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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制抑或民主制?
———“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刘 京 希

摘　要:新近一个时期,因应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

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化合反应,重又走向

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接受时代的检视、省察和创造性转换.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

了逆变,英美民粹主义思潮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

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风生水起.贤能政治与民主

政治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贝淡宁的贤能政治

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历史与思想文化基础,它是西方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

家政治文化资源的奇妙杂糅.这一理论主张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既不能周延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也

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难题,更无力提供

根本性制度安排,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本质上隶于总体性权力架构的贤能政

治,其未来命运究当如何,取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关键词:贤能政治;儒学;道德精英主义;社群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贝淡宁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为目标的社会现代化实践进程,在逐步接近既定目标的

同时,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领域的结构性失衡,不期遭遇发展瓶颈.因此,国际社会对于

“中国道路”的观察和判断,一时间毁誉不一.在此背景下,“中国道路”亟需本源性文化资源的理念

支撑,以求得新的结构性平衡;同时,作为对“中国道路”的呼应,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

的提出和阐发,也依赖本土固有思想资源的价值支持,以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作出我们独特的贡

献.于是,基于社会发展“再平衡”的理念资源的发掘欲求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

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

跨时空交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进而与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理念发生

激烈碰撞.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

一定程度的逆变,英美民粹主义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

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思想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甚而至于,传统儒学思想成为了映

照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烛光.
只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与在西方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

主义展开全方位的深度对话,以检视其时代性成色.“儒学能否获得世界性地位,成为国际思想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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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之一,看来只能取决于它与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深度对话的成效”①.而贤能政治与民

主政治的比较,已经渐成学术市场对话的焦点.这场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的思想资

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实在是因时而生.
立足于此一思想文化背景,２０１７年季春时节,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文史哲»杂志

人文高端论坛”之六———“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学术研讨会,期冀为

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提供思想平台.会议的主要论题包括:一、中国贤能政

治传统的历史生成与价值重估;二、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理论比较;三、贤能政治是否可以作为衡

量现代政治的标准,其在现代社会的正当性和可行性;四、在现时代,可否构建起民主政治和贤能政

治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模式.此一论坛更加引人注目的地方,不仅在于论题本身强烈的时代性、
聚焦性和视觉冲击力,更在于“贤能政治”理论主张的倡导者、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先生躬自

莅临,使得研讨与论争更加具有现场感和针对性.
本述评的展开,即以此次论坛的相关研讨为中心,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力图以之为切入点和立足

点,放开视界,对学术市场近期发生的有关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对话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总括与

评论,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个有关贤能政治论争及其思想背景的全景式扫描.

一、贝淡宁:“贤能政治”的推崇者及其思想逻辑

改革开放以迄２１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好奇,人
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试图一探其背后的根由,中国政治治理模式因之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与之相

映成趣,缘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欧美政治发展近期突发异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西
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正当性遭遇空前危机.

当此关节,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宁所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英文版于２０１５年出版,中文版也迅即于２０１６年面世.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根据广泛认同的善治

标准,选举民主不一定比政治尚贤制的表现更好;由传统政治文化而来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民主制

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能够有效地规避西方的一人一票式民主选举制的缺陷.此论一出,在
学界引起了极大争议.显然,贤能政治在传统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结论.
加之中国自改革开放伊始,着力于把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②拉回来,片面注目于生产力的发

展和经济总量的膨胀,相对忽视了以公平正义为法则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调整,随后逐渐显露出的

社会阶层差距的日益极化以及权力腐败的多发,无疑给中国政治治理模式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

贝淡宁的政治尚贤制主张遭遇大面积质疑的现实性因由.
那么,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潜含怎样的思想逻辑,以致引发如此大面

积的关注和论争,并因此在沉寂已久的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出现“贝淡宁现象”?
按照贝淡宁先生的理解,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

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

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③.故而,“贤能政治”的含义是设计一种政治

制度,挑选能力超过社会全体民众的平均水平的政治领袖作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决断④.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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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儒学复兴:必须与自由主义对话»,«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０日.
“崩溃边缘说”最早见于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从一

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
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加]贝淡宁:«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是个好东西»,«儒家邮报»第１８７期(２０１２年９月).



说,贤能政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政治领袖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二是设计用来选拔这种

领袖的机制.接下来,贝淡宁先生所给定的贤能政治设计的具体制度机制或者模式是怎样的呢?
(１)在选民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２)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水

平模式;(３)将中央政府层面上尚贤和地方层面上民主结合起来的垂直模式.
当然,对于贝淡宁先生的贤能政治主张而言,这三种尚贤模式并非共时性存在,而是一个经历了

否定之否定的、前后相继的探索比较和确立过程.比较三种尚贤模式,在贝淡宁先生看来,第一种具

备哲学优势,但政治上行不通;第二种虽然曾为其所坚定捍卫二十年,但这个模式与中国当前的政治

现实相距过于遥远;比较而言,第三种模式更具现实可行性.而第三种模式的关键部分,不在于地方

层面的民主,而在于中央政府层面的尚贤.选贤任能选拔出来的领袖需要作出考虑相关各方长远利

益的决策,包括子孙后代和外国人的利益①,关涉全局,因而这是贤能政治的根本所在.
为什么应该在下层实行民主,而中央政府层面尚贤? 在贝淡宁看来,因为下层都是规模比较小

的社群,比如一个村、一个街道等等,老百姓可以完全感知到一个领导的能力及其道德素养.但如果

是高层领导人,老百姓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能力和道德,所以需要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选拔领导.问

题主要是中间层应该怎么选举.中国那么大,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问题,所以也要考虑用不同

的方法,因此需要进行试验.通过试点,寻求适宜的方式方法,然后推广开来.
如此,就必然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孰优孰劣? 俞可平曾经写过

一本书,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②,它是实现善治与政治正义的出发点.贝淡宁则认为,比起存在“多
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和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③的选举民主,“贤能政治是个好

东西”④,它能够选拔出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领袖,并使其有权在影响政治共同体的广泛议题

上作出决策.即是说,按照贝淡宁先生的思想逻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独特政治文化的大国而

言,在选举民主制之外还有道德上可取和政治上可行的其他选择,它能够帮助纠正选举民主制的重

大缺陷.“民主和贤能政治不一定有冲突,唯一的冲突是,不可以用一人一票的制度来选拔高层领

导.如果用一人一票的制度选择高层领导的话,可能会破坏贤能政治的优点.”⑤在贝淡宁先生看来,
以选举民主为标志的民主政治已经深陷“多数派暴政、少数派暴政、选民共同体暴政和竞争性个人主

义者暴政”四大困境而不能自拔,因此,贤能政治主张的提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基于民主政治实践

在西方的失败,和贤能政治实践在中国的久远的历史传统.贤能政治的“温和的”理论目标,是将一

人一票形式的选举理想“拉下神坛”.因为,按照广泛认可的好政府的标准来衡量,选举民主不一定

比政治尚贤制表现更好.
贤能政治主张不乏支持者和认同者.比如张维为早就对两种政治模式即“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

式”和“迷信选票的模式”作出了比较,认为在二者的竞争之中,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因

为,“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

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保底的‘下下策’(保证应该离开领导岗位的人离开)的结合,这是超越西方那

种只有‘下下策’的制度安排的”⑥.再比如白彤东试图按照孟子的想法,讨论建构一个儒家理想政体

的方案,以便更好地解决民主的问题.他将这个理想政体称为“孔氏中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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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宋冰审校,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５４页.
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９页.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１３５页.
贝淡宁在«文史哲»杂志第六次人文高端论坛“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上的主旨发言.
张维为:«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求是»２０１２年第２３期.
白彤东:«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文史哲»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但是,如何解决这一制度设计一直以来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缺陷———它既不能自足自

洽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亦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

度性监督与制约也即对于权力的限制这一根本性难题,对于贤能政治主张者来说,确乎是一个始终

如影随形地存在的重大困扰.
总括起来,按照贝淡宁先生的思想逻辑或者理路,一方面,贤能政治作为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的

政治文化与实践模式,经过时代性改良,赋予其时代性内涵,完全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反动,以规避

民主制的弊端,为人类政治实践探寻出一条新路.另一方面,贤能政治自身所天生带有的一些制度

性弊端,尤其是高层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即政治(程序)合法性问题,依靠贤能政治理论自身,无法给出

自洽而完满的解答.因此,需要借力于民主政治的“钥匙”.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任何理论皆非纯而

又纯,无不需要其他理论资源的支持.问题是,这对于一心一意要把民主政治“拉下神坛”的贝淡宁

先生来说,似乎有些情非所愿,甚至自相矛盾.“为使‘贤能政治’体制更具民主的合法性,也许有必

要就此展开一场全民公投.这样一来,对‘贤能政治’的批评声音会被民众而非政府所止息,而原本

用于稳固这一系统的审查与武力压制,也会失去用武之地.”①正如黄玉顺先生所尖锐指出的:贝淡宁

居然异想天开地设计了一种“反对选举民主的公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高层尚贤制的合法性问

题,自以为“选票将为确保政治尚贤制的长久存在提供充足的民主合法性”②.且不说这种全民公决

是否会被接受,吊诡的是,贝淡宁所寻求的最终倚赖还是民主制,以此为“尚贤制”提供根本保障③.

二、儒家理想和追求:贤能政治的历史基础

那么,贝淡宁贤能政治主张的思想资源或历史基础由何而来呢? 显然,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一
书所给予我们强烈的思想冲击,主要并非来自其尚贤制的政治主张,而是该主张背后所充斥的浓郁

的儒家思想和理想追求.
身为政治学者的贝淡宁,并非是一位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者.贝淡宁于１９９１年毕业于牛津大学

哲学系,毕业论文以柏拉图风格的对话体写就,题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翌后,在新加坡国立大

学任教期间,主要也是讲授社群主义.１９９６年,贝淡宁任香港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即将回归中国的

香港,无疑为其提供了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机会,而且他也开始接触到儒家学说,并以文化比较为视角

观察中西政治现象.而清华大学发出的任职邀请,给了贝淡宁深入中国内地,近距离研究儒学的大

好时机④.可以说,正是儒家思想给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提供了历史资源.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政

治制度,在他的认知里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可遇不可求的是,中国现实政治实践恰好又为其提

供了零距离观察贤能政治的绝好模板.当然,同时也为他揭橥与申明其贤能政治理想及相应的理论

主张,提供了活生生的依据.
可以这样认为,在接触儒家学说之前,贝淡宁是一个带有社群主义取向的精英主义者.显然,其

贤能政治的理论主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作出此种推测所需要的足够的思想资源.比如,贝淡宁十

分欣赏古希腊先哲柏拉图的“哲学王”式治国主张.“在柏拉图看来,‘多数’统治意味着头脑简单的

公民很容易被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动情的论述所左右,造成不公平的后果,比如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

死亡判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为少数道德专家统治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正如一艘大船应该由训

练有素的能干的水手掌舵一样,政治共同体的领导人也应该是哲学上受过训练的人,他知道如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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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MarcoDelCorona:«贝淡宁:在一个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魅力何在?»,刘旭爽译,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
cn/BeiDanNing/２０１５_０７_２１_３２７５１０．shtml.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１５６ １５９页.
黄玉顺:«“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第一个在中央党校开讲座的外国学者”贝淡宁:我不是“洋五毛”»,«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



公正的方式管理国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因为大部分人追求的是功利而非善良,
公民应该是指那些有美德和能力的人;因此,公民身份应该仅限于那些拥有足够自由时间来寻求良

好生活的精英.”①而贝淡宁带有社群主义取向的精英主义价值观,恰好又与儒家政治思想有着天然

的内在耦合性,可谓同气相投.这为其迅速靠拢儒家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通道.正如李明辉先

生所指出:“传统儒学在伦理学的基础与自我观方面与自由主义有可以接榫之处,而在个人与群体的

关系及对传统的态度方面又与社群主义同调.儒家‘内在超越’的思想特色为自由主义与社群

主义之争论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化解之道.”②虽然,在贝淡宁看来,很多思考是立足于传统,“从中国历

史文化中来的,而不是从西方来的”③.
当然,即使是西方文化,也非自由主义一家独大.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同样是西方文化的多元

组成部分.只是,社群主义来源于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或纠偏.社群主义者认为,理解人类行为的唯

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换言之,分析个人首先必须分

析其所在的社群与社群关系.同时,社群主义者断言:作为公平的正义不可能对善具有优先性;反
之,善应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④.需要予以明晰的是,此种把个人置于群体与集体之中、把善置于崇

高地位的社群主义政治理念,皆是以民主自由为一般前提,强调社群利益,但并不因此湮没个体自

由.所以它并非儒家思想的同道,而是带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至善”思想的基因,不过它在某些方

面,确实又与儒家思想“意外”会通.
与社群主义相比较,儒家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从来不看重和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个体的

权利及自由;相反,它总是以血缘伦理为纽带、以家庭和扩大化的家庭———家族为架构,进而把这种

亲情伦理放大、延展至族群与国家,最终把整个“天下”捏合为一个扩展开的“大家庭”⑤.在此大家庭

之中,不同层级的共同体的意志统摄所有个体的意志与行为,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在共

同体内部,“每一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是根据他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地位和等级而被规定的,在共

同体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每个人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共同体把人固定在皇帝、达官、
贵人、布衣、君子、小人等等级上,把人限制在父子、兄弟、君臣、夫妇等角色上,除了每一个人在共同

体中需要扮演的‘角色’和‘身份’之外,他就没有其他的生活内容证明其‘存在’.他在人身上依

附他人,按照‘共同体’所要求的‘人伦’,根据自身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地位来求得自己的生存,他既没

有属于个人的天地,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生活,个人作为主体的维度被禁锢,得不到自由的发展”⑥.因

此,在共同体意志面前,个体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权利即被消弭于无形.
«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本质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崇

尚等级统治的“官场教育学”,讲求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为政以德,德行互补.就传统政治儒学而

言,它所倡导的,即是贤能政治.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即是此种愚

民政治文化的典型说教,其目的在于“治人”而不是“使人知”.此种政治文化,以精英主义为其内核,
以等级控制为其架构,灌输的是“全员官本位”意识.因而,它在本质上相异于开启与发扬民智,尤其

是以个体权利为本的现代民主政治.它不是千方百计地开发社会个体的自主自立之心,使其成为可

谓之“人”者,而是通过“官本位”教育,刻意固化百姓的人身依附之心.久而久之,所营造出的是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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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１０页.
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１页.
宋晨希采写:«学者贝淡宁:“贤能政治”并不能为中国“辩护”»,搜狐文化,http://www．sohu．com/a/１１５３２９６５５_４５８１９１．
俞可平:«社群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１页.
与之相反,古希腊文明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社会维系与组织方式,在抢占海外市场的殖民活动中,遭

受断裂,被人为建构的城邦政治与法治体系所取代,走出一条与东方社会完全不同的、“主权在民”的政治文明演进之路.参见陈炎:
«文明与文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９ ７０页;邓晓芒:«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贺来:«“陌生人”的位置———对“利他精神”的哲学前提性反思»,«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阿谀有余、独立自由无存的社会心理结构,造成国民个体独立思考与决断能力的严重匮乏.站在今

人的角度看,儒家政治文化所欲塑造的,乃“唯上是听”的仆从,而非拥有主体人格的公民.即使是孔

子本人,作为一位“国师”,其入朝廷大门尚且惴惴然恐不当上意:“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

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国人惯常

自夸“具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每当听闻此种说法,窃常有汗颜之感、忧戚之心.我们

当然可以把这种国民性格视作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反过来看,内中是否有逆来顺受、低眉

顺眼、安分守己的奴性成分? 如黄仁宇所形容,国人“懒惰而无气息”①;更如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猛

烈批判: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马虎作风、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梁漱溟先生

认为此等“忍耐”之国民性,乃是国人从大家庭生活中学来.在笔者看来并不尽然,大家庭生活固为

一源,以儒家思想为渊薮的政治制度对于人性的长久压制与戕害,恐怕是更为根本的制度性原由.
此等祈求“明主”与威权的国民性格,历经数千年儒家等级思想之灌输,早已沉淀为国民的基因性深

层心理结构,而这种普遍性国民心理结构,又恰好为专制统治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所以说,近现代

以来思想界对于传统专制体制的批判,首先是从解除儒家等级制思想桎梏、瓦解“群氓”式国民性土

壤、塑造主体性公民人格开始的.
回过头来看,贝淡宁是一个深受儒家价值观影响的学者.２０１２年７月,他和儒家学者蒋庆联合

在«纽约时报»发表«儒家宪政宣言»,引发广泛关注.在“儒家宪政宣言”中,贝、蒋二人提出,民主在

实践当中也有缺陷.他们提出另外一种模式,即设立“通儒院(代表天)、国体院(代表地)和庶民院

(代表人)”三院,共同施行“仁政”.虽然,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贝氏说自己已经部分

改变了主张,但其贤能政治主张的儒家思想与文化基础,已然显露无疑.比如他认为,在社会政治生

活中,更应该强调礼,尤其是等级关系.不管什么社会,都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平等.问题是什么

是合理的等级,什么是不合理的等级.这方面儒家愿意承认,自由主义者一般不愿意讨论这些

问题②.
其实,关于儒家资源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结合,现当代新儒家有共同的趣尚.在现当代新儒家中,

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取向,有政治自由主义的,如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也有社会民主主

义的,如熊十力、梁漱溟等③.
确乎,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正如

方朝晖的看法,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心理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今天人和人之间

的关系、政治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权力和权威的运作,这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必须予以充分

考量的④.只是,具体到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而言,缘于个人的因缘际会,它成为集西方社群主义、
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家文化资源于一身的奇妙杂糅.

对比儒家的贤能政治理想,贝淡宁的政治尚贤制,准确地说,可称之为“新贤能政治”.它试图探

索一条将现代民主制与尚贤制结合起来的理论路径,因而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尚贤制.实则,贝淡

宁的贤能政治之“新”,只是相比传统政治儒学而言;而与现代新儒学比较,在理念上并无多少新意可

言.大体说来,“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与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

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现代思想(如
“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

０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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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现实出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①.只是,万变不离其宗,新旧两种尚贤制又有其

共同的思想基因,那就是儒家思想“德治”为先的政治哲学,所谓举贤任能,贤德是基础,是前提.暂

且抛开德治的弊端不说,新旧贤能政治这个“德”字,并非建立在众生平等的正义理念的基础之上,为
众生所平等地“分有”,而是“德有差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小人

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②.这里,通过一个“德”字,在“君子”与“小人”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

挖出一条无法逾越的等级制思想鸿沟,从而,通过“贤德”的差等化说教,在思想领域完成了德性对于

等级式权力的正当性乔装.正如乔里特尔所引称:“贤能政治是个既不准确又有危害性的描述,使
用这个词宣称明显不实的说法,不过是为权力和特权的不平等辩护而已.”③

如果说,儒学是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官学”,那么,传统贤能政治就是确

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保育式政体”④.而作为传统贤能政治之变种的新贤能政治主张,则罔顾

现时代多样态的异质性社会取同质性的小农社会而代之,公民的经济、社会、政治与精神欲求已呈多

样化的社会事实,仍然固守以传统等级制治理形式为主干的政治运行方式,就离开时代精神太远了.

三、道德精英主义:贤能政治的本质

一般而言,精英主义是一种理解政治和历史的方法,其最极端的形式认为社会总是处于少数人

(精英)的统治之下,是他们在社会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⑤.若稍加细化即会

发现,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精英主义又有不同的制度理念基础,因而便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集权下的精英主义,显然大不同于民主体制下的精英主义.在集权或贵族等级体制下,个体精英总

体上是靠出身、血统、门第上位,是典型的世袭制.在民主体制下,应无精英主义赖以产生的适宜土

壤.但现实的一种状况是,由于体制的某种异化,表面上,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是根据一个人世袭的

家庭背景,而是根据他的“贤能”,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由于人们家庭出生、成长环境的不同,
成为“精英”的条件和机会也不同,其实际结果是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世袭制.

贤能政治的主张者,基于精英主义的观念立场,在理论上将对权力的占有及行使,与人的某种特

殊品格与德行联系起来,因之更加倾向于把政治权力让渡于拥有优良品德和智识的人,也即所谓贤

能之士.即是说,与民主政治将公民权作为公民践行政治权利的唯一门槛不同的是,贤能政治先验

地划定一个有关贤能之才的等级式的精英主义圈子,将普罗大众区隔在外.不过,由于贤能政治的

主张更加注重贤能之士的个人品德修养,贤能之间,以贤为先;更加注重君子小人之辨,“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因此,此种精英主义又带有鲜明的德性特征,可称之为道德精英主义⑥.道德精英主义,
实乃贝淡宁贤能政治主张的本质特征:“我主张庞大的、和平的、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尚贤制国家的

高级政治领袖需要在智识能力、社交能力和美德方面都很出色.但是,请注意政治领袖不一定是任

何维度上的最杰出者.让政治领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应该在这三方面都处于平均水平之

上.虽然这么说,这些品质并不是同等重要的.一定程度的美德必不可少;如果没有了为公众服务

的意愿,政治领袖可能将其智识能力和社交技能用于灾难性的目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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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６５ ２６６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八«宣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６１６页.
[英]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闾小波:«保育式政体———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２３页.
所谓“道德精英主义”,有论者作如下界定:主张由道德高尚的少数人去治理国家,而且唯有他们才有资格治理国家,设计和

安排社会秩序,最终建立理想社会.参见齐子萍、孙晓亮:«儒家道德精英主义评析»,«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

第１期.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第９１页.



贤能政治对于公职人员的道德人格要求极为严格,有时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严苛程度,好比是

患了人格“洁癖症”;而且,要求当政者在人格上自我完善、自我修持.但以此苛刻的标准去搜罗“贤
能”,只怕是大海捞针.况且,当下的社会环境已非古时,远为复杂多样.从政者所面对的,是充满各

色诱惑的纷繁世界,这无疑对其人格修养提出了更高的主观要求.但由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

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断裂,人们的自我人格塑造和修为,反而不及古时,此时所迫切需要加强的,无
疑是制度性外部约束.在此背景下一味倡导以人格自我修持为内核的贤能政治,其道德基础何在?
客观合理性何在? 退一步讲,即使“德行”可以衡量,但通过现今流行的类科举制的考试,又如何能够

考察出一个人的品德? 正如论者所谓:科举选能不选贤.如果你要肯定科举,你最多也只能说它是

“唯能政治”.“尤其是八股文,的确能挑出聪明人,傻瓜是作不了八股文的.至于八股文的知识有没

有用我觉得是次要的,但是八股文作得好的人肯定是聪明人,至于是不是贤良,不知道.”①科举或者

考试,不过是考察候选者的技术性能力的一种单调的方式.至于德行,在封闭的考场里,由几个考官

决定考生命运的考试方式是万万“考”不出来的.考试只能考察候选者可以外显的技能,出于功利性

考量,考生对其真实的内心世界会选择隐而不露,甚或极力遮蔽.如此结果的出现,是人性的必然,
不必因此大惊小怪.人性的“趋利避害”和自我保护的本能,决定了一个人断然不可能当众承认自己

未被发现的致命弱点,这为人性所注定.
换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把民主视作一种考试形式的时候,会是何种场景和结果呢? 比起科举考

试和公务员考试的考录形式,它是不是更为开放呢? 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在“民主的考场”,考
生所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处于封闭考试环境中的几个考官,而是千百万手握政治权利的公民考官;公
民所重点考察的,也不仅仅是候选者的外显技能,更是其作为公众人物所应具备的贤德素养,而这是

候选者有心却无力加以掩饰的.在漫长的公开考选过程中,候选人无所遁形,其过往的任何涉公污

点,随时都有可能被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选民和媒体扒出来,从而致使候选者面临出局的命运.如

此看来,两种考试方式及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贝淡宁新贤能政治主张的精英主义,究竟建基于何种制度基础之上呢? 新贤能政治主张

者总是试图把选贤任能与民主制的某些可取因素予以糅合———如基层政府实行民主选举———以期

形成某种混合性的理想体制.但这一构想遭到了黄玉顺先生的尖锐诘问:贝淡宁所谓的贤能政治或

精英政治,实质上是从中国古代儒家那里引出中国现实的尚贤制,这种政治精英往往与民粹主义搅

在一起.究其缘由,民粹主义往往具有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权威”情结,即对于作为精英的魅力领

袖的崇拜.民粹主义其实根本不是任何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所以它可以和任何主义结合.当

其与自由主义结合时,它会倾向于民主.当其与国家主义结合时,它会倾向于另外的东西.而贝淡

宁所谓贤能政治显然属于后者,即与民粹主义结合的精英②.
对于贤能政治的精英主义本质,秦晖先生有别出心裁的识见.他认为,贤能政治的本质其实就

是“贵族政治”.“贤能政治”在西方最恰当的翻译就是“贵族政治”.亚里士多德讲的贵族政治,其实

没有血缘的含义,真正的含义是“优秀的人的治理”.就此而言,“贤能政治”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概

念,因为任何一种政治都声称他要找好人和聪明人来执政,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希特勒在内说他专

挑坏人和蠢人来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要把贤能政治当作一种目的来看的话,所有的政治都

可声称它是贤能政治③.
显然,贤能政治背后所隐匿的精英主义本质,不管是以何种思想与体制为基础,也不管它有着多

么高尚的道德诉求,其最终的客观社会效果都是不佳的.以精英主义为底色的贤能政治,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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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将社会人群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的二元政治结构.在此治理结构之中,前者因其精英属性

而居于崇高地位,因此,理应“天然地”占有最优质的社会资源,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享有普罗大众

的膜拜.“而所有这些个从物质到精神的特殊待遇的获取,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至上理由———
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①.特权与偶像崇拜因此得以产生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因此我们说,贤能政治的主张,潜含着偶像崇拜的文化或思想基因,而对于政治偶像的崇拜或神

化,往往会低化整个社会的集体心理、智识水平和鉴别能力,形成对领导人人格崇拜的社会心理氛

围.而这种社会心理氛围,恰恰是贤能政治滑向集权的政治文化基础! 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氛

围之中,“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

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这种变化是如此之深刻,他可以

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②

而且,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精英主义以崇尚和树立政治权威或者政治威权为特征.在贤能政治

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思想威权往往是一体之两面,二者不可分割,政治权威同时即是意识形态的至上

权威.即是说,在贤能政治体制下,“权力中心天然是真理的中心”,正如福柯所谓:国王即为“正义之

源”③.

四、权力的正当性及其制约:“贤能政治”不可逾越之障碍

讨论贤能政治,一个不能回避的深层问题,就是如何把控人性及其与权力的关系.按照契约论

者的主张,人性在本质上是自私和利己的,人的行为往往受到私性情感的支配,这是人性的不足.一

个显明的事实是,当着权力遭遇了人性,其公共价值取向总是存在被私性情感干扰的可能与空间,在
权力及附着其上的巨大利益面前,人性的弱点往往会被无限制放大.这一人性观虽有所偏颇,却也

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政治实践的人性困局,这正是社会契约论赖以生成的人性基础.“爱情通常会被

野心取代,而野心却几乎没有被爱情取代过.一旦人们心中充满了那种激情,他就容不下竞争者

.对惯常得到、甚至惯常希望得到公众钦佩的那些人来说,其他一切愉快的事情都会变得令人

厌恶和失去魅力.”④

对于权力与人性的二元冲突,贝淡宁先生当然也有着清醒的认知.故而,他认为贤能政治的合

法性端赖于对于滥权者的限制.“所以,我觉得治理腐败是保证贤能政治在中国实施的合法性.现

在解决腐败问题,是让官员对腐败心生畏惧,觉得腐败的代价太大.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更需要

儒家的方式,即‘慎独’.但是这个过程很慢,可能二十年以后才会看到结果.我对现在中国的问题

不悲观,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用儒家思想引导官员也很重要,儒家有‘慎独’的思想,要让官员知

道,即使没有人管我,我内心也会约束自己不应该腐败.所以,我们应该需要多种手段去督促官员,
让他们不滥用权力.”⑤在这里,类似“慎独”这种主观性自我教育手段,被视为更为根本、更具持久性

的灵丹妙药.但令人不明就里的是,在兜了个“德治”大圈子之后,贝淡宁先生还是又回到了足令其

厌弃的民主与法治:“我认为可持续的政治尚贤制也要求拥有民主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用法治衡量

腐败和权力滥用,用言论自由和政治实验防止政治等级体制的固化.”⑥显然,在如何驯服桀骜不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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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这一根本问题上,贤能政治主张无疑陷入困顿与焦虑的境地.其实,又何止是权力制约问

题,包括权力的来源、权力行使主体的认定,贤能政治无不面对许多严峻问题.
已如前述,在将公共权力赋予贤能之人去行使的看法上,民主政治与贤能政治是取得共识的.

但是,贤能政治理论主张有四个关键问题,尚待严密的自足性论证和破解.否则,贤能政治主张就难

以在理论和实践上站稳脚跟,令人服膺.
第一个关键,谁是选贤任能的合法性主体? 其选择主体资格由谁赋予?
这是贤能政治最为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如任剑涛所指,作为新贤能政治,选贤任能的选择主体

究竟属谁? 换言之,谁有资格来选你为贤,谁有资格来选你为能①? 亦如秦晖所谓,其道德评价的主

体究竟属谁②? 不破解这一困局,其理论主张就不能自成体系.
正如有论者所尖锐指出,从主观性理想来说,没有任何政权不主张用贤能来治国.但在客观上,

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手段能保证识别和产生贤能,更不能保证贤能永远不变质,不滥权.从逻辑推导

来看,关键的问题在于:贤能由谁来识别? 如果贤能由其他贤能识别,这显然会犯循环论证的错误,
作为识别者的贤能又是从何而来呢? 如果贤能由某些权威来识别,相信贤能政治的主张者也不敢承

认这些人具有识别贤能的公信力.如果贤能由大众来识别,那贤能政治与民主选举有何区别? 至于

客观上,没有任何手段能够保证识别和产生贤能.贤能如何产生? 是任命还是选举? 如果是任命,
这同样陷入“贤能由谁来识别”的逻辑困境.如果是选举,那它与民主何异③? 总而言之一句话:新贤

能政治的逻辑起点何在?
显然,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终极性问题.新贤能政治如果仍然不能切实地、令人信服地回答这

一终极性问题,也就会产生传统贤能政治所无解的治乱循环问题.
第二个关键,作为一种政体类型,新贤能政治需要回答的是,其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何在? 换言

之,其程序正义何在?
我们知道,与贤能政治相比,民主政治在制度设计层面解决了有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问题,也即程序正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仅就程序正义而言,所谓民主,即公民同意基础上的权力授受

关系,因而它是政治权力关系正当化的当然前提.为贝淡宁所诟病的“一人一票”制,不过是民主政

治在直接民主环节的一种制度形式,远非民主政治的全部,此外还包括一系列针对权力运行的制度

安排.
或曰,贤能政治并不存在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因为它通过选贤任能,由杰出人士进行高效

的社会治理,即以所取得的治理绩效自动获得了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在这里,贤能之士的社

会治理是否一定取得预期绩效,亦在两可之间.即便如此,这一答案也只是回答了权力行使的合法

性问题———这一合法性须通过后续治理绩效来追认,而并未回答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疑问.因为,它
回避了权力来源的程序问题.质言之,贤能政治的最为致命的软肋,在于无力更无法从制度层面,解
决权力的获取这一根本性问题④.

第三个关键,新贤能政治中的贤能者是否需要制约? 如果需要,新贤能政治能够提供怎样的制

度化方案,一揽子解决之于政治权力的限制与监督这一难题? 换言之,其实质正义何在?
除却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贤能政治并未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对于权力运行过程的有

效监督与制约,贤能政治主张也无力提供一个自足性方案.“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讲“要加强民主

法制建设”,显然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鉴于权力绝对化的沉痛教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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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政学两界久已达成的共识,在既定的制度体系之中,传统贤能政治始终不能找到或者不愿

找到制约权力的法门.“我们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

的国家里,我们曾建立了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
但,我们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

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①

那么,新贤能政治有何拿得出手的根本性制度安排,能够超越传统贤能政治,像民主政治那样,
解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问题? 既往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寄望于“选拔任命拥有优秀的

智识能力、社交能力和道德素质的政治领袖”②的贤能政治,所选拔出的政治领袖,出现决策失误甚至

错误的几率至少是５０％.我们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恒定的、靠得住的方式,来预防和杜绝这５０％的

几率的发生? 既往的贤能政治实践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尤其是,政治领袖轻用为全社会

所寄托的“权能”,进行盲目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所造成的失误、错误的周期性出现,迟滞社会发展的正

常进程,此时却不见“贤”字的踪迹.此一体制,也有可能试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由于在本

质上说,贤能政治之权力位阶远大于、远高于“制度的笼子”,所以,常见的政治景观和最终的结局,
“制度的笼子”常常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更为常见的情形是,未加分置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和政

治权威,并无内在意愿去建立限制自身权力的制度机制,任何机构或权力,天生都具有自我强化的本

能和冲动,却是一个铁律.恰如魏特夫所指出的:“虽然行政效率递减法则决定了金字塔式的管理机

构的下限,但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加强的趋势却决定了其顶端的性质.”③况且,既然贤能政治以“尚贤”
相夸耀,那么,“美德”便是约束权力外溢的不二法门,也就自然没有必要再去设置制度性约束体系

了.贤能政治主张者的回答,是拥权者的道德自戒,是“慎独”.其实,“人性”是否可靠,千百年来的

政治实践已经一再给出答案.只有当着政治权威从人格化向着制度化变移,才意味着政治权力被最

终驯服的开始.
第四个关键,新贤能政治能够通过何种制度安排,解决对于社会活动家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的

保护问题?
对于政治生活而言,一旦涉及政治理念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宽容与容忍的态度,甚至比自由更加

重要.原因在于,“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

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

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

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是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

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④.
何谓宽容? «大英百科全书»如此定义:“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

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⑤但不同于日常生活,就政治生活而言,良好的政治生态,不在

于参与政治生活的人们是否拥有一颗宽容之心,而在于是否拥有一套机制,保护对立双方的互相容

忍的精神,尤其是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贤能政治主张者也承认,贤能政治存在三大问题,即腐败问题、僵化问题与合法性问题.而对于

政治生活中异己者的政治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保护这一为现代政治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贤能政治

相关著述之中却遗憾地未见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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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除却现代民主,其他人任何政治制度形式或政权组织形式,包括君主专制制、等级君

主制、贵族君主制、贵族共和制、封建共和制等等,都没能够制度化地解决“少数人”的政治权利甚至

基本人权保护这一重大问题,这就使得既往围绕权力的产生、运转和更替所进行的政治生活缺乏确

定性和可预见性.
就我们对于贤能政治主张的了解,不妨就此问题的解决方案作出一番揣测,而这一方案显然与

其遏制腐败的方案相近似.“对尚贤制政府来说,并不需要通过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能遏制腐败

的方法有很多: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减少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提高官员的薪水、实行更

加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①其中,“实行更加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

制衡机制”两条,可资一用.但前者显然并非稳定性制度供给———既然是“工程”,便有其结束之“工
期”,而且类似“工程”的效果已经为无数实践所否定;后者虽属于典型的制度安排,但在民主不充分

的政治体制之下,政治运行无以形成完整的生态闭环系统,权力循环与制约体系存在自身无力弥补

的缺口,在此状态下,试图“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无疑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历史地看,贤能政治本质上属于总体性权力.而所谓总体性权力,就是政治权力在总体上全方

位支配社会性资源,且内在地具有挣脱制度和法律约制的冲动.因此,特权、滥权所导致的权力腐败

总是防不胜防.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体制并非容忍权力腐败,它也同腐败行为作斗争,不过它

的缺陷,使它无力做到对于腐败现象的制度性预防.

五、“贤能政治”:未来出路与走向

已如前述,贤能政治主张背后所蕴含的,是道德精英主义的观念底色.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为其

精英主义实质所命定,贤能政治无疑是非现在时、更非将来时概念.甚而至于,它只是一种超现实主

义的设计.因为它在理论上对于执政者的精神和德行伦理的“洁癖”般要求,使得它天生不具备现实

可操作性,因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形式,它也不具备可推广性和普适性.而米塞斯先生早在２０世

纪４０年代对于某种“以伦理代社会”的理念的批评,就像是对目下贤能政治主张者的有意言说:“有
些爱用思想的人不去寻求社会合作的一些法则,因为他们以为,人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组织

社会的.如果社会条件不符合改革者们的愿望,如果他们的理想国无法实行,那就归咎于人的道德

不够.一些社会问题被当作伦理问题来考虑.他们认为,为着建造理想的社会,需要的是优秀的君

主与善良的公民.有了善良的人,任何理想国都能实现.”②

而且,正是基于精英主义考量,相对地,贤能政治主张就程度不同地存在轻视民众权利及相应的

主体价值实现的偏颇.功利地看,比起民主政治,由于贤能政治对于权力的集中掌控和因此所获取

的社会动员能力,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某种目标的达成,可能更具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这
些目标的达成,往往是以社会成员自身权益的部分牺牲与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的.因此可以说,
在以达成现实目标为己任的“直接效率”上,贤能政治可能是占优的;但如果把涉及社会各领域所付

成本的“间接效率”考虑在内,恐另有答案.在这里,无疑就凸显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人类社会政治

文明发展演进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政治文明发展演进的终极目的是着眼于工具理性,追求的是眼前利益和功利价值的

最大化,是效率优先和直接有用性,是“有用之用”,即如贤能政治主张者所谓:“政治体制的目的应该

是选拔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领袖,这个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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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①,那么,我们对于贤能政治的理论主张大可不必吹毛求疵,而应采取鼓与呼的合作态度.
显然,贤能政治恰恰是着眼于精英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的是经济、社会与政治治理效率的最大化,
而相对轻视社会大众的情感和精神追求.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观照一下与贤能政治相对应的现代民主,它是否也如贤能政治一般,只是一

种谋求功利价值最大化的社会政治治理工具.果如是,那我们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履,因为如果我们

认同民主政治的功利价值,那它的功利价值在效率上根本无法企及于贤能政治.比起贤能政治,它
的社会动员成本高昂,而且运行“效率”极为低下———只是就眼前的直接效率而不是长远的间接效率

而言.
如果说,贤能政治部分具有前现代性特征,当代民主政治则是现代性政治实践,恰好构成对于贤

能政治的时代性反动.只是,民主政治在当下社会实践中遭遇了挫折,因而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任

危机,但此种危机并不能构成我们笼而统之地诟病民主政治的理由.问题的实质在于,民主政治作

为一种现代性政治制度形式,存在诸多实践版本.宏观地说,有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别.
中观地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民主空间体系,又有多样性的探索,如英式君主立宪版本、
美式两党制版本;中国道路、越南模式等等.所以,一种民主实践形式遭遇挫折,并不构成以带有前

现代色彩的贤能政治否定现代民主政治一般性实践的充分条件.即使西式民主整体性地遭遇前所

未有之危机,失去存在之根由,那么,取而代之的也应当是更具时代性的某种更新的政治生活组织

形式.
退一步说,即使是从“有用性”的层次来看,现代政治理论及其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只有民主和以

之为前提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设计,才能够在制度层面解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约这两个关涉政权

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本性问题②.如果说,“人类历史最珍贵的是实现了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那
么,这一伟绩显然不能全由贤能政治实现,民主政治贡献.当然,事实求是地说,在民主社会,不排除

权力腐败,但由于实现了社会政治资源的分域切割和对权力的制度化制约,使得权力腐败犹如“老鼠

尾巴上害疖子,出脓也不多”.
如果说,最初的民主政治“以群众为统治者”,更多地注重公共治理的“人民公益”,以人民为主体

的“有用之用”,“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③,那么,经过人类文明对于民主之政治内涵的不断探索、
丰富和完善,民主已经脱胎换骨,升级改造,从单纯的政治治理方式和技术手段,升华为“文明社会的

基本价值”,内化为人们心灵深处的政治价值观,上升至“无用之用”的价值意义.“政治制度的目的

并不是选择领袖,而是权利与权力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民主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即
是人民主权的保障”④.“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成立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

生活方式”⑤,成为现代社会之公民的公共生活形态.既然民主是一种基本价值,一种政治目标,那
么,它就升格为一种人类文明的一般性目的,人之为人的内在社会政治质性.以至于,没有民主,人
就不能从“物役”和相应的“人役”状态中摆脱出来,而走向自觉自为的状态,成为自我精神的主宰,人
的社会属性就不能言称完整,而是与仅仅满足于物欲追求的经济动物无异.换句话说,在政治哲学

意义上,民主不仅是实现社会正义与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而且,它本身即是社会正义与政治正义的

表现形式,因为,它制度化地赋予了每一个公民以政治主体资格及地位,使其可以自由地行使法定政

治权利,从而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就此公民主体地位与精神性权利而言,贤能政治显

７１尚贤制抑或民主制? ———“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①

②

③

④

⑤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前言”第 XXX页.
公法的功能往往是对于现实的反动,因为现实中的政治往往是尔虞我诈,因此,公法就规定了很多防范尔虞我诈的规则.

