪的西周初期,由生活在商末周初的周公姬旦创制.这是长期以来广

为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来自最早系统阐述谥法的先秦著作«逸周书谥法解».该书明确指出:“维
周公旦、太公师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① 按照历代学者的典型解释,这段话

的意思是,牧野之战前,周王朝已布法于天下,追谥姬昌为文王,但还没有正式的谥法.周成王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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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为了准备武王的葬礼,周公姬旦终于制定了谥法,并颁行天下.自«逸周书»后,周公制谥几成

传统经典的定论.例如,«春秋穀梁传桓公十八年»注云:“昔武王崩,周公制谥法.”①«礼记檀弓

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②清代桐城派代表方苞说:“谥之作也,人心不知其然而

然者也尧舜之圣,民无能名.禹平洪水,相与震而惊之,故称大焉.至于汤,则或嘉其功而称成,
或象其德而称武,此周公所以因而作谥法也.”③

除了流行观点,关于谥法的起源还有几种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其一是“三皇五帝”说,代表人

物是东汉班固以及北宋苏洵.班固认为,黄帝、尧、舜、成汤均是谥号④,苏洵也认为谥法“起于三皇五

帝”⑤.其二是西周中期说,代表人物是王国维和汪受宽.王国维通过考查西周铭文发现,周穆王的

称号在他活着时就有了,而谥号应是死后追封.所以,“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⑥.汪

受宽通过进一步考察西周礼器的铭文发现,“不仅武王,西周的成、昭、穆、共、懿诸王之号,也不是谥

号,而是生称”.他的结论是:“谥法由穆王以前贵族称颂故去的父祖开始,经过一百多年,终于被周

王室所接受,作为追荣天子的典礼之一,自此,周王再没有生时的尊号,只是死后加以谥号.于是,到
周孝王时(约前９０９年 前８９５年),谥法正式成为周朝制度了.”⑦其三是战国说,郭沫若是此说的代

表人物.郭氏批评说,王国维所依据的铭文资料有限,而且年代也不确定.“余之所见有进于是者.
盖谥法之兴不仅当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直当在春秋之中叶以后也.”结论是:“证春秋中叶以后犹

无所谓谥法”,“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⑧.
谥法是先秦已经推行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规范和制约人们行为的制度结构.任何一种基

本政治制度的形成,都必然有一个逐渐产生、发展、演变和成熟的过程.各种不同的谥法起源说,从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谥法在产生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征及属性的揭示和强调.

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基于考古新发现和对铭文的新解读,日益倾向于谥法起源自殷商说,认为

它成熟于西周早期,其间有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形成过程.例如,有专家在经过详细的考证后指出:
“谥法的形成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商文丁之前,为谥法的先期阶段,商人以死后选定的祭日和人为

的区别字来称呼故去的先王,已具备了谥法的一些特征.第二阶段从文丁至商末帝辛,为谥法的形成

阶段,已用文、武、康等美称称呼故去的先王,其形式与后代谥法稍异.第三阶段为周文武以后,周人因

袭了晚商先王的美号,但不取其祭日干支,径称为某王某公,其形式已与后代谥法无别.”⑨另一些专家

则认为,根据已有的考古材料可以断定谥法行于周初,且“周代谥法早在武王克殷前后即创制”,但与后

世盛行的历代谥法相比,“它还只是处在初创阶段,因而具有一些不同于后世的特点”.
谥是对死者的称号.为什么要对死者有特殊的称号? 郑樵在«通志谥略»中的以下这段话,精

炼地概括了谥法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以讳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讳,将葬而谥,有讳则有

谥,无讳则谥不立.盖名不可名已,则后王之语前王,后代之及前代,所以为昭穆之次者,将何以别

哉.生有名,死有谥,名乃生者之辨,谥乃死者之辨,初不为善恶也.”具体说来,谥法之所以产生的

直接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死去的尊者或祖辈的避讳.古人为了表示对前辈和尊贵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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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敬,通常都不直呼其名,这种文化传统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从已有的文献记载来看,
“早期的避讳并不严格,‘生者不相避名’、‘临文不讳’”,但“当死者神主迁入宗庙以后,不可再言其

名”①.其次是为区别前代和后代的王侯贵族,“为了称呼上的方便,所以要‘以谥易名’.以«春秋经»
为例,春秋时期的众多王侯本来都各有其名,但臣下不得称其名,对各代周王,当其生时,一律称为

‘天王’,各国诸侯也一律称为某公某侯某伯等,这是当时的实录.但当其死后,再这样称呼,就将无

别于前代和后代的王侯”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为死者盖棺论定,根据死者生前的行迹与功

过,分别给以各种不同的谥号,以示对死者的褒奖或贬损.这就是所谓“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

表也;车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③.
谥法在西周初正式形成制度后,历经春秋战国,至秦朝而一度遭到废止.秦始皇翦灭六国后,

“讪笑三代,荡灭古法”.他首先下令废除谥法:“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

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

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④秦始皇不曾想到的是,欲传之无穷的秦王朝,在他暴毙后不久即寿终正寝.
被他明令废止的谥法,也旋即在西汉得以恢复,并且一直延续近二千年,被日益完善和强化,直至清

王朝的覆灭.显而易见,谥法在传统中国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上述三个原因远远不足以解释.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谥法作为一种重要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主要是因为它履行着强化

等级特权、制造政权合法性、垄断政治话语、引导政治评价、塑造政治认同等重大的政治功能,已经内

化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要素之一,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二、强化等级特权

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官本主义.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

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权力

中,政治权力处于支配地位,是官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因此,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在官本

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

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

资源.等级特权是官本主义的典型属性.任何官僚体制都需要科层等级,以此来分担国家的行政权

力和行政责任.然而,在官本主义条件下,除了正常的行政科层等级体系之外,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

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进入官方体制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这些等级最终都可以

用官秩等级来折算.官本位不仅贯穿于国家行政权力体系的每一个环节,而且也体现于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社会的礼仪习俗;从国家的公共领域,到家庭的私人领域.没有官

爵等级,就没有社会地位.这种官爵等级体制从西周春秋就开始形成,日臻完善,一直延至清代⑤.
这套官本位的等级体系,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固的政治秩序,它需要一系列法律制度来维护

和巩固,谥法便是其中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谥法虽然是一种事关死人称号的制度,但谥号的授予

却依据于死者生前的官秩等级.尽管也有少数例外的“特谥”,但历朝谥法的常态是“生无爵,死无

谥”.谥号的授予主要依照官爵等级,只有位高权重的少数官员才能受谥,普通人即使再富有、再有

学识、品行再好,通常也没有资格受谥.在谥法开始盛行的先秦时期,谥号通常只限于君王,以及极

少数皇亲国戚和诸侯大夫,一般的官员与谥号无关,“士无谥”曾是通例.到了谥法几近完备的汉、
唐、宋、明、清时期,官爵等级与谥号授予均有定制可循.晋之前,谥号与爵位联系在一起,史称“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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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已来,赐谥多由封爵,虽位通德重,先无爵者,例不加谥”①.晋之后,虽然谥号由封爵者垄断的格局

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但做为历朝的定制,生无官秩者则仍然死而无谥.例如,两汉要拥有侯伯爵位

者死后方可获谥;曹魏授谥的范围有所扩大,也须为五等列侯以上的高官;唐代的谥号授予相对宽

松,但也限于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据«唐六典»记载,“其谥议之法,古之通典,皆审其事

以为不刊.诸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吏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

常寺拟谥讫,覆申考功,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然后奏闻”②.宋朝得谥者亦须在三品官员以上:“唐
制,兼官三品得赠官,如韩文公曾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终吏部侍郎,而赠礼部尚书是也.又观察

使多赠两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谥.国初以来,惟正官三品方得谥,兼官赠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陈彭年

详定.遂诏:‘文武官至尚书、节度使卒,许辍朝,赠至正三品,许请谥.’”③明代沿用了唐宋惯例,三品

以上官员死后方有资格申请获谥,极个别的三品以下官员死后即便得谥,亦属“特谥”.清代将授谥

的范围大大缩小,只有一品以上官员死后方可得谥.“二品以下皆无谥,其予谥者,系奉特旨.”④

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等级与特权必然联系在一起,官爵等级是分配权益的基本依据,权力的大

小、权益的多少均与官爵的品秩等级直接挂钩.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特权不仅表现为俸禄、住房、交
通、衣着、庇荫等物质利益,还表现为教育、礼仪和荣誉等非物质权益,谥号即是体现等级特权的一种

荣誉称号.谥号作为一种等级特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谥号是官僚特权阶层所拥有的特

殊荣誉,这个特权阶层不仅生前拥有特权,死后也要享有特殊的权益和专属的荣誉称号.皇帝及其

宗室,是最大的特权阶层,理所当然地优先享有“谥号”的权利,所谓“宗室王公,例皆予谥”⑤.其二,
生前的官爵品秩愈高,其得谥的概率也愈大.汉、魏、唐、宋、明、清等时代虽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可

得谥,但这只是获谥的资格,死后最终能够得谥的只是其中的少数;而品秩愈高,其获谥的比例就愈

大.其三,谥号的美誉度与官爵品秩等级成正比,品级越高,获得美谥的几率便越大.谥号与等级特

权之间的这种必然联系,从历朝得谥者的统计数据上可以明显得到印证.例如,有人通过对有明一

代得谥者的统计分析,“印证了明代三品以上官员方才得谥的资格限制.一般说来,品级越高得谥几

率越大,一品得谥最多,并且会取得上等谥号”.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三品以上能够得谥的官员是两

京主要衙门的正副长官内阁官员、六部的吏部和礼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是得谥的主体,占得谥

官员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生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对国家政治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权重

位宠,生前享有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死后有祭葬费用,是官员得谥比例最高的群体”⑥.
在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特权的集大成者无疑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或皇帝.皇帝作为官僚阶

级的总代表,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也享有无与伦比的特权.谥法是保证皇帝不仅拥有活

人的最大特权,也对死人拥有最高特权的基本制度.谥法从两个方面强化皇帝对死人的特权.首

先,授谥权为皇帝专有,皇帝牢牢掌控着对所有官员谥号的最终决定权.汉魏以后,朝廷均设有专门

的机构和专职官员,负责拟谥和授谥工作.但这些专职机构和官员,只有对官员谥号的建议权,而无

决定权,最终决定权无一例外由最高统治者亲自掌握.例如,清朝的“定例”便是:“臣下谥典,由礼部

奏准后,行知内阁撰拟,旧隶典籍厅.咸丰初,卓文端公入阁,改归汉票签,仅两侍读司之.凡奉旨给

谥者,侍读遵谕旨褒嘉之语,得谥文者拟八字,由大学士选四字,不得谥文者拟十六字,由大学士选八

字,恭请钦定.”⑦其次,皇帝死后享有特殊的谥号,不仅美誉无以复加,而且字数大大突破常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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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开创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溢美恶例的唐高宗和唐玄宗之后,“尊号越加越长,无不圣神文

武孝德齐备,死谥的字数越改越多,也是用遍睿智圣献文武惠孝的谀词,连那位１６岁继位,不到两年

就被宦官杀死,只会击毬的唐敬宗李湛,竟也上以‘文武大圣广孝皇帝’的尊号和得到‘睿武昭愍孝皇

帝’的谥号”.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谥号共有２５字,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

弘文定业高皇帝”,创造了谥法史上谥号字数最多的历史纪录①.康熙皇帝的谥号共有２１字,为“合
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也是极尽人间赞美阿谀之词.

既通过生前的尊号,也通过死后的谥号,将无限夸大的美好赞誉给予最高统治者,不仅体现着帝

王无与伦比的等级特权,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极端神化和顶礼膜拜.谥法的这种神化和膜拜作用,
便涉及到了它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制造政治合法性.

三、制造政治合法性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acy)不同于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legality).法学的合法性意指

言论和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政治学的合法性意指政治秩序与权威被民众自觉接受和认可的状态,
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体认”概念十分相似.政治合法性在现实社会中常常表现为“民意”、“天
理”、“道义”,在西方历史上则体现为“自然法”.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权和政治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

条件,制造政治合法性是统治阶级最重要的政治职能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

职能,便是制造、维护和巩固现存政权与秩序所需要的合法性.合法性危机周而复始地产生并得到

解决,这是人类政治进步的表现.暴力征服、血缘关系、宗教信仰、封建迷信等曾经是传统政治的重

要合法性来源;近代以后,福利、善政和仁政则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在当代,民主和法治几

乎直接意味政治的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不仅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极不相同,而且在中

西方之间也有着明显的不同.“许多人经常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解释为何中国政权的合法

性基础与西方政权完全不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西方合法性理论强调民主、人权、公平、正义和法

治,而中国传统执政哲学则强调天命、仁君(德治)、民生以及和谐等概念.”②在中国传统社会,谥法制

度对制造政治合法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对权威进行神化,使其具有某种非同寻常和不可思议的属性,是增强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常用做

法.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从其出生到死亡,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被精心地神秘化.从皇帝出生时

的祥云环绕,到其死亡时的流星坠地,附加在皇帝身上的各种神秘故事和典礼仪式,无非是向世人表

明,皇帝是神龙的化身,是上天派来拯救臣民的天子.服从他的权威,拥护他的统治,则是顺应天道,
否则便是悖逆天意.谥法是皇帝死后将其权威神化的主要制度,庙号和谥号是神化其权威的最后手

段.皇帝死后,其谥号明明是后人拟定的,但按照谥法的定制,有一整套所谓“南郊请谥”的神秘程

序,硬要把它说成是向上天请来的为皇帝独享的荣誉称号.“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谥之者何? 以为人

臣之义,莫不欲褒称其君,掩恶扬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③这套所谓“南郊请谥”的礼仪

极具神秘感和仪式感.“当天,文武百官齐集南郊,分立于圜丘午阶之下.最高级官员太尉登坛向昊

天上帝神位进献奠祭,太祝跪读祝文,太尉退下,捧尊谥议置于昊天上帝神位前,跪奠退立,读谥议官

跪读谥议,百官再拜,就算已向昊天请得谥号.”④

儒家特别强调“名分”的作用,凡事强调“师出有名”.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

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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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把“名正言顺”提高到事业成败

的高度,实质上是抓住了士大夫“好名”的秉性,把“立名”当成了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四海悠悠,
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颜氏家训»卷四«名实»)正是看到了士大夫这种好名的性情,“正
名分”也因而成为传统社会增强权威合法性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君子活着时要讲名分,死后同样

也要讲名分;王公大臣不仅生前有爵位,死后亦要有相应的谥号.谥法便是君子和权贵死后“正名

分”的最重要制度.在传统专制政治条件下,君臣之间的界线泾渭分明,君是主人,臣是奴仆.君臣

之间的名分尤其不得混乱,君臣的名分一乱,则纲纪全废,礼崩乐坏.这种君臣的名分之别,在谥法

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谥字的多少,还是谥字的配用,君臣之间判然不同.例如,“明代谥字

谥解分三种:一为皇帝亲王所用的一字谥５０个;二为郡王诸臣嫔妃所用二字谥４０９个;三为嫔妃专

用的四字谥２３个.清代谥字谥解分五等:有列圣尊谥７１字,列后尊谥４９字,妃嫔谥４１字,王、贝勒

谥７５字,群臣谥７１字.圣、神、聪、睿、中、高、章、信、渊、宽、元、熙、光等谥只有皇帝可用;慈字只有

皇后可用;逊、悯等字只有嫔妃可用;修、克、比、仪、信、哀、隐、殇等字只有王、贝勒可用;桓、泰、确、
理、愍等字只有臣谥使用.翰林出身或为大学士者例谥文字”①.

奉天承运,君临天下,接续国家大统,是中国传统王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历朝历代的君主政

权,都必定要把自己打扮成“正统”或“道统”的合法继承者.道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不仅是指儒家思想和精神的一脉相传,也泛指天道和正统的合法传承.尤其在改朝换代之际,新
王朝会想尽一切办法论证新生政权的“正统”性,论证它传承了国家的“道统”.除了“君权神授”的论

证,以及对传统文化和制度的选择性继承等方式外,谥法也被用来增强王朝的“道统”或“正统”地位.
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谥号、尊号是政治观念中继体嗣统的体现,并由此而形成一个连绵不断的君主

系统,这个系统没有朝代之分、敌我之别,新的朝代总是给前代的亡国之君以谥”②.纵观数千年的中

国政治史,新王朝对旧王朝帝王或大臣的“追谥”,确是屡见不鲜.旧王朝的君主或大臣通常是新王

朝的敌人,甚至是战场上正面撕杀过的死敌,为了凸显新王朝的正统地位,让民众对新政权心悦诚

服,新的统治者也不惜给予他们美谥.
例如,明太祖朱元璋追谥元朝末代皇帝脱欢铁木儿为“顺帝”;清朝摄政王多尔衮领兵入京后所

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授予明朝末代崇祯皇帝朱由检以尊谥,在顺治元年正式礼葬崇祯皇帝,并授予

“愍帝”谥号,在顺治十六年正式授予崇祯皇帝以“庄烈愍皇帝”的谥号.清朝在利用谥法以凸显自己

的正统地位方面,可谓用心良苦.除了追谥崇祯皇帝外,“凡明季抗王师殉节,及建文朝殉难诸忠,并
予专谥通谥,所以维万世纲常也”③.清王朝总共授予明朝忠烈大臣谥号者多达一千七百余人,其中

不少是清军战场上的死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朝还予明建文帝以谥号.建文帝朱允炆于１３９９
１４０２年在位,后被朱棣推翻.朱棣始终不承认建文帝的合法地位,因而不予谥号.有明一代,虽有

大臣动议给朱允炆谥号,但终未成功.直至清乾隆元年,即建文帝退位三百年后的１７３６年,才由清

廷正式“追谥明建文皇帝为恭闵皇帝,庙号惠帝”.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将谥法作为巩固统

治利器的典型事例”.清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突出自己传承了国家的正统和道统.“清朝统治

者自己说尊谥明惠帝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朱允炆虽然是被其叔朱棣夺去了帝位,但毕竟当了四年

皇帝,没有谥号‘殊为阙典’;二是此时明史修成,应当趁此机会改正缺失,上以尊谥;三是自明中期以

后,明朝大臣多有请谥朱允炆者.实际上,上述三者中,最后一点才是关键,那就是适应汉族官僚士

大夫的正统心理,用以笼络人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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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根据政绩和品行,给予去世后的君主和王公大臣以相应的称号,以达到褒扬忠良、惩戒奸恶

的作用,是谥法的直接目的.因而,确立政治价值,引导政治评价,是传统谥法的基本政治功能.

四、引导政治评价

根据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来确立社会的核心价值,围绕核心价值建立一系列的政治标准,以此

评估官员和民众的政治行为,考核政府官员的绩效,表彰和奖励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优秀模范人物,
是国家的重要政治功能.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巩固业已取得的国家政权,引导社会政

治发展的方向,凝聚官员和民众的政治共识,势必会逐渐建立起一套精致的政治评价体系.这套政

治评价体系一般由以下要素组成:理想的政治价值或政治目标;基于这些核心价值或理想目标的政

治伦理和行为准则;严格和完备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机制;充分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评价主体;基于评

价效果的奖励和惩罚制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虽然王朝更迭频繁,但
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结构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专制主义和官本主义是贯穿中国数千年政治生活

的本质特征.造成中国传统政治超稳定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拥有一套十分完备的政治评价体

系.按照儒家思想发展起来的这套政治评价制度,不仅对官员生前的业绩和行为进行考核测评,而
且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政治精英,还要按照谥法盖棺论定,对其死后的荣辱作出官方的裁决.

谥法在所谓“劝善惩恶”的中国传统政治评价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功用.“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
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畏罪.忠臣义士虽受屈于生前,死获美名;乱臣贼子虽窃位于

当时,殁加恶谥者,所以惩暴戾,垂沮劝.”①比起其他政治评价制度,谥法制度更具有全面性、代表性、
权威性和持久性.谥法是对受谥者一生的行为和事迹进行全面的审核,是真正的“盖棺论定”,比生

前的考核评估更加全面和客观.并非所有达官贵人都能受谥,谥号只授予那些最重要的少数政治精

英.有人统计,从西汉至清末的二千多年间,历代宗室和百官得谥者仅１０４７３人,且仅明清两代就占

５９３５人②.完全可以说,获谥者是传统中国的代表性政治精英.王公大臣的谥号由朝廷内设的专门

机构草拟,皇帝最后裁定,并由专门的职司机构按照正式程序颁行,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只要王朝不

灭亡,官员的谥号便一直有效;而且即使王朝灭亡,新王朝通常也承认前朝官员的谥号,因此,对死人

评价的效用,比对活人的评价更为持久.关于谥法“扬善惩恶”的特殊功用,北宋的程颐有清晰的认

识:“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于大治者,无他术,善恶明而劝惩之道至焉尔.劝得其道而天下乐

为善,惩得其道而天下惧为恶,二者为政之大权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于谥法.何则?
刑罚虽严,可警于一时;爵赏虽重,不及于后世.惟美恶之谥一定,则荣辱之名不朽矣.故历代圣君

贤相,莫不持此以励世风.”③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那么谥法本身即是这种超稳定结构的制度载体之一.
据统计,从西周谥法形成至清朝谥法消亡的近二千五百年中,用以给帝王和大臣作为谥号的谥字,总
共大约四百字,而其中的核心谥字,基本上沿袭«逸周书»的“谥法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核心

谥字体现了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谥法欲达到的“惩恶劝善”之“善”与“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

括了社会的公共伦理,但根本上体现的则是整个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皇朝可以姓刘、姓李、姓赵、
姓朱,但忠诚、孝悌、奉献、安定、勇敢、恭顺、敬畏、贞烈等儒家所大力倡导的价值,却是所有专制政权

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集中体现这些核心价值的谥字,如“文”“武”“忠”“孝”“公”“平”“正”“仁”“定”
“康”“贞”等,便成为历朝的“上谥”之字.反之,贪婪、叛逆、暴虐、不忠、不孝、贪污、违法等行为,则集

中体现为“厉”“戾”“丑”“幽”“炀”和“缪”等所谓的“恶谥”之字,以示统治者对这些行为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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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
其中,“忠”“孝”“文”“武”四字,是历朝最重视的美谥,也是王公大臣们梦寐以求的谥号.这四个

上谥之字也最集中地体现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典型地反映了历代王朝的政治追求.我们仅以这

四个谥字为例,检视中国传统的政治评价体系所要追求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核心政治价值.
“忠”字的典型谥解有:“危身奉上曰忠”,“虑国忘家曰忠”,“危身利国曰忠”,“事君尽节曰忠”,

“推贤尽诚曰忠”,“临患不反曰忠”,“以孝事君曰忠”,“死为社稷曰忠”,“杀身报国曰忠”等.不难发

现,“忠”在传统社会主要意味着臣民对君王的绝对忠诚.无论是“忠君爱国”还是“尽忠报国”,其前

提是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所谓绝对忠诚,即是要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必要时直至牺牲自己

的生命.这样的一种忠诚当然是统治者最希望得到的,因此也成为最受推崇的美谥,颁授给那些最

受朝廷和君主宠信的大臣.在明朝洪武至崇祯年间,共有８７１人得谥,其中得“忠”谥者１２１人.根

据专家的分析,这些得“忠”谥者,多半是由于在战场上“死战”而获得军功,包括杀身成仁、献身生命;
或是出于对皇帝的忠心,为了朝廷的根本利益而进行“死谏”.“赞襄军务,以至殁于战阵,敢于谏诤,
甚至不惜以死感动君心,构成官员获‘忠’谥的最主要缘由,亦为‘忠’的主要表现形式.”①

“孝”字的典型谥解有:“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
“大虑行节曰孝”,“从命不违曰孝”,“慈爱忘劳曰孝”,“继志成事曰孝”,“志不忘亲曰孝”,“敬慎所安

曰孝”等.按照上述谥解,“孝”所强调的是对祖先的敬畏、对长辈的服从和对先辈事业的传承.在宗

法社会,这样的“孝”,实际上是维持等级秩序和家族内部和睦所不可缺少的伦理规范,因而被称之为

“礼之始”和“仁之本”.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尊尊亲亲”的孝道,对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尤其重要.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孟子告子下»)由于“孝”对于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具有如此

的重要性,它便成为历朝统治者优先倡导的核心价值,也是谥号中的上上之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

帝王之孝,关系到皇家的继体守文,是维护等级秩序的关键所在.“天子之孝,贵于安宗庙,足万

人.”②因此,帝王死后的谥号中多半会有“孝”字.汉唐两朝,流行所谓的“孝治天下”,“孝”谥几乎是

帝王死后的通谥.“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③

“文”字的典型谥解有:“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
“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能定典礼曰文”,“施而中礼曰文”,“经邦定誉曰文”,“修德来远

曰文”,“刚柔相济曰文”,“化成天下曰文”,“德美才秀曰文”等.综合各种“文”的谥解可见,“文”主要

指道德品质高尚,知识学问渊博,善于经邦济世,这样的“文”显然是统治者治国理政所急需之才质.
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于那些为治邦安国做出重大贡献、品行端正、声誉良好的大臣,照例会谥之以

“文”.反之,凡是得到“文”谥的王公大臣,则被后人认为其品行和贡献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认可,从而

受到广泛的崇敬.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和国泰民安的朝代,“文”字谥往往成为王公大臣追求的最高

荣誉.明朝正德以后,得“文”谥者须是进士出身,“文”谥便更是弥足珍贵.据说,左宗棠原是举人出

身,担心死后得不到“文”谥,在新疆指挥战争时突然禀呈皇帝,要求辞职赴京参加会试.皇帝大惊,
急忙召集廷议,决定特赐他“进士”出身,左宗棠去世后如愿获得“文襄”谥号④.在“文”字开头的谥号

中,又以“文正”为第一谥.司马光曾说,“文正”两字,是“谥之至美,无以复加”⑤.此后便有所谓“谥
之美者,极于‘文正’”一说.据统计,有清一代二百多年,只有八位大臣得“文正”谥号.

“武”字谥的典型谥解有:“刚强理直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威强恢远曰武”,“帅
众以顺曰武”,“保大定功曰武”,“折冲御侮曰武”,“除乱靖难曰武”,“肃将天威曰武”,“辟土拓境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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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和众曰武”,“克有天下曰武”,“恤民除害曰武”,“赴敌无避曰武”.从上述谥解可以看出,“武”主要

指在夺取政权、抵御外敌、平定内乱、维护政权等方面功勋卓著.显而易见,对于统治阶层来说,这样的

“武”是夺取和巩固王朝权力,维护社会稳定和等级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对于武将来说,死后能得一“武”
谥,不啻是最高的赞誉了.尤其在战争和动乱年代,“武”谥甚至比“文”谥更受重视.得“武”谥者,多为

在战争中有显赫军功的高官将帅.战争毕竟不是历史的常态,而且统治者在“马背上得天下”后,更重要

的是居庙堂而治天下.因而,相比“文”字谥而言,得“武”字谥者要少得多.例如,有人对宋代获谥的

８５６名大臣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获“文”谥者２４４人,占２８．５％;得“武”谥者３６人,仅为４．２％.历朝得

“武”谥的平均数是５．９２％,宋朝获“武”谥者更少,可见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①.
运用谥法来引导社会的政治评价,在所谓“特谥”制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受谥的资格历朝都有

严格的规定,一般官员和普通平民死后通常没有谥号.但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朝廷为了表彰有

突出贡献的人物,会打破谥法常规,给予死者谥号.有清一代,唯一品以上大臣方有资格得谥,“定例

一品官以上应否予谥,请旨定夺.二品以下无谥,其有予谥者,系奉特旨,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
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②.特谥通常授予那些为国捐躯、建立奇功的臣民,以鼓励人

们为朝廷和帝王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特谥最能集中体现“王朝利用谥法倡导某种价值取向的特

点”.例如,嘉庆十八年,因镇压李文成、林清起义而死难,九品巡检刘斌得谥:“贼夺门入城,公居典

史署,闻变,持械出,巷战殉难.事闻,赠知县,谥忠义.”又如,七品知县承顺,因镇压西北少数民族起

义而死,“光绪初元,陕甘总督左宗棠覆奏,谓:‘承顺死节奇伟,一时仅见.纲常名义,不因品秩等差

而别,则表扬较名位尊显为尤亟.请官为建祠,并予谥法,以励人心’.疏上,允之,谥勤愍”③.
特谥制度并非清朝专有,历代都有这样那样的特谥或专谥,它最明显地反映了王朝的统治者们

欲追求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塑造什么样的政治典范,以及确立什么样的政治评价标准.它最为鼓励

者,就是那种为了君主和皇朝的利益而奋不顾身、杀身成仁的典型事迹和模范人物.它最为倡导的,
就是对专制君主和皇家朝廷的无私奉献和绝对忠诚.从中我们也更容易看到,谥法虽然是关于死人

身后的名誉制度,实质上却完全是为活人服务的.

五、“死人政治”还是“活人政治”

在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政治权力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权力无处不

在.与此相适应,在传统政治条件下,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边界也模糊不清.对于朝廷官员而言,
几乎不存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对于少数政治权贵来说,甚至连死后的殡葬礼仪和荣誉称号也要受到

制度的严格约束.在全社会高度政治化的传统中国,活人有活人的政治,死人则有死人的政治.但

是,归根结底,死人政治是为活人政治服务的.那么,谥法这种关于死人的荣誉称号制度,是怎样为

活人政治服务的呢? 除了前述强化等级特权、制造政治合法性和引导政治评价外,它还更直接地体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活人控制着死人的名誉权;谥号背后蕴藏着现实的政治利益.
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人,无一不生活在社会之中,离开了社会任何个人都无法生存.唯其如此,

马克思才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对于个人的行为、品行、业绩和贡

献,社会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在传统中国,国家不仅牢牢控制着官员的评价权,而且连其身

后的荣辱,也由国家来定夺.中国古代一直有“私谥”的说法,所谓“私谥”,即是民间社会在官员和其

他人物死后所给予的“谥号”.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评价,其真实性往往高于官方的评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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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便弃官回家.其高风亮节为

世人称道.陶渊明死后,其生前好友颜延之特地为他作了一篇悼文«陶征士诔»,内称“夫实以诔华,
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筭焉! 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

好友,宜谥曰靖节征士”,私自给了陶渊明一个“靖节征士”的谥号①.但这样的“私谥”既不为朝廷允

许,更不为朝廷鼓励,也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相反,朝廷拥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以保证“官
谥”在“死人政治”话语权中的主导地位.

话语权是重要的政治权力,控制话语权是政治统治的常用手段,在专制政治下尤其重要.控制

话语权一方面可以营造有利于现存政权的舆论氛围,教育和引导民众自觉接受统治阶级的核心政治

价值,从而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不利于统治阶级的言论和思想的流传,将对立的

和不同的政治意见消灭于萌芽状态.控制话语权需要“堵”和“疏”两方面的结合,高明的统治者往往

以疏为主.传统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及其思想家特别重视对话语权的控制和对舆论的引导,并且有十

分丰富的经验.«国语»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

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②这段话的重点决非鼓励民众的言论自由,而是强调民众的言论极其可怕,要
像防止决堤那样极端重视“防民之口”.要有效地“防民之口”,不能简单地采取封堵的办法,而应通过疏

导的方式进行引领和调控.疏导和引领舆论和民意,是控制话语权的一种高明手段,谥法就是中国古

代统治者控制话语权的一个成功典范.谥法有一套极其完备的制度和程序,包括得谥的资格和标准,
以及请谥、议谥、颁谥的程序,将“堵”和“疏”很好地结合起来,最终实现了朝廷对话语权的有效控制.

从“疏”的角度看,谥法给人一种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和劝善惩恶的印象.在拥有得谥资格的达

官贵人死后,死者的同事、亲属和门生,或者朝廷职能部门,要给死者做一个“行状”,包括死者的生平

事迹、突出政绩、个性特征和主要贡献等,为给予适当的谥号做前期准备.从理论上说,“行状”是受

谥者的功绩和依据,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个人一生的总结和鉴定,依据这份“行状”给予相应的谥

号,就给人一种公正评价的感觉.“行状”提交给朝廷并获得皇帝认可后,就进入“议谥”程序.议谥

就是根据死者的“行状”,提出给予何种“谥号”的建议.议谥是确定死者谥号的关键环节,通常由内

阁承担此职,由丞相亲自负责.议谥时会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包括对死者生前有不同意见者的意见,
然后给出三至五个不同的谥号,供皇帝选定.这样的议谥过程给人一种严肃、开明和包容的印象.
从“堵”的方面看,谥法十分成功地将话语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权和皇帝手中.即使按照谥法有资格

得谥的官员,究竟能否获得谥号,取决于皇帝是否认可.百官在死后正式进入“议谥”程序前,首先要

经过“请谥”的环节,即有司根据谥法,在王公大臣死后请示皇帝给予谥号.只有获得皇帝同意后,方
可进行正常的议谥.内阁大臣负责议谥,但他们并无决定权,只能提出授予何种谥号的建议.文武

百官是否得谥,以及获得何种谥号,决定权始终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中,从而堵塞了民间的话语权.
我们之所以说,谥法是中国专制王朝通过“堵”和“疏”相结合的方式引导政治评价的典范,除了

朝廷始终掌控评价政治精英的话语权,成功地做到了“防民之口”外,还体现在成功地将“忠诚”“奉
献”“顺从”等统治阶级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标准,内化为臣民自觉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追求.谥法和谥

号作为传统中国最高的国家荣典,对社会各个阶层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

用.可以说,谥法作为传统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良佳的谥号代表着身后的不朽美名,几乎成了达官贵人的共识.“谥非但以荣死者,亦所以激生者

矣.”无数的文武官员为了身后留下不朽的名声,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自己的一切无私

地奉献给了朝廷国家,历朝历代涌现出了众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谥号作为荣誉和地位的象征,
既成为激励权贵们忠君报国的动力,也成为他们不择手段地极力获取的标的.据说,明朝天顺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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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生命垂危之际,还在为身后之谥焦虑,当他听到好友、大学士杨一清安慰他“国
朝以来,文臣未有谥文正者,如有不讳,请以谥公”时,感激涕零,竟向杨“顿首称谢”.最终,李东阳如

愿以偿,“卒后,果谥文正”①.
谥法与其说是死人的政治,还不如说是活人的政治,这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议谥”、“驳议”、“论

枉”、“追谥”、“改谥”和“夺谥”之中.如前述,“议谥”就是职能部门审议和商定给予死去官员以什么

样的谥号,以供皇帝选择.“驳议”即是朝廷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对给定的谥号提出不同意见,直接向

皇帝建设给予某人以另外的谥号.“论枉”则是受谥者的亲属好友认为原定的谥号对死者不公,从而

不予接受,提出申诉要求改变谥号.“追谥”就是对很久以前死去的人追加谥号,包括对前朝人员的

追谥.“改谥”即是对已经授予某人的谥号进行更改,由皇帝赐以另外的谥号.“夺谥”即是在给予某

人谥号后,由朝廷削夺其谥号.历朝历代充满着围绕谥号所发生的各种争斗,上述所有这些环节几

乎都成了争夺权力、交换利益、贪赃枉法、尔虞我诈、陷害政敌、徇私舞弊、公报私仇和结党营私的工

具.每一个“夺谥”和“改谥”的故事背后,无不是活人之间残酷的宫廷争斗和丑陋的利益争夺.例

如,清王朝对和硕端重亲王博洛、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沈德潜、云贵总督卞三元、左都御史揆叙等人的

夺谥,以及对睿亲王多尔衮和大学士翁同龢的追谥,无不说明谥法是“王朝政治统治的工具”,死人的

谥号之争活生生地体现了“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②.对于一些腐败官员来说,谥号也成为钱权交易

的工具.一些负责考功、行状和拟谥的官员在收到贿赂后,便可随意夸大死者的功绩,从而给以美

谥.这在宋朝时便成了官场的潜规则.宋敏求说:“国朝以来,博士为谥,考功覆之,皆得濡润.庆历

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谥加于人,以利濡润,有同纳赂.”③在纲纪废弛、昏君当政、奸臣当道的时期,谥号

甚至可以成为公开变相出卖的商品.例如,“奸相严嵩父子把持朝政２０年,竟公开卖谥鬻号,只要不

是皇帝指定之谥,其他人唯有贿赂才能得到谥号,不给贿赂即使应得谥者也不能得到谥号.送礼的

数字越大,越可能得到上谥”④.
总而言之,谥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政治典制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制度设计.谥法

制度所倡导对身后名节的珍视,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谥法所弘扬的

“劝善惩恶”精神,对激励人们无私奉献、尽忠报国、舍生取义等曾经起过极大的积极作用.但谥法作

为中国传统官本主义的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为以皇帝为代表的特权阶级的专制

统治服务的工具,它履行着强化等级特权、制造政治合法性和引导政治评价的功能.谥法虽然是一

种关于人死后名誉称号的制度,是对死者的盖棺定论,但这种关于“死人的政治”的每一环节,无不体

现着现实的政治需要和生者的权力争斗,它实质上是一种“活人的政治”.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容,谥法对今天的现实社会生活仍然有着某种潜在的影响.努力消除谥法制度强化等

级特权的消极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光大其惩恶扬善的积极作用,建立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

应的现代国家荣誉体系,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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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权与教权之间

———论欧洲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及其体系

顾 銮 斋

摘　要:中古后期,基督教教会学者接受了古典时代和中古前期的思想遗产,在阐释和创新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理论.这些理论从珍重生命起始,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为起点,由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

权利立论,经“同意”或“共同同意”的路径,推至两个并立的权力顶端,形成了堪称完整的逻辑体系,在实践

中形成了对王权和教权的限制与约束.会议至上主义运动是教会学者政治理论发展的产物,它限制了教

权的集中,阻止了教皇专制主义的形成,但传统学术关于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定论和教皇专制主义的定

性,都缺乏客观依据,有失公允.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实践,对后来的英国革

命、欧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欧美近现代政治体制,也产生了重

要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教会学者;王权;教权;会议至上主义;教皇专制主义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０４

中古后期,基督教教会学者立足教会和国家的政治现实,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理

论,取得了重要成果.笔者考察后发现,这些理论虽参差不齐,多有瑕疵和缺陷,一经收拢聚合,却也

互济互补,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一体系由珍重生命起始,以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

立论,经“同意”或“共同同意”的路径,推至两个并立的权力顶端,形成了对王权和教权的限制与约

束.体系的形成,使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贯彻,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强大的合

力,克服了重重险阻,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拟对这些理论及其体系作一概要的探讨,主要考察和分

析这些理论的指向、目标、制度设计以及体系的构架、层次、实践与历史影响,以获得一个整体的概

念,同时也就学术界讨论多年、似已形成定论的几个问题如会议至上主义运动、教皇专制主义提出管

见.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客观认识教会学者的理论和体系,公正评价中世纪基督教在人类文明史

上的历史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一、立论的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原典是以人为中心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的呵护和珍重.基督教认

为,人是上帝的造物,生命应该而且必须得到珍重.但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要经历太多的磨

难,灾荒、战争、疾患等如影随形,无时不在发生,伤残甚至吞噬人的生命,这使人的生存环境变得异

　

作者简介:顾銮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欧洲中古文明的宪政精神研究”(１３ASS００３)的阶段性成果,也是

提交第２２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２０１５年８月)宣读的论文,原为英文稿,形成中文时有增删修改.本文讨论的历史时

段为中古后期,按学界习惯,是指１１、１２世纪到１５００年间的历史.



常险峻.但是天灾自不必虑,因为那是上帝的安排;人祸则另当别论,特别是常态之下的人祸,当需

要认真思考和谨慎应对.那么,什么是人祸? 在教会神学家、思想家、法学家的语境里,当首推暴政、
恶政与苛政.塞里斯伯里的约翰之所以提出“诛杀暴君”的理论,正是因为暴君实行暴政,压制自由,
侵犯了人的权利①.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暴君政治是最坏的政体”,因为“它专门追求个人欲望”,
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②.所谓公共利益,乃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将公共利益予以分解,便析出个人

利益.而且,暴政、恶政和苛政具有常态、持续的特点,因为暴君的统治常常数以年计,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讲,较天灾更加可怕,为害更加深重.显然,无论是暴政、恶政还是苛政,都是由权力造成的,都
是权力行使的结果,所以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力,这就需要赋予生命以权利.这样的设计,不仅可能将

人祸降到最低,还可以避免潜在的暴政和苛政的发生,而且使权力生出善政,使善政成为常态.而要

实现珍重生命的目标,就必须与权力和政治发生交集,这反映了教会学者敏锐的权利意识.正是在

这种意识的引导下,教会学者接受了古希腊罗马自然法的思想遗产,并在中古后期进行了新的阐释.
这些阐释虽存在不同意见③,但无不认为自然法中蕴涵着“自然权利”,圣方济各会士甚至认为,自然

法不过是自然权利的总和④.

１２、１３世纪,基督教教会已经形成了权利语境,并由此创建了权利话语系统⑤.这一系统根植于

西欧社会现实,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层面关于权利的宣称和争夺,具有客观

实在的性质.可以说,社会的每个群体、每个阶层都形成了各自的权利语境.教权与王权的争夺打

压由来已久,格里高利七世和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授职权之争引发了教权与皇权长达百余

年的斗争.在高端权力之下,教俗封建主群体也一直在宣称他们对租税、劳役、司法、审判、话语等的

权利;主教和男爵则通过权利对抗国王.在社会下层,教士们以自己的权利对抗主教;即使是农奴,
也纷纷设法通过迁徙在城市获得立身之地,或从领主那里获得自由权利.与此同时,一些共同体如

行会、大学、兄弟会、修道院等,也竞相为权利而奋争.这些共同体虽表现为集体的形式,实则为各个

体权利的集合,是由一致、相近的个体的利益或意见汇集而成的集体的力量,是个体权利宣称的另一

种形式.所以蒂尔尼说,他在这种关系中发现了人的“自我意识”,认为１２世纪的文明已经呈现出对

个人主义的重视.彼得阿贝拉尔即这样教育众人:行动的道德价值完全由个体的意图所决定⑥.
其实,重视个人权益并非１２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在赋税征收过程中,个人意见似乎早就受到重视,发
挥重要作用,所谓“多数人的同意不能约束少数人,出席者的同意不能约束缺席者”⑦的征收原则,正
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只是还没有进入教会学者的视野,引起他们的注意和思考.

约从１２世纪开始,教会学者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层面各群体的权利斗争作出了反应,并适

时地进行了记录、讨论、著述和汇编,这形成了自然权利语境的另一部分,可称为文本话语.这一时

期,上自教皇,下至普通教士,很多教会人员都发表了著述或提出了见解.１１４０年,格拉提安(格兰

西)编订了«教会法汇编»⑧,对个人意愿、个人同意等个人权利的重要内容给予关注.而早在１１４０年

之前,这些法令实际上已经开始得到收集和编订⑨,权力和权利(jusandpotestas)问题的讨论,也频

频见诸教会法论文,格拉提安不过是继续了前人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思考将这些编订进行选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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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评注.«教会法汇编»第１章第２３条即收录了教皇的选举法,提到了选举权(therightofthe
powertoelect)问题.格拉提安的评注,试图为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存在和解读寻找证据,表述中虽

不无前后矛盾之处,但他的目的和精神显示了他对权利的敏锐与执著.随着«教会法汇编»的释读和

传播,格拉提安的评注逐渐渗透到基督教神学的许多领域,并借助教会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教会法

汇编»面世后,引起了教会神学家和法学家的高度关注,于是,权利话语又进一步形成了两个部分.
一是教会神学家、法学家对«教会法汇编»的评注.由于晦涩难解且常常一词多意,一些教会法学家

在格拉提安的文本中发现了这些自然权利概念使用的前后不一或矛盾,有的在推测为什么会出现这

些矛盾,有的则将iusnatuarle的含义列为表格,以便评注.斯特凡努斯发现了五种含义,一位英国

教会法学家则发现了九种.但显然,教会法学家在评注他的汇编时一般认为这个词是指一种主体权

利(subjectiverights).一是教会学者围绕权力、权利、道德、理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讨

论于１１６０年由路法努斯发端,后来,多佛尔的奥多、比西尼亚诺的西蒙、西卡多、利卡多、阿兰努斯、
安格利库斯、胡古西奥、约翰邓斯司格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奥坎姆的威廉、格尔森等大批教

会学者都参与了讨论,而且直接影响了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由此形成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话语

系统.
教会学者的权利意识无疑是强烈而敏锐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论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只

要有一定的东方文化背景,对这种意识和价值就不难感受和认识.如果情况相反,则无妨将视界放

宽些,将目光聚焦东方宗教和教职人员的语境,或审视教俗知识精英的文化活动,那时你就会觉得,
这种权利意识和理论价值在人类文明史上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并不多见.

综合有关论述可见,自然权利也称个人权利(individualrights)或主体权利,具有与生俱来、人皆

有之、不可剥夺的特点,而无论肤色、信仰、贫富、高下、贵贱等方面存在多大不同或差距.许多教会

神学家和法学家甚至提出了穷人的自然权利的命题(therightsofthePoor),认为这种权利可以用生

存权来概括(subsistencerights)①.这样,自然权利可大体包括:财产权、自卫权、婚姻权、选举权(the
rightsofconsenttogovernment)、信仰权(rightsofinfidels)等②.

随着教会学者对自然法认识和思考的深入,特别是在自然法以自然权利作为基本内涵之后,所
谓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也就成为教会学者政治理论建构的起点和基石.

二、理论的建构

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无疑表达了作为生命的人的最基本的诉求,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方式或途径

实现这种诉求,以使生命获得适宜的生存环境.教会学者给出了答案,这就是“同意”的表达.因为

按人的基本权利的概念,涉及作为个体的人的基本权利的事务需要当事人直接介入,这样才能反映

当事人的意见或意志.
这种同意原为古典文化、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共有的现象,是构成西方传统文化的要素,

很早就有表现.例如,在古代雅典,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民主政治成熟时期伯里克利时代的

官职任免,都是通过投票或抽签进行的.在罗马共和时代,“同意”的表达同样表现为选票或其他票

类的投出.公民会议无论立法、司法、选举等,不同会议有不同投票方法,但都以多数票决出各单位

意见并宣布投票结果③.所以,查士丁尼法典有这样的条文:“涉及众人之事应由众人决断.”④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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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曼人的部落里,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也盛行以同意的方式议决部落大事.塔西佗就记录了公元１
世纪末日耳曼人“同意”的活动状况:“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人民

虽有最后议决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①在基督教系统,教会管理人员也都经选举产

生.«圣经新约»关于七人委员会管理教会的记录,一般视为教会选举的肇始②.到了３世纪,主教

选举形成了固定的程序③:先由本教区神职人员主要是教会长老推荐人选,然后征求邻近教区主教的

同意,继而组织全体教职人员和信众选举,经一致同意后推出当选人.选举仪式结束后,再由主教或

主教小组主持确认仪式(或称派立礼Confirmation),授予主教职责④.后来,教会建立了主教等级制

度,设立了宗主教、大主教、主教诸等级,并相应配置了选举程序.
既已有“同意”的表达,教会学者的理论创新或升华表现在哪里? 这些同意与１２世纪以后的同

意又有哪些不同? 在笔者看来,古典文化、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早期文化中的“同意”,还主要表现为

一种具体的操作活动,因而,上述记录所反映的只是素朴的原生态特征,还停留在习俗的层面而未进

入学理.或者说,作为一个意涵隽永的政治词汇,还几乎没有从具体的表决过程中剥离出来.古典

文化中虽已有自然法的概念,也偶见自然权利的提法,但这些都还十分空洞、粗疏,特别是自然权利,
几乎是一个空壳,是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理论建设,填充了这个空壳,赋予了相应的内涵.而无论作

为遗产还是作为现实,这些原生态的“同意”只有获得了学术的设计和引导方能健康成长,结出硕果.
这正是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使命.

教会学者的自然权利将人的基本权利作了最低限度的界定,即作为个体的人至少应享有这些权

利.人们需要选举权、需要信仰权,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人们需要吃饭壮体,需要穿衣御寒.没有

这些权利,前面的权利再好也都是空洞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又提出了穷人的基本权利的

命题.遗憾的是,这些在古典文化、日耳曼文化和早期基督教文化中都没有触及,斯多葛派哲学家在

意识到人的平等问题后就止步了.而如果仅仅有同意的形式而缺乏应有的内涵,所谓同意,也可能

走向机械的、只有形体而无灵魂的同意.在学术界,这种同意已经饱受争议和诟病,因为它可以在专

制政体下出没,为政客和暴君所操纵,成为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变成政治打手,遏制甚至窒息民意.
不仅如此,“同意者”虽然表达了“同意”,却未必能表达本人的意愿和基本权利的诉求.这样,所谓民

主的成长与发展,也就难免演为悲剧.由此可见,权利意识的敏锐和感知的准确是多么重要,自然权

利的理论建设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意识和准确的感知为前提.
此外,１２世纪的教会学者还意识到了古典文化、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三者之间的共性,即

发现了三种文化都使用“同意”的方式,且同时发现了这种同意之于个人权利诉求的重要价值,以及

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此,他们开始更多地思考和讨论“同意”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同意在教会事

务、世俗事务和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教会学者思考、研究的结果,英诺森三世(１１６０
１２１６,１１９８ １２１６年在位)在他编订的教令集中专门强调了“同意”的重要性.关于乡村教堂堂长的

产生,教令规定,“依据帝国法律的权威,涉及众人之事应由众人决断;因此,既然乡村教堂堂长是对

公众行使他的权能,那么,他的选举和罢免应该征得公众的共同同意”⑤.乡村教堂堂长的人选由主

教和副主教的共同同意来确定曾是堂长产生的重要方法,但随着自然法、自然权利等观念的深入人

心,这种方法渐为信众的同意所取代,而信众的同意也就成为基层教职产生的日益普遍的做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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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诺森三世以教令的形式强调了公众同意的重要性.此外,罗马法在教会法中居于崇高地位,所
以教令也特别引用了罗马法律原则,突出“涉及众人之事应由众人决断”的格言,借以强调同意的重

要性①.
检索教会史可见,从这时起一直到１４、１５世纪,关于“同意”的讨论显著增多,这显然与教会学者

对权利认识、思考和研究的深入有关,反映权利学术研究的新趋势.有些学者的思考甚至更加细致

具体,以至触及了“同意的范围”问题.这里之所以将相关研究概括为“同意的范围”,是因为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有些事项的表决可以在几个或多个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会议中进行.一个涉及全

民利益的事项如果仅由几个人表决,那么,这是一种寡头政治;同样的事项如果交由贵族表决,则是

一种贵族政治.规模和层次的不同可以反映权利诉求的程度,表决的结果也通常因程度的不同而出

现差异,这决定了范围选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了充分挖掘同意的资源和价值,教会学者注意了

同意范围的选择问题.因为仅有公众的同意是不够的,它可能只是在较低的程度上体现了民主的精

神,却没有将民主的资源和自然权利的价值充分表达出来.而选择的结果,是大多将这个范围扩大

化甚至最大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意识.英诺森三世的教令在强调同意的重要性

的同时,即将同意的范围最大化,所谓“征得公众的共同同意”,就是将乡村教堂堂长的选举最大化的

法律表达.
必须看到,英诺森三世的教令实际上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和要求.而这种趋势和要求的形成,主

要是由教会学者的思想意识和理论创新所致,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缺乏教会

学者的理论支持,或未经一定范围的同意,身为教皇的英诺森三世或许不会发布这种具有法律效力

的教令,因为那样就等于铤而走险,将自己置于广大教职人员特别是教会学者的对立面,这显然是教

皇所不为的.而我们之所以选取英诺森三世的教令集作为分析案例,是因为这样的材料能够反映基

督教会思想意识和政治理论演进的一般状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由于教令集编订的目的之一在于

规定下级或低级僧侣的纪律,普及率很高,以致英国许多主教教区逐字逐句辑录了这一教令②.
在赋税征收问题上,教会学者更强调“同意”及其范围选择的作用与意义.由于赋税征收问题的

关注度高且实践性强,关于征税“同意”的讨论便不限于文本层面,而是密切联系实际.１２２６年,教
皇和大主教同意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征税要求,建议英国教会授权国王征收动产税,税率为城市１/

１２,各郡为１/１５.由相关记录可知,此事曾提交全体分会成员会议表决,但因为“关涉所有兄弟的切

身利益,不经过他们(同意),分会不能给予回答”而未果.后来召集全体教士讨论此事,其中有２７人

曾在规定之日与会,他们一致认为,此事涉及对英国教会是否持有偏见的原则性问题,他们不敢单独

作出回答,要求各教堂委派代表集中议事,会同大主教制定决议,以保护教会利益.于是,教皇在圣

保罗教堂召集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副主教、合议庭和大教堂会所的代表等议事.会议通过了国

王的要求,但既不是１/１２,也不是１/１５,而是１/１６税,而且仅仅对领取薪俸的教士征收③.在这里,
“同意”得到了再三强调,同意的范围也几次做出调整,并付诸制税实践,使用了代表制原则.这一时

期,很多著述都强调了同意的重要性,并不同程度地强调或涉及了同意的范围,从而进一步反映了教

会学者权利意识的敏锐和理论创新的执着.
强调教会学者在继承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与创新,并非漠视古典文化、日耳曼人文化和早期基督

教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在这里,所谓创新,是指继承前提下的创新;而所谓继承,是指对三种文化遗

产的继承.没有继承,所谓创新是不可想象的.

５５在王权与教权之间———论欧洲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及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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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是人的权利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权利的体现.随着关于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长期而深入

的讨论,“同意”等概念便被赋予了自然权利的内涵,久之,这些内涵便进入了人的观念层面.这样,
如果说此前人们谈论的同意,还基本不存在自然权利或虽有存在但还很模糊,那么,现在只要提到这

些概念,就是蕴含着自然权利的概念,自然权利也就在人们的心理中浮现出来.这由教会学者政治

理论的影响所致,是历史的进步.
于是便可以认为,１１２２年«沃尔姆斯协议»关于主教和修道院长由选举产生的规定、１１３９年第二

次拉特兰会议关于将世俗势力逐出选举活动的主教选举法令(canonicalelection)的颁行、亚历山大

三世时期关于主教选举制度的确立①、经过１２世纪的文艺复兴已被教会法学家引入教会管理系统以

解释或定义主教与教会法之间的法律关系,支持教会中下层成员参与教会管理的«查士丁尼法典»中
的“quodomnestangit,abomnibusapprobetur”的条文等重要文件或规定中的“同意”,与１１、１２世

纪以前的“同意”已经不同,这就是包容了自然权利的内涵.
当赋以新的内涵并取得社会共识的“同意”由教会、社会和国家的最小单位同时启动并依托不同

层次的宗教、社会组织或国家政区逐级贯通扩展、形成序列的时候,“同意”的构架也就形成了,而作

为通达权力峰巅的介质的意义也由此得以凸显.同时,当这个“同意”的构架得到了教会、社会和国

家不同的、众多的法律文件的规定时,所谓“同意”,也就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同意”的表达,对权利诉求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助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宣扬与坚持.这种

宣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提升民众素质,抑制政治邪恶,巩固和扩大所享权利,
直接影响政治力量对比的格局,营造健康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政治环境,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使善政

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更重要的是,通过同意的表达,可以制约两个顶端权力,即王权和教权,减少

恶政,营造优良的生存环境.

三、王　权

在教会系统,教父、教皇、高级教职、后来的会议至上主义者、包括一些普通教士在内的教会学者

群体,都具有敏锐的理论意识,他们围绕权利的解读、讨论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蕴含着强烈的限制

王权的精神.
早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这种精神已在教父和教皇的书信、著述以及颁布的敕令中得到了反

映.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３３３或３３９ ３９７年)论证了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认为教会在宗教信仰问题

上拥有独立地位,在宗教司法事务上居于帝王之上,主教可以审判皇帝②.奥古斯丁(３５４ ４３０年)
著«上帝之城»一书,创建了著名的二元世界观,为教、俗二元权利结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③.教皇圣

基拉西乌斯一世(４９２ ４９６在位)更提出了“双剑理论”,在基督教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致东罗

马帝国皇帝的信中这样说:“尊敬的皇帝陛下,这个世界主要是用两把剑来统治的,这就是教士的神

权和王室的王权如果主教自己以极大的热忱承认皇位是通过神的安排而授予你的,并在有关公

共秩序的领域服从你的法律那么,我问你,你应该服从那些负责管理神圣而玄奥的事物的人

吗?”④学术界通常将这段话解释为教士与皇帝在治权问题上平分秋色,教会执宗教权力,皇帝执世俗

权力.但在笔者看来,这曲解了基拉西乌斯的原意.细读原文可见,基拉西乌斯的表述仍然隐含着

教会高于皇帝的主张,有绵里藏针的意味.因为教会从来都认为教士是上帝派往现世的代表,也只

有教士才能与上帝沟通.而且,所谓统治世俗之剑也是上帝通过教会授予皇帝的,正如帝王即位时

６５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WalterUllmann,theGrowthofPapalGovernmentintheMiddleAges(London:Methuemco．Ltd．,１９６２),２９８ ２９９．
彭小瑜:«教会法研究»,第１９６ １９７页.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张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J．H．Robinson,ReadingsinEuropeanHistory (Boston,１９０５),７２ ７３．



涂油加冕都必须通过教士一样.更重要的是,«圣经»所载犹太王扫罗、大卫、所罗门等都是由士师或

祭司主持涂油礼而登上王位的,特别是扫罗称王,撒母耳的涂油更具决定性意义.这些,对于身为教

皇以记诵、传播«圣经»为主业的基拉西乌斯来说早已烂熟于心,绝不会丧失立场表达不同意见.而

由于当时教会实力薄弱,在皇帝面前尚难以自立,教皇不得不采用这样的口气,看起来,似有韬光养

晦的意味.
教父、教皇理论中分权限权的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但受时代或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局限,这些理论

还只能致力于教会的独立或与国王的分权.这对后来教皇国的建立当然产生了影响,而且构成了后

世教会学者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并在教会史上居于隆崇地位.但是,它们却难以预测分权后王权

的走向,更不能超越时代制约分权后的王权.事实上,教皇与国王两分天下并不能避免国王可以在

世俗系统中走向集权甚至专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靠后世教会学者的理论研究、设计和

实践.这样,这一历史的使命也就必然地落到１２世纪之后的教会学者的肩上.

１２世纪中期以降,很多教会学者表达或阐述了限制王权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通过

同意的阶梯,直达俗权的顶端———现实的王权和政府.有经院学者主张,“王权不属于国王,因为只

有有了人民,才有他的存在”.邓斯司各特(约１２６５ １３０８)认为,正当的政治权威只有通过共同体

的共同同意和选举而获得.政治权威无论依存于个人,还是依存于共同体,都必须通过共同同意才

能证明是正当的①.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１２７５ １３４８)认为,由于好的政府都是对自愿者进行统治,
这种政府必须通过同意才能建立.统治者只有通过选举,而不是通过他的法律知识,慎思明辨,或过

人德行才能获得权力.奥卡姆的威廉(１２８７ １３４７)指出,合法政府必须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因为

人生而自由,而不是依附于其他任何人.共同体不可能将绝对权力授予统治者,因为它本身没有凌

驾于个人之上的绝对权力.赫尔维尤斯认为,人生而平等,所有合法政府都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

意的基础上.如果国王未经同意而据有政权,那么,他便是通过暴力而据有它.库撒的尼古拉斯

(１４０１ １４６４)接受了人生而平等的理论,认为除非经过自己的同意,人是不能服从政府的.每个政

府都要建立在个人同意和公民同意的基础上.正是由于人生而平等,政治权威未经他人选择和同意

是不能建立的,而基督教的本质恰恰在于排斥强权与专制.所以,同意意味着所有人是在圣灵指导

下取得了完全的一致.他把教会构想为一个自由社会,这个社会是经过它的成员的自愿同意而构成

的②.福蒂斯丘引圣托马斯的话说:“王乃是为了王国而立,而非王国为了王而立.”③庞奈特撰文强

调:“无论教皇、皇帝,还是国王,都不能不经同意做伤害人民的事情.”蒂尔尼概括说,当教会法学家

问管辖权从哪儿来时,他们的回答通常是“选举”.他们将“涉及众人之事应取得众人同意”的格言推

而广之,说“统治所有人的人应接受所有人的选择”,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选择或同意,他就不能成为

统治者.这些观点与近现代政治理论相比,已经没有多少不同了.
受这种强烈的分权限权理论的支配,在８世纪建立教皇国的基础上,１１、１２世纪的教会进一步扩

大它的范围.而受封建扩张的挤压,各国王权都受到严重削弱,法国王室领地甚至仅仅局促于“法兰

西岛”的一方之地.所以所谓封建,首先反映了王权衰微、私权林立、多元并存的社会现实.这为教

会学者以分权限权为重要内容的法权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极大便利.再看这时的教会势力,已经

几乎渗透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教堂已成为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圣经»原典和神学著述更

成为民众倚重的思想和精神支柱.高级教职如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等,构成了国家机构

７５在王权与教权之间———论欧洲中古后期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及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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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凭借作为教职身份的神学影响和崇高的文化地位,几乎垄断了宗教和文化活

动,大部分文化工作如法规制定和文书起草等,几乎都由他们负责.而在世俗系统,相应事务也都少

不了教职人员的参与,且因教会的行为在那时具有榜样的效应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样的历史、
文化背景中,西欧中古国家形成约束和限制王权的政治权力格局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这里,王权受

到严重限制,与东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政治制度内容庞杂,这里难以面面俱到,而仅将论

述的重点置于征税和立法两个方面,通过考察王权的地位和状况,来认识教会学者政治理论的构建

和效应.赋税是国王和国家事业的经济命脉,没有赋税,任何事业都将一无所成;而法律,是国家和

社会安定的工具,是王权实施和巩固统治的保障,也是测定王权性质的标尺,没有法律,社会和国家

就会陷入纷乱甚至走向解体.二者对于认识教会学者这种政治理论制约下的王权状况,显然具有重

要意义.
同东方国家一样,欧洲中古国家的赋税征收也依据一定的赋税理论,这种理论有层次之分,我们

将贯穿整个中古时代并反映这个时代赋税制度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的那个层次称为赋税基本理论.
从本质上说,赋税基本理论是西方传统文化的必然反映,但它是以教会学者为主体的时代精英顺应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勇于论争、勇于实践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说,赋税基本理

论也是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在赋税问题上的反映或表现.这种理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共同利

益、共同需要和共同同意①.各部分都包括“共同”一词,蕴含着征税者与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之间个

体、群体并立或分立的理念.比如一位伯爵、一位主教、一位国王都是一个个体,一个城市、一个行

会、一个修院都是一个群体.所谓“共同”,是指国王的征税要求代表了各个体、群体而不仅仅是国王

一己、几人或少数人的要求.在这里,相关个体和群体之间是一种分立的关系,而分立就意味着一定

的平等,由此决定了制税过程必然是一个提出要求,讨论协商,有时是讨价还价的过程.而征收与

否,最终取决于纳税人是否同意.
教俗封建主在赋税问题上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教会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和理论素养,具有表

达这一诉求的优越条件.世俗贵族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理论素养,他们的利益诉求更多表现为一

种本能的反应.但他们具有强烈的个人和民主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构成了利益诉求的内在动力,驱
使这种本能的反应必须化茧成蝶,上升为理论.而要上升为理论,就必须有知识阶层代为表达,或在

知识阶层的引领下进行表达.那么,世俗贵族是否需要教会学者为他们代言呢? 这取决于他们在赋

税问题上的诉求是否一致.教俗贵族本属于两个利益共同体,但在赋税征收以及与王权的关系等众

多问题上,他们的诉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在具体的征税过程中看得很清楚,因而决定了他们形成一

致或合作的可能.另一方面,教会学者主要从事宗教活动,居于社会上层,掌握话语权,自然为世俗

贵族所倚重;加之两者在与王权关系上的一致性,世俗贵族需要也希望教会学者将自己的诉求表达

出来.而对教会学者来说,要使教、俗贵族的利益诉求得到恰当的表达并取得理想的结果,必须在权

力执掌问题上寻求突破,这就将赋税问题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与国王分立、并立和对话的关

系,从而形成了征税活动所必须依据的赋税基本理论.
显然,赋税基本理论包含着一定的约束和限制王权的精神.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赋税征收的基

本依据,而西欧税收体制也就必然演变为一种蕴含着约束和限制王权的制度类型.在这种体制内,
一般来说,处于主导地位的不是王权,也不是税收官员,而是纳税人、纳税人代表以及由纳税人代表

组成的制税组织.在这里,税权独立于王权,与立法、司法等权能相连相济,彼此助力.然而,就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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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室而言,他们本不需要征税,因为很早就形成了“国王依靠他自己的收入生活”①的习惯和原则.
但为了国家,又不能不征税,而征税,就必须与相关方面协商,说明征税理由,征得纳税人同意.这里

包括多个层次,一是与不同级别和范围的制税组织协商,决定是否征收;一是与纳税人协商,明确能

否缴,缴什么,缴多少.而协商的层次越多,征税的难度就越大.久之,也就形成了“不经同意不纳

税”②的习俗或传统.由于征税涉及切身利益,纳税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税权,国王要求遭拒的

事情时有发生.在英国,托马斯曾公然宣布他的教堂领地将不付一便士的丹麦金,矛头直指无地王

约翰.杰佛里大主教曾于１２０１年和１２０７年,两次禁止王室官吏进入他的领地征收卡路卡奇③.北

方男爵更多次拒绝缴纳盾牌钱.亨利三世的征税要求曾连续九次遭到否决④.１３４８年第一次会议,
下院提交了６４个请愿书,因未得到满意答复,便拒绝了爱德华三世的征税要求⑤.

协商的结果,必然形成一定的组织,进而形成一定的制度.英法税收习惯曾以个人同意为其主

导形式,即同意的决定只约束表达同意的个人.后来,为了征得纳税人的共同同意,国王便不时在王

宫召见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久之,便催生了议会组织.在英国,议会形成后,开会的方式仍然保留

了议会形成之前的传统,贵族会议单独召开,城乡代表另外集会.后来,便形成了议会的上、下两院.
在法国,“美男子”腓力为了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民众支持,召集代表参加会议,“三级会议”由之产

生.同时期的尼德兰、伊比利亚半岛的卡斯特、阿拉冈等王国也各自形成了议会组织.至此,中世纪

的欧洲,也就大体完成了权力格局的议会化.
基于上述原因,教会学者,主要是高级教职,在议会活动中也居于主导地位.学术界在谈到议会

构成时通常将议会划分为若干等级,而无不将高级教士置于等级之首,这就肯定了教会学者或高级

教职的主导地位,也反映了封建等级关系的实际.因为如前所述,在国家事务的重大和众多场合,高
级教职也通常处于主导地位.１３２７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遭受罢免,罢免文件«斥国王书»即由温

彻斯特主教起草并宣读,然后经过议会全体人员同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罢免.«大宪章»等众

多的重要封建文件也都是由教会学者起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会学者或高级教职主要从事宗教

和文化事业,具有其他等级所不具备的素养与识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相关事务自然主要由他们

负责处理,并因此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为社会其他群体或等级所敬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

上,在议会形成很久以前,教会学者在宗教和国家事务中就已经发挥其主导作用.英国的贤人会议

如此,贵族会议如此,法、德等国家的同类政治组织也如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教会学者的政治理

论在具有民主诉求的其他等级或群体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我们通常说议会最初的职责主要是制税,即指讨论国王的征税要求,决定征税的相关事宜.英

国１２９５年会议召开的目的,即主要为了征收军费.而在爱德华一世统治的三十余年里,会议的召开

大都是为了征税.法国１３０２年召开三级会议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其后,王权虽然

走向强化,但关于征税问题,仍然必须通过召开三级会议予以解决.尼德兰三级会议的职责是审议

并批准政府的征税议案.卡斯特、阿拉冈、加泰罗尼亚以及统一后的西班牙王国,主要职责也是讨论

国王征税要求.后来,随着税收体制的演进,欧洲各国相继形成了代表制、补偿原则、分权制衡等政

治概念.这是一个环环相接的逻辑序列.议会的职责既然是讨论国王的征税要求,就必须有各等级

各群体特别是城市和乡村的代表参加.于是,代表制产生了.议会在讨论国王征税要求的同时,也
必然涉及战争、立法、司法等相关问题或事务,而且各等级各群体总要代表自己的等级或群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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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利益诉求.既然满足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王的要求,那么,国王也通常去满足或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他们的诉求,于是又形成了“补偿原则”①.在英国,补偿原则是指议会下院向国王提交请

愿书,国王接受这些请愿书并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给予一定的答复和解决.这就意味着如果国王不去

反映他们的诉求,或不履行补偿原则,下院对国王的要求就不予满足甚至予以拒绝.而对于予以同

意的请愿书,往往以法规的形式予以颁布,如在１３３９年会议上,下院提交了六份请愿书,爱德华三世

接受后于１３４０年议会召开时以四种法规的形式颁行全国,下院因此批准了国王的征税要求②.这就

扩大了下院的权力,由批准国王征税要求转向了立法和司法领域③.到１４世纪下半叶,议会获得了

立法权.在法兰西、卡斯特、阿拉冈、尼德兰,虽未见这样的表述,但补偿的事实大量存在.也正是由

于补偿原则的普遍存在,欧洲各国都形成了某一权力集体与国王分权并形成制衡的政治格局.例如

英国,随着两院制的形成,议会又先后获得了立法、司法等权力,并能弹劾国王、自行召开.只有法

国,出于“百年战争”期间组建和维持常备军的需要,三级会议将征税权无偿地授予了国王,因此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造成了深远的遗患④.即使如此,也不能形成王权可以撇开三级会议而单独征收赋税

的结论.在古典文化的基础上,经教会学者的引领,西欧封建社会自始即形成了强烈的法制意识.
人们认为,“法律造就了国王”,“国王必须服从法律”,“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⑤.而法律,是由国王和

教俗贵族共同制定的,这就意味着国王必须服从参与立法的诸阶级的意志.随着议会权力的进一步

扩展,立法权渐行突出,遂强化了约束王权的力量,限制了权力的集中,避免了专制政体的形成;同时

还促进了反暴君的思想理论的形成,这方面已有学者论及,此不赘述⑥.
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都对王权形成了分割和制约.国

王既缺乏充足的财政,又不能独自立法而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的政体便不同于专制政体,以“有限

君主制”称之,或许更符合历史实际.

四、教　权

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使作为异己的王权受到了约束.那么,在同一政治理论体系之下,作为一

己的教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在王权受到分权、约束的同时,教权却呈现出集中的趋势.格里高利七世(约１０２０ １０８５、１０７３

１０８５年在位)颁布«教皇敕令»时,教皇已经度过了韬光养晦的时代,敢于直面国王,甚至一决高下

了,这在«教皇敕令»中有明显的反映.敕令共２７款,以强势的姿态将教权置于王权之上,规定了教

皇至高无上的地位:第３条,只有教皇拥有罢黜和恢复主教职位的权利;第８条,只有教皇有权使用

帝王仪仗;第９条,所有君主应向教皇行吻足礼;第１２条,教皇有权废黜皇帝;第２２条,圣经可以证

明,罗马教会从未犯过错误,将来也永远不会犯错误;第２７条,教皇有权解除臣民对于统治者的宣誓

效忠⑦.敕令之外,格里高利七世更高调宣称,上帝最初是把教权和俗权都授予了教皇,后来,教皇又

把俗权委托给国王.但教皇还保有对世俗王国的整肃权,如果国王滥用权力,教皇有权对国王实施

罢免,收回王权⑧.主教授职权之争的结果,使格里高利七世控制了教会大权,教权遂呈集中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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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授职权之争之后,教权进一步趋于强化,英诺森三世一经即位,即开始频繁干预俗务.他在位１８
年,致函各国君主不下６０００件,许多函件都措词强硬,颐指气使,而各国君主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忍
气吞声,甚至屈尊依格里高利七世«教皇敕令»规定为他执蹬,行吻足礼.１１９８年即位伊始,英诺森

三世著«宇宙的创造者»一文,阐述了著名的“日月理论”.文曰:“宇宙的创造者在太空建立了两个巨

大的光体,较亮的一个掌管白昼,较暗的一个掌管黑夜.在被称为天堂的普世性教会的太空同样如

此,上帝设置了两个封号,较大的主管灵魂,较小的主管肉体,这两个尊号便是教皇的权威和国王的

权力.而且,月亮是从太阳那里获得光亮,无论大小、能量,还是地位、影响,相对于太阳都绝对等而

下之.同样,王权的威望也来自教皇的权威,因此,越是接近这个权威的球体,便越是暗淡无光;反
之,越是离远些,则越是明亮.”①这段文字将教权和王权分别比作太阳与月亮,通过形象的比喻将教

权置于王权之上,显示了两者之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预示了至少在他任内教权的强势与走向.
显然,从格里高利七世时期开始,教权已呈集中之势.英诺森三世任教皇之后,教权更是空前强

化,但这是否意味着教皇专制主义的形成? 从目前所见教会史著述可知,大多数的作者都作出了肯

定性回答.那么,这一观点的形成是依据各个不同时代的专制或专制主义的概念衡量的结果,还是

接受了中古教会学者现成的观点? 问题涉及教会学者的政治理论的评价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作出分

析和回答.
教皇的专权趋势使教会学者不得不从对王权的制约转而思考和讨论对教权的制约问题.而早

在主教授职权之争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在思考教会本身权力与控制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
以“同意”原则管理教会是上自教皇下至一般教士的共识,但在教皇一端,实际情况却并非完全如此,
他们好像总希望权力集中一些,特别是英诺森三世,一方面强调选举过程中“同意”的意义,另一方面

又集中权力,致使教权在他的统治期间得到了高度强化.这就必然从反面导致教会内部权利意识的

增强和反对教皇集权的力量的增长.主教授职权之争之后,德国大部分主教意识到他们“同意”的权

利遭到了践踏,因而奋力抨击教皇的集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厌恶像地方长官那样任人驱

使”②.这样,随着思考的深入和争论的进行,保障教会各阶层权利,限制教皇权威的思想逐渐明朗.
特别是经过英诺森三世的集权之后,教会学者更将注意力集中于教会最高权力和个体基本权利的界

定上,这与其说是他们对这些问题怀有浓厚的兴趣,不如说他们是以警惕的目光监视教皇的行为.
在宗教大会地位逐渐提升、教皇权力备受诟病的大背景下,欧洲诞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理论家,

他们竞相著书立说,矛头所向,直指教皇“专权”.在这些理论家中,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坎姆的

威廉可称典型代表,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创建的理论、设计的政治目标反映了大多数教会学者的

心声.他们将教皇斥为专制主义者,呼吁团结起来抑制教皇权力.马西利乌斯著«和平的保卫者»一
书宣称,教皇对权力的贪得无厌破坏了教会的和平.教会的精神领袖是基督,而不是教皇.奥坎姆

的威廉呼吁,教皇专权是基督教世界纷争的根源,只有抑制教皇的专权,才能够恢复教会的自由与和

平.他们提出了共同体权利、选举、立法等问题,并由理论探讨进入操作层面,提出了各自的政治设

计.马西利乌斯强调,“事关全民者,必经全民批准”,宗教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威,必须根据信众代表

的意志选举教皇,制定教会信条,颁行相关法令③.奥坎姆的威廉主张,真理和权威依存于教会或宗

教会议,宗教会议可以不经教皇同意而召开,有权对教皇的权力作出限定,对教皇的行为作出裁决.
他言辞犀利,惊世骇俗:如果教皇沦为异端,应该召开宗教大会,依据全体信徒的意愿,给教皇定罪④.
他们都涉及了教皇的选举问题,认为选举活动必须由信徒或他们的代表进行,由他们来决定教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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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制教皇权力.
这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受这场运动的影响,教会学者的权

利意识使得他们对时代思潮作出了敏锐的反应.于是,关于教权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开始出现世俗主

义和个人主义的趋势,这在两位理论家的政治设计中有明显的反映.而从现实出发,要想抑制教皇

权力,特别是要实现巩固和扩大个体权利的目标,仅凭教会人员的力量显然有些单薄,必须联合俗界

特别是王权.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两位理论家的设计都不仅考虑了俗权或政府的因素,而且

都将他们作为制约教权的重要力量.奥坎姆的威廉认为,男女信徒都可以被委任为教区代表,参加

主教会议或国王议会,相应选出宗教会议的代表①.神职人员只有与俗人联合,才能框定教皇权力,
将之置于公正的限度之内.马西利乌斯甚至坚持,只有世俗政府拥有立法和司法权,也只有世俗政

府才可以召集宗教会议②.
按照现在基督教思想史的写法,这些诞生于１４世纪上半叶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设计即将引领另

一场政治运动,这就是历时近百年的“会议至上主义”运动③.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指向基督教神

学、倡导思想解放,那么这场运动则是专门指向教会高层和教皇权力.两相比较,后者更有针对性,
更具杀伤力.１３７８年乌尔班六世(１３７８ １３８９年在位)被选为教皇后,教会内部纷争加剧,冲突迭

起,最终演变为三皇鼎立的对抗局面.有学者将这种混乱局面称为“教会的宪政危机”④.而学术界

一般也认为,正是这一事件标志了会议至上主义运动⑤的兴起.教会的分裂使教会学者进一步思考

教皇的权威问题,遂使宗教大会的地位高于教皇、教皇的权力必须受宗教大会的控制的思想趋于明

朗和成熟.而随着服膺这一思想的教士人数的增加,一个影响深远的教会思想家流派———会议至上

主义流派随之形成.他们将宗教会议置于教皇之上,认为,教会的统治权威必须依赖被统治者的同

意.而在经历了乌尔班六世和克勒门七世(１３７８ １３９４年在位)及其继任者的教会危机之后,宗教大

会又进而决定选举新的教皇,并相应确立了新的政治原则和目标:教会会议高于教皇权威,教皇不是

专制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宪政统治者⑥.概而言之,这种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目标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第一,教会的权力来源于教会共同体本身⑦;第二,宗教大会的权威高于教皇权威;第三,宗教大

会是教会的代议机构;第四,教皇不是专制统治者,而是宪政意义上的管理者,在宗教会议中只是一

名代表⑧;第五,会议有权罢免教皇,选举代表公意的教皇.显然,这些理论和目标已经完成了会议至

上主义运动的学术层面的论证和设计,标志着运动的初步成功.
随着运动的行进,这些理论和目标通过会议的形式得以诉诸实践.１５世纪前期,基督教世界先

后召开了三次宗教大会,分别为１４０９年比萨会议、１４１４ １４１８年康斯坦茨会议和１４３１ １４４９年巴

塞尔会议.这些大会是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召开的,其使命和宗旨也必然反映这些理论的精神.概

览三次会议的议题和内容,可以看出教会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
第一,坚持会议的代表性原则和与会代表的广泛性原则.会议代表来源于高级教职、教会学者

和俗界代表等多个方面.康斯坦茨会议包括５位宗主教、３３位枢机主教、４７位大主教、１４７位主教、

９３位副主教、１３２位男修道院院长、１５５位小修道院院长、２１７位神学博士、３６１位教会法和世俗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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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比萨会议规模虽小,却也包括了枢机主教、主教、各大修会会长、各大隐修院院长、神学博士、教
会法博士以及世俗君主代表①.这些原则特别是与会代表的广泛性原则,使教权的执掌和行使呈现

出新的日益广泛性趋势.
第二,罢免和选举教皇.一定范围的选举体制一直是教皇产生的基本制度,但这里所说的选举

是指对前任教皇实施罢免而引出的教皇选举.会议罢免了多位教皇并选举了新的教皇.比萨会议

罢免了格列高利十二世(１４０６ １４１５年在位)和本尼狄克十三世(１３９４ １４２２年在位),选米兰大主教

彼得费拉尔伊为教皇,即亚历山大五世(１４０９ １４１０年在位).康斯坦次会议罢黜了三位教皇,选
罗马枢机主教奥托科隆纳为教皇,即马丁五世(４１７ １４３１年在位).巴塞尔会议则罢免了尤金四

世,选平信徒萨瓦的公爵阿马迪厄斯八世为新教皇,称菲利克斯五世(１４３９ １４４９年在位).教皇的

罢免和选举显示了宗教大会的权威,特别是对尤金四世的罢免,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康斯坦次会

议对教皇的罢免旨在实现教会的统一,那么,尤金四世则是教会统一后宗教大会选举的教皇.对教

会统一后选举产生的教皇实施罢免,使教皇的任免呈现出新的趋势———即使是新选的教皇,如发现

有违众意也可以随时罢免.这是教会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体现了宗教会议高于教皇的基本精神.
第三,制定和颁行法令.康斯坦次会议制定颁布了«神圣法令»(HaecSancta 或Sacrosancta)和

«勤政教谕»(Frequens)两个法令,同时宣布:“本会议代表在世征战的基督教会,其权利直接来自基

督,因此,凡会议决议,无论关于信仰问题、关于终止分裂问题,以及关于教会大小事务的改革问题,
无论任何人,不问职位尊卑高下,即令位尊至于教皇,均当一体服从.”②巴塞尔会议则重申了宗教大

会高于教皇的原则,并指出教皇无权延迟或解散会议,违反者将被视为异端.法令的制定是巩固宗

教大会地位高于教皇的重要保证,上述法令和规定的颁行无疑体现了宗教大会的权威地位,并在一

定程度上蕴含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这正是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核心目标.
第四,改革税制与税法.马丁五世一经当选,即不得不顺应民意颁布«什一税及外邦教士之赋税

教谕»,规定教皇征税必须满足“明显而紧急”的条件,且必须征得各王国和教省的同意③.“明显”者,
指征税的必要性必须显而易见;“紧急”者,指征税的形势刻不容缓,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教皇就

不能征税,这就大大限制了教皇的征税权.此外,会议还取消了新任主教须将第一年收入上缴教廷

的旧规,废止了教廷赖以生存的大部分捐税④.削弱或限制教皇的税权是限制教皇权力的重要步骤

和内容,而赋税是教会体制的经济基础,教皇的税权既已受到严重削弱或限制,所谓教皇的专权便更

不可能.
第五,实现了政教力量的合作.教权与王权是一对矛盾组合体.而政治权力在一定时期的一定

国家是一个相对的固定值.在这个固定值中,两者应有相对合理的分工和相应的权力配额.像格利

哥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插手俗务,德皇亨利四世和英王亨利二世干预教务那样,显然都突破了权力

的限度,因此引发了冲突.由此可见,在经历了１３世纪初年英诺森三世的统治之后,实现政教力量

的合作也就意味着进步.这种合作当然不能杜绝或者避免重蹈越权的可能,但基于前车之鉴,双方

都应该有所收敛,如此不断前进,恰恰说明一种健康的权力调适机制正在形成.
第六,结束了教会的分裂局面.教会的分裂不仅是教会史上的丑闻,它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心理等也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而挽救教会并实现统一正是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重要目

标.现在,这一目标实现了.
第七,确立了“会议至上”原则.如前所论,会议至上原则早在１２世纪已经提出,而且在教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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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形成了共识.但在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开始之前,所谓会议至上原则首先由教皇认定,这意味着如

得不到教皇确认,这一原则就得不到实施.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发生以来,经过长期研究、设计和博

弈,会议至上原则终于在上述三次会议中得到了确认和贯彻.而且,会议至上原则的贯彻与宗教会

议权威高于教皇权威原则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一原则也主要是在会议至上主义运动过程中

形成的.
第八,引领了近现代政治制度的走向.上述理论与目标中的会议至上主义、选举、代表、立法、代

议等制度都是近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的或重要的内容,所以,沃尔克说,“康斯坦次会议是教会中最

使人感兴趣的一次尝试.它使教廷从绝对专制制度转为一种君主立宪制.教皇虽仍握有教会的最

高执行权,但他要受到教会立法机构的约束,该机构每隔一定时间召开一次会议代表各基督教国家

的利益”①.菲吉斯说:“康斯坦茨宗教大会所颁布的教令是当时世界最具革命性的官方文件,根据该

教令,大公会议权威高于教皇,千年神权将转变为温和的宪政主义.”②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管理制度,
不仅使教会管理形成了新的方向,而且为世俗政府管理树立了榜样,更重要的是为未来欧洲的政治

体制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另外,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定论和教皇专制主义的定性涉及教会学者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评价

问题,因此这里再就这两个问题谈谈我们的意见.学术界认为,随着巴塞尔会议的结束,会议至上主

义运动最终告以失败.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将目光集中于宗教会议的具体措施,而忽略了

运动的基本方面,显然缺乏历史主义的态度;恰恰是这些基本的方面,才反映了运动的重大意义.会

议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废除了旧的教皇,以公意选举了新的教皇,颁布并实施了新的法令,大大限

制和削弱了教皇的税权.而所谓失败,就严格意义而言,应指没有实现目标或达到目的;从会议取得

的成就却可以看到,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这样看来,这次运动并没有失败,而且

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是成功的.需要说明,基本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但与运动的基本方面或基本目标相比,这显然不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历史的评价,决不可以偏

概全,以点废面,所谓失败的看法,显然缺乏起码的客观.而且在我们看来,会议至上主义运动也不

应从１３７８年开始③,这样必然进一步抹煞运动的功绩.如前所述,早在１１２３、１１３９、１１７９、１２１５年,在
罗马拉特兰教堂,教会已经召开过数次宗教会议.这些会议都已经提出了宗教大会有权代表教会、
教皇权威必须接受大会制定的教会法规约束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与１３７８年之后比萨会议、康斯坦次

会议以及巴塞尔会议的精神和原则没有不同,只是影响稍小,为什么不将前面的会议纳入会议至上

主义运动之中,而是将它们排斥在运动之外呢? 如果运动从１１２３年拉特兰宗教会议开始算起,那
么,运动的全程则已达三百多年之久.更为重要的是,邓斯斯格脱、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坎姆

的威廉的思想理论与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教会学者没有多少不同,而且学界也都承认,正是他们的

思想理论和政治设计奠定了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引领了会议至上主义运动.伯恩斯说,
会议至上主义运动传承了马西利乌斯和奥坎姆的思想理论,“１３７８ １３８３年,这个时期教会会议至上

主义的鼓吹者广泛吸收了马西留(即马西利乌斯),特别是奥卡姆的思想”④.“一些早期议会主义者

采用了奥坎姆的观点.”尼姆“广泛利用马西留思想”⑤.冈察雷斯也说,“会议主义远在几个世纪之前

就有它另外的根源,其中一个是教会律例至少在理论上,教会律例从相当早时期就谈论到了出

现异端教皇或分裂教皇的可能性.另一个根源是对教皇权威的批判,特别是对教廷的物质财富和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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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批判”①.一种思潮史或思想史无须以教会机构的分裂或并立为标志,那样就将这一思想史的高

度降低了.
关于教皇专制主义的定性,前面列举了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坎姆的威廉批评教皇专制主义

的例子.作为直接影响会议至上主义运动或作为会议至上主义运动的思想家,他们的这种提法当有

特定的语境:运动的思想家和教会学者矢志限制教皇集权,这类思想或意识一旦形成文本,涉及的内

容一经得到筛选和集中,呈现给读者的便都是教皇专权的信息,从而与这些信息在客观历史场景中

的呈现大异其趣.在那里,它们零星分散,若有若无,彼此之间很难看到必然的联系.而遍布这个场

景的绝大多数则是非专制主义的、甚至是相反的信息.这与法国大革命前启蒙学者对专制主义的批

判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法国日益加强的王权,启蒙学者感到人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于是开始搜集

国王专制的相关材料予以批判攻击,他们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对于后世来说,他们正在不自觉地建构

着法国专制主义的大厦,而这座大厦已经远离了法国历史的实际.当我们撇开这些建构性的文本,
考察那个时代教皇的客观历史的时候,即以教权的巅峰时代英诺森三世的统治而言,恐也难以称为

教皇专制主义.这方面,彭小瑜教授已经作出了深入的研究②.而纵观整个教皇史,有的教皇可能偶

有看似专制的行为,或在教皇谱系中偶有教皇曾有专制的行为,但这绝对不能构成教皇史的主流.
因此,所谓教皇专制主义首先是教会学者或会议至上主义运动建构的结果.如果以今天学术界认定

的专制主义案例进行比照,我们就会发现教皇的行为其实算不上专制主义.
正因为教皇专制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教会学者基于特定的语境提出来的概念,而由于年代久远且

碍于种种不便,我们也就很难了解那时“专制主义”的真正含义.由多方面的信息推断,教会学者所

谓专制主义在程度上很可能低于后世学者所界定的专制,也就是说,教会学者所谓专制主义的尺度

与我们今天的专制主义的尺度不同,而以不同尺度归纳出来的所谓同一个概念,我们宁可认为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由于教会学者有着强烈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对于教皇的某些强势行为自然难以接

受,因此易于将这些行为列入专制主义范围.殊不知,在今天专制主义的概念里,这些行为很可能不

具有专制主义性质.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史的演变问题,十分复杂,不宜深论.并非说在这个体制中

就不存在或不会发生教皇专制的行为,但可以肯定,这种行为一旦发生,如前文所引据的案例那样,
便必然引起教会学者和高级教职的不满和警惕,而抑制专制行为,甚至对教皇实施罢黜的情况也就

必不可免.这应该是教会体制的基本状态.
在比较的视野中,教皇体制可能更难称为教皇专制主义了.一般而言,专制体制下的君权或君

位是世袭的,而基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教会学者的权利意识,教会体制则是一个选举体制.既然教皇

由选举产生,严格意义的专制就不会存在.而且教会的各级教职也大都由选举产生,这些选举都会

对教皇的执政理念和日常行政产生影响.关于教皇和主教的选举规则,中世纪教会史上曾有多次变

更和改进.关于教皇选举,可以举出７６９年的选举教令③、１０５９年尼古拉二世在拉特兰宗教会上颁

布的教皇选举条例等;关于主教选举,则有３世纪的主教选举和派立礼确认制度④、１１世纪教皇革命

后主教自由选举制度、１１２２年«沃尔姆斯协议»关于主教和修道院长自由选举的规定、１１３９年第二次

拉特兰会议颁布的主教选举法令、１１７１年教士团选举主教制度以及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最终确立的

教士团选举主教制度⑤等等.这些文件、法规以及通过这些文件、法规确立的相关制度,对于教皇专

制主义的概念都具有解构的意义.而由于选举表达了一定范围的意见,即使教皇即位后有一些专制

的行为,也终究不同于专制主义.其次,我们通常所谓专制主义如古代埃及、中古中国的专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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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权力通常包括君权神授、制定法律、控制土地、任免官员、独揽军权、垄断财税等多种表现,以此

来衡量教皇的权力,自然更算不上专制权力了.
纵览教会学者长达千年的政治理论的演化轨迹,感觉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似乎摇摆于王权和教权

之间.在罗马帝国强盛之际,他们锋芒含蓄,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在教权软弱而需要壮大时,他们

锋芒毕露,全力支持教皇从国王那里分权,并希望形成对王权的制约.在封建盛期各国君主身陷封

建纷争而难以摆脱时,他们开始与王权对话,高调宣称教权高于王权.而当教权得到强化,限制了其

他权利特别是个体基本权利时,他们又主张与俗界和王权联合,以限制教权,强化王权.身为教会学

者,他们并不总是站在教皇一边,而似乎是不即不离却又若即若离;对于王权,也不总是敌视对立,同
样不即不离,若即若离.这样一种走向可否理解为教会学者对权力运行采取了灵活的调适策略,因
为只有给权力以适度的框定,才不至于形成集权与专制,从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维持人的自由,创
造优良的生存环境.如果相反,结果就可能不同.处在权利意识演化轨迹中的教会学者,只关注了

他们与前辈学者之间观点立场的共性与差异,却并未意识到他们其实是肩负着同一个使命,面向同

一个目标,而不论扮演支持还是反对的角色,这也许正是西方中古政治体制的奥秘所在.

结　语

在中古后期的多元社会里,教会学者从教俗政治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理论,形成了富

于思想深度的理论体系.在这里,单项理论多有一定的局限性,且效应比较单一狭窄.而一旦聚拢

在一起形成体系,效果便截然不同.由于多种理论凝聚在一起,便大大增加了理论效应的力度和强

度.不仅如此,由于切合中古教俗政治的实际,这一体系也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对现实政治体制及

其未来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个体权利得到了较好的呵护和尊重;在权力顶端,如果说在１２世纪之前,教

会已经建立了教皇国,与王权两分天下,形成了教俗二元政体,那么,在此基础上,王权受到进一步的

分割和限制,由此形成了分权限权的政治体制.在这里,王权不具备宣称或实施“王在法上”的条件,
这样的政体可否称为“有限君主制”可以讨论,但与“王在法上”、不受制约的君主专制政体显然不同.
而同为“君权神授”,在西方,国家权力分授教会,在东方,则判然有别.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学者并没

有因为自身的教士身份而助推教权集中,而是将用于王权的理论和方法用于教皇,因而在教会系统

同样形成了分权限权的格局.由于建构了政教二元体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限制了王权和教权,
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政体也就呈现出不同于东方的特征.正是这种政治体制,对于欧美启蒙运动、英
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欧美近现代政治制度,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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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制度层位论

———兼述“制度与文学”命题的设立及缺陷

饶 龙 隼

摘　要:历经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文学制度研究已自成格局,达到一定的广度深度,取得引人瞩目的

成绩.但也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学理探索不够清通,学术定位不甚明确;文学制度的层位理论尚未确

立,未能将诸层位联通为有机整体;个案的分段的研讨居多,而总体的通代的研判不足.要做稳健的文学

制度研究,就需适宜到位的理论方法:首先必须尊重文学自身规定性,其次要确立文学制度层位理论,使外

中内三层位既有分别,又成为联通互动之有机体.理想的文学制度研究须照应三层位,并最终要落实在文

学的内在规制上:既拓充于外层文学制度,又据实于中层文学制度,终归趣于内层文学制度,臻至文学制度

整体研究.具体说,未来的中国文学制度研究,应处置五对对立统一关系:受动与自生;边界与自足;作用

与自性;回应与自适;变异与自化.

关键词:文学制度;层位理论;对治;关系范畴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０５

历经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文学制度研究已自成格局.不论是理论构建还是学术实践,不论是

资料发掘还是知识储备,不论是分段研讨还是通代描述,不论是个案分析还是总体把握,都有一定的

广度深度,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学理探索不够清通,学
术定位不甚明确;文学制度的层位理论尚未确立,未能将诸层位联通为有机整体;个案的分段的研讨

居多,而总体的通代的研判不足.兹就其要者,论列辨析如下:

一、迄今相关研究之回望

若以傅璇琮撰«唐代科举与文学»为嚆矢算起① ,迄有许多研讨某项制度设施与文学关系的论著,
计有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２００１年)、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２００３年)、陈元锋«北宋馆

阁翰苑与诗坛研究»(２００５年)、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２００６年)、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

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２００６年)、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２００６
年)、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２００６年)、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２００７年)、叶晔

«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２０１１年)、霍志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２０１３年)等等,及至本世纪初

以来,又有专研文学制度并以“文学制度”题名的论著多种问世,是为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

究»(２００２年)、«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２００７年)、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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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家湘«先秦文学制度研究»(２０１１年)等①.由此可说,近三十年来研治“制度与文学”以及“文
学制度”,已成中国文学研究一个重要而不容忽视的学术领域.

除了以上所列论著,还有许多相关论文.兹据中国知网查询,以“文学制度”为篇名关键词,所得

检索结果竟多达２４１篇论文②.从这些论文的时段分布看,自远古殷周以至中国当代,涵盖中国文学

发展全程,具有相当的时长和面广;再从这些论文的题旨关涉看,有直接对应某项制度设施的,也有

论涉文学社会性及其自身规制的,全方位多层面地涵盖文学的方方面面.其所论涉的“制度”,有社

会制度、法律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选官制度、文官制度、科举制度、荐举制度、御史制度、乐籍制

度、音乐制度、藏书制度、出版制度、稿费制度、签约制度、组织制度、审查制度、奖惩制度、英模制度等

等;其所论涉的其他层面,有近现代性、文学主体、文学生产、文学批评、文学传媒、文学评奖、文学管

制、文学社团、民间秩序、书院教育等等.
综观以上所论列的著作与论文,不论所涉文学制度有多么繁复,却非杂乱无章、毫无头绪,而是

可作若干层面的区分.大抵说可分三个层次,即外层、中层、内层.外层制度,是指间接作用于文学

的社会建置,如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选官制度、文官制度、科举制度、荐举制度、
御史制度、乐籍制度、音乐制度、藏书制度、民间秩序、书院教育、科技推广,等等,这些大都是外在于

文学的规约体制;中层制度,是指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制度设施,如馆阁制度、翰院制度、侍御制度、出
版制度、稿费制度、签约制度、组织制度、审查制度、奖惩制度、英模制度、文学传媒、文学社团、文学评

奖、文学管制、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大都是中介于文学的动力机制;内层制度,是指恒常稳定的文学

自身规定性,如文学本原、文学本体、文学主体、文学体式、文学边界、文学发展、文学语言、文学意象、
古典形态、近现代性、文学生产、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消费、审美形态,等等,这些大都是内在于

文学的自身规制.
若以几种代表性论著来衡量,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霍志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等

所论,大体系外层文学制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等所论,
基本为中层文学制度;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罗家湘«先秦文学制度研究»等所论,主要属

中层文学制度;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中国文学制度论»及黄霖撰书评等所论③,重点是内层

文学制度.当然,这种区分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外中内三层之间会有交叠迁移.比如,唐代以诗赋

取士,诗赋为科举试目,而诗赋是文学主导样式,故科举制度在唐代属中层文学制度;明代以时文取

士,时文为科举试目,然时文是反文学之官样,故科举制度在明代属外层文学制度.再如,礼乐制度

本属政治教化范畴,是外层文学制度的重要节目,其对秦汉以后文学事业,大抵是可以这样定位的;
但两周时期由盛转衰的礼乐制度,因其是«诗»篇创制演述的依托,且催生了“辞达”“言志”等观念,而
成为中层文学制度最关键的创设.又如,篇章体式是内层文学制度的事项,却与科技进步和物质文

明相关联:«诗»篇转换成书面传写的形式,必须借助简帛书写形制方能实现;而永明体诗歌所讲求的

人工声律,是文学主要依赖纸媒传播的产物.简帛和纸张本来都外在于文学,竟能引起文学内在的

深度变革,这说明文学制度的内外层息息相关,两个层位之间并无迥然之分隔.由此可知,文学制度

的分层不会是简单固化的,需依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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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种制度哲学著作对文学制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那就是辛鸣所撰«制度论———关于制度

哲学的理论建构».该书首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１版,比«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晚三年.
王本朝当初研究现代文学制度时,应该未及参考辛鸣的«制度论»;但在２００７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制

度研究»中,王本朝已将辛著«制度论»列为参考书目;且在台湾出繁体版«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
(２０１３年)«后记»明言“在方法上借鉴文学社会学和制度理论”①.由此可见,辛著对王本朝有关文学

制度研究,实际上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的.此外,辛著所作理论建构对文学制度研究的影响,主要

发生在罗家湘«先秦文学制度研究».辛著第三章一(一)小节认为,制度系统是由规则、对象、理念、
载体四大要素构成,任何一个制度必须具备这四要素而不可缺少其中某个②.罗家湘据以论断说:
“从制度的构成要素观察,先秦时代已经具备了文学制度的各项要素.辛鸣说:‘我们认为,规则、对
象、理念、载体,这四大要素构成制度系统’”;“首先,古代‘绝地天通’的传说中包含着文学制度规则

的萌芽”,“其次,舜的时代,孝作为中国文学制度理念稳定了”,“第三,西周初年,礼乐作为中国文学

制度的对象清晰了”,“第四,战国时代,中国文学制度形成了完备的文学载体”,“四要素具备,中国文

学制度走向成熟”③.不论王本朝在方法上的借鉴,还是罗家湘在理论上的挪用,辛著对文学制度研

究的影响,毋庸置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过,辛著是从哲学层面来研究制度,旨在建构制度哲学的一般理论;故无意就某项具体制度作

专门研讨,其所构建理论未必适用于文学制度.它依据«词源»解释,列举“制度”的义项,一为法令礼

俗总称,另一为规定、用法;并由此认为,两项释义“都包含了‘规矩’的意思,也就是说,把‘制度’作为

一种约束人行为的‘规’与‘矩’”④.它还通过中英文“制度”的语义学分析,推导出中西方有关“制度”
的一致认识:“不论‘制度’的定义该如何确定,至少应该包括‘制’与‘度’,即‘限制’与‘标准’两方面

内涵,而且还应该以组织色彩与系统轮廓为保障.”⑤为此它吸收了古今中外有关制度的思想资源,并
从哲学层面对制度给出较周延中肯的定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些具有规范意味的———实体的或非实

体的———历史性存在物,它作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调整着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强制

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与社会的发展.”⑥这些论断揭示了制度的若干通则,诸如规矩、限制、标准、中介

等.此诚切中制度肯綮,但也犹有可商之处:１．过于强调制度“强制性”的中介作用,而对制度自身的

规定性认识不够到位.其下文说:“制度是一个具有中介作用、整合功能的关系范畴.如果没有

制度这一中介存在,人和社会都将不再具有其自身的规定性.”⑦只关注中介所系两端(人与社会)的
规定性,但对中介自身(制度)的规定性反不甚关切.２．更看重制度的人为设计因素,而忽略制度的

历史生成实质.其下文虽论及制度形态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历史和自然历史两个方面着眼,前者

取决于五大社会经济形态,后者混同于习俗、道德、法律;这不仅消解了制度自身规定的独立性,而且

忽视了制度因历史生成之绵延性.３．基于制度的人为设计与强制性,又有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

分.其下文说:“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是设计出来的,并依赖正式的、有
组织的机制来实施.”⑧推寻其意,内在制度是历史生成的,外在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然则,内外如此支

离,怎能使之融通? 可见,辛著的制度哲学有明显的理论缺陷,其对文学制度研究的效用实属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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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台北: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１页.
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５页.
罗家湘:«先秦文学制度研究»,第２４ ３４页.
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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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第５１页.
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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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治及其理论、方法

考评上述文学制度研究,其所获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要正视从中暴露的问题,并用适宜的理论

方法来对治.兹择其尤著者,分别论列如下:
关于“制度与文学”命题.径以“制度与文学”命题的论著,有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

和文学之关系»、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还有标

举“制度与文人”的论著,如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霍志军«唐代御史制度与文人»;另“制度”
“文学”标示不全者,则有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曹胜高«汉赋与汉代

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陈
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等.综观之,不论题名如何各式各样,只要是论涉制度与文学,均属

“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围,且都隐含“制度与文学”辞式.“制度与文学”这个辞式,可以表达为 A 与B
的格式.也就是说,A是A,B是B;A不等同于B,但A和B相关;A是施动项,B是受动项.基于这

个逻辑分析,制度是外在于文学的,两项不可能是同一的;“与”不是并列之意,而是“作用于”之意,且
偏向制度作用于文学,而偏离文学作用于制度.所以,上列“制度与文学”研究,既不是专注研讨某项

制度,也不是专心研讨文学制度;而是研究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且偏重制度作用于文学方面,却忽略

文学作用于制度方面.这种研究当然是单向而片面的,只见中外层制度对文学的施动,而忽略内层

文学制度之抗拒策应.
这种单向与片面,不论其程度如何,均非著者人为造成,而是命题本身之缺陷.它不仅导致构撰

之思理不周,而且会阻滞认识之深切到位.兹以叶晔著为例,来考察此中情实.叶晔«明代中央文官

制度与文学»中的“制度”,是作为具体文学现象或事件的制度背景来呈示的.其详论制度与文学,主
要有这么些节目:应制作品的题材类型及制度背景(章一节二目二)、庶吉士馆选的制度背景与文学

影响(章二节一目一)、阁试与馆课的制度背景及差异(章二节三目一)、翰林雅集的制度背景与诗会

传统(章三节一目一)、六部诸司的制度背景与文学环境(章三节二目一)、明代同年会的制度背景(章
三节三目一)、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章四节四)、宴乐制度与俗文体乐章的兴起(章四节四目

二)等.从这些节目的设置及其立意来看,各项制度是作为文学背景来展示;有的制度很明确,有的

制度较宽泛;有时所明示或隐含的某项制度可能只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背景,类“京师同乡会的社会背

景与诗会类型”(章三节四目一).像这样把制度作为文学活动的背景,来考察某项制度设施对文学

的影响,较以往笼统分析文学的社会因素,的确能落到实处并多有真知灼见.但亦无须讳言,其识度

仍是社会学的,而未能切入文学本体.如云:“‘谪翰林’因其经历遭遇,易衍生出一种反馆阁的文学

观.”①此论断似有两处可疑,一是何谓“反馆阁的文学观”? 二是“反馆阁”专属谪翰林吗? 将文学观

区分为馆阁的与反馆阁的,是给文学贴上馆阁制度标签的表述,这已悄然滑向庸俗社会学的边缘,且
违离文学自身规制和批评传统.其情实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决定了这样的事实:当不再受馆阁制

度约束,文学就会回归自身规制;而一旦回归文学本体,就无所谓“反馆阁”.
当然,若当叶著不偏执制度背景,亦能较平实公允地看问题,不仅能够关注制度对文学的施动,

还会看到文学对制度的抗拒策应.如论庶吉士分省定额制度对馆阁文学的影响,就能据实判断出

“这种趋势是非常细微的”:“一来庶吉士限年选拔,单薄的地方文学经历尚不足对中央上层形成实质

冲击,二来馆阁文学自有一套内在的理路和模式,绝不是几股寻常外力就可以左右的.故从学理上

讲,其影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②这正说明,“制度与文学”命题的先天缺陷是可以弥补的,
关键在把握内层与中外层文学制度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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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制度分层的理论.如上所述,文学制度外中内层位的理论认知,是基于对已有的研究

实践的总结;援引该论,不仅可科学地定位相关学术成果,而且可推进未来的文学制度研究.以此衡

之,迄今关于文学制度研究,明显存有两种学术偏向:
(一)专治中外层文学制度较多,而研涉内层文学制度很少.前文所列论著大都属中外层文学制

度研究,而专意研究内层文学制度的仅饶龙隼一家;甚至有些学者混淆文学制度的层位概念,用中外

层文学制度来消泯内层文学制度.如徐正英序«先秦文学制度研究»,称:“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程千帆

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９０年代陈飞先生的«唐代试策考

述»,对具体的科举制度与唐代文学发展关系有所涉及外,学术界并没有正面研究中国的文学制度的

成果面世.提醒不要误会的是,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一书,实际上并不

是文学制度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制度无关,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论中所界定的,‘所谓文学制度,
质言之,就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它由文学自身生成,不为外力强加’.也就是说,该书讲的是文学

内部自身发展规律,说白了还是文学基本原理.因此严格说来文学制度研究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

女地.也正因此,罗家湘教授的这部从源头上做起的«先秦文学制度研究»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原

创性成果,其意义之大就不言而喻了.”①该序写作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罗著出版于２０１１年３月.若非

序作者不经意忽视已经面世的相关学术成果,就应知道王本朝研究现当代文学制度的两种论著;何
况此前还产生了大量研讨“制度与文学”的学术成果,如前述王勋成、傅绍良、陈元锋、李德辉、吴夏平

等著.这就不免引发一些疑问:１．“制度与文学”命题是否属文学制度研究? ２．王本朝更早出的两书

算不算文学制度研究? ３．文学制度研究可否脱离文学自身的规定性?
窃以为此疑是不可回避的,因为若廓清了这三个问题,不仅不会影响对罗著的高度评价,反而能

更好地对之进行学术定位.基于已有的成果,我们可以判断说,“制度与文学”命题即使有缺陷,也理

应纳入文学制度研究的范围;中外层文学制度研究盛行,大多数成果都在这个层面;内层文学制度研

究虽仅见,却是不容忽视的学术方向.特别是,若没有内层文学制度的深入研讨,文学自身规定性未

得到应有认证;中外层文学制度研究就没有着落,定会流为庸俗社会学而荒亡失位.在这一点上,有
需反思者.王本朝研究现当代文学制度,提出现当代的制度写作论题,将制度写作与潜在写作分别

对待,并以为制度写作是制度化的结果②.而与制度化的写作相反,潜在写作当属非制度化.正是出

于这个判断,王本朝后来推论曰:“文学的本质是自由、非功利的,但也有社会功利性和公共性,非制

度化是艺术的内在本质,制度化也是文学的社会属性.”③像这样将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对立,实大不利

于校正认识和解决问题:难道潜在写作就无文学制度根源? 难道制度写作就不触及艺术本质? 据实

言之,不论是制度写作还是潜在写作都是三层位文学制度互动结果.若说潜在写作是为内层对中外

层文学制度的抗拒;那么制度写作则是内层对中外层文学制度的策应.抗拒也好,策应也好,都出自

文学自身规定性,并无制度化与非之分别.因之,亟需构建文学制度的层位理论,在三层位互动中研

究文学制度.
(二)文学制度诸层位边界模糊,文学自身规定性未受尊重.由于文学制度层位理论尚未确立,

就容易模糊文学制度诸层位边界———不仅模糊了中外层与内层文学制度的边界,甚至外层与中层文

学制度的边界也模糊了.如前所述,既然内层文学制度的概念未获普遍接受,文学自身规定性就被

悬置成非制度因素;其所谓文学制度,均为外在的要素,主要指中外层制度设施,而不含内在的文学

规制.其后果是要么忽视文学自身的规定性,要么用中外层来消泯内层文学制度.例如,罗家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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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学制度研究»,其所论列的先秦文学制度系统,主要有生产、传播、消费诸环节,却竟然没有文学

本体和话语形式;又论宗教类职官与文学制度、人文类职官与文学制度、士人与文学制度,下列巫官

文学制度、祝官文学制度、乐官文学制度、史官文学制度等项;而所论各项文学制度的具体内涵,则不

外乎职掌、档案、文献之类;至于文学实际性状,即文学自身规定性,却往往语焉不详,缺乏应有的描

述①.甚而,即便是罗著着重论涉的文学制度,其中外层之分界也是含糊不清的.前引有关先秦文学

制度四要素之论,就颇有时序延误和逻辑混乱之嫌疑.它提示文学制度四要素的形成,是个历时两

千多年的漫长过程:规则要素,萌芽于远古“绝地天通”时;理念要素,稳定于舜时代出现的孝观念;对
象要素,清晰于西周初年的礼乐文化;载体要素,完形于战国时代的众体兼备.此中疑窦,容有二端:
一者,其所提示的四要素实分属不同层位,人神交通、孝观念是外层文学制度,礼乐文化是中层文学

制度,众体兼备是内层文学制度;既然四要素分属三个层位,岂能容纳入同一文学制度? 二者,其与

文中各项文学制度亦自相矛盾,既然四要素延至战国时代才称具备,那么此前就不可能产生具体可

指的文学制度,又怎么会有巫、祝、乐、史诸官文学制度呢?
推原其疑窦难掩及表述不协,乃因于忽略文学自身规定性,也就是中外层与内层文学制度相脱

节,用外在的制度设施消泯文学自身规制.所谓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是那些稳定绵延的形质,其基本

要素经久不灭,其思理结构恒常不变.前者如言用、用象、情志、理道、意味等等,后者如文与质、言与

意、雅与俗等关系范畴,不论经历多少世代,不论处于哪种环境,哪怕遭受极端的压制,甚或赋予异常

的阐释,这些要素、结构都不会消失,而能与时推移并获适度转释.由此可知,要做稳健的文学制度

研究,就需适宜到位的理论方法:首先必须尊重文学自身规定性,其次要确立文学制度层位理论,使
外中内三层位既有分别,又成为联通互动之有机体.其动态关系可描述为:中外层对内层文学制度

构成策动与规约,内层对中外层文学制度产生策应或抗拒.

三、“文学制度”的范围

前已论定,有关“制度与文学”的命题,应该纳入文学制度研究范围,再加上专题的“文学制度”研
究,文学制度研究领域就有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是一体未分的,共同支撑文学制度三层位.再就

文学制度三层位构造来说,每层位都有许多论题值得研究,也可以多层位结合在一起研究,或者对三

个层位进行综合研究.但不论哪个层位的选题设计,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必受尊重;如若忽视文学自

身规制的选题,就不应该纳入文学制度的范围.
关于这个识度,傅璇琮以开创之明,早先就有清醒认知.他说:“鉴于社会是在不断的发展,社会

生活又是如此的纷繁多彩,研究方式也应有所更新,要善于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住

恰当的中介环节.由此,我想到了科举制度.”②又说:“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

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

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我只是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

学沟通起来,来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

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③这明确提出,他想在社会生活与文学之间,把握科举制度这个中

介环节,以使科举制度与文学自身沟通起来,打通中外层与内层文学制度的障隔.其所创设的中介

环节,应属于中层文学制度.在当时庸俗社会学依然流行的环境下,傅璇琮这个创意具有重要的学

术意义.他就是通过研究中层与内层文学制度的关系,来探讨唐代文学的主体构造与创作风习问

题.不过也应看到,傅璇琮“中介环节”之设定,虽能注重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但偏重制度作用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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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而忽略文学作用于制度方面;故其学术理路是单向而片面的,仍属“决定论”文学观之绪余;虽
对扭转庸俗社会学倾向居功甚伟,却尚未达文学制度层位理论之进境.