参见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文史哲»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３、１４０页.
黄玉顺:«“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页.



然是无法全部予以满足的,它的出发点或者说理想目标,主要在于当下社会治理及其效率.
由此可见,抛开具体制度模式,就普遍意义而言,民主作为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社会的基本

价值,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或许,在一定国别的一定阶段,作为一种功利性治理手段,贤能政治

在功效上具有超越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但随着文明进程的推演,以及作为这一进程的重要内容的公

民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这一“地方性知识”,终将显示出自己的局限性.
作为中国人的智慧性贡献,超越“地方性知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和愿景的提出,无

疑极富远见.既然是“命运共同体”,它就应该是基于人类价值诉求的有机整体,否则,就谈不上所谓

“共同体”.此一命题隐含一个亟待破解的紧迫性问题,即人类价值的主要构成成分究竟是什么? 这

无疑需要我们从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入手,展开筛选与提炼.因此,如果我们不研究世界主要文

明,尤其是世界主要政治文明形态的历史由来及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与中华文明及其实践之间的互

动关系,进而通过比较鉴别,探讨二者之间的共同文明基础,而是如贤能政治主张那般,一味执拗于中国

传统这一“地方性知识”,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将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显然,对于贤能政治及其未来走向,也应当置于人类文明演变与发展的总体格局之中予以研判,

置于人类文明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时空格局予以定位,如此才可得出更加准确的前瞻性结论.而这个

历时性与共时性时空格局,并非我们所习见的自然性时空格局,而是一种标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

制度性时空格局与文明性时空格局.从这个角度我们只能得出一种结论:贤能政治的未来命运,取
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在本文写作提纲的拟定过程中,王学典先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李梅、邹晓东二位同事

亦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支持.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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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美]安靖如 撰　田　旭 译

摘　要:儒家民主主义者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

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尽管在现代民

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见解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新的意涵,但这些洞见的传统内涵依旧重

要.陈祖为和陈永政在论证儒家强调领导力胜过制度这一观点上并无过错,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儒家

所依赖的用来培养和选拔贤德领袖的制度.儒家从未认为政治的运转可单独依赖于启发型的领袖,优秀

领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慈继伟认为儒家在深层次上是非民主的,但这一观

点却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儒家必须向民主演进.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能够

承继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现代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

中的张力.

关键词:儒家;领袖;民主;进步儒学;民本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一、引　言

关于儒家领袖启发性的、近乎于拥有魔力的人格的许多著名形象,似乎都与民主的所有概念南

辕北辙.一些现代儒者对这一距离额手相庆,认为现代儒家政体应实行精英统治,并且人们应该以

传统的方式来尊崇这些统治精英① .相较而言,儒家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如同现代儒家政治体必须从

君主制转变到民主制一样,必须对儒家政治领袖的角色进行反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儒家必须

摈弃传统儒家视野下的领袖观.尽管在现代民主儒学的新背景下,一些关键的儒家观念在某种程度

上呈现出了新意涵,但这些观念的传统内涵依旧重要.这篇文章将对这一民主视野中的领袖概念进

行详述并辩护,笔者将分四步进行讨论:首先,在陈祖为(JosephChan)和陈永政(EltonChan)著作的

基础上,大致勾画传统儒家观念中启发型领袖的轮廓;其次,解析并批评了慈继伟对于基于“认同模

式”主体性的儒家领袖观与民主不相容的论断;第三,采用拙著«进步儒学»中的一些观点来论证现代

儒家需要通过拥抱人本民主,而不是民本威权主义,来解决传统儒学中的张力;在最后的结论中,阐
释为什么儒家民主仍然需要政治领袖来扮演那些能够承继传统儒家领袖精神的角色.

　

作者简介:安靖如,美国维思大学(Wesleyan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田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 感谢参加“东北亚民主领袖概念工作坊”的各位与会者在会上富有成效的讨论,同时也感谢 MaxFong在编辑

上的帮助.

①　贝淡宁详尽论述了一套受到儒家思想启发的尚贤政治制度,见 DanielA．Bell,TheChinaModel:PoliticalMeritocracy
andtheLimitsof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



二、启发型领袖

让我们先来看看陈祖为和陈永政在其新著«儒家与政治领袖»(ConfucianismandPolitical
Leadership)中对于传统儒家领袖观念简明而又宽容的论述.在他们看来,儒家领袖观念具有四个

关键特征:１．它取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纽带;２．它基于领袖在何以成人方面的超凡卓群;３．
领袖是启发性的,这在于其伦理权威以榜样而非强制的方式赋予其领袖资格;４．政治领袖,而非政治

制度,才是政治秩序的基础.笔者将会逐一审视这些特征,并考察该领袖模式之所以与民主不相容

的缘由.
在两位作者(指陈祖为和陈永政,下同)看来,政治领袖的真实权威并不仅仅来源于其能够提升

人民的福祉,而且还在于“人民对于他的统治心甘情愿地接受.也就是说,领导的权威并不仅仅应在

表面和形式上被证明是正当的,同样还应内在地通过一种基于互相承诺的方式来构建.这种双方的

相互承诺表现为统治者承担关怀民众的义务,以及人民对其心甘情愿的接受”①.«论语颜渊»第七

章或许就是对这一观点的最好诠释:孔子说,食物和武器均是善政的关键,但人民的信赖才是最为重

要的,“民无信不立”②.两位作者还引用了«论语»中的其他论述来巩固“人民乐意追随好的领袖”这
一观点.毫无疑问,人民对领袖的接受,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本文第四节中

笔者将会质疑该观念中的一个视角,即人民是否是“心甘情愿接受”这一行为的主体.现在让我们接

着对他们的其他论述进行分析.
正如两位作者恰当指出的那样,儒家领袖并不依赖于某一特殊的天赋才能.一位伟大的领袖能

够在所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平凡的面向上,均表现得相当出色③.作者们提供了一份很长的领导

素质清单(如具有宽容、仁慈、强壮、勤勉等特质),并对这些素质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日常使用的形容词,且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具有的素质.领袖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其实

仅仅在于前者坚持实践这些美德,后者则并没有;而领袖和有德行的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仅仅在

于前者履行公职,后者则并没有.④

总之,如之前所提到的(官民)双向承诺的重要性,作者们认为,领袖身份与民众身份间具有相当程度

的连续性.
在他们看来,构建在自愿接受以及出色的共享人伦素质之上的领袖概念,是发人深省和颇为励

志的.人民不仅仅会赞同他们的领袖,同样还会将他当作模范和榜样.我们可以从«论语»中找到许

多描述这个想法的陈述,如«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两位作

者将该机制解释为:

　　当人民追随他们的领袖时,他们不仅从领袖处接受指令,同样还遵从领袖的判断.人民这

么做的原因,在于他们相信领袖比他们自身更有德行.因此,领袖所行使的权威不仅仅是制度

性的,同样还是道德性的.⑤

换句话说,该机制在于启发民众自愿地去为更为广阔的善而行动.
儒家强调领袖启发能力的另一层含义,在于对于制度的怀疑.通过对儒家发展史上思想家的分

析,两位作者认为儒家对制度的怀疑基于两个原因:１．制度是僵化的,且无法依据具体情境进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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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ChanandEltonChan,“ConfucianismandPoliticalLeadership,”InTheOxfordHandbookofPoliticalLeadership,

ed．R．A．W．RhodesandPaultHar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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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andChan,“ConfucianismandPoliticalLeadership,”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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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相较而言,只有道德卓越的领袖才能够在具体的情境下作出正确的决断.２．制度在制约不

太道德的领导时,其作用往往有限.两位作者的担忧,或许构建于儒家广为人知的非讼传统之上,两
位作者从１７世纪儒家顾炎武的思想中找到了详尽且清晰的证据,认为“当制度较为纷繁复杂时,那
些奸佞而狡猾的人往往能够如市场上的商人一般操控制度.此时即便存在有德行之人,他们也无法

来制止或纠偏这一情况”①.
在两位作者对制度的这两个担忧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还可以加入第三个维度的论证.也就是

说,至少一些种类的制度(如刑法典)是无法做到去激励人们的道德进步,毋宁说进而去促使人们自

律(或者说去回应统治者的启发).然而,如果我们审视«论语为政»对这一观点广为人知的表述,
那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优于“道之以政”这一观点,是与我们目前所讨论到的儒家思想相一致的,但是我们

必须注意到文本所强调的“齐之以礼”.礼指代广泛的形式化的人类活动,从国家庆典到生活礼仪

(如葬礼)再到日常社会实践,儒家并不仅仅依赖于启发性的领导力,同样还需要借助礼来规训我们

的行为.儒家同时还认为,礼有助于改变个人性情.
确实,两位作者在论证儒家强调领导力胜过制度这一观点上并无过错,但我们还应该重视那些

儒家所依赖的用来培养和选拔贤德领袖的制度.除了礼,那些被认为由具备出众美德和洞见的圣贤

所著的经典正统文本,可作为次要类型的制度.熟练掌握这些文本,将其价值内化于自身,并转化与

升华自身,这一过程是成德的核心手段.因此,通过基于这些文本的考试来选拔较贤德的继任领袖

就是可行的.总之,儒家从未认为政治的运转可单独依赖于启发型的领袖,其优秀领导力的运作依

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这一观点将会是本文论述儒家民主中领袖角色的核心要素

之一.
让我们通过反思传统儒家领导模式与民主相关联的一些方式,来简要地对这一小节进行总结:

１．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自愿接受”与民主概念目前为止似乎相容;２．尽管两位作者对于“民 人”
张力的轻描淡写可能存在问题,但领袖具有出众的平凡素质这一观念与民主观念是相容的,这一观

念暗指公民具有成为领袖的潜质;３．尽管接下来我们会简要地分析慈继伟对于由领袖所主导的官民

关系的本质的否定,但启发型领袖似乎仍与民主政治相容;４．虽然如上文所述,我们认为儒家优秀领

导力的运作依赖于一系列背景制度的支撑和推进,但儒家对制度的敌对仍是一个问题.

三、身份认同

若基于上文中所分析的传统儒家领导模式,那么将其吸纳进民主政治框架的阻碍相对而言较

低.也就是说,尽管传统儒家政治思想肯定是非民主的,但若我们对民主与儒家怀抱互为独立的认

同,那么二者间基本的相容性就意味着去构建一个结合二者的理论是可能的②.一如接下来将会讨

论到的,我们不但有很好的理由去坚信儒家与民主不仅仅相容,而且民主还是实现儒家深远目标的

必需品.为了进一步审视民主的必要性,笔者尝试从慈继伟«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MoralChinain
theAgeofReform)一书的核心观点中寻找论据.吊诡的是,慈继伟认为儒家在深层次上是非民主

的,而这一观点却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儒家必须向民主演进.
«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是一本广博的著作.在本节中,笔者仅仅选取其中的一个面向,即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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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身份认同(FreedomandIdentification)”这一章中的主要观点,来展开讨论.慈继伟的核心

概念是主体性.在他看来,主体性是我们用来影响周围世界的自知能力,取决于某些价值和实践的

稳定属性,并且这些价值和实践的稳定性反过来依赖于某些社会和物质现实的客观安排①.慈继伟

将这些稳健的价值和实践模式视作“道德文化”,并关注于对比两种类型的主体性以及伴随而来的道

德文化:一类是个人主义和凭借自由而来的主体性,另一类是儒家和凭借身份认同而来的主体性.
鉴于本文需求,笔者在此将集中讨论后者.慈继伟在身份认同模式中这样写道:

　　被赋予价值的根源,或至少是获取价值的手段,在于一些被普罗大众所认同的权威或者榜

样.只有通过这个身份认同过程,大众才能与善或正当保持一种合适的关系,并获取完备的动

机来按照善和正当的相应要求行动.②

慈继伟强调“个体必须在充分自愿时才可进行身份认同:个体必须(主观上)想要去进行身份认

同.因此个体自由意志的存在是基于自我否定的行为而被预设,或者说被尊崇”③.然而,“榜样个体

据称在他所作为榜样的关系中,与他人是直接的关系.普罗大众只有通过这一模式才能认识到

传统和社群的真实意义.出于同样原因,以对榜样的身份认同的形式来被确立为模板”④.
这一观点与陈祖为等“启发型领袖”的概念有相似之处:根据“启发型领袖”的概念,领袖通过启

发民众使他们自愿地根据更广阔的共善而行动,在两类概念中,民众行为的动力均在于自愿而非受

迫.慈继伟针对这一观点所提出的看法是:人民唯一所能实现善的路径,在于通过认同其领袖的观

念(或者也可被解释为是受到领袖的启发),在这种情况下,可直接实现善的领袖和仅能有限地触及

善的民众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决定性的等级区分.民众,即被统治者,因此无法对“何者为善”进行自

由选择,他们所拥有的唯一选项,在于是否与其领袖在认同上保持一致.慈继伟认为,这仍是一种

“形式的主体性”,在此种“形式的主体性”中,人们无法践行关于什么是善的独立判断.如果这是对

儒家道德文化的正确描述,那么可以想见这一价值和实践系统将永远地把民主排斥在外.
在这一点上,拥护儒家民主可能性的学者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方面,我们可以论证慈继伟对于

由儒家道德文化开启的主体性的描述是错误的.这是笔者期待陈祖为他们采取的路径,因为他们强

调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在身份上的连贯性(例如,他们强调统治者美德的平凡性),暗示着他们会否认

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等级差别,而这正是慈继伟所依赖的理论根基.确实,儒家正统中包含有许多

著名的关于人皆可为尧舜的论述.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探讨.
然而,慈继伟所提出的身份认同模式并非是对儒学的断章取义.儒家经典正统,毋宁说帝制中

国的政治实践,同样包含压制大众主体性的证据.这些论述与慈继伟的观点颇为相似.其中最为著

名的一段见于«论语泰伯»中,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论断与慈继伟所论述的“人们

只能认同或追随某一种善的模式,而无法凭借自身去理解善”的观点颇为相符.
对于人民情状的更为彻底的解释来自«孟子万章上»,对该文本的解读同样可以与慈继伟的观

点保持一致.这一文本值得进行整段引用: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
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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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昔

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

与之«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这一论述中包含两个关键概念.首先,在证明天对于被举荐的统治者的接受这一过程中,人民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绕过人民的行为,如通过占卜,来知晓天命.妥善地对待

人民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责任,更是在最初情况下将权威合法化的必要条件.相反,一个对人民极为

残暴的君主会因此失去其合法性及权威.对于天意进行预测,既不可行,也不是必须的.如«孟子
梁惠王下»所论述的: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由于暴虐地对待其子民,夏、商先后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不再享有被指定为统治者的天命,因
此可以被推翻或处决.

通过将人民的根本性角色纳入其权威体系,孟子使我们理解了人们的利益诉求之所以会被后世

后代的领袖认真对待的原因所在.人们对于他们福祉的满足不仅仅是好政策的目标,同样还是国家

合法性的现实通道(需要认清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对人民利益的承诺往往未能得到落实,但是这一

理想却是清晰的).然而,对于人民的地位同样不应过于夸大.关键在于(我们的次要目的),领袖选

择政策并付诸实践,而人民仅仅对其做出反应.换句话说,我们在此论述的与慈继伟对于凭借身份

认同而来的主体性的理解是一致的.人民无法直接地看到或去选择善,他们需要通过一个领袖来行

动:要么得当,要么失当地对善观念进行甄别与应对.因此,人民不是权威的根源所在,而是其表现.
孟子既没有提供一套人民主权理论,他也没有提供一套大众权利理论(与对«孟子梁惠王下»第八

章的常见解读相反).人民并没有权利去推翻暴君.孟子说,可以想见人民会抵制坏的统治,并且人

民也不应该因暴力地争取生活必需品而受到处罚.但是他却认为,只有谦谦君子,而不是普罗大众,
才具有“恒心”.恒心能够使其即便在穷困的情况下也不会动摇自身的道德信条.孟子接着说:“若
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明君并不会以罔民为荣.孟子继续解释说:“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

也!”然而,人民的暴力叛乱仍然是犯罪,而不是正义的反抗.在«孟子梁惠王下»第四章中,孟子回

答了“贤者亦有此乐乎?”的提问:“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

民同乐者,亦非也.”从这段话中,我们无法找到将愉悦当作一种权利的解释.若失去了享乐的机会,
人民可预见地会抱怨.因为在孟子看来,那些执政者独自享乐的行为是错误的,因此人民抱怨就是

正当的.综上所述:人民是统治好坏的可靠标识,但他们自身却无法行使选择权和主体性.权威的

来源仍在于天.人民被当作温度计一般来度量统治的质量,并以此来指示合法权威的在位或缺位.
虽然在«孟子告子上»第七章以及«孟子告子下»第二章中,孟子均提到了“圣人与我同类者”

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等著名观点.这些观点支撑了陈祖为等人所提出的“圣王是将普通美德发展到

极致”,以及“如今任何人均可为领袖”等论断:

　　儒家认为这种领导力根植于全人类所共享的道德品质.在历史上,儒家认同此类领导力等

级排序的基础在于经济繁荣.然而,这种现象应该被视作一种历史偶然.鉴于儒家的理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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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只要一个人认识到他自身的道德本性,并且愿意发展成为道德上的模范榜样,那么任何人均

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①

个体与圣人这两个身份具有连续性(换言之,个人具有成圣潜能)这一论断具有重要意义,慈继

伟与笔者对此均无异议.但我们也同样认为,陈祖为等人所轻描淡写的“历史偶然性”其实暗指了儒

家思想中更深一层次的张力.

四、儒家思想中的张力

上文已经提到,根据慈继伟的论述,个人对领袖的认同应该基于自愿而不是强制.这一观点与

陈祖为等人所强调的人民对领袖自愿接受的观点相一致.如慈继伟对这一自愿认同行为的本质进

行了反思,他也同时认识到了儒家道德心理学内核的张力.这一张力的根源在于,在儒家理论中,自
愿认同是一种自我修养.慈继伟认为:

　　在个人修身过程中,个人必须被假定为一个主体,可是个人又必须遵从一个榜样,并对那些

个人应该通过自我修养而内化于自身的准则表示尊崇.也就是说,个人仅在某一面向,而不是

其他面向上,被认作一个自由且理性思考的主体.②

他进一步论述说:

　　对榜样的身份认同以及自我修行这两个道德律令构成了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在对儒家

思想中的等级制元素与其关于人人均具有反思性的自我引导能力的论述进行比较时,将前者在

某种程度上看作次要的或视之从属于后者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若一定要指出二者的区别,儒家

的等级制维度其实更为根本.因为相较于仅作为全心全意的身份认同的预设和驱动条件时才

起作用的个体行为,儒家等级制才是儒学身份认同模式主体性的直接表述.③

这一论述指向其结论:

　　核心的挑战在于在道德文化层面和个人道德心理层面上来使这两种命令或成分得以结

盟———一方面,在关于道德标准的设置上,完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个人在培养与对

关涉他人的标准相一致的行为时,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个成分在

儒学正统中被分别地加以对待,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没有被注意到,更别提被解决了.因

此,被假定的意志力和身份认同能力总是濒临于超越自身,并省略了对强制身份认同第一性的

需求,且这一逻辑并未被允许按照常规发展.我们所一再发现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折衷办

法———有且只有对个体主动性的有限的承认.④

慈继伟谈到一些儒家学者在努力解决这个张力方面已取得的一些进展,但他同样认为,即便是

其中最为激进的言论,也并没有“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在原则上与外部道德权威和榜样脱钩,并将道

德权力直接归因于独立的道德主体.到最后,本可能成为中国版新教改革的突破,完全没有受到儒

家思想的关注,更不用提被儒学付诸实践了”⑤.
此处之所以大段引用慈继伟原文,原因在于他所提出的挑战是现代儒家所要认真应对的.笔者

相信,我们能从慈继伟的论证中得出这个结论:如果儒家理论家想要将自我修养和身份认同之间的

张力完全消除,那么他们面对的结局将会是儒家的彻底消解.最终得出的这个理论将不会是民主儒

学,而根本就与儒学完全无关.
虽然慈继伟对儒家内核中存在严重张力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判断这一张力时却失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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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进而导致他对于解决这一张力并发展出一套可行的现代民主儒学的可能性过于悲观.如上文所

提到的,陈祖为等人认为这一问题与经济分层相关联.这一观点部分正确,但却不够有深度.这一

问题在于人民在儒家那里,被定义为一个回应性的阶层.如果说,将自愿身份认同归因于人民的说

法有失公允,那么,认为人民经历自我修养的看法同样存在问题.人民对于领袖的信任与他们对领

袖进行身份认同的结果的积极回应相关,此过程所引发的进展在于一种内化了的羞耻感.该羞耻感

并非产生于有意的自我修养,而是一种参与社会礼仪的副产品.
如果人民仅具有回应性,那么谁会是适合进行自我修养(成圣)的主体? 让我们先看一下安乐哲

(RogerAmes)和郝大为(DavidHall)在之前对此作的区分①.笔者对孟子的翻译混淆了一组关键概

念的区别:当孟子谈到“人民(thepeople)”的时候,他用的是“民”这一概念;当他谈到的是关于“全人

类(allpeople)”的共同性的时候,他用的是“人”.我们可以通过将“民”呈现为“群众(themasses)”,
而将“人”呈现为“人们(persons)”来解释二者间的不同.安乐哲和郝大为提出“民”倾向于集体行

动,并且早期对于“民”这一概念的使用带有强烈的盲目、愚昧和休眠等暗示.相较而言,“人”这一概

念就被用来特指形容作为人类的一个具体的个人,并带有一些积极内涵.安乐哲和郝大为还认为,
一个个体“成为一个人,是自我修养和社会化过程赋予其特殊性的结果”,换句话说,“教诲使得一个

个体从含混而笼统的‘民’发展为具有个体性的‘人’,并最终表现出具有仁这一权威型人格”②.尽管

这一解释的某些方面目前被证明是存在争论的,但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切割,我们仍然可以接受其

中基本的“民 人”区别来对前文所提到的张力进行解释.当“人民”被定义为个体的集合而不是大

众时,他们和尧舜就可被视为同类.
就算这一区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孟子的思想,但它仍然没有解决官民身份在主体性上的

张力.一些机制似乎被用来系统性地将人民从“民”推向“人”.更进一步,当代思想家也许会发现,
可以将乌合之众的特征界定为无望的谦逊,以及无法与外界产生联系的生活.不需要成为一个激进

的个体主义者,也能够发现其中一些信息的缺失:孟子真的能从一个给定的农民的视角来对生活概

念化吗? 他针对“人”这一概念的普遍主义论调,提倡一种视角上的延伸以及伦理关怀的扩展,但是

他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狭隘而无法认真考虑大众个体的独特视角.孟子时常将统治者比作家长,但是

难道家长不应该将每一个孩子都视作一个独特的个体(如孩子在抚育关系中向家长提出独特的需

求),而是将他们视作仅有同意需求的群体吗? 这些问题以及他们所指向的解决方案,都驱使我们向

民主儒学的方向前行.

五、以人本民主舒缓主体性张力

通过审视儒家关于领袖角色的两个视角———一个大体上与民主相容,而另一个则完全与民主相

矛盾———现在轮到笔者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来对本文为什么认为儒家必须经历转化并且拥抱民主

的形式进行明晰的解释.笔者将分两步来进行论述:首先,对慈继伟关于儒家的一些论断,特别是关

于政治和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反驳;其次,对人本民主与民本的威权主义间的不同进行简略描绘.
在本文的结论部分,将会解释为什么一个独特形式的“儒家民主领袖”概念,对于成功的当代儒家政

治而言仍然是基础性的.
如上文所提到的,笔者认同慈继伟关于儒家中存在张力的观点,但却不认为该张力产生于(通过

身份认同的)一种主体性模式和对于自由的自我修养的要求,且二者均适用于所有人.相反,笔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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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问题存在于“对民的要求”和“对人的要求”之间悬而未决的张力.尽管笔者倾向于认为儒家经典

拒绝赋予“民”这个群体任何整全形式的主体性概念,但去论述存在两种不同的,分别适用于“人”和
“民”的主体性概念的做法也许是恰当的.即便如此,本文论点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在于,对于“人”而
言,慈继伟对于儒家所预想的主体性类别进行了错误的界定,其原因在于他否认儒家赋予自由以积

极的价值.慈继伟认为,对于儒家而言,自由并非“如揭示人们如何行为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生

活一般显得主要而稳定”①.此外,相较于自由与秩序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构建关系的观点(如现代西

方视野中的自由概念):“自由在中国的道德文化中是一种典型的与秩序相抵触的概念.在这一对于

自由的解读背后,存在一种时至今日仍明显受到中国主流政治和道德文化影响的概念.换句话说,
社会的两个主要功能———提升主体性和创建秩序———被坚定地认为必须分开并独立地实现.”②对主

题性与秩序的分离,是慈继伟所指出的潜在张力的另一个表现.
在此,笔者无意对中国过去或现在的政治实践进行解释或辩护,相反,本文将会论证对于传统儒

家政治思想的最好解读———该解读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更广阔的中国道德和政治文化而反映出

来———区别于慈继伟的论断.例如,从最广为人知且最有影响力的儒家经典«大学»中我们可以找到

依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一段的

后续详述了个体何以修身的步骤,但其对何以修身的具体阐释却在后世儒学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就我们讨论的目的而言,第一句话无疑最为重要.政治在于为国家提供秩序,而其目的在于使得人

民能够更完整地实现他们与生俱来的习得美德的能力.换句话说,秩序本身并非目的:其意义在于

为人们成为主体创造条件③.
在此需要作两个重要的解释.首先,«大学»中没有涉及“民”与“人”,它所指为世间万物(天下),

但是这一表述与基于人的普遍诉求是一致的.我们因此可将其视作前文所提到的张力的一个方面.
其次,«大学»暗示了美德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不是外在加诸人的(也许与一些外在的善的模式相

一致).这一观点在其后的儒学中受到十分严肃的对待.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尽管支持性的社会

政治背景对于个体修养而言较为重要,但关键的成就仍然在于自得.这种自得是基于个人自身感知

善和受到善感染的能力④.确实,大部分宋明儒家都强调个人自身公允的(对善的)反应是善的组成

部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善的概念完全取决于个人.相反,善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自由主体的形式,
而不是单纯地对外在模范的认同⑤.

如果本文的目标在于解决慈继伟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中的张力的话,那么也许可以就此打住,并
提出对于人而言,至少他们的主体性模式并没有与他们自由地去追寻自我修养的概念相冲突.然

而,笔者想要解决的冲突,在于对“人”与“民”进行区分所存在的问题.通过预设“人”与“民”之间存

在着显著差别,传统儒家政治指引人按照“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即所谓的民本思想———却不就

“民众如何被统治”这一问题而赋予“民”任何话语权.如上所述,若遭遇恶政,人们有理由去抵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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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９)．

慈继伟谈到,王阳明特别强调了不存在给定的、不变的、外部的模范,且该模范的道德权威高于我们自身,但是朱熹认为理

是部分地由我们公正的反应所构建的.参见StephenC．Angle,Sagehood:TheContemporarySignificanceofNeo Confucian
Philosophy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



至颠覆该政权,但他们的行动却并非基于能够感知善或者践行主体性的稳健能力①.笔者认为,可以

省略关于民众的整体论述,并用人本的民主来取代传统的民本威权主义.这可以使现代儒家彻底地

摆脱原有张力,拥抱人民为“人”的概念,同时所有这些个人能够为构建一个权威性的整体(即人民)
作出贡献,并且国家也从人民处获得其执政合法性.这一概念与传统儒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处于这

个人本民主中,统治者不仅需要关注广大群众的利益,并且还需要认识到这个多数群体的每一个独

立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和宝贵的关于其自身利益和更宽广的善的意见.每一个个体不仅仅有其利

益诉求,同样还有自己的视角和声音.
因此,在传统儒家视域内,人本民主是构建在主体性和所有人道德平等的基础之上的.笔者曾

撰文针对这一概念作过进一步的论述,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之处,一个与关联性有关,而另一个则关

注该概念的限度以及实践中的不平等②.针对第一点而言,虽然关于儒家个体的论述并不存在不合

逻辑之处,但我们必须小心地不以原子式的模式来认识个人,并且不将他们与各自的角色和关系相

分离,甚至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每一个独特的观点均充满了关联性.例如,我个人关于眼前某些事

物的观点可依据我是一个儿子、父亲、配偶、老师以及一系列组织或者是有重叠的社群的一员的事实

来进行解释.在很多情况下,他人的观点(如我所理解的我的女儿或者妻子在高中的经验)形塑着我

对具体事务的看法.尽管看起来调和许多不同的观点并不总是容易的,并且不使疏远的他人的观点

压过对身边亲近人的关心也很重要,但广阔的关联性会倾向于符合众多观点的广泛的包容性.
最后一点中关于调和不同观点的困难之处与笔者之前所提到的第二个值得注意之处相符.一

如当代抵制民主的儒者们将立刻指出的,在许多重要事务上,现代政体的所有公民均是无知的,有时

这种无知还表现得十分耸人听闻.其他种类的认识失误,以及伦理方面的劣势,同样十分广泛,而金

钱和权力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现存的民主系统,正暗暗腐蚀着政府的信任度.因此,不论一个公民

的看法是多么有道理,它们是否能够得到应得的重视却不得而知.尽管针对这些方式已经在何种程

度上侵蚀了民主运转的讨论数量可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针对笔者的现阶段目

标,一些需要牢记的关键点在于:首先,当前在学理上和实证上均出现了许多设想用现代儒家来替代

民主的方案,如贤能政治③;其次,民本威权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并不应被看作是对传统的毫无问题

的阐释.这些方案同样需要面对贯穿本文的存在于儒家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张力的挑战,而它们只能

在抵制儒家中一些最为重要的教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彻底地证明为正当的.

六、儒家民主领袖

对民主社会的政治领袖的特征的一个最简单的描述为:人民告诉领袖去做什么,领袖就做.尽

管这个描述存在大量问题,但是这也许足以引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在儒家民主中,究竟为

什么需要领袖? 我们必须拒斥映射出孟子民本威权主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

文公上»)的观点.那么,在一个以人为本的民主中,传统儒家的领袖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保留

下来?
回顾陈祖为他们所提出的儒家领袖的四个特征:它取决于自愿接受,它奠基于以平凡形式存在

的卓越美德,它的启发性内涵,以及它较之于制度的相对自主性.在其中,第一个特征似乎是无可争

议的.因为在儒家民主中,任何关于领袖的概念都将取决于公民的自愿接受和同意.而第二个特征

则更为有趣一些.郭峻赫(KwakJun Hyeok)指出,在当代韩国强调有德行的领袖所带来的问题,

７２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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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论证了当前东亚社会应该采用一种不同的领导模式.这种领导模式的基础在于相互间的无支配,
而不是道德美德①.郭峻赫对美德的担忧与一些学者的观点相符.在他们看来,在这种东亚模式中,
领袖会不切实际地声称他们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并且仅需面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行为准则的制

约.基于领袖们实践的成功或失败,大众对于他们的支持可能会戏剧性地摇摆不定.笔者对这些担

忧表示感激,但同时也认为,儒家能合理地回应这些观点.在儒家看来,这些东亚社会的评论家和公

民所采用的美德概念过于狭隘,甚至丧失了儒家美德应有的内涵.道德的纯洁性,尤其是那种一旦

涉及现实世界的伦理和政治决策时就会被污染的纯洁性,不是儒家美德所要关注的对象.孟子所论

述的仁、义、礼、智四端可被当作儒家美德的简要概括.如陈祖为他们所言,人人均能在某种程度上

实现这四端,但儒家领袖所展现出的四端则被寄望优于大多数人,而这正是我们对领袖所应怀抱的

期待:基于仁爱的关怀而致力于公共服务,合理地应对所有情状,因作为公民代表而展现的庄重举

止,在平衡不同意见以及考虑共同体长远利益上有充分的想象力和开放性思维.在信息碎片化的时

代,也许比较难以对上述的某些品质进行判断,但一个政治领袖在其政治生涯中所作的选择与承诺

可能为我们提供客观的判断依据.无论如何,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观点在于一个围绕着上述美德的

领袖概念能否与民主相容,而不在于我们进行道德判断的难易程度.因此,笔者不认为存在拒斥二

者相容的因素.
接下来,本文将统一讨论启发性和制度这最后两个特征.在儒家看来,我们应该将领袖理解为

一种对于公民个体的外部模范或权威.在这种情况下,领袖就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表现为任一

公民个体在进行决断时所面对的众多必要的外部限制条件之一.儒家一方面强调(如前文所述)人
们对于自由的“自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同样强调如榜样、教师、家长、礼仪和经典文本等这些外部

限制的必要性.儒家传统中有大量关于内在的个人的自得和使之与外在模式相匹配的讨论:通常,
这一过程被看作钟摆一般左右摇晃,从倚重内心的一端,经过一系列更为平衡的位置,而到达倚重外

在的另一端,并如此往复.在笔者看来,当代儒家可以从那些承认内外部二重性的平衡位置中获得

最大收获.明代儒家罗钦顺(１４６５ １５４７)就是这一观念的典型代表.他对那些倡导个人对自我道

德直觉的单独倚重的同期思想家表示担忧.他认为此观念是单向度的,这种思想家“陷于一偏,蔽于

一己”②.罗钦顺并指出“苟学之不博,说之不详,而蔽其见于方寸之间,虽欲不差,弗可得已”③.那么

一个人该做什么呢? 罗钦顺说道:“是故察之于身,宜莫先于性情,即有见焉,推之于物而不通,非至

理也.”④如其后的理学家一般,罗钦顺认为,不论是从个人自身还是从外部事物来审视,宇宙所内涵

的理归为一.因此,通过观察个人自身情感反应与外部模式(如模范领袖在相似境况下的反应)的相

一致之处,个人就能够将“理”容纳入自身并且避免被浅薄或自我为中心的反应所引入歧途.相似

地,若外部模范无法与个人的自我情感相一致,那么这些外部模式理应受到质疑,所有一切的目标在

于去实现“物我兼照,内外相融”⑤.
罗钦顺的论述十分深奥,且对其进行彻底解释将会使我们远离主题.以上论述已足以使我们得

出这一结论:基于自身反应的个人自主决定的善的观念,是可以被外部模范在不否定个人反应的情

况下进行约束的.因此,当个人对假定的模式的阐释与个人所自由感受到的回应相一致时,儒家就

认为去实现这样一个状态是可能的.在这个程度上失败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要么模范是虚假的(如,
糟糕的领袖,见«孟子梁惠王下»),要么个人的反应是带有偏见的,但是儒家从未明确地指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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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InDemocraticLeadershipinNortheastAsia,editedbyKwakJun Hyeok(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８)．

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页.
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２２ ２３页.
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３页.
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第３页.



到底为何: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尝试去发现好的模范和无偏见的回应,去寻找二者相结合的最

坚实和稳定的可能.
因此,领袖被寄望于去带领人民,去树立标准,去启发他人.如果领袖仅仅尝试去效仿公民现有

的反应(例如,围绕着最近一期的民调来形塑他们自己的信息),那么他们就消解了领袖最重要的作

用.这个作用恰好就在于去充当一个限制性和指引性的外部资源.也就是说,领袖作为对自我中心

和短视思想的制约,促进公民变得更加包容,使公民认识他们之前所没有认识到的更广阔和长期的

解决方案,并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这些长远方案才能够切实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一个现代儒者该怎

样重新将传统领袖角色解读为“启发性”的依据所在.笔者同样还认为,随着我们接受早期儒家思想

中以人为本的观点,我们已经发现了赋予某一些制度更重要地位的思路.那些围绕着领袖的制

度———在现代儒家民主中也许会包含竞选和选举,笔者在此暂不去讨论这些制度的细节———以及作

为制度存在的政治领袖自身,也是一系列更为广义的制度的样本:如那些被证明为对有效的外部标

准有支撑作用,且对个人内在的判断能起到制衡作用的制度.这类制度的另一个样本是有着合适教

师培训和课程安排的公立学校.以儒家的视角看,无论制度性的机制产出的结果为何,其均无法达

到令人满意的水准:来自外部的影响总是被个人尽力而为的公正判断所平衡.
将儒家政治领袖当作至上论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儒家民主中的领袖角色进行总

结的方式之一.至上论指的是国家应在对公民的伦理改善上采取积极措施,而不是采取中立的立场

将伦理教育问题完全交给个体.相较于目前仍有争议的一些细节,儒家民主的支持者大致同意某种

形式的完善论是根本性的①.儒家号召我们去选择有视野和性格特征的领袖,这些领袖能够鼓励我

们用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我们惯以忽视的视角,去看问题.领袖应该超越既存私利的啦啦队的角

色.我们不应该期待我们的领袖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但儒家告诉我们应该去寻找那些在多种美德

上超越普通公民的人来做领袖.“儒家民主”这个概念是成立的:如果我们能够较为成功地选择正确

类型的领袖的话,它就不会崩溃.取决于一个由现代儒家领袖所领导的民主制度(不论在何种层级

的政府)的程度,公民和民主制度这二者都将得益.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的联姻广有前途.

[责任编辑　李　梅]

９２儒家领袖与儒家民主

① 参见JosephChan,ConfucianPerfectionism,以及 KimSungmoon,PublicReasonConfucianism:DemocraticPerfectionＧ
ismandConstitutionalisminEastAsi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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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礼制内在价值及其现代转换

汤勤福　葛金芳

摘　要:中华传统礼制虽存在着封建质核,但至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内在

价值.礼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或准则,进入文明社会后便具有道德这一内涵.就古代中国而

言,伦理道德的体现便是遵循礼制,它早已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内化为国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仪是中华先民尊崇的生活方式,礼义是中华先民追求的精神价值,礼中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

生活智慧,概括起来便是一个“仁”字.中华传统礼制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资源,但必须经过

现代性转换,即守望本土传统,又以现代性为标准审视、转换并汲取古典文化精义,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重获新生.寻求中华传统礼制现代价值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于以多样性为根本特征的人类文化生态,

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丰富的民间实践中,探寻其沉淀下来的伦理共识和道德品格,着眼现实,展望未来,用
中华智慧来创建适合当今社会的礼仪价值的新体系.

关键词:中华礼制;伦理道德;礼仪;礼义

自商周以来逐步成型并完善的中华传统礼制,已经走过３０００余年的历史进程,时至今日,中华

民族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伟大复兴的愿景也已依稀在望.在这样一个时空坐标点上,人们不禁要问:
从远古走来的中华传统礼制还有价值吗? 还值得研究和借鉴吗? 如果说中华传统礼制在追求国家

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有序的漫长进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么,浸润着封建等级制度的中华传

统礼制与现代社会生活能否对接? 又如何对接? 亦即古老的中华传统礼制和礼乐文明是否具有现

代价值? 又该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呢? 这注定是一次没有唯一答案的思想之旅.本文的种种追问和

设想,也只是企望逐步接近历史真相和现实需要的一种有限努力.

一、中华传统礼制,今天仍有研究的必要吗?
———关于礼、礼制本质的历史追问

　　数千年来,中华传统礼制渗透到国人的一切生活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扮演过各

种角色.沧桑巨变,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以及２０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对它的批判,中华传统礼制似

乎走到了历史尽头,难以为继了.然而在社会生活和民间礼俗中,却顽强地保留着传统礼制的不少

碎片和遗存.华裔学者余英时曾说,直到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时期,广大乡村中“儒家文化虽

已处于十分衰落的状态,但仍然支配着日常的社会生活;一切人伦关系,从婚丧礼俗到岁时节庆,大
体上都遵循着儒家的规范而辅之以佛、道两教的信仰和习行”① .实际上,时至今日,传统礼制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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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仍有广泛影响力.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华传统礼制,重构它与现代生活的种种关联,实
现古为今用之目的,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急迫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区分开礼、礼俗、礼仪与礼制.在我们看来,它们的区别是非常清楚

的.自从世界上有了人,便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往中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或称准则).它最初

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来自人们交往过程中被认可的一种原初习惯或说原始习俗.实际上,这种原初

习惯(原始习俗)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民族之中,有学者称为“原始礼仪”①,其实可以称之为原始礼

俗.人类生存离不开这种习惯与习俗的制约,久而久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定型.当人类进入

较高的文明阶段,出现了权力机构(如族群、族群联盟、国家),那么这种“原始礼俗”就会按照当时特

定的社会状况而被仪式化、制度化,于是出现了礼制.所谓“礼成于俗”②,便是指这种情况.礼制一

体两面,从物质形式上说是礼仪,从精神内容上说是礼义,这也就是后世学者孜孜不倦地解读或归纳

的“礼”之本质.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根据不同关系,人们在交往中就必会形成一种必须遵

循的行为规范与仪式,这种行为规范与仪式被视为“天经地义”,它也就具有了“道德”③内涵.作为当

时的权力机构(族群、族群联盟,乃至国家)便会用“法律”的手段来确认它,要求人们遵循它,于是就

成为制度.
学者们在研讨中国古代礼制时提出过许多有关礼之本质的观点.如杨志刚先生认为礼的“根本

性质”有四点,即规范与准则、修养和文明的象征、社会控制的手段、秩序④.实际上,这是将原始之

“礼”与后世产生的制度性之“礼”混淆在一起了⑤.但无论原初之礼还是后世制度之礼,无论是中华

之礼还是域外其他民族(国家)之礼,抽象其本质,便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交往时的规

范与准则.归纳出礼之本质极为重要,因为这既有助于解决中华传统礼制的许多相关的重大问题,
也可解释中国古代诸族乃至现代东西方之“礼”为何会具有融通性⑥这一关键问题.

如上所述,进入较高文明社会后,无论古今中外,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会根据自己认定的道德

标准而制订一套礼仪规则(礼制),它规定着如下两个方面:１．人际交往、社会集团之间交往的行为规

范与交往准则,２．作为个体的人在交往网络中所应坚守的“道德”标准.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社会

要能正常维系、有序运行和生存发展,都必须依赖三种基本的调节力量,这就是市场、法治和伦理道

德.大致而言,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和价值规律主要调节利益关系,法治通过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主

１３中华传统礼制内在价值及其现代转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常金仓先生曾对原始礼仪的起源作过研究,认为:“手势语言在狩猎活动中最初或者是为避免惊扰野兽,或出于某种禁忌使

用的,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它就被编入礼典,转化为礼仪了.”(常金仓:«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６页)常先生在该书第一章中大量引用了民族学、民俗学资料及文献资料来说明原始礼仪的产生并如何转化为礼

仪,甚有启示价值.遗憾的是,常先生未进一步去解说“礼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甘怀真先生称:“探究礼的起源,有两条线索.一是讨论今人所谓的礼仪、礼制的发生流变.二是指‘礼’字的语言符号的出

现及其意义.就第一项而言,议论分歧.就第二项而言,礼源于祭祀当为定论.”甘先生是从王国维先生观点而来的,但“礼源于祭祀

当为定论”恐怕也是一厢情愿,学界并非均认同此观点.在笔者看来,尽管祭祀也有原始习俗、乃至有某种“规范”的内涵,但它毕竟

是一种比较后起的事物,属于“观念形态”,肯定不是礼之源头.甘先生观点可参见氏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

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 １０页.
不同时代、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同时,“道德”观念的内涵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产生变化.王启发先生认为:“人的本

质属性在于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获得自觉,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得到强化和完善.人的行为,无论是个体

的还是群体的,都必须遵从一定的社会法则正是这种社会法则确定和维系着人类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法则

在中国古代就被称为‘礼’.”礼有道德属性自然没有问题,但王先生强调“礼的道德属性即所谓‘礼义’”,“礼的道德属性则是人类最

原初的情感生活的理性化的最初反映”.一说法恐怕过当,因为道德绝对不是在人类最初阶段产生的,而人们“规范与交往准则”肯
定早于道德的产生.王先生观点参见氏著«礼学思想体系探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１页.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页.许多学者持类似观点.
上述王启发先生的观点亦出现这一问题.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礼具有融通性,如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中出现西式婚礼,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

可,而当今中国的婚礼早已融入许多西方礼仪形式,并被广泛认可.



要调节社会关系,伦理道德通过价值理念和行为操守主要调节人际关系.当然这三种调节力量在现

实生活中是相互渗透、配合和交叉发挥作用的,缺一不可.这是一个社会能够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
只有市场调节、法治调节,而无伦理道德调节的社会,无论古代现代、域内域外都是不可想象的.就

古代中国而言,伦理道德调节的体现便是遵循礼制.
事实上,以儒家伦理为底色的中华传统礼制,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确

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说法,早在公元前５世纪前后人类文明之

“轴心时代”(AxialAge),“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基斯坦和希腊开始

奠基.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之上”①.公元前５世纪前后的中国,正处在春秋战

国时代,也就是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时期,即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华传统礼制开始成型的时代.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礼记乐记»,即将礼、乐与刑、政的合一视为理想政体:

　　礼节民心,乐和民生,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显而易见,这是伦理与政治同体合一的思维进路,其经典的表述就是“内圣外王”.统治者必须首先

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成就“圣贤气象”,由此才能负起治国理政的责任.所以«大学»要求:“自天子

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衡量道德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就是从治民理

政、词讼办案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都必须合乎礼制,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

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

不诚不庄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这种以教化为施政,以施政行教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说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成为中华民

族政治思维的最大特色.而在此种政治思维下形成的“礼法并行”、“王道仁政”的施政模式,在维护

大一统局面和调节社会关系等方面,确曾在历史上收到过明显效果.
然而１９世纪中叶以来,面临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儒家伦理支撑下的“礼法并行”的施政模

式,连同礼制本身,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日渐陷入尴尬的境地.
儒家伦理的威风扫地和中华传统礼制的整体塌陷,其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各方面的持续批判,而

是在于自身的原因:因为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礼制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石的,而当西方列强

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创造过辉煌成就的中华农业文明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工商业文明.
那种曾经神圣无比的、基于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礼制连同礼教、礼俗,不免与数千年来的“朕即国

家”、“乾纲独揽”的专制君主体制纠缠纽结,其受到严厉批判并日趋衰落也是势所当然.历朝历代用

政教相维、纲常名教等说教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打造成一套以礼制为核心的精致无比的社会控

制体系,将礼教天理化、礼制法条化、礼仪模式化,最终成为禁锢臣民思想、束缚百姓手脚的枷锁和镣

铐.因此自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从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鲁迅等先知先

觉者,纷纷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类意识形态说教,横扫君尊臣卑、官尊民卑、
绝对服从等背离普遍人性的片面规制,显然具有不言而喻的历史正当性.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摈弃两极化的思维模式和情绪化的非理性处置.就传统礼制而言,其中的

封建质核必须批判,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种种繁琐的礼仪形式应该摈弃,专制皇权对礼制的滥用更

应清算.时过境迁,旧桃新符,我们对此既不必惋惜,更无需恢复.但是,中华传统礼制并非仅仅只

有糟粕,它仍然闪烁着人文主义的精华.王家范先生对历史文化和中华传统礼制中的共时性精华与

历时性规定有过很好的区分:

　　文化实际上有两大种.一种是最能凸现中国对人类文化恒久追求的普遍性价值有所贡献

的部分,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且具共时性.这就是钱穆反复申说的“历史生原”和“生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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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另一种是随时而进、与特定时段的社会需要适应的部分,属于历时性的东西,必有兴衰更

迭.例如特定的“礼”,是具历时性的,会随社会变迁而新旧更迭,但古贤所谓“礼”之内在精神为

“和”,却具共时性,不会因社会变迁而失却其价值,意思同西人说的“社会整合”也可沟通.①

中华传统礼制具有恒久价值,当然不止“和”这一项,但王先生所说的“具有共时性”的“最能凸现中国

对人类文化恒久追求的普遍性价值有所贡献的部分”,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并努力发掘之.众所周知,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是沟通天人的仪式,是贵族等级的标识;同时,礼又是乡里社会的规范,为人立

身处世的道德准则.在这个意义上,遵礼行礼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乃至是生存原则.上

至国家典章制度,中到社会礼俗和民间风尚,下及家庭伦理和行为规范,无不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

礼制的种种影响,留存着道德的烙印,讲求社会的和谐关系.因此可以说,“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
家的最大贡献在为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精神基础”②.因为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

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更加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③,此即«礼记郊

特牲»所说的“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

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传统礼制注重

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④.
在我们看来,讲究礼仪、讲求礼义即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内在特质之一.尽管作为制度规范

的传统礼制已经解体,但作为精神追求的礼义却不会随之泯灭,它以礼仪、礼俗等形式顽强地存活在

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之中.我们看到,在当下社会生活中,面对日趋丰富的生活样式和更加

多元的价值取向,从漫长历史中走来的传统礼仪及其礼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

中对礼仪和礼义的精神追求却从未停息,也不会停息.
如果放宽视野,即可看到世界上各个民族共同体都有对礼仪、礼节、礼俗的追求和向往.这是因

为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延续需要一定的秩序来维持,而这些秩序的形成和维系除了依赖硬性的法律条

文外,在更多的场合则是要靠软性的伦理道德来维系.在实际生活中,通常表现为约定俗成的社会

规范和准则.所以在多数场合中,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往往不是从奖惩角度,而是从动机、德性、良
知角度来考虑自己行为的正当性的.价值观念的外化主要体现在人们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

和如何对待自然界这三个向度上.正如龙应台在«文化是什么»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一个文化厚

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

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而“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⑤.在这个意义上,礼体现为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也就是

中华传统礼制中一以贯之的“敬”.这种“敬”,经过耳濡目染和代代相传,成为人们对心中理想的守

望和期盼,发挥着抚平内心躁动,增加社会和谐和提升人类文明程度的功效.所以,世界上各个国

家、民族和社会共同体都有自己的礼俗和礼仪,并且在礼俗和礼仪的背后,都有一套价值观的支撑.
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就中国而言,中华传统礼制连同礼制规范早已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礼制、礼仪连同其背后

的礼义诉求,也早已内化为国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言之,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礼制可以

视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的意义在于,今天的人们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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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和价值态度而并不自知! 所以我们认为,从
远古走来的中华传统礼制及其作为支撑结构的儒家思想仍有其不可磨灭的恒久价值,值得花大力气

去研究和发掘.

二、中华传统礼制是否具有值得继承发扬的内蕴价值?
———关于中华传统礼制现代价值的现实叩问

　　当今中国挟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正在奔向本世纪中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在此过程中,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加强固然重要,凝聚力、软实力的提升更是不可或缺.经

数千年积淀而形成的中华传统礼制,若从消极方面说,或许是沉重的包袱;若从积极方面说,也可以

成为创新的资源.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生

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①.
域外学者对中华文明的最新观察可以美国政要兼学者基辛格为代表,他说:“中国是独一无二

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中国“每次改朝换代后,新朝均沿袭前朝的治国

手法,再次恢复连续性.中华文化的精髓历经战祸考验,终得以延续”②.
域外学者的论述,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怎样才能使它“得以延续”?

就中华传统礼制而言,我们作何判断? 其实,能够传承数千年之中华礼制,必然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生

命经验和生活智慧.这种经验和智慧的深厚积累之核心,就是一个“仁”字.礼仪是中华先民尊崇的

生活方式,礼义是中华先民追求的精神价值③.所以孔子并不看重玉帛、钟鼓这些礼制的外在表现形

式,而是要求认真体会礼制设置的精神实质.这个精神实质就是“仁”,即他所强调的“人而不仁,如
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包括乐)是用来体现“仁”的工具和手段,“仁”是施

行礼制形式的目的和价值.人们应该在习礼、行礼的具体实践中去体会、领略“仁”的精神所在.以

“仁”为核心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是中华先民在数千年的历史行程中历经风雨淘洗而沉淀下来的

宝贵财富,岂能轻言弃之? 古人曾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仁”居其首,其中必然蕴含着值得今天

挖掘、继承和发扬的多方面价值.举其荦荦大者,略述如下:
第一,“仁者爱人”:德治主义仁政对于社会公德的借鉴意义.
在德治主义仁政的政治模式中,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获得执政资格的首要条件,就是自身必

须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方能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同和拥护:“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

之.”(«论语为政»)然后才能要求老百姓也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

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要使老百姓的一切行为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并有廉耻心,是以执

政者的“为政以德”为前提的.在孔子看来,一个威权横行、规则淆乱、说谎成风、贪腐频发的环境中,
老百姓不可能够独善其身,守纪遵法.此乃古今一理、中外皆同之大规律.因此他说,“恭则不侮,宽
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概而言之,这五项统治者必备的施政品质便是庄重、宽容、诚信、勤勉及惠人,这就是德治主义仁政的

五项特质.«国语»载周定王八年(前５９９)刘康公聘于鲁归来,定王问鲁大夫孰贤,康公答:“宽肃宣

惠,君也.敬恪恭俭,臣也.宽所以保本也,肃所以济时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则

必固,时动而济,则无败功,教施而宣则遍,惠以和民则阜.若本固而功成,施遍而民阜,乃可以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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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矣,其何事不彻?”(«国语鲁语上»)此说大致与孔子相同.所以古人有言:“礼义修明,则君子怀

之.故礼及身而行修,礼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扶身,则贵名自扬,天下顺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毕

矣.”①当然,这些德治主义仁政的特质,需要道德的支撑,在严格的规范下施政,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达

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理想境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观念,他更为强调以民

为本,甚至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对“施仁政于民”有过明确解

释:“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

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因为“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孟子公孙丑上»),这
种“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施政方式,即是获得人民全力拥戴的前提条件,更
可起到“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梁惠王上»)的强国御敌的作用②.荀子则进一步提出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荀子子道»)的道德原则.显然,以孔孟等儒家前辈思想建

构起来的中华传统礼制,深刻地印上了德治主义原则的胎记.
若从源头即社会土壤而言,这种理念原本是先秦族群社会普遍存在的血缘亲情关系的天然反

映,具有历史正当性.这种以家庭、家族、宗族为基本组织的族群社会被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

明称为“熟人共同体”.有学者认为,西周的宗法共同体就是以小共同体为特征的族群“封建”体制.
在这样的“族群”社会中,“由‘天生的’血缘亲情推出人性本善,由伦理上的长幼尊卑推出一种‘人各

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政治秩序”③.这也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说的“差序格局”.在这

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小共同体中,由长者(族长)主导的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权与责相统一,即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显然,这是一种对君

臣父子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专制主义暴政而是德治主义仁政思想,是德治、仁政与

民本紧密结合的产物.因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初含义是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

像个父,子要像个子,各安其位,各行其责.所以,从原生儒家的君权、父权中推不出后世“三纲五常”
中绝对专制的理念来.显而易见,德治主义仁政推导出的民本思想,以及“恭”“宽”“信”“敏”“惠”等
思想资源,对于今天社会公德的提升,对各种从业人员而言,肯定具有建设性的借鉴意义.

第二,“内圣外王”:伦理本位的中华传统礼制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资源.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将内圣视为人的道德修养境界,将外王视为国家强盛,那么,“内圣外

王”这一古典模式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若就基本色彩而言,浸润于中华传统礼制中的主要是儒家伦理.正是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中华

传统伦理之延绵发展,为中国赢得了“文明古国”的历史荣耀.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从“仁者爱

人”“克己复礼”之思想立意出发,构建出一套以温煦的家庭人伦为核心的道德要求,并外推到政治伦

理领域,构建出“内圣外王”的理想模式,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环节的推进,把个人

美德伦理和政治责任伦理,整合为一个自足的逻辑体系,希望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达到“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之道德境界.在孔孟所处的列国争霸、“杀人盈野”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温文尔

雅的道义逻辑不免到处碰壁,屡遭拒斥,但在建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其中的精义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颇有重叠吻合的部分.
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与“富强”“爱国”等观念一脉相承.“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的诚信意识,与市场经济的“诚信”为本和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不
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道德自律和规矩意识,与“公正”、“法治”之理念遥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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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超越性追求,对于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大有

助益.“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秉持允当适度、不偏不倚的处事原则,可以疗治非此即彼

的两极化思维,与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并存共荣、相互匹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

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与“诚信”、“友善”等规范性要求息息相通.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这种从内在德性演化为政治伦理的观点,也能与

现代社会培养爱家爱国人才契合.概而言之,中华传统礼制的这些宝贵遗产,既具备现代化的潜质,
又与人类所认可的价值息息相通.

第三,寻根认祖,增强民族认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弘扬礼制现代价值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许多在大陆之外生

活的华人、华裔回乡寻根认祖十分普遍.尤其是每年炎、黄祭典,吸引着众多海外华人、华裔来朝拜

自己的祖先.其实,中华传统礼制本身就有这种祭祖归宗的传统,作为个人、个体家庭或家族要祭祖

归宗,而作为中华民族则极为重视对炎黄的祭祀.炎帝与黄帝被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是
中华民族的奠基者.炎帝又称为神农氏,据传他创制耒耜、教民种五谷、治麻为布,制作陶器,等等.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因此“亲祀神农”①成为统治者礼敬祖先、宣示正统的极为重要的一项活动.尽管

我们目前无法知晓炎、黄祭祀始于何时,然据«国语鲁语上»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

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

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太平御

览»也称“汲郡冢中竹书言:‘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②,显然,
祭祀炎黄作为国家祀典起源甚早.实际上,这一祀典之所以历代均奉行不辍,是因为它起到了民族

认同、宣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认同标识,历代以中华为国者都自动归宗认祖,即使是少数民族统

治者也不例外.东晋十六国时,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创立国家,有不少声称是炎黄子孙.慕容廆

本为鲜卑族,其子慕容皝创立前燕,自认“其先有熊氏之苗裔”③,前秦也自称“其先盖有扈氏之苗

裔”④,是中华正统苗裔.南北朝时,建立北魏的鲜卑族自述“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
以为号”⑤,建立北周王朝的宇文泰声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⑥.而与赵宋王朝并立的辽朝,也自

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⑦.无需追究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自述世系是否确切,但他们建立

王朝后之所以如此声称,其实质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际上,中华民族也正是在各族的交往、交
融中成长起来的.

如果说炎黄祭祀是寻中华民族之根,那么祭祀先圣先师的释奠礼则是寻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据

«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最
初释奠祭祀的是学行造诣高的人,并非祭奠儒家创始人孔子.到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刘邦“行自淮

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汉书高帝纪下»),开启了以太牢祭祀孔子的先河,此后释奠便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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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孔子及其他儒家学者为准.孔子是中国乃至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

国古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后世祭祀孔子的释奠礼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宣扬.当今

不少海外华人、华裔到曲阜参与祭孔,确实有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意味,因此这种祀典同样也能起到

团结海外华人、华裔的作用.
至于儒家伦理中较为缺乏的自由、法治、人权等现代社会所必备的理念,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的过程中,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实践中,自会一点一滴地生长起来,我们对

此当有信心.因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明确宣示,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①.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自由理念的认同.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
“十八大”强调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又将“全面依法治国”包蕴其中.这是执政党对现今法制的认

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宣示:“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

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１３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②这是对民主与人权理念的认同.所以,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已经鲜明地标示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这些理念的当代价值.

三、中华传统礼制的现代性转换

———寻求中华传统礼制的新生机制

　　可以肯定的是,积淀深厚的中华传统礼制和礼乐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丰富资源,但
又不是拿来就能用的,更不能滥用,必须经过现代性转换这个重要环节.正确的态度亦即科学的态

度,应当是摈弃文化虚骄和文化自卑这种两极化思维,既要充分肯定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智慧

创造出辉煌灿烂之古典文明的历史事实,更要认真探讨儒家文明和东亚智慧未能顺利导出现代文明

的内在缘由.也就是说,中华传统礼制之现代价值的发展与弘扬,必须经过现代性转换这个环节.
只有在现代性这个时空坐标中守望本土传统,同时又以现代性为标准审视、转换并汲取古典文化精

义,然后才有可能使中华传统礼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获新生! 我们认为,中华传统礼制现代性转

换应抓住如下几个环节:
首先,中华传统礼制重获新生的首要条件是与君主官僚政体和专制权力作彻底剥离,使之成为

一种更为纯粹的学理阐述和伦理规范,而非宰制性的意识形态说教.
如前所述,礼之本质便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交往时的规范与准则.就其本质而

言,它是可能而且可以为现代社会服务的.然而我们也非常清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华传统礼

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农业文明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传统礼制,连同礼教礼俗,在长时期中又被历

代王朝的统治者用作压制臣民、维系一姓之天下的施政工具,例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君尊臣

卑”、“官尊民卑”、“存天理,灭人欲”等教条成为主宰民众的思想意识.这是自２０世纪初新文化运动

和五四运动以来,从陈独秀、李大钊到胡适、鲁迅纷纷批判封建礼教之正当性所在.作为中国文化的

先知先觉者,他们对封建礼教的激烈批判和深刻揭露,成为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重要助力,有助于

民族觉醒和社会进步.因此,如果不将二千余年来专制政体加在传统礼制上的压制人性的种种规范

作一番细致而恰当的剥离,对中华传统礼制作一番解构,那么它所具有的中国智慧之伦理精神和道

德理想,就不可能在当下发挥其正面的构建作用.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整体上看已经跨入现代

工业化社会的门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是最为基本的社会现实,今天的人们自然

应当自觉破除传统礼制所内蕴的意识形态迷障,与权力、专制作彻底切割,回归理性,回归礼之本质,
进而融入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去.只有如此,中华传统礼制才能真正起到提升道德修养、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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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际关系、增进社会和谐等功效.反之,不能与中华传统礼制的封建质核彻底决裂,而企望利用

它来重新塑造国人道德,那不过是盲人骑瞎马而已.
其次,就中华传统礼制的立足基点来看,应当实现从共同体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型.
共同体有大小之分.就中国而言,小共同体是指家庭、家族、宗族等人数有限的共同体,也被称

为“熟人共同体”;“大共同体”是指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社会群体组织,也被称为“陌生人共同体”.
在孔孟所处的先秦时期,儒家伦理提供的是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道德诉求和行为规范,亦即要求个

人行为规范符合小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到了六百年后的汉代中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
“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制又逐渐被改造为以国家为本位的规制体系,要求个人行为规范符合国家

这个大共同体的利益诉求.有学者指出:儒家的正义观“来自于个人的自我观照与深刻的道德意识,
它意味着一种超乎一般的正义准则之上的人生准则,是一种个人的而非社会的道德标准”①,亦即儒

家思想是以大、小共同体为本位,向其成员提出的一套规范性要求,抹杀了个人合理的诉求与利益.
而当代伦理则强调在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同时注重公民以个人权利、自由、尊严等价值和利益

为基点,向社会提出多种正当诉求,要求社会制度设计和基本结构的安排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提供条

件和保证②.实际上,在现代性视野中,每个公民的尊严、自由和价值就是国家的尊严、自由和价值.
换言之,国家在保障每个公民的尊严、自由和价值的基础上,必将赢得自身的尊严、自由和价值,实现

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
其三,从中华传统礼制的形态特征来看,应当实现从贵贱有别的差序格局向以独立、平等为核心

特征的公民伦理转型.
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家族本位的小共同体,还是国家本位的大共同体,其共同特征是等级分明的

“差序格局”.先秦有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左传昭公七年»)
之说,孔子也强调:“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董仲舒

强调:“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春秋繁露度制»)«朱子语

类»载黄义刚问“夷狄之有君”一章,朱熹回答:“只是一意.皆是说上下僭乱,不能尽君臣之道,如无

君也.”③显而易见,自先秦以来的数千年中,从原生儒家到宋明新儒家,他们主张并信服差序格局与

等级伦理,而差序格局与等级伦理是培养不出现代公民道德的,因为现代伦理以平等为首要原则,
“自启蒙运动以降的数百年中,人类社会逐步形成的价值共识是,每一个个体,无论是贫是富,品德好

坏,地位高低,都具有与他人相等的价值,都应受到相同的待遇,享有同等的权利”④.虽然儒家伦理

中包含着丰富深厚的私德资源,但很少包含公民、公民社会和公民伦理等现代因素,如要将儒家伦理

作为现代社会共同生活之准则依据,必须摈弃其差序格局与等级伦理,通过现代性转化来缩短这个

时空差距.唯一可行的做法是,必须引入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反过来说,以“公
民”权利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也只有在中华传统礼制这个基盘之上,才有可能逐步生长、茁壮起

来,才能培养出符合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由于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最早产生于率先进

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世界,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借鉴、汲取域外文明之精华的问题了.
其四,以充满自信的姿态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传统礼制充实丰富其当代形态的关键

环节.
经过数千年岁月的无情淘洗,有不少文明已经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但当代世界仍然是一个多

元文明的格局.每一个经历了岁月淘洗的文明,均有其独特的存在理由和价值担当.中华文明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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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各大文明一样,既然能够历经数千年的淘洗而存在到今天,必然有其独特的坚守和独到的价

值.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自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数百年间,中华民族已经落后于世界前进的

步伐.晚清士人冯桂芬(１８０９ １８７４)在１８６１年就已经指出,中西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人无弃材

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至于军旅之事,船坚炮利不如夷,有
进无退不如夷.”①当然他对中华民族并未丧失信心,力主正视差距,迎头赶上:“始则师而法之,继则

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②郑观应、郭嵩焘、容闳、严复等文化先驱更是提出

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之路”,包括“以工商立国”、“行君主立宪”,以及开报馆、兴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

系列实践性方案.向西方学习,这是自近代以来先进人士的一致呼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本身

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拒绝过对域外文明的学习和采纳,在世界多元格局中,中

华传统礼制以道德的实践性、异质的包容性和体系的开放性三大特性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③.中

古时期印度佛教的东传、汉唐时期与域外文明的交融,以及近代以来对西学书籍的翻译、引入,都极

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特别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不仅极大地

增进了对域外世界的了解,而且加速了对域外先进文明的汲取,从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步伐.同时,
“一带一路”建设又促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各种文明的交流,在传播中华文明

的同时也吸收着世界文明.
若从源头上看,中华文明原本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互补融合的产物.自秦汉以

降,中原农耕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刀光剑影中,无数生命、财产灰飞烟灭,但在

更多的时段中,和平共处、经济交流、文化互补、民族融合仍是主流.当然战争本身也是古代文明之

间互补交融的一种形式,不过代价甚大.在此过程中,游牧民族博采农耕文明的成就,加速了发展进

程,提升了文明程度,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飞跃性变化.与此同时,中原农耕文明学习游牧民族

粗犷强悍的精神品格,充作自身的“复壮剂和补强剂”④.农耕文明的理智、文德与游牧文明的强悍、
开放相融相合,不仅造就了气象万千的大唐盛世,而且使中华文明闻名于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

在长期的交往中,以迁徙、融合、互市、战争、和亲为中介,方才汇成今日气势恢宏的中华文明之全貌.
放宽历史视野,还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并存的状态,并处在交流互动之

中.无论东亚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实际上都是历史上多种文明交流互鉴、相交互融的产物.当代西

方文明中,既有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因素,也有近代以来德、法等国的宗教改革,以及启蒙思潮的因

素;既有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成果,也有东方,特别是中国四大发明、科举制度的影响.在

东亚文明中,既有中国诸子百家传统的底色,也有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浸润;既有吸收了佛学认识

论成果的宋明理学,也有近代以来与西学对话而产生的新文化运动.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现代转型的脚步明显加快.以规模化生产和市场经济、民族国

家和民主政体、完备法制和公民社会为核心要素的现代性构架依稀成型.同时以科学精神、人文精

神、法治精神和高水准的道德诉求为核心要素的精神性追求也在日渐增长.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
民主政体、法治社会等只是现代性的基础架构,支撑这个架构的,恰恰是其所内蕴的科学理性、人文

精神和道德诉求等精神性要素.
毋庸讳言,自１５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显著改变人类思维观念、改变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及改变社会组织方式和政治体制的种种现代性成就,大多为欧美西方国家所创发.前已述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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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发达农耕经济基础上的中华传统礼制,此时已经落后于世界历史的演进大势.由于君主专制政

体的重重束缚和农业自然经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迟缓,中国长期徘徊于曾经辉煌过的中古文明阶

段.在现代化大潮扑面而来的逼人形势中,近代中国的战略任务就是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经

过２０世纪整整一百年的痛苦寻觅和曲折探索,到新世纪初中华民族才在整体上跨入现代工业化社

会的门槛.坚持以谦虚、诚实的姿态向率先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域外文明学习,才是加快中华民族自

身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职是之故,中华传统礼制要获得新生机制和焕发青春活力,就必须以更

加开放的心态,秉持一种面向全人类的友善态度和良好愿望,真心尊重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样态多

样化的事实,汲取一切域外文明中包含现代性要素的精华,来补充、丰富、滋养中华民族自身肌体.
换言之,与他种文明对话、交流、互鉴,实际上是每一种文明发展演化的动力机制.

中华传统礼制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仅必要,而且今天看来更为紧迫.因为进入新世纪以

来的人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呈现出“命运共同体”的强劲趋势.“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

展,科学技术迅猛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俨然成了‘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

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共同利益变得越来越广,需要携手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互利合作的愿望越来

越强”①.在全球化视野下,地球上的人类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空气污

染、贫富差距、能源安全、恐怖暴力、难民危机等诸多全球性问题.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世

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愿望,我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

方案之一.既然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则必须有一套适用于该共同体各参与方的行

为规则和运作机制.这些规则和机制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则是共同体各参与方共同认可的追求目

标和价值取向,例如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自由、权利等等.这是各种文明、各种文化均予以认可和

均应认可的出发点.因为“所谓人类共同体,首先是‘价值共同体’;一个维持稳定的共同体,则应是

‘价值共享的共同体’”②.作为历时悠久的中华传统礼制,其道德内涵完全可以作为构建共同体大厦

的基石之一.
质言之,汉魂唐魄与欧风美雨互摄互融之时,就是中华传统礼制重现青春光彩之日! 而中华智

慧与域外智慧交相辉映之时,就是人类加快步伐迈向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之日!

四、如何达成共识?
———关于中华传统礼制现代价值发掘路径的叩问

　　我们认为,寻求中华传统礼制现代价值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于多样性为根本特征的人类文

化生态,采用归纳的而非演绎的、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思维路向,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丰富的民间实践

中,努力寻找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礼制生活中沉淀下来的伦理共识和道德品格.具体而言,如下几个

途径值得留意.
第一,秉持实践理性精神,既要努力发掘中华传统礼制中具有生命力的恒久价值,更要重视并总

结广大民众丰富多彩的礼仪实践.
中华传统礼制追求礼义,追求个人完美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国家、社会、

团体、家族乃至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它不但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礼仪),同时更关注内在的道德

(礼义)追求.«礼记礼运»描述过这样一种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和谐有序、贤能当政、讲信修睦、团
结互爱、社会稳定.实际上,中华传统礼制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类文明的精华,学术界研究中华传统礼

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中挖掘出一些具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以及今天仍须遵

循的具有根本性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为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世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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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提供借鉴.这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世俗伦理,因其具有丰富的传统伦理资源的支撑,又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相合,故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这是因为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本身就存在

着两个相辅相成的不同侧面,一是道德是非的理性判断,一是道德实践的价值判断.理性的是非判

断自然需要基于学理资源的辨析和论证,而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则是每个社会成员发自内心的道德感

受和行为趋向,中国人一般称之为“良心”和“良知”,体现在公民道德规范上,那就是爱国守法、明礼

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华传统礼制内蕴之伦理诉求和民族秉性的求证与探寻,固然能为当今人

们走出道德失范、礼义缺位的道德困境提供不可或缺的强大助力①,但是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新型礼仪

礼俗,毕竟要在广大群众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步形成,“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②.
秉持归纳的、综合的思维进路,就必须把理性的是非判断与实践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二者缺一不

可.这是因为中华传统礼制中究竟具有哪些今天应当继续发扬光大的恒久价值,归根到底也应当以

当代社会大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为最终选择标准.诸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仁慈、利他等公民美

德和职责,也只有在民众的生活实践中才能成长和扩散开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和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也只有靠民众的共同努力来实现.正如美国社群主义哲学家桑德尔所说:
“我们爱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并不会因为使用而消耗枯竭,反而会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扩散.”③著

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也说过:“文明不是靠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

起来的”④.这就是说,中华传统礼制现代价值的发掘和弘扬,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群众在追求理想生

活与美好愿景的实践中逐步实现的.
第二,秉持求同存异的态度,在与域外文明交往互鉴的同时,坚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品格.
中华传统礼制与域外文明交流互鉴不仅必要,而且必需,此点前已述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

华民族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应当秉持的姿态和立场.应该看到,世界上各主体民族和国家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进程中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他们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参与人类共同

的进步事业,为将人类文明推向更加高级的形态作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贡献.国家有疆域,文明无

国界,人类就是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的.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时,我们需要深切反省

自身的种种不足和致命弱点,应警惕文化虚无主义的侵袭;而在当代中国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时,我们更应警惕文化虚骄思想的蔓延,以谦谨而又平和的态度向域外文明学习.包括中华传统礼

制研究在内的更为开放的中国学问,自应纳入全球化视野和人类相互包容、共同进步的框架内,重新

省视自身的传统,认真汲取域外文明的精华和优长之处.
不言而喻的是,在向域外文明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品格,坚持以

我为主,为我所用,决不能邯郸学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梁启超和蒋百里、丁文江等人游历

欧洲一年有余.梁启超曾在２０世纪初激烈地抨击专制君主政体,极力主张向西方文明看齐,而在此

次游历中他亲眼目睹先进西方文明同样存在着诸多弊端,并非处处光鲜.他回国后写出«游欧心影

录»,希望中国青年尊重爱护中国自身的优良传统,坚守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品格:“第一步,要人人存

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

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

步,把这新系统向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⑤这是一百年前中国学人对中华文明的自尊自

信和中华民族主体性地位的明确宣示,也是百年来中国学人努力为之奋斗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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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有学者提出,“打碎一切传统共同体与习惯法的激

进主义,只能导致社会的解体,只能造就原子化的个人”,这种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的错误倾向的恶

果之一,就是无法在“脆弱的个体与利维坦式的巨型人造共同体之间,建立起最起码的防火墙”①,于
此可见在各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坚持中华民族主体性品格是多么重要,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

题上,革除与传承之际确实是需要认真抉择的.
我们认为,当今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华新型礼仪,必然是一种既吸收传统礼制中仍然具有活力的

恒久价值部分,又符合当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发展要求;既与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相融相合,又
体现中华民族之主体性品格,能造就一大批具有现代道德的公民,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礼仪规范和行

为规范.
事实上,中华文明与其他多种域外文明的确存在着不少伦理观念上的“共识”.这些“共识”可以

成为,也应该成为中华新型礼乐文明茁壮成长的“交汇点”和“生长点”,这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持

中华民族主体性品格的客观基础.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必然具有共同

的规定性,是“类存在物”②,有学者归纳出马克思关于人的五个基本属性:具体性、社会性、历史性、规
定性和实践性,认为人的本质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着③.这一判断使我们深刻

地认识到人的本质,也使我们理解“人”会在实践中不断向成熟圆满迈进,其动力就是人类对真、善、
美的不懈追求,这当然也是我们培育现代公民道德的最终目标.由不同族群构成的人类共同体,实
际上共享着许多相似相近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为省篇幅,此处试举一例言之.

以“仁者爱人”为核心的儒家仁学,其基本精神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用孟子的

话来说,就是“不忍人之心”,具体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孟子公孙丑上»).这些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儒

家的“仁爱”观念,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观念、印度佛教的“慈悲”观念虽有相异之处,但也有相近之

处,那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人的爱心④.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的一些说法,与儒家的“仁
爱之说”、“忠恕之道”从理念上看的确有相通之处⑤.这些相通之处,无疑可以成为各个文明进行交

流、沟通、对话的出发点和良好基础.
第三,坚持制度建设为重,营造符合现代社会规范和普遍人性的道德生态环境.
前已述及,中华传统礼制、礼仪与其他文明的伦理道德体系一样,其根本核心就是两个问题,一

是做人的底线,即要回答“我是谁”、“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内在的人格修为层次.二是伦理

的底线,即要回答“与他人如何相处”,涉及个人如何处理自己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这是实践

的交往层次.无论是个人的人格修养还是人际的实践交往,其伦理观念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必然受

制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渊源深厚的华夏农业文明固然孕

育、滋养了积淀丰厚的中华传统礼制,但是当今中国毕竟已经跨入了现代工业化社会的门槛.现代

社会以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和个人独立为基本特征,努力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种种要

求相适应,是中华传统礼制得以新生和重构的关键所在,也是培育现代公民道德的关键所在.分而

言之,在观念层面,现代伦理要求以人为本,确立人的基本权利不容剥夺和侵犯的价值观念;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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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宣扬的某 些 观 点 切 合,普 遍 地 存 在 于 世 界 各 大 宗 教 中.参 见 中 国 民 族 宗 教 网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

１６０２２５６８９０ １．htm.



层面,现代伦理要求以平等、自由为原则来构建个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种种关系.质言之,
一个可欲的社会制度,为公民美德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道德生态环境;而理性、健康、积极

向上的价值理念和伦理规范,也只有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才能落地生根,真正内化为人的自觉意识.
兹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例.爱国主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而构

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公民的家国意识和责任担当,在日常生活中首先体现为对

当地公共事务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关心,其次体现在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切实履行.无论是环境污

染、食品安全和交通拥堵,还是社会治安、官员失职和施政纲要,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以社会整体利益

为重,提出看法、建议,甚至批评,自觉尽公民之责,体现公民之担当.公民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知情

权、参与权和意见表达权,本来就是使自己国家更具活力,使我们的社会更具凝聚力,使我们的生活

更加光明的根本性保证.显而易见,造成一个秩序良好,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允许民众监督

甚至批评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制度环境,是爱国主义情怀得以茁壮成长,并得到丰富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就凸显出民主政治体制和公民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正如桑德尔所说,“经由公民权利和义务

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构,而非耗竭就公民美德而言,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①,原因很

简单,在一个权力横行、权钱勾结、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社会空间里,将没有人愿意参与积极的公共

生活,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也就不可能健康地成长起来,想要塑造完美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品

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意愿是无法完成的企望.当然,营造公民美德得以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

不会一蹴即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及持之以恒的努力.
第四,与时俱进,与社会进步和时代潮流的变化相适应.
在不断发展和日趋丰富的实践过程中,认真总结人民群众提升伦理水平和道德修养的新鲜经验

和做法,进而从中华传统礼制的古典精义中寻求学理支撑和应对智慧,再从中生发出面对现实需要

的感悟和认识,这是每一个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面对的神圣职责.我们说中华传统礼制是

个开放的体系,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在空间向度上,向域外文明开放,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讨论和

对话,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将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东方文明体制呈现在世界人民

面前;二是在时间向度上,向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实践开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创造出一套适

合现代社会生活、能与世界接轨的新礼制体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讲究礼仪、讲求礼义的民族,如果

我们能够深入到民间社会和百姓生活中去,不断汲取和总结人民群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升自己精神

生活和道德生活的种种创新之举,必将对中华传统礼制的研究与传承产生极大的推动力量.
在我们看来,构建适应当代中国的新的礼制体系,并非简单恢复旧的礼仪制度或形式,而是首先

要认清重建当代中国礼仪价值体系的社会现状.即２１世纪的当代中国,已经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的道路上迅跑.中国整体

上是向工业化社会方向前进,但中国地域广袤,既有面向工业化、信息化的先进体制,也有一些地方

确实还残留着农业文明的一些古风.由此,我们既要着眼于现实,又须展望未来,用中华智慧来创建适

合当今社会的礼仪价值的新体系.我们深信: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为人类贡献过四

大发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带着它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和而不同”的精神,融汇中外文明的英华和精义,重
新赢得原创性动力,充满自信地汇入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伟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李　梅]

３４中华传统礼制内在价值及其现代转换

① [美]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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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封建与郡县之辨再探

———权力、利益与道德之间

鱼 宏 亮

摘　要: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涉及古代国家权力与资源如

何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的问题.既然郡县已经成为秦汉以来牢不可破的国家政体,那么其弊

端也时时显露、为害.在缺乏新的政治哲学资源的时代,对于郡县制度“其专在上”的反思与批评,就只能

借助于封建的话题来进行.这是封建论在不同时代时时被提起的历史背景.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尤其是

其“公私、义利之辨”,成为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深刻地介入对政治理论的塑造与影响之中.明代末期的

义利之辨对明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批判,既包含深刻的学理,也有着惊心动魄的现实斗争因素.

在晚清建立权利、自治等现代政治观念之时,封建、郡县之辨又成为中国近代革命伦理得以建立的重要思

想资源.