嗣后有关文学制度的研究,大都是沿着傅氏理路展开;直待饶龙隼研究上古文学制度,这个理路

才得到一定程度调正.他标举中国本土固有的文学制度观念,以与艺术哲学和审美心理观念相调

剂.他自称:“近年来,我因研习上古文学,尝试引入文学制度的观念随着中国文学全球化进程

加深,其文化特征和民族标识将凸显,从而诱导中国文学研究本土化.而在当前学术多元化的格局

中,本土化又以弱化决定论为前提.如若淡化近世以来流行的决定论,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就会自然

呈露它将规避艺术哲学观念的玄学倾向,拯救审美心理观念的鄙俗倾向,坚守文学制度观念的

中庸之道既不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之上,也不建立在世俗实用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文学自身

规定性上;因此中国文学制度研究,既不同于艺术哲学的研究,也不同于审美心理的研究,它只遵循

文学自身规定性.”①这一识度源自«周易»,«周易节»卦辞曰:“节,亨.苦节,不可贞.”其彖辞又曰: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

民.”节卦最基本的精神意向,就是要求遵循有节原则.反之,既不能苦节,也不能无节;因为,苦节会

过刻失正,无节会泛滥失中.唯其有节才中正合道,使行事能以制度为节.此一人类行事原则,落实

到文学活动上,就是要以文学制度为节,即遵从文学自身规定性.
如今在文学制度层位理论观照下,文学制度研究范围就应有所拓充.理想的文学制度研究须照

应三层位,并最终要落实在文学的内在规制上:既拓充于外层文学制度,又据实于中层文学制度,终
归趣于内层文学制度,臻至文学制度整体研究.此即是说,在原有文学内在规制的维度下,再添加文

学外在规约维度.兹就饶龙隼早前所论,将各项补充修正如下:
(一)受动与自生.从本原上来说,文学是自生的.一方面,表征为文学自身规定性坚确充实,能

够经受外来势力的干扰和侵蚀.也就是说,内层文学制度是亘古绵延不绝的,始终抗拒中外层文学

制度的侵扰,并在对抗侵扰中保持自身规定性,使历代文学生生不息而永不衰竭.另一面,文学又不

断承受外来势力的刺激,以使自身生长机能不断激发更新.也就是说,中外层文学制度是施动的,而
内层文学制度是受动的,若无外来势力永不间歇的刺激,文学自身规定性就会衰歇消亡.这样就产

生文学制度的层位互动,使内中外层形成对抗妥协之统一:从自身规制看,文学是自生的,内层制度

必始终抗拒中外层制度的侵扰;从外在规约看,文学是受动的,内层制度需源源接受中外层制度的刺

激.由此推展看来,有关文学起源的种种学说、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论、纯美与功利二分的文学

观诸如此类常识套论,均需重新加以检讨.
(二)边界与自足.从本体上来说,文学是自足的.一方面,表征为文学自身规定性独立完粹,能

够接受外界色素的皴染与渗透.也就是说,内层文学制度既坚守自身规定性,又能适度地放开文学

本体的边界,从边界吸收来自中外层的补养,使文学自足的本体不至封闭.另一面,这种开放只限于

文学本体的边界,并不以放弃背离自身规制为代价.也就是说,在内层与中外层的边界上,留存一个

缓冲交互的空间,使中外层补养能进入文学本体,而文学又不因外来渗染而失性.像这个留存在层

位中的空间,就是文学制度所蕴藏的间性;且唯此间性才在开放与封闭的临界点,设置了能保全文学

自身规定性的屏障.故而文学边界越是开放,文学本体就越显自足;而文学本体越显自足,其自身规

制越趋稳定.恰如古贤所说:“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

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

之语.”②其理事情之可言可解者,是为文学间性以外意涵;其不可名言施见径达者,是为文学间性以

内意涵;其幽渺想象惝恍之至者,是为文学间性所蕴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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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用与自性.从主体上来说,文学是自性的.一方面,表征为文学自身规定性浑朴天真,能
够消释外加作用的刻苦与焦虑.也就是说,文学作为作家创造性的产物,固然会留下人工造作的痕

迹;但其创造力的发挥不容刻意伤性,而要因任自然以使文学返璞归真.另一面,作家高妙的创造力

并非与生俱来,而有赖后天广泛阅历和勤苦练习.也就是说,文学的主体自性并不否弃人工作用,否
则文学会因主体不振而自行消亡.主体自性缘自内层文学制度,人工作用借力于中外层制度,这就

要求在文学制度诸层位间,来重新认证作家的主体创造性.此即作家创造力的发挥,不在乎其学识

超群、才华横溢,也不在于气质高妙、自别众庶;关键在于委弃自我,克除成心,虚心纳物,因任自然.
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并不依赖作家师心自用,而期待作家能深切体认主体自性.

(四)回应与自适.从功用上来说,文学是自适的.一方面,表征为文学自身规定性随顺委蛇,能
够适应外部环境的迁移和变化.也就是说,内层文学制度具有适用性,既不逐外式的唯功利是图,也
不证内式的纯审美自溺,故能随其境遇而各适所用.另一面,文学又必须直面关切社会现实,回应来

自文学外部的种种挑战.也就是说,内层与中外层文学制度息息相通,中外层制度向内层传递外来

需求,而内层通过中外层制度作出回应,并在这回应中彰显文学的适用性.对此情实,刘勰尝说:“渊
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

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

售也.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①随时适用、随势各配,说的就是文学之自适.
要之,文学之自适,可适一己之用,可适一体之用,可适一时之用,可适一世之用.

(五)变异与自化.从通变上来说,文学是自化的②.一方面,表征为文学自身规定性流易圆转,
能够顺应外间时空的替变与延展.也就是说,文学也要融入大化流行之中,随时序物色变迁而因革

损益,实现内层文学制度的自我更新,以与中外层文学制度协同演进.另一面,文学规制为应对种种

特殊情势,会依据自身规定性来改装变异.也就是说,文学通变从来都是一个自化进程,古今一体、
源流相贯、变犹不变,既出于对内层文学制度的依循,又是对中外层文学制度的顺从.自来文学通变

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老庄道论.道自然化生,恒久不衰,无始无终.文学本原于道,自当古今一

体,既不古贵于今,亦非今胜于古.二是周代易论.易生生不息,循环往复,虽变不变.文学依循于

易,自当古今一体,既不食古不化,也不师心自用.对此,清方东树尝设喻曰:“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湿

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气脉也.”③要之,文学自化既古今一体不分、源流相续、气脉贯通,又须待当代

作家融摄古今、因革适度、自然天成.

总之,经由对“制度与文学”及文学制度相关研究的回望,得知该领域已获丰硕成果并形成较稳

健的学术路数.其成绩是主要的,值得让人欣羡的;但所存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需要适宜的理论策

略来对治.兹吸收诸家有关文学制度的见解,尝试着建构文学制度的层位理论;并在内层与中外层

文学制度互动联通下,展望未来的文学制度研究之方法与范围.至于文中引证评议多家所论,只是

就事论事,并无贬抑之意;知我罪我,诸君谅焉.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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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七«答叶溥求论古文书»,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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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传统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动

叶　晔

摘　要:以王世贞«乐府变»组诗为肇端,从明嘉靖末年至清康熙初年,诗坛兴起过一次以新题乐府为

体式、以讽咏今事为宗旨、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的创作潮流.这场乐府变运动宗尚唐代杜甫等人的新

题乐府创作,又因其自觉、独立、针对性极强的“诗史”书写意识,有别于唐代的新乐府运动,成为晚明大变

局和明清王朝鼎革在诗歌创作中的一次现实反映.这是晚明文学中亟待挖掘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同时

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清初“梅村体”的诗学渊源及晚近传统,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王世贞;乐府变;新题乐府;诗史;梅村体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０６

有关明末清初的“诗史”创作,我们最熟知的莫过于吴伟业的“梅村体”,以及相当数量的明遗民

诗作.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之叙述中,吴伟业是唯一可与杜甫分享“诗史”荣誉的伟大诗人,“梅村

体”也经常被拿来与中唐白居易、元稹的“长庆体”相比较,再加上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诗派,是清

代宗唐诗风的最早倡导者与践行者之一,由此种种,给我们留下一个强有力的既成印象,即吴伟业的

“梅村体”创作,主要是向唐代诗人学习,既吸收了«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的“长庆体”写法,
重在叙事,又辅以初唐四杰的文藻,温庭筠、李商隐的情韵.就算对明代文学的养料有所汲取,也是

在文本结构上借鉴了明传奇中的多线叙事模式,而这已是不同文体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单一文体内

部的成长.换句话说,在严格的诗学领域,其文学传统来自于唐代,而不是“诗必盛唐”的明代.这样

的思路,总体来说没有问题,但对某一文学现象之传统的追溯,未免太强调本源(远传统)的重要性,
而忽略了过往五十至一百年间尚可触摸的近代文学观(近传统)之于诗人创作的影响.在某种程度

上,是用已成经典的唐诗之研究眼光看待明清诗歌,较少考虑到明清诗歌的自我运作机制是否有独

立生长并发展出某一种新文学现象之可能.本文要探讨的“乐府变运动”,既是对晚明清初之重要文

学现象的一次挖掘,也希望借此补上“梅村体”之近传统研究中的缺失一环.
文学现象以“运动”相称者,在中国文学史中并不多见,如唐宋古文运动、中唐新乐府运动、明代

文学复古运动等.归根到底,这些“运动”的称谓,都是民国以来的学术产物,新文化运动的所处时代

虽然最晚,却是所有“文学运动”称谓的思想来源.在２１世纪的学术语境中,继续用“运动”二字来描

述文学世界中的重大潮流及变革,是否仍具有合理性,一直是笔者的困惑.但考虑到“运动”一词在

当代学术话语中所包蕴的丰富内涵,以及可与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形成文学史上的前后呼应关系,笔
者还是决定采用“乐府变运动”这一概念,来概说晚明清初的新题乐府创作风气及相关诗学观念的递

变.至于是否妥当,留待学界同仁批评.
笔者所称的“乐府变运动”,指以王世贞«乐府变»为肇端,从明嘉靖末年至清康熙初年,在诗坛兴

起的一次以新题乐府为体式、以讽咏今事为宗旨、以“诗史”学说为理论纲领的创作潮流.据笔者统

计,现存明确以“乐府变”“新乐府”“今乐府”“似乐府”“明乐府”等为题的作品,就有十数组,五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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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其他散见于作家别集中的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当代社会现实的新题乐府,亦数以百计.单从作

家、作品的数量来看,其规模远超唐代的新乐府运动.但这一文学现象,一直以来未引起学界的关

注,甚至连最基本的文献梳理工作,也尚未展开.除了王世贞«乐府变»①、“明史乐府”②有专题论文

外,其他作家、作品的乐府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有鉴于此,本篇的主要目的,在梳理晚明清初

之新题乐府创作的基本面貌,及其在诗学脉络上与杜甫新题乐府、白居易新乐府之间的关系.在此

基础上,结合明中叶以后日渐丰富的中国“诗史”传统,探究乐府变运动在晚明大变局及明清易代之

际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与吴伟业“梅村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王世贞«乐府变»与晚明清初的新题乐府

所谓“乐府变”,典出王世贞的«乐府变»组诗二十二首.在此之前,历代新题乐府有“系乐府”“新
乐府”“正乐府”“今乐府”诸别名,但未有以“变乐府”或“乐府变”相称者.王世贞自述嘉靖末“尝备皂

衣西省,故时时闻北来事,意不能自已.偶有所纪,被之古声,以附于寺人、漆妇之末”③,则这组诗作

于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至隆庆元年(１５６７)家居时期.其诗歌本事,沈德潜«明诗别裁集»、陈田«明诗纪

事»、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等有陆续考证④,既关涉严嵩、陆炳、仇鸾、赵文华等朝中显要,也涉及任

环、曾铣、商大节、曹邦辅等忠臣义士,甚至还有对嘉靖间诸宗室丑闻的直白揭露.一言概之,嘉靖中

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王世贞采用“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创作法,多有掇拾讽咏.
这二十二篇作品,在晚明诗坛影响甚巨,很多文人的新题乐府创作,都明言受王世贞的影响.如

熊明遇说:“(弇州)作«乐府变»,自谓杜陵遗诀,以备一代采择,甚盛心哉乃后之作乐府者滥觞,
将时事直叙其体,则近日歌行而题曰古乐府可乎哉.”⑤他精辟地指出,作为源头的«乐府变»对晚明乐

府创作有两大贡献:一是“将时事直叙其体”,此法虽非王世贞首创,但晚明新题乐府的创作风气,无
疑更多承袭弇州而来,诗人们多因王世贞的推重而溯源杜甫,少有人提及元、白的传统;另一是“歌行

而题曰古乐府”,即乐府、歌行二体混一,杜甫的不少新题乐府,在严格意义上属歌行体⑥,与白居易、
元稹的“新乐府”不是同一概念.王世贞在«乐府变»中称杜甫“即事命题,千古卓识”⑦,虽与复古派的

“诗必盛唐”说相契,却扰乱了读者对乐府、歌行二体的认识.他的“即事命题”说,明显脱胎自元稹

«乐府古题序»中对杜甫歌行“即事名篇,无复倚傍”⑧的评价,却对元、白一字未提,此非无意之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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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飞:«论王世贞的乐府诗及其“乐府变”的历史地位»,«江苏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２期.在此之前,徐朔方、廖可斌、魏
宏远、郦波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对«乐府变»有一定篇幅的论及.

朱端强:«万斯同‹明史新乐府›选笺»,«西南古籍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日]児島弘一郎:«‹明史楽府›序
説———呉炎、潘檉章‹今楽府›について»,«松浦友久博士追悼記念中国古典文学論集»,东京:研文出版,２００６年;[日]児島弘一郎:
«明清時代における‹連作詠史楽府›———‹明史楽府›を中心に»,«中国古籍流通学の確立»,东京:雄山閣出版,２００７年;[日]児島弘

一郎:«尤侗‹明史擬稿›と‹擬明史楽府›———史と詩のあいだ»,«中國詩文論叢»第２７集,２００８年;张煜:«万斯同‹新乐府›对白居易

‹新乐府›的因革»,«乐府学»第４辑,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张煜:«吴炎、潘柽章新乐府研究»,«乐府学»第６辑,北京:学苑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二«乐府变»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１２０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４页.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陈田:«明诗纪事»己签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王世贞年谱引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熊明遇:«文直行书诗»卷一«古体»自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１０６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５页.
有关乐府、歌行、七古三者的关系,参见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文学遗

产»１９９７年第５期.有关新题乐府与新乐府的差异,参见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６年第１期;«新乐府的

缘起和界定»,«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乐府变»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１１７册,第１８９页.
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十三«乐府古题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５５页.



是有意回避①.以上两个观念的树立,对晚明诗家的乐府史观有很大的影响.宗杜而不宗元、白,歌
行、乐府在体制上的相对随意性②,成为多数晚明清初诗人创作新题乐府的基本宗旨.

由此,将杜甫与王世贞绑在一起论说,成为晚明文人乐府诗论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如刘城«乐府

变»曰:

　　昔王弇州取嘉、隆间事,作«乐府变»二十余章,即事命题,比于子美.虽云依隐善托,固不啻

大书特书矣.余往于崇祯间,有所感叹,皆借古题影略之,读者不觉也.今年乙酉五月中,多不

忍言者,乃不能不斥言之.以其人其事稍被古声,辞取显白,亦不肯乖于田畯、女红之意.③

这段话是对王世贞«乐府变»小序的自觉呼应.王世贞赞誉杜甫“能即事而命题,此千古卓识也.而

词取锻炼,旨求尔雅,若有乖于田畯、红女之响者”④,故刘城在此基础上,作了两方面的进一步发挥.
首先,刘城«峄桐文集»中有«今乐府»七篇、«乐府变»九篇.但与王世贞不同,刘城的«今乐府»属新题

乐府,而«乐府变»属旧题乐府,可见他认为“乐府变”的核心,不在新题、旧题之争,而是“不忍言”的讽

谕精神.王世贞强调杜甫的“即事命题”精神,容易将读者对«乐府变»的理解引向“新题乐府”之形

式,刘城则“借古题影略”“稍被古声”,坚持用乐府旧题来创作«乐府变»,明确了«乐府变»的核心在

“即事”,而非“命题”.
其次,对崇祯间事,刘城“有所感叹,皆借古题影略之,读者不觉”;对乙酉间事,却“多不忍言者,

乃不能不斥言之.以其人其事稍被古声,辞取显白”.虽然都用了旧题,二者之别却显而易见,一种

是隐晦的写法,一种是直白的写法,对应的正是他眼中的“依隐善托”“大书特书”二法.而他将后一

种写法落实为“不肯乖于田畯、女红之意”的态度,亦受王世贞«乐府变»的启示而来.王世贞推崇杜

甫乐府,指出其唯一不足处,在“词取锻炼,旨求尔雅,若有乖于田畯、红女之响者”,即太温柔敦厚,缺
少乐府诗的生气.故王世贞宁愿“鄙俗”,也要避免这种文人气.刘城在遭遇王朝鼎革后,对“辞取显

白”的追求无疑更自觉,他就是要与杜甫的“词取锻炼”区分开来,用乐府诗的民间性和口语化特征,
畅快地表达自己的愤懑情感.类似的情况,在明末作家中颇为普遍,如王思任«诏狱可罢行»«缇骑

来»二篇,其小序曰:“少陵即事命题,弇州谓其卓识,而不满其尔雅之词,以为不似田畯、红女之口也.
予偶愤二事,即冲口出之.言责官守,未遘其会,辄以鄙俚歌之.”⑤在推崇杜甫、王世贞之新题乐府的

基础上,在语言上有所调整,形成相对“鄙俚”的诗歌风格,其法与刘城如出一辙.
王世贞用“鄙俗”来改变杜甫的“尔雅”,在一定程度上,是诗歌语言的一种选择;而刘城、王思任

等人认同王世贞的做法,则不仅是诗歌语言层面的认可,更指向乐府主题在社会批判层面的超越.
嘉、隆间事,只是朝廷士大夫的内部动荡,王世贞秉持“依隐善托”“备异时信史”的态度,大致停留在

温柔敦厚的范围内,有刺亦有美;天启阉乱及甲申之变,则指向了士大夫群体的灾难、国家的覆亡甚

至异族政权的统治,刘城的“斥言之”和王思任的“冲口出之”,与王世贞在存削之间犹豫再三的态度

迥异.
以上刘城、王思任等人,是晚明因循«乐府变»较自觉的一批作家.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复古诗家

的学习,有时胜过对杜甫的学习.刘城«今乐府»小序曰:“余读崆峒、元美集,乐府有即事命题者,无
论其文古,其事核,即不以言语文字讳,先朝宽大之象可见也”⑥提到了李梦阳、王世贞,而未提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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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世贞淡化«乐府变»在批判现实的自觉性上与白居易«新乐府»的关系,清陈田曰:“七子论诗,断自大历以上.故弇州

于张文昌、白乐天乐府,曾不齿及.”(«明诗纪事»,第１８８０页)又,关于王世贞回避“即事命题”说源自元稹«乐府古题序»,徐朔方在

«论王世贞»(«浙江学刊»１９８８年第１期)一文中有论及.
在诗学理论上,晚明亦有对杜甫歌行之乐府化的批评,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九:“子美«丽人行»,歌行用乐府语,不称.”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１４页)但在创作上,作家们的辨体意识要淡薄很多.
刘城:«峄桐诗集»卷一«乐府变»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１２１册,第５４１页.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乐府变»小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１１７册,第１８９页.
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卷二«诏狱可罢行»小序,«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６８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４页.
刘城:«峄桐诗集»卷一«今乐府»小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１２１册,第５４０页.



白居易等人.当然,考虑到他在«今乐府»中称李、王为先朝气象,«乐府变»中又纪乙酉诸事,已是入

清口吻,以明遗民自居,那么,他的乐府创作更强调明人传统,或有其他用意.类似对王世贞«乐府

变»全盘接受的情况,还有陈子龙的«新乐府»６首①,李雯的«乐府变»４首等.在传统文学史中,他们

所代表的,正是明代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发扬王世贞«乐府变»的批评精神,借新题乐府来讽咏今

事,重振文坛气象,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然而,晚明文学思潮的主流,已不再是文学之复古.与刘城、陈子龙等人对王世贞的一味接受不

同,更多的诗人,对王世贞的乐府变体观持辩证的态度.他们不会将复古派的乐府观与王世贞的乐

府观划上等号,而是对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乐府创作予以区别看待.比如熊明遇,
对所宗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诸家有直言批评,但对王世贞依然好评:

　　(王世贞)作«乐府变»,自谓杜陵遗诀,以备一代采择,甚盛心哉.然恨不数章,如«寿宁泣»
等题,明矣.至«尚书乐»,非有人笺注,孰知其刺赵文华之于相嵩也.乃后之作乐府者滥觞,将

时事直叙,其体则近日歌行而题曰古乐府,可乎哉.余甚宗尚四家,而其一二未稳惬处,恐开后

世磔裂古体之端,又何敢随声附会也.②

熊明遇说“余甚宗尚四家”,则以上文字,是对所宗潮流的反思,而非对异己学说的批判.尽管他批评

二李失之断,何景明失之白,且不认同王世贞视歌行为乐府的观念,却坦言«乐府变»为晚明乐府创作

之“滥觞”.当然,他所批评的歌行、乐府混一现象,本是杜甫新题乐府的惯用之法,并非王世贞的发

明,因此他再怎么疾呼“磔裂古体”的危险,也因无法撼动杜诗的经典地位而收效甚微.从这个角度

来说,王世贞将杜甫标举为宗法对象,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将“乐府变”的体式范围扩大至广义的

新题乐府,丰富了乐府变的创作内涵,促成“近日歌行而题曰古乐府”之风气的兴起;其次,找到了一

个有力的理论支撑,就算晚明诗人们对其新题乐府观发起激烈的批评,他也能在“诗圣”杜甫的光环

庇佑下站稳脚跟.
在晚明时代,像熊明遇这样对李梦阳、李攀龙的模拟有所不满,但认可王世贞之新变的诗人不在

少数.每个人的批评角度各有不同,亦不乏对乐府诗史有更宏观认知的作家.如顾景星在崇祯十七

年(１６４４)创作«效杜甫乐府»八首,其序曰:

　　唐拟古乐府,即莫善太白、长吉、文昌、仲初辈,题不必今,辞不必古.元、白辈始创新题,讽

谕体裁尽变;若刘猛、李余,古题新意,流传则少.至明李西涯咏古,无切于时.于鳞则瞡瞡然,
称如胡宽营新丰,为善拟其用,至剿古为己有.元美变袭各半,其后撰«乐府变»,谓少陵即事命

题,千古卓识.甫本古体诗,谓之乐府也可,以其风刺善也.③

顾景星的这段话,较之熊明遇有两个推进之处:一、他的辨体论更直溯本源,直言杜甫的新题乐府为

古体诗,不认可杜甫在乐府诗史中的意义,而主张“元、白辈始创新题”.熊明遇虽有类似看法,但停

留在对明代诗学的批评上,缺乏史的意识,顾景星比他自觉得多;二、他完全否定了李东阳、李梦阳二

人在乐府诗创作层面的价值,认为李东阳“无切于时”,李梦阳“剿古为己有”.而这两位是王世贞乐

府思想中的重要参照人物,熊明遇眼中的白玉有瑕,在顾景星眼中一无是处.他说王世贞“变袭各

半”,无疑更认同“变”的那一半,而“变”之核心,在“以风刺善”之内容,而非“新题乐府”之形式,这也

是坚持辨体的顾景星,勉为其难地承认杜甫歌行亦可称乐府的原因之一.他在创作上亦遵循这一原

则,其«效杜甫乐府»八篇,虽纪甲申间事,却采用了«当石壕吏»«当留花门»一类的命题法,属于拟古

乐府(视唐歌行为古)的范畴.这种变通方式,早在王世贞«乐府变»中就已出现,如«治兵使者行当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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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太守»«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二篇,可见弇州本人亦未彻底遵行“即事命题”的原则,后来者

心领神会,亦在情理之中.
当然,在晚明清初的乐府变创作中,还有走得更远的一批人,他们虽在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气上受

王世贞的影响,却通过对文学复古思潮的强烈批判和反思,跳过了李东阳、李梦阳、王世贞、陈子龙等

人的明乐府传统,直接对接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唐乐府传统.落实到具体行为,或在理论层面上否认

明人新题乐府的创造性,或在创作层面上贬低明人乐府的整体质量,从而达到直溯唐人传统的目的.
顾景星的文字,已有这方面的痕迹,但他毕竟给予了王世贞较多的正面评价.而他的好友宋荦,就没

有那么客气了:

　　古乐府音节久亡,不可摹拟.王、李及云间陈、李诸子,数十年堕入云雾,如禹碑、石鼓,妄欲

执笔效之,良可轩渠.少陵乐府以时事创新题.如«无家别»«新婚别»«留花门»诸作,便成千古

绝调.后来张、王乐府,乐天之«秦中吟»,皆有可采.杨铁厓咏史,音节颇具顿挫.李西涯仿之

便劣,要当作古诗读,无烦规规学步也.①

在宋荦看来,李东阳、李攀龙、王世贞、陈子龙等人的乐府诗皆模拟之作,步入歧途.他更认可杜甫、
张籍、王建、白居易甚至杨维桢的作品.他的这段话实为顾景星而发,不仅直言“亡友顾赤方擅长此

体,余最好之”,而且所论的三篇杜甫作品,都是顾景星曾经拟作的对象.但上面说过,顾景星虽对复

古派的乐府创作有所批评,但并不完全否定王世贞的乐府观,对«乐府变»还赞赏有加;陈子龙、李雯

等人写过«新乐府»«乐府变»,熟悉近人诗集的宋荦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予以选择性无视.王世贞跳

过中唐的新乐府运动,直接揄扬杜甫新题乐府的“即事命题”传统,固然有违文学史的基本常识,但宋

荦在赞誉顾景星作品时,罔顾顾氏在乐府自序中对王世贞的评价,避谈王世贞、陈子龙、李雯等人创

作新题乐府之事实,而将他们与一贯坚持拟古乐府的李攀龙一概而论,同样有悖文学史常识.这种

歪曲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固然根植于王世贞或宋荦个人的诗学思想,但作为在文学思潮转变中的有

效推动力,自身也成为了文学史事实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在王世贞«乐府变»创作事实及思想的影响下,晚明清初涌现出一批诗人,

他们或承复古思潮,或应时局之变,开始有意识地创作以讽咏今事为主旨的新题乐府.在理论层面

上,有的人完全认同王世贞的观点,有的人对王世贞作辩证的认可而基本否定其他复古诗家的贡献,
有的人则跳过明人乐府传统,直接对接唐人乐府传统,大致呈现为三种观念有差的批评态度.但无

论他们怎么思考,其乐府创作和理论争鸣,都受到晚明乐府变创作风气之不同面向的影响,皆可追溯

至王世贞提出的“乐府变”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乐府变”不再是一组特定的作品,而是一个明晰

的文学观念,以及一场围绕这个观念而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

二、“乐府变”运动的体类范围及持续时间

以上分三个层次,概述了晚明清初同中有异的“乐府变”思想,涉及新题乐府、拟古乐府、新乐府、
讽谕诗等诸多概念.然而,肇其端的王世贞«乐府变»,我们无法用“新题乐府”或“讽谕诗”来简单定

义,受其影响的后续作品,其情况自然更复杂.从这个角度来说,王世贞«乐府变»的属性为何,不仅

涉及晚明清初诗家在新、旧乐府观念上的不同认知,还关系到对整个乐府变运动之体类范围及持续

时间的界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乐府诗如何分类定性,前人有大量研究成果.以唐人乐府学为例,从讽谕诗的角度来说,元稹在

«叙诗寄乐天书»中有古讽、乐讽、律讽的区别②;从乐府功能的角度来说,钱志熙先生概括为尚辞、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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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尚乐三种类型;从乐府体制的角度来说,又概括为旧题乐府、新题乐府、新声乐府三种类型①.那

么,我们不妨借这三种分法,来审视王世贞的«乐府变».首先,王世贞视杜甫歌行为乐府,则古讽、乐
讽之区别法,已难落实;其次,王世贞虽强调“即事命题”,但«将军行»早有刘希夷、张籍等人作品,«治
兵使者行当雁门太守»«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有致敬经典之意,概称为新题乐府,亦有失严

谨.排除了以上二法,我们再看钱志熙所谓的“尚义”,在«乐府变»中颇为显眼:

　　古乐府自郊庙、宴会外,不过一事之纪,一情之触,作而备太师之采云尔.拟者或舍调而取

本意,或舍意而取本调,甚或舍意调而俱离之,姑仍旧题,而创出吾见.六朝浸淫以至四杰、青

莲,俱所不免.少陵杜氏,乃能即事而命题,此千古卓识也.而词取锻炼,旨求尔雅,若有乖于田

畯、红女之响者.②

在这里王世贞表达了三层态度:一、在拟古乐府内部,无论舍调取意(尚旧义),还是舍意取调(尚乐),
皆不及舍意调而创吾见(尚新义),即提倡不拘形式以求新,故他对李白的旧题乐府评价甚高;二、推
崇杜甫“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不再像李白那样“创吾见而仍旧题”,以为千古卓识;三、在新题乐府

的创作上,主张尚辞(词取锻炼)、尚义(旨求尔雅)兼顾尚乐(田畯、红女之响),在三者无法兼顾的情

况下,则优先考虑辞、义的表达.其«弘治宫词»«正德宫词»«西城宫词»,继承的就是唐代的新声乐府

传统,作为另一条创作之路,与«乐府变»并行不悖.综上而论,王世贞«乐府变»的核心在“尚义”,即
“讽咏今事”的传统.

那么,晚明诗人如何看待王世贞的这组作品呢? 顾景星评价王世贞乐府“变袭各半”,可见在他

看来,«乐府变»的核心内涵在一“变”字.我们有必要明确此“变”的参照对象为何,是在文学文本层

面,对李攀龙“剿古为已有”的拟古创作有所改变? 还是在文学现实层面,突破李东阳«西涯乐府»中
“无切于时”的保守思想? 这涉及两个不同的文学传统,一为“乐府新题”传统,一为“诗史”传统,有必

要作细致的区分.一旦我们细究这两个文学传统的不同之处,有两种特殊的乐府类型就凸显出来:
一类以乐府新题纪咏旧史,渊源于李东阳«西涯乐府»,在晚明清初有不少效作;一类以乐府旧题讽咏

今事,渊源于唐刘猛、李余诸家,明末以顾景星«拟杜甫乐府»为代表.这两类作品是否也在“乐府变”
的范围内,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乐府变运动的文学史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王世贞«乐府变»的
定性并不难,但受其影响而发展壮大的乐府变运动,其各式作品的文体边界就要复杂得多.

我们先看晚明作家对“乐府变”三字的常规理解.刘城«乐府变»九首,明言“间仍古题,皆增字以

别之,而调亦加变”③,所用诸题皆袭改元前旧题,而所咏为乙酉国变事;其«今乐府»七首,赞赏李梦

阳、王世贞的新题乐府“其文古,其事核,不以言语文字讳”④,多和李梦阳新题之作;另撰«乐府»３４
篇,沿汉魏旧题,却一再强调“其文则古,而其事与义则别,余固不为拟古乐府”⑤.以上种种,皆见刘

城对“乐府变”的理解,甚至对“乐府”原初概念的认知,在内容上的讽咏今事,而非新、旧题之形式.
明遗民薛敬孟,其«击铁集»中有“乐府变声”１１首⑥,兼具讽咏今事和乐府新题二要素;另撰“乐

府新声”２３首,效唐人王建、张籍等人的新题乐府.可见在他眼中,无论“乐府新声”还是“乐府变

声”,都是讽咏今事之作,它们的主要差异,是借唯名定义之不同,将唐人、明人的新题乐府区分开来.
另一遗民潘江,其«木厓集»中有“乐府变体”２４题,这些作品以首句的前二、三字为题,每题下有“美
禁火耗也”“美通商也”“美禁关节也”⑦之类的小序,明显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命题法.潘江将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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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曰“乐府变体”,亦希求在时代上有别于唐人“新乐府”.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与薛敬孟一样,只是将

“变”视为区分时代的一种标签,在内容上仍遵循讽咏今事的宗旨.
由上可知,在多数作家眼中,«乐府变»创作的第一义在“尚义”,在讽咏今事的“诗史”实践.但他

们对“变”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时代之变上,缺少对乐府学流变的深层认知.而一旦“诗史”观念被固

定下来,作为第二义的“新题乐府”,便有了在形式上寻求变化的多种可能.王世贞为了改变复古派

的拟古风气,力倡“即事命题”之说,而在当时,根据前人的创作经验,“即事命题”至少有三个学习方

向:一是以杜甫新题乐府、白居易«新乐府»为代表的极意讽谕之作,此为王世贞的本旨,诚然大流;二
是以李东阳«拟古乐府»为代表的“因人命题,缘事立义”的批评前事之作,晚年王世贞对此评价甚高;
三是以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为代表的哀感顽艳之作,直至清初,方见气象(后
有详论).这三种类型中,只有第二类与早期乐府传统无关,是明乐府自身发展出来的新传统,且对

王世贞乐府观的转变有重要影响,不可不提.
李东阳«拟古乐府»二卷(又名«西涯乐府»,共１００首),取明以前正史故事作咏.虽曰“因人命

题,缘事立义”,实缺少杜甫乐府讽咏今事的精神.他回顾唐以来的乐府发展史,“唐李太白才调虽

高,而题与义多仍其旧.张籍、王建以下,无讥焉.元杨廉夫力去陈俗,而纵其辩博,于声与调或不暇

恤.”①根本未提杜甫的新题乐府;至于元、白的新乐府,也在“张籍、王建以下无讥”的轻蔑语调中略

过.可见李东阳对乐府创作的理解,与杜、白等人大相径庭.其作虽曰“拟古乐府”,实为拟古事之乐

府,而非拟古乐府之题与义,与复古派的拟古乐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样的创作形式,在嘉靖以后的诗坛,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王世贞也认为其作“十不能得一”②.

但他晚年对«西涯乐府»的态度大变,成为诗人们判断复古诗风转变的一个窗口:

　　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

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

造,名语迭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

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③

这段文字关涉“弇州晚年定论”,故现今学界主要关注王世贞前、后期文学思想之转变,及对晚明文学

思潮的诸多影响,较少从乐府文体学的角度,来探究李东阳«拟古乐府»之所以造成王世贞乐府观变

化的原因.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李文正为古乐府,一史断耳”④,评价甚低,却在晚年盛赞他“奇
旨创造,名语迭出”,“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与此同时,看衰“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在乐府发展中

的前景,此法正是嘉靖年间他与李攀龙一同奉行的创作圭臬,故他所嘲笑的“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

之”,实可视为早年的自己.我们不禁要问,西涯乐府到底有什么魅力,让王世贞晚年幡然醒悟,以致

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李东阳的拟古乐府,本质上是咏史诗.后人评曰:“李西涯之乐府,其文不谐金石,则非乐也;不

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又不咏时事,则不合于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当名为咏史乃可.”⑤这

种前所未见的“三不”特征,让读者很难将之归入«乐府诗集»的分类体系中,因为它与宋以前的古、近
乐府皆不同.从王世贞、李攀龙的早年创作来看,他们在“不谐金石”“不取古题”二事上,与李东阳截

然不同,只在“不咏时事”的态度上基本一致.但严格地说,“后七子”主张不咏事,李东阳主张咏古

事,故弇州批评其“太涉论议”.王世贞晚年看重的,亦非“咏古事”本身,而是“咏古事”中的议论之

法,这超越于今事、古事之上,可资借鉴.«弇州山人续稿»中有不少以新题咏古事的“拟古乐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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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行»«东方曼倩行»«乌孙公主歌»等,都是王世贞乐府思想转变之后的作品.至于«西涯乐府»是
否“有直刺时事者”①,笔者未敢妄论,但“西涯乐府,得古诗之遗,风刺并见,含蓄可味”②的看法,是晚

明清初诗人的普遍观念.作为创作技法的“风刺并见”,完全可能被他们拿来所用.
巧合的是,对王世贞«乐府变»有过效仿的刘城,也对李东阳«拟古乐府»发表过看法.作为在王

世贞乐府观影响下的一代人,他对李东阳的认识,多少带有王世贞的某些痕迹:

　　唐惟杜少陵即事创题,不仍往昔.本朝李西涯别用故事,尺度自裁.皆古今卓识.教俗订

讹之功,斯为大矣.余少得«西涯乐府»本,读而好之,后览元美«卮言»,谓一史断耳,心然疑其

说.夫不拟古之既作者而自为之,此有所动千中矣.然其事则古,其文则古,即安能无美刺讽谕

其间不盈不肯拟古,持论正与余同.其独和西涯者,盖以题无因仍,事见本末,情有感触,语

具兴观,故能独纵己力为之也.③

这是刘城为顾尔迈«和西涯乐府»撰写的序文,虽然他对王世贞«乐府变»推崇备至,却没有读过王的

«读书后»,以致于当他看到王世贞评价西涯乐府为“史断”的时候,难免心疑其说.但即使如此,他还

是认为西涯乐府“美刺讽谕其间”,指出从不创作拟古乐府的顾尔迈之所以和«西涯乐府»,就是因为

其中有一般拟古乐府没有的东西,“题无因仍,事见本末,情有感触,语具兴观”.可见在刘城等人看

来,«西涯乐府»区别于一般拟古乐府的关键之处,在今人所谓的“尚义”.
顾尔迈的«和西涯乐府»是否涉明代史事,因文献不存,无法确言.从他欣赏«西涯乐府»“题无因

仍,事见本末,情有感触,语具兴观”来看,如果只是一味地因题次韵,就会变成对其欣赏对象的一种

解构,这种可能性不大.后来的明遗民陶汝鼐,撰«广西涯乐府»三卷１２０首,前二卷仿«西涯乐府»吟
咏古事,第三卷续«西涯乐府»咏明朝事,则有怀念故国、反思旧史的明确指向.在他眼中,与七子乐

府的“斤斤学步”不同,«西涯乐府»虽咏古事,却寄批评于其中,有“风义”“救时”之旨④.在清政权渐

趋平稳的局势下,委婉刺时的咏史诗,比直白讽谕的新题乐府,更适宜生存.如清初人单隆周,撰«似
乐府»５４首,其序曰:

　　拟古之外,取近代可歌可咏之事,立题制什,此亦变通唐人«系乐府»«新乐府»之意也.尝读

明史,因刺取其事,兴会所起,繁简听之,被以古体,间以唐音.既境写情,遇物成象,得如干首,
题曰«似乐府».昔李西涯自为乐府,王元美始痛抑之,已而自悔,称其奇旨创造,名语迭出.李

空同以乐府音节谣咏近事,极得讽谕之体.数百年来,竞称卓绝.余窃取其义,用抒于邑云尔.⑤

单隆周明言其作有两个传统,一是唐人«系乐府»«新乐府»,取近代可歌咏之事,立题命篇,即“刺取其

事”;二是西涯乐府的“奇旨创造”、空同乐府的“极得讽谕之体”,即“窃取其义”.也就是说,于唐人乐

府更关注新题,于明人乐府更关注新义.从批判精神来说,他继承的是李东阳、李梦阳、王世贞一脉

而下的明人传统,后万斯同«明乐府»６８首,尤侗«拟明史乐府»１００首,吴炎、潘柽章«今乐府»１００首

等,都是类似的情况.之所以清初人有这样的普遍认识,王世贞晚年对西涯乐府的高度评价,及钱谦

益对“弇州自悔”的再三宣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当下的文学眼光来看,李东阳、陶汝鼐、单隆周、万斯同等人的乐府,皆咏前代事(古事、近事)

而非今事.虽然他们都有批判精神寄寓其中,但一个是历史批评,一个是现实批评,二者有不小的差

别.我们需要认识到,王世贞晚年之所以赞誉西涯乐府,是因为其中的批判精神不同于嘉靖后期的

模拟之风,其“变”的参照物,是李攀龙乐府;而清初人效仿西涯乐府,是由于整个时局造成的,他们不

便对新政权的统治进行直白的批判,只能转向对明朝史事之吟咏,借此对旧王朝的覆灭有所反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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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参照物,是创作空间渐小的乐府变传统.时代不同,“变”的初衷和诉求亦不同.王世贞试图

借李东阳的历史批评来改变李攀龙的模拟风气,殊不知百年后的另一批诗人,面对新政权的文网,又
借李东阳的历史批评躲进小楼,将王世贞开创的乐府变运动引向了终结之路.

既然王世贞题曰«乐府变»,后人也认同其意义在“变”不在“袭”,那么,我们在接受他变革前人乐

府之事实的同时,也得允许后人在核心内涵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对他的乐府观念有细微的改变.就

像刘城的«乐府变»稍改乐府旧题,只要讽世刺时的主旨尚在,就仍是“乐府变”的精神.从这个角度

来说,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没有必要过度拘泥于形式,否则只会遮蔽对真实面貌的探究.
综上而论,乐府变运动的起始时间,在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至隆庆元年间,王世贞的«乐府变»创作

于这一时期;其结束时间大致在清康熙前期,因吴伟业卒于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万斯同«明乐府»作于

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上京前,尤侗«拟明史乐府»作于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其作品内容,主要针对晚明

国家变局和地方民生状况,以及明清鼎革带来的社会巨变,涉及王世贞、陈子龙、李雯、王思任、刘城、
顾景星、薛敬孟、潘江、钱澄之等诗家.入清以后,风气渐弱,虽有魏裔介«今乐府»、陈维崧«新乐府»
诸篇,但规模已大不如前.其创作主流,转为陶汝鼐、单隆周、万斯同等人的明史乐府.当然最重要

的,是在明末乐府变风气与清初变局的合“变”影响下,出现了一位以歌行创作名垂诗史的作家.吴

伟业是这次乐府变运动的殿军,还是超越于乐府变运动之上的更伟大的诗人,接下来会继续讨论.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吴伟业身上最鲜明的“诗史”和“梅村体”两个标签,都与晚明清初的乐府变运

动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学界以往考察吴伟业诗歌较少关注的一面.

三、“七子”乐府变体思想与“诗史”传统的自觉

如果将乐府变运动视为又一次的新乐府运动,我们不禁要问,这次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在晚明清

初这一历史时段? 晚明的政治变局与清初的国家动荡,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原因,但类似场景在

两宋之交、宋末元初、元末明初皆有出现,且都与民族政权的更迭有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如此大

规模的新题乐府创作现象? 我们只有将内因与外因结合在一起考察,方能对乐府变运动的思想基础

有更深刻的认知.
“乐府变”肇始于王世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王世贞后期思想在乐府创作中的

一次实践.他在«乐府变»中赞誉杜甫的新题乐府,未提元、白二人,表面上是“新题乐府”和“新乐府”
两个概念的差异,甚至可以理解为在复古派“诗必盛唐”学说下的必然选择.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那就是明以前诗人,论杜甫而及“诗史”,已成常态;但白居易、元稹及其新乐府,却少有人以“诗史”相
称.强调杜甫的“即事命题”,可以有效地与晚明兴起的“诗史”思潮挂钩.之前何景明、王廷相等“前
七子”,对杜甫的“变体”创作多有批评①,如何景明«明月篇»小序曰: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

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

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

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②

在何景明看来,乐府、歌行须音调流转,杜甫的歌行过于强调切实,属于诗歌之变体,“其调反在四子

之下”.显然,在何景明的诗学体系中,这种变体不是最好的学习对象,«明月篇»的风格,也更接近四

杰之流丽.王廷相对杜甫“变体”的看法亦类似,其«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曰:

　　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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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实,言多趁帖,情出附辏,此则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①

他提到的四首叙事诗,杜甫«北征»、韩愈«南山诗»、元稹«阳城驿»为五言古诗,卢仝«月蚀诗»为杂言

古诗.在后世的文学评价中,这四篇不止内容上的“填事委实”,还有政治上的含蓄批评.如果说何

景明是从杜诗向前批评,那么,王廷相是从杜诗向后批评,韩愈、卢仝、元稹一并进入他的论说范围.
对比可见,同为对“变体”的批评,何景明更关注声与辞的差异,王廷相更关注情与事的差异,于此来

说,王廷相的关注点更具“诗史”意识.
既然何景明、王廷相一再批评杜甫“变体”,而王世贞却借杜甫的新题乐府突出一“变”字,我们实

可从用词中发现前、后七子的思想关联,即王世贞针对何、王的“变体”说,赋予了“变”字新的诗学内

涵.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王世贞后期力求为复古诗学注入新的活力有关;另一方面,弘治朝的欣荣

气象和嘉靖朝的党同伐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家国带来的巨大悲愤,是他求变的外部动力,承袭了

«诗经»而下的变风变雅传统.
讨论了“变”字在复古诗学内部的观念变化后,我们再来看王世贞«乐府变»小序中的一段话:

　　其前集取亡害者半留之,几欲削去其余.既复自念三百篇不废风人之语,其悼乱恶谗,不啻

若自口出,乃犹以依隐善托称之.«诗»亡然后«春秋»作,至直借赏罚之柄,而不闻有议其后者.
秦兴而始禁偶语、焚载籍,然不久而汉竟洗之.以国家宽大显信,其必亡虑,于它可推已.②

他在这里征引了孟子的名句,即“«诗»亡然后«春秋»作”,这句话非同小可,因为在数十年后明清之际

“以诗为史”阅读传统的确立过程中,它将成为清初各家“诗史”说大讨论中的一个公共话题③.而王

世贞是较早在具体的“诗史”创作实践中提到这一点的作家,我们有理由认为,王世贞对此的思考相

当自觉,因为他在另一篇«编注王司马宫词序»中也提到了这句话,而且就诗、史、情、事诸关系,作了

更清晰的论证:

　　«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者,史也,史能及事,不能遽及情;诗而及事,谓之诗史,杜少

陵氏是也.然少陵氏蚤疏贱,晩而废弃寄食于西诸侯,足迹不能抵京师,所纪不过政令之窳衺,
与丧乱乖离之变而己.独王司马建生于贞元之后,以宗人分,偶有所稔,习于宫掖而纪其事,得

辞百首.④

很显然,王世贞认为诗与情、史与事是两组对应的关系.史不能及情,诗却能及事,那么,诗的功能和

意义无疑要比史大,其代表作家就是杜甫.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王世贞为什么要在«乐府变»中标榜

杜甫,一来«乐府变»属于乐府新题,而非乐府新声,正匹配杜甫的歌行之体;二来王世贞创作时正值

家居期间,其情形与杜甫晚年远离京城有相似之处,就诗情、史事二者关系的处理方式来说,更接近

杜甫新题乐府的情况.他在«乐府变»和«宫词»的序言中都提到“«诗»亡然后«春秋»作”,显然不是无

心之举,自有其深层的用意.他的«乐府变»和«弘治宫词»«正德宫词»«西城宫词»,即其“诗史”思想

在不同类型创作中的自觉实践.
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在“前七子”的另一篇重要文章中,又发现“«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踪迹.

那就是李梦阳的«诗集自序»:

　　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

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夫孟子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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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亡然后«春秋»作”者,雅也,而风者,亦遂弃而不采,不列之乐官.悲夫.①

以上论说文字,治明诗者很熟悉,因为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主张,被后来学者视为“空同晚年自悔”
的重要证据.在这篇文章中,李梦阳借同年文友王崇文之口,回顾了自己过往的诗歌创作观念,并作

了一定的反思和完善②.可能是学界太关注“真诗乃在民间”一句的缘故,竟未留意此文是明代文学

思潮中最早论及“«诗»亡然后«春秋»作”的作品.当然,李梦阳的态度以批评为主,认为此说虽雅,却
间接造成了风诗、真诗遂弃不采的状况.以诗情、史事来说,他崇尚诗情一路,与王廷相、何景明等人

批评杜诗“填事委实”“陈事切实”,实殊途同归.而王世贞的«乐府变»则不同,既在“变体”的创作概

念上,阐发出有别于王廷相、何景明的乐府新内涵;又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理论概念上,选择

了与李梦阳截然不同的“诗史”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王世贞的变革都是实质性的,作为乐府变

运动的开端,无可争议.
乐府变运动中“诗史”传统的强化,不仅体现在初创者王世贞的言论中,其后继者亦有明确的理

论意识.如万时华读过刘城的«乐府变»,告诫他“勿以示人”“守此如瓶”;梁以樟对诗中的政治隐喻,
亦有“斯指某,斯指某”③的猜测.可知这些作于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的作品,因指涉当时人事,包括对

权臣的讽刺,并不适宜在短期内广泛流传.其作品的现实批评,已从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这显然

更接近杜甫的新题乐府,而非元、白的新乐府(只有前者才被公认为“诗史”).另外,刘城将自己的乐

府诗比作谢翱、文天祥、郑思肖的文字,而谢、郑等人的作品,显然不能用乐府或歌行之体来涵盖,但
却可以用“诗史”学说来阐释.其文章的论述重心,不言自明.更关键的是,拿宋末谢翱、文天祥、郑
思肖等人的事迹,来追溯易代之际的“诗史”创作传统,是钱谦益、黄宗羲等人的惯用手法.清初有关

“诗史”最有名的两篇文章,钱谦益«胡致果诗序»和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④,其中讨论对“诗史”概
念的理解,亦用到谢翱、文天祥、郑思肖、黄震、汪元量等故事.而钱、黄二文的主题无关乐府,是对广

义诗、史关系的讨论.由此逆推,可知至明清之际,在“乐府变”传统的内部,相关主旨之重心,已从乐

府之体式,转向“诗史”之功能.这种核心属性的变换,是乐府变运动有别于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唐乐

府运动的最大不同,它在精神上比新题乐府更自觉,在体式上比新乐府更自由.当然,也因为它在精

神上的自觉,使得对文学审美的追求有所忽视;因为在体式上的自由,使得对范畴边界的控制略显宽

松.这些,都为入清以后乐府变运动的衰落和变形,埋下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综上所述,乐府变运动有两个文学传统,一是体式层面的“新题乐府”传统,二是功能层面的“诗

史”传统.向前追溯,它们同源于杜甫的歌行.故在很大程度上,王世贞小序中宗尚杜甫而不是白居

易,有其必然的一面.晚明的乐府作家,更看重的是王世贞力振的“新题乐府”传统,他们对“诗史”概
念及内涵的讨论,其实比较单一,尚没有像清初作家那样挖掘出丰富的内涵.与之相比,清初的乐府

作家,更看重王世贞的“诗史”观念,这与整个时代环境的变化有一定关系,晚明时局让诗人们仍抱有

讽时刺世、以求上听的愿景,这也符合乐府采风的初始功能;但异族政权的统治,让新题乐府丧失了

沟通上下的路径,立足未稳的统治者未必从善兼听,诗人们也畏惧于潜在的文字之祸,更愿意在私人

空间中行使“诗史”的创作权利.这个时候,“新题乐府”和“诗史”两个文学传统的不同,已不再是简

单的体式、功能之别,而是文学创作与传播之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之

际的家国灾难,让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史”传统进入一个更深刻、更丰富的自觉阶段,而这种自觉

性,又反过来延续了晚明乐府变运动的生命,促使其创作方向上的某些调整和转变,从向上进言转为

向内诉说,并最后引出了吴伟业的“梅村体”歌行.综上而论,自觉的“诗史”观念,是乐府变运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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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阳:«空同子集»卷首«诗集自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４０册,第１２９页.
参见廖可斌:«关于李梦阳“晚年自悔”问题»,«诗稗鳞爪»,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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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的重要原因,也是乐府变运动较之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在文学史意义上的最大不同.

四、晚明“乐府变”与清初“梅村体”的关系

有关吴伟业及“梅村体”的研究,是清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对其歌行风格的溯源,早在清

初,王士禛就说过:“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杜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参以大

复;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①指出钱谦益宗法杜甫、苏轼,陈子龙宗法李颀、何景明,吴伟业宗

法元稹、白居易,颇有暗示明人学明、清人学唐的分流清源之意.此后的诗家,亦有补充发明,或以为

学初唐四杰,如四库馆臣评曰“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②;或以为学

李商隐、温庭筠,如朱庭珍评“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词藻风韵”③.以上说法,皆精辟有

见.他们都认为,吴伟业之所以能形成“梅村体”之风格,主要来源于对唐诗名家的学习.在清人大

力批判明代文学遗产的形势下,跟着清人的溯源脚步,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清人的创作一定跳过

明代,直接向更早期、更经典的文学传统学习.亦有不少学者指出,“梅村体”学习了明传奇的叙事手

法④,这主要是从小说、戏曲等更被当代学术所认可的俗文学体式中寻得灵感.事实上,明代文学与

清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像清人所划界线那么简单⑤.本篇尝试探究吴伟业“梅村体”与晚明乐

府变运动之间的关系,以此为个案,观察明中叶以来形成的诸多文学“近传统”之于清代文学复兴的

文学史意义.它们不仅发生在小说、戏曲等俗文学领域,及性灵诗歌、小品文等艺术审美领域,在更

大的文体范围内,皆有错综复杂的表现.
王世贞将“乐府变”定义为新题乐府,并以杜甫为标杆,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很多诗人视歌行为

乐府的创作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虽然也有一些诗人力辨杜甫歌行之体,如熊明遇、顾景星、
许学夷等,但这种唯名之争只停留在批评层面,在创作上仍趋从大流,顾景星的«拟杜甫乐府»就是最

好的例证.这一趋势,在观念上为“乐府变”与“梅村体”的衔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在晚明时代,“即事命题”的新题乐府呈现为两个学习方向,一是以杜甫新题乐府、白

居易«新乐府»为代表的极意讽谕之作,二是以李东阳«拟古乐府»为代表的批评前事之作.入清以

后,前一种情况基本上已不可能,单隆周、万斯同等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与他们的遗民身份及思

痛精神有关.吴伟业则尝试了一个新的方向,即以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连昌宫词»为代表的“哀感

顽艳”的创作风格.从吴伟业前后期歌行风格的转变,可以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
现可考知的吴伟业的较早歌行,是作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的«悲滕城»,十年的«高丽行»«东皋草堂

歌»,十一年的«殿上行»,十二年的«悲巨鹿»等.分咏滕州水灾、朝鲜臣清、瞿式耜党争陷狱、黄道周

廷谏遭贬、卢象升死难诸事.无论在语言风格上,还是叙事结构上,都与文学史中所谓“梅村体”之哀

感顽艳、宛转流丽不同,反而与王世贞«乐府变»中的«大地变»«辽阳悼»«商中丞»«黄河来»等多相似

之处.叶君远就指出,吴伟业的早期歌行中,苍凉沉重地反映现实之作甚多⑥.这种风格,从宗唐的

角度来说,更接近杜甫的新题乐府,如果一定要说他学习元、白,也是学白居易的“讽谕诗”而非“感伤

诗”.至于吴伟业后期为什么会转向哀感顽艳,笔者以为,政治气氛的变化,让他不再一味敢言,需要

用一种更委婉的批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故其吟咏对象,从重要历史人物转为非帝王将相式的

人物;其描述内容,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变为宫苑园亭的兴衰变迁;其创作出发点,也从政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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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劝谕,变为对历史的咏怀和思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万斯同等人异中有同,其主旨都从现

实批评转向历史批评,他们希求回应的,并不是统治者的虚怀若谷,而是普通读者(同时代文人和后

世的历史观察者)的认同和永恒.
以上考察“乐府变”和“梅村体”在风格、体式层面的关系,这属于文学内部研究之法;与之相应

的,是外部研究之法,主要体现在对王世贞、吴伟业二人关系的探究上.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称吴

伟业及“太仓十子”为“娄东诗派”,对这个地域诗派来说,同为太仓人的王世贞,是一位先行者的形

象.无论在唐诗学上,还是地缘诗学上,王、吴二人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吴伟业的文字中,提到王

世贞的次数屈指可数,给人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有关二人在唐诗学上的关系,吴伟业«致孚社诸子

书»曰:

　　弇州先生专主盛唐,力还大雅,其诗学之雄乎.云间诸子,继弇州而作者也;龙眠、西陵,继

云间而作者也.风雅一道,舍开元、大历,其将谁归?①

吴伟业推崇唐诗的风雅之道,在此思想体系下,肯定王世贞、陈子龙、李雯等人之于明代唐诗学的贡

献.所谓的龙眠,指以方以智、钱澄之为代表的桐城诗人群.毛奇龄«龙眠风雅序»曰:“当夫黄门(陈
子龙)崛兴,与海内争雄,一洒启、祯之末驵狯余习.而其时齐驱而偶驰者,龙眠也.故云龙之名,彼
此并峙.”②而«龙眠风雅»的编者,正是前面提到的创作«桐山谣»的潘江.以上诸人,王世贞、陈子龙、
李雯、潘江皆有«乐府变»或«新乐府»存世,方以智、钱澄之是以“诗史”有声于时代的遗民诗人③,吴伟

业的叙事歌行亦享有“诗史”的评价.一条以诗歌宗唐为主张、在创作中践行“诗史”传统的跨地域诗

学脉络,已隐约浮现出来.
而在地缘诗学上,吴伟业视王世贞、王锡爵为太仓文脉之大端,“两王既没,雅道凘灭”.但以为

王世贞的当学之处,在其盛年的“瑰词雄响”,而非晚年的“隤然自放”④.«乐府变»作于王世贞四十岁

左右,正是其盛年用意之作,符合吴伟业“瑰词雄响”的标准.遗憾的是,在吴伟业看来,稍后的晚明

时代,太仓文坛陷入了一种将“隤然自放之言”视为“有合于道”的困境.而这样的局面,是由王世贞

晚年思想及其后继者的趋从所造成的.因此,从变革诗风的角度来说,吴伟业对王世贞,持一种批评

中有局部认同的复杂态度.
尽管吴伟业肯定了王世贞在宗唐、地缘诗学上的重要地位,但没有明说自己的文学思想是否受

其影响.李瑄指出,吴伟业«杂剧三集序»中论诗、词、曲三者关系的文字,实沿袭王世贞«曲藻序»旧
说而来⑤,可为一例.更早的洞察者,如乾隆年间的程穆衡,以«吴梅村诗笺»闻名诗坛,其评曰:

　　今观梅村之诗,指事传辞,兴亡具备.远踪少陵之«塞芦子»,而近媲弇州之«钦 行»,期以

摭本反始,粗存王迹.同时诸子,虽云间、虞山犹未或识之,况悠悠百世欤!⑥

程穆衡明确指出吴伟业的诗歌特征,是“指事传辞,兴亡具备”.这八字正指向了乐府变运动中最重

要的两个文学传统:指事传辞,即新题乐府传统;兴亡具备,即“诗史”传统.另外,他对“梅村体”宗法

对象的远近关系,也把握得很到位.杜甫的«塞芦子»,在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被专门提到,与“三
吏”、«留花门»并论.前及顾景星«拟杜甫乐府»八篇,选题就是“三吏”“三别”和«塞芦子»«留花门»,
宋荦亦有“少陵乐府以时事创新题,如«无家别»«新婚别»«留花门»诸作,便成千古绝调”⑦的评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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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五十四«致孚社诸子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０８７页.
毛奇龄:«西河文集»序卷十二«龙眠风雅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８７册,第２７９页.
钱澄之:«藏山阁集»文存卷三«生还集自序»:“所拟乐府,以新事谐古词,本诸弇州新乐府,自谓过之.”(«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３９册,第７０４页)足见王世贞«乐府变»对其“诗史”创作的影响.亦可参见张晖:«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第６９３ ６９４页.
李瑄:«“梅村体”歌行的文体突破及其价值»,第１７７页.
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传»,见«吴梅村全集»附录一,第１４１３页.
宋荦:«西陂类稿»卷二十七«漫堂说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１３５册,第３０２页.