关键词:郡县论;封建论;义利之辨;自治;顾炎武;黄宗羲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中,郡县与封建之辨,从汉唐到近代都没有停止.虽然自秦以降,以
中央集权与齐民编户为标志的地方治理体系愈来愈固化,但关于权力过于集中于上的批评也不绝如

缕.从贾谊、柳宗元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直到近代的梁启超、章太炎,都有重要的论述.尤其到

了明末清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权轮替时期,士大夫关于政治的反思和建构几乎都集中在封建与郡县

的关系上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封建与郡县之辨,本质上是关于政治权力集中还是分散、政治体

制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更有利于维护传统国家政权稳定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

古代政治体制一个核心层面: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权力与以地方绅权为代表的地方权力到底该

如何分配,如何调适.可以说,关于政治权力的调整,是明清以来士大夫深切反思古代政治弊端、建
构权力秩序所关注的主要方向.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① 黄宗羲说:
“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② 王夫之评说秦废封建,导致对地方官员“不纵以权,
不强其辅,则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祸者,荡然无所利赖”③ .由此可见,封建与郡县之辨,又自然地推

及涵盖公私之情、义利之辨、善恶之源与理欲之分,这一论题几乎涵盖了道、学、政的各种重大问题.
现代史学家中,杨联陞、萧公权对此问题予以充分之注意,王家范从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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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封建之辨的局限进行了反思①.本文试图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重新看待这一问题,郡县、封建

之辨,背后关联着义利之辨、公私之分等更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１７世纪的这种批判性

政治思潮,在晚清重建现代国家政体的语境中,成为接引自治、共和、公权等现代观念的重要传统资

源,曾经产生重要影响.顾炎武说:“天下之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
不如其自为.此三代以上已然矣.”②可见,郡县与封建之辨,确实包含着多重维度的政治文化内容可

供观察,亦可作为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核心视角,给予重新审视.

一、“意有所指”的郡县论:一种批判性政治思潮的总结

唐代著名政治家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遭受流放,他在忧病交加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

内”的坚定信念中,作政论名篇«封建论»,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
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 不初,无以有封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
也”③.此文的背景既与永贞革新中采取一系列贬抑藩镇、打击外戚的政治措施有关,又与太宗时期

关于封建的辩论有关.柳宗元评析各种论述,从政治哲学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对此问题进行了深

入阐述,指出后世种种封建之议由于时势改易而不再具有恢复的条件.«封建论»是一篇总结性文

献,唐人说“宗元此论出,而诸子之论废也”④.此后,虽然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亦提出相似

看法⑤,此后有关封建、郡县的讨论,大格局不出柳子厚所持论.明代杨慎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囧

(同)、陆机、刘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刘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论一出,而诸子之论皆废.苏子瞻志

林之论一出而柳子之论益明.”⑥指出柳宗元、苏轼两人论封建对后世影响之大.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这一论题又为士大夫所喜论,其中奥义,有超越柳氏«封建论»之外者.本

文试就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清初政治思想家的有关论述为主,阐明这种新意所在.也

就是说,专制之害由来已久,其表现多端,何以于明末成为政治反思的集中体现?
明末郡县与封建之论再次兴起,其背景不惟伸张传统文化中君与民孰重孰轻的要义,更在于对

有明一代君主专制的集中批判与反思.关于明代皇权败坏而导致人民所遭受之深重迫害,古今史家

多有述论.顾炎武认为军制、定都(形势)、钱法、田功以及学问空疏、胥吏钻营、士大夫无耻等为有明

一代主要弊端⑦.王夫之认为酷刑、奄宦与夷狄为明弊政之重⑧,黄宗羲认为君主贪婪、大臣无权、法
治败坏、宦官专权为明代衰败的主因⑨.唐甄则认为:明末诸臣“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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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１、４８１页;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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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齿于天地之间,面已黥矣,趾已兀矣,鼻已毁矣,人道绝而髭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以求逞于一朝? 又姑息怜其亡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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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四»,见«船山全书»第２册,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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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于是乃复用太监,横征无艺”①.
集中起来,明末的政治危机主要体现在君权过分集中与皇帝过分滥权之上②.顾炎武总结集权

与分权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③专制的动力来自于利益与

私欲.明代中后期诸帝,弃大义而逐小利,与民争利,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从明神宗万历二十

四年(１５９６)起派出矿监、税使到全国掠夺财富,直到明末,皇家与贪官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但民间却

陷入了贫困的地步.根据估算,仅此两项,皇帝每年掠夺的财富就达到白银一百七十多万两,黄金三

千六百多两.而各级矿监税使中饱私囊的数量,更远远大于供奉给皇帝的数量④.除此之外,对于普

通人民赖以生存的营生,皇家都伸手介入.“渔利无厌,镇守中官率贡银万计.皇店诸名不一,岁办

皆非土产”⑤,甚至有聚娼作乐的“花酒铺”⑥.在中原地区百姓遭受水旱灾害、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万
历皇帝还将民田四万顷赏赐福王,“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内阁首辅叶向高痛陈:“福王富贵

已极,即少此分外庄田亦有何损.河南、山东、湖广尽被水灾,若加之搜刮庄田,将立生祸变,天下人

且群起.”⑦对于这样的社会危机,作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置若罔闻.
实际上,开矿也罢,征税也罢,在社会经济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对百姓的赤裸裸

地掠夺.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户部尚书赵世卿上奏陈说根据崇文门等十几个税关的统计,自从矿

监、税使派出以来,税收日在减少.根据调查,原因在于商户纷纷倒闭,无法经营.因此总体国家税

收反倒大幅缩减⑧.顾炎武观察到:“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

亦愈窘”⑨,“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这就

再次印证了一个古老的规律:藏富于民才是真正的富裕,敛财于官或者少数人手里,国用总是显示一

种窘迫的状态.
万历时期国用固然不足,而到了启、祯以后,天灾人祸交相凌替,明王朝客观上面临着西线农民

起义与东线后金的武装困扰.此时的财政,更无回转的余地.朝廷的征收一日多于一日,皇帝作为

最大的压榨者的形象,已然成为士大夫与底层百姓的共识.陕西巡按曾经上疏指出:“民止此财,官
司既督民以赔税,小民自不能并力以输边.”社会财富总体上是个定额,皇帝的税使征收多了,百姓

生计自然就受到影响.因此,皇帝的财富欲求与国家收支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皇帝与百姓的矛盾,
明末皇帝“与民争利”的特征被固化在各个阶层中.而无论是内阁还是六部,对这种现状都无可奈

何.内阁首辅叶向高说:“臣闻先臣王锡爵之告皇祖曰:今日阁臣乃天下第一困穷无告之人.盖以无

事权之官而当天下之责望.呼吁难闻,进退维谷.故其言之恫切一至此耳.”

中国古代政体君、相决策体制由于明初废除宰相而彻底改变,代之而起的内阁制与古代的宰相

制有着根本区别.传统体制中宰相代表政府与皇帝代表的君权形成的制约关系沦为单方面的君主

独裁体制,外廷对宫室的关系变成了极其不对称的关系.内阁相权的丧失,固然使得皇帝得以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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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潜书»下篇上«格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第１２０页.
“皇帝滥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包括政府之外的后宫、外戚、阉宦等围绕着皇帝的各个维度的关系网.个别佞臣弄权也应

当算在皇帝滥权的范围,其标准在于一切不通过行政中枢与廷议等法定程序产生的任命、诏令,都应算在内.
顾炎武:«郡县论»,«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２７页.
南炳文:«关于万历时期的矿监税使»,«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志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９９６页.
«明史»卷二○八«齐之鸾传»:“十一年冬,帝将置肆于京城西偏,之鸾上言:‘近闻有花酒铺之设,或云车驾将临幸,或云朝廷

收其息.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竞锥刀之利,如倡优馆舍乎?’”(第５４８９页)
叶向高:«纶扉奏草»(五)卷二十三«请减福藩庄田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２１６１页.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设官店于崇文门外,以供福邸.户部尚书赵世卿屡疏.不听.”(第１９７９页)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十二«言利之臣»,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３６页.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卷十二«馆舍»,第４４３页.
«明神宗实录»卷五四八“万历四十四年八月”,书同文«大明实录»数据库据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缩微影印.
叶向高:«续纶扉奏草»卷十«乞休第三十二疏»,中国基本古籍库收明刊本.



多重大事关国计民生的决策上恣意妄行,但社会的整体矛盾的焦点也只能集中在皇帝的身上.这是

明末兴起的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思潮的社会背景.
现在回过头来看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皇权的批判,才会有特别的意涵呈现.
顾炎武认为明代守令无所作为,主要在于君主集权:“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

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①这就是叶向高所说的情况.黄宗羲说:君主得天下则“敲剥天下之

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

者,君而已矣”②,这是对明末江南地区尤其是黄宗羲所在的江浙地区手工业所受盘剥、破坏的真实写

照③.王夫之说:“讯杖者,始以讯也.淫刑者,非讯而用之以挞,刀锯之外有杀人之具焉.令甲不载,
而恣有司之暴怒,以虐辟道失避、输将不敏、祗候失当之疲民,血肉狼藉于杖下而靡所控,既已惨矣.
且益之以夹拶箍楔之毒刘,刑具日繁,而民死益众.有不忍人之心者,损之不及,而复欲益以刀锯

乎?”④对明代皇帝的严酷刑法进行严厉指责.
论者指出,“吏事、兵制、开矿、田赋”四大弊为明朝败坏的主要原由,要之,“明政之弊虽有多端,

然究其病源,实在于君主专政之一事”⑤.
因此,郡县与封建之辨的基本论调是:封建虽然为三代旧制,但已经不可恢复.基本不出柳宗元

«封建论»的范围.但是,封建与郡县,各自都有弊端.这就是顾炎武总结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
县之失,其专在上”.既然郡县已经成为秦汉以来牢不可破的国家政体,那么其弊端也时时显露、为
害.在缺乏新的政治哲学资源的时代,对于郡县制度“其专在上”的反思与批评,就只能借助于封建

的话题来进行.这是封建论在不同时代时时被提起的历史背景.同样,我们注意到,宋元以来兴起

的另一种政治文化资源,亦深刻地介入对政治理论的塑造与影响之中,这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

对君主专制从另外一个维度进行理论制约与重构,在明清之际,就表现为政治哲学中的“公私、义利

之辨”.

二、传统思想中的公私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如果说“仁”者爱人是自我修养的开端,那么作

为儒家五德之一的“义”就是由自我推及他人、社会的公共法则.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仁者,人也.
义者,我也.谓人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也就是说,“义”作为衡量“仁”推广于他人和社会的标

准,在“人”与“我”的关系中发生意义.«易经乾卦»的卦辞为“元亨利贞”,«文言»释“利”为“义之和

也”⑥,也就是说通过“义”的标准来实现的“利”才是正当的利.可见在先秦政治思想中,义、利互相为

训,通过对方的规范来获取正当性,没有绝对的义和利,必“由中断制”才能言利,由义来规定的利,本
义就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平衡中实现的,片面地强调一己之利最终导致的是义、利两失.这是传统义

利观的基本意涵.但是,放在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具体政治现实中,由周天子以礼乐制度规定

的天下大义与大利的调节机制已经失去效力,社会面临着“诸侯弃礼义”⑦,“上下交征利”⑧的残酷现

实.因此,各家对义利的分疏产生了具体的指向.以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提供者儒家的思想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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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郡县论»,«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２８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可参考拙文«晚明政治危机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因»,«清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笔者认为,黄宗羲对君主集权的批判

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晚明皇权的败坏而发的.
王夫之:«尚书引论»卷一«舜典四»,«船山全书»第２册,第２５８页.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５４８页.
朱熹:«周易本义»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７页.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９页.
朱熹:«孟子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１页.



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念.首先,导民为利,肯定普通人追逐利益①的正当性.«论语»说:“富而可求

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②孔子思想中对普通百姓(庶民)追求物质利益给予充分肯定.孔门弟子

中,子贡原本为商人,他善于做生意致富,亦对孔子忠心耿耿,孔子死后他庐墓六年,是孔门学派最重

要的弟子之一.他的名字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也仅次于仲由.这说明孔子不反感经商赢利,货殖

活动也不违反儒家学说的基本宗旨.«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

欲利.”③从其他诸子各家来看,墨家提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

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④法家则更认为人性自私自

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韩非子指出:“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⑤从先秦诸

子各家来看,基本都肯定好利、逐利是人之常情,毋庸非议.甚至出现有杨朱等学派极端自利的“拔
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⑥的思想,更反映出经济活动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是人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基

础,先秦的“私利”观是对这种社会基础的肯定.
其次,民取利,官取义.对于统治阶层和国家来说,要取大义而舍小利,不与民争利.“义利之

辨”,更主要的适应对象是占有政权和资源的统治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清人俞

樾解释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

矣.”«汉书»分说:“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

事也.”⑦显然,孔子所说的君子、小人,实际上是指当时统治阶层和庶民阶层,由于统治集团在利益分

配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因此才需要以“义”来规范.而“义”的本义并不具有道德优势,古代解释

“义”字,大多以“义者,宜也”来解.所谓的“宜”就是适宜,就是拿你适合的那一份“利”.所以,东汉

郑玄注解这句话说:“«论语»此章盖为卿大夫之专利者而发.”由此可见,义实际上是正当的利的边界

问题,正因为原来由礼制来调节的利益分配机制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大崩解,各地诸侯、大夫纷纷

画地为牢,“委地不肯与人”,甚至周王都加入了争夺的行列.«史记»载周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
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 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
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⑧.

关于古代“义利之辨”的认识,我们必须分清其不同范畴.清人焦循在解释孔子义、利之说时有

一段精到的评论:“此教必本于富,驱而之善,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儒者知义利之辨而

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后可义,君子以利天下为义.”⑨

将义利问题视为社会正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与视“私利”为正当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

题,适用的范围应作区分.“利”的正当性反映在生产过程,“义”的合理性体现在再分配过程.再分

配的权力系于统治集团之手,因此“义”更多地指向统治阶层,变成统治者的一种道德约束.这种道

德规范被董仲舒表述为一句简要的原则:“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个思想,成为秦汉

以后儒家统治思想中的核心价值之一.
再次,舍利取义.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的心性化与泛道德化,不分等级与地位,主张舍利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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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利与益可以互训,«古今韵会举要»卷十七“去声”:“晋西利州,梁改益州.”(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４８５页)
程树德:«论语集释述而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４５３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大略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５０２页.
孙诒让:«墨子间诂兼爱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２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释备内»,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６页.
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七«尽心章句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９１５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８９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４１页.
程树德:«论语集释里仁»引焦循«雕菰楼文集荀子王制篇»,第２６８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２５２４页.此处“谊”与“义”通,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二«帝系考»:

“是故正其义不谋其利者,为子则孝,为臣则忠”,其意相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６７９２页).



程颐认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①.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以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为题,认为义、利是判别君子、小人的标准,但“当辨其志.人

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

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②.显然,陆九渊认为义利之辨乃为君

子小人之辨的标准.陆九渊所说的君子、小人,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小人,已经有所不同.前者为价

值判断的好坏之分,后者指不同的人群.朱熹以“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③,“欲,如口鼻耳目四支

之欲,虽人之所不能无,然多而不节,未有不失其本心者”④,主张“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谓之损.
君子惟利天下乃所以自利也”⑤.从人性的角度对义利之关系进行辨析,使其涵盖各个阶层人士,成
为社会整体的道德规范.明代阳明心学,义利对立、去私欲之蔽、存养人本来的天命之性的修身功夫

发展到了极致.王阳明说:“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

之本然而已耳.”“及其动于欲,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而一体之仁

亡矣.”⑥

思想史上从理学到心学的发展,是从外在之天理到内在的人心来寻求克服人性中有可能遮蔽

善、引发恶的道德修身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这种完善从逻辑上越深入,就越疏离于社会实际,与中

国文化中的常识理性就越对立.这就是宋明理学的道德伦理在明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引起士大夫

的不满,呼吁回归汉唐儒学,以先秦汉唐以来儒学对义利、公私的原始论述,来重建贴近日益发达的

商业社会与市民社会伦理的思想日益高涨.
但是,泛道德化并不能否定民众逐利的正当性,李觏为此争辩说:“利可言乎? 曰:人非利不生,

曷为不可言? 欲可言乎? 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 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

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⑦也就是说,人追求利益的欲望,本是人之

常情,只要没有突破一个界限,就完全是正当的.过度的利与欲才构成贪与淫.如果一概以利与欲

为不可诉求,本质上不仅违反人情,还会损害人类生活.李觏甚至批评孟子“何必曰利”的观点过于

偏激,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可以看出,相比于前代的义利之辨,理学家们的义利之争的重心发

生了转移.先秦以阶层区分作为义、利正当性的区分界限,而宋代理学家则以利、欲的“度”作为合理

性的标准.在一定的“度”内,所有人逐利、遂欲的行为都是符合道德的.
人之常情与日常知识在宋明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天理、人欲、德性、道学等理学范畴赖以

建立的基石之一.李觏将程朱理学中普遍性严辨义利的思想放在常情与常理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

层面来讨论,就立即显示出了义利问题一体化适用于所有人后所产生的反人性的一面.这也揭示了

另外一种思想演进的逻辑,先秦“义利之辨”依托于具体的人群,因而其内容具有合于常识,不违常理

的特点.宋明以来的义利之辨被提升到普遍人性与道德修养的高度,虽然在原理上舍利而取义看上

去更为道德,更为符合圣贤的理想.但是其脱离具体对象,高度抽象为一套道德原则的时候,就开始

背离常理与常情.因此到南宋,继李觏而起,叶适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
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⑧,陈亮引申孟子之言说:“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

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⑨南宋事功之学都重新将义利之辨置于具体的事物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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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成为常识理性对高度抽象化的性命之学的一种有限纠正.
第四,举私利以成公义.从思想史内部的演变逻辑来说,高度抽象化的义利之辨,与蓬勃发展的

社会经济、海外贸易以及弥漫朝野的贪功逐利氛围形成巨大的反差,回到秦汉以来的常理与常情为

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将义利之辨置于具体的人群中来看待,也成为一股强有力的思潮.到明清之

际,除了农、工、商阶层活跃的社会经济活动外,士大夫中对于私利的肯定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度.普

通人的利欲不仅是社会的基础,富人对社会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富户)其为国任劳,既无事之时,
宜加爱惜,况今多事,皆倚办富民,若不养其余力,则富必难保,亦至于贫而后已.无富民何以成邑?
宜予以休息,曲加保护,毋使奸人蚕食,使得以其余力以赡贫民.”①

李贽则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心必由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他说农夫、家
长、学者、官员,如果不是有收获、积累、科举、爵禄的回报,谁都不会尽心尽力去做事.即便是圣人孔

子,如果不是为了司寇这一官职,他绝不会在鲁国逗留②.在明末士大夫看来,私利的欲望存在是客

观存在的事实,更是人之常情.甚至这种私利正是促进社会正义形成的基础.明末政治上的腐败没

落,并不是人心中的私欲造成的,而是统治集团以一己之私剥夺了广大人民正当的私利,正是普通人

的私利被剥夺、私欲没有被普遍承认、上层官僚垄断了私利导致了社会的衰败.
因此,明末清初形成了一种重新肯定人的正当私欲与私利,并且在新的“义利之辨”、“公私之分”

的辩证观念之上重建新的社会道德与秩序的整体性思潮.更进一步讲,运用得当的私利与私欲,甚
至是三代王道社会的基础:“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

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而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③值得说明的是,在我们谈

到义与利、公与私等范畴时,都是在某种互相联系与参照的背景下来谈,尤其在思想史上,截然分明、
对立的公私、义利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谈论某一时期义利之辨的侧重,仅仅是在道德规范的重要性

或某个群体的优先性的条件下来进行.历史地看,无论是大义高张,还是私利权重,都不可能互相抹

杀,只存一端④.
至此,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公私、义利之辨,开启了一个新的境界.不但先秦时代以私利为基础

的人之常情重新得到承认,推动普遍的私利以大成天下大公与大义,成为明清之际士大夫们的普遍

共识.这成为明清之际政治改革思潮的思想史基础.

三、寓封建于郡县:集权与分权

封建与郡县之辨,不仅在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区别,更联系着公私、义利之辨.顾炎武就说:“古之

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封之国.”⑤黄宗羲说“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⑥,三代公天

下,后世私天下.封建与郡县对应的是道德伦理上的公私与义利,离开具体的政治制度不说,道德上

的大是大非却不可不说,尤其在制度败坏、政治腐败最为严重的时代.这就是封建郡县之辨贯穿古

今的政治背景.
杨联陞曾经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封建论集权论”作过详细的梳理,指出:“在传统中国学者的心

目中,这两种制度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他们往往不考虑到任何定义问题而热烈讨论它们的利弊.事

实上,我们无须把这两种制度看成是两种互不相容的政府组织形式.从整个政治制度史来看,我们

０５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顾炎武«菰中随笔»引龚子 言论.见«官人久于其任»,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２６页.
李贽:«李温陵集»卷九«无为说»,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１０３页.
顾炎武:«郡县论五»,«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３３页.
相关讨论可参考程一凡«顾炎武的私利观»一文,以及随后刘广京所作评议«顾炎武的公利观»一文.二者均载«近世中国经

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４年,第８１、６６３页.
顾炎武:«郡县论»,«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２７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页.



发现如果把这两种传统的政治形式当作是具有极为宽广的光系的两极的话,似乎更有意义.”他认为

中国的传统王朝一直存在着两种制度,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魏晋郡县与封建共存,而唐代的羁縻府

州也是一种地方的分权组织,明代对宗室的分封更是成为整个国家的负担.这里贯穿的是一个问

题:“从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对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中央集权的难题.当然要是一个社会的向心

力与离心力达到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平衡也是相当困难的.”①

着眼于制度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将问题导入制度史的范畴.这个范畴主要着眼于王朝安全的

角度来考量,众建诸侯作为屏藩与防止封国与藩镇叛乱成为另一争论不休的话题.明清之际的思想

家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将公私义利之辨的道德性申辩与国家治理的制度性设计结合在一起,道德

上主张“以私成公”以约束皇权的贪婪,制度上主张分权于地方以加强国家安全.集权与分权,固然

有其客观形成的历史,但其弊端也客观存在.黄宗羲说:“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

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②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这里的

“专”包括专权与专利两个方面,专权对应者封建与郡县之辨,专利对应者义利之辨.从１７世纪政论

的总体来看,封建固然不可恢复,但其弊端却危害甚重.他们给出的药方就是中央释放一定的权力

给地方,使得地方长官对于一地的治理不受掣肘,产生积极性.这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共识.
封建虽然不可恢复,但并不意味着集权政治带来的危害就不存在.因此顾炎武说:“知封建之所

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弊)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 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

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什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 “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
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③核心就是放权给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县一级的县令和县长.
根据明代地方制度的条件,他提出三条具体办法,罢监司,设世官,允辟属.监司是明代地方监察官

员,正式名称为提刑按察司,与省一级的布政使、都指挥使分别掌管民政、军政与监察.按察司在府

州县设立分守道、分巡道,负责监察地方.明代监察体制甚为完备,中央有都察院都御史、六科以及

派出的巡按御史,地方加上按察司和分守道、分巡道,俗称为“科道官”,机构和职守重叠、细密,浙东

万斯同评论说:“九羊十牧,牵前曳后,而外吏之谨慎惟在善事逢迎矣.”④明代制度对地方督抚、令、长
的防范监察过于细密,地方官员唯恐出错,以不触犯条令为第一要务,“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
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⑤.

顾炎武祖籍江苏昆山,曾祖父曾任南京兵部尚书,他幼年即开始阅读«邸报»,熟悉江南地方行

政.以顾炎武的观察来看,明朝中后期以来的国弱民穷的现状,与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
而这种不作为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官在层层掣肘之下,没有事权,又极易犯错被纠劾.所以得过且

过、逢迎上意、求全自保就成为官场的普遍规则.地方如此,皇权则早已经堕落为利益集团的总代

表,热衷于收税、开矿,甚至山林川泽之利都为地方豪右所专,地方官员畏于其与各级中央官员的层

层关系,唯有战战兢兢,不敢惩处.这正是国弱民穷的根本.所以,“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

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⑥.顾炎武提出加强地方官员的权重,取消各级监司对地方的监

督.同时将这些地方官员变为“世官”,就是长期任职一地,甚至考核称职的话允许世袭,属官则可以

自行任命.世官视其所辖之地为自己之产业,就会自我监督.此法看上去是守、令得以自私,但“夫
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

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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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①.对于中央来说,适成其大公.
顾炎武共作«郡县论»九篇,并就具体考核、选任给出了方案.但是世官的实行,将会严重堵塞各

级官员的仕途,甚至众多科举出身的士人也将面临无官可做的局面:“或曰:间岁一人,功名之路无乃

狭乎? 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颜渊不仕,闵子辞官,漆雕未能,曾皙异撰,
亦何必于功名哉.”②这就是说,真正好的社会,不是鼓励人们都去进入官场,有才能的人脱离了功名

的桎梏才能真正发挥价值.我们知道,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结社、集会规模宏大、影响广泛,顾炎武

先后参与过几社、复社的活动,江南文人、市民、商人共同参与形成的公共空间,对晚明社会的价值取

向有着重要的影响.顾炎武等人提出士不竞于功名,是科举时代空前的思想.
对于加强地方官的权重,黄宗羲认为至少在边境地区应该实行方镇制度:“今封建之事远矣,因

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具体制度是原明朝九边

地区甚至云、贵等地,“分割附近州县属之,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征

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兵民辑睦,疆场宁静者,许
以嗣世”③.鉴于有明一代周边无宁日,黄宗羲主张至少在边疆地区设置可以世袭的方镇作为镇守.
这一主张的可行性姑且不论,但明、清两代对云、贵地区实行土司管理,正与此论相合.

同样,王夫之在«黄书»中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明朝的各项制度都作了深入的批判.对于明代地

方无权、不能抵御侵扰有相似的观察.为避免“孤秦”之败,莫过于众建屏藩:“自郡上之,为民之治者

受于司,为兵之治者请仍巡抚使之任,而去其京衔,定其镇地,制其厄塞,重其威令,佥其劲锐,闲其文

武,假其利资.七者具修以置藩辅,各战其境,互战其边,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国可反汉唐之疆,而
绝孤秦、陋宋之丰祸也.”④王夫之对历史上的两个朝代有特殊评价,所谓“孤秦陋宋”,认为秦因废封

建孤立而败,宋因私天下不能攘夷狄,提出只要“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就“足以固其族

而无忧矣”⑤.
综合三大家的政治批判,无不集中于封建与郡县之辨.而在历史问题的表皮之下,矛头所向实

为专制王朝的寡头利益集团对财富与权力的贪得无厌,对百姓之利益的肆意侵犯.正如唐甄所说:
“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

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幸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痈肥则

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辨义利、辨公私、辨郡县封建,绝非漫无目的地

谈经论史.明朝中后期社会政治领域日益漫延的政治败坏、官员贪腐、士大夫无能等残酷现实,尤其

是以皇家为首的统治集团贪婪敛财对于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的严重破坏,使得社会上整体产生

一种批判思潮.在对皇权与官僚集团贪得无厌的批判中,普通百姓与士、商阶层利益不可侵夺,工商

业发展致富为富国之本的观念也获得肯定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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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顾炎武:«郡县论»,«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３３页.
顾炎武:«郡县论九»,«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２５３８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方镇»,«黄宗羲全集»第１册,第２２页.«黄宗羲全集»第１册中附录了两篇被称为«明夷待访录»未

刊文的单篇文章,其中一篇名为«封建».编者在点校说明中认为是编入«留书»中的篇目.对于这个结论,尚存可议之处:其一,从
«明夷待访录»的体例来看,该书“条具为治大法”,内容为有关治道的国家大政方针的几个方面.有关封建的内容,已有“方镇”一章,
似不可能重出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其二,黄宗羲自述«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元年(１６６２)至康熙二年(１６６３),«封建»篇中有“自
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等语,推算该篇写作时间为１８５４年,与«明夷待访录»写作时间不合.其三,黄宗羲关于方镇的观点,认为

只在边境和云、贵地区可以实行,并没有全面肯定封建的思想.而«封建»一篇散发着强烈的种族色彩,视野比较狭隘,似与黄氏思想

不合.因此这两篇佚文是否为黄宗羲所作,尚待考究.此外,编者认为«明夷待访录»书名中“明夷”二字为全祖望刻书时所加,亦有

可议之处,此不赘述.
王夫之著,王伯祥校点:«黄书噩梦»,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８页.
王夫之著,王伯祥校点:«黄书噩梦»,第１７页.
唐甄:«潜书»下篇上«富民»,第１０５页.
鱼宏亮:«晚明政治危机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因»,«清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萧公权论明末思想说:“明代政论特点之一即为注意于民本、民族之观念;上复先秦之古学,下开

近世之风气.明初之刘基、方孝孺,与明末清初之黄宗羲、王夫之分别代表此两种趋势,皆对专制天

下之弊政加以严重之攻击.然而此数人之学术既仍本之儒家,而明代一般之儒者更不能脱专制天下

之结习.故旧大体言,明代儒学仅为转变时期之前思想,不足以预转变潮流之本身也.”①无论是顾炎

武,还是黄宗羲、王夫之,他们的政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谱系中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就他们所

处的时代来说,虽然欧洲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但欧洲的民族国家与现代意

识尚在发育之中,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依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直至１８００年前后,欧洲的

社会经济才与中国拉开差距,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②.我们不能以近代欧洲共和思想与民族国家的

观念来衡量明清之际政治思想的高下.王家范在分析了明清之际的郡县与封建之辨的政治学意涵

后,指出:“他们往往采取‘倒回去’的思路,也充分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致命的弱点,亦即钱穆等先生

批评的‘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体’亭林、梨洲先贤因为得不到类似亚氏那种政治学理念的支撑,
既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也跳不出‘封建、郡县’、‘公天下、私天下’固有的概念陷阱.”他对

比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的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三种主要政体与僭主政体、寡头政体、
平民政体三种变态政体后,认为亚氏“对六种政体得以成立的条件、内部构成与关联、利弊得失及其

存亡演变,都有详尽论析,极其逻辑论证和分析归纳之能事”,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总爱把治理

国家方式的好坏归诸于道德、人心、世道之类精神性因素,而对社会其他因素的作用轻忽,甚至一起

都被‘道德化’,因此对各种政体的内在机制缺乏分析综合的眼光.”③

中国政治思想中的道德取向固然为一重要特色,但我们今天来看,道德规范之建立实为秦汉以

后士大夫阶层对君主专制权力加以规范制约最为成功的一个渠道.中国式的“公私、义利之辨”的背

后,都现实地指涉着王朝不同时期的不同阶层与集团的具体利益.明代末期的义利之辨对明朝以皇

权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批判既包含深刻的学理又有着现实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因素.这是看待中国

传统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层面.相比西方的政治哲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都早于洛克

(１６３２)、卢梭(１７１２)的时代,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只缺个人权利与社会契约等观念,晚明以后的中国

历史,与西方社会相比缺乏的是在这种权利观念的激励下一波又一波的大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相继建

立的过程.政治思想总是超前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国虽然直到晚清才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政治观

念,但我们不能说１７世纪的中国政治思潮与西方的政治观念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在晚清

建立权利、自治等现代政治观念之时,士大夫并不是完全采用外来观念,明清之际的政治思潮正是中

国近代革命伦理得以建立的重要思想资源④.

四、继承与重构:晚清自治思潮与封建论

魏源«海国图志»介绍外大西洋国育奈士迭的政体时说:“西洋称部落曰士迭,而弥尔利坚无国

王,止设二十六部头目,别举一大头目总理之,故其名国育奈士迭国,译曰兼摄邦国”,“各部落自立小

总领一人,管理部落之事.每部落一议事公所小事各设条例,因地制宜,大事则必尊国中律历”,
“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额,

３５明清之际封建与郡县之辨再探———权力、利益与道德之间

①

②

③

④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４８１页.
见王国斌«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性»(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彭慕兰«大

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两书都对明清以来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进行了比

较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中国与欧洲大约于１９世纪初期出现了显著的发展差异.
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实际上,明清之际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的思想,基本奠定了后来有关讨论的格局.例如晚清俞樾认为:“封建必以郡县

之法行之,郡县必以封建之法辅之,两者并用,然后无弊.”就是直接延续了清初的思想.见俞樾:«宾萌集»“说篇二”«封建郡县说»,
中国基本古籍库本,第２１页.



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

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①.育奈士迭即合众国 UnitedStates的汉译,美国的各州被翻译为部落,
总统、州长之属翻译为大小头目.这是近代以来首次介绍西方联邦自治政体的著作,魏源等人认识

到这是一种与传统中国封建与郡县制都不同的政体.«海国图志»百卷成书于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５２年间,
清王朝经过近二百年的稳固统治,开始遭遇最为剧烈的政治震荡.从１９世纪中期起,无论是外部的

列强侵略,还是内部的太平天国革命,都从根本上动摇着对传统统治模式的信赖.到戊戌变法和庚

子之变以后,革命思潮与立宪思潮成为两种主要的政治思潮.在这种背景下,地方自治成为各方讨

论的热点之一.
自治,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有自行管理或处理、自我修养德性、自营等含义.但是近代以来,在国

家权力使用层面的自治开始出现.例如在«万国公法»中,soverign一词被译为“自治自主之权”,如
第二章的标题为“论邦国自治自主之权”.同时,self government也被翻译为“自治”:“弱国相依于

强国而得保护,不因而弃其自立自治之权,此公法之常例也.”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政治格

局发生重要变化.其显著者,在中央为权力中枢由内阁、军机处向总理衙门的转移,地方则以直隶、
两湖、东南督抚等地方势力的崛起为特征.在办理洋务过程中,这些省份的士绅阶层不仅熟悉了国

外引进的装备、技术,对西方各国的政教制度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甲午战后士大夫开始呼

吁变法,利用中外政治思想资源酝酿新的政治改革理论.

１８９９年２月,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下,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

立南学会,宗旨为开启民智、呼吁变法、宣传自治,其中黄遵宪主持政教讲习.在第一次讲义中,黄遵

宪就列举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例子,大力呼吁地方自治:“所求于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

其乡而已矣,某利当兴,某弊当革,学校当变,水利当筹,商务当兴,农事当修,工业当劝,捕盗当讲求,
以闹教滋祸者为家难,以会匪结盟者为己忧,先事而经画,临事而绸缪,此皆诸君之事.”自治之道,在
于行封建之意:“能任此事,则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生于其乡,无不相习,不
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

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余之言略尽于此.”③黄遵宪所言“得封建世家之利,去郡县专政之弊”,就是

顾炎武«郡县论»的主要思想.

１８９９年,曾在英国和香港学习并在香港创办西医书院的何启会同胡礼垣将历来呼吁学习西方

各国制度、加快体制变法的文章结集出版,称为«新政真诠».在此书中提出了各省向中央租赁行政

权力的“批赁”制政治设想.何为批赁? 书中说:“批赁者,谓国家以十八省之地出赁而听各省之民承

批,或各省之民愿批其地而向国家赁取也.”④租赁的方法是订立章程,以五十年、七十五年、百年或永

久为限.何启留学欧洲,对欧洲历史上自治城市向封建主赎买自治权自然熟悉,就是在«海国图志»
中也介绍了多个欧美国家或者城市通过赎买获得自治的例子⑤.他认为就分与合来讲,国家主要在

于“合其心”,而地方主要在于“分其事”,从东西方政教制度对比来说,“外国知国必须分治,然后能合

而为一也,于是悬设议员,府设议员,省设议员,使各省各府各县之政事归其人之自理.中国则以为

政府须独揽全权,然后能齐而一之也.于是县必听于府,府必听于省,省必听于京师,使各省各府各

县之民情必不容其人之自达而自任.成败异途,强弱易位,端由于此”,租赁制“此策比封建、郡县实

为胜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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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９７、４０１、４０２页.
丁韪良主译:«万国公法»卷一,北京崇实馆刊本,第３０页.
黄遵宪:«南学会第一次讲义»,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六)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１页.
何启、胡礼垣著,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０４页.
如«育奈士迭国总记»中记述印第安纳州从法国赎买自治权归入美国事,见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第３９９页.
何启、胡礼垣著,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第５０５页.



章太炎也于１８９９年发表«藩镇论»一文,指出晚清依靠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人支撑半壁河

山,使得“白人虽觊觎,犹敛戢勿敢大肆”,他认为藩镇与宪政并不矛盾,举日本明治维新中萨摩、长洲

二藩响应宪政的例子,认为只要中央实行宪政,藩镇自然响应:“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

也.”可以看出,章氏此时的封建论,明显继承了黄宗羲和王船山的思想,并且结合了日本宪政的现代

理念.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中说:“吾读«黄书»,至于«古仪»、«原极»诸篇,涕潸然矣.”①

１９０２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发表«公民自治篇»,开宗明义提出:“自治之制,天理也,自然之势

也.”他以古代国家为一大团体,家族为一小团体,团体之间事务不能分明,则如人之脑魂不强、心血

不足,成为废人.近代社会,铁道、汽船、矿山、学校、工商农业各种公司,“皆听其自为立法,自为行

政”,大公司用人数十万,类似小国,“等于古之封建矣”.他深刻地指出这实际上是集权与分权的问

题,“故集权与分权,相反而相成者”,他考察欧美各国自治的形式,认为“夫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

也”,“故通地方自治之制.知古人之所以胜于今者.在有合乎封建之意.欧美之所以胜于中国者.
在以民自治而不代治之也”.

晚清自治思潮,兴起于甲午战争以后,至１９０３年而达到高峰,人人而得谈自治,地方自治与联省

自治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中间有明清之际封建论诸位思想家的重要贡献.三百年前的政治批判借

着改良与革命的话语再次复活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推动新思潮合法化与普及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当然,与封建论相联系的晚清自治思潮本身有一定内在缺陷,比如１９０３年就有人注意到当时所

谈论的自治观念较少有“自主”的色彩:“自治与自主,绝然不同.自主兼有立法之权,自治则只有行

政之形式而已.西语名自主为autonomy,而自治则曰self government,其意亦绝不相同.”②因此,
随着革命思潮的发展,向清朝中央争取自治权利的中国近代特色的封建 自治思潮,让位于革命思

潮,逐渐从波澜壮阔的近代政治思潮的舞台上退隐.
萧公权论近代国家之特征,认为虽然各国政治多有不同,但至少有以下几端可视为共同特点:

一,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二,承认列国并存,彼此交互之关系.三,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

道德以为治.四,扩充人民参政权利.“此四种品性,吾国当专制天下之时期固完全缺乏,即在封建

天下之分割时期亦仅略有痕迹,似是而非.”③此论大体而言,固然不错.但放在中国政治思想演化的

长期历史中来考察,并未反映深层的实际.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中国固然未能引领潮流,属于遭受

一系列屈辱而后知后觉、奋起直追的后发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以士大夫为主的精英阶层———士

绅阶层,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批判思潮、第一次西学东渐到晚清的睁眼看世界,
士绅阶层都努力保持着知识的更新与思想的活力.即便是普通百姓,也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具有

了更多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１９世纪起西方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而中国则在缓慢地感受、应对

着这种越来越重的压力.士大夫总是力图将这种潜在的危机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无论从明代还

是清代来看,阻碍这种知识与观念更新的主要力量都来自权力寡头阶层,既有秩序的维持永远只有

利于既得利益集团.士大夫阶层总是在风雨如晦的气氛中通过对三代的怀念与道德的诉求来实现

对皇权的有限制约.封建与郡县、义利之辨、公私之辨这些古老的话题不停地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

式展现当下的社会矛盾,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值得重视的一面.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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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章太炎:«藩镇论»,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９９页.
耐轩:«自治制释义»,«江苏»第４期(１９０３年６月２５日),第２页.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第１４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总第３６６期) No３,２０１８(SerialNo．３６６)

教化与象征:中国古代耕织图意义探释

王 加 华

摘　要:耕织图,就是有关“耕”与“织”的图像资料.从宋至清,我国至少问世了数十套系统化的耕织图

像.对于这些耕织图,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起到了传播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事

实上,耕织图的主要作用在于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理念并教化劝农,并往往以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

式而被提倡、刊刻与推广.因此,«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是中国传统道德化行政的一种重要体现.其根本目的,

在于宣扬、创造并维持一种各安其业、各担其责的和平安定的稳定社会秩序,具有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

关键词:耕织图;教化;农本主义;社会秩序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亦是广大民众的

最主要衣食之源.因此,从中国历史的早期开始,上至帝王,中至地方官员与士绅,下至普通平民百

姓,都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由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与农事活动相关的资料

记载,如各种劝农文、农书、农事政令等.不过检诸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资料基本都是以文

字为介质的,相比之下,作为人类把握有形世界重要方式的“图像”资料却甚为少见,———实际上这也

是中国传统文献记载的一大特点.但事实上,不论对社会发展还是学术研究而言,“图”都是极为重

要的.正如南宋郑樵所说的那样:“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

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图,经也;书,纬也.一经

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
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通要”;“非图,无以别要”① .