见清人将这批作品视为新题乐府,已成常态.王世贞的«钦 行»,是«乐府变»中的一篇,沈德潜以为

刺严嵩,此诗以鸟喻人,有寓言诗的特色,是一篇讽咏今事的佳作.程穆衡的“远踪近媲”说,使我们

对“梅村体”的认知,不再孤立地遥接唐人传统,同样对近代传统有所关注.毕竟对任何作家的创作

来说,文学史及已有经典,是他们知识体系中的基础部分,晚近的文学风貌和社会现实,是他们知识

体系中的变动部分.前者代表了理性的文学史认知,后者代表了对现实世界的文学体验,即使再伟

大作家的创作,也是由这两个部分合力形成的.
总的来说,“梅村体”中的精神、主旨一脉,形成于崇祯年间,从杜甫、王世贞继承而来;而风格、形

式上的特征,来自对元白、四杰的学习,及对早年诗风的自觉改造,从而提升了其歌行的艺术审美价

值.较之先前的王世贞、陈子龙、顾景星等人,他不仅在作品质量上有所超越,更有其他多方面的文

学意义,如将“乐府变”的核心内涵从精神主旨转至风格形式,从现实批评转至历史批评等.随着这

些要素离王世贞的原旨越来越远,最终发展为自成一家的文学样式.它自“乐府变”脱胎而来,又以

新的面貌“梅村体”被后世诗人学习效仿,成为另一个文学传统的开端.
故笔者以为,“梅村体”的出现,是乐府变运动的一次突变.它的最大贡献,是将乐府变运动的创

作主旨,从向外的刺时或咏史,内转至对文本语言、风格的锤炼与尝试.这一内转趋向,固然有被政

治环境所迫的原因,但晚明宗唐诗家内部对复古学说的反思,造成“诗必盛唐”观念的瓦解,及对中晚

唐诗风的探索,亦值得留意.但不管怎么说,王世贞提倡乐府“变”的初衷,是为了赋予杜诗“变体”纪
实刺世的时代内涵,而清人话语中对“梅村体”之语言、体式特征的偏重,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

内涵的影响力.至于它是否开启了另一种时代内涵,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内.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中,杜甫和吴伟业是最当得起“诗史”荣誉的诗人,虽然也有

人对汪元量、黄遵宪等有过“诗史”的评价,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尚不能与杜、吴二人并论.从

杜甫的新题乐府,到吴伟业的“梅村体”,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歌行,但位居“诗史”金字塔尖的作品之风

格,前为沉郁顿挫,后为哀感顽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诗史”的荣誉未曾落

到兼擅«新乐府»之沉痛和“长庆体”之流丽、且被吴伟业推崇备至的白居易身上? 除了白居易所处时

代不像安史之乱、明清易代那么剧烈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笔者以为,这涉及之前所说的文学创作

中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等问题.无论是杜甫还是吴伟业,他们的“诗史”作品,虽为纪实,但首先有

感而发,充溢着饱满的私人感情.白居易略有不同,«新乐府»自云“欲见之者易谕”“欲闻之者深

诫”①,有以求上观的诉求,其理性批评难免对情感有所约制;«长恨歌»«琵琶行»等作品,或虚构太多,
或个人行迹太显,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颇疏.不管哪一种情况,都未能在情和事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唯有杜甫和吴伟业处理得最好,包括王世贞、陈子龙、顾景星等人,皆有顾此失彼的遗憾.
这或许是为什么在读者及批评者的眼中,乐府变运动不为人知、而“梅村体”世人皆知的深层原因吧.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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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位到官位(一):以汉魏南北朝的校书郎为例

刘　啸

摘　要:西汉时期的“校书”只是一个职位,是由他官兼领的工作.东汉的“校书郎”是由“校书”职位和

“郎”官位组合成的一个习惯用语,其本质是郎官,也就是以郎官去领校书.虽然东汉有校书部这样的机

构,但并不管理校书郎.魏晋新设的“秘书郎”本来是取代校书郎从事校书工作的官员,但由于门阀社会的

成立,秘书郎异化为高门大族的起家官,当官而不任事.对于这种情况,南朝继续采用以他官领校书的老

办法,北朝则在秘书郎下新设校书郎以从事校书工作.两汉的他官领校书与北朝以至隋唐的校书郎是有

区别的.前者是专家治专学,后者可能只是从事简单的文字校对工作.对“校书”从职位到官位演变过程

的个案考察,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官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校书;郎官;秘书郎;校书郎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０７

一、概念的界定

本文的“职位”并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相对于“官位”来说,没有官

品,这是“职位”的核心要素.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始终没有官品;二是在某个时期取得了官

品.其次,必须有事可做,有权力、有责任.这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某些事务本来并不包含在已有

职官的权责范围之内,经过长期行用,在这个时期固定为某些职官的职掌;二是长期设置的某些职

位,取得官品,变成了新的官位.
这样一种无官品、有权责的“职位”并非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现象.廖伯源先生在研究秦汉时

期皇帝使者与官制演变的过程时指出:“其一、使者奉诏出使,执行某一使命,本为临时差遣,使命完

成,其使者之身份就结束.但有某种使命,习惯性常遣某一官职之官员出使执行,久而久之,该使命

渐变成该官职官员之固定职掌.其二、使者之使命成为一新官职之职掌.其三、官制演变

之一现象是有些官职之出现,先有其职务之事实,然后才设置该官职,故其官名是从动词转变而来

的.”① 赖瑞和先生在研究唐代“使职”时提出“举凡没有官品的实职官位,都是使职”的观点② ,都很有

启发意义.本文之所以没有使用“使者”“使职”这样的名称,是因为秦汉的“使者”、唐代的“使职”,有
比较明确的定义,具备一些共同的特点.秦汉的“使者”,出使的意味较浓.唐宋史籍中“使职”有大

量用例,含义显豁、明确.无论是“使者”还是“使职”,都不能不加辨析地运用到魏晋南北朝“职位”的
研究中来.因此,在没有找到如“使者”“使职”等史籍固有词汇时,本文暂且使用描述性的语言来界

定魏晋南北朝“职位”的研究范畴.

　

作者简介:刘啸,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①　廖伯源:«使者与官制演变:秦汉皇帝使者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２５ ３２９页.

②　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第７２页.另参见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武汉大

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１９６３年第１期;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９８ １０１页.



　　从对“职位”的界定范畴上不难看出它与官品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一方面,阎步克先生作出了

重要贡献.阎先生借用现代行政学的理论,设计了“品位—职位”“自利取向—服务取向”的研究框

架,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阶制度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①;特别是他揭

示的“职位分类”以事为中心的特点,其实也是廖氏“使者”说,陈氏、赖氏“使职”说的核心要素之一.
不过,阎先生更多关注的是既有的官僚等级制度,也就是已经取得秩级或官品的职官,这与本文的视

角是不同的.赖瑞和先生在研究从使职演变为职事官时曾经简要回顾了唐代秘书省校书郎的前世

今生,说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官制,在最初设置时,往往是从使职开始的”②.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
考察汉魏南北朝时期的校书郎是怎样从“职位”演变为“官位”的.

二、西汉的“校书”与东汉的“校书郎”
«汉书艺文志»曰: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

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

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

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③

西汉建国之初,承嬴秦焚书之祸,文献散亡.惠帝四年(前１９１)三月,废挟书之律④,孝文、孝武置博

士以广经说⑤,典籍稍备.至成帝河平三年(前２６),始诏以刘向等人校书.校书在当时是临时性的

任务,所以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从各个官署抽调了专门的人才,也就是以他官来做这件事.河平三

年,刘向五十四岁起至七十二岁卒时,一直在做校书这件工作,所以史书才会记载“刘向为孝成皇帝

典校书籍二十余年”⑥.“校书”在西汉,只是一件工作,一个任务,一个职位.只要学有专长即可,既
不管任职者本身官位高低,在任职时间上也并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唐六典»在提到西汉的“校书”时
才会说“斯皆有其任而未置其官”⑦.

至东汉,始有“校书郎”的名号,顾名思义,它是由“校书”和“郎”两部分合成的.“校书”代表了职

务,说明它要做的事;“郎”则是官位.严格来说,“郎”只是“郎吏”“郎官”“郎署”等的一个泛称.在东

汉,光禄勋统诸郎署,除了虎贲、羽林等下辖执掌宿卫侍从的郎官以外,“郎”主要是指五官、左、右三

中郎将下辖的中郎、侍郎、郎中,即“三署郎”.所以,严耕望先生说“东汉郎署专供行政人才之训练与

回翔,不以宿卫给事为要务”⑧.王克奇先生认为,虽然«后汉书百官志»云三署皆有中郎、侍郎、郎
中三级,但实际上,东汉光禄勋下三署可能只有郎中,而没有中郎、侍郎⑨,这个意见大概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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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２ １７页;«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

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 ２５页.
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第４６ ５２页.
班固:«汉书»卷三十,第１７０１页.关于«艺文志»序文的考释,见王应麟:«汉制考　汉艺文志考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第１１９ １２１页;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第１ １３页;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 ８页;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 ９页.
班固:«汉书»卷二«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第９０页.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第１９６８ １９７１页.余嘉锡先生认为,汉代校书始于汉初高祖时

期,至宣帝时期,“校书之事,在西汉时几于累朝举行,以为常典,虽其所校或仅谈兵,或只议礼,偏而不全,规模未廓,然大辂椎轮,不
可诬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９０ ９５页).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六«简»引«吴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２７２５页.参见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

经学今古文平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４２ ４５、６３ ６５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秘书省»“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２９８页.
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页.
王克奇:«论秦汉郎官制度»,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附录”,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８４ ３８６页.



东汉一代,我们可以找到“校书郎中”马融①,却没有“校书中郎”或“校书侍郎”的记载.
秦汉的郎吏在储备人才方面的妙用,严耕望先生在«秦汉郎吏制度考»一文中已有详确的论证.

其中,严先生注意到郎官给事他署的现象堪称卓见.光禄勋下辖诸郎官,给事尚书,那就是“尚书

郎”;给事黄门,那就是“黄门郎”.“东汉又以光禄郎典校秘书,故称校书郎;又以书在东观,郎居其

中,又称东观郎”②.因此,无论是“校书郎”还是“东观郎”,它的本体是“郎”.这里的“郎”无论是指郎

中、侍郎还是中郎,三者都有秩级,都是官位,其实也就是“校书郎”的本官.杜佑说“盖有校书之任,
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以郎中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中”③,可谓一语中的,“校
书”是任务,是职位,是服务;“郎”才是本官.因为郎官在官制的规定上并无员数的限制,而且也没有

固定的职务,所以当朝廷有需要时,就可以给予某人一个郎官的官位,并指派去从事某项特定的职

务.«唐六典秘书省»“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条注引«续后汉书»云:

　　马融,安帝时为大将军邓骘所召,拜校书郎中.在东观十年,穷览典籍,上«广成颂».④

马融是一代大儒,所以朝廷给予他一个郎中的官位,让他去东观从事校书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

年.在官制灵活性这一点上,秦汉的郎吏制的确有后代官制不可企及之处.
东汉不仅出现了“校书郎”,而且还出现了“校书部”,«后汉书班彪传上附班固传»:

　　(班)固以(父班)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

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

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

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

为郎,典校秘书.⑤

中华书局点校本于“召诣校书部”有一条校勘记,云:“‘校书部’疑当作‘校书郎’.«御览»五一五引正

作‘校书郎’,又«班超传»云‘兄固,被召诣校书郎’.”⑥我认为,可能恰恰相反,«御览»和«班超传»的
“校书郎”是“校书部”之误.理由有三.

第一,«唐六典秘书省»“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条注曰:

　　东观有校书部,置校书郎中典其事.⑦

«通典秘书监»“秘书校书郎”条注文:

　　明帝召班固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⑧

无论«唐六典»、«通典»是直接抄自«后汉书»,还是别有所据,此处都是“校书部”,而不是“校书郎”.
«唐六典»更明确记载东观有校书部这一机构.

第二,考«经籍籑诂»及«故训汇纂»,“诣”字有“至、候、到、往、进”等义⑨.却没有“任、拜、除”等
义.明帝奇班固之才,才让他去校书部,后拜兰台令史.如果这里的“校书部”是“校书郎”的话,“诣”
字就无法解释.

１９从职位到官位(一):以汉魏南北朝的校书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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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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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９５４页.
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严耕望史学论文集»,第４４页.另,“郎”给事黄门,即“黄门郎”在汉代的各种名称,见杨鸿年:

«汉魏制度丛考黄门郎»,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５ ６７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十六«秘书监»“秘书校书郎”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７３５页.杜氏将“郎”与“郎

中”分为两官,似乎不确,因为“郎”可包括“郎中”.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第２９８页.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第１３３３ １３３４页.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第１３５３ １３５４页.
范晔:«唐六典»卷十,第２９８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十六,第７３５页.
阮元等撰集:«经籍籑诂»,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５１７、１５３２页;宗福邦等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

第２１１９页.



第三,«班固传»明确记载班固先除兰台令史,后因修«世祖本纪»有功,迁为郎,继续典校秘书.
按,据本传此处“兰台令史”注引«汉官仪»曰:“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①而郎官最低一等

的“郎中”也是比三百石.如果“校书部”是“校书郎”的话,似乎没有先任校书郎后除兰台令史的道

理,何况后文还明言“迁为郎”.因此,我认为,«后汉书»此处的“校书部”是不误的.
余嘉锡先生虽然对本条史料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他曾对“书部”这一词汇做过讨论.他引阮孝

绪«七录序»及«隋书经籍志»所记“书部”语,认为:

　　兰台书部,乃泛指部次之事,盖谓庋藏图书之分类法也.②

即“书部”是指当时兰台藏书,依刘歆«七略»分类为书的部次,那么“校书部”之义,就应该是校定书的

部次.如果按照余先生的解释,此处断句似应改为“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但“召
诣”作为汉魏南北朝的常用词汇,意思是征召某人至某处,其后一般均接名词,似乎没有单独断句的

例子.因此,我仍然认为«班固传»的“校书部”是名词,即负责校书的一个机构.
“校书部”是否是校书郎的管理机构呢? 恐怕不是的.“校书部”很可能只是一个临时设置的部

门,在官僚体系内并没有编制.这仍可以马融的经历为证.«后汉书马融传上»:

　　(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辅政.元

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

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
(«(马)融集»云,时左将奏融遭兄子丧,自劾而归,离署当免官.)③

马融以上疏忤旨,触怒外戚,所以在东观校书十年,不得调任,最后自劾归家.所谓“离署”,不是指离

开东观,也不是指离开校书部,而是指离开郎署,因为马融是以郎中的身份去东观校书的,他是一个

“郎”.所以,邓太后死后,安帝才会将他“召还郎署”,仍然给了他“郎”的官位.
由此可见,东汉虽然可能有“校书部”这种专司校书的部门,但并不能管理校书郎.因为“校书

郎”在本质上是郎,只是以郎的身份在校书这个职位上工作而已.所以,校书郎隶属于郎署,即隶属

于光禄勋管理.
东汉有了校书郎以后,像西汉那样以他官典校秘书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后汉书张衡传»: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

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④

刘騊駼不用说,他本身就是校书郎.刘珍当时是谒者仆射,按照«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是个比千

石的官⑤.所谓“著作东观”,首要任务就是校正文字,考论异同.«后汉书文苑传上刘珍传»:

　　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

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⑥

由此可见,安帝永初年间,邓太后曾组织过一次东观校书,除了刘騊駼、马融等校书郎外,还有谒者仆

射刘珍以及五经博士.刘珍、刘騊駼“上言请衡参论其事”,自然也就是请张衡共同来东观校书,商讨

得失.等到二刘死后,张衡以侍中(在东汉,这是一个比二千石的高官)⑦“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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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第９８ ９９页.
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上,第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１９７０ １９７１页.括号内引«马融集»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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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彪撰,刘昭注补:«后(续)汉书志»卷二十五,第３５７８页.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上,第２６１７页.从政治正统性方面的建构来论述后汉校书与著作关系方面的论文,参考飯島良子:

«後漢の鄧太后の学者集団による「校書」:『詩』生民と閟宮の「毛伝」にみる漢制»,«アジア文化研究»３８,２０１２年;«後漢時代の東観

での「校書」と「著作」:担当した学者官僚と対象になった書物»,«アジア文化研究»４１,２０１５年.
此事在«后(续)汉书志»卷二十四«百官»序“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倜说,较略不究”条刘昭注引胡广注文有详

细记载,其中就说到了“至顺帝时,平子(即张衡字)为侍中典校书”,第３５５５ ３５５６页.



文,毕力补缀”,也就是请求以侍中去从事校书的工作.
以无员无固定职务的郎官,赋予校书的职位,名之曰“校书郎”,这是东汉的首创,但可能也有与

生俱来的缺陷.“校书郎”的本官是“郎”,上文说过,东汉的三署郎很可能只有郎中一个级别.郎中,
据«续汉书百官志»,仅仅是个比三百石的小官,这就决定了东汉的校书郎只能作为初入仕途的低

级官位,比如窦章、贾逵、班固、杨终、马融、蔡邕、孔僖、傅毅、王逸、高彪等,或以郎起家,典校秘书,或
以兰台令史起家,迁校书郎①.无论西汉还是东汉,也无论从事校书一职的官位高、低,这些人基本都

是一代大儒或学有专长,所以才有“当时重其职,故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②的说法.
«唐六典»说“东观有校书部,置校书郎中典其事.时,通儒达学亦多以他官领之”③.如果将“校

书”看成是一种职位,那么“郎中”其实也是一种“他官”,因为两汉的官制上从无“校书郎”之名,有的

只是“郎”.这种以他官领校书的情况,自西汉至东汉一直存在.只是东汉发明了以“郎”去领校书,
行用渐广之后,史籍上才会出现“校书郎”的名号.

三、魏晋南朝的秘书郎与北朝的校书郎

«宋书百官志下»:

　　汉桓帝延 熹 二 年,置 秘 书 监. 文 帝 黄 初 初,置 中 书 令,典 尚 书 奏 事,而 秘 书 改 令 为

监.掌艺文图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即其任也.汉西京图籍所藏,有

天禄、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东京图书在东观.④

«唐六典秘书省»“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条注曰:

　　至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属太常,掌禁中图书秘记,故曰秘书.文帝黄初中,分秘

书立中书,因置监、令魏氏兰台亦藏书,御史掌焉.«魏略»:“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

内阁.’”是也.魏初,秘书属少府.及王肃为监,以为秘书之职即汉东观之任,安可复属少府!
自此之后,不复属焉.至晋武,又以秘书并入中书.惠帝永平元年诏:“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

今,中书自有职务,远相统摄,于事不专.宜令复别置秘书寺,掌中外三阁图书.”自是,秘书寺始

外置焉.宋、齐同晋氏.⑤

据此可知,魏晋时新设立了一个名叫“秘书寺”的机构,代替了两汉以来如天禄、石渠、东观等藏书机

构,职能是“掌艺文图籍”“典综经籍,考校古今”.既然秘书寺是“掌中外三阁图书”,而且还要考校古

今,那么自然就包括了“校书”这一基本职能.可是,魏晋时期却没有了“校书郎”的身影,我认为,秘
书寺的秘书郎取代了校书郎的职能,同时成为了一个新的官职,其证有三.

首先,前面已经说过,东汉的校书郎,他的本质是郎,是以郎去从事校书的职务.东汉的东观以及校书

部并没有管理校书郎的职能,因为郎官属于郎署,属于光禄勋管辖.«宋书百官志上»“光禄勋”条:

　　魏、晋以来,光禄勋不复居禁中,又无复三署郎,唯外宫朝会,则以名到焉.⑥

魏晋以来,三署郎没有了,郎署解散了,校书郎一下子失去了组织.新设的秘书寺以考校古今图书为

职事,从“郎”的名称看,秘书郎最有可能取代校书郎去从事校书工作.
其次,«太平御览秘书郎»引沈约«宋书»曰:

３９从职位到官位(一):以汉魏南北朝的校书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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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章传»,第８２１ ８２２页;卷三十六«贾逵传»,第１２３５页;卷四十上«班彪传上»,第１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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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２页;卷八十上«文苑传上»,第２６１３页;卷八十上«文苑传上»,第２６１８页;卷八十下«文苑传下»,第２６５０页.
范晔:«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附窦章传»,第８２１ ８２２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秘书省»“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条注,第２９８页.
沈约:«宋书»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２４６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第２９６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参考[日]津田資久:«王粛「論秘書表」の基礎的

研究»,«国士舘大学文学部人文学会紀要»３８,２００５年.
沈约:«宋书»卷三十九,第１２２９页.



　　秘书郎,四人,后汉校书郎也.①

本条不见于今本«宋书»,很可能是«百官志»的佚文②.这里就明确说秘书郎就是东汉的校书郎.
第三,«太平御览秘书郎»引王隐«晋书»曰:

　　郑默字思元,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
本条又引«晋太康起居注»曰:

　　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书,诏郎中四人各掌一部.
同书«校书郎»引«晋令»曰:

　　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覆校阙遗,正定脱误.③

“覆校阙遗,正定脱误”就是校书,郑默任秘书郎所做的工作其实和刘向等人在东观校书没有什么差

异.因此,我们说秘书郎取代了校书郎.
不过秘书郎和校书郎有本质的差异.“校书”在两汉是一个职位,是一个任务,它可以由他官兼

任,也可以由郎官专任.“校书郎”只是以“校书”的职务去称呼郎官,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位.魏晋

以至南朝的“秘书郎”却是一个官位,它不是以“郎”去秘书寺从事典校秘书的工作,而是秘书寺下设

的一个正规的职官.«唐六典»“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条引«晋令»:

　　秘书郎中品第六,进贤一梁冠,绛朝服.④

可见秘书郎是有品级,有冠服的官位,南朝各史的«百官志»也都有相应的记载,秘书郎的工作就是管

书、校书.由于魏晋时期秘书郎这一官位的设置,自西汉以来的“校书”的职位可以说已经发生了蜕

变,这是一个从职位到官位的变化过程.秘书郎有官品、有员额、有权责,是官而不是职了.
可是南朝的秘书郎却发生了异化,«初学记秘书郎»:

　　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历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

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言其不用才也.⑤

«梁书张缅传附张缵传»:

　　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⑥

«宋书王敬弘传»:

　　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

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太祖嘉而许之.⑦

秘书郎定员四人,求为秘书郎的人太多,所以有竞争.南朝的秘书郎已经是甲族起家之选,有大批排

队等候入选之人.周一良先生说:

　　至于秘书著作,为甲族起家之选,其为清职又不待论矣.尝推原所以,大抵上述诸官其先专

用高门,习之既久,世遂目为高门专利.门阀之显与官位之清遂互相呼应,连为一事.其起原实

肇于晋中朝是贵势垄断秘著之职始于西晋.然其初仅缘于“职闲廪重”耳,无关清浊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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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三三,第１１０９页.
今本«宋书百官志下»“秘书监”条,对秘书监、秘书丞、著作郎、著作佐郎都有一定的描述,或职掌或典故,唯独秘书郎全无

信息.陈爽先生也怀疑本条为«百官志»佚文,见氏撰«‹太平御览›所引‹宋书›考»,«文史»２０１５年第４辑.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三三,第１１０８、１１０９页;卷二三四,第１１１２页.魏晋时期,秘书寺有秘书郎中,自南朝宋开始,去

“中”字,称秘书郎.徐坚等著:«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秘书郎,魏官也.初汉献帝置秘书令,有丞、郎,盖是中书之任.魏文分秘

书为中书,而秘书别掌文籍,领秘书丞及秘书郎中,即其任也.至宋,除中掌,直曰‘秘书郎’.”(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７ ２９８
页)秘书郎中与秘书郎在魏晋时往往混用,就好像东汉的校书郎中与校书郎往往混用一样.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第２９７页.
徐坚等著:«初学记»卷十二,第２９８页.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４９３页.
沈约:«宋书»卷六十六,第１７３２页.
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１１８页.



据此可知,秘书郎已经成为士族高门起家的标配,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至于秘书郎是做什么的,并
不重要;秘书郎任职需要什么条件,也不重要.只要会写一般起居问候之书信,即能书“体中何如”,就可

以做秘书郎①.在南朝门阀社会的体制之下,秘书郎有无才学根本不需要考虑,这时的秘书郎,不要说

校书,恐怕看书都是有问题的.不过,南朝还是能偶尔见到秘书郎校书的例子,«梁书殷钧传»:

　　天监初,拜驸马都尉,起家秘书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钧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

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②

上引«初学记»说秘书郎“历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唐六典»也说秘书郎“江左多任贵游年少,
而梁代尤甚”③,在萧梁,像殷钧这样任秘书郎、丞时还从事本职工作,即校书、编目的情况应该不多.
正因如此,当时又开始采用临时任命某人去校书的方法,«梁书文学传下刘峻传»:

　　至明帝时,萧遥欣为豫州,为府刑狱,礼遇甚厚.遥欣寻卒,久之不调.天监初,召入西省,
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④

刘峻即刘孝标,他在梁武帝天监初年被召入西省时,不知担任什么官职⑤.据祝总斌先生的研究,梁
陈的“西省由南齐武官入值之地改为学士撰史、撰谱的机构”⑥.刘峻与西省学士贺踪典校秘书,也就

是在做校书的工作,这正是因为负责校书的秘书郎当官而不任事.
«唐六典秘书省»“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条注曰:

　　自汉、魏历宋、齐、梁、陈,博学之士往往以他官典校秘书.⑦

据上所考,这句话其实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汉代的确是以他官典校秘书.其次,魏晋新设秘书郎

负责校书,当官负责.第三,南朝虽有秘书郎,却发生了异化,变成了贵游年少起家官,所以再次采用

他官典校秘书的老办法.
北朝则与南朝不同,«隋书百官志中»载北齐制度:

　　秘书省,典司经籍.监、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⑧

北齐制官,多循北魏制度,特别是孝文帝以后之制度.对于元魏一朝秘书省诸官的职掌、地位、迁转

等考订,郑钦仁先生已有详细的研究⑨.据郑先生所考,北魏秘书省既有秘书郎,也有校书郎,两个都

是官位,而南朝只有秘书郎而无校书郎.
郑钦仁先生说“秘书郎之职掌,在典秘阁,校整图书”“校书郎者,职典校书”.二者似乎重复,但

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魏书官氏志»:

　　自太祖至高祖初,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为常目旧令亡失,无所依据.
太和中高祖诏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

北魏诸制度之制定,实以孝文帝一朝为分界线,前此多“事出当时,不为常目”,而“魏孝文之改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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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三«勉学第八»“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

１４９ １５０页.
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七,第４０７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秘书省»“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条注,第２９７页.
姚思廉:«梁书»卷五十,第７０２页.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七二七«幕府部辟署二»载:“刘峻字孝标,齐萧遥光为豫州,引为府刑狱,礼遇甚厚.后为西省

学士,免.安成王季好峻文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８６５５ ８６５６页)则刘峻被召入西省时,担任西

省学士,但«册府»本条是别有所据还是综合«梁书»相关记载而成,不得而知.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第九章第三节«南朝的中书侍郎与西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３５５ ３５６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第２９８页.
魏征等撰:«隋书»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７５４页.
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第一编«秘书省»,台北:稻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１ １３７页.
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第１０３、１２３页.
魏收:«魏书»卷一一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９７６页.



吸收南朝前期发展之文化”①,官制自然也不能例外.唐长孺先生说:

　　在南朝,士庶的官职、婚姻都有严格的区别.元宏把这一套完全抄袭过来.他颁布了统一

官制的命令,把过去部落残遗的制度和随时设置的官称一律废除,根据汉魏以来以至晋宋的制

度规定一个新的官制.在新的官制中明白规定了官职的清浊.②

孝文帝锐意汉化,不仅对南朝文物制度多有模仿,而且对门阀制度似乎非常歆羡.“以朝廷的威权采

取法律的形式来制定门阀序列,北魏孝文帝定士族是第一次”③,表现在官制的制定上,就是用法令的

形式硬性规定某一官职的清浊.孝文帝既然钟情于门阀制度,又根据汉魏以至晋宋的制度制定了一

套新官制,那么,在南朝“为甲族起家之选”的第一流清官秘书郎必然在北魏也获得了同等的地位.
秘书郎在南朝作为门阀的起家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孝文帝既然制定门阀、制定官职的清浊,那么自

然不会放弃像秘书郎这种最能标识门阀社会地位的官职.郑钦仁先生在研究北魏的秘书郎后指出:

　　自孝文帝朝起,当官者虽多,但不见其人在位时有何职务方面之贡献,恐一如«通典»所称,
自宋齐以后,为甲族起家之选,居职十月便迁之情形.只当起家官,不重在职掌.④

据此可知,北魏秘书郎完全继承南朝秘书郎的门阀起家官特性,重身份而不重职掌.
在秘书郎当官而不任事的情况下,秘书省下新设的校书郎就与秘书郎的职掌不相重复了.北魏

孝文帝用夏变夷,不仅重新规划制度,而且广求书籍,甚至不惜向敌国南齐求书⑤.虽然没有成功,但
孝文帝急于文治的心态跃然纸上.既然孝文帝能向敌国求礼问乐、摹写旧本,自然也会在国内广求

图书,«魏书高祖纪下»:

　　(太和十九年六月)癸丑,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⑥

这与汉武帝至成帝时求遗书于天下何其相似.«魏书儒林孙惠蔚传»:

　　世宗即位之后,仍在左右敷训经典,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东观,见

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学阙通儒,思不及远,徒循章句,片义无立.而慈造曲覃,厕班秘

省,忝官承乏,唯书是司.而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

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

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

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

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听许,则典文

允正,群书大集.”诏许之.⑦

据上引传文,可知秘书省“唯书是司”,即是管理图书的机构.可是经过孝武帝广收图书,直到宣武帝

时期,秘书省所藏新、旧典籍还没有系统整理过.孙氏的前任卢昶担任秘书丞大概在孝文帝后期,宣
武帝景明初除中书侍郎⑧.他曾经在秘书丞任上编过一部«甲乙新录»,这必然是孝文帝时期秘书省

藏书的总目⑨.孙惠蔚想根据这部总目“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可是“部帙既多,
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据此可知北魏校书郎的一些信息:第一、校书郎之职责在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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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礼仪»、«职官»二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
唐长孺:«拓跋族的汉化过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６３页.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９１页.
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第１１１页.文中引«通典»所称“居职十月便迁之情形”句.按,“月”恐是“日”之误,中华书局

点校本正作“日”字(第７３５页).
参考牟发松:«王融‹上疏请给虏疏›考析»,«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２６ ４３１页.
魏收:«魏书»卷七下,第１７７ １７８页.
魏书:«魏书»卷八十四,第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魏收:«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卢昶传»,第１０５５页.
«唐六典»卷十«秘书省»“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条注引«晋起居注»云:“武帝遣秘书图书分为甲、乙、景、丁四部,使秘书郎

中四人各掌一焉.”(第２９７页)



考图书,正定纰谬;第二、校书郎之官位是有员额限制的,且数量不多;第三、校书郎的任期是有时间

限制的,绝不可能像两汉那样成年累月,甚至花费十几年时间在东观从事校书工作.虽然北魏“居校

书郎者多是饱学之士”①,但校书郎作为官位的特性却限制了它本身的职能.因此,孙惠蔚又开始采

用因事任命的老办法,要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也就是

以他官去典校秘书.
在秘书省下设校书郎是北魏首创,职如官名,就是从事校书的工作.可以说,北魏广收图书的背景

与汉成帝时期的情况极其相似,但西汉是任命他官去从事校书,北魏却是设置校书郎官位.自西汉以

来,以“校书”入官名,这是第一次,是在秘书郎不校书的情况下新设的官职,也被北齐、隋唐所继承.

四、馀论:旧有与新设之间

现在将汉魏南北朝“校书”一职从职位到官位的变化情况图示如下:

“校书”本来只是一个职位,可以由任何他官去领、去兼任,因为没有制度的束缚,所以非常的灵

活.西汉成帝时,校书延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实际上是在按专业选人,是专家治专学.东汉以郎吏领

校书,由于郎吏制度本身的特殊性,当时仍然可以进用一大批学者,时间上也可以常年在东观工作.
但是,领校书的郎本身官位不高,这就决定了当时的校书郎只能被授予初入仕途者.魏晋新设的秘

书郎取代了校书郎,随着门阀体制的成立,秘书郎异化成为甲族起家官,被高门所独占.面对这一情

况,南朝采用了以他官典校秘书的老办法,而北朝则设立了校书郎这一新官职.
魏晋秘书寺秘书郎的本职是校书,只是因为门阀社会的成立,秘书郎当官而不任事.北魏秘书省

校书郎的职责也是校书,最初设置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解决秘书郎不任事与秘书省急需整理图书之间

的矛盾.随着门阀体制的崩溃与南北复归统一,特别是九品中正制的废除,使门阀专政失去了制度上

的保障.作为标示门阀身份的秘书郎,实际上至迟在隋代已经出现了变化.隋代秘书省关注的是任官

者个人的学术修养,更多的是依照职位的要求去选人,而非按照门第的要求去选官.从隋代秘书省官

员的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对于礼制的争论,对于文学的创作,而不是家世的炫耀,“平流进取,坐

７９从职位到官位(一):以汉魏南北朝的校书郎为例

① 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第１２７页.



至公卿”正被“依倚道艺”所取代①.当秘书郎不再作为甲族起家官,它与校书郎之间在职务上似乎就重

复了,有叠床架屋之嫌,设新官而不废旧官之弊.但从北魏开始,秘书郎和校书郎都是隶属于秘书省的

官位,有官品,而且校书郎从设置开始,官品就比秘书郎低,这点也被北齐、隋唐所继承,这种职务上的重

复实际上被官品的高下分成了上下序列,构成了同一机构内的高低秩序.«唐六典秘书省»:

　　秘书郎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景、丁为之部目.校书郎、正字掌雠校典

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纰缪,以正四库之图史焉.②

«通典秘书监»:

　　秘书郎大唐亦四员,分掌四部经籍图书,分判校写功程事.秘书校书郎大唐置八

人,掌雠校典籍.③

唐代秘书郎定员四人,对应经史子集四部库藏,每人管理一库,同时分判校写功程事,即负责分配校

写任务,监督校写进度.至于唐代秘书郎是否亲自负责校对、书写图书事,仍需研究.秘书校书郎定

员八人,工作就是雠校典籍.由此可见,唐代秘书郎与秘书校书郎形成了上下级关系,秘书郎分配、
监督校书郎的工作.«旧唐书良吏上李素立传»:

　　素立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

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④

«通典秘书监»:

　　秘书校书郎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

职,而秘书省为最.⑤

秘书郎,武德定令为正七品上,后改为从六品上,虽非要官,却是清官⑥,在这一点上,大概是受到了南

北朝以来的影响.从官品上说,唐代的秘书郎已经显然不适合作为起家官,下属的校书郎官品在正

九品上,却很适合作为起家官,从“为文士起家之良选”与“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来看,这个官位

很受文人初入仕者的喜爱.唐代校书郎的工作可能仅仅是文字的校对,而不是文本、意义的校勘,一
旦遇有大型的古籍整理,仍然需要奏请鸿儒硕学等他官临时充任.关于这一点,赖瑞和先生讨论已

详,无须赘述⑦.这里想补充的是,这种校对与校勘的分途,从上举孙惠蔚的例子来看,很可能是从北

魏开始的.
以上简要地勾勒了“校书”在汉魏南北朝时期从职位向官位的演变历程.从中可以看出,伴随着

“校书郎”官位的定品、定员,丧失了“校书”职位在任职时间上的灵活性,在用人上的专业性.这种由

职位到官位的官僚制进程,对于官僚体制来说,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这是本文暂时无法回答的.另

外,南朝文化繁荣,无论朝廷、私人都收藏图书并从事撰述⑧,但是为何没有设置校书郎,而一直以他

官领校书之职? 是没有需要还是没有必要? 这也是今后需要研究的.

[责任编辑　孙　齐]

８９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考拙作«从门第到学问的转变———隋代秘书省官员的任职条件析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第２９８ ２９９、３００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十六,第７３４ ７３６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第４７８６页.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十六,第７３６页.
唐代明令规定清望官与清官的官职,参考«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３３ 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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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朝文化上的繁荣,论述很多,笔者主要参考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２００９年第４辑;«东晋南朝的书籍

整理与学术总结»,«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后一篇文章注意到,随着书籍在南朝的大量聚集,分门别类的整理工作在不断展

开,北朝设馆召学士编纂书籍的制度很可能是学自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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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范畴与中华文明论纲

高 成 鸢

摘　要:“水火”范畴居于中华文化的轴心位置.«易传系辞上»所称“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可以论证

即为“水火”,明代哲人佚语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由于黄土地洪旱灾害频仍,出于粟食烹饪的实践,华

夏先民独有“水火”互动的认识,并进而形成“和”的理念.“天人合一”精神的由来也在于“水火”是天、人内

涵中的同一要素.“水火相济”堪作中华的“科学理论”,“冰炭”的对应至今为西方所未至.中华特有的“阴

阳—水火”两个层次,介于大跨度的哲学、科学之间,恰好中西互补.

关键词:中华文明;“水火”范畴;礼;“阴阳”;中国古代科学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０８

小　引

华人连不识汉字者都常说“水火不(相)容”,稍有知识的更懂得“水火相济”,这两个成语无法译

为西文,常用词“水火”也只能译为fireandwater(火与水).这表明西方人认为水、火二物互不相关,
火比水更重要.中西文化的这一重大差异,历来未见有人留意.以“水火相济”检索日本学术网站

cinii等,也未见与其本土哲学相关的论文.因而可说,水火互动、水贵于火的观念,体现着“独异于

众”的中华智慧.
水、火是生命产生与繁衍的前提,任何文化都对其非常重视.古希腊哲人以火、(空)气、水、土为

元素① ,印度文化称地、火、水、风为“四大”② ,都是水、火并列而无特殊关系.对火的重视是普遍的,
如希腊对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感念演为现代奥运圣火,波斯祆教又称“拜火教”,康德的硕士论文题

为«论火»③ 等等.相较而言,对水则相对漠视.独有华夏文化与此相反,亲水而畏火.贵水观念百家

皆同:«管子水地»说水为“万物之本原”,«老子»第八章说“上善若水”,«荀子宥坐»说水有“八
德”对火则看重其有害的一面:«释名释天»称“火亦言毁也,物入中皆毁坏也”④ ,«论衡
言毒»说“夫毒,太阳之热气也,中人人毒”.反映在神话中,«淮南子本经»的羿“上射九日万民

皆喜”,«山海经海外北经»的夸父逐日“道渴而死”,都透露出恐惧火、渴望水的文化心理(“太阳崇

拜”之说不适于华夏主流文化).
按现代知识,水为流体物质,火为燃烧现象,不属同类,但两者同具“有形而无定形”的特性,中西

古人都视水火为特殊物质.对于火,中西文化都认识到它与“热”同一,如«释名释天»说“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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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所烧爇也”①,大量“火”旁汉字都与热相关.中西文化对火的认识路向不同,中华轻物而重人,中医

理论向人体内化,如«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热瞀瘛皆属于火”;中华对有形的火比较

重视,火是物质的观念仍被保留,«本草纲目»中火、水两类并列,前者包括艾火、炭火等②.西方更关

注物质世界,注重实验,经历过“燃素(phlogiston)”说的长期曲折,近代经过热学转向能量变换等工

程研究③,对火焰不再关注,“水火关系”会被认为不能成立,但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水火”命题依然

重大,由于它已深化为“冰炭对应”的独到认识,更会引起西方新的关注.

一、黄土地与文化“基因”:生存困境使水火相遇、相济

几千种世界文化中,延续至今的唯有中华一“家”.关于华夏文化的特色,认识已足够充分,但对

其“所以然”的问题,历来罕见有人论及.“水火”观念的由来,理应也是解开华夏“文化基因”难题的

突破口.
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有个著名理论:生存逆境的挑战能激发人类创造力,创造伟大的

文明成果④.这与«易传系辞下»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法则完全契合⑤.«易传系辞下»又
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远古圣人的“忧患”应当非指个人遭遇,而是大群体的忧患,如天灾、饥
饿及外来族群的掠夺等.“穷”可以理解为部族群体陷入绝境难以生存,迫不得已只有改变自身,才
又走上“通”途,因而独能长久.据此推想,中华文化的惊人生命力,缘于原始逆境淬炼而来的文化

“基因”.中西水、火观念的差异,只能用“生存环境决定论”解释,古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断言

“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⑥,而这也符合唯物史观.欧洲生态优越,到处密林清流,没人

关注水、火(燃料),自然界中水、火很少相关(如雨水浇灭山火),那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华夏先

民把两者联结成奇妙的一对范畴?
黄帝要求“节用水火”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面对“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提示部众,除

了“时播百谷草木”,还要“节用水火材物”(儒者把“物”曲解为“事”,«墨子节用»“去无用之费”可证

其非).西方人会无法理解对火(树木)、水何以要“节用”.“节”有节省、控制两层意思.以黄帝为代

表的游牧部落辗转来到甘肃“走廊”及陕北黄土高原,全球仅有的地质,半世纪前才由刘东生院士揭

示给西方⑦.两千万年间西北劲风不断搬运土壤微粒,造成大沙漠及以东的黏黄土地.这里常年缺

雨,百丈厚的土层极少湿气,却有黄河穿过.植被稀疏⑧、“得天独薄”的生态不容牧业大规模发展,使
华夏未能走通普遍的“农牧互补”坦途.黄土唯独适于耐旱的粟类,加之缺乏转移空间,先民便被逼

上单一务农、高度定居的“歧路”.
对于水、火,既因为其长年匮乏而必须极力节省,又因为其不时过剩而必须严加管控.先民濒河

而居,稍远地区要靠掘井取得少量饮水,徐中舒解释«周易井卦»卦辞说“(井干涸)无水可汲,(陶)
瓶可能碰破,都是凶兆”,这是水的匮乏⑨.植被稀疏,烹饪、取暖燃料缺乏,就会饥寒交迫,这是说火

的匮乏.黄河连年泛滥,夺命无数,史学家徐旭生考证,洪水古称“洚水”,据«孟子告子下»,其本意

是“水逆行”,这是水的过剩.至于火的过剩,“骄阳似火”容易引发草木自燃,«左传宣公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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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２页.



说“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公羊传襄公九年»说“大者曰灾,小者曰火”.此外,种粟先民对于旱灾

的忧惧,可能导致旱与火相通的观念,火之大者威胁群体,似可以兼指旱灾:«诗大雅云汉»:“旱
魁为虐,如惔如焚忧心如惔”,焚、惔都带“炎”字;«淮南子本经训»的“十日并出”神话,反映对

过度蒸发的焦虑;«说文解字日部»:“旱,从日,从干”,干即盾,表示用盾牌阻挡日光;«吕氏春秋
顺民»记载汤王为祈雨驱旱而准备自焚谢天,郑振铎撰«汤祷篇»,借用西方人类学名著«金枝»中的巫

术理论来解读这一华夏传说,认为其中透露了“以火抵旱”的原始意识①.
总之,正是由于水、火同时从匮乏、过剩方向,恒久威胁先民的生存,华夏文化才可能把不相干的

火与水,归拢为成双的范畴.水、火二字连用曾经只表示并列的灾难,如«孟子滕文公下»说“救民

于水火之中”.由于林木匮乏,需要从远方采集,逼得初民学会预制木炭;炭、火二物古代同义,如«尚
书仲虺之诰»有“民坠涂炭”之句,涂、炭即黄泥浆、炭火坑,都是黄土环境的特色.

粟食“歧路”与水火互动　“水火”的内涵在于两者互动,其简单结果是水胜火或火胜水.火灭

水,只有烹煮的蒸发使水量眼看着减少,西方生活中缺少相关的启示,“水火不相容”英语只能译为

fightlikecatsanddogs(猫狗互斗).水火互动观念显然源自华夏的烹饪实践.笔者能发现历来空

白的相关命题,即由于对中餐“歧路”的长期探索,书稿甫成即被香港三联书店采用②,«中华读书报»
打破对待港版书的成规,曾发表短文予以推介,因为与“水火”论题紧密相关,引用如下③:

　　人类进化必须经过肉食阶段,中华独有历史文献证实:«白虎通义号»总结先秦记载说“古

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禽兽不足”,于是陷入漫长的饥馑中;«韩非子五蠹»说人们

曾靠细小的“蚌蛤”之类充饥;«淮南子修务训»说经过“日遇七十毒”的吃草阶段才找到“百谷”
(草籽)作主食.世界主粮的麦类,神农曾熟悉在先,却弃优取劣,其动机可以论证为“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的“投入产出比”.考察几个汉字便知饥饿的悲惨:动词“茹”意为吃草、“殣”意

为草被吃光而饿死.西汉盛世的贾谊断言“饥荒乃天下之常”(«新书积谷»).对比西方,从狩

猎过渡到“走享其成”的畜牧,种植谷物“极可能”是为牲畜加料④,继而形成农牧互补(牧业提供

肉奶及肥料)的普遍模式,吃肉奶穿毛皮丰衣足食,罕见群体饥饿.肉类致熟用烤法,面包也沿

用此法.
华夏文明始于“粒食”;粟米致熟的难题逼出陶鬲的发明,据«周书»佚文,“黄帝始烝谷为

饭始烹谷为粥”⑤,粟饭粗糙干涩,必须借助羹汤才能下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儿童

“过家家”也要“以尘为饭,以涂为羹”.饭只管“果腹”,连咸味(人体所需的盐)都没有;羹本是煮

肉,肉料不足便用野菜填充,无意中两者化合而创生美味.于是形成中餐的本质特色“饭‘菜’分

野”⑥.饭菜交替入口,反衬而导致华人“味”的启蒙,甚至“异化”为食的代称(成语“鸡肋”从«三

国志»的“食之无所得”荒谬地退变为成语的“无味”).“味”是由舌的五种味觉跟鼻的万千嗅觉

(smell,古汉语“臭”)合成的,跟舌感结合的是从来未被发现“倒流嗅觉”.“味”的难知缘于吃的

器官“口”结构微妙,舌、鼻在其中联通.“味”的演进很像哲学之“道”,起先只有“甘”(与“美”deＧ
licious互释),«说文解字甘部»说其字“从口含一,一,道也”.后来“甘”一分为二形,成华人特

有的鲜(舌感,属阴)、香(鼻感,属阳),阴阳再合一而为“味道”⑦,鲜味不离水溶液,香味形成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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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汤祷篇»,«郑振铎全集»第三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７６ ６０３页.
高成鸢:«从饥饿出发:华人饮食与文化»,香港: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
[德]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８页.
«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２０１３年８月５日.
«逸周书»佚文,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附录«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４０页.
张光直:«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第３４９页.
“味道”,章太炎考定为近代名词(章太炎:«新方言释器第六»,蒋礼鸿、殷孟伦、殷焕先点校:«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９页).



热植物油的运用,本质上都是“水火”范畴的高级呈现.
异于西方的火烤,中餐的煮、蒸以水为用火的前提.中餐的演进,可以概括为水火关系的三

次飞跃”:“煮”的平衡对峙(沸水不断吸收热量而生汽)→“蒸”的融合为汽(锅内高压高温将米煦

熟)→炒的“可控爆炸”(肉蔬中的水与热油中的“火”直接冲突,速熟保鲜)”.华人独有的“炒”好

像水火两军交战,火光熊熊杀声震天,不分胜负.
烹调的机理是把水火从“不相容”变为“相济”,即合作共事;实现的关键在于使水火逼近相处,用

陶鬲(鬲与隔通)隔离.陶器其他民族也有,但多用于汲水,而华夏发明万年前的陶器就带有烟炱①.
欧洲人历来没喝过“开水”,华人生活中自古有“汤”常沸腾,以致需要“扬汤止沸”或“釜底抽薪”.执

行死刑也用“烹”法,因而有“赴汤蹈火”的古怪誓言.烹饪的“饪”(熟)用于做饭,加上做菜,当称烹

调.水火关系的三次飞跃,又可归为初级的“主食致熟”及高级的“美味创生”,后者的水火交攻,对象

多样配合,机理复杂深奥,已进入哲学范畴.
“水火”范畴形成的漫长过程　水火“不相容”而又“相济”,是大自然的核心奥秘,华夏先民侥幸

而能把握运用.相关机理的认知需要漫长的过程.«山海经»中水、火频频可见,却互相孤立.文字

产生前的«周易»符号体系对生活经验有潜意识的超前流露:坎、离二卦用结构相反的卦象,昭示水火

的对立;六十四卦中的“既济”,«彖»辞是反自然的“水在火上”,这显然是从烹粥的原始场景中抽象

的,但卦名及文字解释没有提到烹调,表明“水火”观念不够成熟.公认«吕氏春秋本味»为“烹调经

典”②,在它对商代烹调原理的精详记述中,水、火二字尚未连用,只说“水最为始火为之纪”.水

火互动的关键机理,直到西汉才有透彻而准确的揭示,见于«淮南子说林训»:“水火相憎, 在其

间③,五味以和.”
“水火”范畴很早就超出烹调,像“阴阳”一样成为认识模式,广泛运用于一切领域,所以,它的成

熟标志是摆脱饮食语境而用于学术或哲学领域.最为准确的例证,见于«汉书艺文志»,其中总结

百家争鸣的学术史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于义,敬之于和,相
反亦相成也.”不同于先前的借烹调设譬,这是出于严密思辨的论断.然而它的提炼还是不离厨艺实

践的启发:两汉烹调的重大进步以“汤饼”为标志,它的发明出于水火关系的熟练掌握(沸水“下”面
条,其中的蛋白质凝固不散).

“和”:从烹调到政治　烹调工艺及成品古称为“和”,齐桓公爱吃易牙烹调的菜肴,«淮南子精

神»就说“桓公甘易牙之和”.“和”,被认为是“中国哲学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④.它的内涵涉及音

乐、伦理、哲学.先秦文献对“和”的论述,主要有«老子»第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及«左传昭公二十年»:“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先秦这三种解说的共同处,在于都重视特定条件下,相反或不

同的诸成分,通过互相改变各自的本性而创生新的存在物.«国语»与«左传»提到的“和”都以烹调品

为主,又兼指音乐.虽然“和”的字形本是与乐器相关的“龢”,但根据文字学上的“右文”原理⑤,右边

表音的“禾”更有表意功用:“禾”通过木而与“未”“味”相关,«说文解字未部»:“未,味也.”“和”内涵

之最严苛的条件是“以他平他”,烹羹中肉料与佐料正是互相改变,生活实践中想不出其他的作为,更
符合这一定义,用于表示音乐及人际关系的和顺等意义,不过只是对于“味之和”的引申而已.

经典中提到“和”,其语境不离政治,这有久远的传统.据«吕氏春秋本味»等多书记载,商代的

建立就靠厨师伊尹用烹调之“味”比喻政治原理说服了汤王;据«古文尚书说命»,商高宗称赞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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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华:«“和”论»,«光明日报»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２日,第１２版.
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第１５３页.



傅说的贤能,就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旧唐书裴度传»载宰相裴度以年高多病上疏请辞机务,
唐文宗诏书中有“果闻勿药之喜,更俟调鼎之功”①之语,“调和鼎鼐”遂成为比喻宰相处理国家大事的

成语.从原理来看,君臣关系中的臣僚较多,要发挥各自的优长而结成高效团队,需要有如“和羹”般
高妙的调和手段.这种中华特色的政治,被称为“礼”治.于是有必要对水火互动之背景的“礼”加以

考察.

二、“水火相济”与政事:“礼”缘于物资匮乏、人际紧张

严防“争饱”:“礼”的由来　“礼”是中华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形成于黄土地,是同化力极强的文

化“基因”②.«孟子告子下»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笔者认为

“礼”来自饥饿,根据是权威的«荀子礼论»,原文论证明确,不容置辩:“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

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结论断言:“礼者,养也.”
“欲”首先是食欲③;右边的“欠”,«说文解字欠部»释为像小儿张口,当是表示吃的要求;“养”

(羊＋食)主要指食物④.华夏制礼,旨在避免食物匮乏引起争斗,而猎牧部族罕见由争吃而引发重大

内斗.«易传序卦»曰:“饮食必有讼.”郑玄曰:“讼,犹争也,言饮食之会恒多争也.”⑤其他古代农业

文明,也罕见黄土地的饥饿,例如中古印度孔雀帝国“血缘关系的部落共同种植作物,收获时各取一

年给养所需之量,烧毁其余,以求此后有事可做而不致怠惰”⑥.«礼记»开篇的«曲礼»谈共餐,种种规

矩都为防止抢吃,如“毋抟饭”,孔颖达疏:“取饭作团则易多得,是欲争饱.”做客时,吃三飱(饭团)就
得“告饱”,等主人“让”才再吃⑦.御寒之衣虽然也是重要欲求,但上古它曾是肉食的副产⑧.

世界史上的战争都是勇力的较量,中国的战争“斗智不斗力”(«史记项羽本纪»),其反差突出

体现于“木马计”与“空城计”之令人惊诧的对比.«墨子天志上»说“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
«史记酷吏列传»说“(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舞”显示非正当的运用,即今天俗语所说的

“耍”,被耍的“智”俗称“心眼儿”.健康的“智”竟变态为扭曲的“多诈”,这反映非常境地中人际关系

的复杂.中国的“王朝循环”往往由于饥民暴动,«汉书郦食其传»总结规律说:“王者以民为天,民
以食为天”,群体饥饿会导致“变天”亦即政体垮台,因此约束群体行为的礼仪必然受到极度重视.最

高理念仅只是“长治久安”,社会的全部智力资源都要服务于这一目标.华夏“礼”文化对未开化民族

特具强大的同化力,其内涵后来竟超出血缘与地缘,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

之”⑨.
内外压力与“家国同构”　黄土地的生态不容游牧,来此的部落都想定居务农,最初立足很难.

«史记周本纪»说周人“务农耕”“在戎狄之间”,其收成必遭游牧者抢掠,如«史记匈奴列传»:“候
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据«孟子梁惠王下»,周人先祖古公亶父面对侵略者只是再三纳贡,终于

放弃家园;其孙文王能在岐山建成强国,靠的是“善养老者”招来“远人”,尤其要多生子嗣,凭借人多

势众而能“以柔克刚”,于是形成“繁生聚居”的文化基因.人多又不挪地,必然导致“生态破坏→灾荒

→饥馑→夭亡→繁生”的循环.这一假说可以解释何以中国独能成为历史、人口的两个“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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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在承担相关史学课题中提出的观点,成果«中华尊老文化探究»①受到季羡林先生手书推

荐②,被史学界评为“有开拓之功”③.聚居以老人为核心,尊老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本原④.笔者正是

在尊老史的探索中对古怪中餐的由来发生兴趣,转而探究中华文化的“物质本原”,才得以发现“水火

范畴”这一研究空白.
黄土地带是游牧民族入侵的“走廊”.许倬云先生说:“北方的族群都受寒冷气候的影响纷纷南

移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胡乱华’.”⑤据徐中舒考证,北方民族的种种名称多是“胡”(匈奴)
的变称⑥.«史记匈奴列传»说猎牧民族天天骑马射箭,战时奋勇争先,农夫天然不是对手.世界数

千种文化都被游牧者冲散,何以唯有华夏能延续至今? 恩格斯说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

的⑦,独有中“国”自古就是“家”的放大,血缘纽带特别强固.张光直更说:“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

不但没有消失甚至重要性还加强了.”⑧

繁生 聚居群体譬如枝繁叶茂的大树,反映在倒立生长的家谱中.“累世同居”以«旧唐书孝

友传»中张公艺的九世之家为典型,唐太宗曾亲往慰问,引出的“百忍堂”名号⑨,恰好是内部关系紧张

的真实自供.
稻从属于粟:楚文化的反证　“礼”文化与食物匮乏伴生.“禾”的本意是粟,“稻”也属于“禾”部,

表明南方的稻作文化曾处于从属地位,种稻绝不晚于黄土地的粟作,良渚文化的玉器甚至领先,后来

变得相对落后,反而是由于南方的生态优越.«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无

饥馑之患.”从衣来看,«易传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礼”需要“衣冠”作为区分王

者和贵族等级的标志.«白虎通义衣裳»说:圣人制衣服的一项主要功用是“别尊卑也”.衣主要为

御寒,而江南温暖,人们可以“断发文身”地裸体生活.考古学界公认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犹如“满天星

斗”,各自与黄土高原文化(周人为代表)应当千差万别,后来竟能变为同一文化,表明用“周礼”凝聚

起来的文化“基因”具有极为强大的同化能力.稻食的良渚文化的玉器可能是最早的礼器,但决定性

的文明标志是度量衡体系,据«汉书律例志»,中华度量衡的起点是黍米的长度,官员的薪俸历来以

小米的度量来折算,直到１９５０年代之初.
儒家本是“百家”中的一家,“争鸣”表明当时华夏文化尚未定型.追求个体本位的杨子、研究逻

辑与科学的墨子,两大学派曾形成压倒的强势.楚王曾与周王“分庭抗礼”,楚文化或许可算健全的

“原生态”.«楚辞»«庄子»中充浪漫的寓言和想象,反映人性中的探索欲望.笔者的上述观点已从许

倬云先生的论述中得到权威的印证,他断言,“楚国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与北方黄土平

原完全不同”,“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线;南方容易维

生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与黄土高原相比,江南的“容
易维生”,近似于“水、火”丰裕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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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鸢:«中华尊老文化探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蔡德贵编:«季羡林书信集»,长春:长春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１页.
李岩:«近二十年来中国古代尊老养老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高成鸢:«“尚齿”(尊老):中华文化的精神本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５页.
徐中舒:«先秦史十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３１ ３５页.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６５页.
张光直:«青铜挥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０２ ２０３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传»,第３３４５页.
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０页.



三、“水火”范畴是中华文化的轴心

“气”与水火:气≈炁＝汽＝水＋火　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首先是“气”①.笔者提

出“气”来自华人生活实践中的水汽②.近代«圣经创世纪»流行前,汉语中并无“空气”一词,这只能

用气、汽混淆来解释:猎牧者由于烧烤,而其他古文明因为地处热带,都罕见水汽;中原粒食蒸煮发出

的水汽遇冷则现形,人畜劳作时呼出的气团加大,会启发汽与“力”相关的思路.«国语周语»用“天
地之气”解释地震的成因说“阴迫而不能烝(蒸)”,“蒸”表明“气”的“能量”内涵来自水汽升腾之力.
«诗大雅生民»描写蒸饭说“释之叟(溲)叟,蒸之烰烰”,«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烰”为“火气上行

之貌”③.烰同于“浮”,即轻于水的物体在水中的浮力(Buoyancy),“烰”显示先民已认识到水蒸汽的

能量来自火.北宋张载正式把水、火认定为“气”:“水火,气也;故炎上、润下,与阴阳升降.”④蒸气把

水性的“趋下”变为火性的“炎上”,表明气的实质是水火融合.郭齐勇先生的定义说:“气是物质、精
神、能量与信息的统合.”⑤唯有蒸汽,在有形无形之间,既是物质又是能量.堪充哲学教材的中医理

论认为人体的能量来自“谷气”.谷物潜含的热能与由肺吸入的“天地之精气(氧)”化合,所谓“气机

运行”正像肉体的蒸汽机.西方近代名著也有近似观点:“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体

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⑥有形的水汽掩盖了无形的空气,导致“气”概念在中华文化中被无限泛化,
长期为人所难以确知.相关的混乱是由于缺少特定的字(词)来代表“元气”———其实先秦就有“炁”
字,见于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战国后期古玉器的铭文,该馆学者结合«抱朴子内篇»中的“行气”与“行
炁”之别,论证“气”为后天的呼吸气息,而“炁”即先天的元气⑦,可惜此字后来却限于在道教典籍中流

行.经过以上论证,“气”与水火的关系似可用公式表示:水＋火＝汽＝炁≈气.
“水火”是“阴阳”归纳的关键依据　古今讲述“阴阳”学说的文本都会列举众多的对立现象,如天

地、昼夜、明暗、寒热、男女、刚柔、君臣、内外其中不少相近现象之间有派生关系,属于逻辑混乱.
«易传系辞下»中提出的“三才”之说(«三字经»通俗化为“三才者,天地人”)是华夏的基础观念,据
此,笔者主张“阴阳”模式据以归纳的依据也应当确定为三项:就是宇宙层次的“日月”,生物层次的

“雌雄”,以及人文层次的“水火”.日月运行于天,雌雄孕育于地,水火操纵于人.“日月”及“雌雄”为
人类各种文化所共同关注,唯有对“水火”的重视为中华文化所独有,所以“阴阳”学说只能产生于

中华.
接下来分别考察上述三项依据.１．宇宙层次的“日月”.中华文化之“天”的内涵有层级之分:宇

观的“天”即宇宙,包含空间、时间;宏观的“天”包含“地”;中观的“天”是与大地相对、为日月所居的天

空.鉴于后两个层次的内容有重叠,莫如提倡通用“日月”以取代“天地”(唯有华人习用)这一语词.
«易传系辞下»说“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可见确立阴阳理论的«周易»本身就重视日月.月与日并

列,符合现代科学的发现.«月亮对地球的贡献比太阳要大»一文被作为中学物理教学参考资料⑧.
古人在日、月的对应上有顽固的迷信,见到“阳燧(凹面聚光镜)取火于日”,就推想“阴燧(或“方诸”,
即大蛤)取露(水)于月(«淮南子览冥训»)⑨.２．生物层次的“雌雄”.动物多有雌、雄之分.«春秋

繁露循天之道»:“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周易»中常用的“男女”,是“雌雄”用于人

５０１“水火”范畴与中华文明论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哲学发微»,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１ 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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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８１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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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松飞:«‹行炁玉柱经›探释»,«中国道教»１９９９年第６期.
«月亮对地球的贡献大于太阳»,«中学物理教学参考»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唐兰:«阳燧取火与方诸取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５本第２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影印本,第２７１页.



类的特称,不如“雌雄”更有概括力.３．人文层次的“水火”:«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水为阴,火为

阳.”中华古代智者已拿“水火”类比阴阳及日月,如«淮南子天文训»:“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

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八卦”“五行”与水火　类似“阴阳”的思维模式还有«周易»的“八卦”及«尚书洪范»的“五行”.

八卦、五行中都包括水、火.假如没有水 火作为阴阳、八卦、五行的共同轴心,中华思维体系将陷入

混乱.
八卦是用符号(/—)的八种不同组合分别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天 地、水 火的

卦象都是两两相对,其他四者则比较散乱.何瑭的«阴阳管见»认为,八卦是由天地、水火推演而来

的:“天变而为风,地变而为山,火变而为雷,水变而为泽.”①又据王充«论衡自然»:“天地为炉,造化

为工.”可见“天地”不过是舞台,“水火”才是主角.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后,“水火”的意义尤其突出,火
在上、水在下的“未济”卦,与水在上、火在下的“既济”卦,分别表示趋势的形成与变化的完成.

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虽然水、火未被突出,但在«尚书洪范»的简述中,“趋下”的水与“炎
上”的火,以其本性相反而成为特别的一对:后来演进成五种物质循环的“相生相克”之说,掩盖了水

火“相灭”的本性,对于科学的水火互动观,这反而是严重的退步.科学认识不容倒退,果然战国阴阳

家提出的“五德始终”说于宋初被放弃,而五行学说在明代更受到质疑,如王廷相说:“五行家谓金能

生水,岂其然乎!”②五行学说的形成晚于上古文明对阴阳、八卦的认识,而其实际应用范围也限于中

医理论及民间方术等领域,远不如阴阳、八卦重要.五行学说还有个问题:不容易与阴阳学说接通.
同时运用两大学说的中医理论中,二者也未能满足“逻辑上的自洽”③.笔者发现的水火互动关系却

是贯通这两大体系的关键.
“水火”与“天人合一”　张岱年晚年撰«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把“天人合一”提前为四项之

首④.“天人合一”的观念有一个久远的形成过程.«尚书周书泰誓»断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

万物之灵”,在此意义上,«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中庸»说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人不

仅能大量驯养以至改变生物,更能创造器物,滋生事务.随着自然知识和社会经验的积累,人对群体

和个体自身的结构与功能有了系统认识,汉代总结为两部理论专著,即政书«春秋繁露»和医书«黄帝

内经»(其余科技成果都因儒学的无视而未能留存).两书分别将政体和人体与天地进行类比,是“天
人合一”观念成熟的体现.对两书的比较研究还较少见,只检得一篇⑤.此文认为«春秋繁露»已实现

了先秦阴阳、五行两大学的结合,成书在后的«黄帝内经»,则吸收并大大发展了前者的思想体系.
宋代朱熹倡导“理学”,稍后又有“心学”兴起,后者发展成为精致的学说体系,认为“人心”与“天

地之心”具有同一性⑥.
“天人合一”与水火互动的关系,可谓直接而显明.生物的出现是水、火(热)长期酝酿的结果,生

物萌生场合是宇宙中的“天地”.“天人合一”最精密的结合体,是高级生物的血肉之躯.血液的温度

及流动性都是“水火相济”的结果,与自然界水受热而流动以至汽化的原理全同,只是把同样的过程

封闭在血管体系之内,同时用消化器官来补充水和“燃料”,用呼吸器官实现“燃烧”(水火结合).心

脏则是这一动态系统的主导者,“心”的功能一旦停止,血液立即开始停滞冷凝.«孟子告子上»说
“心之官则思”(推想人脑本身不易被思维者觉察,用脑高度耗养,需要心脏加力供血,因而被古人误

认).思维可以发明器物,远古最高级的“器”莫过于水火融合于其中的甑甗(蒸锅),它是人类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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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利用装置(steamer).
[附]:中医理论何以成为中国哲学概论　在社会层面,汉代«春秋繁露»中的“天人合一”以«公羊

传»的“大一统”为指导,为服务于集权政治而充满武断的比附,但«黄帝内经»必须以病体的康复为检

验标准,当然要汲取扁鹊等世代名医的实践经验,因此其理论体系无比缜密,是因果关系思辨的结

晶.另一方面,当政者依赖医学保命,这使医术得以不断积累提高,免遭墨子学派那样被剿灭的命

运,可以说,医学和生理学是儒学统治下的物理学“特区”.
中国学术有个突出而又为人所忽视的特点:哲学概论常以医学理论面目而存在,笔者认为这有

其必然性.水火范畴的思维成果也曾依附于医论,到明代王廷相的«慎言»才算独立;更先进的何瑭

“八字真理”,也经历了被医学外衣遮蔽的曲折过程(详见下文).

四、“水火”与经学悬疑的新解

“百姓日用”即水火　«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

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常见有人提问:“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宾语是什么? “经学”中
的这一悬疑罕见答案,更不会有“聚讼”.笔者从饮食史的特殊角度悟出,只要比照«孟子尽心上»
的“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稍加思考便知答案就是水火:暮夜向邻居

借水火,当然为了烧水做饭.«易传系辞上»的“百姓日用”,与«孟子»的“民(非不)生活”,显然

同义.如果仍嫌思路衔接不密,还可参考«中庸»名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其上句是:“子
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贤者”把“道(味)”说得过于玄虚,而
“不肖者(百姓)停留在形而下的吃(饮食)上,不能通过思辨加深认识;可见“味”正是“道”与“水火”之
间的中间环节.朱熹向悬疑的破解再跨一大步,他在解释«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

谓之仁”时,引用了«中庸»对于“饮食”与“味”之关系的揭示:“日用不知,则莫不饮食,鲜能知味

者.然亦莫不有是道焉.”①可见“鲜能知味”与“日用不知”说的都是“道”,不过饮食之味更为具

体,因而是“道”之较浅层次的表现.笔者在饮食“味‘道’”的探究中曾提出“道可道,即‘味道’”的命

题,论证“道”与“味”的同一性②.此外,«诗小雅天保»以“民之质矣,日用饮食”之句来歌颂国君,
下文引向与“道”相关的“德”,也可视为佐证,

“百姓日用”即水火,直接的文献依据也已发掘到两条:１．汉初«尚书大传»之«甘誓传»一章有佚

文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③结合下文“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也,是为人

用”,显示“五行”分三个层次,底层是承载一切的“土”,中层是百姓生活(饮食)必需的水火,顶层是百

姓生产(兴作)所需要的金、木.金、木可以不是生存的必需品,饮食则为每人每天所必用,正因如此,
«易传系辞»的文本可以不提饮食,只强调“日用”.根据前引«尚书大传»佚句,可以作出判断:«易
传系辞上»的“百姓日用”与«孟子尽心上»的“民非水火不生活”完全同义,不过各有省略.２．从
冷僻的医学文献中又发现重要参证:西汉大医学家张仲景谈食疗说:“夫含气之类(动物),未有不资

食以存生百姓日用而不知,水火至近而难识.”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仲景佚文中的“水火至近

而难识”与«易传系辞上»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恰成天衣无缝的对偶,很难看出这句佚文是«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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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熹撰,王玉德、朱志先整理:«周易本义»卷七,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９页.
«易传系辞上»«中庸»«孟子»的三项判断,可以成为逻辑推理的“三段论”:A段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易传系辞上»);B

段为“‘百姓日用水火’(«孟子»)＋饮食而不知味(«中庸»)”;C段为“水火互动创生美味”(高成鸢著).高成鸢:«从饥饿出发:华人饮

食与文化»,第９９、１７０ １８８页;高成鸢:«味即道:中华饮食与文化十一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第１３２
１６５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１８８页.
据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论»引文,医史上公认此为张仲景的佚句.见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２７页.



原文还是引用者的领悟,甚至令人想到它是否曾有«周易»的另一汉代文本为据.无论如何,观其全

句,“道＝水火”是可以成立的.
«易传系辞»的原文,诚然历来少有人对之提出异议,却不能说不容置疑.其中有一问题明显

有悖事理:原文说先民舂粟的工具是“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用木杵捣土坑必然使细小的粟粒深陷土

中.古佚书«黄帝内经»在“掘地为臼”之后补加“以火坚之”四字①,依据虽不可靠,却应“以理揆之”,
视为必要的补阙.今天对待经典,已没有必要再用神学态度.

水火与“日用”问题,还有另一方面:“百姓日用”之衣也必需水火.汉语惯言“衣食”,假如在先的

“衣”无关于水火,则“百姓日用”＝“水火”的等式不能成立.汉语的先衣后食,可能因为华夏冬季寒

冷(与其他古文明发源地相比),饿几天尚能耐受,冻一夜即会丧命,所以杜甫诗曰“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②.衣的重要更在于文明标志,黄帝的衣裳质料是丝绸.考古学家夏鼐说:“沸汤缫丝法是个

窍门,外国人偷运蚕种出境蚕蛹变成蚕蛾后咬孔钻出,便损坏了蚕茧的长纤维.”③缫丝必须经过

煮茧(使丝胶溶解)工序,相关技术可以视为水火烹饪的扩大运用.又,据«天工开物乃服第二夏

服»,御寒较差的麻布,纤维加工中也要先用稻灰煮过④.衣食的备办都离不开水火,至此“百姓日用”

＝水火≈饮食”证明完毕.
必须说明,在儒学领域,对“百姓日用”另有心性修养方面的深度诠释,这又与佛学相通而形成

“心学”,这些诠释都自有其高深的内在学理,本文的新说对传统的解释并不否定.
“格物”诠释的两歧　儒家课本“四书”之首的«大学»,设定“止于至善”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并讲

解实现目标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字面上不难懂,
却成为争论两千年,“答案”上千种的学术疑谜.«大学»文本中,“格物”较之其余条目,缺乏解释文字

(«传»),而西汉郑玄简单的古«注»把“物”明确解释为“事也”,而且只限于善事、恶事⑤,“物”字的本义

反被公然排除.这显然出于秦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华夏群体自古就处在超强的内外压力下,为
了生存,必须用“礼”教把人群凝聚为整体.当“礼”重要到压倒一切时,文教方针会收紧到“非‘礼’勿
言”;当人际伦理把博物知识挤压到零时,对士人心性修养的要求会专注到“目中无物”.作为学校教

材的经书会对社会文化发生重大影响,郑玄释“物”为事,这一曲解曾被后世扩大化,例如唐人把黄帝

要求“节用水火材物”的“物”也解释为“事也”⑥.
宋代朱熹(已有相关专著阐述他的不为人知的科学天才⑦)借审定儒学新教材之机,借着给“格

物”一章补«传»,提出“天下万物莫不有理”,试图用“穷理”来突破“修身 治国”的教育藩篱,开启通

向百科知识的门扉.他不便改动“物”的古注,就利用口头讲学的灵活性,频频引向生物⑧,于是造成

了“格物”诠释的两歧.明代王阳明曾试行以竹为对象的“格物”实验,直至病倒,缺乏博物学的传统

背景使他难以找到解剖、分类的深入之路,反而更专注于自身修养,走上“心外无物”的极端.朱熹对

“格物”的新解,由于符合时代的进化而仍能逐渐普及,例如明末并不关注博物探索的文人领袖王世

贞,也在«本草纲目»的序言中断言此书堪称“格物之通典”⑨.
与“格物”相关的还有«易传系辞上»中的“开物成务”,孔颖达«疏»解释“开物”为“开通万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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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３６５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９ １１０页.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葛景春注评:«杜甫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６５页.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３页.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第二夏服»,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５２页.
参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４４５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９页.
乐爱国:«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
集中于«朱子语类»卷一四○,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３２４ ３３４０页.
李时珍:«本草纲目»,第１页.



志”①,由于历代注解回避“物”的本意,而一直未能讲清其含义.«大学»断言“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孟子离娄»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根据事理先后,“开物”应指创造器物,“成务”指办理事务

(“事”古与“吏”通).
对待“格物”问题只能而且必须运用“诠释学”(Hermeneutik),它认为任何文本都有多个元意义,

容许后世作不同的解读.“格物”聚讼来自文字的简略、脱落,这正是“诠释学”的用武之地.朱熹为

«大学»补«传»就是“诠释学”原理的运用;王阳明的反驳更是如此,他曾宣称:“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

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②余英时先生说:“经过阐释的传

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我希望寻找传统与现代衔接的内在理路(Innerlogic).”③丁肇中断言“格
物”是“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这已进入中学教材④.当然,在儒学领域内,把“物”解释为“事”仍然是

对的.
有形的物只占空间,无形的事则占时间.常在运动中的水火,介于物、事之间,因而与“格物”问

题密切相关.水、火属于物理范畴,但作为生命的前提,又属于伦理范畴:«周易»之“德”(“天地之大

德曰生”)、孔子之“仁”(果核内的种子)都与“生命”相关,而生命来自水火交融.因此水火之“理”可
以弥合“格物”诠释上的两歧.

[附]从“是非”一词看“逻辑”的薄弱　«易传系辞上»在论“道”之句中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之分,“智”与“仁”分别关乎“善恶”及“是非”,然而儒学经典中竟很难找真正“是非”的例句,«孟子»列
为人的标准之一的“是非之心”也限于善恶.«庄子齐物论»中说,人爬树会胆怯而猿猴不会,结论

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里“是非”近于客观的对 错判断.«庄子盗跖»说的“摇唇鼓舌,
擅生是非”则指人际关系的纠纷,口语中的“是非”绝大多数都属此类.无关善恶的“是非”理应首先

出现在物理领域,只有«墨子天志上»中的这一例句才是纯粹的是非:“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

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大学»说“物有本末”和“事有始终”;两个事例本身就有“先后”问
题.“本末”是植物的空间形态,“始终”是事务的时间过程,空间比时间易于认识(何况“先后”不等同

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新儒家”殷海光有一本逻辑学专著,题名为“怎样判别是非”⑤,表明“是非”判断属于逻辑学的主

要内容;逻辑学术语中常用真(true)、假(false)来表示,日常都说“对、错”.然而对、错二字都别有本

义(分别为对答、错杂).古代的传世文献大多受儒学的影响,宋代以后“对、错”才随着白话文而流

行.可见“非礼勿言”“目中无物”会影响到逻辑思维的发展.

五、“水火”与中华古代的科学先见

“水火相济”堪作中华的“科学理论”　由于食物匮乏,为了确保粮食生产,华夏文化向来大力压

制工商,无数发明及相关典籍都随时失传,包括经典«周礼»之四分之一的技术记载,后来用«考工记»
补空,这本古齐国的工艺手册可能因随时翻阅而幸能流传.学界公认,中华的应用技术虽然曾领先

世界,但却缺乏作为基础的科学理论⑥.笔者在“水火”课题的涉猎中细读存世的技术文献发现:凡是

需要用水又要加热的工艺,叙述中往往会意外提及水火的协同,即便两者并不在同一工序中相遇.
这种“多余”的引申显然具有“科学理论”性质.只举«考工记薙人»一例:“薙人”是割草肥田的工程

师,相关工艺是先用火烧草再用水浸灰,原文却说“以水火变之”.这话也出现在«礼记月令»中,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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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卷十二,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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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达«正义»特别解释说:“先以火焚烧其草,在后以水浸渍之,变此瘠地为肥,故云‘水火变之’.”明明

用火在先用水在后,为何以偏要“水火”并提? 孔颖达«正义»强调说:“先火后水,而云‘水火’者,便言

也.”①“便言”表明“水火”确已成为人们习惯的模式.
明代的«天工开物»被评为很少涉及科学.但笔者发现该书中确有“基本原理”的反复运用,成语

“水火相济”在书中出现六次之多.例如制陶,«天工开物陶埏»载:“宋子曰:水火既济而土合.”②

按,水、土结合成坯是前提工序,异文化人士不会想到“水火既济”;又如锻钢须经过用水“淬火”的工

序,«天工开物锤锻冶铁»说,否则“钢铁已经炉锤,水火未济,其质未坚”③.在华夏传统看来,“水
火”协力就是“造化之机”(见下文),当然也是科学原理.

水火与天地、生物的起源　中华文化的“宇宙”除了空间还包括时间,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天地”
概念小于宇宙,具有人文属性,因为人能“参(与)天地”(的造化).“天地”常跟“万物”(初指生物)并
提,智者首先会思考“天地”的形成.近年颇受重视的先秦道家古籍«鹖冠子»说:“地湿,而火生焉;天
燥,而水生焉.水火不生,则阴阳无以成气万物无以成类.”④这强调了“天地”的由来与“水
火”的相关,但却是从天地推演到水火,后世智者才从水火推演到天地.«朱子语类»卷一提出假说: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明代王廷相使这一假说更详备,他
说:“(天上的太虚阴阳之气)一化而为日、星、雷、电,再化而为月、云、雨、露,则水火之种具矣.有水

火,则蒸结而土生焉.金木者,水火土之所出,化之最末者也.”⑤“土”即地,地附属于天.这种由

水火演化成天地的过程,就是中国的“宇宙生成论”.
从周代的鹖冠子到宋代的朱熹,时间及思路跨度很大,中间必有过渡.如五代时期道家学者谭

峭的«化书»⑥,其中难得地提到了火、水本身的由来,引出“动静”的现代力学范畴,断言“动静相磨,所
以化火也;水火相勃,所以化云也”.这段话的惊人结尾是“天地可以别构,日月可以我作”⑦,显
示出对“水火互动”神通的无限信心.它与科学发现相当接近:无数炽热的“天”体可以看成“火”,而
“地”球有“水球”之称.

然而笔者认为,更有根本意义的,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先秦智者荀子的光辉论述,其中把“水火”
视为生命自然发生及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环节.«荀子王制»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

天下贵也.
这段话清晰而完备地揭示了生物演化的步骤:宇宙→天地→水火→草木→禽兽→人类.对此,历代

的研究者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代学者如李存山先生等⑧,才开始强调其宝贵价值.秦汉之后,
荀子的“生物演化阶段论”一直无人重视,直到明代王廷相承接荀子的创见,总结前人的片断论述,断
言从雨水到草木无非蒸汽变化的现象:“雨水之始,气化也;得火之炎,复蒸而为气.草木之生,气结

也.”⑨从荀子到王廷相,都认为生命发生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高于“水火”而低于“禽兽”的“草木”阶段,
它包括蛤介、昆虫等低级生命.今天看来,从单细胞到“草木”之间,因为“有气”而异于无机物的,都
可归于孕育生命的“水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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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孔颖达正义,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００页.
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第９３页.
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第十冶铁»,第１３３页.
黄怀信校注:«鹖冠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１页.
王廷相:«慎言道体篇»,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３册,第７５２页.
«化书»曾获英国李约瑟高度评价([英]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８１ ４８２页).
谭峭:«化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第６页.
李存山:«“气”概念的几个层次意义的分殊»,«哲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９期.
王廷相:«慎言道体篇»,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３册,第７５３页.



«荀子»关于生命演化的超前认识,与现代科学高度一致:海水与太阳之热共同蕴育出蛋白质及

低级生物.探索生命起源的１９５３年“米勒模拟实验”(Miller’ssimulatedexperiment)证实,由闪电

激发原始海洋与大气,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能生成蛋白质,正如恩格斯所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

式”①;１９７０年代又发现“深海热泉生态系统”(Deepseahotspringecosystem)能产生蠕虫、蛤类等低

级生命,这都证实“水火”交融形成生命的假想.
何瑭“造化之机,水火而已”的八字真理　在宋代张载的“元气(炁、汽)一元论”中,水、火还隐身

在“阴阳二气”的背后,至明代后半期,“水火”正式亮相.王廷相在与其学友何瑭切磋时,曾肯定“天
地、水火、万物皆从元气而化”②,这肯定了“元气”与“水火”的同一性,但两者的因果关系却不够合理.
何瑭号柏斋,是世界首先发现“十二平均律”的音乐家朱载堉的舅父,曾教朱载堉习天文、算术.正是

这位“百科全书”型学者,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提出“天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肯定了水火直接就是

天地万物的本原.这十个字中的“天地”可以免去(根据前引王充“天地为炉,造化为工”之说,“天地

“只是“造化”的场合),剩下的八个字就是造化的核心秘密,笔者认为堪称“八字真理”.何瑭及其真

言出现的时代背景,下文将有论述.
“八字真理”何以一直少为人知? 考证可知,它的传布经历过一番曲折.何瑭在«阴阳管见»第二

段深刻揭示了水火互动的意义(见下文),遗憾的是,开头的一句说的并非“水火”,而是倒退到阴阳:
“造化之道,一阴一阳而已矣.”③仔细考察,原来“八字真理”的原话并不见于«阴阳管见»,而是写在他

的另一杰作«医学管见»中,«阴阳管见»中则用“阴阳”代替“水火”.有理由推想,这是因为何瑭顾虑

自己的新锐观点会引起围攻,有«阴阳管见»的序言为证:“欲著述以明之且恐启争端也,藏之中

心盖十五年于今矣盖有待后世之君子焉.”④据«阴阳管见后语»,此作发表后,“争辩纷然而

起”⑤.可见创立新说之难.再查«医学管见»一卷,虽仅列入«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的«存目»
中,却因为其哲学思想高明而被医界奉为圭臬,百年后的医学总集中还多有收录其片段者,如明末李

中梓撰于１６３７年的«医宗必读水火阴阳论»,开篇即称“天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矣”⑥,清初潘楫撰

于１６５２年的«医灯续焰»,其卷十一称:“昔人论水病,知经义者,固惟仲景一人.近世何柏斋、张景岳

二论,亦庶几焉.柏斋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⑦

王廷相曾对何瑭用“水火”取代传统的“阴阳”提出商榷,何瑭已预先针对反对者可能提出的质

疑,作出答辩:“或曰:‘天地水火恐未足以尽造化之蕴,不如以阴阳统之.’予窃以为,阴阳者,虚名也;
天地水火者,实体也(按,十四字最能服人,显然借用韩愈«原道»的名言‘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

位’⑧)天宰之以神,地载之以形,水火二者交会变化于其间,万物由是而生,造化之能事毕矣.”⑨

“造化之机”等于“天机”,发现者把它写在«医学管见»中,明儒被批评为“束书不观”,更不会读医

书,以致“八字真理”未能进入哲学史领域,六百年间隐没不彰.水火生成天地万物的理论,在日本顺

利地被接受.日本古代医籍«百腹图说»(１６０２)在«序»中断言“造化之机,水火而已”(无“天地”),
李中梓«医宗必读水火阴阳论»(１６３７)有“天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矣”之句,晚于日本３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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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２７７页.
王廷相:«答何柏斋造化论十四首»,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３册,第９７４页.
何瑭:«阴阳管见»,王永宽校注:«何瑭集»,第３９４页.
何瑭:«‹阴阳管见›序»,王永宽校注:«何瑭集»,第１６４页.
何瑭:«‹阴阳管见后语›序»,王永宽校注:«何瑭集»,第１６５页.
李中梓:«医宗必读水火阴阳论»,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页.
潘辑撰,杨维益点校:«医灯续焰»卷十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５２页.
韩愈:«原道»,李道英评注:«唐宋八大家文集韩愈文»,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８页.
何瑭:«阴阳管见»,王永宽校注:«何塘集»,第３９４页.
«百腹图说»写本,写于１６０２年(庆长七年).
廖育群:«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腹诊”的形成»,«中国学术»第６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冰炭”对应的超前认识　如果水、火的对举会使西人感到陌生,那么更有冰炭对举,会让他们惊

叹.简单的“熨斗”出现于晋代杜预佚书中①,早于西方(１７世纪的荷兰)１６００年,缘由显然在于木炭

的有无.“炭”在中国文献中常表示其燃烧状态,如“生灵涂炭”.“冰炭”配对的前提,是生活中对“炭
热于火”的熟悉.欧洲用篝火烤熟食物,而华人独有的炒法必需高温“武火”,要以木炭为燃料;欧洲

用木桩烧壁炉;中国只有炭火盆.西方生活中没有木炭来诱发灵感,就难以想到冰炭对立.先秦韩

非在谈到学派的对立时,曾作比喻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这话的严谨准确远超“水火不容”.«荀
子劝学»说“冰寒于水”,而炭(燃烧状态)热于火,两者完全可说是水、火的固体形态.冷却的木炭

乃是太阳能的仓库,而火柴则像钥匙.
韩非子的半句话,只从哲理上认透“冰炭”对立,但过于简单,未能把冰 炭之间的水 火连接成

同一变化过程,更缺乏细节的分析.明末博物思潮兴起,方以智给木炭下过科学定义说:“炭者,火闭

气而死者也.”②更早,王廷相就曾指出:“冰冻为水之本体,流动(从冰到水的变体及水的移动)为天火

(热)之化也.”③同时代的何瑭认识到融冰为水的热学原理,说:“曰:‘水,阴也,流而不息,安在其为静

乎?’曰:‘流,非水之本然也.水,体凝而性静者也;其融,火化之也;其流,天运之也’.”④宋应星则透

彻分析了从冰到炭之变化的热学过程:“尘埃空旷之间,(水火)二气之所充也.火燃于外,空中自有

水意(氧)会焉.火空,而木亦尽.若定土闭火于内而其形为炭,此火之变体也.水平流于

沼面,空中自有火意(热量)会焉使之不凝.若地面沉阴飕刮,鬲(隔)火气于寻丈之上,则水态不

能自活,而其形为冰.射日燃火(热)于河滨,而冰形乃释矣.”⑤这段话中包括对燃烧原理的超前

揭示,尽管一些猜想不够科学,但比起１７７４年拉瓦锡发现氧要早百余年.他提到的“水意”当为氧

气,这为世界化学史上曾一度被公认的中国唐代发明氧气之说的辨析⑥,提供了新的线索,值得专家

参考.
中国的木炭还升级为焦炭(“礁”).«天工开物»最早记述说,礁又名“火墨”,“其炎更烈于煤”⑦.

方以智对“礁”有专论,说是用煤、炭再次烧炼而成⑧.１４世纪马可波罗旅行记中提到中国用“黑石

头”做燃料⑨,西方不懂用煤就难以发明焦炭.焦炭燃烧的灰烬极少,达到零时即是化学元素“碳”.
“碳水化合物”实质近于“水火化合物”,是生命体构成的基础.

六、从“礼”到“理”的启蒙与“水火”观的提升

宋明“礼”教与“理”学的此消彼长　中华学术长期停滞于先秦的“阴阳之道”,直到宋代再次突

进,陈寅恪先生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礼”源于物资匮乏,宋代经济文化重

心转向南方,稻米能一年两熟.饥饿缓解,礼教在普及到平民的同时,对社会整体的束缚也趋于宽

松,人的求知本性因而复苏.«宋史张载传»说“知人而不知天”是“秦、汉以来学者大蔽”,在佛、道
的严重挑战下,思辨的“理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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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奏事»曰:“药杵臼、澡盘、熨斗皆亦民间之急用也.”(李昉编纂,孙雍长、熊毓兰校点:«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器物

部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０３页)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风雷雨旸类死性之火»,清光绪宁静堂刻本,第８页.
王廷相:«答何柏斋造化论十四首»,王孝鱼点校:«王廷相集»第３册,第９６６页.
何瑭:«阴阳管见»,王永宽校注:«何瑭集»,第３９５页.
宋应星:«天工开物»附录«论气水火二»,第２６５页.
参见袁翰青:«“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化学通报»１９５４年第４期.
宋应星:«天工开物锤锻第十冶铁»,第１３３页.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煤炭石墨一种而异类也»,第２０页.
冯承钧注:«马可波罗行记»,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１页.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５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张载»,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２７２４页.



“理学”之“理”的由来和本义,历来较少讨论.清代考据家重新“整理国故”,得出的经验是正确

理解经学应从小学入手.据«说文解字玉部»,理字“从玉”,原指玉中可见的纹理,又据«礼记内

则»,切牛肉片要“薄切之,必绝(断)其理”,恰好鉴赏玉器、薄切肉片都是中华特有的实践.从对“道”
的领悟进步到对“理”的考察,先秦已曾开始.«韩非子解老»堪称“理”的专论,篇中出现“理”字４４
次,“道理”１０次.原文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万物各异理.”
对理的细致分析,已涉及“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这显限于物质,还说“理定,而物易

割也”,令人想到用于“格物”的无比贴切.可惜这位大智者埋头于政治理论并因此丧命.
«礼记仲尼燕居»说:“礼也者,理也.”儒家的“理”是从中华发达的家族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辈

分的“尊卑”压倒年龄的“长幼”,依据的就是血缘远近之理.极少有人想到成语“知书达理”①并无出

处,当作“知书达礼”,这一错用白字而意外流传的现象,实属“理性”本能的显露,这应该归功“理学”
的普及.王国维在«释理»专论中断言:“所谓‘理’者”,本来只有“理由、理性二义”,宋代“理”又有了

“伦理学上的意义”,强调与“人欲”对立的“天理”,专注于善恶,是“理”概念不够明晰所致的“误解”②.
这对本文的观点是强力的支撑.

随着“礼”教的趋于弱化,具有普遍价值的“理”学同时兴起,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不过实际转变

过程却很奇妙:压倒一切的“礼”之被压倒,实际是(也只能是)借用“天理”的权威.儒学源头固有礼

教过度化的苗头(«礼记乐记»批判“灭天理而穷人欲”,埋伏着“人欲”与“天理”的对立),“理学”鼓
吹“存天理,灭人欲”,甚至极端到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③,这与孔子肯定的“饮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公然抵牾.朱熹抓住这个碴口,用讲学方式作出矫正,宣称“饮食者,天理

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④,这样就借助天上的神权,压制“三纲”中专横的君权.
王阳明向朱熹的反面走得更远,但其学说却获得高度评价.对此,余英时先生有透辟的认识:经

过蒙元的野蛮统治,明代皇帝空前专断,这使王阳明顿悟到士人要实现使命只能通过社会启蒙⑤.阳

明的平民弟子王艮创立新学派,重新审视«易传系辞上»的“百姓日用”命题.唐代韩愈«原道»就说

“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⑥,朱熹曾重复此话,却都没想到“百姓日用”与衣食等同,两人的话分别归

结于“智”与“天职”,都未能与“道”相连.王艮空前重视百姓生活中的衣食,能把«易传系辞上»中
的“一阴一阳谓之道”跟被２４个字隔开的“百姓日用而不知”衔接,作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明快判断

(还说“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⑦,至此,距离“‘百姓日用’(或‘阴阳之道’)≈‘水火’”的认识,只
剩半步.可惜,这关键的半步,因满人入关而中断.

晚明“大变局”与物质水火观的登场　明代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引进,古来的群体性食物

匮乏基本终结,这对社会必有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近年史学界揭示的晚明“天崩地解”大变局:以
葡国航海力量为主导、由“倭寇”(实为浙闽海上走私集团)为中介的中国丝绸 美洲白银大流通,促
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近代化大潮⑧.西方“新史学”名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

方»揭出惊人的事实:流入中国的白银接近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⑨,江浙一带已实现“初步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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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八十六回«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中,有“袭人笑道‘一个人知书达理’”之语(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９７４页).

王国维撰,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９ ３２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０１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十三,第２２４页.
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 ６０页.
韩愈:«原道»,李道英评注:«唐宋八大家文集韩愈文»,第１０页.
王艮:«心斋先生语录»卷上,明刻本,第５页.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９４ ９７页.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７、

４０７ ４０８页.



出口货物是欧洲贵族亟需的丝绸、瓷器,后者居然与“中国”(China)同名.
王艮的隔代弟子、海商后代李贽,曾用百姓的话语大胆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①,王艮的

学生多有陶匠、盐工,他们的生活条件只需衣食,生产过程不离水火,然而王艮及其弟子谈“道”论
“理”却未见涉及水火,有些难以理解.细究«易传系辞上»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上下文分别论

及的“仁者智者”及“君子”,都有较高的认识能力,容易发现水火之理,或许只是相关言论未能存留或

未被发掘.笔者已有发现:理学鼻祖程颐曾论水火:“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
水之所以寒皆是理.”②然而这一水火之论却没有被后人从水火角度予以重视,与此相对的是,中
医一贯把“五行”内化为人体机能运作符号,然而明代医家张景岳竟抛开人体而大谈水火关系:“然水

中藏气,水即气也;气中藏水,气即水也.夫水在釜中,下得阳火则水干,非水干也,水化气而去

也;上加覆固则水生,非水生也,气化水而流也.水气一体,于斯见矣.”③这也反映了朱熹“格物”
新诠释的普及与运用.

明末物质的“水火”理论终于成熟,标志是两位新型学者的涌现.宋应星不仅在«天工开物»中总

结出“水火相济”原理,还有哲学佚书«论气»«谈天»④堪称“水火”专论,把五行改称“五形”,水火特称

“二气”:“杂于形与气之间者,水火是也”⑤,“形而不坚,气而不隐者,水火之体也”⑥.他谈到烹饪中

的木柴燃烧时说:“二气(合成“木”的水、火)铢两分毫,无偏重也.取青叶而绞之,水重如许,取
枯叶而燃之,火重亦如许也.”⑦科学史学者潘吉星先生认为这“已隐约认识到水火间的热能传递有定

量规律可遵”⑧.方以智的博物学专著«物理小识»及哲学专著«东西均»都频频论及水火,其«物理小

识火»提出“阳统阴阳,火运水火也”⑨,其«东西均反因»提出“静沉动浮,理自冰炭”.可贵的是

他能纠正华夏文化轻忽于火的偏失,并且从水火变化的现象深入到了“理”的科学、哲学层面.
[附]名词“东西”(物)由来难题的破解　晚明的国际货物交易甚至改变了汉语;最常用名词“东

西”怎么来的? 明末崇祯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后,至今没有答案,只有年轻网民还在不断追问.流行的

答案近于笑料:人问朱熹为什么称“买‘东西’(而非‘南北’),答曰:五行中与东、西对应的木、金可以

买卖,与南、北对应的火、水不能.据«辞源»例句,“东西”(最初仅指单件商品)突然出现于明代俗话

中.笔者在关于“格物”问题的涉猎中触发思绪,试图破解中华学术中这一最大的无解之谜.丝

绸装扮了全欧洲的上层社会,其产地江南家家致富,乡村教育因而惊人普及;蒙童在«三字经»后即读

«大学»,“物”被确解为“事”,其不当再指实物已属常识,亟需新词语的出现.在汉语“双音节化”中,
“物”理应自然变为“物事”,日语中即是如此(ものごと),但主体汉语中却通行有悖逻辑的“事物”,限
用于抽象场合.唯有上海方言除外(可能“物事”流行极早,未被“东西”取代).笔者考察１９８８年版

«辞源»,其中“东西”即有三种说法,但都难成立.近年不少青年学子以此为题,提出新解累计达十

四种之多.笔者的解答受晚明福建海商史料的启示:“准贩东西二洋(货物)”出现于“开放海禁”的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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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陈仁仁校释:«焚书续焚书校释»,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０页.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１册,第２４７页.
张景岳:«类经»二卷«阴阳篇»,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７页.
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恋诗———宋永星佚著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附录«论气形气一»,第２５７页.
宋应星:«天工开物»附录«论气形气二»,第２５８页.
宋应星:«天工开物»附录«论气水火三»,第２６６页.
潘吉星:«宋应星评传»下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３５４页.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火»,第１６页.
方以智:«东西均反因»,庞朴注:«东西均注释»,第８９页.
参见«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１５２５页.
高成鸢:«名词“东西”由来难题的破解»,«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辞源»,第１５２５页.



折中①.论文写成大半时发现,同样观点的论文二十年前已由资深学者陈江先生发表于史学名刊②,
不过尚属推想,未能提供确证.拙文作出两点关键补充:一为在晚清著名“买办小说”«市声»中,进口

商人谈到玻璃,当所指为实物(从发明史角度)时称之为“物事”,所指为进口商品时则必称“东西”③;
二为明代仇英名画«南都繁会图»④,显示百货店幌子上大书“东西两洋货物俱全”,这与近代上海的

“华洋百货”相当.陈江先生与笔者两篇专论的公布,都未能改变“东西”由来旧说之流行如故,反映

出学术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清末“西儒”编写«水»«火»课本　中国“近代化”时期的说法有三,分别在南宋⑤、晚明、清末,放大

时空尺度来看,其实是同一过程,不过再三被北方游牧民族冲散,随之“礼教”的回潮又把前代成果荡

涤净尽.比较而言,蒙元年代短暂,没有根绝南宋启蒙的余脉,而满清惨烈的文字狱,使宋明以来士

人习得的思辨能力自限于故纸堆中,更使前代的丰硕成果连同记忆丧失无遗.«天工开物»«东西均»
都成为禁毁书,前者到民国初年才在日本被“发现”,其时已译为多国文字,后者迟至１９９８年前后才

由庞朴先生试作解读⑥.
晚明的学术局面堪称空前绝后.基督教立足成功,«几何原本»风行,西学与传统学术结合,出身

理学世家的方以智曾与众多西儒直接交流.同时博物学热潮兴起,几十年间竟有十来部不同学科的

专著问世⑦;«本草纲目»被称为“格物之通典”,表明物质文明的探索几乎压倒儒学.江南教育普及使

“学而优则仕”难度加大,导致“士商合流”,其重大历史意义的探讨已成为热门课题.清代思想禁锢

的恶果表现为士人整体地世代埋头于经典考据,直至颜元在北方出现.颜元“对汉宋二学都唾弃;认
为舍做事外别无学问”⑧,这不能说与学术记忆的丧失无关.他主张回到孔子的“六艺”及“唐虞五臣”
的文化源头,说“兵农礼乐,水火工虞之类,皆须探讨”⑨.他在重建教育体系时,主课设置中有«水学»
«火学»名目,内容当是农田水利工程及金属铸造、陶器烧制.这倒能显示,原始儒学并不否定物质

方面.
清末的再次“近代化”大不同于宋、明的主动,完全出于被迫.顽抗世界文明而惨败的统治者痛

下决心引进现代学术.１９０２年,钦定京师大学堂校长、精通汉学的西儒丁韪良(W．A．P Martin)在
编写科学课本时,以异文化的冷眼,竟能循着水火互动的华人思维模式,重新组织“理”科知识.他把

物理学课本定名为«格物入门»,其前三册分别题为«水学»«火学»及«气学».«气学»被安排在水、火
之间,是把“气”视为水火的混合.这是以“水火”范畴融通中西学术的范例.从方以智对火的重视,
到颜元的水、火分立,都能超越“水火相济”传统,体现深入物质领域的学术新方向.

结语:“水火”范畴与中华智慧

学者公认“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色;从本文主题来看,其客观原理正在于天、人的内涵

都包括着同一“水火”要素:天地由水火生成;水火交融成为兼为物质与能量的“气”;“冲气为和”,演
化成生物、进化为人;华人“非水火不生活”,衣、食的制备都不离水火;中餐饭菜烹调启发华人掌握水

５１１“水火”范畴与中华文明论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第７９页.
陈江:«买东西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姬文:«市声»第十三回«说艺事偏惊富家子 制手机因上制军书»,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９ １０５页.
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参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第１０页).
参见方以智撰,庞朴注:«东西均注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序”第５ ６页.
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书前“节目提要颜元”.
颜元:«答齐笃公秀才赠号书»,«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４６６页.
[美]丁韪良:«格物入门»,京师同文馆１８６８年刻本.



火“不容”而又“相济”的奥秘,由以产生“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道”.«易传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

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文解字»之“ 部”说“器,皿也”,“皿部”说“皿,食具也”;“器”始于鬲,其
功用在于隔(鬲)开水火使之共存并转化为汽(气).

从“阴阳之道”到“水火之理”　春秋战国处于世界史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光辉成果同时涌

现,中国圣贤贡献了“阴阳之道”①.后来迫于群体生存的内外压力,对物理的关注让位于人伦,使学

术停滞不前;宋、明两代的物质丰裕带来“水火之理”的创新.学术进步的内在必然,是从“阴阳”与
“道”的虚泛,迈入“水火之理”的质实.古老的阴阳之“道”,由易于认知的水火互动之“理”体现出来,
使中华文化特具的“道理”空前彰显.水火互动的中华智慧没有脱离物质,易于被西方接受.当代西

方学者已对“水火”范畴予以正面关注,美国艾兰(SarahAllan)教授的名著«水之道与德之端———中

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中特设以“水火”一节,其中说:“水火至少像阴阳一样,是中国人二元论(双
重性,dualism)的中心环节,甚至在阴阳理论形式化之后,水火依旧充当了重要的概念角色.”②

“贵水哲学”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世界公认«老子»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从其文本来看,对水

的重视似乎是以对火的无视为反衬的:全文无一个火字.出土简书«太一生水»备受学界重视,所论

宇宙生成过程,同样有水而无火.这与“水火”范畴看似抵牾,实则更为深刻,因为火就在水中.中华

智慧的这一远见,日益被西方科学认同,例如寻求理想能源的无数努力已集中于“水基燃料”(H２O
BasedFuel)的方向.

以“太极图阴阳鱼”的黑白分别代表水火,则“火盛水涸”将是人类文明的末路.“水火互动”不
但能解释历史,譬如文化异型的原由,又能预知未来,譬如天人关系的安排.«老子»第二十八章名言

“知白守黑,为天下式”,前四字可以延伸解读为“知火守水”(坚守“水”的立场,吸收“火”的新知).中

华“水火”智慧譬如歧路遇宝,或许能为西方主流文化提供远源的参照系,启发人类保持生态与文明

的平衡.在彩色化的电子时代,黑 白已被绿 红取代.“绿色”是生态的象征,近年它的广泛流行值

得中西智者深思.
“东西‘均’”与世界大同　在“水火”范畴上达到更高学术水准的方以智,率先吸收西学知识,却

绝不照搬西方,正如侯外庐先生指出的,他能坚守作为中华百家学说源头的«周易»体系③.方以智最

重大的贡献在于重新建构凌驾中西的学科体系,并进而设想东西文明交融的前景.这体现于其哲学

专著的题名«东西均»,庞朴先生注解说“均”是制作瓦与均钟的转轮,“东西均”意为万事万物在不息

的运转中呈现出对立的合一④.中西文化往往表现为对立,然而也许正如前引«汉书艺文志»评论

百家争鸣所说,“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反亦相成也”.这样,水火范畴的研究,或许可以成为中

华文化对人类的重大的新贡献.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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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

马　腾

摘　要: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

誉为“述圣”.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所涉“子思学派”思想,可见其传扬儒门宗旨,亦长于任法论说,则

为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之关键.子思学派视“好利恶害”之人性为社会规范乃至治道体系的基础,由此

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基本范式.以性情论为中心,子思学派的治道理想游移于传统人文与现实功利之

间,富有统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意味,既阐弘儒家重德之旨,又重倡“任法以治”及赏刑爵禄之策.子思学派

于性情之审思、仁利之辨正、礼法之取舍、刑赏之兼顾均富有新见,对战国法家思想颇有启示而不乏暗合,

其中蕴含先秦儒法两家的融通一面,预示后世儒法合流的思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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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孔子创私学,开儒宗,弟子三千,亲炙师教者七十余人.孔子殁后,儒家八分,旨趣有

殊.晚近郭店楚简的出土,使孔门弟子思想重现于今① .其中,经学者考证辨析,儒简与“子思学派”
关联最密.«五行»«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

之»«六德»«尊德义»均属“子思学派”著作.«语丛»也与“子思学派”有关② .这为考察孔孟的思想传

承以及战国的学说渊源提供更多线索.
子思(前４８３ 前４０２年),名伋,孔子嫡孙,鲁国陬邑人.子思活跃于政坛,与君主多有交往,然

淡泊于名位,曾拒受鲁相一职.在儒家“道统”的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

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誉为“述圣”.汉志有«子思»二十三篇,隋志、唐志有«子思子»七卷,已佚,
仅存宋人汪晫辑本.«礼记»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篇多被视为子思所作③ .此外,«孔子家

语»之编纂始于子思,«孔丛子»中«杂训»«居卫»«巡守»«公仪»«抗志»诸篇亦不乏子思言行记载.虽

非必为子思本人所述,大有后人伪托成分,但仍不乏思想价值,应重视这一层映照“子思学派”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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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代学者结合出土文献的研究,将“儒分为八”的类型归纳为子游、思孟的“弘道派”,子夏的“传经派”,曾子的“践履派”,子

张的“表现派”.参见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７期.

②　郭店儒简子思学派之关联,学界已考证颇多.参见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１９９８年第２期;庞

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５期;杨儒宾:«子思学派试探»,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

«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０６ ６１５页;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

１９９８年第７期.

③　«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年,第１９４６页)«隋书音乐志上»引沈约云:“«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十三,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８８页)崔述«洙泗考信馀录»卷三则说“«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顾颉刚编

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９８页),认为«中庸»是宗子思者之所为书,而托之于子思.



知识谱系①.
作为孔门后学的重要派别,子思学派是理解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思想史之关键,然而立足于

出土文献研究子思学派法思想的著述仍付之阙如.郭店儒简的研究多着眼于子思性情论对孟荀人

性论的奠基意义,多囿于儒法对立观点,难从法律思想史视阈阐明子思学派对战国法家的影响;中国

法律思想史的研究鲜有述及孔孟之间的儒门后学,虽曾有学者述及子思对法家的具体影响,但未及

«性自命出»等郭店文献,以致忽视子思性情论与法家思想关系的基础层面.笔者认为,结合传世文

献与郭店儒简来看,子思学派博大精深,复杂多方:在人性论说方面,其学长于性情论说,而未断言人

性善恶;在政治理想方面,其学崇尚传统而主张功利,既思慕“周礼”又倾心“管法”;在德刑治术方面,
其学既主重德轻刑之旨,又倡赏刑爵禄之策.合言之,在这些议题上,前一方面反映子思学派对儒门

宗旨的传承弘扬,后一方面则展现学随术变之创见,从论述人类性情之好恶出发思考社会秩序,从而

主张牧民以利、任法以治,申言刑赏之道,对法家思想不乏影响,试分述如下.

一、人之性情与规范体系的建构

孟荀以前,先秦人性论说并不明朗.«烝民»之诗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盖为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论之权舆.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据说孔门弟子世硕、宓子贱、漆雕

开、公孙尼子皆认为“人性有善有恶”②.西周以至孔子,尚未形成一种明晰的人性论断,孔门弟子亦

不以性善性恶立说.至«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徐复观誉为“人性论之里程碑”,视为

性善论之端倪③.
晚近郭店简«性自命出»与上博简«性情论»的面世,更使孔孟之间的儒家性论得以重彰.究其性

论之要旨,即如下二语:“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

所不善,执(势)也.”④可见,子思学派无意于界定“性”之或善或恶,“好恶,性也”才是其真谛⑤.综观

郭店儒简,存在一套融贯的“性情”理论⑥:

８１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近年出土的文献已使学界逐渐走出疑古,重新考虑«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１９７３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

有«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李学勤称之为竹简本«家语»,视为今本«家语»的原型,认为今本«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

孔安国、孔僖等孔氏学者之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参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杨

朝明则认为«孔子家语»是子思领编而成,参见杨朝明:«孔门师徒与原始儒家学派的构成»,«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北:台湾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孔丛子»非伪书的论述,参见傅亚庶:«‹孔丛子›伪书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黄晖:«论衡校释»卷三«本性»,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２ １３３页.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１页.古儒已有此论,如真德秀说:“杨氏曰:«中庸»

深处多见于«孟子»,其所传也欤? 又曰‘天命之谓性’,孟子道性善盖源于此.”(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子思孟子传授»,«影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０６册子部第十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５１页)
简文有别,义理不二.参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９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

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１、２２４页.
«性自命出»亦赫然出现有“性善”一词:“未言而(民)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

竹简»,第１８１页)这句话是指对某些“在上者”(即治民者)而言,意思是:未许诺而得到民的信赖,这是有美情的人;未施教化而使民

有常心,这是性善的人.陈来认为这并非“性善论”(参见陈来:«荆门竹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

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０３页),其实,这里“美情”与“性善”相对应,均指明一种政治德性.结合子思之儒“好恶性也”及“喜怒哀悲之

气性也”的心性论宗旨,是意欲表达统治者的好恶和喜怒哀悲合于道,则能取信于民、感化于民,只是理想治理图景中的良善评判,而
非对普遍人性的论断.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５０、１７９ １８１、１９４、１９６、２０３ ２０４页.



«五行» 仁,义礼(帛书本作“礼智”)所由生也.

«性自命出»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凡道,心术为主.

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

«语丛一»

刑生德,德生礼,礼生乐,由乐知刑.

礼因人之情而为之.

知礼然后知刑.

«语丛二»

情生于性,礼生于情.

爱生于性,亲生于爱,忠生于亲.

欲生于性,虑生于欲.

恶生于性,怒生于恶,胜生于怒,惎生于胜,贼生于惎.

强生于性,立生于强,断生于立.

凡此从“性情”到“治道”的论说,皆旨在表明“性”与各种社会性范畴的关联,从而勾勒出一个“由
性而一级一级生发开去的系统”,“将人类社会及属人之种种事物,如情感、欲望、心智、伦理道德、人
际关系、制度规范、政治原则等都编织进来”①.这就形成了一个以人类性情为起点叙述社会秩序的

架构:“性—情(欲)—道(德、礼、法、政、刑)”.荀子“材剧志大,闻见杂博”之讥盖与此有关②.这里的

“道”无非人间社会的法则,自可网罗纲常伦纪、法度赏刑等范畴,而这一切社会规范都要反身自求,
回归于“性”“情”与“心术”,在普遍人类的共通性情中获致最为凿实的存在基础.«性自命出»曰“凡
动性者,物也”,聚焦于“性”的显现形态,关注“外物”对人性的作用.而所谓的“外物”,在«性自命出»
中还可统领囊括“悦”(逆性者)、“势”(绌性者)、“故”(交性者)、“习”(养性者)、“道”(长性者)、“义”
(厉性者)等术语范畴,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自然之物、客观环境还是道德规范、典章制度、教
化行为乃至文化系统,都可能对“性”施加一种规范作用.所谓“厉性者,义也”,“长性者,道也”,性情

之修塑规训仰赖外在规范,尤其是道德教化的作用.如蒙培元所诠释,“义”归根到底也是由性情而

来,则性是它的内在根据.但是,义既是在外者,便具有客观意义.«性自命出»关于内外之说,是很

灵活的,是内外互通的,它并没有将内外对立起来,分离开来,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但它又很重视外

在环境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讲所谓内在心性、性情之学③.
从法思想的视角来看,在这种关乎政治治理与社会规范的论说范式中,当一切规范被归原于人

之性情,又作用于人之性情时,则德礼与刑法孰先孰后、孰本孰末的法思想论说,是依循“知礼然后知

刑”的儒家逻辑,抑或倒置为法家“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④的法权命题,均可在

性情叙述中左右逢源.既然各种社会规范形态都统合于“性情—治道”范式中,子思学派的“好恶”性
情论就可能流衍为善恶诸说,并导引对道德礼法的各所取舍.

一方面,«性自命出»昭示着人类应致力于“心术”,开启“即心言性”的门径,曰“凡道,心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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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潜藏着孟学“内圣”与“性善”的线索①.孟子主张人性有善端,人之为恶不在于先天的本性原因,
而是后天的习染与陷溺,这无疑是为告诫世人,无论从个体修身还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勘落习气祛

除恶念,扩充善端达致善德都是可能且必要的.故孟子乐言“持志”“养气”,极而言之乃曰“人皆可以

为尧舜”②.对个人修身而言,自然要通过“反求诸己”“尽心知性”的自觉伦理修养而获致善德、践行

仁义;于国家治理而言,社会秩序的混乱、犯罪的滋生,直接根源于人性善端的壅滞③.要拯救时弊,
重建秩序,就必须激发人的善端,张扬人的善性.这种社会秩序的建构模式诉诸仁义道德,使人无奸

邪违法之心,以收潜移默化之效.
另一方面,«性自命出»直言人性即好恶之心,从而与利用“人性好恶”阐述礼法秩序的观点有亲

缘性.有学者认为,«性自命出»与告子的人性学说,最后为战国末年的荀子集了大成,并顺此提出了

人性恶的理论,以此与孟子性善论相抗衡④.荀子关于人性的论述,以“性伪之分”颇为昭著:“人之性

恶,其善者伪也.”进而,以人性论为基点诠释“礼”的规范意义.“故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
义生而制法度.”⑤圣人制礼(«性恶»)、师法化之(«儒效»)、习俗熏陶(«劝学»)、自我修身(«修身»)乃
是人类从本性之恶转向后天为善的路径,由此以蔚为大观之“礼”论统合各路以建构“化性起伪”的社

会规范体系⑥.
子思性情论呈现出“合内外之道”之旨趣⑦,实已悄然拓展孔子儒学的言说范围,而从这一富于张

力的性统体系出发,形成一种构成社会规范基础的“好利恶害”人性论⑧.自荀子«非十二子»问世之

后,“思孟”合称已为思想史叙述之通例.但须注意,韩非于«显学»篇却分列“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
至少对思、孟思想的某些异质性有所呈现⑨.在人性论上,子思以情释性,强调“性”的自然属性;孟子

以德代性,阐发“性”的德性本位,这是其主要差异.对于«性自命出»,李零通俗地解释道:“人天生

有好恶,但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要取决于‘物’;人天生有善恶,但他之所以成为好人或坏人,这
要取决于势人性要受制于外物和环境.”不难想见,«孟子»所批判的告子性论诸题难道不与之

更相似吗? 况且,郭店儒简«六德»中还有“仁,内也.义,外也”一语,更为与告子性论相通之证.
尽管可于孟荀人性论先声的意义上解读,«性自命出»仍有其独特旨趣.其开宗明义,曰“凡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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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论者认为,«性自命出»论性是多层次的,包括以人论性、以天论性、以气论性、以心论性、以情论性、以习论性以及以善恶

论性等.它从普遍性原则出发,一步步指向超越性,最后以孟子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完成了儒家性善论的奠基.参见丁为祥:«从
‹性自命出›看儒家性善论的形成理路»,«孔子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十四«告子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８１０页.
参见马止戈、付鸿栋:«礼法融合的人性基础»,«法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该文还指出,儒家在人性论上有两条发展路向:一条主张自然人性说,从«性自命出»、告子到荀子;一条主张社会伦理人性

说,从«五行»篇到孟子.参见许抗生:«‹性自命出›‹中庸›‹孟子›的思想比较研究»,«孔子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卷十七«性恶»,第４３４、４３８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卷一、四、十七,第１ ２、２０ ３６、１４２ １４４、４３５ ４４０页.参见马腾:«儒法合流

与中国传统法思想阐释»,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８７ １８８页.
有学者认为这代表了早期儒家的弘道之路,参见陶磊:«思孟之间的儒学与早期易学史新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３４ ４７页.
结合«坊记»的立制思想,邓建鹏认为子思学派看到了法度引导趋利避害性,起到阻却人性向恶的预防效果,发展成三晋法

家的法律万能论.参见邓建鹏:«子思学派法家思想倾向初探»,黄毅、黄震、帅天龙主编:«渠水集:纪念饶鑫贤教授法学文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２ １３４页.