不过,虽然相比于文字记载相对较少,但并不是说就没有有关农事活动的图像资料流传于世,比
如«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就是非常著名的农事图像资料.此外,还有许多以绘画形式保存下来的

农事图像资料,这其中最为著名的非耕织图莫属了.简言之,耕织图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

为主题的绘画图像.耕织图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起始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采桑铜纹壶,此
后经汉至唐,又不断充实丰富,至宋代最终形成为完整的耕织图体系,此后历经元明清而延续下来.
具体来说,耕织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耕织图是指所有与“耕”“织”相关的图像资料,如铜器

或瓷器上的纹样、画像石图像、墓室壁画等.狭义的耕织图则仅指宋代以来呈系统化的耕织图像,如
南宋楼 «耕织图»、元代程棨«耕织图»、清康熙«御制耕织图»等,通过系列的绘画形式将耕与织的具

体环节完整呈现出来,并且配有诗歌对图画略作说明.相比之下,宋之前的耕织图总还是停留在分

散表达的阶段② ,往往只是对某一个环节的简单描画.从南宋楼 «耕织图»开始并以之作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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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本,历经元明清七百多年,我国至少出现了数十套不同版本与内容的呈系统化的耕织图①.有些耕

织图还东传日本与朝鲜,并对两国绘画、农学发展等产生了很大影响②.
那么中国古人为何要创绘一系列的体系化耕织图像呢? 耕织图的创作又发挥了什么作用与意

义呢?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由于耕织图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具体农业生产技术与劳作场景,因
此其目的与意义主要在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如国内研究耕织图的集大成者王潮生就认为:“图与

诗的结合提供农民仿效操作的范例,其目的是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是一种社会化、大众化的科普

著作.”③因此,在具体定性上,传统主流观点也基本将耕织图作为农学著作来看待,如作为我国系统

化耕织图“母图”的南宋楼 «耕织图»就被称为是“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农学著作”④.«中国农学

史»«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中
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等农学与农书著作,均对耕织图有著录.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通过对历

代耕织图的研读后发现,总体而言,耕织图的教化意义远大于技术推广意义,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

义,其主要目的在于教化劝农,而并非为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虽然我们不能说耕织图就完全没有

技术推广的意义.尽管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⑤,却只是简单涉及.下面我们就主要以南宋以

来系统化的耕织图为研究对象,采取“映现”与“再现”⑥相结合并以“再现”为主的研究思路,对历代耕

织图的创作者及创作背景、原因、目的与实际意义等作具体探讨与分析.

一、耕织图由谁而作、为何而作

“图像解读,首先是对图像记录者的解读,即了解这些图像是谁的想象.”⑦那么,古代创作耕织图

的都是何人? 他们为何要创作耕织图这种图像形式呢? 具体说来,不同时代、不同的创作者,其具体

动机可能各有不同.正如张仲葛所说的那样:“这些古代农业图像,就其形成之动机言,绝不一致.”⑧

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与耕织相关的图像主要是青铜器上的图画,如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
乐射猎采桑纹铜壶”上的“采桑图”、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采桑铜纹壶”盖上的“采桑图”等,但其明

显是出于装饰的考虑.秦汉之后以至隋唐,在画像石、画像砖及墓室壁画、石窟壁画中,也能发现大

量与耕织相关的图像,如牛耕图、耙地图、播种图、采桑图等.有学者认为,这些图像的“主要作用是

宣传和推广当时先进的耕作技术,具体来说就是铁犁牛耕”⑨.不过这更多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认识,
因为这些画像主要是在墓室中发现的,也就是说并不会为当时人所见,那试问其是如何发挥推广耕

作技术的功能的呢? 其实大量有关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图像的主要作用在于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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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关于中国古代耕织图概况,参阅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王红谊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北京: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当然,历史上实际创作出来的耕织图要远比两书所载为多,但或已不存,或难以搜求.具体情况,可参见王潮生:«几种鲜见的

‹耕织图›»,«古今农业»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周昕:«‹耕织图›的拓展与升华»,«农业考古»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对此,可参阅[日]渡部武:«‹耕织图›流传考»,曹幸穗译,«农业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日]渡部武:«‹耕织图›对日本文化的

影响»,«中国科技史料»１９９３年第２期;臧军:«‹耕织图›与日本文化»,«东南文化»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王潮生:«清代耕织图探考»,«清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臧军:«楼 ‹耕织图›与耕织技术发展»,«中国农史»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如张家荣认为,«耕织图»最初确实是出于实用目的,但后来却流于形式,成为帝王“民本”思想的表现(张家荣:«‹耕织图›的

尴尬»,«中国文化画报»２０１１年第９期);朱洪启也认为,耕织图虽然也有技术传播的意义,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传播农业文化(朱洪

启:«耕织图与我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技术及农业文化传播»,«科普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黄克武认为,对视觉(图像)史料的研究通常有两种观点,即“映现”与“再现”.“映现”的观点认为图像能忠实地捕捉并记录

历史的一瞬间,有助于展现文字史料所无法呈现的过去,即主要将图像资料作为文字资料的补充与辅助来看待;“再现”的观点认为,
图像的生产与消费并非中立性的,涉及观看的角度与选择,并认为图像与其说是像镜子那样反映现实,毋宁视之为一种文化产品,注
重探讨这一产品是如何被生产、销售与消费的过程,从而解读其背后的文化符码与象征意涵,即将图像本身作为能发声的主体来看

待.见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３年,“导论”第４ ５页.
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６页.
张仲葛:«‹中国古代耕织图›序»,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１页.
黄世瑞:«浅说耕织图»,«寻根»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美化与营造氛围.如蒋英炬认为:“这些画像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作用,就是随葬品的代替、扩展与

延伸.”①杨爱国也认为:“其实不只墓室画像石如此,墓室壁画和画像砖的内容也同样有此功能.这

些墓室建筑装饰与墓中的随葬品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当时人认为理想的死后世界.”②

与前代相比,宋之后出现的耕织图日渐系统化,开始注重细节的描画,也不再被封闭于幽暗的墓

室之中,那其创作者又是出于何种具体动机呢? 先看南宋楼 «耕织图»,这是我国现今有确切证据

并有摹本留存下来的第一部体系化耕织图.楼 ,字寿玉,浙江鄞县人,生于北宋元祐五年(１０９０),
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楼 之所以要创作此«耕织图»,主要是出于一个地方官员对皇帝

“务农之诏”的响应.对此,楼 之侄楼钥为«耕织图»所作的题跋曾言:“高宗皇帝身济大业,绍开中

兴,出入兵间,勤劳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它务,下务农之诏,躬耕耤之

勤.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

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

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见者固已韪之.未及,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
课最闻.”③对此,明代宋濂亦云:“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劝农之诏,郡国翕然,思有以灵承上意.四

明楼 ,字寿玉,时为杭之於潜令,乃绘作«耕织图».”④当然,这其中楼 个人的悯农、重农情怀也应

是一个重要原因.若说皇帝的提倡是“外因”的话,则楼 个人的重农、悯农情怀应是其创作«耕织

图»的“内因”.史载,楼 是一个对民众疾苦十分关心的人.如早在其担任婺州幕府期间,当得知

“州岁贡素罗数颇多,民不能输”时,他就积极向上级申请以减轻民众负担,“为州将作奏,自诣行在

所,具言利害,朝廷为损其数”;看到“州县输纳至者,多不省轻重,予夺在吏”的情形时,他又“以其多

寡所当出者,大书揭之”,由此“民甚悦”⑤.事实上,重农、悯农意识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固有的一种人

文情怀,历史上、尤其是中唐以后,出于对普通百姓艰辛劳作与困苦生活的同情而创作了大量诗词歌

赋与文学作品,这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李绅的«悯农»诗了⑥.
除此之外,据楼钥所载,楼 创作«耕织图»可能还有更为实用的目的,即出于考课的需要.中国

古代有定期对地方官员进行巡查考课的行政制度,以对官员“政绩”进行评定,而农桑垦殖、水利兴修

等又是考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如据«宋史职官志»所载:“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德义有闻、清谨明

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四善;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
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凡内外官,计在官之日,满一岁为一考,三考

为一任.”⑦因此,楼钥将«耕织图»的创作完成与楼 的“以课最闻”并述,应是以«耕织图»证其劝课农

桑之绩⑧,尤其是考虑到楼 所任职的地方又是都城临安下属的县份.而«耕织图»的创作,也确实为

楼 后来的一系列升迁打下了坚实基础,“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

沙,帅维扬,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⑨.事实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楼 «耕织图»为
代笔之作,并非由其亲自绘制而成,而是他让人按自己意图绘制而成后再进呈给宋高宗的,就如同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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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题织图卷后»,«宋学士文集»卷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３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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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志强、阎涛:«谈中国古代的悯农诗»,«文史哲»１９９２年第６期;余颖:«中唐诗人悯农情怀的文化关照»,«长春师范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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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等撰:«宋史»卷一六三«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８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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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开宝年间权臣孙四皓让寓居画家高益绘制«搜山图»并进献给皇帝一样①.若果真如此的话,则响

应皇帝号召并证明自己劝课农桑之绩的意图也就更为明显了②.
元代程棨«耕织图»,现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据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耕织图»刻石题识

中称:“«耕图»卷后姚氏跋云:耕织图二卷,文简程公曾孙棨仪甫绘而篆之.织图卷后赵子俊跋,亦云

每节小篆,皆随斋手题.今两卷押缝皆有仪甫、随斋二印,其为程棨摹楼 图本,并书其诗无疑.”③由

此记载可知,此«耕织图»为程棨据南宋楼 «耕织图»临摹而成④.程棨,生平事迹不详,现只知其为

程琳(９８５ １０５４,谥号文简)的曾孙,字仪甫,号随斋,安徽休宁人,系当时书画名家,人称“博雅君

子”.另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可知程棨曾著有«三柳轩杂识»一书.程棨临摹楼 «耕织图»的
具体动机为何,受资料记载所限我们不得而知,但由其为书画名家的身份推断,可能主要是出于对

«耕织图»的喜爱而临摹之,其本意绝非为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事实上,临摹楼 «耕织图»或据其再

创作是一种常有之举,如仅在南宋就至少出现了６套与之相关的耕织图作品,如梁凯«耕织图»、刘松

年«耕织图»等.程棨«耕织图»外,元代还有由诸色人匠提举杨叔谦所作的«农桑图»,并由赵孟 奉

懿旨作诗二十四首.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贤大学士臣邦宁、大司徒臣源进呈«农桑图».上披览

再三,问作诗者何人? 对曰翰林承旨臣赵孟 ;作图者何人? 对曰诸色人匠提举臣杨叔谦
钦惟皇上以至仁之资,躬无为之治,异宝珠玉锦绣之物,不至于前,维以贤士、丰年为上瑞,尝命

作«七月图»,以赐东宫.又屡降旨,设劝农之官,其于王业之艰难,盖已深知所本矣,何待远引

«诗»、«书»以裨圣明.此图实臣源建意,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随十有二月,分农桑为廿有四图,
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正«豳风»因时纪事之义,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怜怗木儿,用畏吾尔文字译于

左方,以便御览.⑤

从上述记载可知,此图主要是为进呈皇帝以示劝农、重农之意而作的.邦宁,即李邦宁,其本为南宋

宫廷的一名小太监,宋亡后随瀛国公(端宗赵昰)入元廷,后受元世祖重用,累官至集贤大学士,«元
史»有传.大司徒源,不知为何人.杨叔谦,元代著名宫廷画家,潘天寿称其善画“田园风俗”⑥.另,
与楼 、程棨«耕织图»不同的是,此图反映的是大都(今北京)而非江南一带的农作与蚕桑情形.可

惜此图在国内外至今尚未发现,只有赵孟 所作二十四首诗歌尚存.
明«便民图纂»耕织图.«便民图纂»由«便民纂»加楼 «耕织图»合编而成,只是图有增删、改动,

并非完全照搬.«便民图纂»编者一般认为是邝璠,“字廷瑞,任丘人,进士,弘治七年知吴县,听察勤

政,无绩不兴,久任民和,循良称最”⑦.邝氏虽为今河北人,但因在吴县为官,对太湖流域的农村与农

业生产均颇为熟悉,故书的内容是以江南地区为主编写而成的,涉及耕获、蚕织、树艺、杂占、祈禳、起
居、牧养、制造等多个方面.之所以要加入楼 «耕织图»并稍作改动,目的在于使民众更易理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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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居翰:«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０、１８０页.另外,持此观点的还有 Ho
Wai kam(何惠鉴),EightDynastiesofChinesePainting:TheCollectionsoftheNelson AtkinsMuseum,KansasCity,andthe
ClevelandMuseumofArt(ClevelandMuseumofArtincooperationwithIndiana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０),７８ ８０;LawtonThomas
(罗覃),ChineseFigurePainting (Washington,D．C．:FreerGalleryofArt,SmithsnianInstitution,１９７３),５４ ５７．

不过,据楼钥所记,楼 喜欢收藏画卷,并喜欢与雅士交游,“襟度高胜,所至多与雅士游”,晚年告归后曾绘«六逸图»及«四
贤图»(楼钥:«楼钥集»卷六十九«题跋跋扬州伯父赋归六逸图»及«又四贤图»、卷七十一«题跋跋扬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画卷»,第

１２２９ １３３０、１２５９页),这说明楼 «耕织图»是代笔之作的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
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４６页.
据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户田研究室所收藏的程棨«耕织图»照片可知,程棨«耕织图»与楼 «耕织图»不论在画幅

还是画目上均完全一致.现楼图亦佚,仅有«织图»的宫廷摹本«蚕织图»存世,因此借助程图,我们就能窥见楼图的基本原貌.
赵孟 :«‹农桑图›叙奉敕撰»,«松雪斋诗文集外集»,上海涵芬楼影印元沈伯玉刊本.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６０页.
清同治«苏州府志»卷七十一«名宦四».



所谓“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①.对此,邝璠自云:“宋楼 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

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

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②从“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来看,作为地方官的邝

璠借用此图仍有教化劝民的目的,故同治«苏州府志»称其“循良称最”.
清代是制作耕织图的高峰期,既有宫廷御制,也有地方自制;有综合描绘耕织的,也有专门宣传

蚕桑和棉业的;既有绘画作品,也有石刻、木刻等,可谓丰富多彩③.清代耕织图的兴盛是与帝王的重

视和提倡分不开的,其中的第一部即是康熙«耕织图».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康熙帝南巡时有江南

士人进呈南宋楼 «耕织图»残本,带回京城后,遂命宫廷画师焦秉贞依图重绘,于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刊行④.由于由康熙帝亲撰序文并题诗,故名御制«耕织图».不过此图虽是据楼图而绘,但却

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分别有所增减.作画人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

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内廷,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

作.村落风景、田家作苦,曲尽其致,深契圣衷,锡赉甚厚,璇镂板印赐臣工”⑤.康熙帝为何要命焦秉

贞重绘«耕织图»呢? 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及其爱民、劝民之意,应是最主要用意,这在其所作的

«御制耕织图序»中表达得一览无余: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尝读«豳风»、«无逸»诸篇,其言稼穑蚕

桑,纤悉具备,昔人以此被之管弦,列于典诰,有天下国家者,洵不可不留连三复于其际也.西汉

诏令,最为近古,其言曰:“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又曰:“老耆以寿终,幼孤

得遂长”,欲臻斯理者,舍本务其曷以哉? 朕每巡省风谣,乐观农事,于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种

之宜,节候早晚之殊,蝗蝻捕治之法,素爱咨询,知此甚晰,听政时恒与诸臣工言之古人有

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且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

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

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书曰:
“惟土物爱,厥心臧”,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

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斯则朕嘉惠元元之意也夫!⑥

康熙«耕织图»之后,“厥后每帝仍之拟绘,朝夕披览,借无忘古帝王重农桑之本意也”⑦.雍正朝

图,由“雍正帝袭旧章命院工绘拟”⑧,共５２幅.此图究系何人所绘,不得而知.现存图册分耕、织两

部分各２３幅,画面、画目与康熙焦秉贞图基本相同,只是排列顺序稍有改动,并删掉了楼 原题的五

言诗,增加了雍正御题的五言诗.乾隆«耕织图»是由乾隆命画院据画家蒋溥所呈元程棨«耕织图»摹
本而作,不论在画幅、画目还是画面内容均与程图相一致,后刻石存于圆明园内.此外乾隆还曾令陈

枚据康熙«御制耕织图»绘«耕织图»４６幅,每幅图均有乾隆御笔行书题其所和康熙皇帝原韵诗一

首⑨.这几部耕织图均是沿袭康熙旧制而作,亦是为彰显农为国之本以及教化劝农之意.此后嘉庆

帝也曾补刊乾隆«耕织图»,对于自己的动机,他亦曾言:“朕续有题咏,应补行编载,原书篇页内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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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宽以示朕祗遹成谟重民务本至意.”①总之,清代自康熙朝以至嘉庆朝,均有«耕织图»问世,其
目的在于“借以宣传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劝民努力本业,从而巩固封建政权”②.

与前代相比,清代不仅耕织图数量多,且有新型耕织图———«棉花图»、«桑织图»的创作.乾隆三

十年(１７６５),“高宗南巡,观承迎驾四月,条举木棉事十六则,绘图以进”③.对方观承之举,乾隆

皇帝极为赞赏,并亲为之题诗,所以«棉花图»又名«御题棉花图».方观承,字遐谷,号雨亭,安徽桐城

人,曾任直隶总督二十年,“尤勤于民事”④,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棉花有“衣被天下之利”的作用,
功用不在五谷之下,故主持绘制了«棉花图»并上呈乾隆皇帝.因此,方观承绘制«棉花图»一定程度

上可能与楼 的动机相类似,既是重农与劝农的表现,也是凸显其个人“政绩”的一种表现.嘉庆十

三年(１８０８),嘉庆帝命大学士董诰等据乾隆«御题棉花图»编订并在内廷刻版１６幅«棉花图»(又名

«授衣广训»),画目与画面内容与乾隆«棉花图»基本相同.董诰,字雅伦,一字西京,浙江富阳人,乾
隆进士,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工诗文,善画.«清史稿董诰传»称其“尚书邦达子邦达善画,受高

宗知.诰承家学,继为侍从,书画亦被宸赏,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⑤.嘉庆帝之所以命作此图,
亦应是出于继承祖制与教化劝农的目的.

光绪木刻«桑织图»刻于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原图２４幅,册首图上有“种桑歌”,尾有跋语.其

中作者在跋语中讲述了创作该图册的目的和过程:

　　桑蚕为秦中故物,历代皆有,不知何时废弃,竟有西北不宜之说.是未悉豳风为今邠州,岐

周为今岐山,皆西北高原地,岂古宜而今不宜耶? 历奉上宪兴办,遵信者皆著成效,惟废久失传,
多不如法,不成,中止.奉发«蚕桑辑要»、«豳风广义»,或以文繁不能猝识因取«豳风广义»
诸图仿之,无者补之,绘图作画,刻印广布,俾乡民一目了然,以代家喻户晓,庶人皆知:务地利,
复其固有.衣食足而礼义生,豳风再见今日,所厚望焉! 是举也,书者为甘肃候补州判邑人张集

贤,绘者为候选从九品邑人郝子雅.时光绪十五年岁次乙丑,冬十一月吉日刻,板存三原县永远

蚕桑局.⑥

由此跋语可知,这一木刻«桑织图»是由下层官员兼地方士绅以«豳风广义»(作于乾隆年间)为蓝本绘

制的,这与清代«耕织图»多由帝王倡导有所不同.而绘图的目的,则是在关中地区宣传推广此地早

已失传的蚕桑养殖与丝织生产⑦.因此,与前述诸«耕织图»不同的是,此«桑织图»具有强烈的劝导及

技术推广意味.光绪«蚕桑图»,作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由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宗承烈据宗景藩(曾
于同治年间任湖北蒲圻知县)所撰«蚕桑说略»,请当时著名画家吴家猷配图而来,故名«蚕桑图说».
编著此书的目的,宗承烈在序言中说:“蚕桑者,衣之源,民之命也”,“植桑养蚕之法,浙民为善”,而
“楚地却耕而不桑”,他认为这是“未谙其法”所导致的.序文的最后说:

　　唯种植饲缫之法,恐不能家喻户晓,爰检朝议公«蚕桑说略»,倩名手分绘图说,付诸石印,分

给诸屯读书之士,转相传阅,俾习者了然心目,诚能如法,讲求勤劳树畜,则多一桑即多一桑之

利,多一蚕妇即多一养蚕之利衣食由此而足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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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鄂尔泰、张廷玉等纂:«钦定授时通考»(清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补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３２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６年,第３页.
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７７页.
清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八九«宦绩录七国朝一方观承».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二四«方观承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０８３１页.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四十«董诰传»,第１１０８９页.
王潮生认为,这是“一部记录清代后期陕西关中地区从事蚕桑生产的形象资料”(«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１６９页).从«桑织

图»的作者初衷来看,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因其是力图在已废弃蚕桑的关中地区推广蚕桑养殖,而不是对当时实际蚕桑养殖情况的忠

实记录.
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１６９页.
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１７８页.



从序言中可知,作者创作此图、编著此书的目的,则是在不事蚕桑的楚地宣传、推广浙江等地的蚕桑

养殖技术,因此与光绪木刻«桑织图»相同,亦具有劝导及强烈的技术推广目的.
除上述耕织图外,１９７８年在河南省博爱县一农家门楼墙壁上,还发现了２０幅估计是作于清光绪

年间的石刻«耕织图»,展现了清代晚期豫北人民男耕女织的劳动景象.但此图作者为谁,又为何而

作,现均不得而知,故在此不作赘述.

二、耕织图为谁而作、影响如何

出于各自的不同目的———至少是创作者自己言说的目的,中国古人创作了«耕织图»、«棉花图»
等诸多与农事、纺织生产相关的图像.那这些图像又是为谁而作呢? 创作出来之后又发挥了何种实

际功效或影响力呢? 楼 «耕织图»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为当世皇帝而作的,既是对其重农之策的

响应,也是为了让皇帝形象而具体地知晓民众稼穑之艰难,以进一步引起其对下层民众与农业生产

的重视.正如楼 之侄楼钥所说的那样:

　　周家以农事开国,«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来世守其业.公刘之厚于民,太王

之于疆于理,以致文武成康之盛.周公«无逸»之书,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穑之艰难.至«七月»之

陈王业,则又首言授衣,与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条桑”、“载绩”,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农桑

为天下之本.孟子备陈王道之始,由于黎民不饥不寒,而百亩之田,墙下之桑,言之至于再三,而

天子三推,皇后亲蚕,遂为万世法呜呼,士大夫饱食暖衣,犹有不知耕织者,而况万乘主乎?
累朝仁厚,抚民最深,恐亦未必尽知幽隐.此图此诗,诚为有补于世.夫沾体涂足,农之劳至矣,
而粟不饱其腹;蚕缫织纴,女之劳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尽如二图之详,劳非敢惮,又必无兵革

力役以夺其时,无汙吏暴胥以肆其毒,人事既尽,而天时不可必.旱涝螟螣既有以害吾之农夫,
桑遭雨而叶不可食,蚕有变而坏于垂成.此实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不知,此又图之所不

能述也.①

事实上,«耕织图»创作完成后不久,也确实很快就引起宋高宗的注意,“未及,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
课最闻.寻又有近臣之荐,赐对之日,遂以进呈.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正因为

此,其后楼 的官职也不断得以升迁———从这个角度来说,«耕织图»又是为其自己所作,以证其劝课

农桑之绩.此后理宗朝时,程珌亦曾借进呈«耕织图»之机,劝导帝王重视生产、关心民生:

　　臣近因进读三朝宝训,内农穑门一段云:“太宗朝,有同州民李元真者献«养蚕经»,太宗留其

书于宫中,赐钱一万.”臣读毕奏云:“绍兴间有於潜令楼 尝进«耕织图»,耕则自初浸谷以至舂

入廪,织则自初浴蚕以至机杼剪帛,各有图画,纤悉备具,如在郊野目击田家.高宗嘉奖,宣示后

宫,擢置六院.绍兴帅臣汪纲近开板于郡治.臣旦夕当缴进一本,以备宴览,玉音嘉纳之.臣今

已装背成帙谨以进呈,伏望陛下置之坐隅,时赐睿览,一则知稼穑之艰难而崇节俭之化,二则念

民生之不易而轻租赋之敛,则高宗称赏其图之意,迨今犹一日也,天下幸甚.”②

楼 将«耕织图»进呈之后,受到了南宋宫廷的极大重视.高宗吴皇后在«织图»摹本«蚕织图»每
幅图画下部亲笔楷书题注:“今观此卷,盖所谓织图也,逐段之下,有宪圣慈烈皇后题字.皇后姓吴,
配高宗,其书绝相类.岂 进图之后,或命翰林待诏重摹,而后遂题之耶.”③之所以«织图»会由皇后

题注,因古代有“皇后亲蚕,以仪范天下”的传统.另据元代虞集所言:“前代郡县所治大门,东西壁皆

画耕织图,使民得而观之.”④其实,宋代一直有于墙壁上画农桑图以提醒当政者注意农耕的传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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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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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楼钥:«楼钥集»卷七十四«题跋跋扬州伯父耕织图»,第１３３３ １３３５页.
程珌:«洺水集»卷二«奏疏缴进耕织图札子»,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年,第９８页.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十六«题织图卷后»,第３０２页.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七言绝句题楼攻媿织图»,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５１２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宋高宗说:“朕见令禁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
农家养蚕织绢甚详.”①而宋高宗之所以对«耕织图»如此重视,是因为此图正契合了其重农、劝农的政

策.当是时,南宋王朝于江南初定,外有金朝威胁,内则急于社会的稳定,故宋高宗“未遑它务,下务

农之诏”,发展农业生产,以增强国力、安抚百姓.
程棨之所以摹楼 «耕织图»,或许只是出于一个书画名家对前人书画的爱好之意.此图在元代

的流传情况,受资料所限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为后世帝王所重却是确定的.清高宗乾隆就曾在此图

上“兼用楼韵题图隙”,并将图保存于圆明园多稼轩以北的贵织山堂,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还命画院

双钩临摹刻石②.杨叔谦«农桑图»,从赵孟 所作«农桑图»序来看,明显是为当世皇帝而作,目的在

于劝导皇帝重视农耕,这在赵孟 所作二十四首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诗作通过题咏田家一年耕作

之事,劝诫农夫蚕妇要循时令,习勤劳,以获取丰收,上报皇天,同时也慨叹田家之不易,因此劝导帝

王要重稼穑、珍民生③.而之所以这样做,又与元代定鼎中原后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有极大关系.元朝

是由蒙古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建立的王朝,其初期并不重农桑并意欲将农地变为牧业用地,加之战乱

冲击,由此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直到忽必烈时期才开始施行重视农耕之策.元仁宗时期,延
祐二年(１３１５)刊印«农桑辑要»万部并颁降有司,以劝导农耕④.一系列劝农文的发布,显示了政府的

重农之策⑤.可能邦宁等人深知朝廷对农政的重视,故特令绘制«农桑图»以进献仁宗.而在这一系

列劝农政策的促进下,元代农业也确实获得了很大发展,正如虞集所言:

　　我国家既定中原,以民久失业,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慎择老成重厚之君子而命之.
皆亲历原野,安辑而教训之.今桑麻之效遍天下,齐鲁尤盛.其后功成,省专使之任,以归宪司.
宪司置四佥事,其二则劝农之所分也.至今耕桑之事,宪犹上之大农.天下守令,皆以农事系

衔矣.⑥

«便民图纂»耕织图即是为了配合«便民纂»的传播而作.作为明代“通书”类型的一部农书,«便
民图纂»的主要目的在于供给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技术知识,其“便民”名称便是明证,故邝璠借

用并删改楼 «耕织图»有向民众介绍、推广生产知识的目的,这与前代«耕织图»主要用于“教化劝

民”有所不同,“今民间传农、圃、医、卜书,未有若«便民图纂»,识本末轻重,言备而指要也.务农、女
红,有图、有词,以形其具,以作其气.有耕获、蚕织,以尽其事”⑦.由于«便民图纂»的设定对象主要

是普通民众,因此邝璠借用楼 «耕织图»亦主要是面向普通大众的,这与楼图、杨叔谦图最初主要是

为帝王而作有很大不同———虽然这些图册最终也可能会因帝王的提倡而被推向民间.与图相配的

为民间形式的吴歌———竹枝词,读起来朗朗上口,浅显易懂,这必然会增强传播的效果.由于知识门

类齐全、通俗易懂,«便民图纂»也确实获得了广泛传播,时任云南布政使的吕经(字九川)就曾在云南

地区大力推广«便民图纂»:

　　民生一日不能已者,皆精择而彪分昭列焉,故它书可缺,此书似不可缺.况滇国之于此书,
尤不可缺,是岂可一例禁邪? 盖上之惩病民之弊,正所以为利民之图耳,岂拘拘而为之者哉? 经

所以将顺而干冒为之.匠用公役,梓用往年试录及历日板可者,或闻之亦悦,遂布诸民.⑧

出于“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的劝诫农耕的目的,康熙帝命焦秉贞绘制了耕织图.那«御制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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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１４４５页.
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４６页.
单人耘:«浅谈元代赵孟 的题耕织图诗»,«中国农史»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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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学报论丛»第４９号(１９９５年).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七言绝句题楼攻媿织图»,第５１２页.
欧阳铎:«‹便民图纂›序»,邝璠著,石生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第１１页.
吕经:«‹便民图纂›序»,邝璠著,石生汉、康成懿校注:«便民图纂»,第１４页.



织图»主要是作给谁看的呢? 从康熙帝在«御制耕织图序»中所说的“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

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来看,主要是为“子孙臣庶”而作,以提醒他们“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

当念农夫之苦”.在此,“子孙”应主要指皇家子孙,后世雍正、乾隆等朝«耕织图»的绘制与创作,一定

程度上就是对这一祖训的回应.“臣”即各级政府官员,他们既是被教化者,又是教化者.一方面,
“臣”是皇帝的“附属”与“助手”,因此首先要在他们内心树立起爱民、重农的观念,才能真正将各项劝

农政策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作为皇权在各地的“代理”,“臣”是皇帝“牧民”与政策推行的具体执行

者,因此相对于“庶”,他们又是教化者.“庶”是平民百姓,是教化施行的最终目标主体.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勤于政事,对农业生产也极为重视,正如他在«御制

耕织图序»中所说的那样:“朕每巡省风谣,乐观农事,于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种之宜,节候早晚之

殊,蝗蝻捕治之法,素爱咨询,知此甚晰,听政时恒与诸臣工言之.”①那他为何要在１６９６年命焦秉贞

绘«耕织图»呢? １６８９年他南巡而得宋楼 «耕织图»残本应是一个直接诱因,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则是

最主要原因.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开始实行圈地运动,大量民田被侵占,此后与残明势力的战争又持

续了十数年,加之清入关之前农民军与明军的多年战争,致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徙

死亡.如一直到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四川等省仍旧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②.于是安抚民众、
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成为清政府的首要任务.１６６９年康熙铲除鳌拜集团并亲政后,先是下诏停止

圈地,又先后平定三藩之乱(１６８１)、收复台湾(１６８３)、击败沙俄侵略(１６８６)与平定噶尔丹叛乱

(１６９０),终于实现了国家的和平与安定,由此“经济发展”便成为重中之重.于是,绘制具有象征意义

的«耕织图»并以示“子孙臣庶”也就自然而然了.同理,雍正、乾隆朝创作«耕织图»,也都有以经济发

展为重、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在里面.故白馥兰评价说:“清朝三代帝王在１８世纪下令重新绘制了

新的耕织图,并亲自题诗赞扬农民的辛勤劳碌.这不是在更新技术细节,而是在重申———在另一个

长期的冲突和道德无常的周期过去后,农民和皇权国家的物质繁荣和按照宇宙法则建立秩序之间必

然存在有机的联系.”③

虽然实质上亦是为重农、劝农而作,但雍正«耕织图»的直接目的可能是为讨好康熙皇帝而作.
此图具体创作年代不详,但根据画上“雍亲王宝”与“破尘居士”的印章来看,应是创作于康熙四十八

年(１７０９)之后、雍正登基(１７２２)之前.由于是为讨好康熙而作,所以雍正«耕织图»的画面布局与康

熙«御制耕织图»完全相同.此外,每图除雍正帝配诗一首外,并未添加楼 之诗,主要是因为此图是

为进呈康熙之用,因此题楼 诗也就没有必要了.清代所有皇帝中,以乾隆朝«耕织图»作品最为丰

富,不仅摹刻了大量康熙«御制耕织图»、雍正«耕织图»书画作品,还新创作了以棉花与棉纺织为主题

的«棉花图»,并且摹刻了前代的耕织图像④.除图像、石刻外,乾隆帝还命人在颐和园的清漪园创建

了一个以耕织为主题的、有江南风韵的田园景观,体现了其对农桑之本的重视与耕织之道的宣教⑤.
乾隆命人摹刻«耕织图»,既有对先祖传统的延续,以显示其重农之道,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应该与其对

古代书画的喜爱有很大关系⑥.因此,这些作品,既是为自己所作,也是为天下臣工与百姓而作,同时

也可能有讨好的意味在里面,因其和康熙原韵的４６首«耕织图»诗也是创作于其为皇子之时.
由直隶总督方观承所主持绘制的«棉花图»,从其创作完成即进呈乾隆皇帝来看,似是专为乾隆

皇帝而作,其目的可能在于引起皇帝对棉花种植及棉纺织生产的重视.在进呈的奏文中,他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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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泰、张廷玉等纂:«钦定授时通考»卷五十二«劝课门耕织图上»(清乾隆八年钦定),第７２１页.
戴逸:«简明清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４页.
[英]白馥兰:«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呼思乐译,吴彤校,见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页.
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王潮生:«乾隆创建的耕织图景区»,«紫禁城»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刘迪:«试析乾隆帝书画鉴赏活动之特征»,«文史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太子太保、直隶总督臣方观承谨奏为恭,进«棉花图»册,仰祈圣鉴.事窃惟五十非帛不暖,
王政首重夫蚕桑,一女不织则寒,妇功莫亟于丝枲,然民用未能以遍给,斯地利因之而日开.惟棉

种别菅麻,功同菽粟,根阳和而得气,苞大,素以含章有质有文,即花即实.先之以耰锄袯襫,春种

夏耘,继之以纺绩组纴,晨机夜杼.盖一物而兼耕织之务,亦终岁而集妇子之功,日用尤切于生民,
衣被独周乎天下.仰惟我皇上,深仁煦育,久道化成,巡芳甸以劝农,播薰风而阜物.揽此嘉生之

蕃殖,同于宝稼之资昌.臣不揣鄙陋,条举棉事十六则,绘图列说,装潢成册,恭呈御览.夙在深宫

之咨度授衣,时咏«豳风»,冀邀睿藻,以品题«博物»,增编«尔雅»,为此恭折具奏,伏祈圣鉴.①

并且,为了能引起乾隆帝重视,方观承还将康熙御制«木棉赋»一并上呈.嘉庆年间,嘉庆帝又命董诰

重刊乾隆«棉花图»,并更名为«授衣广训»,以彰显其继承祖训及爱民之意.正如他在上谕中所言:

　　朕勤求民事,念切授衣,编氓御寒所需,惟棉之用最广.其种植纴纺,务兼耕织.从前圣祖

仁皇帝曾制«木棉赋»,迨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恭绘«棉花图»,撰说进呈.皇考高宗纯皇帝

嘉览之余,按其图说十六事,亲制诗章,体物抒吟,功用悉备.朕绍衣先烈,轸念民依,近于几暇.
敬依皇考圣制原韵作诗十六首,诚以衣被之原,讲求宜切,生民日用所系,实与稼穑、蚕桑并崇本

业.著交文颖馆,敬谨辑为一书,命名«授衣广训».②

«棉花图»的创作,源于棉花在人们生活中重要性的日益突出.虽然棉花早在东汉时业已传入中

国,但长期以来,受棉花加工技术的限制,一直未能得到全面推广,只在西北及西南地区有少量种植.
直到元代,黄道婆改进棉纺织技术后才大大促进了棉花在中国的种植,其后明太祖更是通过政令在

全国推行棉花种植,“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不种桑,出绢

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③,大大促进了棉花在我国的种植.至明代中叶以后,棉
花已是“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④.至清代中叶,棉花更成为“衣被天下”的重要之物,“三
辅(直隶)种棉之地,约居什之二、三.岁恒充羡,输溉四方”⑤.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直隶总督方观承以直隶一带棉花种植与棉纺织情况为参照,主持绘制了«棉花图».
清代中前期创作的耕织图(含«棉花图»在内),或由皇帝发起而作,或由大臣所作再进呈于皇帝.

这些图册完成之后,由于其本意在于教化劝农,因此并没有收藏于内宫密不外传,而是进行了大量刊

刻并向民间推广.从著述形式来看,清代内府所藏耕织图主要分为四类,即书法、绘本、刻本与拓本.
通常先有宫廷画师绘制耕织图画册,再由帝王御笔题诗,再由工匠将御制诗文装裱于画作之上,最后

再以之为底本进行版刻.或将耕织图刻于石上,再据石刻做成拓本传世.这其中对民间影响最深的

是刻本,具体如乾隆二年(１７３７)与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的«钦定授时通考»本以及嘉庆十三年的«授衣

广训»等.这几种刻本流传广泛,流布到民间后又经民间书坊大量翻刻,普通市面上多有售卖流传,许
多还流传海外.这必然会使耕织图在民间发挥诸多的影响力,“流传到民间之后,第一次使帝王敕修的

农业文献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在民间呈现,使极难窥见的宫廷艺术在民间传播,是连接上下层社会的桥

梁.它以特有的通俗易懂的图说形式被官方发行,被民间所接受,故其西洋新画风得以在宫廷与民间

两个阵营流传,同时官方赋予的农本务实思想在民间以耕织图各种艺术变体的形式呈现”⑥.
光绪木刻«桑织图»与«蚕桑图»均创作于１９世纪晚期,而之所以要在此一时期推广蚕桑生产,与

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极大关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沿海港口的迭次开放,大量机织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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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观承向乾隆进呈«棉花图»奏文,据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１１５页拓片整理而来.
董诰等编:«授衣广训»,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页.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８９４页.
丘浚著,蓝田玉等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四制国用贡赋之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３３６页.
«棉花图»第７图«收贩»所载文,见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１２２页.
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纺织品进入中国市场,加之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之后中国本土城市轻纺工厂的纷纷建立,传统乡村棉纺

织生产遭受严重冲击,先是纺纱、继而是手织布日益走下坡路①.加之一系列战争赔款的赔付与太平

天国等战事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呈现一片破败之象.但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五口通商之后,江浙一

带的蚕桑生产却因出口增加而获得迅速发展并出现了“辑里丝”(湖州南浔)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

名优产品,由此植桑养蚕收益丰厚,成为地方民众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如在吴兴,“民国十年前后,蚕
桑产销最盛时代,吴兴农户,蚕桑与种稻比较,蚕桑收入占七成,种稻收入占三成”.正因为如此,所
以广大人民“对于其他农作物,多不重视,地虽肥美,每年禾稻,仅一熟而已”②.一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末、３０年代初,在日本生丝及人造丝、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种盛况才告结

束③.正是看到了江浙一带蚕桑生产的高收益,人们才萌生了在各地推广蚕桑的动议,«桑织图»与
«蚕桑图»正是因应此背景而被创作的.

«桑织图»与«蚕桑图»的创作目的在于推广蚕桑生产,因此其推广受众是推广地的广大民众.为

了实现此一目的,两图都曾被刊刻并加以推广,“绘图作画,刻印广布,俾乡民一目了然”,“分绘图说,
付诸石印,分给诸屯读书之士,转相传阅,俾习者了然心目择人指授机宜,当可尽得其法”④.不

过虽然创作之人做了一系列努力,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并不理想.历史上,关中地区曾是我国著名

的蚕桑盛地.但唐代之后,受气候及行政中心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关中蚕桑业日益衰落.此后到清

乾隆年间,杨双山著«豳风广义»,以图重振关中蚕桑业,也确实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但却只是昙

花一现.此后关中一带的蚕桑生产就再未获得实质性发展,以至于到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仍有人

在极力呼吁重振关中蚕桑业⑤.至于«桑织图»的刊刻,也是未产生任何实际效果.而«蚕桑图»的推

广效果,我们不得而知.王潮生认为,“«蚕桑图说»在传播推广蚕桑生产的先进经验方面一定起过有

效的作用”,因为“«蚕桑图说»画面内容丰富,绘制精当,以文解说,以图示意,图文并茂”⑥,但这更多

只是理想与臆断之词,并无真凭实据.实际上,一项技术能否在一地推广,并不是简单说教就能成功

的,也并不是有高收益民众就一定会接受的.因为技术传播不单单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

会问题,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传统惯习、民众心态等都有直接关系,正如二次大战后杂交玉

米在法国西南部的推广所显示的那样⑦.