据说,“思孟学派”的名号是一番观念史建构,参见陈静:«思孟学派的历史建构»,杜维明主编:«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

派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９ １８０页.然囿于学派划分之习见,仍有学者坚持认为荀子合称思孟比韩非剖离思

孟更加准确,参见梁涛:«思孟学派考述»,«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２年第３期.其实,荀韩两说各有其意义,前者揭示子思在儒门道统中的

关键地位,后者则表明子思学说被它家继受发挥的空间余地.
参见李健胜:«子思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５页.该书第１２４ １２６页阐明思孟的异质性,值得参考.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３页.
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８８页.郑吉雄对子思“内外”之说考论颇详,认为应溯源孔子“仁”与“礼”两大核心观念,

参见郑吉雄:«试论子思遗说»,«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虽)有性,心亡奠志”①,斯言更强调心性之流变,不无透露其淡漠心性本质善恶论说的意旨.从“性
命—性情”论说的整体特征来看,子思学派不过“以情释性”指明人性好恶,无意于在“性善”或“性恶”
的本质论说中择取一端,而是侧重于指涉情感、伦理、心智的先天基础,归旨于“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这一天赋人性的思想主题,实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命题同符合契.在儒家思想体

系中,子思之儒深拓以“人性”为终极依据的人文化理论进路②,既可谓为孟子性善仁政法思想的导

源,还启示对人性“好利恶害”以及礼法规范特征论说的基本思路.又有论者认为,孟荀的“性善论”
与“性恶论”,在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面前,都喜欢把价值判断奉为圭臬;在道德尺度与利益尺度面

前,均呈明显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法家关注的则是现实的“人情”世界,实为一种与人性论

旨趣相左的人情论,而这正是法家与伦理学和思辨哲学之间的原则性差异所在③.而«性自命出»的
“情”具有不言善恶、只看有无,不言理想、只讲好恶,且提倡“因”道等基本特征,故法家之“人情”观与

之极为相近④.相较于不囿好恶之思、坚信善端倡导仁德之说,析言人所好所恶而以礼法“化性起伪”
之说应稍近之,而偏于自然性情之思更进之,便是以人性好利恶害本身为据,抛却善恶论说,更多强

调外在规范之力而求诸赏刑之“法治”.有观于此,出于这一关乎人之性情的“好恶”学说,子思学派

对战国任法思想氛围亦不乏影响.
概言之,子思上承祖学以论中庸,言道德,为儒学开枝散叶,启迪亚圣,更是凭借其独特身份与学

术影响,以一种“天命心性情”生“道德礼刑”的宏大学说,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一

般范式.人类性情之好恶,便凝结为国家社会通过礼法政刑加以引导规训的一个理论基础.自孔子

与儒门弟子言及人情、人欲、民情⑤,到“管法”言“令顺民心”⑥,商鞅、韩非讲“民之性”“人情”⑦,实质

上均以人性之“好利恶害”为立法基础.质言之,战国思想家均旨在从人性“好利恶害”的角度为制度

规范理论提供深层依据.最终结穴于韩非的法家“好利恶害”论说渊源有自,与子思学派阐弘社会规

范之性情依据的话语深有关联.

二、传统治道伦理朝现实功利的权衡

子思学派从人之性情构建了包罗礼法规范的治道体系.由于性情论富有广阔的言说空间,因而

其对治道的审思亦不乏伦理与功利、传统与现实的权衡,在子思“从周复礼”的传统姿态与“牧民以

利”的功利主义叙述反差中得以呈现.
(一)从周复礼的传统姿态

«孔丛子杂训»载子思言:“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⑧对于治学,
子思主张恪守传统,秉承师学,摈弃杂说⑨.对政治亦如是,孔子毕生从周复礼,子思亦思慕周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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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注:“亡,无也;奠,定也.”(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７９、１８２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８ ９９页.
参见韩东育:«法家的发生逻辑与理解方法»,«哲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但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性自命出»或为仲弓氏

之儒所作,是荀子“化性起伪”之情性哲学的渊源,参见颜炳罡:«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性情哲学»,«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９年第１
期.

参见韩东育:«‹性自命出›与法家的“人情论”»,«史学集刊»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参见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 ３页.
«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如«禁藏»:“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

同有也.”(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十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１０１２页)
«商君书算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又«错法»:“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

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二、三,第４５、６５页)«韩非子八经»:“凡治天

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王先慎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十

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４３０ ４３１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１１页.
“杂说”或注解为诸子百家之说,参见王钧林、周海生译注:«孔丛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７５页.



治.«孔丛子公仪»载:

　　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子思曰:“可.”公曰:“为之奈何?”对曰:“苟君与大夫慕周公、
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①

按说,其时李悝兴魏、吴起强楚,战国富国强兵之势已风起云涌.执掌弱国,鲁穆公之问可能流

露出一种对兴国争霸的悲观态度.周礼崩坏日久,子思尚侈谈行周政化,修礼邻国,则无不展露一种

从周复礼的原儒姿态.而后子思居卫,卫君或许逐于时兴而萌生弃“道”学“术”之念,子思即以“体道

者逸而无穷,任术者劳而无功”②令其打消.其时君王权术论甚嚣尘上,子思之鄙夷态度可见一斑.
对憧憬恢复礼治、彰显道义的儒家而言,其表达政治理想时往往着力于君民关系与君臣关系两

方面之理想状态的勾画.就君民而言,子思申言君民关系具有一种和谐相依而非强弱消长的关系.
郭店简«缁衣»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法(废),君以

民芒(亡).”③所谓“心以体废,君以民亡”,以“心”“体”为喻,子思秉承着儒家风格的君民关系论,可与孔

子“君若北辰”之喻相呼应,也是孟子“民贵君轻”论的重要渊源.就君臣而言,子思强调忠臣的谏诤品

格.据«鲁穆公问子思»载,子思将忠臣定义为“恒称其君之恶者”④,相比孔子“事君以敬”的观念不乏

推进意义.子思本人便是一位抗志守义之士.曾子曾提醒子思:“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

乎?”⑤胡毋豹也曾规劝子思:“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随时乎!”⑥流传轶事则表明子思始终坚持

率性傲主⑦.这种品格与观念也于孟子时发挥得淋漓尽致,由«孟子»一书所见子思往事与形象即可知

晓,至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

视君如寇雠.”⑧如此申言君臣对等关系,堪称后代纯儒之金科玉律,以致献媚皇权之儒生儒术备受指

摘,“尊君卑臣”亦被目为法家之流弊⑨.这是子思式政治理念及言行与法术之士的重要差异.
(二)“牧民以利”的功利主义

然另一方面,子思言“牧民以利”,越出仁学藩篱而以政治功利为旨.这种“牧民以利”之义利观,
盖与孔孟言谈之习相左.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
小利则大事不成.”孟子申义利之辨,以“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为开场白,呼吁“仁政”,乃至

极言“舍生而取义”之理.荀子也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儒家以“重义轻利”为
教义,子思确也曾劝君主去“贪利之心”,有时却不讳言“以利为先”.«孔丛子杂训»记载一段关于

“义利”的思辨: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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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三,第１６５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三«抗志»,第１７８页.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２９页.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４１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二«居卫»,第１３０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三«公仪»,第１６４页.
«孔丛子抗志»多载类似之事,如“卫君谓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子思的回答是“无非”,所谓无非,乃是卫国臣子“竞求

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非君之非”就是“称君之恶”.参见杨儒宾:«子思学派试探»,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

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０７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十六«离娄下»,第５４６页.
例如,朱熹认为叔孙通之礼仪“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年,第３２２２页).余英时认为,秦汉以降“君尊臣卑”的意识形态是儒学法家化之后的产物,是一个被完全制度化了的符合法家

思想的理念,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８ ９６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文点校:«论语集释»卷八«里仁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２６７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文点校:«论语集释»卷二十七«子路下»,第９２１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梁惠王上»,第３６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十三«告子下»,第７８３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卷二«荣辱»,第５８页.



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

«易»曰:‘利者,义之和.’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①

对话之事虽多视为伪言,思想表达则不无其旨.在此,“子思”直言利益为先,固有孔子“先富后

教”之义,但在这一与孟子的对话语境中与“仁义”形成对立,又可见其无意于“义利之辨”.一方面,
“先利之”神似管仲“仓廪实”“衣食足”之说,子思表达出对物质基础的优先关注,对社会民生的切切

关怀;另一方面,“仁义固所以利之也”形似墨家“兼相爱,交相利”之论,子思揭示了“仁义”学说的最

终归宿在于广义的“利”,即一种着眼于使民众“得其所”的“秩序之利”.将利害关系视为所有道德伦

理的根本基础或终极依据,乃古今中外功利主义思想家之通理.“安身”“得其所”于此非惟关切物

质,自有其精神安顿之意.然子思仁义不止于心性概念或道德要目,而是将之扩及于民众生活安顿

与社会秩序的构建,让人民得其所即是仁,不乱即是义,即所谓“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国语晋语

一»有一名言见“仁”之义:“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②儒家“外王”之面从未模糊,
思想与权力须臾不离,意味着“利国之仁”正是中心要义.故致力于使义利不相悖,或许才是儒家治

道推衍之途.子思终以“利之大者”释疑,便是要打破功利的狭隘界定,将其扩展为宏富的价值标准,
且在实践考量上合致道德仁义学说.这是对儒家仁义道德的政治阐释,实用理性的率真表达,更足

以表明法家式功利政治的基本姿态.蒙文通谓:“孟子斥言利,而子思氏之儒,饰为此言,以明利之与

义调和而不相背.”③至于孟子因“牧民以利”之说生疑,可谓合于其义利之辨,观孟子斥梁惠王“何必

曰利”,正足以反衬子思功用旨趣与孟子仁义立场的差异.不过,孟子以利民诠释仁政,则又表明子

思的实用性学说的潜在影响.子思告诫鲁穆公以“惠百姓之心”,“除非法之事”,“毁不居之室以赐穷

民,夺嬖宠之禄以振困匮”④,不亦有如“仁政”题中之义? 即使子思的诠释与孔孟具有实质性差异,那
也意味着“儒分为八”之趋势与儒学多元解释的余地,反映学术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密切关联,及儒学

对战国时期功利政治的影响⑤.
法家崇尚功利,以为富国强兵之本,主张“利出一孔”,以农战政策称霸于“争于气力”之世.商君

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⑥韩非曰:“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⑦由

此,韩非构建出一套体系化的以“功用”为“的彀”的功利主义理论.诚然,法家的功利主义与强力理

论已与儒学大相径庭.然而,这更多是言说重点与姿态选择的差异,正如子思言论所反映,儒门中确

有后学洞悉经世致用显扬事功之意义,持一种朝现实功利权衡的治道理念.这是理解战国由儒入法

以至后世儒法合流的基础.

三、德礼规范对任法赏刑的统合

与对传统与现实、伦理与功利的权衡有关,子思学派的法思想也呈现出熔道德规范与赏刑治术

于一炉的特征.主张道德教化,批判战争刑罚,推崇管仲而并言礼法,以至承认“以法资仁”,论述“赏
刑之道”,都是子思学派这一特征的体现.

(一)主张政治德性与批判战刑观点

今本«缁衣»载:

３２１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该段文字各本颇有歧异,参见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二,第１１４、１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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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页.
蒙文通:«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３４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二«杂训»,第１１３页.
儒门发展及其与战国政治之关系,尚有子夏氏之儒西河学派的影响问题,参见马腾:«礼学传承与君权政治———子夏氏之儒

对法思想史的影响»,«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五«慎法»,第１３８页.
王先慎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韩非子集解»卷十九«显学»,第４６１页.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

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①

在德刑关系上,子思之儒忠实于孔门德政教旨.作为历史的反面教训,苗民弗用“命”(或“灵”),
制定虐刑奉为治理手段,不仅丧失合法性根基,还毁坏社会道德,颠覆社会秩序,导致族群瓦解.故

而,为政之根本就在于君主正身以展现一种道德正面姿态,此处刻画的“爱”“信”“恭”诸品格,均经由

教化之政逐一显现.同样,«尊德义»亦彰明为政以教化为先的理念:“善者民必众,众未必治,不治不

顺,不顺不平.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②

郭店简«成之闻之»载:

　　君子之于教也,其道民也不浸,则其淳也弗深矣.是故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辞,唯(虽)厚其

命,民弗从之矣.是故畏服型(刑)罚之屡行也,由上之弗身也.昔者君子有言曰:战与型(刑),
人君之述(坠)德也.③

立足于对当时各国刑战政策趋势的批判,子思学派认为,统治者失德是民众违法犯罪的根源,若
诉诸战与刑,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故曰“战与刑,人君之坠德也”.君主修身以德,百姓竞相跟从,方
为消弭战刑之道.关于德礼与政刑之辨,子思学派仍秉承孔子德礼为先之说.«缁衣»云:“夫民,教
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④关于刑罚与赦宥之辨,子思学

派严刑却不反赦宥.«五行»云:“不简不行,不匿不辩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
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辩于道也.”⑤大罪当诛,小罪可赦,确实符合儒

家罪刑观念⑥.«尊德义»曰“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⑦,更是«荀子»«礼记»礼刑分施论的先

声,成为中国古代正统的礼刑观.
综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缁衣»«尊德义»«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篇,心性论说、德目

诠释、礼教观念俯拾皆是,注重血缘孝道、内心修养的理念旨趣,以王者之师自居、取道义而远爵禄的

人格精神一览无余.子思还曾表彰孟子车“言称尧、舜,性乐仁义”⑧,亦是孔门教旨的翻版,乍观之下

似与战国法家思想判若云泥.
然而,近人蒙文通独具慧眼,察觉子思学派与法家思想的关联:“子思氏之儒,固援法而入于儒者

也.”其所举之力证,为«后汉书袁绍传»李贤注⑨.关于法律“定分止争”功能的兔子譬喻,乃“慎到、
商鞅、韩非书文也,而为«子思子»之儒者取之”,故曰:“寻诸儒分为八之事,其一为子思氏之儒,儒之

兼取法家,莫著于此.”其实,“定分止争”的叙述亦无非孔子正名论的法权化,是儒学基于政法沿革

的反思演进,最终成为法家之学中关于政治考绩与法律适用之“名实”论题的重要话语.名论盖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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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末句画龙点睛,为简本所无.至于其余文字,郭店楚简«缁衣»及上博简«缁衣»文字略同,可为印证.参见荆门市博物

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３０页;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１９０页.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７３页.
末句从裘注,参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６７、１６９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五十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０２页.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５０页.
关于“简”和“匿”,陈来说:“前者是义,后者是仁,前者是强,后者是柔,它们分别适合所对应的政治情形.能简能匿,能兼掌

握大问题上的原则性和小问题上的可变性.”(陈来:«竹简‹五行›篇与子思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７４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二«杂训»,第１１２页.
«后汉书袁绍传»:“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李贤注:“«慎子»曰:‘兔走于街,百人追

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不能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子思子»、«商君书»并载,其
词略同.”(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刘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３８３页)

蒙文通:«古学甄微儒家法夏法殷义»,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３３ ２３４页.另,曾有论者推测郭店楚墓之主人即慎

到,参见李裕民:«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秦诸子论说之共通方法,有别于名辩论者,儒法关于名分话语的政治使用表达反映其学说的融通性,
即对从个人身份到政治权力之名分秩序的构建维系①.孔子主张正名以复礼,申不害申言政治权义

之名而发术论②,皆为名论与规范理论之所由通.邓建鹏研究子思学派思想后总结道:“商鞅本人师

从尸子,而尸子授学于子思,其思想脉络印上子思学派的发展痕迹.这层被后人淡忘的师承关系通

过对子思学派法家倾向的分析中,得以初步揭示出来.由此,也可以理解子思学派通过以兔子喻法

具有定分止争功能的行文,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其之后的法家著作中.从一个侧面反映子

思学派对后世法家存在深远影响.”③可见,不管从学术话语还是从师承关系而言,子思之学均可勾绘

出通向法家的线索.透过对法律“定分止争”功能之叙述,子思学派所倡“任法以治”与“赏刑之道”更
能说明问题.

(二)推崇“管法”及礼法同功论

子思不仅祖述尧舜,还推崇齐管仲之“法治”,从社会规范功能的角度揭示礼法融通互补的关系.
«孔丛子记问»载:

　　子思问于夫子曰:“亟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

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

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

成矣.”④

祖孙交谈之实未能确证,礼法优劣之辨则意义深远.子思这番礼法“异用同功”论,可能折射当

时“法取代礼”的法制态势.对于子思“何必但礼乐”之问,孔子虽不反对“任法”可达致天下大治之

“同功”的前提,但强调两者之“异用”,在于仁义教化与寡恩任刑:教化精神的礼义,乃严而寡恩之

“法”所望尘莫及.制定法律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见识智慧,此一锤定音之事须得“管仲之知”方足胜

任.况且,法术之士往往声称可以垂法不变而治,然鉴于管仲身死法息,孔子指出在历史检验中“礼”
比“法”更具稳定性与实效性.“礼治”凭借仁义之风而百世不辍,“法治”则寡言精神原则而未谙治

本,过于注重规范形式而反易生变.看来,孔子更多地诠释礼法“异用”之关键.然而,子思的礼法

“异用同功”论,实际上符合后世对礼法关系的基本认识.尤其所突出“同功”的秩序价值,正是厘清

礼法之辨与诠释儒法合流的基础.
首先,子思仰慕强齐之管仲,蕴含着一个缘于礼法断裂时代的重要质疑:礼乐之治早已韶华不

再,管仲之法乃能强国称霸,夫子缘何常怀从周之心,因仍礼乐之治,而对法治兴致索然? 至如«礼
记乐记»曰:“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⑤子思“何必但礼乐”之问,多少符合“王道”
对规范的统合诉求,反映其在时代趋势推使下愈发重视刑政,尽管大体仍未脱离儒之德教主轴.

其次,对于管仲其人其政,孔子曾称颂其仁,而子思则专扬“法治”.从齐桓管仲成王霸业的史事

中,子思提炼出“任法以治”的精髓,这是对东周伊始“法取代礼”之法制现象的感知洞察.结合“牧民

以利”之说,子思认为“以法而治”是“天下称仁”的根本原因,只要能变法立制强国富民,最终就能获

得正面的道德评价,与是否遵行礼乐之治无必然联系.“何必但礼乐”有如后世汉宣“奈何纯任德教”
之叩问,是对纯任儒学治国的大胆质疑,批判将“礼乐之治”奉为一元治道的狭隘观念.甚至,子思学

派还说“圣人不以权教,故立制垂法,顺之为贵”⑥,“民淫僭上者为无法,无法者则君罪”⑦,这些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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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腾:«儒法合流与中国传统法思想阐释»,第７ １０页.
参见马腾:«申不害刑名法术思想及对中国传统治道的影响»,«政法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邓建鹏:«子思学派法家思想倾向初探»,黄毅、黄震、帅天龙主编:«渠水集:纪念饶鑫贤教授法学文集»,第１３４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二«记问»,第９５ ９６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三十七,第１０８５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二«杂训»,第１１３页.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三«巡守»,第１５２页.



法律制度重要性的思想,则更是与法家思想毫无二致.
再次,处于春秋早期,管仲不乏“业用”周礼,倡言“四维”,却以佐成齐桓首霸而垂名后世.非如

«国语»等书所述强齐霸业,孔子着眼于华夏文化的保卫而许之以仁.而子思对管仲之称誉更多展露

政治事功理念,政治权力及法制功效才是根本问题,“仁”要么用以自饰德性,要么立足富民事功.这

种全盘肯定管仲事功的评述与儒家姿态有所疏隔,似乎更合于法家霸道法治之思维.毕竟,对管仲

保留些许微词(连荀子也批判管仲“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乃后世纯儒与法家色彩的功利、霸道

划清界限的必要表态①.
最后,子思意识到礼法融通与互补的可能,揭示礼法“异用同功”的关系,旨在阐明“正俗化民”的

治理秩序应是礼乐政刑的最基本价值,以提炼对治道终极目的的认识.礼法之异用,是作为不同特

征的社会治理规范使然;礼法之同功,则是作为社会规范本身所实现之秩序使然.这是儒门后学逐

渐意识到变法、法治之重要性,而给予法术之士的启发.战国法家著作«管子枢言»云“法出乎礼,
礼出乎治”②,真可谓子思这段评论的最好注解,也是子思学派与法家思想所由通之明证.

综上,子思这番礼法思索至简至真,“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蕴含由儒入法、儒法合流、礼法融合

之端倪.后来意识形态化的礼法秩序观,从国家法典“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③的礼法规

范,至士人著述关于礼法“其本则合,其用则异”④“循环表里,迭相为用”⑤等论说,即发端于斯言.
(三)“以法资仁”与“赏刑之道”
子思学派凸显制度的预防性与刑赏的必要性,与法家的基本主旨亦有融通.旁搜“表坊二记”所

述儒学言论,名为转述先师,实为创造诠释⑥.简言之,子思学派旨在塑造仁德的开放包容性,尽管

“仁”的范畴有不同层次与境界应予辨析,所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⑦,然在«论语里

仁»孔子之语加上“畏罪者强仁”一说,即承认法律刑罚制裁的威慑力,表达使人们出于畏惧以遵循道

德要求的理念,不啻儒家仁学彰显法政实用性的例证.子思学派不倡言“礼”之自足,于礼制局限深

有所察,因而对社会行为之规制予以分疏调处.由此,在申言“好利恶害”之人性论的基础上,子思学

派主张“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⑧的规范层次论说,展现规范话语的整全性.还不乏阐述“置
法以民”,并以“仁数”为议题,谈及“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⑨的“法”功能及其局限,最早呈现以儒家

仁德思想体系涵括“法治”的思想形态.
若“以法资仁”对法律制度基本功能的阐述仍未为足,那么子思学派体系中富有实用意义、立足

性情观点的“赏刑之道”,更能揭橥其性情论与功利观的潜在路向.«六德»曰:“作礼乐,制刑法,教此

民尔,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子思学派将“礼乐”与“刑法”对举,皆以为教民之方.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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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干春松:«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哲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四,第２４６页．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页.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议辩驳复仇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０２页.
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十四«策林三五十四刑礼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３５２页.
对于转述孔子言论的真实性质疑,子思曾言:“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表坊二记”中的“子曰”或“子言之”是指孔子

还是子思? 梁启超曾指出亦可认为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如果是孔子,那么子思之儒是忠实转述还是创造诠释? 鉴于儒学托古言

说之习,应可视为子思学派的思想.对这些问题,学者已有详细的梳理考证,参见梁涛:«‹缁衣›、‹表记›、‹坊记›思想试探———兼论

“子曰”与儒学的内在诠释问题»,杜维明主编:«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第８０ ８７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五十四«表记»,第１４７２页.
孔颖达疏:“‘故君子礼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设礼以坊民德之失也.‘刑以坊淫’者,制刑以坊民淫邪也.‘命以防

欲’者,命,法令也;欲,贪欲也.又设法令以坊民之贪欲也.”(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五十一«坊
记»,第１３９９ １４００页)

孔颖达疏:“资,取也.率循善法,自强行之,非是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也.”(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表记»,第１４７４页)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８７页.



乐教民可以理解,以刑法教民,则恐怕对当时公布成文法潮流与刑治路线有所肯认.这就顺理成章

地牵涉赏刑之道的言说,细绎其言,实乃子思学派察见德礼与刑法治理模式所由通.«性自命出»言:
“未赏而民劝,含福者也;未刑而民畏,有心畏者也.”其所主赏刑之论,亦有由外在规范求诸内在自觉

遵从的路径,清晰可见儒家式偏于主观状态陈说所予以流行赏刑话语的诠释.郭店简«缁衣»篇中更

是凸显“爵”与“刑”之要义,曰:

　　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则刑罚不足耻.而爵不足劝也.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康诰»
曰:“敬明乃罚.”«吕刑»曰:“播刑之迪.”①

不管赞同与否,现实政治中“刑”与“爵”已不可逆转地成为治理的实质手段.在此,子思学派非

但不讳刑罚爵禄之说,反有陈其要领之旨.其所引«康诰»“敬明乃罚”之训,彰显“罚”的权威性与分

明感,与法家“信赏必罚”有所相通;其所引«吕刑»“播刑之迪”一义,彰显“刑”的传播意义与教育功

能,与法家“以法为教”殆相逼近.故而,极力申言刑罚爵禄的重要性,及其之于政治与教化的决定意

义,子思学派的理念已与法家学说近在咫尺②.至如«尊德义»云:

　　赏与刑,祸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雀(爵)立(位),所以信其然也.征侵,所以攻□□.刑

□,所以□举也.杀戮,所以除害也.不由其道,不行.③

从前述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功利观取向来看,有所倚重赏刑之外在强力规范诚不足奇.此处专

门强调“赏”“刑”“爵”“征”“杀戮”,无一不是后来法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范畴,大可佐证子思学派与

法家思想的关联.概言之,子思学派呈现出礼法并重、赏刑并举的特征,近乎儒法融合的思想形态,
足以反映孔孟之间的子思学派对法家先驱、法制潮流的摄取及其对三晋法家的启示④.

四、结　语

概言之,子思本人自幼浸染于儒门家说,违背祖训家学诚然不易,然其学派开“性情”范式,倡“牧
民以利”,主“礼法同功”,论“赏刑之道”,此四端与后来法家人性好利恶害论、功利主义、“法治”路线、
“赏刑”二柄之关联又昭然若揭.

一般认为荀子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董仲舒之时儒法终得合流.其实在孔门弟子中,不管是

西河重礼派之宗师子夏,还是洙泗心性派之代表子思,关于君主、礼法、德刑、性情的各种思想言论,
皆可与后来法家专制思想、任法赏刑说、功利观、人性论深加对观.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派划分,固有

其思想特质之根据,然而,各派言论学说的广泛传播与交流渗透,以及现实政治经验的实用取舍与提

炼总结,推使某些思想家或自辟源泉阐发新说,或兼收并蓄取合各论,终成其为“轴心时代”之思想图

景.因此,品鉴春秋战国之际游移于儒法思想之间的思想家,审思其与孔孟之儒、商韩之法的接榫处

抑或契合点,有助于洞悉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儒法分合”这一发展主线.探析子思学派法思想亦旨在

于此,这种从人类性情之好恶出发展开治道言说,并权衡传统与现实、审思伦理与功利、统合德礼与

赏刑的法思想,对战国法家思想不乏启示效应与深刻影响,且是后世逐步圆融为官学抑或帝制意识

形态之儒学的先导.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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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３０页.
上博简«中弓»中亦载孔子有“刑政不缓,德教不倦”之理念,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５页.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１７３页.
关于孔孟之间儒学与三晋法家关系,另可参见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４３ 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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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艺术真理

郑　开

摘　要:庄子特具诗人与艺术家的精神气质,对审美旨趣、艺术真理和自由创造持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庄子»从无的玄思、鬼出神入的自由创造、物化的精神境界等诸多方面,涉及了哲学沉思与艺术真理论域

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相关论述契合于古往今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律.«庄子»所揭示的艺术

真理,可谓中国艺术精神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庄子;艺术真理;无;罔象;神;物化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庄子是最具诗人和艺术家气质的哲人,«庄子»思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闪现着审美趣味和艺术

的睿智.«庄子»哲学本质上可视为是在追寻艺术的本源,阐发艺术创造的规律,进而在“艺术真理”
的意义上表现人之生存的真谛.

庄子笔下经常出现诸如庖丁、马夫、黏知了的老者、钉马掌或修车轮的匠人、善于潜水游泳的人、
斗鸡爱好者、做小玩具的人、垂杆钓鱼者等角色(详见«养生主»«达生»诸篇),此类人物形象既少见于

儒家经传,亦不见于«老子».这些社会地位卑下、看似难登大雅之堂的各色人等,因为身怀绝技而在

一定意义上被庄子视为体道者,«庄子»特殊的思想进路和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一斑.庄子强调“技进

乎道”的可能性① ,也就是说,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也有可能通过熟能生巧、触手成春的自由实践,打
破物我的隔阂,体悟道之真理,升华到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庄子»所谓的“技”,既包括日常生活中

的各种技艺,也包括滥觞为人类艺术创作的其他实践活动.可以说,庄子不经意间触及了艺术和审

美趣味的真理,将其视为与道的真理息息相通的内在精神境界的自然流露或自由展现② .
徐复观认为,庄学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境界③ .庄子对艺术真理的深刻阐发,具有“神而明之”

的玄深悠远意味.考察这种艺术真理观对传统中国艺术实践的渗透,展示这种渗透为传统中国艺术

　

作者简介:郑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①　值得一提的是,«宣和画谱»称吴道子、顾恺之、张僧繇“皆以技进乎道”,称李思训“技进乎道”(卷十).

②　徐复观说:“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所谓艺术精神之上.”(徐复观:«中

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０页)陈传席也说:“老庄都无心于艺术,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艺术的发展

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对中国的山水绘画影响尤大.”(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０页)

③　徐复观说:“庄子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功夫人把握到的心,实际上乃是艺术精神的

主体.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历史中的大画家、大画论

家,他们所达到、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

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

神»第２、４页)又说:“他们(老庄)所说的道,若通过思辨去加以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它固然是理论的、形上学的意义

(此在老子,即偏重在这一方面),但若通过工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则将发现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这一

直要到庄子而始为显著.”(同上,第２９页)“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

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

(同上,第３０页)



所注入的“道”的深度和意味,及其对历史上的中国传统艺术之表现形态的型塑,正是本文的基本

任务.

一、“无”:哲学沉思与艺术表象

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庄子亦曰:“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

有为有,必出乎无有.”(«庄子庚桑楚»)这里所说的“有”,其实就是指“物”.而“无”,在老庄那里有

时就是“道”的别称.更具体一点儿说,“无”意味着无形无象、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甚至思之不得,
例如: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

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

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

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

阴之原也.(«庄子在宥»)
芒乎芴乎,而无从出乎! 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 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故曰:天地无为

也而无不为也.(«庄子至乐»)
那么,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不可思议的“道”,能否通过某种方式来摹状、呈现并转达呢? 宗

白华先生曾说,艺术表演宇宙的创化①.石涛的“一画”理论,实际上恰恰是在揭示艺术创造的上述动

机.在石涛看来,轻墨落素之前的绢和纸了无一物,仿佛天地创化之前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而轻墨

落素的刹那,“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②.这就是他所谓的“一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画”意味着

宇宙创化的肇始,劈开了混沌,所谓“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③.很显然,石涛所谓的“一画”是抽象

的,不是指具体的绘画技法④.而正因为如此,它(一画)才能够成为绘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
这种玄思性的观念或意识,在诗人和艺术家那里普遍存在,实为他们创作动机的一部分,而非石涛的

发明或杜撰.例如,朱景玄说:

　　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

立,无形因之以生.⑤

万象森罗,一挥而就.如此这般的艺术创造,不正如老子所说“有生于无”吗? 罗丹自述其创作

经验时则说,他凝神浑朴未凿的大理石,仿佛看到了隐藏在其中的雕像,他认为艺术创造或雕塑家的

使命就是把形象从浑朴中解放出来.王微有言,“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叙画»),此与石涛所谓

“一画”在素上恣意挥洒,宇宙万物于是乎奔赴其腕底与笔下,决出一个万象森罗的艺术世界,岂不正

是殊途同归!
徐复观曾在«中国艺术精神»第二章中说,山水画的精神其实可以说是庄子哲学,正是庄子哲学

赋予山水画以形而上的属性.山水画特别是文人写意山水画,其抽象性正是由庄子思想滋育而来.
这一点可以从水墨画发展历程加以印证.早期山水画乃设色山水,如青绿山水和金碧山水,“在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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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１８页.
石涛著,窦亚杰编注:«石涛画语录一画»,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７页.
石涛著,窦亚杰编注:«石涛画语录 缊»,第４７页.
伍蠡甫试图将“一画”与“一笔画”勾连起来,未免误入歧途,详见氏著«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４０ ５２页.
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８６页.



之前有浅绛,在浅绛之前有青绿重色,在青绿重色之前则于众色中突出朱色”①,最终却是水墨从中脱

颖而出.通过王维“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王右丞集笺注山水诀»)的极力推崇,水墨山水的旨

趣也从摹仿粉饰转变为“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右丞集笺注山水诀»).自此以降,山水画

经历了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苏东坡语)的重新定位,而王维也因此被尊奉为写意山水画的开山

鼻祖.张彦远的一段论述,可谓揭示了上述转变的艺术动机:

　　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彩;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 .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②

在墨与色的关系被确定为主与从的关系之后,水墨画就成为了中国绘画的正宗,而“墨戏”也几

乎成了绘画的代名词.宋代画家米友仁(元晖)每自题其画曰“墨戏”,而韩拙也说:“霞不重以丹青,
云不施以彩绘,恐失其岚光野色,自然之气也.”(«韩氏山水纯全集论云雾烟霭岚光风雨雪雾»)

水墨画只有两种原色,玄与素.徐复观曾说,墨色即玄色,玄化的母色③.我们知道,«老子»有所

谓“五色令人目盲”(第十二章)、“见素抱朴”(第十九章)的提法,«庄子»中亦有“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

争美”(«天道»)的说法.由此可见,道家倾向于将“素(色)”视为比“五色”更基础的原色.张式«画
谭»曰:“右丞谓画以水墨而成,能肇自然之性,黑为阴,白为阳,阴阳交构,自成造化之功.故著色画

亦以水墨定,然后设色.”古代山水画深受老庄和玄学思想的影响,一旦突破了物象的形色而透视物

的真相,玄色就会按照“阴阳交构”的原则,与素色交相辉映地凸显出来④.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绘画逻辑,也体现于日本画家东山魁夷晚年的创作

意识中.在他的笔下,“从色彩的感觉性世界向水墨的精神性世界位移了”,“总算走到了扬弃色彩的

水墨画世界了”⑤.他说:

　　我最推崇中国宋代水墨画,从画中可以看到深邃的意境.但同时在元、明、清绘画的自由表

现力,我感到拥有巨大魅力的作品也为数不少.
我对宋元时代的水墨画最为倾心.不过,我对明清时代的水墨画那股自由发挥强烈个性的

作风,也感到一种巨大的魅力.
不过,我并没有舍弃色彩的意思.岂止没有舍弃,说也奇怪,我越投入水墨画,反而越加强

烈地感受到色彩的魅力.水墨画所具有的深邃的精神性世界,远比色彩所具有的更深刻.⑥

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水墨趣味实乃中国山水画的绘画逻辑.色彩与空间是绘画(造型)艺术的两

个重要方面.古代文人写意画尤其是水墨山水画特别强调画面中的“空白”,它是画境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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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第１７９页.
张彦远撰,周晓薇校点:«历代名画记»第二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页.
其曰:“水墨之色,乃不加修饰而近于‘玄化’的母色.由远处眺望山水,山水的各种颜色,皆浑同而成为玄色.同时,水

墨画之所以能‘具五色’,而称之为‘墨彩’,不仅是观念上的,并且也须有技巧上的成就.”(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１５５页)陈传

席亦曰:“墨色即玄色,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１０页)
其实水墨作为原料,从绘画角度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林风眠指出,文艺复兴时期已然成熟的油(料)画,从色彩表现角度

看,有极多的便利:一、易于改变;二、因质料凝固的缘故,色调程度易定,由深的色调,到浅的色调,很多变化,因此易于表现物象的凹

凸;三、不易变色;四、经久.而以水墨或水彩为原料的色彩,其缺点恰在于:一、水彩色料不易改变;二、水墨是流动性质,色调深浅程

度难定,因此不易表现物象的凹凸;三、易变色;四、不经久(朱朴编选:«林风眠艺术随笔»,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２
页).然而,这种绘画材料上的局限却并没有妨碍思想感情的自由抒发与表现.原因是什么呢? 林风眠说:“中国风景画形式之构

成,较西方风景画为完备,西方风景画以模仿自然为能事,只能对着自然描写其侧面,结果不独不能抒情,反而发生自身为机械的恶

感;中国风景画以表现情绪为主,名家皆饱游山水而在情绪浓厚时,一发其胸中之所积,叠嶂层峦以表现深奥,疏淡以表高远;所画皆

系一种印象,从来没有中国风景画家对着山水照写的;所以西方的风景画是对象的描写,东方的风景画是印象的重现,在无意之中发

现一种表现自然界平面之方法;同时又能表现自然界之侧面.”(同上,第１３页)水墨与油彩相比似乎有点儿黯淡无光,李可染却说:
“中国画不强调光,这并非不科学,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比如画松石,四时朝暮都要表现其神态,就不必追求瞬间(如印象

派)的光影效果了.”(伍蠡甫:«山水与美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５４ ２５５页)
[日]东山魁夷:«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叶渭渠译,石家庄:华山文艺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９、１４７页.
[日]东山魁夷:«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第７３、１４６ １４７页.



部分.笪重光特别强调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其曰:

　　林间阴影,无处营心.山外清光,何可著笔.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本无绘,真境逼

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①

“无画处”就是画中的“空白”,实际上它是刻意的留白,是绘画空间经营的有机部分,也是绘画意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墨山水的深邃意境来自何处? 它不是“实景”(对象化的自然景物),而是镶嵌

于“空景”,渗透了“空景”,或者说与“空景”交涉在一起的“真境”或“妙境”.画面上的空白仿佛氤氲

之气盘旋往复,表象着宇宙化机元气淋漓之致,自然地流露出画家胸中的逸气与风骨.从画技角度

分析,光影、空濛、澄明、润物无声的造化之迹最难摹状,气韵生动、传神写照最耐琢磨,“空白”正给了

人们驰骋想象的空间.更有意味的是,“空白”似乎是虚无之具象,道家哲学精神于其中若隐若现.
庄子说“虚室生白”,又说“唯道集虚”(«庄子人间世»),画家在虚白上挥毫运墨,用飞舞着的草情篆

意表达自己心中的韵律,抒写直觉中的物态天趣,表现着造化与心灵融为一体的“有道”境界.这就

是中国画中的舍形悦影、蹈光揖影、抟虚成实的意境结构.
宗白华曾指出:

　　中国画的用笔,从空中直落,墨花飞舞,和画上虚白,溶成一片,画境恍如“一片云,因日成

彩,光不在内,亦不在外,既无轮廓,亦无丝理,可以生无穷之情,而情了无寄”(王船山语).中国

画的光是动荡着全幅画面的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的流行,贯穿中边,往复上下.古

绢的黯然而光尤能传达这种神秘的意味.西洋传统的油画填没画底,不留空白,画面上动荡的

光和气氛仍是物理的目睹的实质,而中国画上画家用心所在,正在无笔墨处,无笔墨处却是飘渺

天倪,化工的境界中国人爱在山水中设置空亭一所.戴醇士说:“群山郁苍,群木荟蔚,空亭

翼然,吐纳云气.”一座空亭竟成为山川灵气动荡吐纳的交点和山川精神聚集的处所.倪云林每

画山水,多置空亭,他有“亭下不逢人,夕阳淡秋影”的名句.张宣题倪画«溪亭山色图»诗云:“石

滑岩前雨,泉香树杪风,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苏东坡«涵虚亭»诗云:“惟有此亭无一物,坐

观万景得天全.”唯道集虚,中国建筑也表现着中国人的宇宙意识.②

叶维廉也说:

　　从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道家美学为什么要诉诸“以物观物”,为什么中国山水画中

都自由无碍地让观者同时浮游在鸟瞰、腾空平视、地面平视、仰视等角度,不锁定在一种透视,不

限死在一种距离,引发一种自由浮动的印记行为,为什么文言诗中用一种灵活语法,跳脱大部分

语言中定向定义的指义元素,让字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读者在字与字之间保持一

种若即若离的解读活动中国古典诗在并置物象、事件和(语言有时不得不圈出的)意义之

“间”,留出一个空隙,一种空,想象活动展张的空间,让我们在物物之间来来回回,冥思静听,像

在中国山水画前景后景之间的空灵云雾,虚虚实实地,把我们平常的距离感消解了,在空的“环

中”,冥思万象,接受多层经验面感受面的交参竞跃而触发语言框限之外、指义之外、定距的透视

之外更大的整体自然生命的活动.③

中国画家喜欢说“造化在手”,好似诗人自夸“笔补造化天无工”(李贺«高过轩»),有敢夺造化之

功的豪情逸气.欧阳修说:

　　余尝爱唐人诗云“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天寒岁暮,风凄木落,羁旅之愁,如身履之.
至其曰“野堂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风酣日照,万物骀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怡,读之便觉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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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笪重光:«画荃»,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７页.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２２０ ２２３页.
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５页.



感发.谓此四句可以坐变寒暑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①

李日华也曾说,黄子久之笔“所以神郁变化,几与造物争神奇哉”(«论画»)②.而在石涛看来,绘
画艺术并非雕虫小技,因为它的最高境界就是表演宇宙的创化.这样一来,画史手中的笔、笔下的

墨,也就成为推移万物流行的阴与阳(二气),而书画创作中经常提到的心手相应、笔墨相合就意味着

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即大涤子(石涛)所谓“ 缊”:

　　笔与墨会,是为 缊; 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 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

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得笔墨之会,解 缊之分,作辟混沌手.③

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

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④

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⑤

“一画”借助于笔墨点化并推移万物,旋乾转坤;诚如石涛所云:

　　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⑥

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⑦

艺术可谓是这个世界里的奇迹.传说仓颉造字之时,天雨粟而鬼夜哭,历代的书家都以此追溯

书艺直侔造化的创造性力量,其曰“书之道,所谓以宇宙在乎手者”⑧.而画家也仿佛是造字的仓颉、
画卦的伏羲,能够“凿鸿濛,破荒忽,游于无何有之乡”⑨.杜琼«论画»曰:“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

笔端.怳忽变幻,象其物宜.”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曰:“元气淋漓障犹湿.”艺术创造的本

质,正如古代艺术家们切身体会的那样,在于笔夺造化,思接混茫,使真宰欲泣.罗大经评论黄庭坚(山
谷)诗句“下笔生马如破竹”说:“生字下得最妙,盖胸中有全马,故由笔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画也.”

回到绘画意境的艺术创造上,形色(由水墨晕染摹状)是“有”,而空白是“无”,轻墨落素的点染则

仿佛“凿破混沌”,这“有无相生”的艺术创造,何尝不是“无中生有”的宇宙创化过程? 如此,黯然而光

的古绢和宣纸(石涛习用宣纸)以及墨这些材质本身也构成了画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充

分发挥了物性.由此可见,水墨画的材料选取甚至也是经过了道家玄思的洗礼.画境或意境的抽象

性也包括了书画介质的抽象性.初唐以来山水画境由碧水丹山、绿树红花的点染向“墨分五彩”的玄

色意境的转变过程,其实也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成熟过程.这种抽象的审美趣味和意境是独特的,
因为它力图突破物表(色相)而直探万物存在的本质.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Kandinsky)说的

好,抽象艺术离开了自然的“表皮”,却接近了宇宙性的规律.艺术家们勘破物形和色相(物的表

皮),似乎“看到”了万物背后的造化机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大气盘旋的宇宙.荆浩说:“度物象而取

其真.”这个“真”是指宇宙万物的“真相”,而非惟妙惟肖的“(形)似”.形与神、似与不似或形似与神

似等问题因此成为中国古典画论里反复讨论的问题.这样一种审美理论早已不是那种所谓的“感性

学”(西语“美学”一词的原义)了,因为它经过了道家玄思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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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现代著名建筑师莱特(FrankLloydWright)的例子,进一步测度老子哲学概

念———“无”———的深邃性.莱特被称为“他那个时代或许也是任何时代的最优创造力的建筑师之

一”①.“活的有机建筑”以及“连续的内部空间”是其建筑观念的核心,也是他最大的贡献和最重要的

遗产.他在建筑设计中所追求的那种“有机”与“整体”,可以用中国道家所谓的“自然”来概括,建筑

仿佛植物(树木、鲜花)一样生长和开放②.莱特的有机建筑观念主张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是建筑的主

体③,这种空间观念影响深远④.莱特认为,建筑中最重要的是围合物中的“空”的部分,而非围合物

的“实”的部分.他被中国古代老子的精辟哲理深深折服,他说:

　　据我所知,正是老子,在耶稣之前五百年,首先声称房屋的实在不是四片墙和屋顶,而是在

于内部空间,这个思想完全是异教徒的,是古典的所有关于房屋的观念的颠倒.只要你接受这

样的概念,古典主义建筑就必然被否定.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

之中.我对这个观念的认识是直觉的.起初,我在以自己观念建造房屋时并不知道老子.我是

很晚才发现老子的,而且纯属偶然.有一天我刚才从院子踏进屋内,顺手掂起了日本使节刚刚

送来的一本书,就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观念,它精确地表达了曾经在我的思想

和实践中抱有的想法:“房屋的实在不是在四片墙和屋顶而在其内部居住的空间”.正是这样!
原先我曾自诩自己有先见之明,认为自己满脑子装有人类需要的伟大的预见.因此我起初曾想

掩饰,但终究不得不承认,我只是后来者.几千年前就有人作出了这一预言我不能把这本

书藏起来,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因而沮丧万分.不过我又想到自己毕竟不是乞灵于老子.这

是一个更深蕴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永恒的并被坚持着持续下去的事实.⑤

使莱特醍醐灌顶、咏叹不已的那段话出自«老子»第十一章: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

为用.
所谓“利”只是实用的、表面的,“无”才是真正使“用成其为用”的最终根据.因此,看得见的、摸得着

的“有”所给人的便利,乃是依赖于“无”的决定性作用.老子强调房屋的空虚部分,器皿的空虚部分.
“莱特从老子的哲理中领悟到‘空’有极大的包容性,蕴含着动的潜力和无穷无尽的变化.莱特开辟

了建筑空间的新领域,创造了当时罕见的灵活、连续和流动的建筑空间.”⑥道家哲学在艺术上的启示

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二、罔象:艺术思维和哲学看法

庄子哲学之所以特别,正是因为它有着迥异于常人的看法.我们知道,“无”并不是一种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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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秉仁:«莱特»,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引言”第１页.
莱特对自然的理解并不只是停留于此,而是更为深入.他说:“自然(Nature)不只是那些‘户外的’云层、林木、岩石、走兽和

风风雨雨,而且还包括材料、工具、计划和情绪的内在本质,还包括人或人的一切内在方面.这种内部的‘自然’用大写的 N 来表示,
指的是一种内在原理.”“在有机建筑领域内,人的想象力可以使粗糙的结构语言变为相应的高尚的形式表达,而不是去设计毫无生

气的立面的炫耀结构的骨架.形式的诗意对于伟大的建筑就像绿叶与树木,花朵与植物,肌肉与骨骼一样不可或缺.”(项秉仁:«莱
特»,第３１ ３２、５５页)

他说:“新建筑(现代建筑及其观念)发现实体是在人类居住的墙内空间中.建筑的新的实体是在屋顶和墙围护的内部空间

中.早期的营造者并未觉悟到这是实体.今天的学院派和新古典主义者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内部意义,正是我现在所确信的是建

筑要表达的伟大事物.这种内部空间感产生建筑物的外观,做到以前所做不到的事迄今为止,所有古典的原始的建筑都是在外

部雕琢然后掏空内部供人居住的体积.”(项秉仁:«莱特»,第４０页)
莱特去世之后,国际建筑师协会在利马通过了«马丘比丘宪章».宪章中承认“空间连续性和莱特的重大贡献”.著名的有

机建筑理论家赛维也曾指出:“关于莱特的唯一现实的讨论焦点是他的空间观念.”在他所提出的现代建筑七条语言中的四条,即:反
透视的三度、传统方盒子建筑的解体、空间的连续性和时间化,以及建筑、城市与园林绿化的再统一,都涉及到莱特对空间的认识.
(项秉仁:«莱特»,第４９页)

FrankLloydWright,TheFutureofArchitecture (NewYork:HorizonPress,１９５３)．转引自项秉仁:«莱特»,第４０页.
荆其敏、张丽安编著:«永远的建筑大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２ ６４页.



东西,也不出现于现象世界,然而老庄却认为“无”(道)是“有”(物)的本原.既然“有的东西”可以诉

诸视听,“无的东西”却无由通过感官知晓或把握,那么,所谓“无的东西”就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传

说了么? 庄子则特别提到,“睹无者”(«庄子在宥»)乃“体道者”(«庄子知北游»)的别称.这表

明,在庄子看来,只有具有某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的人,才能看到或听到无形而且寂静的“无”.上述

问题也可以转换为:“无”能够通过怎样的方式呈现? 或者,“道”可以经由怎样的方式方法提示出来?
“象罔”“罔象”是«庄子»里的重要概念,恰好既反映了庄子哲学的“看法”和“观点”,又与艺术思维曲

径相通,因为它是形象思维最贴切的概括和表达.庄子曰: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

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庄子天地»)①

显然,“象罔得珠”寓言中的“玄珠”代表了“道的真理”或者艺术真理,同时也表明了(“知”所代表

的)理智和(“喫诟”所代表的)言辩的局限性,唯有“象罔”才能真正“观妙”.这里的“象罔”,似乎与出

现于«齐物论»的“罔两”同义.旧注解释“罔两”为“景外之微阴”(郭象),或者“景之景”(向秀)②.按

此解释,“罔两”就是“影子的影子”,在道家哲学语境里面,它适宜于表示“有无之状”(崔譔)③,以及

“罔罔然若有若无”的状态④.吕惠卿注释说:“象则非无,罔则非有,有皦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⑤

王船山«庄子解»卷十二引方以智曰:“象则非无,罔则非有.”⑥可见,“象罔”一词就像“恍惚”一样,其
哲学意味就是非有非无、若有若无.象罔亦作罔象,乃叠韵字,皆“无形之象”之义.«淮南子精神

训»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⑦俞樾说,“惟”乃“惘”字之误⑧,“惘像”因而即“罔象”也.钟泰

和江绍原都注意到上引寓言(«庄子天地»)中的“罔象”在«淮南子»里正作“惚恍(怳)”:

　　故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捷剟索之,而弗能得之也.于是使忽怳而后能得之.(«淮南子
人间训»)⑨

钟泰直截了当地说“象罔”就是“恍惚之貌”,“与玄冥混沦为近”.而“玄冥”这个语词,根据郭象

的解释,就是表示有无之间的意思.江绍原更于这样的哲学解释之外,指出“罔象”“罔两”(还有许多

异构词语,例如:魍魉、罔养、罔浪等)乃是鬼神精怪之名,它们的“意义都是恍惚窈冥,而且都被用为

精灵之称,精灵皆怳惚窈冥若有若无故也”———简单地说,鬼神与精灵的状态,不正是那种恍惚窈冥、
虚无缥缈,“似有而实无,似无而又实有的状态”吗? 这个解释揭示了道家哲学话语背后的深厚文化

基础,因而特别重要.
现在我们回到«庄子天地»象罔故事,讨论一下艺术真理等问题.宗白华先生指出,(罔象)“非

有非无,不噭不昧,这正是艺术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

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真理闪耀于艺术形相里”.庄子寓言中的“玄珠”隐喻“道(的真理)”,而
“知”“离朱”和“喫诟”则分别隐喻三种途径或方式,即诉诸心思的知性,诉诸感官的感性和诉诸言辞

的论辩.实际上,上述三种途径或方式并不能把握道的真理,而真正不辱使命的却是象征不落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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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方式的“象罔”,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然而意味深刻.也许惟有通过智的直觉、深邃的洞见

(insight)才能把握道的真理,同时道的真理亦完全可能借助某种特殊意义的“象”予以启示.
重要的是,无论诗还是画,其所描写的“景”都是融入“情”的“景”,其所营构的“象”都是艺术意

象,“境生象外”又表明了意境不可以形迹求之.张继的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
阳修讥之曰,“句则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六一诗话»),然而,尤侗则谓:“诗人兴到之言,原不

拘时刻.而今寒山寺僧遂于半夜撞钟,盖因张继之诗而寔之也.”(«艮斋杂说续说看鉴偶评»)
另一方面,艺术意味着一种超然于庸常生活的“看法”或“视界”,就像齐白石所说的那样,画家

“画”他心中“看”到的东西(«艮斋杂说续说看鉴偶评»).马蒂斯曾提到一种画家的“内在视觉”,他
说,绘画就是画家“表达他的内在视觉”的工具①.艺术创造活动和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艺术家合乎

艺术规律地创造出艺境与意境,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就是艺术的本质.王国维«人间词话»通
过“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等对比阐发的“境界说”,也是对艺术本质的

概括.“以物观物”的“看法”派生于庄子哲学中的物化理论,乃是一种特殊的视界,既是审美的又是

神秘的.庄子屡说“以观之”,而其所谓“以道观之”其实就是“以物观物”.«庄子徐无鬼»云:
“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这几句话也是境界语,因为目不外视、耳不外听、心不外驰只能从

境界层面予以理解,亦即庄子所说的“物见其物”(«庄子庚桑楚»).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凝神而通

于外物”之“神”,乃是一种主客混冥、不分彼此的境界.所谓观物,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经验性的

“仰观俯察”;一是先验性的“以物观物”,即柏格森所说的进入物的核心,从物的内面、由物本身中去

理解它②.宋儒邵雍明显受到了庄子的影响,其曰:“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则明,情
偏则暗.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皇极经世»卷十四«观物

篇»)
«列子»讲述列御寇“御风而行”的妙处时说:“意不知风乘我耶? 我乘风乎?”(«列子黄帝篇»)

画家罗大经剿袭其说,自道自己描画草虫时:“不知草虫之为我耶? 我之为草虫耶?”③非达到“以物观

物”的境界不能道出此语.董逌«广川画跋»分别了两种观察牛的方法,一种是“以人观牛”,另一种是

“以牛观牛”:“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异,所以使形者异也.画者于此,殆劳于知也.岂不知

以人相见者,其形状差别更为异相,亦如人面,岂止百邪? 且谓观者,亦尝求其所谓天性乎? 本其所

出,则百牛盖一性尔.”④道家追求消泯物我隔阂的境界,从自然与自我的两分(对立或对象化)状态中

解放出来.古人也许没有主观与客观的概念.海德格尔力图拆除主客两分的壁垒,可谓同心之言.
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自艺术鉴赏的角度阐发了“有我之境”或“以我观物”、“无我之境”或“以物观

物”: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春馆闭春寒,杜鹃声

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由此可见,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审美活动在本质上趋向于哲学,但这种哲学必须是以生命及生

命力为怀的哲学,而非那种沉湎于智力游戏的哲学.在成熟期的海德格尔的思想里,艺术作品并非

起源于艺术家的思想,而是伴随着艺术创作过程而产生的;这恰恰与庄子的思想不谋而合,轮扁“得
心应手”的技艺是他视知识与思想为“古之糟粕”的原因,相反,神乎其技的自由实践过程却被看作是

道的真理的展现.总之,审美和艺术创造活动趋向于形而上学,因为它们殊途同归,都趋向于精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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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而在庄子看来,道的真理可能经由审美与艺术创造的自由实践而得以展现.
寄寓于“象罔”寓言中的观念绵延不绝,言外之意、象外之境的观念由此滥觞,成为了古典美学意

境说的理论基础.宗炳«画山水序»中最重要的两个命题“含道映物”“澄怀味象”,与王微在«论画»中
提到的“写山水之神”,以及顾恺之所说的“传神写照”,正是对艺术思维特质的最好说明.

古典艺术要么追求“翳然林水”(园林),要么崇尚“舍形悦影”(绘画),要么关注朝晖夕阴的光影

变幻,正与庄子所说的“处阴以息影,处静以见迹”(«庄子渔父»)、“藏身不厌深眇”(«庄子庚桑

楚»)的旨趣合拍.明代画家徐文长题夏圭山水画云:

　　观夏圭此画,苍洁旷迥,令人舍形而悦影.①

“舍形悦影”乃是中国古典艺术的重要特征.绘事以外,中国古典诗词特别喜欢捕捉夕阳的余晖

和林木的阴影,贾岛、王维都是如此,“独行潭底影”“苍茫对落晖”是唐诗中的名句.小川环树指出,
王维诗里频频出现有关夕阳的描写,“返景”“夕阳”“斜阳”“落晖”等语都是他爱用的.如他的«鹿柴»
云:“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木兰柴»云:“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云: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使至塞上»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山居即事»云:“苍茫对落

晖”.从这些诗句里,我们不难发现:那轮夕阳,那轮投下淡淡余辉,使万物显露出轮廓分明之阴影的

夕阳,总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王维的目光与心灵②.五代后蜀之李夫人独坐南轩,“见月下竹影,遂写

墨竹,此后世墨竹所自昉”③.宋代释仲仁(华光长老)月夜以墨笔写梅④,墨梅的技法和趣味渊源于

华光,影响深远.苏东坡诗亦曰“花心起墨晕,春色在毫端”(«墨花»),可谓同心之言⑤.可见,墨写的

技法与意趣,以及斜照落晖、画屏烛影的古典诗词意象,恰好印证了庄子罔象故事提示过的艺术真

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问题的背后有道家玄思的影响和推动,这种影响和推动显然远远超出了儒家

“绘事后素”的观念.
西方审美艺术理论的基石之一就是柏拉图的“模仿说”,艺术与自然平行的说法几乎是支配性

的,所谓移情理论也曾大行其道.那么,真正的艺术创作真的充其量不过是对自然的拙劣模仿吗?
审美活动的本质可以借助移情概念得以充分解释吗? 而中国古哲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似乎并不依赖

模仿和移情概念.苏轼曾这样评论吴道子和王维的绘画:“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

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骏,又于维也敛衽无间然.”(«凤翔八观»诗之一)他说,吴道子还

残留了“画工”(匠气)的痕迹,这当然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所谓“画工”之作,就是那种拘泥于形似的

画风与技法.王维(摩诘)创造了破墨技法⑥,已多少摆脱了追求形似的画风,故苏轼称赞他的画“得
之于象外”.苏东坡还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沈括

«梦溪笔谈»载:“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阳文忠«盘
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花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者

也.”⑦就是说,绘画的最高旨趣也许根本不是描摹的精确性,而在于从“似”与“不似”之间的张力进行

思考和评判.西洋绘画往往讲究形象的准确逼真,以此衡量中国画中的墨戏,物象之边际轮廓模糊

不清,是不是一种无法克服的缺点呢? 齐白石说,“不似之似似之”,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据说董源作

画“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梦溪笔谈»卷十七).难道他的目的就是涂鸦吗? 然而,换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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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３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４４页.
[日]小川环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周先民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０页.
陈师曾:«中国绘画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３页.
元代王冕«梅谱»曰:“老僧酷爱梅,唯所居方丈室屋边亦植数本.每发花时,辄床据于其下,吟咏终日,人莫能知其意.月夜

未寝,见疏影横于其纸窗,萧然可爱,遂以笔戏摹其影.凌晨视之,殊有月夜之思.因此学画,而得其无诤三昧,名播于世.”(转引自

甘建华:«释仲仁:中国墨梅画始祖»,«all大美术»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陈师曾:«中国绘画史»,第５３页.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荆浩下»记载荆浩语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亦见于«宣和画谱»卷十.
转引自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３页.



度或保持一定距离看,“远视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梦溪笔谈»卷十七).就是说,逸笔

草草同样体现了绘画的内在规律.沈括还提到徐熙墨笔花草“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梦溪笔谈»
卷十七).徐熙作为野逸画宗的代表,墨写枝叶蕊萼,如«宣和画谱»所说,意在为花花草草的“骨气风

神”写照.陈师曾说:

　　倪云林自论画云:“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又论画竹云:“余画

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吴仲圭论画云:“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

时之兴趣.”由是观之,可以想见文人画之旨趣与东坡若合符节即云林不求形似,其画树何

尝不似树,其画石何尝不似石? 所谓不求形似者,其精神不专注于形似,如画工之钩心斗角,唯

形之是求耳;其用笔时,另有一种意思,另有一种寄托,不斤斤然刻舟求剑,自然天机流畅耳.且

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何以言之? 吾以浅近取譬:今有人初学画时,欲求其形似而不

能,久之则渐似矣,久之则愈似矣,后以所见物体记熟于胸中,则任意画之,无不形似,不必处处

描写,自能得心应手,与之契合.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无他,盖得

其主要之点故也.庖丁解牛,中其肯綮,迎刃而解,离形得似,妙合自然.①

这段话出乎绘画创作的深切体会,揭示了文人画抒情、写意的旨趣.实际上,“不似之似”触及了

艺术作品的本原,毕竟包括绘画在内的造型艺术,从本质上说,即“意识形之于态”也②.中国哲人和

艺术家所理解的“物”,不仅仅是形与色而已;相应地,艺术家对物象的把握也不能止步于物表,而是

应该进一步把握具体物象与宇宙大化之间的联系,进而揭示真相———刊落物表的色相把握物象之

“真”.
顾炎武曾指出,五经六艺中没有“真”字(«日知录»卷十八),确乎出人意料.老庄哲学中的“真”

含义深刻,不能简单理解为“真实”“真正”“真的”;实际上,“真”在哲学中的准确含义是纯粹,与“伪”
相反.«庄子田子方»讲述了一个画史“解衣般礡臝”,旁若无人、睥睨一切的创作过程,赞叹说:“是
真画者也.”米芾(元章)的艺术实践充分体现了这种“真画者”的风范.这里所说的“真”,可以理解为

“真正的”,但更确切地说,还是应该理解为“纯粹的”,正如庄子所说的“真人”“真知”指的是纯粹的

人、纯粹的知识(或智慧)一样.荆浩«笔法记»深受庄子思想的濡染,特别强调“图真”“度物象而取其

真”以及“搜妙创真”,其曰:③

　　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

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 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
气质俱盛.

思者删拔大要,凝想物形.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④

荆浩«笔法记»的绘画理论是深刻的,这种深刻性的基础在于他对物的理解是深刻的.老庄思想

恰恰正是突破物表深入了解物、描摹物的重要理论基础.宗白华、徐复观都指出,老庄和玄学思想滋

育了中国艺术的趣味,而中国艺术因此也具有了某种玄想的气质.哲学真理与艺术真理难道南辕北

辙或分道扬镳吗? 实际上哲学和艺术追寻的真理和真实皆不同于自然界的真实或物理学的真理.
“艺术家所见到的自然,不同于普通人眼中的自然,因为艺术家的感受,能在事物外表之下体会内在

真实.”“艺术家是能够‘看见’的;即是说,通过他的与心相对应的眼睛深深理解自然的内部.”⑤总之,
哲学或艺术语境中的“真”毕竟不同于自然和社会意义上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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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中国绘画史»,第１１７ １１８页.
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自叙”第i页.
叶朗认为荆浩«笔法记»的中心思想在于“度物象而取其真”;陈传席认为“图真论”乃是«笔法记»的中心之论(陈传席:«中国

山水画史»,第６９页).
引文采自徐复观«笔法记»校释,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１７５ １７６页.
[法]罗丹口述,[法]葛赛尔记:«罗丹艺术论»,沈琪译,吴作人校,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７页.



以上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写实”与“写意”两种不同创作旨趣之间的张力不无小补,也促使我们

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艺术作品的“象”,以及寄于其中的“意”和寓于其中的“境”.内藤湖南的中国绘

画史研究表明:水墨山水画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特质,而不断趋向于以南画为代表的水墨画传统甚至

就是中国绘画的历史逻辑———中国绘画史自五代至宋初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转折,可以追溯到王维

的南画(水墨山水),其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成熟的时代是五代至宋代之间.内藤湖南说:“这前后的

区别在于前者是画家客观描绘自己所目睹的景色,作品主要供人欣赏,而后者则是画家通过绘画表

达自己的主观境界例如关同和董源之类画家的绘画理念发生了巨变,他们开始在画卷上表达自

己的主观心境,这些画并不是为了客观说明什么,这就是后来南画的基础自五代至宋朝初期,南
画变成了观念性的绘画,中国人称之为胸中的丘壑,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内心中创作山水绘画并

不是单纯为了说明事物,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①这种水墨山水画的趣味、格调和意境,正
有似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即:不是重在理性地解释外部世界(那是物理学的任务),而是在于滋养自己

的精神气象,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这才是心性论的使命).
宗白华曾说:“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②他特别喜欢引用张璪和恽南田的两

句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指唐洁阉)灵想之所独辟,总
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③他还进一步深刻阐述了“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

最深心灵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

　　它既不是以世界为有限的圆满的现实而崇拜模仿,也不是向一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追求,
烦恼苦闷,彷徨不安.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

化,体合为一.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鱼虫,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
但因为自然是顺法则的(老庄所谓道),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静寂.
就是尺幅里的花鸟虫鱼,也都象是沉落遗忘宇宙悠渺的太空中,意境旷邈幽深.至于山水画如

倪云林的一邱一壑,简之又简,譬如为道,损之又损,所得着的是一片空明中金刚不灭的精粹.
它表现着无限的寂静,也同时表示着是自然最深最后的结构.有如柏拉图的观念,纵然天地毁

灭,此由此本的观念是毁灭不动的.
中国人感到这宇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而这虚空却是万物的源泉,万动的根本,生生

不已的创造力.老庄名之为“道”、为“自然”、为“虚无”,儒家名之为“天”.万象皆从空虚中来,
向空虚中去.所以纸上的空白是中国画真正的画底.因为中国画底的空白在画的整个意

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正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

境.”这无画处的空白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虚无”.它是万象的源泉、万动的根本.中国山水画

是最客观的,超脱了小己主观地位的远近法以写大自然千里山川.或是登高远眺云山烟景、无

垠的太空、浑茫的大气,整个的无边宇宙是这一片云山的背景.④

所谓“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正是中国绘画艺术造

境的极诣,指向了某种永恒的灵的空间、灵的境界⑤.沈括曰:“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

也.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

«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难与俗人言也.”(«梦溪笔谈»卷十七)可见中国山水画充满了种种玄远的奇

思妙想,富于思想性也具有深刻性.其实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艺术创造相通或默契的地方.罗丹

说:“一切都是思想,一切都是象征.”伟大的风景画家“在树木的阴影中,在天边的一角中,觑见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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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藤湖南:«中国绘画史»,栾殿武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７ 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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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１６６ １６７页.



他们心意一致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时和蔼,有时庄严,有时大胆”①.比如说,“柯罗在树顶上、草地上

和水面上看见的是善良;米莱在这些地方所见的却是苦痛和命运的安排”②.
总之,诉诸“象”的形象思维乃各种艺术的特点之一,庄子提出的“罔象”却赋予了“象”以更加深刻、

更富蕴藉的意义,从而为艺术家借助“象”创造出“境”提供了启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

说”,不仅关乎诗词,而且是一切艺术创造的追求,因为它就是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真理的归宿.

三、神:道的真理与艺术真理的契会

郭绍虞先生注意到,古典诗学屡屡使用鬼神语词说明艺术创造的化境,艺术创造因此具有了某

种鬼使神差、鬼斧神工的特点③.“池塘生春草”是谢灵运的名句,可他却说:“此语有神助,非吾语

也.”(«南史谢惠连传»)大凡诗人妙手偶得的神来之笔,仿佛都不是出于自己之手,而是出于神之

手笔,后者也可以说是“有物假我以思”④.石涛说,“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山川与予

神遇而迹化也”⑤.
“入神”是一切艺术创造乃至实践自由的化境的突出特征,它是某种心手、物我莫分彼此的精神

状态,更是“天人合一”的高妙境界.王微曾说“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叙画»),这句话道出

了艺术创造过程之神出鬼入的特点.当此出神入化之际,艺术与审美创造只是某种听命于神秘莫解

之力量的音响.此与袁枚所说的“我不觅诗诗觅我,始知天籁本天成”(«老来»),正可谓同心之言.
“庄周梦蝶”与“知之(鱼之乐)濠上”,从本质说乃是物化而神遇,换言之即:自我通过沉潜入万物

存在的核心,焕发出来的我之神明契会自然天成的物之神明的效应.邓椿«画继杂说»云:世徒知人

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曰画而非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这

段话泄露了造化之秘,也揭示了审美和艺术创造的真谛.道家以为,物之神即我之神,惟沉潜至深,
方能“澹然独与神明居”而“通乎物之所造”(«庄子天下»«庄子达生»).也就是说,“以一管之笔,
写通天尽人之怀”的秘密正在于“神将来舍”或“通于神明”.钱钟书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⑥.
他引述克洛岱尔(PaulClaudel)语曰:

　　吾人天性中,有妙明之神,有智巧之心;诗者,神之事,非心之事,故落笔神来之际,有我在而

无人执,皮毛落尽,洞见真实,与学道者寂而有感、感而遂通之境界无以异.⑦

又谓:
　　英诗人丁尼生尝道,自儿时始,即常“出神”或“入定”,闲居独处,默呼己名不已,集念专注自

我,忽觉自我消亡,与无涯涘之真元融合,境界明晰,了不模糊,而语言道断.⑧

这种体验与宗教上的神秘经验息息相通.罗丹声称,真正的艺术家是人类之中最信仰宗教的,
因为艺术家表现自然的真理,描画表象世界,而且特别探讨内在的真理.“伟大的艺术家,到处听见

心灵在回答他的心灵.什么地方找得到比他更信宗教的人呢?”⑨钱钟书指出:“艺之极致,必归道原,
上诉真宰,而与造物者游;声诗也而通于宗教矣.”其引诺瓦利斯(Novalis)«碎金集»云:“诗之感通

于神秘之感,皆精微秘密,洞见深隐,知不可知者,见不可见者,觉不可觉者.如宗教之能通神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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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罗丹口述,[法]葛赛尔记:«罗丹艺术论»,第８５页.
[法]罗丹口述,[法]葛赛尔记:«罗丹艺术论»,第９２页.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６ ７９、１３２ １４５页.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０６页.
石涛:«石涛画语录山川»,第５２页.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０页.
钱钟书:«谈艺录»,第２６９页.
«钱钟书研究»编委会:«钱钟书研究»第１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９页.
[法]罗丹口述,[法]葛赛尔记:«罗丹艺术论»,第９１ ９２页.
钱钟书:«谈艺录»,第２６９页.



发而为先知预言也.”“诗之为诗,不可传不可说.”①其实我们不必远求西洋诸贤,严羽«沧浪诗话»“以
禅喻诗”,曰妙悟,曰入神,亦以禅道(意、境)通于诗道(意、境)作为立说的基础.由此可知,就心理体

验而论,艺术创造和审美鉴赏的最高境界确实类近或通于宗教,宗教与艺术也因此而交相为用、相得

益彰.画之形神之说,诗之神来之语,书之腕下有鬼,此类说法主宰了古典时代的审美趣味和文艺理

论.比如,杜甫谈及诗的创作时,常以“神”强说之,如“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诗成觉有

神”(«独酌成诗»),“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文章有神交有道”(«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

歌»);其论书亦谓“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论画谓“将军尽善如有神”(«丹青引»).
可见,“他于一切艺术无不以神境为极诣”②.杜甫还这样称赞李白的诗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

神.”(«寄李太白二十韵»)再如,古典画论亦以“神”字独许审美体验的最高境界和艺术创造的化境,
方咸亭«邵村论画»曰:“盖神也者,心手两忘,笔墨俱化,气韵规矩皆不可端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谓一切不可知之谓神也.”道家(特别是庄子)哲学点化了古代宗教传统,比如说老庄哲学中的神或

神明意味着精神体验和精神境界;同样地,艺术和审美活动也涉及那种神妙莫测的精神体验和精神

境界,古典诗学、画论和文艺批评中屡见不鲜的鬼神话语正说明了自由创造的状态和高蹈不羁的精

神境界,恰与道的真理洞见相通.这不是神秘主义,而是以某种原始而朴素的形式诉说了不能由知

识论阐明的审美实践问题.石涛云:“腕受奇则神工鬼斧,腕受神则川岳荐灵.”俞樾«九九销夏录»卷
十一“腕有鬼”条引«云仙杂集»:“虞世南书冠当时,人谓其腕有羲之鬼.”尤侗«艮斋续说»卷八引王凤

洲云:“吾腕有鬼,吾目有神.”这里所说的“腕下有鬼”③,犹如杜甫之“笔下有神”.庄子往往借用一个

“神”字或者“神明”语词表述某种自由而超然的精神境界④,恰恰与审美实践和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律

不谋而合.
«庄子»中著名的“庖丁解牛”故事十分耐人寻味,其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可谓点出了艺术创造的内在规律,甚至泄露了造化之秘.荆浩«笔法记»曾说:“神者,亡有所为,作运

成象”⑤,正可视为“庖丁解牛”故事的注脚.熊伟先生曾独具慧心地援引海德格尔解读“庖丁解牛”的
故事———“难道还有什么比庖丁解牛时占有他的刀具的方式更为恰当吗?”⑥就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著名的“锤子”来说吧,他说:

　　锤不仅有着对锤子的用具特性的知,而且它还以最恰当不过的方式占有着这一用具.
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

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使用着操作着打交道不是盲目的,它有它自己的视之方

式,这种视之方式引导着操作,并使操作具有自己特殊的状物性.⑦

他又于«庖丁解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句下,再次引述海德格尔语云:
　　如果对这种“外观”“仅仅作一观看”,那么这种“观看”哪怕再敏锐也不能揭示上手的东西.
只是对物作“理论上的”观看的那种眼光缺乏对上手状态的领会.⑧

换言之,知识上的了解并不必然意味着实践上的体味.也正因如此,庖丁说:“良庖岁更刀,割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庖丁说得有理,无论良庖还是族庖都未能揭示或领会他们手头的这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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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则飞舞悠扬,腕受正则中直藏锋,腕受仄则欹斜尽致,腕受疾则操纵得势,腕受迟则拱揖有情,腕受变化则浑合自然,腕受变则陆离

谲怪,腕受奇则神工鬼斧,腕受神则川岳荐灵.”(石涛著,窦亚杰编注:«石涛画语录运腕»,第４５页)
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２页.
荆浩:«笔法记»,第４页.
熊伟:«恬然于不居所成»,«文化:中国与世界»第１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６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８５ ８６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８５ ８６页.



庖丁则恰恰相反.”①的确,海德格尔所谓“把真理道出:澄明,恬然于不居所成”,正与道家“澹然独与

神明居”相映成趣.而上述寓言所表明的物我、吾我或道物之关系,更深刻地揭示了道家哲学与海氏

思想间的“神遇”.庖丁游刃有余的技艺,究其实,乃是“道”的创造力的展现.他已然从物形的束缚

中解放了出来,进入一种“出神入化”的精神状态,所以能够“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切中肯綮”.
文惠君却于此看出养生的道理,更是意味深长.显然,“精全形复”“与道徘徊”的“出神入化”的精神

体验,以及“使性命之真不损益于己,精神不外荡于物”的生存原则,这样的主题反复出现在«庄子»
“技巧章节”当中,其中涉及的心与手、手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特别耐人寻味②,例如: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 有道邪?”曰:“我有道

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

身也,若橛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

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偻丈人之谓乎!”
(«庄子达生»)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上述“痀偻者承蜩”故事的核心.万物芸芸,其“唯蜩翼之知”,浑然不觉

身外世界的存在,可谓“精神抟一”.而“凝神”正是他“承蜩犹掇之”的主观原因,换言之,其技若神与

“乃凝于神”正相表里.与此相关,«达生»篇又曰: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
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
“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
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 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 .其巧一

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

何术之有! 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

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

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

以疑神者,其由是与!”
梓庆削木为鐻所以惊犹鬼神,好像鬼斧神工似的,原因在于其内在的精神状态———“心斋”.可

见,创造性的技艺实践,一方面是超功利的,一方面又是出乎出神或入神的精神状态,即“堕肢体,黜
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心斋”.“心斋”的目的则是同于大通、与物玄同,使物我的界限相消泯

于不知其然而然的造化流行之中,所谓“物化”是也.这也就是所谓的“以天合天”.“鐻”不过是

“器”,然而正因为它出于心手相应的创造性过程,故称“疑神”,堪与造化争巧.最高的技术趋向于艺

术.体现自由创造的各种技艺的内在精神基础就是心斋与物化的精神境界,而这种精神境界就是道

的真理的直接体现;换言之,由于道的推动并体现着道的属性,包括艺术和生活技艺在内的自由实践

就具有了超尘脱俗的可能性,艺术创造活动则因此成为生活世界中的真正奇迹,甚至足以比拟造化

的力量和宇宙的创化过程.

四、物化:艺术化境与人生境界殊途同归

前面已经提到了庄子所说的“物化”概念及其理论,由于物化理论深邃精微,我们不妨迂回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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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之刀,神乎其技,显示了真吾掌握自我的方式,正如应手的工具,表示与天合一的境界;相反,天人不合一的原因之一就是个体将

世界作为自己的工具,从而导致了那种不应手的状态(李道:«庖丁的刀与海德格尔的锤———浅谈工匠、工具与自我的抽身»,陈鼓应

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２９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５１１页).



先从王维的诗,从哲学和艺术两者的关系开始进一步的讨论.王维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星辰,他
是南宗(水墨山水)画的鼻祖,也是少数可以比肩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的最伟大的诗人之

一.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个评价的

确恰如其分.英国崇尚自然的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长诗«序曲»中这样写道:

　　可见的景象

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他脑中

以其全然庄严的意象

这几句诗可以说是反映了他对诗艺的追求.然而,叶维廉比较王维的«鸟鸣涧»和华兹华斯的

«汀潭寺»(ThinternAbbey)之后,却说:“真正做到这句话的是王维而不是华滋华斯.”①为什么呢?
请看«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如果说华兹华斯有点儿冗长的«汀潭寺»诗呈现了一种解说性(文繁不具引),那么王维简之又简

的«鸟鸣涧»则体现了“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有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

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景物直现读者目前,但华氏的诗中,景物的具体性渐因作者介入的

调停和辩解而丧失其直接性”.叶维廉进一步分析指出,王维和华兹华斯之异趣正在于他们的观物、
示物的方式.尽管华氏有趋近王维的入神状态,趋近道家之所谓虚以待物的被动智慧(WisePasＧ
siveness,即保持一种聪悟的被动)的倾向,但他的诗艺还始终未能达到履行之的高度.而王维诗作

所呈现出来的观物示物方式,能使景物“从其表面上看似凌乱互不相关的存在中解放出来,使它们原

始的新鲜感和物性原原本本的呈现,让它们‘物各自然’的共存于万象中,诗人溶汇万象,作凝神的注

视、认可、接受甚至化入物象,使它们毫无阻碍地跃现.”这种观物方式意味深长,它既吻合于邵雍所

说的“以物观物”,亦与现象学宗师胡塞尔(E．EdmundHusserl)、海德格尔的哲学追寻堪相映发.邵

雍«观物内篇»提出的“以物观物”,无疑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启发.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可以直看一棵

树,想像一棵树,梦想一棵树,哲理化一棵树,但树之为树本身(Noema)不变.徜若诗人诉诸 Noetic
(知性、理性,即属于心智的行为)观察一棵树,或者呈露山水,他会常设法说明、澄清物我关系及意

义;如果诉诸以物观物的方式,即 Noematic的觉认,物原如此的意义和关系玲珑透明,无须说明,其
呈露的方式会牵涉极少Noetic的活动”.海德格尔在其«形而上学导论»中尤其重视对古希腊哲学中

“自然”和“真理”诸概念源始意义的阐发.这表明,“海德格尔对原真事物的重认,使得美学有了一个

新的开始.诗人可以不沉迷于‘真’的概念和‘假设’,而与原真的事物直接交通”②.这种揭示物我关

系的哲学思考,以及观物的旨趣,在熟悉王维诗作的读者看来是否似曾相识呢? 我们知道,在庄子的

思想逻辑里面,观物方式既涉及知识论语境,又出现在心性论语境,而物象的自然涌现、逗机兴发更

对应于道高物外的精神境界.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庄子思想中更加复杂深邃的“忘”和“物化”.
庄子所说的“忘”含义深刻,因为它和艺术创造的内在枢机相契合.有趣的是,庄子本无意于艺

术,然而他的思想却最为深刻地阐发了审美现象,启示了艺术真理,因为他那种出乎无意的实践智

慧,恰是审美现象和艺术创造的内在基础.罗丹说:“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③庄子在追摹道的

真理时所提出的“坐忘”和“入神”(例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与出自艺术家的亲切而生动的精神

体验如出一辙.塞尚说,艺术家“必须在其内心使一切意欲、成见沉默下来,忘了,成为一个完全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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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①.如果说虚怀坐忘是庄子追求的精神境界的话,那么由“无心”点化的“无意”则支配了旨在创造

审美意境的艺术创造,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诗学和艺术理论.
黄庭坚评说杜甫诗时说:“子美诗妙处,乃在于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大雅堂记»)张彦

远论画亦曰:“运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画矣.”(«历代名画记»)苏东坡则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

尔.”(«苏东坡集论书»)虞世南也说:“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笔髓论»)戴熙曰:
“有意于画,笔墨每去寻画.无意于画,画自来寻笔墨.有意盖不如无意之妙耳.”(«习苦斋画絮»)这
里所谓的“无意”及其涉及的问题,实乃艺术创造实践的内在枢机所在.«庄子»记载的“宋元君将画

图”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无意”的特征: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

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礡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真正的艺术家方能本色.这位无名的画史,可谓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因为他“无意于”或者说“忘

怀了”名与利,直道而行,旁若无人.创造的自由意味着从名缰利锁中解脱出来,甚至从物我的分别

中摆脱出来;惟其忘却目的,才能开辟道路.他之所以“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是由于无意于名

利———或者说“不敢怀庆赏利禄”;而“解衣般礡臝”又说明他“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这种忘怀物

我、宠辱不惊、“入不言兮出不辞”的精神状态既是体道的也是审美的,而“不敢怀庆赏利禄”“辄然忘

吾有四肢形体”(«庄子达生»)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述了“吾丧我”的哲学命题,道家因而对此予以不

断的敷述和强调.实际上,庄子在一个比艺术创造活动远为宏阔的视野上,通过技艺这种实践智慧

阐发了他关于生活本质的理解.
艺术家们在谈到他们金针度人的创作秘诀时,总是强调“忘”的重要性,比如说:“忘笔墨而有真景.”

(荆浩«笔法记»)“忘乎笔然后知书之道.”(谭峭«化书»)“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郭熙«林泉高致»)
“忽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前,勃然而兴,而修竹森然.虽天造之无朕,亦何以异于兹焉.”(苏辙«墨竹

赋»)“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传神者必以

形,形与手相凑而能相忘,神之所托也.”(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为画而相忘画者,是其形之适哉!”(董
逌«广川画跋»)以上都是“坐忘”在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中的表现.“忘”的状态也意味着心手相应、物我

无间的“物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艺术创造就成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听命于纯粹直觉的、彻底解放了

的率性行动,即合目的、合规律的自由实践,正如孙过庭«书谱»所云:“无间心手,忘怀楷则.”王僧虔论

“书之妙道”亦云:“必使心忘笔,笔忘于书,必达于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忘之即彰.”(«笔意

赞»)所谓“忘”,至少意味着忘怀俗情,即摒弃种种杂染于目的性(具体说就是功名利禄)的世情因素,
从而真正进入合目的、合规律的艺术创造的境界.马蒂斯曾说,创作过程中的我的手,应“不使它有

片刻瞬间俘获我的感情”,“在手和那种显然听命于手的我的内心的‘不可知’(部分)之间,是有微小

差别的.我的手———只是我的感性和我的理智之外延续部分”,那么,真正的画家,要逐渐接近自然

造化,逐渐把它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画家心中有了它,才能把它表达在画布上②.
古往今来的诗人和艺术家都期望进入那种难以企及的创造力迸发、激情沛然不可挡的精神状

态.这种惊艳销魂的精神状态,«周易»用“通于神明之德”表示之,庄子则称之为“鬼神来舍”,或曰

“物化”.庄子“物化”概念及其理论特别重要,因为其中隐含了天人合一和永恒生命的思想: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

周梦为蝴蝶欤? 蝴蝶之梦为周欤?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

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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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第２１７页.
[法]亨利马蒂斯:«马蒂斯论创作»,第５８、６８页.



物我相通、主客泯合思想集中体现于“物化”之中,或者说“物化”概念及其理论淋漓尽致地表达

了庄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梦为蝴蝶”的美丽故事可看作物我之说的敷述和延伸.郭«注»、成«疏»于
此仍然不得要领.褚伯秀云:“庄、蝶,梦、觉各不相知,终归于化而未尝有异.”(«南华真经义海纂

微»)其实,考庄子所谓“化”,和«周易»的“易”有“易”与“不易”两端一样,也有“化”与“不化”两个层

面,而“物化”却同时超越了“化”与“不化”①.陈碧虚(景元)更指出,庄周与蝴蝶之性,归于“妙有之

气”,是以物化相通②.可见道家随物顺化之旨,固然有“凄然似秋,煖然似春”不容于己的意味,亦有

“成然寐,蘧然觉”以生死为梦寐的意味.有趣的是,近代瑞士诗人阿米尔(H．F．Amiclli)的一篇日

记几乎就是“庄周梦蝶”的注脚:

　　现在又一度享受到过去曾经享受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幻想的时候.例如:早上坐在芬西尼城

的废墟之中的时候;在拉菲之上的山中,当着正午的太阳,横躺在一株树下,忽然一只蝴蝶飞来

的时候;又某夜在北海岸边,看到横空的天河之星的时候;似乎再回到了这些壮大而不死的宇宙

的梦.在此梦中,人把世界含融在自己的胸中;而觉得满饰星辰的无穷,是属于我的东西.这是

神圣的瞬间,是恍惚的时间.思想从此世界飞翔向另一世界心完全沉浸在静的陶醉之中.③

«庄子逍遥游»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列子»更发挥了物我混冥之物化说,其述列子

之“神游”曰:

　　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意不知风乘我耶?
我乘风乎? («列子黄帝篇»)
苏辙«栾城集»卷十八«御风辞题郑州列子祠»亦绎其旨曰:

　　苟非其理,履屐足以折趾,车马足以毁体,万物皆不可御焉,而何独风乎? 昔我处乎蓬荜之

间,止如枯株,动如槁叶,居无所留而往无所从也.有风瑟然,拂吾庐而上,而吾方黜聪明,
遗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冯,澹乎与风为一,故风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风也.④

正是这种将“我”(自我)溶解于“物”(外部世界)的思想,奠定了“无我之境”之审美趣味.而真正

的艺术创造又何尝不是———以消释了心、手隔阂的方式———消解了物我间的距离.宋代罗大经«画
说»自述:

　　某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不完也.复就草地观之,于是始得其天.
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 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⑤

苏东坡咏文与可画竹诗曰: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

有,谁知此疑神.(«苏东坡集»前集卷十六«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
以上数语与但丁所云:“欲画某物,必化为其物,不尔则不能写真”⑥,庶几近之.文豪歌德曾说:

“不是我做诗,是诗在我心中歌唱.”⑦现象学美学宗师杜弗朗亦曰,一出歌剧,既非“演员”在“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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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道家所谓“化”,其实有“化”与“不化”两层含义:化者,形也;不化者,性也.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庄周梦为蝴蝶,乃形化也;形
化在于“分”.然而,“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庄子则阳»).可参考拙作«试论庄子中的“化”»,赵敦华主编:«哲学门»总第１８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其曰:“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气也.昔为胡蝶乃周之梦,今复为周,岂非蝶之梦哉? 周、蝶之分虽异,妙有之一气也.夫造物

之机,精微莫测,傥能如此,则造化在己而不迁于物,是谓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转引自崔大华:«庄子歧解»,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９页)
转引自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５１页.
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４２９页.
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第１２３页.
转引自钱钟书:«谈艺录»,第８１９页.
转引自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７９页.



非“角色”在“唱”,而是“歌”在“唱”①.总之,伦与物忘以至混冥彼我乃真切的艺术创作体验,而旨在

提示人性自由和精神境界的道家审美形而上学恰好与这种审美经验相表里.
究其实,道家所说的“物化”乃是一种“天地并,万物与”的精神境界,类似冯友兰所谓“天地境

界”.那是一种“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以道家精神来从事儒家的业绩”的精神境界.李泽

厚指出,“这‘天地境界’实际是一种对人生的审美境界”②.换言之,真理(真)、审美(美)与人生(善)
本来就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道家审美理论自然也具有某种伦理学(确切地说,道德形而上学)的
展开向度.“天人合一”命题其实是一个关于精神境界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道家和儒家的理论是

互补的,相辅相成.常言说,中国人讲究人生艺术,也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道德和艺术、伦理和美是

一而二、二而一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举手投足无不中道,自然是伦理生活,同时也是审美生活.
李泽厚说,宋明理学“从心性论的道德追求上,把宗教变为审美,亦即把审美的人生态度提升到超伦

理形上的超越高度,从而使人生境界上升到超伦理、超道德的准宗教性的水平,并因之能替代宗

教”③.因此,宋明心性哲学所建构的形上学,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昭显了审美的人生境界④.儒家的

道德境界趋向于审美境界⑤.下面我们将看到,道家的体道境界也类似于审美体验.与儒家不同的

是,道家通过技艺性的经验和直觉,恍然悟出心与手、物与我的亲切融和的关系,而倾心于物我两忘

的“与道徘徊”的精神状态和自由境界,这种状态和境界实际上也是审美性的.
石涛也指出“一画”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他说:

　　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脱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山川而使山川自

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

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于大涤也.(«苦瓜和尚画语录山川章»)
这是不是很像马蒂斯所说的:

　　画家那么深入理解自己的客体,以致与它溶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他在自己的客体中发

现了自己,所以他对客体的处理同时也是自己本质的表现.⑥

没有一片无花果的叶子与另一片一模一样;它们彼此都各有特色,可是每一片叶子都向我

们表明:我是无花果的叶子.
如果我信赖我的绘画的手,那只是我在训练它为我服务时,不使它有片刻的时间俘获我的

感情.我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它的最小的偏差和我们之间最小的差别:在手和那种显然是听命于

手的我内心的‘不可知的’之间的最微小的差别.我的手———只是我的感性我的理智之外的延

续部分.⑦

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同化”———即“被描绘的客体逐渐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⑧.画家塞尚也对

物我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说:

　　(物、我)必须相互渗透,为了持久,为了生活,一个半人性半神性生活,即艺术底生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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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转引自叶秀山:«思史诗»,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１１页.
李泽厚:«华夏美学»,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第９３页.
李泽厚:«华夏美学»,第１９４页.
李泽厚这样写道:“在宋明理学中,感性的自然界与理性伦常的本体界不但没有分割,反而彼此渗透,吻合一致了.‘天’和

‘人’在这里都不只具有理性的一面.程门高足谢良佐用‘桃仁’、‘杏仁’(果核喻长生意)来解释‘仁’,周敦颐庭前草不除以见天意,
被理学家传为佳话.‘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是理学家们的著名诗句.这些

都是希求在自然世界的生意、春意中显示、体会、比拟人世的伦常法规,这也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大特征,同时这又是吸收了庄子、禅
宗的某种成果.”(李泽厚:«华夏美学»,第１９４ １９５页)

李泽厚:«华夏美学»,第１９５ １９９页.
[法]亨利马蒂斯:«马蒂斯论创作»,第５４ ５５页.
[法]亨利马蒂斯:«马蒂斯论创作»,第５８页.
[法]亨利马蒂斯:«马蒂斯论创作»,第６８页.



内心里,风景反射着自己,人化着自己,思维着自己.好象我是那风景的主观意识,而非我

的画布上的客观意识.①

这难道不正是“吾丧我”命题的主旨么? 在艺术创造过程中,艺术家经常沉冥入神、伦与物忘,处
于一种失魂落魄且有如神助的精神状态,似乎从事艺术创造的不是艺术家本人,而是另一种精神,也
即艺术家不能不俯耳听命的神秘声音.所以,塞尚说画家笔下决出的风景似乎具有某种精神或意

识.庄周梦蝶岂不正是这种艺术心理的写照? 文与可画竹而“身与竹化”,罗大经画草虫而“不知草

虫之为我,抑或我之为草虫”,亦正当作如是观.
要而言之,“«庄子»‘物化’概念与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庄子与梦中之蝶、水中之鱼之间的

关系,庖丁之手、刀与牛之间的关系,列子与风之间的关系,罗大经与草虫之间的关系,文同(与可)与
竹之间的关系,袁枚与诗歌之间的关系,石涛及其笔下的山水间的关系,马蒂斯与所画树叶之间的关

系,并不能纳入那种西方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subject objectdichotomy)模式! 因

为他们(哲人与艺术家)已经克服了‘对象化’的思维模式,就是说,上述关系的双方,从审美理论上

说,既不能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得以阐明,亦不可纳入‘自然与艺术平行’的近代观念之中.
哲学上的物我关系,可以转化为艺术上的‘手’(包括工具,例如笔墨)与‘艺术作品’间的关系.那么,
«庄子»所说的‘物化’思想显然力图克服心、手、物之间的对立、隔阂与疏离.总之,‘物化’既非‘化’
亦不是‘不化’,它意味着形骸俱释的陶醉和一念常惺的澈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西方美学中的‘契
合’(correspondence)概念更深邃而且更有力”②.

我们更可以通过陶渊明的«饮酒诗»继续延伸讨论.严羽评价陶渊明和谢灵运说: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有佳句.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

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
(«沧浪诗话诗评»)
“谢(诗)所以不及陶(诗)”的原因,严沧浪所言似嫌笼统.诗人兼文艺批评家梁宗岱进一步分

析道:

　　我们先看谢诗底妙处何在:显然地,这两句诗所写的是一个久蛰伏或卧病的诗人,一旦薰风

扇和,于草木蔓发的季节登楼,发见原来冰冻的池塘已萋然绿了,枯寂无声的柳树,因为枝条再

荣,也招致了不少的禽鸟飞鸣其间.诗人惊喜之余,误以为遍郊野底春草竟绿到池上去了,绿荫

中的嘤嘤和鸣也分辨不出是禽鸟还是柳树本身.这看法再巧不过的.大凡巧很容易流于矫饰.
作者写这两句诗时,也许深深受了这和丽光景底感动,但他始终不忘记他是一个旁观者或

欣赏者.至于陶诗呢,诗人采菊时豁达闲适的襟怀,和晚色里雍穆遐远的南山已在那猝然

邂逅的刹那间联成一片,分不出那里是渊明,那里是南山.南山与渊明的微妙关系,决不是我们

底理智捉摸得出来的,所谓“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相,不落言诠”.所以我们读这两句诗

时,也不知不觉悠然神往,任你怎样反覆吟咏,它底意味仍是无穷而意义仍是常新的.③

陶渊明可谓诗人中的庄子,因为他的诗最能体现庄子哲学的精华和神髓.梁宗岱认为他是最哲

学的诗人④,不无道理.苏东坡指出,陶渊明«饮酒诗»的妙处在于“境与意会”(«题渊明饮酒诗后»),
可谓知言.牟瓛说:“人之于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盖留意于物,则意为物役,不能为我

乐,而适为我累耳.山本无情,而好山者每每用意过当,如谢灵运自始宁伐木开径,直到临海,从者数

百,骇动旁郡;退之(韩愈)登华山绝径而不可下,邑令百计取,始得归.留意于物,其害乃至此.山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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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而况声色货利之可以动心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始无意,适与意会,千载之内,惟渊明

得之.所谓悠然者,盖在有意无意之间,非言所可尽也.”①

重要的是,艺术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实践恰是庄子“道行之而成”的体现路径之一.艺术真理和道

的真理莫分彼此.审美和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启示生活的本质,启发生命力的挺立.也就是说,道
家(特别是庄子)所艳称的“道德境界”超然于自然状态、功利追逐、伦理规范和政治社会之上,相当于

“天地境界”和“艺术境界”②,换言之,就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意味着智

慧上的彻悟,实践上的自由,人性上的解放,精神上的逍遥,一言以蔽之,就是精神高于物外,用«庄
子天下篇»的话说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这正是最高意义上的审美与艺术.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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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瓛:«陵阳集»卷十七«跋意山图»,转引自胡不归:«读陶渊明集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５ １３６
页.

冯友兰认为道家所谓“道德境界”就是“天地境界”,见氏著«新原人»,«三松堂全集»第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第５５４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总第３７０期) No１,２０１９(SerialNo．３７０)

“人对自身情感的责任”的现象学前提

———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核心承诺

徐 法 超

摘　要:关于人的存在的二元论构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情感生活本性的理解.它使得众多情感理

论都倾向于强调情感的被动性特征,允许人们(起码是部分地)放弃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相反,萨特依赖

现象学传统的启示,明确揭示了这种倾向的内在矛盾和根由,并热切地声索人在自身情感中的自由和责

任.这一主张从属于萨特论证人的绝对自由这一恒常主题,是其情感理论的核心承诺.而早期萨特从此

承诺出发开展的对情感生活的探究,不惟是一种解决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争的重要探索,同时也敞开

了一种与情感科学深入对话的积极可能性.

关键词:情感;自由;责任;现象学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１１

关于人类的生存活动,自古以来就有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争,讨论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如

果人毕竟是自由的———如何决定自己的行为和存在方式.只是,在常见的形态中,人们并不坚持某

种强势的自由意志或决定论主张,也即并不坚持人是完全自由的或完全被决定的,而更倾向于维持

某种形态的二元论立场:人在某些生存活动中是主动的、自由的,在另外一些生存活动中则是被决定

的.在最普遍的倾向中,诸如判断、推理和自愿行动等等,被认定为人类灵魂的自主运作,是属人的

活动,体现着人的自由.与之相对,感知、激情等运作则被认定为人类生存中的被动方面.人们把它

们归于本能、动物灵魂或某种机械论意义上的、对象化的身体,其运作归属于决定论的领域,人类在

其中并无自由.如同萨特所指出的那样:

　　事实上,相当普遍的倾向是力求把自愿的行动等同于自由的行为,而把决定论的解释归诸

激情的世界必须把人设想为同时是自由的和被决定的因此人的实在显现为一个被规

定的整体过程包围着的自由能力.①

这种二元论构想深刻地规定着我们对于自身存在的领会.比如,在关于我们的情感生活的惯常

想象中,那些激烈的、不可自制的情感反应往往被等同于某种自然过程.人们倾向于认为:激情

(passion)是生物本能或人的形而上本性等等在外在刺激下的被动反应;我们在激情中是不自由的,
因此不能也无须对它们承担责任.关于情感生活的传统哲学讨论(除了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等少数

例外情况),因此也往往放弃承担论证“人对于自身激情负有责任”的任务.传统哲学在这个议题上

所涉及的显赫或最本质的问题仅关乎如何处理“不受限制的自由和被决定的心理生活过程之间的关

　

作者简介:徐法超,广东省肇庆学院文学院讲师(广东肇庆５１６０６２).

①　Sartre,BeingandNothingness,trans．byHazelE．Barnes(NewYork:WashingtonSquarePress,１９９２),５６９;[法]萨特:

«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５３６ ５３７页.译文相对中译本作了细微的调整.



系:如何控制激情,如何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利用它们”①.也就是说,它们倾向于如同对待一种自然现

象一样,外在地对待我们的情感活动.然而,以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情感生活,不仅会(１)使我们无

法获得关于人类存在之本性的融贯解释;也(２)使得内在地,或在阿奎那的意义上,“高贵地”控制我

们的情感成为不可能.
当代情感科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把情感生活从单纯的被动性与决定论领域中提拔出来.

在当前学界,情感具有合理性(rationality)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人们开始强调情绪活动中的认知因素

和社会建构特征,强调某些情绪活动是我们有意采取的应对世界的方式,等等.但即便在这样的氛

围中,关于我们在情感活动中的主动性或自由,关于我们对自身情感的责任等议题依然没有得到总

体性的、充分的哲学讨论.对于人的存在的二元论构想依然隐密、含混地影响着众多研究者对于情

感生活本性的把握.于是,当萨特(仅仅在本体论水平上)宣称:我们“在激情中是自由的”,“激情与

自愿行为同样地表征着我们的本体论自由”,应该“对我们的所有存在方式承担责任”等主张时,就极

为自然地,尤其是在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遭遇了一些(近乎慌乱的)批评和拒斥②.
在本文中,笔者要求自己克制这种“自然”反应,着力辨析萨特上述论断的确切涵义,检视它们是

否有其(现象学)依凭.如果萨特关于“人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的论述被证明有其合理性,那么,它
就不但是解决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争的重要探索,而且必然会加深我们对情感本性的理解,而开启

与各种情感科学深入对话的可能性.

一、传统二元论假定所面临的困境

如果人类的存在被描述为“一个被规定的整体过程包围着的自由能力”,自由的行为仅等同于自

愿的行为,感觉和激情则归属于被规定的领域,那么,人们似乎就只需为自愿行为负责,而无需承担

对于自身激情的责任.比如,我们似乎对自己在凶猛的野兽面前的恐惧无能为力,无法为自己在长

途跋涉后的身体的疲倦负责,不能随意地改变我们对食物的偏好,等等.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但

在萨特看来,这种对于人类的存在方式的刻画包含着根本性的困境,因为它在“人的实在”内部设立

了某种无法克服的二元性.如果激情被宣布为处于决定论的领域,其发生表现为一种不依赖于意识

的建构与参与的自动性,那么,它与(作为纯粹自主性的)理性、意志就属于不同的存在类型,我们的

心灵也就被分割成了两个相互不能通达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心灵的统一体(lunitépsyＧ
chique),一种自发性的活动就会成为无法设想的:

　　无法想象,一个作为“一”的存在,却在一方面作为一系列互相限定的事实被建构起来,而在

另一方面,又能作为决定自己的存在并只揭示自身的自发性③

　　作为异质的存在类型,激情与理性、意志之间无法相互规定和影响.一方面,物质的、自在的存

在无法影响和规定精神的、自为的存在.如果激情是自在的、机械性地发生的,那么,它就根本无法

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意志.另一方面,我们的意志也将无法(内在地)干预自在的进程.在这个意义

上,自发的活动是无法设想的.更一般地说,如果“人的实在”必须被假定为这两种存在形态的某种

综合,则关于其存在只能有两种结论:

　　要么人是完全地被规定的(这是不能被接受的,特别是因为一种被规定的、即被外在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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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将成为纯粹的外在性本身,而不再是意识了);要么人是完全自由的.①

　　换言之,如果一种自发的行动毕竟是可能的,或一个心灵统一体是可以设想的,则人就必须是完

全自由的,其所有的生存活动———包括情感活动———都必须被理解为自发性活动.西方传统在主动

性与被动性之间所建立的严格区分必须被放弃掉:“一种对于自发性的现象学描述,将使得在行动和

激情之间的任何区分,以及任何关于自主的意志的概念不再可能.”②

这种推论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要论证人是完全自由的,就必须证明“人的实在”的所有存在形

态都是自由的.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任务就是证明:人在(通常看来不自由或不包含主动性的)情
感活动中,竟然是自由的.而这正是萨特对情感活动的现象学考察的首要目标.

二、对情感现象进行决定论解释的内在因由

在指明了上述二元论解释的困境之后,萨特开始究查这种传统的关于我们的情感生活的决定论

解释的内在因由.如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在对情感生活的解释中,决定论或者说机械因果论的立场

通常更具吸引力.人们更习惯于对之提供一种生理学的、机械论的解释:是我们的生理机制,或我们

的生物性遗传、教育、阶层、童年生存经历等等决定了我们面对特定的事物时的情感反应.萨特把这

些立场都归于一种心理决定论,其本质是:通过把意识与连续的无定限因果序列看成相似的东西,把
意识移交给存在的充实体,由此使它进入存在的无穷整体.也就是说,“人的实在”的存在被刻画为

一种充实的、连续的过程,意识的作用或我思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由此,人成为一种惰性的、物性

的存在,成为具有固有状态、性质和特征的存在者.同时,心理决定论假定,正是这些状态、性质和特

征决定了我们对于特定事物的反应———我的过去决定了我当下的活动———以至于我“不能不这样

做”(couldnothavedoneotherwise),不得不如此感受世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显然不能也无须为

我们当下以至所有的存在方式负责.于是,在萨特看来,一种在心理决定论形态下对人的存在的描

述,实质上是为放弃我们对于自身存在方式的责任,逃避我们的自由而诉诸的自欺的辩解.
而成就这种自欺的辩解的认识论依据,是人们从“他人的眼光”———或者说“自然态度”———出发

描摹“人的实在”的存在,把人的生存活动描述为一种发生在实体间的因果性活动:某种外在的刺激

作用于具有特定状态、性质、特征的实体性自我,产生出确定的反应.相反,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在这

种立场中确立的诸如状态、性质、特征、实体性自我等概念,实际上都是一些虚构的心理学偶像,误解

了“人的实在”的存在或意识行为的现象学实情.萨特指出,意识(或“人的实在”)在其真实的发生

中,总在指向对象的同时表现为“面对自身在场”,表现为内在否定的结构,而不是某种不包含自反结

构的、与自身无间距的自在存在.因此,没有任何自在存在———无论外在事物还是我的过去、我的邻

人、身体、语言等实际性(facticity)———可以决定意识的存在,意识在任何时刻都必须承担、选择自

身.换言之,人的所有生存活动,只要在指向对象的同时表现为一种“面对自身在场”的自反性结构,
就在萨特的意义上是自由的,要求我们承担对于它的责任.萨特宣称的人的“绝对自由”,要求“人对

于自身的所有存在方式负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论的.当然,为了论证这种观念,萨特需要揭

示“人的实在”的所有存在形态———尤其是我们的情感生活———都在指向对象的同时表现为一种“面
对自身在场”的自反性结构,而不为自在存在所决定.

在我们的生存实践尤其是自愿行动中,可以轻易地找到支持上述立场的证据.萨特举过一个关

于赌徒的例子.当这个赌徒又一次站在赌桌前时,他对于自己的处境和存在可能性总有某种反思或

前反思的觉识.他知道自己可以坐下来赌几把,也可以毅然离开.之前戒赌的决心并不能决定他不

再回到赌桌(正如他赌博的习惯也不能决定他再次坐到赌桌前一样),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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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他在此是自由的,被迫地、命定地自由的,因此也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然而,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情感生活领域中时,人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含混迟疑.我们觉得:自己

是被情感袭临;我们在其中是被动的;我们对其无所作为;它似乎是机体、动物灵魂、无意识机制等等

的运作,我们只能外在地控制它总之,它们被理解为是机械地、非理性地或无意识地发生的,不
包含某种“面对自身在场”的自反性结构,从而不是意识的某种有机形态.只是,如同前面指出的那

样,一种融贯的关于“人的实在”存在的构想,要求人们打破主动与被动之间的界限,以便能够证明我

们即便在情感生活中也是自由的,或者说不是纯粹被动的(这样的说法比较容易让人接受,但所宣布

的仍是和萨特一样的诉求).
实际上,这种诉求在各种传统哲学体系中也一直被隐秘地坚持着,只是没有成为人们理解情感

的明确方向.比如,笛卡尔在其关于激情的解释中,就表现出消解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严格区隔的意

图:“尽管施动者和被动者通常非常不同,但行动与激情则总是一个东西,是依据两个不同的相关主

体给出的两个不同的名称.”①而他在«论灵魂的激情»中所提供的,依然主要是一种机械论的解释方

案.或者说,某种顽固的自然主义倾向支持着他(以及西方传统哲学主流)对情感采取“实体 因果”
性解释,从而阻塞、遮蔽了对这种立场进行明确、融贯之论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直到现象学运

动兴起之后,才渐渐显豁出来.

三、“人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的现象学承诺

现象学运动在其早期阶段就萌发了考察情感活动之本性的意愿.在«逻辑研究»中,为了证明意

识行为的一般结构,胡塞尔提出了对感受领域的意向性特征进行论证的要求.舍勒则在其建构一种

质料的伦理学体系的目的下,揭示了意向性感受的特有的意向对象———价值,并对各种层次的感受

进行了系统的现象学考察.海德格尔对此在的存在论刻画,也提供了关于人的情感生活的深刻的

“生存论 存在论”规定.尽管这些研究都不是直接以论证我们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为目的,但它们

给出了一种区别于自然主义立场的、关于感受活动与其对象之间关系的理解,从而为萨特看似激进

的主张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前提的核心即确立我们的经验结构与世界结构之间的相关性(或此在与世界的源初的超越性

关联).这种相关性可以更具体地表现为意向性行为中“对象的本质和意向体验的本质”之间的相关

性.这个被舍勒认定为现象学最高原理的观念,所强调的正是一种区别于自然主义立场的、对于意

识行为与其对象之间关系的理解:世界总是向着特定的意识结构呈现自身,并首要地显现为特殊的

意蕴,或者说是对于我们生存活动的特定要求;事物或处境因此并非客观地作用于意识,意识所应对

的总是相对于自身呈现的意向对象.同时,意识也并不是脱离世界而对它外在地加以静观的目光,
相反,它存在于世界之中,与向它呈现的世界相互规定、相互共属(belonging together).据此,当情

感(意向感受行为)被揭示为一种意向性行为,感觉感受(非意向性感受行为)被统一在“应对以至转

变世界的活动”之中时,现象学实际上就拒绝了对于感受活动的“实体 因果”性解释.感受活动不

是发生在两个实体之间的,即,不是某种客观事物或刺激作用于某个惰性的心理实体产生的结果.
相反,相同的事物、处境可以被构建为不同的意向对象或行动要求,而引发我们的不同感受和反应.
缘此,海德格尔把(作为具体的情感活动的存在论根基的)现身情态界定为:基于此在与世界的超越

性关联,对于我们的存在处境和应对它的倾向的复杂觉知(awareness).而情绪或激情,作为现身情

态的表征,是此在应对其存在处境之要求的特殊方式,本身包含着领会和谋划.
这样一种立场,已然使任何将感受把握为单纯被动性的尝试变得不合法.这却并不意味着人们

必须如同萨特那样,承诺我们在情感中是自由的,对于自身的感受负有终极责任.因为,人们完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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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承认经验结构与世界结构之间的对应性的同时,否认我们对自身与对象的意向性/超越性关联

的建构负有责任.实事上,在一种普遍的倾向中,海德格尔以及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诸多自觉地回

避意识哲学的思想、思潮,更愿意强调我们与对象的超越性关联是被给定的,是被存在的天命、文化

的深层结构或社会的型塑等等所设定的.换言之,我们已经被抛进与存在者的特定存在关联中,这
种关联决定着事物向我们呈现的可能方式,也因此决定了我们遭遇它们时的感受.