三、耕织图的意义究竟何在

“讨论图像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图像与人的关系,不可能有脱离人而有存在价值的图像,也
不可能有图像可以脱离人而有价值”,“因为大多数图像是由人为了某些个人的或集体的某种(宣传

的、信息的、宗教的、教育的,总之是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⑧.因此,对耕织图的解读也必

须要将其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才能真正加以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在上自国家政治、下至民众生活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与其他近代帝国一样,中华帝国是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大约早在公元前５世纪的

孔子时期,‘以农为本’的农业帝国宇宙论和政治原则,就已经在早期中国建立起来了,并一直延续到

１９世纪因此,‘促耕’是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从皇帝的宫廷到地方官的府衙,无一例外.”⑨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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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史学月刊»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编:«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第２９、１５页.
章楷:«江浙近代养蚕的经济收益和蚕业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转引自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１６９、１７８页.
陈浮:«复兴豳原遗风,发展关中蚕桑»,«北方蚕业»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王潮生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１７８页.
参见[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之第四章,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７页.
[英]白馥兰:«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见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第３页.



“促耕”,从早期中国开始就建立起一套有关农业生产的仪式或礼仪活动,如郊祀、社稷之祀、大雩礼、
籍田礼、先蚕礼等,以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显示统治阶层对农业的重视,意在劝民力

田①.与一般的农祭仪式不同的是,这些祭仪活动都被纳入国家正式祀典之中,是为国家之“礼”.
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应该也是古代“重农”之礼的一种体现,也可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性活

动,虽然其并没有被列为正式的、常规性的国家之“礼”.耕织图的创作者,或为地方官员与士绅,如
南宋楼 、元代杨叔谦、明代邝璠、清代方观承等;或由皇帝命宫廷画师而作,清代各朝耕织图基本均

如此.尽管创作主体多样,但在流传、推广过程中却都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重视,并往往以

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被推向民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就是一种国家之

“礼”.只是这一“礼”在内容上是以非常“俗”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即看似最普遍、最平淡无奇的农桑

活动.俗,即大众的、普遍流行的风俗传统、行为习惯等.因此,作为基本技术体系的耕织活动,如同

衣食住行等,应该是传统中国社会最普通、最常见的“俗”了②.只是虽然耕织之“俗”极为普通与常

见,地位却极为重要,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温饱,还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与国家秩序的稳定与否,于
是以平常之“俗”来践行国家之“礼”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耕织图创作与推广的技术推广意义可能

并不大,而更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隐喻或象征意义.
绘画作品一般都有作品内容本身所表达的意义与作品在具体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之分:作品本

身内容表达的意义是固定的、唯一的,而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却是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对于绘画在

不同语境中的意义表达,范美霞称之为“绘画中的隐喻”.她认为,绘画是否使用隐喻以及使用何种

具体的隐喻手法与绘画履行的功能密切相关,而绘画功能的表达又是由绘画隐喻的行为主体决定

的.绘画隐喻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可以是画家本人,可以是绘画创作的赞助者,还可以是绘画的使

用者与鉴赏者等③.就耕织图而言,历代虽多有绘制,由于基本都是以楼 «耕织图»为“母本”的,因
此在作品本身内容上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所处时代及行为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历代耕织图在具体

的创作原因或动机上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具体的“绘画隐喻”有所不同:有的为响应帝王号召、凸显个

人政绩(如楼 «耕织图»);有的意在劝谏皇帝重视农桑(如杨叔谦«耕织图»);有的则在于劝诫臣庶

重视农桑(如康熙«御制耕织图»);有的是为了讨好老皇帝(雍正«耕织图»);有的在于遵从祖制(如嘉

庆«耕织图»);有的则重在宣传、推广某项技术知识(如光绪«桑织图»).但不管具体动机如何千差万

别,其最终目的或者说功能却是一致的,即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理念并劝课农桑.具体来

说,又可分为三个层面:彰显最高统治者重农耕、尚蚕织的统治理念,体现帝王对农业、农民的重视与

关心;鞭策、劝诫各级官员重视农业生产、永怀悯农与爱农之心;教化百姓专于本业、勤于耕织.
“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通要”;“非图,无以别要”④.在传播知识与表达意义方面,图像具

有文字不可替代的重要功用与价值,“它们能够传播意义、陈述力量、规定位置”⑤.尤其是考虑到传

统时代,民众识字率低下,因此直观的图像更是有极大的“用武之地”.如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为
了使绝大多数不识字的穷人得到教诲,教会就曾发行了许多图画本的«圣经»,即“穷人的圣经”,或在

修道院、大小教堂的墙壁上画满有关基督教的图画,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⑥.正是考虑到图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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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山:«中国古代农业礼仪、节日及习俗简述»,«农业考古»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奇怪的是,以“俗”为研究主题的民俗学却很少将农事技术体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或者根本就不认为农事活动为“俗”.与农

业生产相对应的、在传统社会被界定为“副业生产”的各项手工生产,如酿酒、条编、年画制作等,其技术却通常被作为“手工技艺”而
广受关注,并被认为是重要的“传统”而被刻意保护与传承,成为当前热闹的非遗保护运动的一个重要门类.相反,作为传统中国农

耕文明之根的“农事活动”,虽然当前也面临着快速消失的窘境,受到的关注却远没有那么多.个中原因,或许是因为农业生产太过

普遍、太为人所熟悉了.
范美霞:«绘画中的隐喻———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隐喻现象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２１页.
郑樵:«通志»卷七十二«图谱略»,第８３７页.
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９页.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２ １８４页.



具有的重要意义,历代王朝都将其作为一种施行教化规鉴的重要媒介与手段来加以应用与推广.这

种教化规鉴作用,又可具体分为几个方面,如对帝王的规鉴讽谏,对属僚功臣的“旌表”,对吏民百姓

“劝善戒恶”的教化作用,等等①.这其中对吏民百姓的“劝善戒恶”又是最为主要的作用.以此相对

照,中国古代耕织图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为基本主题,以图像为基本载体,用诗歌以达

其志,通过国家仪式与政府行政的方式加以创作与推广,根本上体现出“官”对“民”的“教化”“爱护”
与“认同”(虽然也有臣下对帝王的规鉴意义).正所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②.而这样做的根本

目的,则在于宣扬、创造并维持一种各安其业、各担其责的和平安定的稳定社会秩序.故康熙在«御
制耕织图序»中说:“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
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而对这种社会秩序,康熙帝在其亲撰的«农桑论»中亦曾有过明确

表达,“尝躬行三推以率天下农矣,而敦实崇俭之令绳督有司,靡不加意”,希望做到“薄海以内,袯襫

之众比肩于野,杼轴之声相闻于里,庶几古初淳朴之风”,“使天下之民咸知贵五谷,尊布帛,服勤戒

奢,力田孝悌而又德以道之,教以匡之,礼以一之,乐以和之,将比户可封而跻斯世于仁寿之域”③.
事实上,保持并维护社会的稳定,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传统社会,农

业生产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农民大众为最主要的社会主体与生产主体;农民往上,是人数较少但

却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与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们及整个国家机器要依赖于农民的供养才能生存与

运转.在这一社会分层下,农民的职责在于安于生产、服务上层并聆听教化,皇帝及官僚阶层则应勤

政爱民,行“善政”,承担好自己“保护者”与“教化者”的角色.只有民众安于耕织,才能衣食有保、安
居乐业,才会不易为匪,进而利于国家的编户齐民与理想社会建设;统治阶层只有爱民、怜民并时时

表现出对“农”的重视,才能得到下层民众的爱戴与认同.因此,耕织图的绘制与推广,具有维护道德

准则与社会秩序的深层意义,有利于国家大一统观念的贯彻,同时兼具文化认同与社会治理的作用.
而这才是历代耕织图之所以创作不停的最根本原因.正如白馥兰在谈到楼 «耕织图»时所说的那样:
“楼 的绘图流行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所包含的实践讯息,而在于其所反映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④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道德伦常的社会,反映在社会控制上,虽然传统中国有着发达、成熟的

行政官僚体系与制度,但在具体的行政管理过程中,道德教化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支
撑中国官僚体系运转的不是关于职业化管理的系统知识,而是发达的伦理道德:道德是官员任命的

依据,推行道德或实施道德教化是为公共管理的具体内容,在复杂精细的公共管理结构中,充斥着的

是道德知识和践行道德的要求⑤.这一传统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黄仁宇所言:“以抽象的道

德代替工作的效率,以仪礼算为实际的行政,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作根据.”⑥而历代耕织图的绘制

与推行,目的即在于对民众施行道德教化,故而就本质而言,其正是传统中国这一道德化行政的一种

体现.虽然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如中央政令那样发挥直接的行政功用,但却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
正如格尔茨对巴厘“剧场国家”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国家藉由演出一套秩序的意象来规范社会,这
组意象对旁观者而言是一个模范,它内在于国家本身,亦是国家据以自鉴的典型.”⑦所以,历代体系

化耕织图的编绘,并不只是发行一册图画那么简单,也不单纯是为了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具

有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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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贺万里:«鹤鸣九皋———儒学与中国画的功能问题»,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２年,第３８ ４４页.
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１页.
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御制文集»卷十八,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６６年,第２９３页.
[英]白馥兰:«帝国设计: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绘图和统治»,见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卷九,第８页.
黄小勇:«传统社会的道德化行政及其当代影响»,«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
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现代中国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４页.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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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南地区汉画像石中“出行图”所反映的
汉代宇宙空间观

刘　茜

摘　要:汉画像石中的“出行图”蕴含着汉代人丰富的宇宙空间观念.以鲁南地区汉画像石中的“出行

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分期考察,可以揭示这一图式与汉代宇宙空间观之间的重要联系,并可考

知其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变化特征正是该地区宇宙空间观念发展演变过程的生动展现.而在鲁南汉

画像石“出行图”的整个发展史中,这一图式存在一个最为根本的图像学意义,即它象征了宇宙生命在宇宙

空间内部及跨空间中的运动.

关键词:鲁南汉画像石;出行图;宇宙空间观;图像学意义

画像石是汉代最为重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从滥觞到衰落,汉画像石历经了大约三个世纪的发展

进程,它以图像艺术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至少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中晚期历史文化的变迁,其在汉

代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出行图”是汉画像石中的重要题材,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

曾聚焦于此.如信立祥的«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① 、美籍学者巫鸿的«从哪里来? 到哪里

去? ———汉代艺术中的车马图像»②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後漢時代の車馬行列»③ 等都曾对其图像

学意义进行研究与揭示.迄今,汉画像石中出现在“冥界”、“人界”、“仙界”三个空间中的“出行图”已
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笔者认为该项研究尚有未尽之处,尤其是研究者普

遍忽视了汉画像石中大量出现在“神界”空间中的“出行图”,也未深入认识到“出行图”与汉代宇宙空

间图式之间所存在的复杂关系,致使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所具有的根本图像学意义并未得

到真正的揭示.鲁南是汉画像石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本文即以该地区汉画像石中的“出行图”
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出现在“神界”空间中的“出行图”进行全新

解读,并试图通过对“出行图”的分期考察,揭示这一图式所蕴含的汉代宇宙空间观及其所具有的图

像学意义.论文不免挂一漏万,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西汉中晚期“出行图”所反映的宇宙空间观

“出行图”是指汉画像石图像艺术中表现人物乘坐交通工具出行的画面,它是汉画像石中最为常

见的题材之一.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中晚期,鲁南地区画像石中的“出行图”在构图形式与图像组合

上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根据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变化特征,我们将这一图式的发展大致分

　

作者简介:刘茜,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教授(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６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科学规划课题“汉代画像石与早期道教研究”(１３ZJQN０９９YB)的阶段性成果.

①　信立祥:«汉代画像中的车马出行图考»,«东南文化»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②　[美]巫鸿:«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汉代艺术中的车马图像»,«中国书画»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③　[日]林巳奈夫:«後漢時代の車馬行列»,«東方学報»(京都版)第３７册(１９６６年).



为三个阶段:西汉中晚期、东汉早期与东汉中晚期.
考古发掘表明,西汉中晚期,鲁南地区画像石多集中于小型的石椁墓中①,画像则被刻画在石椁

两端的挡板与两边的长椁板上,其中长椁板上的画像一般分为左、中、右三格,每格多是表现一个相

对独立的主题.这一时期的“出行图”则通常是被刻画在长椁板上的三格之一.如,出土于山东济宁

师范专科学校汉墓群中的四号石椁墓为西汉元帝至平帝时期的作品②,该石棺西壁长椁板的画面分

为左、中、右三格(见图１).右格为“出行图”:画面刻一双阙,一门,门内二骑吏居于中央.中格为“建
筑人物图”:画面正中刻一厅堂式建筑,堂内人物凭几端坐,侧一人跽拜,旁有一人跽坐.左格为“渔
猎图”:画面左方刻一舟,其上一人撑船,一人引弓射雁,水中二游鱼,岸上三猎狗追逐二鹿,一人执叉

立一侧.

图１　出土于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四号墓石棺西壁的画像③

以上三格画面的图像学意义,历来有多种说法④.近年来,考古学的新成果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重

要证据,三格画面的图像学意义现已较为明确.在整个西壁画像中,因中格画面为三格画面的中心,
又有考古材料作为证据,其图像学意义易于确定,故我们首先从该画面展开分析.中格画面建筑正

中刻画了一位凭几端坐的人物,就其在整个画面中所处的位置及造型来看,该人物应是画面的主人.
但对于其身份,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⑤.所幸的是,在１９８１年,随着山东嘉祥城关公社五老洼古

墓中一批汉画像石的出土,该人物的身份得以确定.据考古资料显示,该批汉画像石群为东汉早期

的作品,其中第三石的画像分上下两层,上层刻画了一座“二重建筑”,其中建筑下层的屋宇内刻画了

一位身形高大的人物.他右向坐,正在接受拜谒(见图２).就该人物在整幅图像中所占的比例及所

处的位置来看,其应是建筑内的主人.考古工作者发现,画像石中该人物的身上刻有“故太守”三字,
且为汉代原刻,故这一主人的身份应是亡灵或墓主人无疑.而经研究表明,图２上层画面中的“建筑

人物图”在构图形式上与图１中的“建筑人物图”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即图１中的厅堂式建筑图乃

是图２中“二重建筑图”的早期形态(本文还将在第二部分详加论述,此处从略),而图１建筑内主人

的身份也与图２的相同,即皆为亡灵或墓主人⑥.那么,画像中的亡灵身置何处? 画面所刻画的又是

何种场景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须先确定厅堂式建筑的图像学意义.就建筑样式来看,该建筑与汉

代墓地附近用于祭祀祖先的石结构祠堂十分近似.据信立祥考察,汉代的石结构祠堂形制大体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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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蒋英炬、杨爱国指出:“总起来看,这种画像石椁墓主要分布在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时间早的大致到西汉武帝时期,流行

于西汉晚期.画像全部是刻在石椁板上,雕刻技法以阴线刻为主,线条粗壮,画像内容和边饰花纹图案都较简单.”(蒋英炬、杨爱国:
«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３页)

参见赖非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２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页,图２.
该图像采自赖非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２卷«山东汉画像石»,第１页,图２.
如日本学者土居淑子认为其为“礼拜天帝使者图”,巫鸿认为其为“君王拜谒图”,信立祥认为其为“祠主受祭图”等.参见

[日]土居淑子:«古代中国の畫像石»,名古屋:同朋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０９页;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
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２２７页;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２页.

同上.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９２页.



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为小型单开间平顶房式建筑,第二种为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建筑,第三种为双

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建筑,第四种为后壁带有方形龛室的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建筑①.不难

看出,图１中的厅堂式建筑与汉代流行的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建筑结构的祠堂甚为相似.而汉代人

通常会在墓地祠堂内设置一块祭台石,祖先的灵牌则置于其上②,用于生者祭拜.结合画面中的人物

场景来看,厅堂内正面端坐的亡灵及其所处的位置与汉代地面祠堂内放置的灵牌及祭台石的位置正

相吻合(画像则用亡灵的具体形象代替了灵牌),而画面中跽拜的场景也与祠堂内生者祭拜祖先的场

景一致,因而该画面中单开间的厅堂式建筑表现的就是地面祠堂,画面刻画的则是亡灵接受生者祭

拜的场景,即信立祥所谓的“祠主受祭图”③.
那么右格画面中的“出行图”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们注意到,中格厅堂式建筑的右阙旁拴有

一马,这就表明祠堂内的亡灵是乘马而来的.由于右格画面刻画的是一对出行的人马,故中格与右

格画面的图像学意义是相互关联的,也即右格画面中出行队列的目的地乃是中格画面中的地面祠

堂,因而不难判断,出行队列的身份应该是亡灵.那么,亡灵又是从何而来呢? 右格画面中的门阙为

此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代的阙通常是指设置在城垣、宫殿、祠庙与陵墓前方的高层建筑物.由于右

格画面表现的是亡灵出行的场景,那么画面中的双阙便应是墓地前方的建筑物.而在汉代人的观念

中,墓地的阙通常是被视为死者通往冥界的门径.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山简王焉»载:“大
为修冢茔,开神道.”李贤注:“墓前开道,立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④李贤所说的墓前的石柱标即是

墓地的双阙,其间的“神道”便是指死者前往冥界的通道.再如山东平邑皇圣卿阙上便刻有“南武阳

平邑皇圣卿冢之大门”的文字⑤,表明此阙即是通向坟冢的大门.由此可见,右格的“出行图”表现的

应是亡灵从冥界前往人界祠堂的一个运动的过程.
通过对上图的分析可以看到:至少是在西汉中晚期,鲁南地区已出现了人界与冥界两个完全不

同的宇宙空间观念,而“双阙”则是将其分隔开来的标志.但人们同时又认为,人界与冥界并非隔绝

不通.汉画像石中穿行于冥界与人界的“出行图”则表明了两个不同空间之间所存在的互通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表现冥界与人界的图式被分别刻画在不同的框格内,故二者之间的空间位置关

系在这一时期并未得到清晰呈现.
与上图具有相同图像学意义的“出行图”还可见于出土于济宁师范专科学校西汉元帝至平帝时

期的十号石椁墓西壁画像.该画像的整个画面分左、中、右三格.右格为“出行图”:画面刻二人执笏

左向行,其后一人牵马左行,下有一马驾一无伞盖车左向停立.中格为“祠主受祭图”:画面刻一厅堂

式建筑,堂内一人端坐,堂右一人执笏右向跪拜,堂左一马在树下饮水.左格为“乐舞图”:画面上层

刻两人击建鼓,下层刻五人伴舞奏乐.从中格画面中厅堂外停靠的马以及右格画面中人物行进的方

向来看,二者的图像学意义也应是相互关联的,即右格的“出行图”表现的是亡灵从冥界前往地面祠

堂的行为活动,而中格画面表现的则是亡灵在地面祠堂接受生者祭拜的场景.此外,在题材内容与

构图形式上与上述作品具有相同特征的还可见于出土于山东兖州市农机学校的西汉元帝至平帝时

期的画像石、出土于山东邹城市郭里乡高村卧虎山的西汉元帝至平帝时期的画像石、出土于山东微

山县微山岛沟南村的西汉宣帝至元帝时期的画像石等.通过以上集中分布于鲁南地区的汉画像石

图像艺术可以看到,至少是在西汉中晚期,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四号墓石棺西壁画像所反映的宇宙空

间观已是该地区较为流行的一种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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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７６页.
信立祥先生认为,孝堂山祠堂中的祭台石不是摆放供品的地方,而是放置祠主的神主之处.本文认为此说可从.详参信立

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８１页.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９２页.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中山简王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５０页.
王相臣、唐仕英:«山东平邑县黄圣卿阙、功曹阙»,«华夏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二、东汉早期“出行图”所反映的宇宙空间观

大约是在东汉早期,山东地区的墓葬形制出现了较大变化,小型的石椁墓逐渐为大型的洞室墓

所取代①.这一时期,鲁南汉画像石的图像组合形式也随着画像面积的拓宽而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出行图”与“祠主受祭图”开始以上下垂直关系组合在同一画面中.这一变化可从出土于山东嘉祥

五老洼画像石群中的第三石画像清楚看到(见图２)②.该画像石的整个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画面

图２　山东嘉祥五老洼出土的画像石群中的第三石画像

刻一座“二重楼阁图”.但事实

上,这一图式所表现的并不是

真正的楼阁建筑,而是汉代十

分流行的民居样式———前堂后

室式建筑,其中“楼阁上层”是

后室,“楼阁下层”即厅堂式建

筑为前堂③.经研究表明,该幅

建筑图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视

觉偏差,乃是由于汉代人在此

采用了较为特殊的“立面图式”
构图方法④.画面中,后室建筑

内刻二人正面端坐,门外各有

一人;前堂建筑内刻一身形高

大的人物右向坐,身前一人跪拜,身后有一侍者,门外左右各一阙,阙下各二人,持板躬立.因前堂建

筑内接受拜谒的人物身上刻有“故太守”三字,故其身份极易判定为亡灵.再结合画面中祭祀的场景

来看,居于前堂位置的厅堂式建筑表现的应是地面的祠堂.下层画面刻“出行图”:其中一人站车旁,
身后一匹马,另有一人手执马棰,前有一马.不难推断,上下层画面表现的是亡灵乘坐车马从冥界来

到人界接受生者祭拜的一个连续运动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汉中晚期的图像组合形式不

同,“出行图”与“祠主受祭图”以上下垂直关系被安排在同一画面中.因地面祠堂属于人界空间,故
“出行图”所表现的空间位置应是地下的冥界.与上图具有相同组合形式的画像还可见于出土于山

东嘉祥五老洼东汉早期的另一块画像石中(图３)⑤.该画像的整个画面分为上下两层.其中上层刻

一座前堂后室式建筑.其中后室内四人正面端坐,前堂内一人正面端坐,堂外有拜见者一人,侍者一

人.与上图相似,前堂内正面端坐的人物应是亡灵.下层画面刻画的是车马出行的场景.由于画面

上层建筑的左侧有一树,树上拴有一马,旁边停靠着一辆车骑,因而上下两层画面的图像学意义得以

连接,表现的仍然是亡灵乘坐车马前往祠堂接受祭拜的一个连续的运动过程.从“祠主受祭图”与
“出行图”的图像组合方式来看,此时的人界与冥界同样是处于上下垂直结构的空间关系.

通过上述图例可以看出,至少是在东汉早期,鲁南地区已出现了处于上下垂直空间结构的人界

与冥界空间观念,而这一时期的人们也同样认为两个空间并非隔绝不通.汉画像石中穿行于冥界与

人界的“出行图”则同样反映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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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英炬、杨爱国指出:“(山东地区)这个阶段画像石墓的墓葬形制,除有少数的石椁墓遗存外,已基本演变为洞室墓,有着明

显的仿效生活居宅的第宅化趋向.”参见«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第７６页.
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９２页.
周学鹰:«解读画像砖石中的汉代文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６页.
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图３　山东嘉祥五老洼出土的画像石群中的第二石画像

　　此外,在题材内容与图像组合方式上表现出相同特征的还可见于出土于山东嘉祥纸坊镇敬老院的

画像石、出土于嘉祥吴家庄的画像石、出土于嘉祥五老洼的画像石等东汉早期的作品.这些集中分布

于鲁南地区的汉画像石图像艺术说明,至少是在东汉早期,上述宇宙空间观念已在该地区较为流行.
大约也是在东汉早期,鲁南地区的画像石图像艺术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构图元素,而“出行图”在

空间分布上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图４是出土于山东嘉祥纸坊镇敬老院的东汉早期石室墓中

的第九石画像①.整个画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出行图”则被刻画在第二层与第四层.其中第四层画

面包括一导骑、一主车与一随从.从构图形式来看,该画面与行进在冥界与人界的“出行图”并无区

别,其中头戴高冠、身穿袍服的车主人也是汉画像石中常见的亡灵形象.但第二层画面中的“出行

图”却发生了大的变化.从车主人的装束与形体来看,其与第四层中的亡灵形象并无区别,但其乘坐

的轺车已变成仙车,车下云雾弥漫,驾车的马也变成了神鸟与长尾凤鸟,导引者则成了肩生双翼的羽

人.第一层画面刻画的是以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世界,包括左右两边的侍奉者、九尾狐及三足乌.
结合第一层、第二层、第四层画面来看,“出行图”的图像学意义表现的应是亡灵前往仙界祭拜西王母

的一个连续运动的过程.

图４　山东嘉祥纸坊镇敬老院出土的画像

石群中的第九石画像②

图５　山东嘉祥县城南嘉祥村出土的

画像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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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锡禄:«山东嘉祥纸坊画像石墓»,«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该图采自赖非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２卷«山东汉画像石»,第１１１页,图１１９.
该图采自赖非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２卷«山东汉画像石»,第１１７页,图１２５.



　　具有相同性质的“出行图”还可见于出土于山东嘉祥县城南嘉祥村的画像石中(图５).该画像也

为东汉早期的作品.整个画面上下分五层,“出行图”分别位于第二层、第三层与第四层.其中第四

层的“出行图”仍然是由一导骑、一主车、一随卒组成,表现的也应是亡灵的行进过程.但到了第三

层,车主人虽仍是亡灵,但驾车的马已变成了羊,而骑羊与乘车之人则身长双翼.到了第二层,“出行

图”则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导骑已变为骑兔举幡的披发仙人,而驾车的马则变为了三只鼓翅奋翼的神

鸟.除了“出行图”外,第二层画面的中部还刻有诸多仙界成员,包括捣药的玉兔、两头共身的怪兽、
兽背上吹竽的仙人、手牵三足乌和九尾狐的长发仙人等.画面的最上层刻画的则是西王母接受祭拜

的场景.综上,画面的第一层与第二层表现的是仙界空间,而第四层、第三层与第二层的“出行图”则
表现了亡灵飞升入仙界祭拜西王母的一个连续运动的过程.

鲁南汉画像石所出现的这种构图形式说明,至少是在东汉早期,该地区已出现了仙界的空间观

念.人们同样认为,仙界与人界、冥界是一种上下垂直结构的空间关系.而汉画像石中穿行于三个

空间的“出行图”则同样表明了不同空间之间所存在的互通关系.

三、东汉中晚期“出行图”所反映的宇宙空间观

图６　山东嘉祥武氏祠左石室屋顶前坡东段画像

东汉早期鲁南画像石所表

现出的宇宙空间之间的互通性

在后期画像石中得到了进一步

展现.到了东汉中晚期,该地

区画像石中甚至出现了完全打

破冥界、人界、仙界之间的空间

界限的构图形式,而其中的“出
行图”则毫无阻隔地“运行于”
不同的宇宙空间之中.这一典

型图例可见于出土于山东嘉祥

县武宅山村北武氏祠左石室屋

顶前坡的东段画像中(图６)①.
图６约为东汉桓帝建和二

年(１４８)的作品.整个画像分

上下两层,中间由一界栏隔开.上层刻有仙人乘云车、羽人骑翼龙左行等图像,表现的应是仙界的场

景.但与传统的构图形式完全不同,仙界的主宰人物———西王母和东王公与地面祠堂、坟冢被共同

刻画在了下层画面之中.而这一构图又隐含着怎样的意义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下层画面的整个构

图.其上部刻西王母居于右端,东王公居于左端,二仙皆坐于卷云之上,周围有男女羽人侍奉.东王

公的左侧,有一辆翼马驾着骈车正向其驶去.位于西王母左下侧之处,也有一辆翼马驾的骈车乘着

卷云正向上方驶进.画面的中部卷云缭绕,云中飞翔着众多的羽人.画面的下部,右边刻三个圆形

的坟冢,坟内有线刻的妇人和羽人,坟上飞云升起与上面的卷云相连,飞云旁有羽人.坟右有厅堂式

建筑、阙、人物,左边停立二马和一有屏轺车,车后二人持戟,一人执笏右向立②.
可以看到,下层画面包含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其中西王母、东王公所在的空间应是仙界;画

像底端右侧的厅堂式建筑表现的应是地面的祠堂,属于人界空间;而坟冢则是通向地下冥界的入口,
其下则属于冥界空间.可见,仙界、人界与冥界是被安排在了同一层画面之中.画面下部的卷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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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该图采自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１卷«山东汉画像石»,第６２页,图８７.
参见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１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第２８页,图８７.



坟冢内冉冉升起,一直盘旋缭绕到画面上部的仙界,使三个不同的空间形成为一个上下贯通的整体.
在这三个空间之中,除了仙界的羽人可以自由往返于其间外,居于冥界的亡灵同样可以乘坐车马进

入到仙界.坟冢内升起的卷云与行进在云层中的“出行图”生动地展现了亡灵在羽人的导引下从坟

冢乘坐车马飞升到仙界的场景.为了表现仙界与人界之间的遥远距离,画像设计者在两个空间之间

刻绘了大面积的卷云,两辆正在行进过程中的车马则被分别安排在了不同高度的卷云之上,这就说

明了亡灵的仙界之旅乃是一个遥远的行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早前的构图形式,鲁南地区东汉中晚期画像石中还出现了运行于神

界之中的“出行图”.如在出土于山东嘉祥县武宅山村北武氏祠的前石室中,天界诸神图便被刻画在

了位于祠堂最高位的顶石之上①.在这个空间之中,出现了诸多形态各异、运行不息的“出行图”(见
图７、图８).图７为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的画像,约为东汉灵帝建宁元年(１８６)的作

品②.整个画面自上而下共分四层,其中“出行图”分布于第一层、第二层与第四层.第一层为仙人出

行图:画面中的主车为云车,乘坐者为长角生翼的仙人,云车前后均有羽人骑异兽作为导从,右端则

为风伯.第二层为雷神出行图:左边六童子拽鼓车右向行,车后二人推车,雷神坐于车上执槌击鼓,
右边有电母执鞭、神女抱缻和雷公执斧,钻下击披发跪伏者.第四层为北斗星君出行图:星君坐于七

星组成的魁状车上,车左三人执笏右向恭迎,车右二人跪、二人立.右边一导骑、一骈车右向行,后一

人恭送.画面的第三层主要由卷云构成,仅右端为风伯施法图.
可以看到,在整幅画面中,“出行图”几乎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成为天界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由于第一层“出行图”的行进方向为左向,而第二层的则为右向,故画面中的神界空间呈现出川流不

息的动态特征.在这个空间中,天界诸神乘坐形式各样的交通工具进行着他们的空间转移.可以看

到,在这个宇宙至高无上的空间中,除了居住着天界诸神,还运行着另外一些空间的成员.羽人乃是

仙界的基本成员,它们所处的位置本应在低于神界的空间.但画像在第一层却着力刻画了羽人乘坐

仙车往来于神界的场景,这就说明了仙界与神界两个空间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通的关系.除此之外,
画像在第四层的左端还刻画了一位坐在北斗云车上的北斗星君,他的前面是一位身着袍服的人物双

手执笏跪地向其禀报,下面则摆放着一颗头发散乱的人头.整个画面表现的应是北斗星君问责下界

罪人的场景③,由于地上的人头是来自于人界或是冥界的罪人的头颅,因而画面同样表现了神界与人

界之间所存在的互通关系.
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东段的画像也表现了相同的宇宙空间观念(图８).该画像约为

东汉灵帝建宁元年(１８６)的作品.整个画面上下分四层.“出行图”分布于第一层与三层.第一层为

神人左向出行图:前为三翼龙、三马首异兽、一羽人骑牛首异兽,后二神人乘云车、驾三鸟首异兽随

行,左端一人执笏恭迎.第三层为神人右向出行图:四羽人持幡骑翼龙前导,一神人乘云车,御者驾

三龙紧随,车后二羽人荷幡相从,右端一羽人执幡、一羽人下跪,左向迎.由于第一层与第三层的神

人出行分别朝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行进,因而整个画面同样呈现出动态的视觉效果,展现了宇宙运行

不已的特征.而羽人与神人的共同出行,也表现出仙界与神界空间的互通性.此外,画面在第四层

右端还刻画了三位身着袍服、头戴冠冕的人物.从衣着配饰来看,他们应是来自人界或是冥界的成

员,但这些人物皆肩生双翼,这就说明他们已完成了羽化登仙的过程,并升格为仙界的成员.画像设

计者将这三个升仙人物安排在神界空间之中,这也同样说明了这些空间之间所存在的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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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天神乃是宇宙至高无上的主宰.随着冥界、人界与仙界三个空间的确立,画像设计者通常将神界安排

在了高于仙界的位置.参见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１８０页.
参见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１卷«山东汉画像石»“图版说明”,第２４页,图７３.
信立祥先生也持相同的看法,见氏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１８２页.



图７　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西段画像①

图８　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屋顶前坡东段画像②

以上汉画像石中的“出行图”显示了东汉中晚期鲁南地区所存在的丰富复杂的宇宙空间观念:宇
宙空间自上而下垂直分布着神界、仙界、人界与冥界四个不同的空间层次.这些空间之间有着明确

的界限,也生活着形态各异的成员.但宇宙各空间之间并非彼此隔绝,而是相互交通的.此外,宇宙

也是运动的而非静态的.其中汉画像石中贯穿于同一空间的“出行图”表现了空间内部的运动,而跨

越于不同空间的“出行图”则表现了空间之间的互动.概言之,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宇宙空间乃是

一个运行不息的相对独立而又彼此统一的整体.
综上所述,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中晚期,鲁南地区汉画像石中的“出行图”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

变化特征正是以图像艺术的形式展现了该地区宇宙空间观念的动态演进过程.而在这一发展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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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图采自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１卷«山东汉画像石»,第４９页,图７３.
该图采自蒋英炬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１卷«山东汉画像石»,第４８页,图７２.



“出行图”始终包含着一个最为根本的图像学意义,即它象征了宇宙生命在宇宙空间内部及跨空间中的

运动.
鲁南地区东汉中晚期画像石所展现的宇宙空间观也可见于汉代的传世典籍.刘安所撰«淮南

子»是一部西汉早期的著作.«淮南子墬形训»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

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①

«淮南子»将昆仑山视为通向“上天”的中轴.它指出,昆仑山有三重境界,第一重为“凉风之山,登之

而不死”;第二重为“悬圃,登之乃灵”;第三重为“上天,登之乃神”,也即是天神所居之神界.可以看

到,在«淮南子»中,宇宙的各个空间乃是一种上下垂直的分布关系,而这一点与鲁南汉画像石所展现

的宇宙空间观是一致的.那么宇宙空间之间又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淮南子览冥训»指出,
“乘雷车,服驾应龙,骖青虬,援绝瑞,席萝图,黄云络,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摇,道鬼神,登九天,朝
帝于灵门”②,得道之人可以凭借雷车、应龙、青虬等坐骑而进入到天界之中“朝帝于灵门”,这与

鲁南汉画像石中“出行图”所展现的宇宙空间之间的互通性也是一致的.无独有偶,在西汉辞赋中也

可以看到与«淮南子»相同的表述.司马相如«大人赋»云:“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
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

今日睹西王母.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

足以喜.”③文中所谓的“帝宫”指的是神界,是天帝所居之处;所谓“阆风”,即为“凉风之山”,是掌管长

生不死的“西王母”的所居之处———仙界空间④;而“昆仑山”仍然是通往“阆风”与“帝宫”的中轴.那

么,宇宙各空间之间又是否存在着互通关系呢? «大人赋»云:“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乘绛幡

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修竿兮,总光燿之采旄.驾应龙象舆之蠖略委丽兮,骖赤螭

青虬之蚴蟉宛蜒.”⑤赋文指出,居于中原的“大人”⑥可以乘坐云气、应龙、赤螭等坐骑升入到天界乃

至神界.这与鲁南汉画像石所描绘的场景也是相互吻合的.
英国汉学家鲁唯一曾在考察汉代人的“来生”信仰时指出:“从大约公元前５０年开始,或许更早

一些,关于来生的其他思考出现了.那时,为了形成一种作为有机整体的宇宙及其构成要素的观念,
人们已经作了好几种尝试.”⑦他认为,汉代人惯常使用的护符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即护符“不仅是

为了给灵魂从可见宇宙通往未知世界提供一座桥梁”,也是一种“把死者置于一个可想象的、最合宜

的宇宙观中”的象征性手段⑧.而在鲁南地区汉画像石图像艺术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鲁唯一所说的

汉代人的这种“来生”信仰.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中晚期,鲁南汉画像石中宇宙空间图式的发展演变

正是以图像艺术的形式生动展现了该地区人们对于宇宙空间结构及运行模式的不懈探求.而鲁南

汉画像石中的“出行图”则不仅反映了宇宙空间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关联,也展现了宇宙生命包括亡灵

在宇宙空间中的存在状态.

[责任编辑　渭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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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何宁:«淮南子集释»上册,«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３２８页.
何宁:«淮南子集释»上册,第４８３ ４８５页.
费振刚等校释:«文白对照全汉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９０页.
据费振刚等校释«文白对照全汉赋»:“阆风:传说中仙人所居的山名.”(第９２页,注[３７])
费振刚等校释:«文白对照全汉赋»,第８９页.
所谓“大人”,按费振刚等校释«文白对照全汉赋»所注,“大人:古称有德行的人.此为本赋的主人公,寓有帝王之意”(第９０

页,注[２]).
[英]鲁唯一:«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５ ３６页.
[英]鲁唯一:«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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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经»与汉晋尸解信仰

韩 吉 绍

摘　要:上清经典«真诰»构建的神仙冥府思想体系是六朝宗教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

一,而尸解信仰是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真诰»的尸解思想十分丰富,但大部分内容出自«剑经».«剑

经»与«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异名同书,撰于上清降经之前的东晋前期,内容包含尸解思想、诸仙人事迹以

及用录形灵丸剑解之术等.该书是东晋以前尸解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综合汉代以来尸解观念的基础上,

在多个方面形成系统思想.在汉晋尸解信仰发展过程中,«剑经»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文献,通过它可对

汉魏尸解思想进行再认识并梳理其发展脉络,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道教;尸解;«剑经»;«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真诰»;上清

一、引　言

在六朝宗教史、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南齐末年陶弘景所撰«真诰»建构的神仙冥府思想体系是

一项重要内容,其影响除道教自身以外,还涉及民俗、墓葬、文学等诸多领域.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有
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为尸解信仰.按照«真诰»卷四所云,“白日去谓之上尸解,夜半去谓之

下尸解,向晓向暮之际而谓之地下主者”① ,很多上清神仙都是尸解仙.在这里,«真诰»使用的虽然是

广义尸解概念,但足见尸解在建构上清神仙冥府思想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真
诰»的神仙冥府体系已有不少深入研究② ,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其中的尸解问题,但对此观念的

来源及其与汉晋传统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一直没有给予重视.
尸解思想肇始于先秦③ ,自汉代流行开来后,被早期道教思想吸收并发扬,例如«太平经»多次提

及尸解,五斗米道更是凸显了太阴炼形观念④ .然而,由于史料不足征等原因,魏晋尸解信仰的研究

一直比较薄弱.«真诰»行世后,由于其尸解思想大为丰满,研究者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至此,而对汉至

南朝之间的过渡阶段,即魏晋时期的尸解传统关注反而更缺乏,由此形成一个认识薄弱区,这也是

　

作者简介:韩吉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与历史学“学科高峰建设计划”重点项目“道教与汉魏两晋南北朝

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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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７７页.以下讨论均据此版本,为免繁琐,只随文标注卷次.

②　例如:[日]都筑晶子:«关于南人寒门、寒士的宗教想象力———围绕‹真诰›谈起»,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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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及鬼官———‹真诰›冥府建构的再探讨»,«六朝隋唐道教文献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１ １３０页.

③　参见韩吉绍、张鲁君:«试论汉代尸解信仰的思想缘起»,«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④　关于五斗米道的尸解观念,参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１、７０页.



«真诰»尸解思想的来源等问题未被重视的主要原因.然而,«真诰»的尸解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继

承了汉晋传统,又作出了什么样的创新,这些问题对汉晋思想史、社会史以及墓葬文化史等领域的研

究其实相当重要.近年来,业师姜生先生由墓葬分析的角度为揭示汉晋尸解信仰的发展脉络提供了

极具启发意义的讨论①.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种承上启下的文献,它能沟通«真诰»的尸解思想

和汉晋传统,那么上述难题将迎刃而解.幸运的是,这种文献在当时确实存在,它虽然后来佚失,但
现在并非无迹可寻.我们在阅读«真诰»时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其中有关尸解内容多出自一部名为

«剑经»的文献,此书即探究«真诰»尸解思想的关键所在.«剑经»乃东晋杨羲(３３０ ３８６)所受上清经

之一,在上清创始阶段曾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保守严密且散佚又早,故长期以来少有人注意.１９７０
年代,西方学者司马虚(MichelStrickmann)、贺碧来(IsabelleRobinet)等人在研究中曾旁及该书②,
但直到多年以后,蔡雾溪(Ursula AngelikaCedzich)、康若柏(RobertFordCampany)等西方学者才

继续就某些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不过引出的分歧也不少,尤其是对«剑经»文本的看法③.在以上研究

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解决«剑经»的文本问题,然后将其放在汉晋南北朝尸解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
以其为线索对«真诰»的尸解思想进行溯源性分析,重新梳理汉晋时期一些表面缺乏关联的文献记

载,很有可能会揭示出从汉晋尸解到«真诰»信仰的脉络关系.以上便是本文的基本思路.