反过来讲,这也就意味着,要主张我们对于自身感受的责任,就需要承诺更多的东西:不仅要承

诺具体的感受行为中包含着基本的主动性,而且要承诺我们可以不完全遵循社会给定的自身与事物

的意向性/超越性关联,甚至参与它们的设定(用情感社会学的概念讲,参与制定制约人们感受和表

达规则的文化脚本),从而不能把决定我们与事物的意向性/超越性关联———也即世界向我们显现的

方式———的权责完全交付给“客观”的社会、文化结构或存在的天命.我们看到,萨特试图强调:恰恰

是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必然会在某种意义上改变这种关联,“人总能够创造出某些用以塑造他的东西

之外的东西”.而个体何以能够通过选择和行动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存在关联,从而改变我们感受世

界的方式,无疑是辨析萨特论断合理性的关键.在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与海德格尔的相关观念加

以比较,凸显萨特的立场.
在思想主题或格局上,萨特与海德格尔具有明确差别.如同杜小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萨特所热烈关注的,认为海德格尔为他提供的“人的实在”的思想,海德格尔从根本上加以

否定这是两个人的最终“境界”的不同:萨特关心的是“人的存在”,而海德格尔则是要追寻

那个最本原的“存在”.①

进一步讲,萨特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是“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他坚持历史是人的思

想和行为的产物,断定“意识”“能动作用”“选择”“责任”等等对于理解历史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这

与海德格尔等反人道主义者所坚持的“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的观念恰好相反.
将上述观念贯彻到对于情感本性的考察上,在«时间概念史导论»和«存在与时间»之中,一方面,

海德格尔满足于揭示现身的“生存论 存在论”含义,满足于把它确定为此在在世的一个组建环节,
而并没有就现身与“自我”或萨特意义上的“人的实在”(作为海德格尔的 Dasein的主体化)之间的关

系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在谈论现身的“生存论 存在论”含义时,海德格尔强调的始终是其对于我

们的“被抛境况”的揭示作用,强调任何对于现身的理性把握都把现身把握得太浅薄了.这意味着我

们的反省不足以穿透感受发生的存在论机制,从而不会承诺个体在决定世界之向我们呈现的方式上

拥有自由②.
与之相对,萨特思考的起点是我思或人类主体,强调世界的意义总是相对于前反思的我思呈现

出来的,他关注的也始终是我思/人的实在在世的具体方式.依据这种关切,他指责海德格尔“从此

在中剥夺了意识的范畴”;指责他从未提及人除了是一种对于存在有所领会、有所承担的存在者外,
也是一种由于其谋划而使世界产生本体上的改变的存在者.从海德格尔的立场出发,要寻求存在的

一般意义,揭示存在的真理揭蔽的机制,并将我们的存在境域的根由追溯至存在者整体、追溯至存在

本身,则必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剥夺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因此,抛开对于具体的意识体验的

考察,不对个体之于自身、世界的责任提供积极的主张,在海德格尔这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萨特

而言,从处境中的我思出发,很容易发现个体的选择与行动对于其自身处境、自身以及世界的存在方

式的影响,或者说对于我们与事物的超越性关联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我终于看破红尘,皈依佛门,
皈依后的我与权力金钱以至整个世界的关系自与皈依前不同,世界也会向我呈现出不同的行动要

求.再如人们学习狩猎技能,装备武器,或借助各种社会手段驯化自然,这样人们就不必再像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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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那样,把山林当作凶险而需要规避的对象,而是把它们当作欣赏和游玩的处所.换言之,世界总

是基于我们的自我选择和行动,向我们呈现出特定的活动要求.正是这个意义上,萨特强调我们对

于自身存在之处境或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方式负有责任:

　　自为应当以作为其作者的尊严承担其他的处境,因为即便最不利或最严重的以至于可以危

及我本人的威胁,也只有在我的谋划之中并通过我的谋划才能获得意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

切是通过我而发生的进而,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我的.①

萨特并没有粗暴或轻浅地认为,我们的某一个选择、行动甚至认知的变化,就足以改变我们的处

境、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改变世界之向我们呈现的方式.相反,他宣称,是我们反复选择的自

己所是的欠缺结构或者说基础谋划,决定着世界向我们呈现的方式.当然,这种欠缺结构或基础结

构并不是自立的,它总由意识固有的虚无化能力敞开、维持以及引发变更.要之,由于感受源于对我

们的存在处境和应对它的倾向的复杂觉知,处境又相对于我们的谋划呈现自身,我们必须为我们的

感受承担责任.至此,我们获得了萨特论证“人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的基本框架.但为了更确切地

把握萨特的立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激情中是自由的”以及“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等论断实

际上承诺了什么.
如同前文指出的那样,为了维护其绝对自由观念,萨特需证明“人的实在”的所有生存活动都是

自由的.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中,他需要肯定的不只是“我们在激情中是自由的”,而是我们在所有的

感受活动中都是自由的.即,我们不仅在那些可以主宰、控制的情感活动中是自由的,在激烈的情绪

中,在心境、在紧张、松弛、疼痛等非意向感受中依然是自由的.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核心部分,实际

上就是为此提供论证.不过,他对于我们在感受活动中的自由的承诺,在实践上是非常有限的,或者

索性与“获得的自由”无关.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方面,他宣称我们在意向性感受活动中

是自由的,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面对自身在场”的意向性结构或者说“前反思的意向性我思”.这

也就是说,情绪总是指向某种对象或处境,把这种对象或处境把握为(建构为)对于自身活动的要求,
情绪活动即对于这些要求的特殊应对方式.同时,我们也总对自身活动保持着前反思的自我意识,
对于自身活动的可能性的不同觉知,将根本性地改变情绪活动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情绪活动绝

不表现为单纯的被动性.另一方面,无论意向性感受,还是心境、感觉等非意向感受,都在我们的基

础谋划中,或者说在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中获得规定.我们的基础谋划,或者说我们与世界的

超越性关联并不是自立的.我们不得不选择和行动,而选择和行动又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种

谋划或关联,从而改变我们对于特定事物和处境的感受.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所有的感受中都是

自由的.
必须明确,早期萨特对于我们在感受中的自由的承诺仅止于此,即:我们在感受中的自由仅仅是

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自由,而非“实践的自由”或者说“获得的自由”.举例说,萨特会肯定:只有我不

再安于贫穷,我的贫穷才会难以忍受.我努力获取财富,而在享受了珍馐美味、锦衣华服之后,就可

能觉得之前的粗茶淡饭不好吃,粗布衣衫不舒服.但萨特不会承诺我想要不再贪慕虚荣,便即可不

再贪慕;不承诺我们努力尝试获取财富便可获得财富,即使富贵了也不必然觉得粗茶淡饭不好吃;等
等.换言之,萨特并不承诺人可以随意地改变情感活动的发生进程,改变其发生的“生理 物理”机
制.进而,他也不承诺我们拥有通过理性运作,笃定地达到对待特定事物和处境的特定感受的自由.

相应地,萨特要求我们担负对于“自身以及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的普遍责任.我们不只要对自

身的理性、自愿的行为负责,也要对激情等非自愿行为负责.进而,由于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总会参与

引发世界的本体论改变,我们需要“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不过,他之要求我们承担对于自

身情感的责任,并非因为感受是我们自愿决定的,而是因为:首先,自为总表现为“面对自身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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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性结构,总在指向对象的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前反思的自我意识,这样一种主体性结构保证我们

有介入自身意识过程的可能性;其次,我们的(不能确知其结果的,又不能不进行的)选择和行动必然

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响我们的谋划、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从而影响我们面对特定对象或处境时

的反应和感受.于是,这里的责任概念也有别于人们通常赋予它的含义.我们不止应该对那些取决

于我的自愿行动负责,而且应该为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引发的不确知结果负责.在萨特的比喻中,他
是在“(对)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对象的无可争辩的作者(的)意识”这个平常的意义上使用“责任”这
个词的.一本书,在其流传中总已经脱离了作者的控制,会衍生出诸多作者不可预期的解释和结果.
但毕竟是作者的创作使得这些解释和后果得以可能,故而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尽管不是完全责

任.在这个特殊的意义上,我们确乎无由逃避对于自身感受的责任.

四、对萨特立场的评估

根据以上对萨特立场的阐述,萨特关于“我们在情感中的自由与责任”的诸论断,并不像初看起

来那样违逆常识,它们尤其可以与那些包含社会历史视野的情感观念达成和解.一个个体在其成长

的过程中,由于基础谋划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意向的改变,其感受、应对世界的方式自然会发生改变.
其间,个人的选择和行动自然是成就这种改变的决定性力量.与此同时,所有个体参与其间的社会

历史文化的流变,必然会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改变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从而改变我们面对特

定事物和处境时的感受.实际上,这也已经是发展心理学、情感社会学等情感科学自发贯彻的立场.
只不过,它们不曾如萨特般“激进地”宣告: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自己面对事物时的特定情感反应,我
们应该承担对于自身感受的责任.

同时,萨特冲决决定论或二元论解释,坚持“人的实在”对于自身所有存在方式(当然包括感受活

动)的责任,正是依赖于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启示的某种特殊综合①:海德格尔激励萨特把“人
的实在”的所有存在形态收纳到其在世存在活动整体之中,从而使“人的实在”的所有存在方式的统

一成为可以设想的.在胡塞尔的方向上对于意识结构的深入考察,则支撑着他对于意识“面对自身

在场”的主体性结构的坚持.换言之,萨特在其特有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其立

场拥有切实的现象学依据.
或许是因为揭示感受活动的基本主动性的任务太过急迫———在情感生活的被动性特征得到了

普遍以至非法的强调的情形下———早期萨特没有充分地论述情感活动中的被动性、延续性特征.是

以,人们普遍会对其理论产生如下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选择我们的信念和思想的方式选择我

们的情感.”②或者说,我们似乎可以轻易地,甚至随机(bychance)地变更对于特定对象、处境的感

受.另外,萨特热切伸张的“人对自身情感的责任”,仅仅是本体论层次上的.至于在具体的生存实

践中,我们应在何种程度上承担、以及如何承担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早期萨特显然无暇顾及.于

是,抛开那些粗暴的外在批评,人们对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指摘就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轻忽了对于情感生活的被动性、延续性的探究.
这种观点的最鲜明的代表是JosephP．Fell.尽管他对萨特的情绪理论寄予了很大的同情,肯定萨

特对于我们的情感生活的间断性、主动性特征提供了精致的说明,但在与杜威、怀特海(以及海德格尔、
梅洛 庞蒂)的比较中,Fell指责萨特不能充分地说明我们的情感生活的被动因素及其稳定性:

　　作为一个整体,萨特哲学的最深刻和基础的吸引力在于它寻求分析人类在何种限度上是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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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１９４７年向法国哲学会宣读的论文中说法,他试图“把胡塞尔的静观的和非辩证的意识与我们在海德格尔著作中发

现的那种辩证的但却是非意识的(从而是无基础的)设想综合起来,前者使我们静观本质,后者则让我们发现首先要因素是超越”.
转引自 HerbertSpiegelberg,ThePhenomenologicalMovement(Netherlands:KluwerAcademicPublishers,１９９４),４７７．

RobertC．Solomoned．,ThinkingaboutFeeling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１６３．



弱的、非实体性的、不确定的、革新的,与世界和其过往是间断的.这是任何一种关于人的完备

理论的必要方面.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尤其在讨论情绪问题的时候①.
相应地,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中,萨特的情感理论被认为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认知主义情感

理论(cognitivetheoryofemotion).即他与经典的认知主义情感理论分享着共同的基本假定:我们

对世界的情感反应源于对自身处境的判断(judgment).萨特的情感理论因此也经常被指责为:只强

调情感活动中的认知因素,忽略了或无法把身体维度(以及其他“实际性”要素)结合到对情感活动的

描述之中,以至于难以使之与其他的对于意义的非情感性的判断或自愿的行动(action)区分开来,也
难以说明那些顽固情绪(recalcitrance)的存在.

(二)不能对我们应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承担对于自身情感的责任———或者说控制自身的情

感生活、改变限定情感体验和表达规则的社会文化脚本的方式———提供确切的规定.
由于专注于论证本体论层次上的自由,而不是究查“获得的自由”的现实可能性,早期萨特并没

有开展对各“实际性”要素制约我们生存活动的方式的深入分析.因此,他对我们在各种生存方式

(包括情感活动)中的自由和责任的规定,就显得空泛而含混.如同梅洛 庞蒂所指出的那样:萨特

所宣称的“我们具有改变我们的原始谋划的可能性”———这是支撑萨特的自由观念的核心论断———
中的“可能性”,是一个混杂的概念.因为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程度的;无论自由行为不再可能,或仍

然可能,自由都是完全的.简言之,‘可能’是无意义的.”②因此,我们在不同感受活动中的自由与责

任也是含混而未加区分的.相反,梅洛 庞蒂则倾向于对我们在不同活动中的责任作程度上的划

分:某些存在方式是依赖于我们的选择的,另外一些则不能归于我们的选择,虽然它们都依赖于意识

才可能发生;另外,外在的阻挠或胁迫也会制约我们的选择的可能性,如此等等.在相似的意义上,
在现实的生存实践中,我们在情感生活中的不同程度的主动性也应该加以区分.与萨特含混地宣称

我们有绝对的自由与责任相比,这些区分显然更具实践品格.在这样一种含混中,我们控制自身情

感生活、参与改变限定情感体验和表达规则的社会文化脚本的方式,自然得不到实践性的规定.
萨特情感理论的上述欠缺,最终又会被归结于其方法论选择(如果不是其存在论设定的话).除

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对其主体意识哲学倾向的一般性指责外③,那些本质上同情现象学的思

想者也会判定,萨特的现象学方法本身不足以为人类生存活动(包含作为特定在世方式的情感活动)
提供一种完备的解释.随着人们对现象学方法论合理性范围的省察的深入,以下观念愈发明晰:单
纯凭借对于意识的现象学反思,不能完全把握我们的历史性的生存结构和机制;要实现这个目的,应
该把现象学的直观描述方法和其他学科视角有效地结合起来.比如,利科的解释学方案,强调一种

在现象学方法之外的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研究的必要性,强调应该依据那些散落在世界上的符号,以
一种迂回的方式把握人的在世存在的结构.而在那些试图综合现象学与社会学启示的意愿中,萨特

情感理论的方法论欠缺就更为明显.根据吉登斯的观察,萨特的现象学实践,作为一种方法论个体

主义,首要关注的只是行动与意义,对于制约我们的生存实践的社会结构少有涉及,因而无法细致地

刻画我们的生存活动(包括情感活动)发生、开展的现实机制.与此同时,当下学界综合现象学与精神

分析、神经科学、历史文化研究以考察我们的情感生活的尝试,也都是修正这种方法论缺欠的努力.

５５１“人对自身情感的责任”的现象学前提———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核心承诺

①

②

③

JosephP．Fell,EmotionintheThoughtofSartr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５),２３８．
Merleau Ponty,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trans．byColinSmith(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２００２),５１３．
德里达和福柯都表达了对于主体意识哲学的抵触,他们也对“主体的自由”或“意识的自由”概念保持警惕.但是,德里达所

指出的“我对‘自由’这个词是不信任的因为这个词,往往包含对主体或意识(即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主义)过多的幻想的形而上

学假设,似乎这些主体和意识具有不依赖于冲动、计算、经济和机器的独立性”时,我倾向于认为,对萨特的自由学说的核心主张并不

构成挑战.相反,萨特之强调自由是“人总能够创造出某些用以塑造他的东西之外的东西”的主张,与德里达“自由是指超越一切机

器游戏,超越一切决定论机器游戏的‘过度’”(转引自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上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９页)的说

法,是相契合的.



于是,尽管我们可以用以下理由为萨特辩护:一方面,早期萨特的情感理论从属于论证其绝对自

由观念这一首要任务,因此,上述要求超越了早期萨特情感理论的核心目标与承诺.另一方面,虽然

萨特没有展开对制约我们的情感生活的要素的经验性考察,但其情感理论并不拒绝向这些考察敞

开.在«情绪理论纲要»中,他强调,“人的实在”的“实际性”使得我们在考察情感现象时“必须惯常地

诉诸于经验”①.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确切地规定我们在自身情感生活中的自由与责任,了解控

制我们自身情感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萨特已经提供的启示,而必须进一步考察情感活动

发生的结构性要素及其内在关联,考察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的再生产和变更的机制.
关于第一项任务,特纳等情感社会学家的工作尤其值得重视.至于第二项任务,福柯等引领的

文化哲学、各种试图包容解释社会学立场的社会学思想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启示.这些研

究,更为充分地考察“人的实在”的“实际性”或社会文化力量对其生存活动的制约,也具体地描述了

行动者超越这些制约的可能性和方式.比如,吉登斯在其“结构化”(stucturation)理论中,把我们的

行动或社会实践描述为包含对行动的自我监控、理性化及动机激发的一系列过程———它们受到各层

次的结构性制约,但结构性制约总是通过行动者的动机和理由发挥作用———并把这些“紧密渗入时

空的社会实践”确立为“同时建构主体和社会客体的根基”②,从而确立了一种从具体的社会实践出

发,分析社会规范再生产及变更机制的方法.可以看到,这样的立场,本质上与萨特在其主体意识哲

学形态下阐发的自由观念并无冲突,却又提供了分析我们与世界的超越性关联的再生产和变更机制

的手段.如果能够将它们结合进现象学对于情感的存在论规定之中,那么,“我们对于自身情感的责

任”问题,必然会获得更为系统、深入的探究.

[责任编辑　李　梅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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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artre,TheEmotions:OutlineofaTheory,trans．byBernardFrechtman(NewYork:CarolPublishingGroup,１９９３),

９４．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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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赵俪生先生

———写在赵俪生先生一百周年冥诞之际

李 华 瑞

摘　要:赵俪生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自始至

终都怀有执著的信仰,但又不是那种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式的教条主义信仰,而是在提高自身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信

仰从盲从中解脱出来,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立场和胸怀.赵先生先生运用阶级分析方

法研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社会底层人民的人文关怀和对家国情仇的巨大情感联系在一起.这也

应是赵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赵俪生先生虽然不专攻宋史,但他对宋代地方武力的研

究、对宋代社会发展的总体把握及其主流现象的认识,颇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关键词:赵俪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宋史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１．１２

一、记忆中的赵俪生先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从兰州各高校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大概无人不晓赵俪生先生.赵先生的道德

文章和传奇人生,总是成为历史系学生们重要的谈论议题.我知道赵先生是在１９７９年的春季,那是

赵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给兰州高校和科研单位史学界的师生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农
民起义与古史分期”.１９７８年冬季,赵先生分别出席了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会和在上

海召开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会.赵先生的报告就是围绕这两个会议的议题而展开,有关会议主题讨

论,赵先生专门撰文发表在省内杂志上① .而在报告会上所讲要比论文内容宽泛许多,特别是讲了会

议上的争论以及许多趣闻.
当时,我刚考进甘肃师大历史系不久,因为以前从未学习过历史,对于赵先生讲授的内容并不是

很能听得懂,但是当时我所在甘肃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课正好讲到秦末农民大起义,讲课的老师

潘策先生主张农民大起义后地主阶级实行反攻倒算政策的观点,由此知道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的

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形成了学术观点十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孙达人先生为代表,讲“反攻倒算”,受
到毛泽东的赞赏;一派以孙祚民先生为代表,讲“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遭到批判.尽管他们二人

观点对立、遭遇迥别,却都是赵先生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故而我对于赵俪生先生讲他的这两

位学生都在会下积极联络他,希望自己能支持他们各自的观点印象深刻.赵先生说,都是学生,手心

手背都是肉,支持一方,另一方肯定受伤害,因而每次面对学生都是笑而不语,任他们尽情发挥自己

的观点.

　

作者简介: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①　赵俪生:«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甘肃社会科学»１９７９年第１期.



　　这次报告会后,有许多人谈及赵俪生先生的传奇人生.赵先生１９５７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调至

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被补划为右派,剥夺了讲课和发表作品的权力.不久,兰州大学文科下马,赵先

生被并入甘肃师大历史系,随后被遣往甘肃师大设在河西走廊山丹县的农场接受“改造”.１９６０年,
饥饿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农场里人人饥肠辘辘,还得从事繁重的劳作.赵先生已极度虚弱,仍遭

受非人的虐待,九死一生.
得悉赵俪生先生的这段经历,一下子拉近了我与赵先生的情感距离.因为赵先生在山丹遭受饥

饿之时,只有两岁多的我也在山丹遭受同样的饥饿.我的父亲在５０年代中期从北京支援大西北来

到新组建的山丹矿务局(后改为山丹煤矿),而我就出生在山丹县平坡.１９６０年我家从平坡搬到山

丹煤矿留守处所在地前窑.前窑离县城约４公里,而山丹四坝农场在县城南面９公里,少年时的我

在每年七八月间都要到四坝农场捡拾麦穗和掘挖黄鼠储存粮的洞穴,也常到邻近的三十里铺滩上吃

西瓜,一角钱管吃足①.
据父辈讲述,１９５８年以后山丹县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１９５９年年底发生了严重的疫情,甚

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景象.从有关记载也可以印证当时山丹的灾疫很严重:１９６０年４月“全县不

断出现食物中毒和浮肿病人”,“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７日,县委向张掖地委上报灾情,初步统计全县共有各

种病人五千多人,最近两个月死亡２４６人.群众口粮每人每天只有６两,体质日益瘦弱”.“１９６１年

１月７日,县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包菜根、糜谷根、大豆叶、麦衣、
山药秧、葫芦秧、瓜秧、蓬科、碱柴子等)运动的几点意见»”②.由此可知,当时正常人的生命尚难以得

到保障,对于遭受政治“迫害”的赵先生九死一生的经历,就有了切肤的理解.
自１９７９年春季听过赵先生的讲座后,我自然开始关注赵先生的学术动向.赵先生自己曾说过,

有些名家告诉他在看期刊杂志时,只要有赵先生的大名总会留意翻看他的文章.名家如此,作为学

生的我喜欢读赵先生的文字那更是理所当然.其后多次听赵先生的学术讲座.赵先生口才极好,讲
座大气磅礴,据听过赵先生的学生回忆,赵先生讲课,条理清晰、剖析透彻、抑扬顿挫、妙语连珠,学生

皆大欢喜.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称:“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
则首推赵俪生.”我没有机缘听钱穆先生讲课,无从比较,但是自读大学以来,听过无数名家巨擘的学

术讲座和报告,就讲座氛围而言,赵先生的讲座和报告最富感染力则是名副其实的.
虽然多次听赵先生讲座,也多次在答辩会、讨论会上见过赵先生,但是近距离接触赵先生只有一

次.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内子水潞的大伯父水天同先生去世,当时我正好在兰州省亲,也参加了追悼会.
赵先生与水天同先生是好友,在追悼会上我向赵先生自我介绍说我是漆侠先生的博士生,赵先生诙

谐地说:“你的老师和你老师的老师邓广铭都是史学的正宗,我是野狐禅,旁门左道.”然后说到宋代

土地制度若干问题,说他很喜欢宋瓷,并对我说你的老师在宋瓷的研究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最后嘱

我代向漆侠师问好.后来我回到保定后向漆侠师提及见到赵俪生先生.漆侠师因此讲了一段往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有一家出版社编纂«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有人反对收入赵俪生先生,由于赵先

生在农战史研究上影响大,故出版社向时任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理事长漆侠师征询意见,漆侠师回

复说,赵先生的观点可以争议或不同意,但是赵先生是一位有很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则不能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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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山丹县农场,现今名称是甘肃省国营山丹农场.１９４７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山丹周围建了三个农场,其中之一建在

县城南面的四坝滩上.翌年,艾黎在四坝滩发现新石器遗址,后被考古界定为“四坝文化”.四坝农场于１９５８年收归国有,成立山丹

四坝农场,１９６７年以前归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兰字９２２部队).甘肃师范大学于１９５８年在山丹、甘南建有两座农场,
但“校史”讲述得太简略,语焉不详.从艾黎所建培黎学校与甘肃师范大学的交往历史而言,甘肃师范大学所建农场应是在已收归甘

肃省农业厅而隶属山丹县农业局管辖的山丹四坝农场内.赵先生被发配的山丹县农场当是山丹四坝农场.赵先生回忆山丹农场时

说设在山丹三十里铺,三十里铺现属陈户乡,距县城约十五公里,与位奇镇交接.四坝现属位奇镇,两地相距七八公里,赵先生在«山
丹医院杂咏六首之六»有“伶仃疲体觉丰满,抖擞归来垦滩田”,三十里铺大致也在四坝滩地上.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煤炭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甘肃省志»第三十一卷«煤炭工业志»,兰州:甘肃文化出

版社,１９９５年.



这次见面后,还曾有一次机会.２００２年９月,我回母校西北师大参加校庆一百周年活动,当时想

借机拜见赵先生.我知道业师陈守忠先生与赵先生交谊甚厚①,故请陈守忠先生引荐.但是我很惭

愧没有跟陈先生说清楚拜见时间,当天陈先生就给赵先生打了电话,据说那天赵先生曾在家里等了

一下午,可是我并没有去,而是第二天早上向陈先生询问是否已推荐过,陈先生说昨天就说过了,而
且赵先生也答应了,你怎么没去? 我说我是想今天早上去.陈先生说赵先生早上一般不见客.我听

了陈先生的话,对失去一次拜见赵先生的机会,感到很后悔也很自责.

２００７年赵先生逝世,后来读到葛金芳学长的纪念文章,当读到“１９４１年,先生的清华同学王瑶从

西安来乾州相访,当时先生因病从山西抗日前线回陕西养病,正在乾州中学教书.经过几昼夜的畅

谈,先生和王瑶一致认为,二人将来‘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
根本没有那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所谓‘进儒林传’在其现代意义上,无非是‘踏进学术

圈子,成为学林中人’的一种戏语”②,颇感震撼.金芳学长解释,进«儒林传»是为踏进学术圈,而我则

认为这个“戏语”很有深意.１９４１年赵先生年方２４岁就把未来的志向定在“立言”上,且以进入«儒林

传»为目标,这不能不说志存高远,要知道一部正史有几人能进入«儒林传»?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

视士人的时期,而３２０年合«道学»、«儒林»、«文苑»三传,进入«宋史»的也只有２２０余人.实际上古

往今来,有大成就的人往往立志高远,读赵先生的道德文章,总感到有一种使命感跃然纸上.由此来

看赵先生的传奇人生,怎能不结出丰硕的成果呢?

二、有关赵先生史学理论的几点认识

１．研究历史要有大视野

我在兰州读书工作时,有关“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或是“史论结合”,是史学界讨论的重要

议题.因而兰州大学赵俪生先生和某位先生关于理论和考据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争论乃至相互调

侃是当时传播甚广的趣闻轶事,我是倾向于赵先生主张的.
由于我从读大学到读博士再到工作,我的老师金宝祥、漆侠、宁可诸位先生都是颇重历史理论的

名家,陈守忠先生虽然不以理论见长,却很敬佩赵俪生先生.但是他们绝不是被有些人片面理解为

只重理论的“理论派”,而是在十分了解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强调理论在

治史过程中始终具有的高屋建瓴的驾驭作用.所以我十分赞赏赵俪生先生的认知:

　　史料,我不承认我不重视,考据我也不是不会做.不重视史料,我花了几十年精力去“追补”
二十四史、十三经干嘛? 但我一辈子不抠擞史料,不处理像某人之卒年究在本年之十二月抑在

次年之正月那样的问题.琐节问题,只有当它紧密地联系着大关节目问题时,不处理好它,大关

节目问题就解决不好时,那么,琐节问题就躲闪不开地需要处理一下.但乾嘉学派教给人的是,
把大关节目先撇在一边不管,从琐节开始到琐节收尾,这样的路子怎么能叫后人服膺呢?③

高昭一先生说:“历史资料是死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又都属于公众,不是某人某家所能专搜独

揽的,只有思维灵感那才是个人的专利,也是任何人或势力所不能代替或抹煞得了的.”④我想这是对

赵俪生先生注重历史大关节论断最好的诠释.
其实,我的老师漆侠先生亦有相类似的看法.我在«跟随漆侠师学宋史»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

漆侠师很尊重实证史学,也从不轻视材料.对那些只尚空谈而缺乏应有的实证研究的所谓理论家,
从来是轻蔑的.漆侠师博闻强记,对史料极下功夫,长期抄录卡片以致在右手中指上磨出两个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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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俪生:«‹河陇史地考述›序»,«赵俪生文集»第５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８３ ３８４页.
葛金芳:«先师赵俪生教授的思想风范与人格魅力»,«兰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赵俪生:«赵俪生史学论著自选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后记”第４２４页.
高昭一:«我对赵俪生的认识»,«博览群书»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



的茧子.漆侠师记卡片,多用活页笔记本纸记录一个奏章和一段史料,不只是选取自己需要的那句

话和段落,而是最大限度地把材料的整体所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尽力抄录下来,特别是典型材料更

是如此.所以,只要是漆侠师自己使用过的材料都非常的稔熟,如数家珍.漆侠师不仅熟读宋代文

献,而且对先秦诸子之书和前四史也是如数家珍,尤喜读«史记»和«三国志»,很多大段经典记事原

文,都背诵如流.但是漆侠师并不以熟读文献、考证史料为满足,漆侠师以为考证史料只要具有中资

天赋加上勤奋就可取得相当成绩,但是在错综复杂的材料中寻找出历史的规律或历史发展趋势,那
才是真正高水平的史家,但不是人人能够做到的.

我想对于材料与理论的关系,大关节与琐节的关系,赵俪生先生和漆侠师所见略同的英雄之见,
值得现今热衷细碎化研究者的重视.

２．对于阶级分析方法的人文理解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方法.赵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谈及史学研究方法,特别

强调了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学习,其中提到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是我个人平生受益最深的一本书,在这本里,马克思不仅获致了砸烂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和工农联盟这两个辉煌的无产阶级理论,并且把从老拿破仑到小拿破仑之间法国各阶级、各阶

层及其党派代表的物质利益、政治口号、以至思想感情,都做了极为精辟的分析.我们学历史

的,从方法论讲,最重要的是学习阶级分析法,而学习阶级分析法最好典范又是什么呢? 那就应

该推这本书了.①

我在这里引述赵俪生先生这段话,不在于刻意强调赵俪生先生学习阶级分析方法,而是要特别

指出赵先生对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解既有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面,更有自身对社会不平等现

实的巨大人文关切与之共鸣.古代中国不缺乏有良知的士人,在很多文史作品中鞭笞现实社会中不

平等的现象,对下层人民抱有极大同情,诸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的名句.我以为赵俪生

先生就是抱有社会良知的现代士人,譬如赵先生研究了顾炎武一辈子,但最后放弃了撰写«顾炎武评

传»的原因,即是不同的社会立场所致.他说:顾炎武“主张削弱中央集权,这是对的,明朝末年的中

央集权实在糟糕得很,应当削弱.但是,这个权力要归到地方上去,具体归谁呢? 他主张给缙绅.缙

绅就是地方官僚地主.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头就写了许多这种乡绅霸占妇女、抢占土地、杀人灭

口的事情.蒲松龄对这个问题脑子里是很清楚的,然而我们的顾炎武先生却要把政权交给他们,还
让他们培养接班人,搞世袭.这一点我思想上想不通.我认为这种思想是很反动的.可是我又不能

在书里把顾炎武说成是反动的,这两个字我不能用.怎么办呢? 只好不写了”②.
又譬如,赵先生热爱故土热爱家乡,但不是无缘无故无原则的爱,故乡也不是处处可爱,也会有

令人讨厌的地方.赵先生的“第二故乡在青岛,他的六年中学时代就是在青岛度过的.青岛是德国

和日本的殖民地.有些街道,如广西路,就纯是德国味的;有些街道,如市场三路,就纯是日本味的.
赵老对资本主义的‘声光电化’的科技进步并不感兴趣,而对它的贫富悬殊十分厌恶.他说:‘我每走

在山本路(后来叫中山路)就总是不愉快,这跟十余年后我每走在上海南京路就总是不愉快是同一种

感情,同一种心理.’”③

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赵先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对社会底层

人民的人文关怀和对家国情仇的巨大情感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应是赵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理

和情感基础.毋庸讳言,研究历史需要批判精神,阶级分析方法是最好的批判理论.我们的确要摒

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但是绝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批判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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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郑州大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汪受宽、邱锋:«赵俪生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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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制,批判不平等社会造成的诸多不合理现象,迄今仍有史鉴的作用.

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崇拜到客观理解

对于“自由主义者”概念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赞同秦晖先生的解释.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是对赵俪生先生最恰切的概括:“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

由主义者”①,实际上这也表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独立而自由的反思上.

　　过去我们跟着苏联老大哥走,任何事情都从阶级分析的认识出发.当然阶级是客观存在,
虽孝子慈孙不能泯没,阶级分析法也是非常好的.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也叫«路易波拿巴

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中,马克思为阶级分析法做了辉煌的范例.记得我在二十五六岁读到这

本书的英文版时,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在研究中也一直都使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
直到“四人帮”“史学”泛滥时,我发现出了毛病,就是这个阶级分析法被“四人帮”领到了一条错

误的路上,所以以后我们在使用阶级分析法时就谨慎了.我是说,阶级分析法是一个宝贝,一个

法宝,一支利剑,但是在用它的时候可要小心,用不好就会成为一支魔剑.后来我又买到了何兆

武先生的一本书叫«苇草集»,我把这部书全都读完了.我很喜欢他的文章,特别是读到他谈罗

素的那篇,感觉收获很大,引起了我的许多反思来.比如我在解放以后写的许多文章里头都有

这么一句话:“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才真正成为科学.”这个话到今天我还认为不错,但是

也不一定多么确凿.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把人的经济属性这一方面说得很好,从这点看它是科

学.但是关于人文这一方面他却说得较少,把人的能动性这一方面启发得不大,所以这不能不

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局限性吧.②

但还有另一种.一些做学问的人,在时代和地城的局限下,要总括人类的发展史,眼前现成

的资料就只能看到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日尔曼人的封建制,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布尔乔亚的资

本主义.顶多,再从英国在印度的杀人放火者的记录的夹缝中得知一点水利灌溉和专制主义.
中国有句老话,叫“就钱吃面”.我常常幻想,假如１９世纪初就有«史记»«汉书»«左传»等德文译

本或英文译本摆在马克思老人家面前的话,他会写出另外多么辉煌的大著来.他会写出多么更

全面的东方特征.③

我读了这两段自述,感触颇深,一是赵俪生先生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怀有执着的信仰,
但又不是那种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式的教条主义信仰,而是在提高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基

础上,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信仰从盲从中

解脱出来,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立场和胸怀.而与之相较,赵俪生先生比那些不

读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判马克思主义,那些不懂马克思主义敢于“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新派理论家

要高明不知多少倍.二是赵先生的表白道出了我久欲说的心声,尤其是对赵先生的第二段叙述的感

悟尤为一致.赵俪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结构的解析,对于今天不问青红皂白崇尚用西方社

会发展轨迹诠释中国历史文化的西方汉学和西方社科理论,无疑具有警示作用.

三、略谈赵俪生先生对宋史研究的三点认识

赵俪生先生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北朝历史、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西北地方史

以及历史人物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学界和赵俪生先生的高足都有很多定

评,笔者只是结合自己的专业,就赵先生在宋史研究方面的几个亮点谈谈自己的感受.赵先生在宋

史研究中着墨最多的,应是两宋土地问题.因在改革开放前后,土地问题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五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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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之一,赵先生的研究自然受到宋史学界的关注,譬如赵先生提出的“官田的私田化和官租的私

租化”、宋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等,就是宋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鉴于此,这里就不再赘言.
下面谈三个问题.

１．宋代地方武力研究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的宋代军政研究,多认为宋廷通过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措施,
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藩镇尾大不掉之弊,因而在“强干弱枝”体制下,地方武装力量不存.虽然自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宋史学界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并出版了如中国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的力作«南宋地

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东大图书公司２００２年版),但是对这一问题最先着鞭的

学者是赵俪生先生.赵先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发表的«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

分析»①,就对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与金交战的５ １０年间,两河民兵、山东“群盗”、所谓“军贼”、农民

起义军和地主武装等宋朝民间武力的发展、性质和影响,从当时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组织入手作了

较为全面的剖析,引起学界的关注.日本广岛大学寺地遵先生在该校学报刊文,称誉赵先生«靖康、
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一文,为同时日、美、澳探讨同一题目诸文章所不及②.近期我

见到黄宽重先生,提及赵先生这篇文章,黄先生依然认为:这是学界最早涉猎宋代民间武力的论文,
对他的研究也有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赵先生自己也把这篇文章作为代表作,«自选集»曾将其列为

首篇.
除了开启宋代地方武力研究之外,赵先生的许多论断对于今天的宋史研究也还有一定的意义,

譬如“宋兵之多,是由于有广大北兵民力的来源;宋兵之弱,是由于政策上始终带有惧兵防变的原则,
并且兵的成份中流民因素太重的缘故”.又如赵先生由文章主题论及对«水浒传»一书的研究,也表

现出赵先生的远见卓识:

　　我认为,单纯以“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的简单史料条文拿来与全部«水浒»文学遗产的

丰富内容相牵附,以求考证某事某人之有无,是不对头的;单纯以“建炎群盗”中某名某姓强与

«水浒传»中某名某姓相牵附,以考证其人其事之有无,也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以自宣和间宋

江、方腊以来,经建炎诸“群盗”,“军贼”,这整个社会动乱的大场景作为伟大文学遗产«水浒传»
的最原始的摹特儿.其中只是邵青、张荣、李逵、史斌诸事,其作为摹特儿的可能,较其他更为明

显而已.只有把«水浒»的原始场景摆到这样更广阔的基地上去考察、去进行科学研究,才不至

低估或歪曲了«水浒传»伟大的历史价值.③

不幸的是,“文革”至改革开放前,对于宋江、«水浒传»的研究,即如５０年代中期赵俪生先生所言,是
“不对头的”“也是不必要的”,然而万马齐喑,其不对头、不必要的研究甚嚣尘上.今天由此读来,不
免让人黯然伤神,也不能不钦佩赵先生的远见卓识.

２．对宋代社会发展的总体把握

对于宋代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在２０世纪国内外有很不相同的评价,在国外因世纪初日本学

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的开端”(后来被概括为“唐宋变革论”),在国际宋史学界产生

很大影响,日本和美欧学界对宋代历史有很高的评价和赞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和铁»
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在其早期要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赶上了西

亚,到了宋代,便超过了西亚而居于世界的最前列.”④美国的历史学家在日本汉学家的激发之下,开
始把宋代看做中国史上的真正具有型塑作用的时期之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思维各个方面都有广

２６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１９５６年第１１期.
汪受宽:«思晰渊微,门墙多杰———谨述赵俪生教授史学与教育成就»,«兰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赵俪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１９５６年第１１期.
[日]宫崎市定:«宋代的煤和铁»,«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张学锋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８３页.



泛发展的时期,这些发展大大有助于形成直到２０世纪的中国的面貌.
但是在国内,改革开放前相当长时间内,“积贫积弱”几乎成为论述宋朝历史特点的代名词.我

曾将当时的评价总结为四句话,宋朝是“政治上腐朽,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学术上反动”.可是,
还是在５０年代中期,赵俪生先生对宋朝的历史特点和地位即有不同的看法:

　　汉、唐、明的确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极辉煌的朝代,但这一点也只能在一种寻常的、而不是特

殊的对照意义之下,才是适当的.譬如说,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宋朝这个朝代在跟汉、唐、明对照

之下,其辉煌的程度有什么逊色.相反,从宋朝开始,手工业生产的整个水平和技术水平,显然

都提高了;商业的联络网,较前显著地普遍了;文化产品中的科学因素以及人性的初步觉醒程

度,也显明地区别于它以前的时代.①

虽然２０世纪前半期严复、王国维、陈寅恪、金毓黼等名家对于宋学乃至宋代文化有高度的赞誉,
但如前揭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的评价很低,钱穆先生甚至认为宋朝与汉唐明清相比在政治上是一个

最没有建树的朝代.由此来看赵先生却将宋朝比肩汉唐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与当时的主

流意见大不相同.而这种不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的最新宋史研究成果中得到验证.特别是赵

先生说宋代“文化产品中的科学因素以及人性的初步觉醒程度,也显明地区别于它以前的时代”,与
日美欧“唐宋变革论”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国内普遍接受这种看法要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后,赵先生的观点先行了近半个世纪.

３．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于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开始与国际上日美欧的研究同步.美

国学者在日本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下提出“经济革命说”,即在农业、水运、货币与信贷、交通、商业、科
学技术、市场结构及都市化等领域都发生了革命.而国内漆侠师提出宋代经济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

的两个马鞍形中居于最高峰.但是对于社会经济进步繁荣的主导力量的认识却存在分歧,大致以２１
世纪之交为分水岭,之前一般认为是国家和政府主导,而之后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倾向于市场经

济发展之使然.但毋庸置疑,后一种看法是被宋代商业市场繁荣的现象所遮蔽,没有透过现象看到

本质.在此重温一下赵俪生先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论述:

　　以两宋为例,专制主义不可谓不强化,军权和财权向中央集中的很厉害;但他们对土地私有

权凌驾、干预的劲头,却明显地减弱了.这恐怕是人们财产私有制进一步深化的反映.试看元

人所修«宋史»,在«食货志»中就直言无隐地写道,“大国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财”.这种话头,在

中古专制主义者们,岂肯说出口来?! 但在宋元,就直接了当说出来了.南宋高宗赵构对大臣们

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这种用商人的口吻,从经营、核

算的角度去谈论土地经济,宋以前很少见.元以后,譬如说,明初的洪武、永乐,专制主义又一度

高度强化以后,又绝不会这么地谈论了.可是,宋朝单单如此.北宋仁宗时,君臣们谈论出卖公

田的方式时,有大臣说,“鬻卖绝户田宅,乞如买扑坊场,罢实封投状.”这是说国家出卖公田,不

要用秘密投标形式,因为那种形式容易被权势之家钻空子,不如干脆学习自由市场上“叫桩”的

办法,当众拍板成交,更干净利落,且无流弊.试看封建国家出卖国有土地,竟尔采用拍卖行、交

易所的惯用形式,经济利益之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两宋已经表现的很充分了.他们已经懂得,
把政治利益绝对化是会损害经济利益的,所以他们转而从经营、核算、成本、利润等方面来抓具

体的经济利益,从经济利益中去体现“最大的政治”.②

赵俪生先生的这段精彩议论抓住了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

的相继瓦解,募兵制日渐代替征兵制,养活一支以流民为主的军队,使得养兵费用在国家财税收支上

３６１我心目中的赵俪生先生———写在赵俪生先生一百周年冥诞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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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通过五代十国到宋初的历史过程认识唐末农民大起义之更深远的社会意义»,«文史哲»１９５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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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到北宋中期养兵费用已达五千万贯之巨,占国家财税收入的７０％ ８０％,帝制

国家为了满足这笔巨大的军费开支,广开财路,将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如盐、茶、酒、矾、醋、矿冶、香
料等统统专卖经营.五代至宋初,政府主要靠严酷的法律禁榷,由各级官府直接经营,即最大限度地

控制生产、销售环节,但是官营成本高,效率低,国家只得向民众主要是商人开放销售(流通)领域,诸
如在经济领域广泛实行买扑招标制,并逐渐开放部分生产领域,这就使得宋代的商业市场、城市城镇

发展,呈现出与前代甚至与后代不同的面貌,从而造成空前的繁荣,但是政府始终牢牢把握着财政分

配的权力,因而国家是财利的最大攫取者.
虽然在开封、洛阳、杭州这样的大都市聚集了一批握有数万乃至数十万贯财富的富豪,但相对于

国家和皇室,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宋朝没有出现明清时期十大商帮那样的富甲一方的群体,就
在于国家始终掌控着财利的分配权和调控权,这就是赵俪生先生所言:“他们已经懂得,把政治利益

绝对化是会损害经济利益的,所以他们转而从经营、核算、成本、利润等方面来抓具体的经济利益,从
经济利益中去体现‘最大的政治’.”而这种状况亦如赵先生所言“中古专制主义者们”不能为,“明初

的洪武、永乐,专制主义又一度高度强化以后”也不可能为.赵先生虽然不以宋代历史为主攻方向,
但此段议论言简意赅地抓住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再一次表明了赵先生的远见卓识.

赵先生有关宋代社会经济主流现象议论的意义还在于,以往研究宋代国家经营经济主要是从抑

商的角度论证,商业市场的繁荣是客观造成的,而赵先生则从国家官府主动利用市场经营经济,从而

造成商业市场繁荣,这在方法论上是很有意义的,它打破了此前总把国家经营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

起来的传统模式,亦即中国古代的国家并不完全排斥商品经济,而是能够“从经营、核算、成本、利润

等方面来抓具体的经济利益”.赵先生三十多年前提出的议题,仍然是今天应当努力拓展的课题.

【附记】２０１７年９月９ １０日,兰州大学举办“纪念赵俪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逝世十周年学术研讨

会”.本文即为此次会议所作.

[责任编辑　范学辉]

４６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Abstracts

“HowtoConstruct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ConversationsbyWritingI)

ZhengYongnian,YangLijun,XuYong,YaoYang,andMaGuoqing
　 EditorsNote:Inthepastfortyyears,thedistinctivepathChinahasfollowedallowedittorisetothestatus

ofaworldpower．Chinesecharacteristics,suchasthestatesinstitutionalplanningandsocialstructure,hada

spillovereffect,invalidatingmanyconclusionsinsocialsciencesthathadpreviouslybeenassumed“universal,”

eventhoughtheywerebasedontheWestshistoricalexperience．Followingthishistoricalshift,theparadigms

andframeworksofferedby Westernsciencegraduallycametobeconsideredlesseffectivewhenitcameto

interpretingtheChineseexperience．Chines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slowlyturnedtowardvaluingChinas

realitiesandidiosyncrasies．Sincethen,the“realChina”hasbeenrediscovered,andnewtheoreticalmodels

basedonscientificprincipleshavebeenelaboratedtobetterreflectChineserealities．Furthermore,scholarshave

alsorecognizedChinasurgentneedforanideological,scientific,andculturaldiscursivepowerandsoftpower

thatwouldmatch,onaglobalscale,itseconomicstatus．Onthataccount,JournalofLiterature,History,

andPhilosophyhostedaconferencewiththethemeof“HowtoConstruct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with

ChinessCharacteristics”inJune２０１８,andthegroupofconversationsbywritinglaunchedinthecurrentissue

arepartoftheachievementsoftheconference．

ADiscussionoftheWeakFreeDevelopmentModelofScholar,Farmer,Artisan,andMerchant

　 intheMiddleandLateImperialTimes LiZhian

　 AsoneofthepolicymodelsofimperialChinagoverningpeopleandadministeringlandlordeconomy,the

weakfree developmentofscholar,farmer,artisan and merchantstarted with “exchanging goodsand

accumulatingwealth”intheStateofQiintheWarringStatesperiod,andfinallyformedintheperiodfromlate

TangtotheNorthernandSouthernSongdynasties．Thispolicywasmainlyimplementedinmosttimesfromlate

TangtotheQingdynasty,andlateTangtotheNorthernandSouthernSongdynastiesisthemosttypical

period:the“TwoＧtaxlaw”madetheway,andnotrestrainingmergeactedasthebasicguide,whichisactually
theachievementsandfinalvictoryofthe“TangＧSongTransition”ongoverningpeopleandsocialstructure．The

essenceofthemodelliesinthatincorporatingbothadministrativemeansandeconomicmeans,changingidentity
controltoregulation mainlyonfinance,nograntingland,norestraintofmerge,corveeandconscription

disappearedbasically,andencouragingtolayequalstressonagricultureandcommerceaswellaspeople

acquiringwealth．Thefourpeoplegained morefreedom,andidentitydistinctionsaswellascorresponding
controlsnomoreexisted,soscholarsandrichpeopleconstructedtwodominateforcesonpoliticsandeconomy．

ThismodellargelyeliminatedthedisadvantagesofchangingableＧbodiedmeninto“nationalserfs”byheavytaxes

andcorvees,andofexcessivecontrolofeconomyandjeopardizingthemotivepowerofprivateeconomy．It

searchedoutamorerationalwayforthemodelofregisteringpeopleforfarmingandwarfare,improvedpeoples

relationshipsofdependence,andsuitedthedevelopmenttendencyoflandlordeconomy,handicraftindustry,and

commerce,whichwasbeneficialtoproductivitygrowthandburgeonofneweconomicfactors．Meanwhile,the

fouraspects (paramontownershipofimperialpower,periodiccrisisofland merge,“commercializationof

power,”andcollusionbetweengovernmentofficialsandbusinessmen)stillfollowedtheoldsystemofregistering

peopleforfarmingandwarfare．Soitismorethancertainadaptationundernewhistorical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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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oftheDead”,or“PoliticsoftheLiving”:

　 ThePoliticalSignificanceofPosthumousTitlesinTraditionalChina YuKeping
　 Shifa (principlesofconferringposthumoustitles)isoneofthelongestＧrunninginstitutionsinChinese

history,andoneofthebasicinstitutionaldesignsoftraditionalChineseofficialism．Thedirectpurposeof

developingtheshifasystemwasto“exhortgoodandpunishwrongdoing,”incentivizingpeopletobeloyalto

theirlordandlovetheircountrytoearntheirplaceinhistory．Butfromtheperspectiveofpoliticalscience,the

mainfunctionoftheshifasystemwastostrengthenhierarchyandprivilege,tomanufacturepoliticallegitimacy
andtosteerpoliticalappraisals．Fundamentally,itworkedtoservethedespoticruleoftheprivilegedclass,of

whichtheemperorwasmostrepresentative．Shifameantcallingjudgmentonlyafterdeath,butthereisnota

singleelementofthis“politicsofthedead”thatdidnotreflectarealＧlifepoliticalneedorthepowerstrugglesof

theliving．Inreality,itwasa“politicsoftheliving．”AsanimportantandlongＧprevailingpartofChinese

traditionalculture,todayshifacontinuestohaveacertainkindoflatentinfluenceonsociety．Atanewmoment

inhistory,rootingoutthenegativeeffectoftheshifasysteminstrengtheninghierarchicalprivilege,andgiving

genuineplaytoitspositiveroleinpromotingvirtueandpunishingvice,remainsanimportanttaskforustoday．

BetweenMonarchicalPowerandEcclesiasticalPower:

　 AStudyofthePoliticalTheoriesandSystemofEuropeanEcclesiasticalScholars

　 inLateMedievalPeriod GuLuanzhai

　 Inlatemedievalperiod,ecclesiasticalscholarsacceptedthethoughtlegacyoftheclassicalandearlymedieval

period．Basedontheinterpretationandinnovationofthelegacy,theyputforwardaseriesofpoliticaltheories．

Thesetheoriesbeganwithtreasuringlife,tooknaturallawandnaturalrightsasthestartingpoint,grounded

argumentsonthebasicrightsofhumanbeingasindividuals,deducedtwocoＧexistingtopsofpowerthroughthe

trackof“consent”or“commonconsent”andformedacompletelogicalsystem．Theyexertedrestrictionsand

constraintsonmonarchicalpowerandecclesiasticalpowerinpractice．Conciliarism,whichwastheproductof

thesepoliticaltheories,restrictedtheconcentrationofecclesiasticalpowerandpreventedtheformationofpope

autocracy．However,thetraditionalacademicresearchaboutthenatureofconciliarismandpopeautocracylacks

objectivebasisandisnotfairenough．Thepoliticaltheoriesofecclesiasticalscholarsnotonlyhadadirectimpact

onpoliticalpracticethenandthere,butalsohadanimportantinfluenceonlatergreathistoricalevents,for

instance,EnglishRevolution,theEnlightenmentinEuropeandAmerica,FrenchRevolution,AmericanWarof

Independenceetc．,especiallyonearlymodernandmodernpoliticalsystemsinEuropeandAmerica．

TheTheoryofLevelsinLiteratureSystem:

　 WithaDiscussionoftheEstablishmentandDefectoftheProposition“SystemandLiterature” RaoLongsun

　 Aftertheacademicaccumulationinoverthreedecades,thestudiesofliteraturesystem hasreached

considerablescopeanddepth,andgainedremarkableachievements．Yettherestillexistproblems,mainlyshow

as:theacademicorientationisnotclearenough;thetheoryoflevelsinliteraturesystem hasnotbeen

established,anddifferentlevelshavenotbeenconnectedasanorganicwhole;relevantstudiesarelargely
comprisedofcaseandsectionalizedstudy,whileoverallorcomprehensiveresearchisinsufficient．Rational

studiesofliteraturesystem mustfirstrespecttheprescriptionofliterature,andthenestablishthetheoryof

levelsinliteraturesystemcontainingtheouter,middle,andinnerlevels,whichfinallyaimsatholisticresearch

ofliteraturesystem．Tobespecific,futurestudiesofChineseliteraturesystemshouldhandlethefollowingfive

couplesofrelation:passivityandselfＧgeneration,boundaryandselfＧsufficiency,founctionandselfＧnature,

responseandselfＧadaptation,aswellasvariationandselfＧac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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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raditionof“PoeticHistory”andthe“VarietyofMusicBureau”Movement

　 intheLateMingandEarlyQingPeriod YeYe

　 StartingwithWangShizhenssuitepoemsof“VarietyofYuefu,”thereonceroseacreationtrendinpoetic

circlecharacterizedbythestyleofnewyuefu,thepurposeofsatirizingcurrentmatters,andtheoretical

guidelineof“poetichistory”fromthelaterJiajingreigntotheearlyKangxireign．Thismovementadvocatedthe

newyuefucreationswrotebyDuFuandotherTangpoets,yetdifferedfromtheTangyuefuforthepoets

independentandtargetedconsciousnessof“poetichistory,”whichformedarealisticreflectionofthegreat

changesinlate Mingandthechangeofregimebetweenthe Mingand Qingdynasties．Meanwhile,this

significantliterarypheonomenonprovidesanew approachforunderstandingthepoeticoriginand modern

traditionoftheMeicunstyle．

FromaJobTitletoanOfficialPost(PartOne):

　 ACaseStudyoftheEditorfromHantothe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 LiuXiao

　 IntheWesternHandynasty,“EditingClerk”wasonlyajobtitlewhosedutywasheldbyotherofficials

concurrently．The “Editor”intheEastern Han wasanidiom combinedby “EditingClerk”and “Court

Gentlemen”,withthelatterasitsessence,whichmeansacceptthedutyofcollatingbookswithstatusasCourt

Gentlemen．TheAssistantinthePalaceLibrarysetintheWeiＧJinperiodwasoriginallytheofficialcollating

booksreplacingtheEditor,yetdissimilatedtoainitatingpostofpowerfulfamiliesduetothesystem of

hereditaryaristocracywhodidnotdoanyjob．Insuchcases,theSoutherndynastycontinuedtofollowtheway

ofotherofficialsholdingtheduty,whiletheNortherndynastyincreased“Editor”undertheAssistantinthe

PalaceLibrary．TheEditingClerkandEditor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ifferfromthelater“Assistantin

thePalaceLibrary”．Theformerareexpertdealingwithspecializedwork,andthelattermightonlyworkon

simpletextＧproofing．ThecasestudyoftheEditingClerkevolvingintoanofficialpostfromajobtitlemight

benefitforunderstandingsomeproblemsintheformationofbureaucracybetter．

TheCategoriesof“FireandWater”andChineseCivilization GaoChengyuan

　 Thepairofcategories“fireandwater”istheaxisofChinesecivilization．Inthechapter“Commentaryonthe

Relationshipofthe Hexagrams”ofTheBookofChanges,whatiscalled “peopleusingeveryday without

knowingtheTaowithin”canbedemonstratedas“fireandwater．”OnephilosopheroftheMingdynastyonce

saidthat“thesecretofnaturejustliesinfireandwater．”BecauseoffrequentfloodsanddroughtsontheYellow

Land,aswellasthepracticeforcookingmilletfood,theHuaxiaancestorsheldanuniqueunderstandingofthe

interactionbetweenfireandwater,andthenformedtheideaof“harmony,”whichalsoformedtheoriginofthe
“unificationbetweenHeavenandMan．”Theideaof“interdependencebetweenfireandwater”canberegarded

asChinasscientifictheory,andtheWesthasnotreachedthecognitionontheiceＧcoalcorrespondence．The

speicfictwoＧlevelstructureofyinＧyang andfireＧwaterinChinesecultureliesingeneralizedphilosophyand

science,whichcanjustactascomplementationtotheWesternidea．

ZhuangziandtheArtisticTruth ZhengKai

　 Asaphilosopher,Zhuangzihasatypicalcharacterofpoetandartistandhasathoroughunderstandingofthe

tasteoftheesthetic,theartistictruth,andthefreecreation．Through meditatingthenonＧbeing,the

unpredictableactivityofartisticcreating,andthespiritualstatusofpassingawaywiththeobjects(wuhua)．

７６１Abstracts



Zhuangzicomesintocontactoftheessentialrelationshipbetweenthephilosophicalthinkingandtheartistic

truth,whichcoincideswiththelawofestheticexperienceandartisticcreatingbothancientandmodern．The

artistictruthrevealedinZhuangzireallyconstitutesthelivingsourceoftheartisticspiritofChina．

DispositionTheorybytheConfucianistZisiSchoolandLegalThoughts MaTeng
　 KnownasoneoftheholymeninConfucianism,ZisiinheritedConfuciusthinkingandinspiredMencius,and

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ConfucianisminthepreＧQinperiod．Withexistingdocumentsand

ConfucianbambooscripturesexcavatedinGuodian,wecanseeZisinotonlycarriedforwardConfucianmoral

teaching,butalsowasaninspirationsourcefortheLegalSchoolintheWarringStatesPeriod．Accordingtothe

ZisiSchool,favoringinterestandavoidingharmisahumannatureuponwhichsocialdisciplinesandevenruling

systemarebased,andthatprovidesaclueforthepoliticalandlegaldiscourseparadigmduringtheWarring

StatesPeriod．Centeredondispositiontheory,theZisiSchoolplacedtheirpoliticalidealbetweentraditionalidea

ofrulingandrealisticutilitarianism,henceitsinclusivenessofdifferentsocialdisciplines．Itupholdsthe

fundamentalsignificanceofmoralitywhileadvocatingrulingbylawsandthatrewarding,punishing,postand

wagepromotionshallbeexercised．AsatransitionalConfucianschoolbetweenConfuciusandMencius,theZisi

Schoolshednewlightonthethinkingofdisposition,discriminationbetweenren(benevolence)andli(interest),

choicebetweenli(rites)andfa(laws),andcoordinationbetweenpunishmentandreward．Itmayalsoinspire

andactuallyechoeslaterFaSchool,thusitsuggeststhepossibilityoffusionbetweenConfucianismandthe

LegalSchoolinthepreＧQinperiodandalaterthinkingfeaturingincorporationofthetwothoughts．

ThePhenomenologicalPremisesofthe“ResponsibilityofOnesOwnAffectivity” XuFachao

　 Dualismofhumanexistenceprofoundlyaffectstheunderstandingofouremotionallife,somuchthatits

characteristicsofpassivityareemphasizedbymosttheoriesofemotion,promisingusgivingup(atleastinpart)

theresponsibilityofonesownaffectivity．Instead,dependingonthephenomenologicaltradition,Sartremade

cleartheinherentcontradictionsandfoundationofthistendency,advocatingthefreedomandresponsibilityin

onesownaffectivity,whichcorrespondstohisconsistentthemeofdemonstratingtheabsolutefreedom of

humanbeingandhiscorecommitmentofhistheoryofaffectivity．Undersuchcommitment,Sartrestheoryof

affectivity,notonlycontributestothesolutionoffreewillＧdeterminismdebate,butalsoprovidesopportunities

fortheconversationwiththeaffectivescienceinＧdepth．

Mr．ZhaoLishenginMyMind:Writingforthe１００thAnniversaryofHisBirthday LiHuarui

　 Asanoutstanding Marxisthistorian,Mr．ZhaoLishengholdspersistentbutnotdoctrinairebeliefin

Marxismthroughouthislife．Onthebasisofimprovingawarenessof Marxisttheories,hedeepenshis

understandingofMarxisttheoriesandrestoringtheknowledgestructureofMarxisttheoriestofreehimselfof

bigotry,whichreflectsthestandandmindofarealMarxist．Zhaoappliesthemethodologyofclassanalysisin

historicalstudies,whichislargelyrelatedtohishumanisticcareofthesufferingpeopleaswellasgreatemotion

forhishomecountry．Thatshouldbethepsychologicalandemotionalfoundationofhisbeliefin Marxism．

AlthoughhedoesnotspecializeinthestudiesoftheSongdynasty,Mr．Zhaoownsinsightfulandprofound

understandingofthelocalforceinthisperiod,andeventheoverallconditionandmainstreamphenomenoninthe

socialdevelopmentintheSo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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