二、«真诰»的尸解思想

«真诰»对尸解的阐述主要出自其主体即“真人所诰”部分,集中在第四、十三、十四、十六诸卷.
此外,陶弘景的补充注释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料.经查验,主体部分的尸解内容主要由许翙(３４１
３７０)抄录,少部分出自许谧(３０５ ３７６)之手.根据«真诰»卷十九陶弘景所记,上清经最初于晋哀帝

兴宁二年(３６４)由魏华存降授杨羲,由杨转授许氏父子④.因此,«真诰»的尸解思想总体上至迟代表

了杨羲受经前东晋中期的社会意识.这些内容对尸解的阐述比较系统,涉及很多方面,表明其信仰

在当时已具体系性.我们将«真诰»中有关尸解的内容和特点总结为十条,并在下文逐条进行分析.
第一,尸解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上尸解、下尸解、地下主者/地下鬼帅三大类型,狭义

概念仅包括后两类.«真诰»卷四云:“白日去谓之上尸解,夜半去谓之下尸解,向晓向暮之际而谓之

地下主者也.”此为广义概念.其卷五云:“有尸解乃过者,乃有数种,并是仙之数也.尸解之仙,不得

御华盖、乘飞龙、登太极、游九宫也.”陶弘景注称:“此谓自然得尸解为地下主者之类耳,非云托化遁

变之例也.”此为狭义概念(托化遁变指上尸解).由于存在以上区分,故卷四有“白日尸解自是仙,非
尸解之例”这样看似矛盾之语.

第二,尸解有等级高下之分:白日尸解为上尸解,自是仙,地位最高;夜半尸解为下尸解,是鬼,地
位最低;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地下主者和地下鬼帅,“鬼帅武解,主者文解,俱仙之始也.度名东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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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姜生先生基于墓葬分析认为,«真诰»的尸解思想早先已应用于汉晋墓葬中,汉墓的最高宗旨实际上是实现由死到仙的生

命转换,其中尸解信仰是重要内容.详见姜生:«长沙金盆岭晋墓与太阴炼形———以及墓葬器物群的分布逻辑»,«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１期;«汉墓的神药与尸解成仙信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汉代列仙图考»,«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
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MichelStrickmann,“OntheAlchemyofT’aoHung ching,”inFacetsofTaoism,editedbyHolmesWelchandAnnaSeiＧ
del(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９),１２３ １９２;IsabelleRobinet,“MetamorphosisandDeliverancefromthe
CorpseinTaoism,”HistoryofReligions１９７９,１９(１):３７ ７０．

Ursula AngelikaCedzich,“CorpseDeliverance,SubstituteBodies,NameChange,andFeignedDeath:AspectsofMetaＧ
morphosisandImmortalityinEarlyMedievalChina,”JournalofChineseReligions２００１(２９):１ ６８;RobertFordCampany,“The
SwordScripture:RecoveringandInterpretingaLost４th CenturyDaoistMethodforCheatingDeath,”载香港中文大学«道教研究

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２０１４年第６期.尤其是康若柏首次对«剑经»佚文进行了整理,并据此探讨了其内容和主旨.此外,孙齐

«‹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神经›与六朝道教的制剑术»(«古典文献研究»第１６辑,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８９ ５０３页)一文讨论了

一部与«剑经»密切相关的文献«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
«真诰»卷十九云:“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

瑘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某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



刊上帝,不隶酆都,不受制三官之府也”(卷十三).主者和鬼帅的区别是文、武解的方式不同:“地下

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帅,解下道之武官.”(卷七)
第三,地下主者和地下鬼帅均有等级及进阶年限,前者一百四十年一进,后者二百八十年一进

(卷七).二者均分三等:其一等地下主者,散在外舍,闲停无业,不受九宫教制,不闻练化之业,为主

者之下者,一百四十年依格得一进,一进始得步仙阶,给仙人之使令;其二等地下主者,直接步仙阶,
一百四十年进补管禁位(管禁之位类似世间散吏);其三等地下主者地位最高,能出入仙人之堂寝,游
行神州之乡,十二年气摄神魂,十五年神束藏魄,三十年棺中骨还附神气,四十年平复如生人,还游人

间,五十年位补仙官,六十年得游广寒,百年得入昆盈之宫.鬼帅之位与主者相同(卷十三).
第四,地下主者和地下鬼帅的第三等进阶包含太阴炼形过程(上条已言及),卷四对此过程有详

细描述:“若其人暂死适太阴,权过三官者,肉既灰烂,血沉脉散者,而犹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营

侍,三魂守宅,三元权息,太神内闭.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随意而出.当生之时,即更收

血育肉,生津成液,复质成形,乃胜于昔未死之容也.真人炼形于太阴,易貌于三官者,此之谓也.”
第五,尸解可“积行获仙,不学而得”,前提条件是获得功德之多寡:“地下主者复有三等,鬼帅之

号复有三等,并是世有功德,积行所钟;或身求长生,步道所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祢;或讽明«洞
玄»,化流昆祖.夫求之者非一,而获之者多途矣.”(卷十三)功德包含因素有忠孝、贞廉、萧邈之才

等,重要性依次递减,最重要的是忠孝,死后直接成为地下主者,且进阶时间短:“夫至忠至孝之人,既
终,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从此渐进,得补仙官,一百四十年,
听一试进也.”贞廉和萧邈之才者死后都不能直接成为地下主者,进阶时间亦稍长:“夫有至贞至廉之

才者,既终,受书为三官清鬼,二百八十年乃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渐,得进补仙官,以二百八十年为

一阶耳.”“夫有萧邈之才,有绝众之望,养其浩然,不营荣贵者,既终,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四百年乃

得为地下主者.从此以进,以三百年为一阶.”复有上圣之德,死后可直接为地下主者,但进阶却非常

困难:“夫有上圣之德,既终,皆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补三官之五帝,或为东西南北明公,
以治鬼神.复一千四百年,乃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也.”(卷十六)

第六,功德可流逮后世而致子孙尸解成仙.«真诰»卷五云:“积功满千,虽有过,故得仙.功满三

百,而过不足相补者,子仙.满二百者,孙仙.子无过又无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谓先人余

庆.”又卷四云:“夫欲学道慕生,上隶真人,玄心栖邈,恭诚高灵者,当得世功相及,祸恶不遘,阴德流

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真索仙,度名青府耳.”由此可知,功德是尸解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真诰»卷
十六陶弘景注云:“在世行阴功密德,好道信仙者,既有浅深轻重,故其受报亦不得皆同.有即身地仙

不死者,有托形尸解去者,有既终得入洞宫受学者,有先诣朱火宫炼形者,有先为地下主者乃进品者,
有先经鬼官乃迁化者,有身不得去,功及子孙,令学道乃拔度者.”此类尸解直接成为地下主者:“先世

有功在三官,流逮后嗣,或易世炼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既终,当遗脚一骨以归

三官,余骨随身而迁也.男留左,女留右,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受地仙之道矣.”(卷
十六)

第七,与功德相对,有罪责者最多位列鬼班,永无进仙之可能.«真诰»卷十六云:“诸有英雄之

才,弥罗四海,诛暴整乱,拓平九州,建号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终,受书于三官四辅,或为五帝上相,或
为四明公宾友,以助治百鬼,综理死生者,此等自奉属于三官,永无进仙之冀,坐煞伐积酷害生死多故

也.”«真诰»冥府体系的构建与此观念密切相关,如陶弘景所言,“酆宫中诸人,职皆是矣”.
第八,罪责亦可流逮后世,殃及子孙.«真诰»对此项内容有明确提及(如卷十六辛玄子之例),不

过没有过多阐述.
第九,尸解的本质是形神分离,故形体委弃,不过有时形体亦可升迁,有时则需肉体复原①.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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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清道教十分重视精神修炼,重神轻形倾向明显.«真诰»卷三有两首诗歌,形象地阐述了形神关系.其一云:“观神载形

时,亦如车从马.车败马奔亡,牵连一时假.”其二云:“神为度形舟,薄岸当别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载.”



上尸解,«真诰»卷十云:“太极真人遗带散,白粉,服一刀圭,当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饮,饮既足一斛,
气乃绝,绝即是死也.既敛,失尸所在,但余衣在耳.是为白日解带之仙.”又卷十二:“化遁,上尸

解.”可见这种方式似乎是形神俱迁.但是«周氏冥通记»中周子良白日仙去,仙真谓其“既无解术,犹
应栖质有所.”陶弘景注曰:“既云‘无解术应栖质有所’者,则此尸骨不还,所以令觅好安冢地耳①.又

«登真隐诀»云:“尸解者,当死之时,或刀兵水火,痛楚之切,不异世人也.既死之后,其神方得迁逝,
形不能去尔.”②因此,白日尸解可能既有形迁者,亦有委形者.关于肉体复原,«真诰»卷十六陶弘景

在解释先世有功而易世炼化者须留骨三官时说:“此骨恐是质形之骨,非神形之骨,既被遗落,当复重

生之耳.大都论仙鬼中诸人,在世有刳腹刎颈、支体分裂死者,永自不关后形.其神先以离出,故今

形可得而毙伤残,初不断神矣.而世或有见鬼身不全者,盖是尸魄托骸者耳,非其大神本经之主也.”
第十,服尸解药是尸解的重要方法.尸解药是早期上清道教核心思想之一,«真诰»多次提及,其

中最重要的药品是录形灵丸或灵丸,全称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灵丸,实际上是上清金丹四种高真上

法(四蕊、琅玕、曲晨、九转)之一的曲晨丹.如唐王悬河编«三洞珠囊»卷三引«登真隐诀»云:“石精金

光灵丸,此是«金剑经»曲晨丹滓.”又引«剑经»云:“太极曲晨八景飞精,名之曰太极藏景录形灵丸,服
之能浮景云霄,飞行太虚.”③«真诰»强调,只有用灵丸尸解方能成仙,其余药物皆为三官所执:“其用

他药得尸解,非是用灵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乡,三官执之也.”(卷四)

三、«剑经»与«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
以上所述«真诰»尸解思想的十条主要内容,除第八条和第九条的部分内容外,其余基本都出自

«剑经»,或者与其有关.这充分说明,«剑经»对«真诰»的尸解思想甚至其整个神仙冥府思想体系的

建构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剑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文献? 它又撰于何时呢?
«剑经»之名在上清之前的文献中未见提及,目前所知最早提到该书的就是«真诰».此后至宋

初,其间有«道典论»«三洞珠囊»«云笈七签»«太平御览»等多种文献征引之.据这些引文可以确定,
“剑经”是该书最简单的一种称呼,其他名称有“宝剑上经”、“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等.此经颇为

隐秘,«真诰»卷十四中陶弘景在整理许翙所抄三条«剑经»文字后说:“经非可轻见,既是说诸仙人事

迹,隐居谨抄出以相辅类耳.”关于该书的具体渊源,我们需要从上清早期创始人物那里去寻找线索.
关于«真诰»主体内容的来源,陶弘景在卷十九中有明确说明:“二许虽玄挺高秀,而质挠世迹,故

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为许立辞,悉杨授旨,疏以示许尔.”“二许应修经业,既未得接真,无由

见经,故南真先以授杨,然后使传.”“长史正书既不工,所缮写盖少.”根据以上所言,再证以陶弘景关

于«剑经»的注文,可以肯定地说,«真诰»中的«剑经»内容基本都是由许翙抄出.陶弘景又云,“凡三

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写;真 四十余卷,多杨书.”«剑经»即属前者.
上文指出,兴宁二年(３６４)是杨羲受经的重要时间点,但其实这主要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日期.

当时魏华存(２５２ ３３４)已去世三十年,所以道教史上著名的上清降经实质是一种宗教叙事.真实情

况是,十多年以前杨羲已经从魏夫人长子刘璞那里接受了部分道经,对此陶弘景曾有提及:“杨先以

永和五年己酉岁(３４９)受中«黄制虎豹符»,六年庚戌(３５０)又就魏夫人长子刘璞受«灵宝五符»,时年

二十一.”(卷二十)陶弘景虽然没有提及其他文献,但杨羲于兴宁年间所受经书中一部分有其他来

源,不可能全由他自己向壁虚造.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剑经»早出的可能性.细读«真诰»等有关

文献,有以下几条材料需要注意:
其一,«真诰»卷十四引«剑经»云:“周穆王北造昆仑之阿,亲饮绛山石髓,食玉树之实,而方墓乎

１８«剑经»与汉晋尸解信仰

①

②

③

[日]麦谷邦夫、吉川忠夫编:«‹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刘雄峰译,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４页.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六四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６０年,第２９６３页.
«道藏»第２５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１１、３１３页.关于尸解药,可参见韩

吉绍:«自杀求仙:道教尸解与六朝社会»,«文史»２０１７年第１辑.



汲郡.”陶弘景注云:“此则«穆天子传»所载.”据此可推测,«剑经»撰于«穆天子传»重新面世之后.按

«穆天子传»为汲冢竹书之一,发现于西晋武帝时期,至东晋初年时已广泛流传于民间.
其二,«真诰»卷十四引«剑经»云司马季主服丹“吞刀圭而虫流”,而司马季主升仙故事的源出,杨

羲说是«紫阳传»:“季主托形隐景,潜迹委羽,«紫阳传»具载其事也.”①按杨羲时有华侨撰«周君传»行
世(即«紫阳真人周君内传»)②,但陶弘景怀疑«紫阳传»并非此«周君传»,因后者所记司马季主事迹非

常简略,与杨羲之语不符:“今有华撰«周君传»,记季主事殊略,未见别真手书传,依此语则为非也.”
其三,撰成于东晋初年的«抱朴子内篇»没有提到«剑经»,其所述尸解观念亦与«剑经»明显不同.
综合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剑经»之出世不会早于东晋.早先司马虚认为它是杨羲所受上清经中

的一种③,当为事实.至于它是由杨羲编造,还是在他之前行世,还需借助更多的证据来分析.
«剑经»佚文主要见于«真诰»«道典论»«三洞珠囊»«太平御览»«云笈七签»等文献,其中多次提到

录形灵丸,显然书中包含相关内容.不过,当时上清道教中还流传一部名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
的道书,其内容也与录形灵丸有关,因此二者的关系需仔细辨析.

«真诰»卷五“道授”部分罗列了部分早期上清经(由二许抄录),陶弘景认为,这些经书是仙人裴

清灵所授道家旧书:“题目如此,不知当是道家旧书,为降杨时说.其事旨悉与真经相符,疑应是裴君

所授.所以尔者,按«说宝神经»云‘道曰’,此后云‘我之所师南岳赤松子’.”降杨时既为道家旧书,表
明这些文献在杨羲通冥之前行世,故至迟出于东晋前期.按“道授”诸经中有这样两段话:“君曰:道
有«石精金光藏景录形»,在世.”“君曰:仙道有曲晨飞盖,御之,体自飞(在«剑经»中).”由此,我们很

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即«剑经»与«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是两部不同的书,二者在当时并行于世.然

而,«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五所载«上清大洞真经目»,其中并未著录«剑经»,却有«上清石

精金光藏景录形»一卷.这是«经目»遗漏,还是«剑经»与«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本为同一著作呢?
早先司马虚认为二者是同一本书,最初的名称是«太极真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神经»,但未给出

理由④.康若柏在整理«剑经»佚文时也将二者视为同书,同样未给出理由.也有观点认为二书不同,
不可混淆:“«剑经»的全名为«太极真人曲晨飞盖八景神丹录形灵丸经飞仙宝剑上经»,«道藏阙经目

录»有载(但«阙经目录»误‘曲晨飞盖’为‘曲晨飞精’)而«石精金光藏景录形»,在«太真玉帝四极

明科经»卷三和«三洞奉道科戒»卷五中均有著录,是为‘三十一卷’中一部经典.据«无上秘要»卷八

四、«云笈七签»卷四八的引文看,此经亦论‘剑解’的事情,但是与«剑经»并非一经.二书均已佚

失.”⑤按«道藏阙经目录»所载名称为«洞真太极真人曲晨飞精八景神丹录形灵丸飞仙宝剑上经»,其
“曲晨飞精”没有错,即录形灵丸.该名虽前所未见,但却同时包含“录形、灵丸”和“飞仙宝剑”之名.

«云笈七签»卷八十四«太极真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说»和«释石精金光藏景录形法»两节乃«藏
景录形经»佚文.前者述经书的传授渊源,云:“上宰总真西城王君昔受之于紫阳公.施行道成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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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季主为西汉初人,是«史记日者列传»所记的唯一方士.书中称:“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西汉后期史

学家褚少孙补«史记»进一步说:“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可见,西汉时司马季主的

形象尚未与神仙挂钩.关于«史记日者列传»的作者问题,可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２５０ ２６３页.

华侨亦有通神才能,曾在杨羲之前向许谧转授«真诰»,后因漏说冥旨被责,由杨羲取代.«真诰»卷二十云:“华侨者,晋陵冠

族,世事俗祷.侨初颇通神鬼,常梦共同飨醊,每尔辄静寐不觉,醒则醉吐狼藉.俗神恒使其举才用人,前后十数,若有稽违,便坐之

为谴.侨忿患,遂入道,于鬼事得息,渐渐真仙来游,始亦止是梦.积年乃夜半形见,裴清灵、周紫阳至,皆使通传旨意于长史,而侨性

轻躁,多漏说冥旨,被责,仍以杨君代之.侨后为江城(乘)县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诸华,皆其苗裔也(华与许氏有婚亲,故长史书与

裴君,殷勤相请也.若如前篇中有保命所告,则侨被罪也.今世中«周紫阳传»即是侨所造,故与«真诰»为相连也).”关于«紫阳真人

周君内传»编撰时代的讨论,可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８ 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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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oisesVol．ⅩⅦ(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１９８１),６１．
李静:«古上清经史若干问题的考辨»,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７页注１.孙齐«‹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神经›与六

朝道教的制剑术»沿用了李文的观点.



付弟子茅盈,以传南岳夫人,使授学道者当为真人.”①再结合陶弘景谓此经“当是道家旧书,为降杨时

说”之言,«藏景录形经»很可能出于上清降经之前,其行世与魏华存密切相关.这个背景和时代与

«剑经»的情况比较接近.后者则述经名含义及主要内容,云:“夫石者铁之质,精者石之津,金者剑之

干,光者刃之神.藏玄飙乱景,录四宝之形.挥割百魔,映彩五星,观焕七元,激烈火兵者矣.轩辕有

桥山之葬,所以剑舄在焉.玉子有渤海之冢,剑鸣空椁.王乔有京陵之墓,而剑飞冲霄.斯实真验九

玄,精应太虚,神方之灵致,威剑之妙化也.诸以剑尸解者,以剑代身,五百年之后,此剑皆自然还其

处也.幽响无间,恍惚难寻,不可得言矣! 不可得书矣! 为之者,见之者,唯当应之于心耳.”②由此可

见,«藏景录形经»的主要内容是讲剑解之术.«剑经»从书名来看,其主旨理应也是剑解.不过,即便

如司马虚所言,«剑经»佚文中一些关于丹药的文字暗含着其在剑解过程中的作用③,但其中的确没有

一条直接述及剑解之法.与此相反,«藏景录形经»现存佚文则见有详细的制剑之法和剑解之术.这

种情况似乎表明,二书在内容上有着重要区别.
以上关于«剑经»与«藏景录形经»之关系的诸种疑问令人十分费解.幸运的是,这两种书都有不

少佚文存世,仔细比较分析这些佚文是否可以找到答案呢?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整理佚文.«剑经»佚
文容易整理,主要见于«真诰»,以及唐代«道典论»«三洞珠囊»,宋代«太平御览»«云笈七签»等.由于

篇幅所限,仅能略举如下:

　　１．１　其用他药得尸解向晓向暮之际而谓之地下主者也.(«真诰»卷四.陶弘景注云:
“右一条是掾抄写«剑经»后论尸解事.”)

１．２　«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云:夫尸解者又不得反旋故乡,游栖靡定.(«道典论»
卷二.以上内容除“有死而更生者游栖靡定”外,又见于«云笈七签»卷八十五,亦云出自«太

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

１．３　«宝剑上经»曰:尸解之法余皆白日尸解,得为飞仙.(«太平御览»卷六六四)

２．１　君曰:仙道有曲晨飞盖,御之体自飞.(«真诰»卷五.陶弘景注云:“在«剑经»中.”)

２．２　«宝剑上经»云:太极曲晨八景飞精,名之曰太极藏景录形灵丸,服之能浮景云霄,飞行

太虚.(«三洞珠囊»卷三)

３．１　君曰:昔高丘子,殷人也今为中岳真人.(«真诰»卷五)

３．２　«太一金液经»者皆是此方.(«太平御览»卷六七二.第３．１条陶弘景注云:“此

说与«剑经序»亦略同.”可知该段文字虽非出自«剑经»,但内容大略相同.第３．２条进一步证明

陶弘景注可信)

４．　栾巴口诀此是三天前驱使者捕鬼之法.(«真诰»卷十.陶弘景注:“即栾豫章也,
出«剑经»«神仙传»«虎豹符»及«后汉书».”据此可知,«剑经»载有栾巴之事,有关内容见第６．２
条)

５．　地下主者复有三等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从容矣.(«真诰»卷十三.陶弘景在

一等地下主者后注云:“依«剑经»,主者大有品秩,迁转年限,赊促悬殊.此等数之目异于品名,
反以多为贵,如此阶秩矣.”据此可知,«剑经»包含主者品秩和迁转年限的相关内容.又«真诰»
述三等主者后还抄录了众多仙人事迹,陶弘景注:“从‘地下主者’来凡十四条,并有掾写,共一卷

也.”这些内容不知是否出自同一文献.另外«真诰»卷七引«真司科»文可与本条参照)

６．１　司马季主后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宫中鬼神以观,六度显明.(«真诰»卷十四.陶弘

景注:“«真诰»云‘季主咽虹液而头足异处’,«剑经注»云‘吞刀圭而虫流’,今东卿说云‘托形枕席

为代己之像’,似当是作录形灵丸兵解去也.”据此知«剑经»中有司马季主服丹尸解之事及“吞刀

３８«剑经»与汉晋尸解信仰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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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而虫流”之语,这些内容见第６．２条.“剑经注”乃“剑经序”之误)

６．２　吞琅玕之华而方营丘墓者积十三年而后还家,今在鹄鸣赤石山中.(«真诰»卷十

四)

７．１　夫至忠至孝之人此等名位自是三官之寮耳,无豫真仙家事矣.(«真诰»卷十六.
陶弘景注:“«剑经序»称燕昭亦得仙.燕昭,六国时英主,遂不堕于三官.乃知炼丹独往,亦为殊

拔也.从论忠孝已来至此,并出掾写«剑经»中东卿司命所说.即是鬼神事,谨抄出继此,以相证

发.”本条部分内容又见«道典论»卷二征引,云出自«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又据«道典论»所

引,«真诰»可能有个别注文混入正文)

７．２　«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云受三官书为善爽之鬼.(«道要灵祇神鬼品经»)

７．３　«飞仙宝剑经»云三百年为一阶.(南宋«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解»卷上.
此段又见于元代«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注»卷上,文字较略)

７．４　隐三光,白日陆沉二百八十年进一阶,补仙官.(«上清道宝经»卷一)

８．　«宝剑上经»云玉蜜之山也.(«三洞珠囊»卷三)
不过要了解«藏景录形经»则有些困难,其佚文主要保存在«无上秘要»卷八十七、«太平御览»卷

六六五和«云笈七签»卷八十四中(«无上秘要»卷三十二还有一小段疑似佚文),其中«无上秘要»卷八

十七所引佚文清晰明了,不必费心,但是«太平御览»的内容一团混沌,令人费解,哪些属于佚文,哪些

属于其他来源需仔细辨析.«云笈七签»虽然段落分明,但哪些条目属于佚文也需思量.以往对«藏
景录形经»的疑问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认识到«太平御览»与«云笈七签»佚文之间的关系.«太平御览»
和«云笈七签»中的«藏景录形经»佚文主要是关于剑解的部分.«御览»文原本十分复杂令人费解,但
孙齐发现了其中奥秘,指出该卷实际上由«藏景录形经»经文和陶弘景注文组成,但二者在今本«御
览»中都被刻作大字,致使经、注不分,从而使人迷惑.他又进一步认为«云笈七签»卷八十四“太极真

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说”“释石精金光藏景录形法”“尸解叙”“又叙”“造剑尸解法”“太极真人戒”六
条内容为«藏景录形经»节录,将其与«御览»对勘,可将后者之经、注分开①.以上意见切中肯綮,揭示

出目前存世的«藏景录形经»主要佚文(不过,“尸解次弟事迹法度”一节也是佚文,而“太极真人戒”有
可能不是佚文,“又叙”则抄录«真诰»,非直接佚文).«御览»与«云笈七签»虽然编撰时代相近,而且

保留了相似佚文,但二者差异也较大,盖所据原本不同,或增删有别,故可互为补充.此外,孙齐认为

«御览»卷六六五全篇是«登真隐诀»佚文,是陶弘景摘录«藏景录形经»加注释而成,此当为事实,注文

中很多内容可与«真诰»互证.这表明,«御览»编撰者使用的并非原本«藏景录形经».«云笈七签»中
的佚文既然与«御览»相近,而且中间竟然夹杂«真诰»的内容,反映出编者同样没有见到原本«藏景录

形经».限于篇幅和格式,这里仅将«御览»中«藏景录形经»佚文的正文部分辨析摘略如下(圆括号中

为笔者补充内容,方括号中为纠谬):

　　«太极真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神经»曰:制剑之法,上宰总真西城王君,昔授之于紫阳公,施

行道成.后以付门弟子茅君,茅君传南岳魏夫人.神剑用之而解化诸以剑尸解者,以剑代

身,五百年之后,此剑皆自然还其处.幽响无间,恍惚难寻,不可得言矣! 不可得(书矣)! 为之

者,见之者,惟当应之于心耳.真人用宝剑以尸解,蝉蜕化之上品也.营造剑之时,先斋戒

百日,善锻人用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作精利剑),使长三尺九寸,广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

九寸,为左右刃处.其柄用长短适.剑头可安箓镮,惟使长三尺九寸耳.箓镮者,镂刻剑镮,镮

左右面刻之.作“刃”字面,有九“刃”字也;镮背上刻作九“巳”字也.深刻(之),字皆从刃背而

下,顺刃、顺镮而刻之.谓[诸]刻处得以金银间之,益分明佳也.剑身(中有)刻象(在后).镮中

央复有坚起,如小手(半)环者,名之曰伏基.内镮左面为“日”字,刻右面为“月”字.先又圆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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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外为郭也(所谓伏日月之光基).五百年还出,以挥五岳,入以藏无间,下以制九阴,上以承

玄冥,卫足以逐邪魔,威足以鉴七精,仰以映(录)五气,俯以代身化形矣.欲知剑之左右内外,以

剑正指南,使剑背在上,使剑刃在下也,于是以东面为右,西面为左,东为内面,西为外面.此剑

尺度、长短、广狭、厚薄、刻镂文字,乃太极四真人灵剑之模范也.何必须昆吾之金,割玉之铤耶?
王子乔剑,乃凡下之铁耳;乔山尸解之剑,非昆吾之流金也.太极上化符朱题剑亦能解化.
又曰:若欲潜遁名山,随时观化,不愿真官,隐浪自足者,当修剑尸解之道.以曲晨飞精书剑左右

面,先逆自托疾,然后当抱剑而卧也,寝卧数日,乃密脱剑青囊,拔出题书及系符.都毕,于是抱

之而祝.须天马迎至,解衣而游,勿令人知觉也.又以飞精药密拭剑镮,呼剑名字.祝毕,忽见

太一以天马来迎于寝外之前,于是上马.天马者,吉光腾黄之兽也.太极真人命太一使者赍马

执控,并迎以宝衣,欻忽而来,不知所以然也.马去之时非复故形者也.又曰:(太)极上化

符,以飞精书纸,盛以紫囊.欲去时,以系剑 .藏景符,以飞精书纸,盛以绛囊.欲去时,以系

剑鞘.又曰:夫修下尸解者,皆不得反望故乡.上解之道,名配紫简,三官不得复窥其隙.其用

他药得尸解,非是灵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乡.反故乡,三官执之也.太清尸解之法,那得比太

极之化遁乎?
比较分析上述«剑经»和«藏景录形经»两类佚文,首先可以确定以下几个基础性问题:

１．«太平御览»卷六六五与«云笈七签»卷八十四的«藏景录形经»佚文相近,二者对勘可以厘清

«藏景录形经»的主要文本内容,即«太平御览»中的佚文由«藏景录形经»经文和陶弘景注文组成,«云
笈七签»中的佚文至少包括“太极真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经说”“释石精金光藏景录形法”“尸解叙”
“造剑尸解法”“尸解次弟事迹法度”五个部分.

２．«无上秘要»卷八十七«藏景录形经»佚文与«剑经»佚文几乎完全相同,而它们又对应于«太平

御览»和«云笈七签»中«藏景录形经»佚文的前半部分.又法藏敦煌文献P．２４４３引“天马者吉光腾黄

之兽也”一句标记出处为«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而这句话见于«太平御览»和«云笈七签»中«藏景

录形经»佚文的后半部分,却不见于其他名为«剑经»的佚文.
３．陶弘景在«真诰»中三次提到“剑经序”,又说很多内容“并出掾写«剑经»中东卿司命所说”;«太

平御览»卷六六五«藏景录形经»陶弘景注文称«东鄉(卿)序»和«剑经»前章;«无上秘要»卷八十七«藏
景录形经»佚文全部以“司命东卿君”的口吻道出.以上三部分内容完全相合,其所指实一也.

根据上述三个基础性问题,再结合上文关于«剑经»的讨论,我们可以断定«剑经»与«藏景录形

经»实为同一文献,是最早的上清经之一,其出世时间笔者倾向认为是在杨羲之前的魏华存时代①.
«剑经»与丹经«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尸解药“太极真人遗带散”等都有相同的太极信仰背景,其出

世均当在上清降经事件发生之前②.«上清大洞真经目»记录该书为一卷当为事实③,不过其内容相

当丰富,包括序言和正文,其中序言以东卿司命的口吻道出,主要阐述尸解思想,包括诸仙人事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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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除«藏景录形经»以外,«南岳魏夫人传»又云魏华存曾受两种尸解药,服食并致仙逝者即石精金光录形灵丸,其言或非完全

由后世凭空捏造:“清虚真人王子登与东华青童君来降,授夫人曰:隐迁白翳神散一剂.又与白石精金(石精金光)化(录)形灵丸,使
顿服之,称疾勿行,克期有定,俱会丹珑之南阳洛山阳洛宫.言毕,二真人去.即服药,因称脚疾,闭目寝息,饮而不食.夜半之后,太
一玄仙遣飙车来迎,驾气骋御,径入帷中.其时弟子侍疾,众亲满侧,莫之觉也.”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六四引,第２９６６页.另

外同书卷六七八及«太平广记»卷五十八亦载,内容基本相同.
据«真诰»卷五所言,道之子孙太上为上清真人,其为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之师(太极有四位真人,老君处其左),而黄老君

为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之师,裴清灵则师赤松子,这是太极经的信仰背景.陶弘景既言“道授”诸经乃裴清灵所受道家旧书,表明这

些道书应当在杨羲受诰之前已经存在.
«隋书经籍志»子部«云气占»注文提到一部名为«仙宝剑经»的书:“梁«望气相山川宝藏秘记»一卷,«仙宝剑经»二卷,亡.”

(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０３８页)康若柏认为,此书当即«剑经»(“TheSwordScripture:

RecoveringandInterpretingaLost４th CenturyDaoistMethodforCheatingDeath”,４６).按«仙宝剑经»名字虽然与«剑经»诸名相

近,但在«隋书经籍志»中它显然是一部占法之书,而今存«剑经»佚文并无这方面的内容,且其卷数也与«剑经»不同,故其意见难以

成立.



文介绍使用录形灵丸(曲晨飞精)和宝剑进行尸解的方法,包括铸剑之法①.
«剑经»即便在上清道教中亦颇为神秘,非轻易可见,故见之者甚少,兼之其主要内容被«真诰»等

影响很大的经典吸收后,其光芒完全被掩盖,原书很快便杳无踪迹,难以寻觅.后世文献征引«剑经»
内容时标注书名不一,甚至同一文献对«剑经»与«藏景录形经»分别征引,此均与原本失传而导致间

接引用行为有关,盖六朝后人们已不明二书之关系②.尽管如此,«真诰»尸解思想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表明,在汉晋尸解信仰发展过程中,«剑经»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文献.因此,通过它我们能否对汉魏尸

解思想进行重新认识,并梳理其发展脉络呢? 如是,则对汉魏宗教史、思想史尤其是墓葬文化史研究

无疑将起到推动作用③.

四、«剑经»与汉晋尸解思想的关系

关于«剑经»中剑解之法的来源,假托阴长生传授给鲍靓的太清刀解法是最直接的借鉴和改造素

材,对此孙齐已经有分析,笔者赞同其意见,故此处不再赘述④.康若柏则对«剑经»(包含«藏景录形

经»)的内容和主旨提出了独特看法,认为该书并非教人服丹真死,或者使人成真,而是传授隐匿之

法,这是一种诈死之术⑤.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就上清思想建构而言,«剑经»的关键部分不在剑解之

术本身,而在其尸解思想,这也是为何«真诰»大量摘录«剑经序»而未介绍具体剑解法的主要原因.
«剑经»的尸解思想,固然有采撷太清之法的痕迹⑥,亦包含今人视之为骗人的把戏,但其涵盖内容非

常丰富,很多方面可溯源至更早,故对揭示汉代以来的尸解信仰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汉末以降尸解观念的整体发展情况,完成于东晋初年的«抱朴子内篇»原本是非常关键的资

料源.检索其«遐览篇»,«水仙经»«尸解经»等尸解文献赫然在列,表明此种方术在当时道教中已有

深度发展,相关思想已较丰富.但是,由于葛洪崇尚金丹,对此类方术不甚重视,故在书中很少提及,
使我们无法探究这一时期尸解观念的详细进展.通过«内篇»中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观念至少有

两个方面对认识«剑经»的尸解思想有重要参照意义.
第一是尸解在仙术体系中的地位.葛洪对尸解如是评价:“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

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⑦此反映出尸解在当时仙术体系中的地位很

低.但在«剑经»中我们看到,它虽然承认尸解是“仙品之下第”的传统,但又说“其禀受所承未必轻

也”,而且还赋予其多种宗教和社会功能.经此变化,尸解具有了重要宗教意义,进而与上清信仰体

系构建在一起,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低等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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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亦可参见康若柏在其文中第三部分对«剑经»文本内容的介绍.
康若柏认为,«云笈七签»中«剑经»佚文不见于此前文献,表明它当时并未亡佚,至少在宋初时仍然存在于道教中(“The

SwordScripture:RecoveringandInterpretingaLost４th CenturyDaoistMethodforCheatingDeath”,４７).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

误,因为«太平御览»和«云笈七签»都是间接引用«藏景录形经»,详见前面对该书佚文辑考的注释.
按上清早期人物除了魏华存外,其余亦多与录形灵丸或剑解有关.早在南齐时,陶弘景便曾怀疑杨羲和许掾与此有关(见

«太平御览»卷六六五«藏景录形经»注文).杨羲的情况,«真诰»卷二中安妃建议他以剑解告终:“君若其不耐风火之烟,欲抱真形于

幽林者,可且寻解剑(剑解)之道,作告终之术乎?”二许自杨羲受«剑经»,自然亦洞悉剑解之术.陶弘景在«藏景录形经»注文中虽然

说“许长史既服腴石,或当不必为其事”,但后来他在为许谧撰写的碑文中却言及剑解:“太元元年,解驾违世,春秋七十有二.子侄礼

窆虚柩于县西大墓,京陵之踪未远,飞剑之椁在焉.”(陶弘景:«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此据王京州:«陶弘景集校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４ １７５页)至于许翙,他在注文中甚为怀疑:“掾从镇南夜解,则又非此法.掾,许长史子也.若是太清解

及单用剑者,应不得反望故乡.而掾游处方台,还本居邦也.”
参见孙齐文第三部分.关于太清刀解法,«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中云:“(阴长生)乃别告鲍氏曰:‘夫仙法老得道者,尸解

为上,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靓请问曰:‘尸解用刀,刀自伤耶?’阴君曰:‘不如君言.言刀尸解者,以刀代身为人,缘以著棺中,
以绝子孙之情,断世俗之路也.以太上玄阴生符书刀刃左右傅之,以神丹为笔,须臾便自成人像,如所书者面目,死于床矣.其真身

可于是遁去,勿复还家.’”(«道藏»第１８册,第７５５页)
参见康若柏文第四至七部分.
如太清刀法中“上尸解”“下尸解”“绝子孙之情,断世俗之路”“真身可于是遁去,勿复还家”等说法,在«剑经序»中我们可以

看到类似之语.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０页.



第二是金丹与尸解的关系.«内篇»辑录了大量丹方资料,其中没有发现任何一种丹方与尸解有

具体关联.但是,太清传统却将尸解与金石药关联在一起,提出“尸解药”概念.据«灵宝五符序»卷
中记载,太玄阴生符和尸解药配合使用,药以牛脂一斤半、水银一斤半、锡一斤熬炼而成,服后可尸解

仙蜕①.在«剑经»中,此观念被进一步发扬,曲晨丹(录形灵丸)成为尸解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除了

画符涂剑,还须服食.此过程明显融金丹和尸解两种观念于一体.南北朝时期广泛流行的尸解药和

金丹尸解现象与«剑经»的发扬推动有直接关系,对当时的尸解和炼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至于更早的汉代尸解思想,王充«论衡道虚»的记载为人所熟知,其文云:“所谓‘尸解’者,何等

也? 谓身死精神去乎? 谓身不死得免去皮肤也? 如谓身死精神去乎? 是与死无异,人亦仙人也.如

谓不死免去皮肤乎? 诸学道死者,骨肉俱在,与恒死之尸无以异也.夫蝉之去复育,龟之解甲,蛇之

脱皮,鹿之堕角,壳皮之物解壳皮,持骨肉去,可谓尸解矣.今学道而死者,尸与复育相似,尚未可谓

尸解.何则? 案蝉之去复育,无以神于复育,况不相似复育,谓之尸解,盖复虚妄失其实矣.”王充的

批评表明,当时社会对尸解本质的认识有两种倾向:一是认为“身死精神去”,这是偏重形神分离观念

的解释;二是认为“身不死得免去皮肤”,这是偏重肉体不死观念的解释.这两种解释似乎矛盾,却是

尸解信仰一直并存的两种基本观念,被其后的«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等早期道教经典继承下来,
并在魏晋道教中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在«剑经»中都被继承下来.

关于尸解为形神分离,«太平经»卷一一一«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有阐述,此已为学者注意.
其文云:“或有尸解分形,骨体以分.尸在一身,精神为人尸,使人见之,皆言已死.后有知者,见其在

也,此尸解人也.”③这种观念在后世道教甚为普遍,一如第一部分«真诰»尸解思想第九条所述,«剑
经»佚文中亦见有反映.在六朝尸解故事中,死后复现成为一种常见叙事模式,但是它变得更多与肉

体不死关联在一起.譬如葛洪列举费长房和李意期的故事,即用以说明尸解之先死后蜕④.这种倾

向在后来的«真诰»及其他文献所记载的故事中被延续下来.
关于尸解为肉体不死,以往研究多关注２０世纪发现的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中所见太阴炼形观

念.«想尔注»关于太阴炼形的描述见于多处.如“没身不殆”句注云:“太阴道积,练形之官也.世有

不可处,贤者避去,托死过太阴中;而复一边生像,没而不殆也.俗人不能积善行,死便真死,属地官

去也.”又“死而不亡者寿”句注云:“道人行备,道神归之,避世托死过太阴中,复生去为不亡,故寿也.
俗人无善功,死者属地官,便为亡矣.”饶宗颐最早发现,这种方术实即«真诰»卷四所载之尸解法⑤.
而«剑经»佚文表明,«真诰»原来是继承了«剑经»观念.当然,毫无疑问,即便«剑经»的太阴炼形观念

也应当继承自汉末五斗米道传统.姜生先生进一步认为,«想尔注»的思想亦为中间环节,从两汉墓

葬文化结构中,更可看出这种思想的漫长流变过程⑥.其实,从文献角度而言,«太平经»已经提到死

后炼形复生的尸解术,只是记述有些含混,需要仔细分辨.例如«太平经»卷七十二«不用大言无效

诀»云:“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

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重生者独得道人,死而复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私,万
万未有一人也.故凡人壹死,不复得生也.”这段话中的尸解为“死而复生”“重生”,显然不同于上述

形神分离的“尸解人”.又卷九十«冤流灾求奇方诀»强调:“夫人死者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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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尸解药:以三月中杀牛,煎取脂一斤半.水银一斤半,锡一斤半.于山中密地斋一月,乃于铜器中煎锡,锡消,纳水银及脂,
都合同丸之.服如大豆三丸,日三服,服之九日,凡八十一丸,忽然尸解蛇蜕而去.去时如上符节度.若不得即去,更服,趋令得去

矣.”(«道藏»第６册,第３３１ ３３２页)陶弘景提到«五符序»中有此药,见«太平御览»卷六六五引«藏景录形经»佚文.
参见韩吉绍:«自杀求仙:道教尸解与六朝社会»,«文史»２０１７年第１辑.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５５３页.
«抱朴子内篇论仙»云:“近世壶公将费长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将两弟子去,皆托卒死,家殡埋之.积数年,而长房来归.

又相识人见李意期将两弟子皆在郫县.其家各发棺视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书于杖,此皆尸解者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

释»,第２０页)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２１、４３、７０页.
姜生:«长沙金盆岭晋墓与太阴炼形———以及墓葬器物群的分布逻辑»,«宗教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①成灰土之人如何才能“重生”“死而复

生”? 此种尸解,应当就是指死后炼形复生,除此以外,载书中未见他法.因此,五斗米道的太阴炼形

观念亦非其自身发明,而是秉承自更早的«太平经».«剑经»以及其后的«真诰»十分重视太阴炼形,
这种观念其实完全源自汉代以来的传统.

至于«剑经»的其他尸解思想,还有一些蛛丝马迹见于«太平经»者.此处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

认为帝王忠孝贞廉等历史人物死后尸解升仙的思想.关于此类人物死后升仙的观念,姜生先生根据

墓葬材料作了系统分析②.不过由于考古材料本身的局限性,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是否系尸解成仙.
然而,«太平经»卷一一七«天咎四人辱道诫»的一句话表明,当时已经出现帝王死后尸解成仙的观念:
“故三皇五帝多得道上天,或有尸解,或有形去.”第二个是对功德善行的重视.功德善行固然是上清

道教反复强调的主旋律,然而众所周知,它们很早之前就是«太平经»和«想尔注»的主旋律.而功德

善行对尸解的重要作用在«太平经»卷一一四«九君太上亲诀»中也有一定反映,其文云:“白日升天之

人,自有其真.性自善,心自有明.动摇戒意不倾邪,财利之属不视顾,衣服麤粗,衣才蔽形,是升天

之人行也.天善其善也,乃令善神随护,使不中邪.天神爱之,遂成其功故使白日辄有承迎,前
后昭昭,众民所见,是成其功,使人见善.白日之人,百万之人,未有一人得者也.能得之者,天大神

所保信也.余者不得比.尸解之人,百万之人乃出一人耳.功有大小,更相荐举,其人当使天爱重

之.内为得太上腹心,荐举其为有信效,各成其功名,是不善邪?”第三个是尸解后的进阶观念.«太
平经»卷一一一«善仁人自贵年在寿曹诀»云,尸解者在经历一段时期后,神仙等级会晋升:“或有尸解

分形,骨体以分.尸在一身,精神为人尸,使人见之,皆言已死.后有知者,见其在也,此尸解人也.
久久有岁数,次上为白日升天者.使有岁数功多成,更生光照,助天神周遍.复还止云中,所部界皆

有尸解仙人,主知人鬼者.”③以上三个例子,尽管«太平经»的阐述比较隐晦,或者粗略,但足以说明,
«剑经»的思想有相当部分源自汉代传统.

综上而言,«剑经»可以说是东晋以前尸解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在综合汉代以来尸解思想和方

法的基础上,作出了突破性创新.与大多数神仙方术相似,最初时尸解比较独立,后来虽被«太平经»
吸纳,但并没有成为其神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经五斗米道等进一步发扬,尸解逐渐成为道

教的重要内容,魏晋时出现«水仙经»«尸解经»等专门文献.«剑经»总结了以往的尸解思想,并吸收

发展了一些新鲜因素,至少在四个方面形成系统思想:一是尸解体系,将各种方法与仙鬼观念统合在

一起,构建出一套完备的尸解体系和等级观念;二是服药尸解,将尸解药、金丹、形神分离观念等与尸

解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复杂的服药尸解思想④;三是太阴炼形,将肉体长生与墓葬思想结合在一起,
使太阴炼形思想更完备,使墓葬成为真正的“神仙之丘窟,炼形之所归”⑤;四是尸解条件,将功德善行

忠孝德才贞廉武功等与尸解结合,并界定了它们作为尸解条件的优劣,突出了功德忠孝的优先性,刻
意贬低了世俗崇尚的武功,从而强化了宗教劝善功能.以上尸解思想,基本为其后编撰出世的«真
诰»所继承,并成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上清道教以及南北朝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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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第２９８、３４０页.
姜生:«汉代列仙图考»,«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第６６５、５９６、５５３页.
关于服药尸解的有关问题,参见韩吉绍:«自杀求仙:道教尸解与六朝社会»,«文史»２０１７年第１辑.
据«真诰»卷十,神仙范幼冲云:“我今墓有青龙乘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殆神仙之丘窟,炼形之所归,乃上吉冢

也.”原文“丘窟”误作“兵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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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６５４－６５５)
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刘 安 志

摘　要:中国古代文书形态及其行政运作,是目前中外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对于«新获吐鲁番

出土文献»所收唐高宗永徽五、六年(６５４ 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进行的再整理与研究,发现«唐永徽五年

(６５４)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 等事»中两件文书不能直接缀合,它们皆属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的

有机组成部分,原定名恐误.«唐永徽五年至六年(６５４ 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中,第１３ １６
行、第１７ １８行两件残片同样不能直接缀合.在考定这些残片性质的基础上,有必要对整个安西都护府

安门案卷进行重新整理编排,并就相关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文献;安西都护府案卷;关文;缀合;定名

荣新江教授等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中,收录了一批２００６年征集的吐鲁番出土文

书,其中第三三号«唐永徽五年(６５５)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 等事»、第三四号«唐永徽五年

至六年(６５４ 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① ,系整理者经过悉心缀合而成的两组唐代官文书,
极富研究价值.雷闻先生所撰«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

心»一文② ,对两组文书有介绍和研究.已有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认识文书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笔者在研读两组文书过程中,受教匪浅,然也产生了若干不成熟的想法,谨以就教学界师友与

同行专家.

一、关于«唐永徽五年(６５４)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

检函 等事»的缀合与定名问题

　　«唐永徽五年(６５４)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 等事»存１０行,兹先录文如下③ :

　　

１ 交何(河)县:件状如前,今以状牒,

２准状,符到

３　　　　　永徽五年

４　　　　　　　　　府张洛

　

作者简介:刘安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１７ZDA１８３)的阶段性成果.

①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３０３ ３０７页.

②　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③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３０３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录文,主要依据原文书整理者的释

文,至于重新整理的录文,详见正文第三节.下同,不另注.



　　　　５　　　　　　　　　　　廿五日

６ 三石函三具　一石函一具　 两具

７　　右检上件

８牒件检如前,

９　　　　　　　　八月廿九日□
１０　　　　　　　　 更追

　　　　　　　　(后缺)
据题解,本件由２００６TZJI:００８(第１ ４行,以下简称“残片(一)”)、２００６TZJI:００３(第５ １０行,以下

简称“残片(二)”)两残片缀合而成.整理者称“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指出张洛

又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一号墓所出«唐永徽元年(６５０)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并疑其与

同墓所出«唐贞观廿二年(６４８)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为处分三卫犯私罪纳课违番事»中的“史
张守洛”为同一人①.

关于该文书的性质,从拟题看,整理者判定为安西都护府下给交河县的符文,裴成国先生«从高

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②一文更直接指出,“此件文书是安西都护府为检交河县的函和斗等而下

的符”.这一判断,与题解所称“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似有牴牾.毕竟“符”与
“牒”,是唐代两种不同性质的公文,更何况当时的县衙并无吏员“府”的设置.据«唐六典»卷三十«三
府督护州县官吏»,唐代县衙吏员只有“佐”、“史”,并无“府”.地方行政机构中,只有都护府、都督府

才有“府”的设置,一般州的吏员也只有“佐”、“史”,而无“府”③.文书中张洛的身份既为“府”,显然并

非交河县吏员.因此,题解所谓“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的这一判断,或为笔误.
文书第２行所记“准状,符到(奉行)”,当即文书整理者和裴成国氏最终判断其性质为“符”的依

据.不过,如果考虑唐代符文的基本格式,以及此件文书与其他安西都护府文书(安门案卷)同出一

组鞋面的实际情况,则文书的性质是否为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符”,就值得斟酌了.换言之,如
果其为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符”,交河县实为收文单位,文书应在交河县官衙,何以该“符”会与

大致同一时期的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混在一起? 而且,作为正式下发的“符”文,其文尾能否接续第５
行以后的“石函”、“ ”等内容,也需要考虑.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第５行所记“廿五日”三字,为何人

所书? 作为府吏的张洛,能否签署这样的字眼? 这恐怕已直接关涉到两件残片能否直接缀合的问

题了.
据文书图版,两件残片书法相近,且第５行“廿五日”三字的接缝口处,似乎也存在前后吻合的痕

迹,则二者的缀合,表面看上去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了.但若仔细推敲,又感觉这一缀合存有若干疑

问,因为我们没法对整件文书进行合理而贯通的解释,尤其是“府张洛”之后的“廿五日”三字签署,殊
难理解.换言之,如果这一缀合成立,按文书处理程式,可知“廿五日”三字,实由“府张洛”签署.然

张洛身份仅为区区一小府吏,恐怕还没有资格和权力签署这样的字眼.因为在目前所知的敦煌吐鲁

番文书中,有关唐代官府文案的处理,只有长官、通判官、判官,才有资格和权力签署“某某日”这样的

字眼.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兹举一例简要说明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九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

一年(７３３)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系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户曹审批过所的文案,长
达１８８行,内容相对完整,其中“某某日”的签署者,分别为户曹参军“元”、功曹参军“九思”、长史“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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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３０３页.
裴成国:«从高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１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４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７５０ ７５３页.



晏”、别驾“崇”、都督“斛斯”,未有一例由“府”或“史”之类小吏签署者①.据此可以判断,“廿五日”三
字,只能是文书所在官府判官或通判官、长官的签署,绝非“府”张洛所能为.又此三字后所记内容,
乃有关“石函”、“ ”的牒文,并无其他官员的签署,可知签署者当为安西都护府某判官.明乎此,则
两件残片能否直接缀合,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另外,两件残片分属什么性质的文书? 二者在内容上是否存在一体性? 恐怕也需要认真辨析.
如果判断残片(一)是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正式“符”文,则其书写格式应与唐代“符文”格式相

当,其后能否接续残片(二)这样的内容? 如果不是“符文”,它又是什么性质的文书? 其后部残缺内

容应该为何? 同样,残片(二)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总之,残片(一)与残片(二)能否直接缀合,关键在

于二者的内容和性质是否存在一体性.
按“符”,乃唐代一种重要的下行文书,«唐六典»称“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

符”②.敦煌所出P．２８１９号«唐开元公式令»中,载有“符式”,兹录如下③:

　　１符式

２尚书省　　　为某事

３某寺主者云云.案主姓名.符到奉行.

４　　　　　　　　　　　 主事姓名

５吏部郎中具官封名
都省左右司

郎中一人准
令史姓名

６　　　　　　　　　 书令史姓名

７　　　　　　　　 年月日

此为尚书省下发给某寺符文的格式,而尚书省下达地方州府的符文,也同样遵循这一“符式”.至于

州下县、县下乡的符文,除签署官吏由四人变成三人外,其余亦同.由都护府、都督府下发给县的符

文,签署官吏分别为判官、府、史;而由州下县、县下乡的符文,则为判官、佐、史.这是各级机构所发

“符文”的差异,值得注意.
据上揭“符式”,“符到奉行”为符文常用的表达用语,也是据以判定文书性质的重要依据.不过,

仅据此尚不足以判定文书的性质即为“符文”,还得结合“符式”的其他特点进行综合考虑.因为在唐

代官府文案处理程式中,亦常见有“符到奉行”之类的记载,然此类文书仅是官府文案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并非具体下发的“符文”,此点容下文详论.
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一号墓所出«唐永徽元年(３１０)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既有尚书省

虞部下发安西都护府的符文,又有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符文,颇能说明唐代符文的实际运作情

况.兹录其中第１ １９行内容如下④:

　　　　　　　　　　(前　缺)

１　　　　　　　　　　右司郎

２□□
３ 主者:奉　敕旨连写如右

１９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６５４—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①

②

③

④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４卷,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８１ ２９６页.关于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西
州都督府长官、通判官、判官的考证,参见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 １９、４３ ４４、８８、

１１８ １１９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三师三公尚书都省»,第１０ １１页.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１８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６３ ３６４页.参见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

诚合编TunhuangandTurfanDocumentsconcerningSocialandEconomicHistory,ILegalTexts(A)IntroductionandTexts(ToＧ
kyo:TheToyoBunko,１９８０),２９ ３０;(B)Plates,１９７８,５７．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
第２２３ ２２４页.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３卷,第３１０页.



４□□宜准　敕,符到奉行.

５　　　　　　　 主事王积

６虞部郎中德洽　　　 令史

７
８
９　　　　　　　　　　二月

１０　　　　　　　　　 功曹

１１都护府



１２交河县主者:被符奉　敕

１３敕.符到奉行.

１４　　　　　　　　　　　府

１５兵曹参军事大智

１６　　　　　　　　　　　史王威文

１７　　　　　　　　永徽元年二月四日下

１８　　　　　　　　　二月九日辰前录

１９　　　　　　　　　丞 阙

　　　　　　　　(后　略)
本件第１ ８行为尚书省下发安西都护府的符文.据前揭“符式”,第７行所缺当为“书令史”的签署.
第８行所缺,据第１７行及同墓所出«唐贞观廿二年(６４８)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为处分三卫犯

私罪纳课违番事»第２８行相关记载①,可知为符文下发时间.第９ １０行则为安西都护府录事司受、
付环节及相关签署等.第１１ １７行为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符文,第１８行以后则为交河县对符

文的处理环节.
总之,根据上揭文书,无论是尚书省下发的符文,还是安西都护府下发的符文,其最后４行文字

的基本格式都是一样的,尤其是最后１行,无不明确记载符文下发的时间,这显然是“符文”的另一个

重要特征.由县下发乡的符文亦是如此,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十五号墓所出«唐永淳元年(６８２)西州

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百姓按户等贮粮事»②,在高昌县“主簿判尉思仁”、“佐朱贞君”、“史”签署后,最
后１行所记为“永淳元年五月十九日下”,并在其上钤盖“高昌县之印”.可见,“某年某月某日下”,是
唐代符文的一种固定表达方式,亦是判断此类文书是否为“符文”的又一重要依据.

上述符文的基本特征和书写格式,均与前揭«唐永徽五年(６５４)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

等事»(以下简称«唐永徽五年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唐永徽五年符»残片(一)中,第２行“符到

(奉行)”之后,第３行接书“永徽五年”,第４行才记“府张洛”的签署.而上揭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

的符文中,第１３行“符到奉行”之后,第１４行接书“府”,第１５ １６行相继为判官“兵曹参军事大智”和
“史王威文”的签署,第１７行明记符文下发的时间.二者之间最为明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书纪年

的先后顺序上.上文业已指出,正式下发的符文,其纪年在文末最后１行,而«唐永徽五年符»的纪年

则在“府”之前.作为唐代正式的官文书,这种明显差异,只能表明二者并非同类性质的文书.易言

之,所谓«唐永徽五年符»,其性质并不是真正的“符文”.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书呢?
其实,类似«唐永徽五年符»残片(一)这样的文书,在吐鲁番所出唐代官府文案中多有所见.如

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九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西州下高昌县符»,即为其中一例.为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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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３卷,第３０４页.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３卷,第４８７页.



说明问题,兹先录文如下①:

　　　　　　　　　(前　缺)

１　　　　　　　　 崇示.

２　　　　　　　　　　　　　十三日.

３　　　　　　　依判.宾示.

４　　　　　　　　　　　　　十三日.

５高昌县主者:件状如前,县宜准状,符至奉□.

６　　　　　　　 开元廿二年八月十三日.

７　　　　　　　　　　　 府高思

８参军摄户曹光琦

９　　　　　　　　　　　 史

　　　　　　　(后　缺)
本件前、后缺,其中第５ ７行所记,无论是书写格式,还是用语表达,均与前揭«唐永徽五年符»残片

(一)相同,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二者当存在着某种关联.
关于本件文书的性质,原整理者拟题为«唐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西州下高昌县符»,显然亦判定其

为“符文”,这一认识恐怕有误.首先,据上揭文书内容,第１ ４行明显为西州都督府长官、通判官的

批示与签署,并无“符文”内容,且前揭“符式”与符文中,皆未见有长官、通判官的批示与签署,其与实

际下发的“符文”是明显有别的.其次,如前所论,符文纪年皆书于文末、“史”签署之后,且基本格式

为“某年某月某日下”;本件纪年则书于“府高思”之前,且无“下”字,这些都与正式下发的“符文”不
合.因此,本件文书性质并非“符文”,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其实,本件第１ ４行所记西州长官、通判官的批示和签署,表明文书还在西州都督府内部,当属

都督府处理的文案,而非正式下发的文书,惜第９行后内容残缺,不知文书最后具体处理程式为何.
值得注意的是,吐鲁番所出«唐仪凤二年(６７７)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酱估报等事»(中村文书E)则提

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兹引录如下②:

　　　　　　　　　(前　缺)

１市司:件状如前,牒至准状,故牒.

２ 柳中县 主者:件状如前,符到奉行.

３　　　　　　　　　仪风二年十一月廿二日

４　　　　　　　　　　　　　府　 史藏

５参军判仓曹　让

６　　　　　　　　　　　　　史

７　　　　　　 十一月十三日受,其月廿三日行判.

８　　　　　　 录事　　张文裕　检无稽失.

９　　　　　　 录事参军　　素　勾讫.

１０牒市司为勘酱估报事

１１下柳中县为供客柴用门夫采供事

本件书写格式及相关用语,皆与前揭«唐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西州下高昌县符»相同,两者属同类性质

３９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６５４—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①

②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４卷,第３１６页.
金祖同:«流沙遗珍»,秀水金氏影印本,１９４０年;又见«敦煌丛刊初集»(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图版四 三、四.

[日]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西域文化研究»(三),京都:法藏馆,１９６０年,卷首图版九,释文第８４ ８５页;又收入

氏著«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有斐阁,１９６３年,第２８７ ２８８页.



的文书,应无疑义.本件前部残缺,上件后部残缺,二者正好相互补充.
观本件内容,它属西州都督府仓曹处理文案.文案最终处理结果有二:一是发牒给市司,内容是

有关审勘酱估上报之事;二是下符给柳中县,内容为供客柴用门夫采供之事.
文书后半部内容完整,处理程式清楚明晰,可据以推补前揭«唐永徽五年符»残片(一)、«唐开元

二十二年(７３４)西州下高昌县符»后部残缺内容.«唐永徽五年符»残片(一)第４行“府张洛”之后,当
接书安西都护府判官、史的签署,其后则相继为录事司的“勾稽”和“署目”.«唐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
西州下高昌县符»第９行之后,亦相继为录事司的“勾稽”和“署目”.由此不难看出,«唐永徽五年符»
残片(一),实属唐永徽五年安西都护府处理有关事务文案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唐开元二十二年

(７３４)西州下高昌县符»,则属唐开元二十二年西州都督府处理有关事务文案中的一个部分,它们与

正式发出的“符文”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别.
上揭三件文书,虽同属官府文案,但各有残缺,无法从中看出完整的官府文案处理程式.吐鲁番

所出大谷２８３６号«武周长安三年(７０３)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则为此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充分的证

据,可使我们对唐代文案的处理程式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为便于说明问题,兹仅录其中第１５
３５行内容如下①:

　　１５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１６　　　　 三月　日史氾艺牒

１７　　　 准牒下乡,及牓示村

１８　　　 坊,使家家知委.每季

１９　　　 点检,有不如法者,随犯科

２０　　　 决.谘.泽白.

２１　　　　　　　　　　　　二日.

２２　　　 依判.谘.余意(?)示.

２３　　　　　　　　　　　　二日.

２４　　　 依判.辩示.

２５　　　　　　　　　　　　二日.　　


２６下十一乡,件状如前.今以状下乡,宜准

２７状,符到奉行.

２８　　　　　　长安三年三月二日

２９　　　　　　　　　　　佐

３０尉

３１　　　　　　　　　　　史氾艺

３２　　　　　　三月一日受牒,二日行判,无稽.

３３　　　　　　录事张　　　　　　　检无稽失.

３４　　　　　　尉摄主簿　自判

３５牒为录事董彻牒劝课百姓营田判下乡事

本件钤有“敦煌县之印”,内容前后完整,是敦煌县于长安三年三月一、二日间处理有关劝课百姓

营田判下乡的文案.值得注意的是,本件第２２ ３１行的书写格式及相关公文用语,皆与前揭«唐永

徽五年符»残片(一)、«唐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西州下高昌县符»、«唐仪凤二年(６７７)西州都督府案卷

４９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京都:法藏馆,１９８４年,图版一二二、一二三,录文第１０７ １０８页.[日]池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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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勘酱估报等事»相同,足证此四件文书具有同一性,皆属官府处理文案.
据卢向前先生研究,唐代牒文处理程式,包含署名、受付、判案、执行、勾稽、抄目等六个环节①.

其实,不仅是牒文,其他公文的处理程式也大致如此.上揭«唐永徽五年符»残片(一)第１ ４行、«唐
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西州下高昌县符»第５ ９行、«唐仪凤二年(６７７)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酱估报等

事»第１ ６行、«武周长安三年(７０３)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第２６ ３１行,皆属卢向前先生所说的“执
行”环节.诚如卢先生所言,官府文案在处理过程中,长官作出最后批示和签署后,“判案”即得以确

定,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执行”了.“执行”依据长官之“判案”,由判官具体实施,该发牒就发牒,该下

符就下符,该存案就存案②.本文所讨论的四件文书,虽皆有“符到奉行”之类的记载,但只是官府对

某事的最终处理意见,即为某事而下符,并非正式下发的“符文”本身.因为正式的“符文”,需要另行

按“符式”抄写,并钤盖官印后,方得以成立.
文案“执行”之后,进入“勾稽”环节,上揭文书第３２ ３４行所记,即属此类.“勾稽”之后,即进入

最后的“抄目”环节,文书第３５行所记“牒为录事董彻牒劝课百姓营田判下乡事”,即为“抄目”,亦可

称“署目”.署目之后,文案最终得以完成.
根据上揭文书及相关文案处理程式,可以确认«唐永徽五年符»残片(一)、«唐开元二十二年

(７３４)西州下高昌县符»后部残缺的内容,相继为判官与史的签署、录事司的勾稽与署目.然而,«唐
永徽五年符»残片(二)所记并非如此,则二者能否直接缀合,就一目了然了.

«唐永徽五年符»残片(二)存６行,为便于与同类文书做比较,兹再次录文如下:

　　　　　　　　　　(前　缺)

１　　　　　　　　　　廿五日

２ 三石函三具　一石函一具　 两具

３　　右检上件

４　牒件检如前,

５　　　　　　　　 八月廿九日□
６　　　　　　　　　更追

　　　　　　　　(后　缺)
上文业已指出,本件第１行“廿五日”三字,实乃安西都护府某判官之签署.结合第５行“八月廿

九日”记载,可知“廿五日”即指八月二十五日.在同一件文书中分别出现两个不同的时间,这在很大

程度上揭示了本件文书的特性,它不是官府正式发出的公文.值得注意的是,与本件相类似的文书,
又多见于吐鲁番所出唐代西州官府文案中,从而使我们对其性质有了明晰的认识.

吐鲁番所出大谷５８３９号«唐开元十六年(７２８)西州都督府案卷为请纸事»(以下简称«请纸案»),
是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处理有关请纸事务的文案,其第四纸第１１ ２８行有如下内容③:

　　１１　　　　　　检案.沙白.

１２　　　　　　　　　　　　　　　　一日.


１３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１４　　　　　　　六月　日史李艺牒

５９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６５４—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①

②

③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２年,第３０７ ３６２页.
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第３４９ ３５０

页.
[日]内藤乾吉:«西域发见唐代官文书の研究»,卷首图版二,释文第８４ ８５页;«中国法制史考证»,第２５５ ２５６页.[日]

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三卷,京都,法藏馆,２００３年,图版九,释文第２０８ ２０９页.



１５　　　　　　　检.沙白.

１６　　　　　　　　　　　　　　　　一日.

１７案纸二百张　 次纸一百张　 笔两管　 墨一挺

１８　 右得河西市马使牒,请上件纸墨等.

１９　 都督判:检令、式,河西节度买马,不是别

２０　 敕令市,计不合请纸笔处分过者.依

２１　 检前后市马使麴中郎等,并无请纸墨等

２２　 处.

２３牒件检如前,谨牒.

２４　　　　　　　六月　日史李艺牒

２５　　　　　　　承前市马,非是一般,或朔方

２６　　　　　　　远凑,或河西频来,前后

２７　　　　　　　只见自供,州县不曾官给.


２８　　　　　　　既无体例可依,曹司

　　　　　　　　　(后　缺)
兹以本件第１６ ２８行内容,与前揭残片(二)６行文字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无论是书写格式还

是用语表达,都大致相同,其基本格式如下:

　　１　　　　　　　某某日

２事由

３　右检(右得、右被)云云

４牒件检如前,谨牒

５　　　　　 某月某日史(府)某牒

６　　　　　 判官处理意见

尤其是“牒件检如前”一语,更值得注意.上揭«请纸案»中,史“李艺”所呈上的牒文,有两种表

述:一为“牒检案连如前”,一为“牒件检如前”,前者对应判官“沙”于六月一日的“检案”批示,后者则

对应判官“沙”同日“检”的指示.可见,“牒检案连如前”与“牒件检如前”之类公文用语的使用,皆与

主案判官的批示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二者是不能随便等同的.“牒件检如前”与“检”之对应关系,也
多见于吐鲁番所出唐代官府文书中,如阿斯塔那五○九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西州都督府

案卷为勘给过所事»①第１０９ １２１行所记,判官“九思”在正月二十九日作出“付法曹检”的判语,法曹

府吏“宗宾”禀报的牒文则是“牒件检如前,谨牒”;又如同墓所出«唐宝应元年(７６２)六月康失芬行车

伤人案卷»②第４３ ５１行所记,判官“诚”在建未月十九日作出的判语为“检.诚白”,史“张奉庭”的牒

文相应为“牒件检如前,谨牒”.据此可以确定,“牒件检如前”一语,乃是对应主案判官“检”的判语而

言的.至于“检”与“检案”之区别,因牵涉较为复杂的文书处理程式问题,有待另文详细探讨.
明确“检”与“牒件检如前”之对应关系,可据以推知残片(二)前部残缺的内容.第１行所记“廿

五日”,即永徽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实为安西都护府某判官于该日对某事作出批示后签署的时间,又
据第４行所记“牒件检如前”一语,可推知“廿五日”前判官的批示,当为“检.某白”.第２ ５行内

容,为属吏“府”或“史”在同月二十九日根据判官批示,对相关事项进行处理后陈报的牒文.第６行

及后缺文字,则为判官的进一步批示或初步处理意见.按照前揭卢向前先生的观点,这一部分内容

６９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②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４卷,第２９１ 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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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属文案处理过程中的“判案”环节.
综上所论,可以确认,残片(一)属文案处理过程中的“执行”环节,而残片(二)则属“判案”环节.

按唐代文案处理程式,先“判案”,后“执行”,知残片(二)顺序应在残片(一)之前,二者并不存在前后

缀合的可能.更何况两件残片前后皆有残缺,“廿五日”三字,实乃安西都护府某判官的签署,绝非身

为“府”吏的“张洛”所能为.至此可以断定,两件残片虽皆属安西都护府文案的组成部分,但二者无

法直接缀合.
两件残片既属安西都护府文案,其所在部门为何曹呢? 我们注意到,残片(二)所记“函”、“ ”,

皆与度量衡有关,而地方度量衡由州府仓曹、司仓参军所掌管,如«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

吏»所记:“仓曹、司仓参军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①据此,两件残片当属安

西都护府仓曹文案的组成部分.

二、关于«唐永徽五年至六年(６５４ ６５５)
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的缀合及相关问题

　　据题解,本件(以下简称«安门案卷»)由十四件残片缀合而成,整理者复原成两组,第一组五件:

２００６TZJI:１９６、２００６TZJI:１９７、２００６TZJI:０１３、２００６TZJI:００１、２００６TZJI:１９８a,第 二 组 九 件:

２００６TZJI:０１０、２００６TZJI:０１５、２００６TZJI:０１６＋２００６TZJI:０１７、２００６TZJI:００２、２００６TZJI:００９、

２００６TZJI:００５、２００６TZJI:１９５、２００６TZJI:１９４a,认为两组前后相连,但中有缺文.兹引录原释文

如下②:

　　　　　　　　　　　　(前　缺)

１ □□
２　 一为分付仓曹张隆信□
３　 一为下柳中县□□□


４户曹

５　 判官房门壹具————————————

６□曹:得彼关称:得户曹关称:得参

７□□户曹事麴善积等牒称:请造

８□件门安置者.检库无木可造,流

９例复多,宜关

１０鄣风尘,天气□□,□□□□□
１１□皆有扇,士司亦应具知,唯独户

１２□□门扇.若论流例,应合安门.□

１３□□彼量判.谨关.

１４录事麴仕达勘同③　 永徽五年十月廿四日

１５　　　　　　　　　　　府

１６ □曹事善积

７９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６５４—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①

②

③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第７４８页.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３０５ ３０７页.
按此七字为朱笔签署.



１７　　　　　　　　　史①□□
(悦)

１８　　　　　　　　 依判.谘.仕悦示.

　　　　　　　(中　缺)

１９　　　　　 □□
２０牒举者今以状关,关至,所有赃赎应入官财

２１物,从去年申后已来,仰具报,待至,勘会.

２２□□□破用之处,具显用处,并本典赍□
２３□应赴录事司勾勘者,检□□□□□
２４必须子细勘当,不得遗漏.限今月末

２５□□,谨关.

２６　　　　　　　　　永徽六年正月十二日

２７　　　　　　　　　　　　史高悊

２８ 参军事隆悦

２９　　　　　　　　
３０ □□付

(俊)

３１　　　　　　　　 检案.武俊白.

３２　　　　　　　　　　　　　　 十三日.

３３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３４ 　　　　　　　　
３５　　　　　　　　 勘当司检

３６　　　　　　　　 等以不符

３７　　　　　　　　 检武俊

　　　　　　　 (中　缺)
(俊)

３８　 □依勘当司从去年申

３９　 后已来,令(今)无赃赎之物及

４０　 无应入官之物.

４１交何(河)县送仓

４２伍寸,阔三尺伍寸,准直钱肆拾□.

４３　 □同前检上件门到,其

４４　 价值,县已牒别头给讫.

４５牒件录检如前,谨牒.

４６　　　　　
４７　　　　　 交何(河)县送仓曹门

４８　　　　　 两具,既到,付仓曹张

(俊)

　　　　　　　 (后　缺)

８９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据图版,此字存有左部偏旁,原文书整理者释为“史”,恐是对应前面第１５行“府”字而作的推测.如果依据唐代官府文书的

处理程式,此行更有可能是主案判官的判词.具体详见正文分析.



关于本件文书的缀合与编排,整理者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多件残片有机相连,形成一组内容相对

完整的文案,为深入认识和研究唐代关文形态及其运作实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功莫大焉.
不过,经认真研读,感觉第１３ １８行间的缀合,尚存有若干疑问.

据文书图版与整理者“题解”,本件第１３ １６行为一小残片,编号为２００６TZJI:００１,以下简称残

片 A;第１７ １８行为另一小残片,编号为２００６TZJI:１９８a,以下简称残片B.残片 A 存４行文字,其
前部可与２００６TZJI:１９７、２００６TZJI:０１３两残片直接缀合,从而形成一件相对完整的关文书,残片 A
则属关文的文尾.残片B存２行文字,首行残有数字偏旁,其中一字为“言”字旁,其余多不可识;第２
行存粗笔大字“依判.谘.仕悦示”六字,据书写格式及文义,实为通判官“仕悦”的批示与签署.这

两件残片,一为关文尾,一为通判官签署,二者在内容上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且,根据唐代关文

处理程式以及相关通判官签署格式,似乎很难找到这两件残片能够直接缀合的证据.
按关文,乃唐代平行机构之间来往的一种重要公文.«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有云:“诸司自相

质问,其义有三,曰:关、刺、移.(关谓关通其事,刺谓刺举之,移谓移其事于他司.移则通判之官皆

连署.)”①上揭«安门案卷»第４ １６行所记内容,为安西都护府户曹于永徽五年(６５４)十月二十四日

发给同府某曹的关文,内容涉及判官房门安置之事,除末行“史”的签署残缺外,其余尚较完整.那

么,此关文发出后,是如何运作的呢? 雷闻先生指出,各曹拟定的关文,须交录事司勾检印署后才能

发出②,所言甚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文经录事司勾检印署后,同样也要按文案处理程式经历“受
付”环节,即使是录事司发出的关文,亦不例外.

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九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收
有仓曹发给户曹的一件关文,其处理程式非常明晰,兹录第７ ３０行内容如下③:

　　７仓曹

８　　安西镇满放归兵孟怀福贯坊州

９户曹:得前件人牒称:去开廿年十月七日,从此发行至柳

　　　　　　　　　(中　略)

１７处以否? 审勘检处分讫,申其过所关户曹准状者.

１８关至准状,谨关.

１９　　　　　　　　　 开元廿一年正月廿一日

２０　　　　　　　　　　　　　　 府

２１功曹判仓曹九思

２２　　　　　　　　　 正月廿二日　录事 元肎 受

２３　　　　　　　　　　　　　　 史泛友

２４　　　　　　　　　 功曹摄录事参军　 思　 付

(元)

２５　　　　　　　　　 检案.元白.

２６　　　　　　　　　　　　　　　　　　廿二日.

２７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２８　　　　　　　　　 正月　　日史　谢忠牒

２９　　　　　　　　　 责问.元白.

３０　　　　　　　　　　　　　　　　　　廿三日.

９９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６５４—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①

②

③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１１页.
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４卷,第２８２ ２８３页.



据上揭文书,第７ ２３行(第２２行不属关文内容)为西州都督府仓曹于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

一日发给同府户曹的关文,上钤“西州都督府之印”多方,此印显然由录事司钤盖,说明关文经过了录

事司的勾检印署,至于勾检印署发生在同日还是次日,并不清楚.不过,录事司“受”、“付”关文的时

间,明确记载为二十二日.同日,关文经录事司转交户曹,户曹参军梁元璟①接到关文,当即作出“检
案”的批示.户曹史“谢忠”奉命“检案”后,再上牒给梁元璟,请求进一步的处理意见.梁元璟则于二

十三日作出“责问”批示.户曹于二十二日接到关文,即进入正式的“判案”环节.
显然,这一套关文处理程式,是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进行运作的.即使是录事司发出的关文,

同样也要经历相应的“受付”环节.前揭«安门案卷»第１９ ２９行所记,即为录事司发给仓曹的关

文②,第３０ ３１行虽然残缺,仅存的“付”字,却至为关键.此“付”与“受”相对应,即交付、给付之义,
表明录事司作为地方官府行政运作的中枢部门,虽承担着“受”、“付”各种公文的重要职责,但由该司

发出的关文,同样也须经过“受付”环节,当然只能是自“受”、自“付”了.总之,根据唐代关文的这一

处理程式,前揭安西都护府户曹发给某曹的关文,同样也须经由录事司受付转交,其后缺部分应该是

录事司的“受付”环节,而非“依判.谘”这一类通判官的批示和签署.这一点应该是可以明确的.
所谓“依判”,其义为同意判决,那同意谁的判决呢? 显然,此“判”即指主案判官对某事作出的判

决处理意见.如果没有此前主案判官的“判”,通判官“依判”就从无从说起.这方面的例证,在敦煌

吐鲁番所出唐代官府文书中也多有所见,兹举一例说明之.«唐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染勿等保石染典

往伊州市易辨辞»第１ １９行有如下记载③:

　　１ 石染典计程不廻连

２罪者.谨审:但染勿　等保石染典在此见有家宅

３及妻儿亲等,并总见在.所将人畜,并非寒詃等

４色.如染勿等违程不廻,连答之人,并请代承课

５役,仍请准法受罪.被问依实,谨辨.元.

６　　　　　 开元廿一年正月　日

７　　　　　　　 石染典人肆,马壹, 、驉拾壹.　　　　　　　
　　(元)

８　　　　　　　 请往伊州市易,责保

９　　　　　　　 可凭,牒知任去.谘.元

１０　　　　　　 璟白.

１１　　　　　　　　　　　　　廿三日.

１２　　　　　　　依判.谘.延祯示.

１３　　　　　　　　　　　　　廿三日.

１４　　　　　　　　依判.谘.齐晏示.

１５　　　　　　　　　　　　　　　　 廿三日.

１６　　　　　　　　　依判.谘.崇示.

１７廿三日 (崇)

１８　　　　　　　　　依判.斛斯示.

１９　　　　　　　　　　　　　　　　 廿三日.
本件前部残缺,后部完整,据文书内容及相关处理程式,实乃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户曹审

００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元”即户曹参军梁元璟,参见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第１１８ １１９页.
参见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４卷,第２７７ ２７８页.



理文案,原文书整理者拟题为«唐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辨辞»,恐有未安.
其中第１ ６行为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辨辞,第７ １１行则为西州都督府主案判官户曹参军梁

元璟于五日对蒋化明等事作出的初步判决.其后,通判官“延祯”、“齐晏”、“崇”等相继于同日作出

“依判.谘”的批示和签署.最后“依判.斛斯示.五日”,则是长官(西州都督)的终判,文案“判案”
环节至此结束.按通判官“齐晏”、“崇”,已见于前揭«唐开元二十一年(７３３)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

过所事»中,其身份分别为西州都督府长史、别驾,此处通判官“延祯”,据李方先生考证,时为西州都

督府司马①.从中不难看出,通判官的批示与签署,乃是按照职位由低而高进行的:先司马、后长史、
再别驾.

由上可见,通判官、长官的“依判”签署,乃是对主案判官户曹参军梁元璟“初判”的批示处理意

见,即同意梁元璟的初步判决.如果没有判官的初步处理意见,就不存在所谓“依判”之说了.从这

一意义上讲,上揭«安门案卷»中,第１８行安西都护府通判官“仕悦”之“依判.谘”的签署,也应如此.
其前部残缺内容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主案判官的“初判”,二是另一通判官“依判.谘”的签署.然

从第１７行残存笔画看,字体较小,且书写格式也与第１８行“依判.谘.仕悦示”完全不同,可知并非

另一通判官的签署,而是安西都护府某主案判官的“初判”,其中残剩的“言”字旁,很有可能即“谘”
字,其后的内容大致为“某某白.某日”.明确此点,则“仕悦”的身份也就不难确认了.

按唐代都护府上佐的设置,仅有司马、长史,并无别驾.且永徽中“改别驾为长史”后,天下诸州

上佐皆仅有司马、长史二员,直到垂拱初才又增置别驾②.而«安门案卷»的年代,明确记为永徽五、六
年,则通判官“仕悦”的身份,不外乎司马和长史两种.值得注意的是,“仕悦”签署,紧接主案判官“初
判”之后,按照通判官先司马、后长史的签署顺序,其身份可以初步判定为司马,而非长史.另外,吐
鲁番所出«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尾题有“西州司马麴仕悦供养”之记载③,雷闻先生曾推测,此处“麴仕

悦”与通判官“仕悦”当为同一人④,所言甚是.二者既同名,又同官,同为一人的可能性最大.由此亦

可推测,«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尾题的书写时间,当在永徽五、六年前后.按“仕悦”一名,又见于吐鲁

番巴达木一○七号墓所出«唐牒残片»,文书整理者推测其与“西州司马麴仕悦”为同一人⑤,则有待进

一步证实.因为据唐代官府文案处理程式,«唐牒残片»中的“仕悦”,在作出批示并签署时间后,文书

即直接转入录事司的“受付”环节,其身份明显为长官,与作为通判官司马的“仕悦”,还是有区别的.
总之,残片 A(２００６TZJI:００１)与残片B(２００６TZJI:１９８a),一为安西都护府户曹发出的关文,一

为通判官“仕悦”的批示和签署,前者属公文,其后接续“署名”与“受付”两个环节,后者则属“判案”环
节,其前承接主案判官的“初判”,二者虽同为一个文案的组成部分,但明显分属不同类型、不同环节

的文书,并不存在直接缀合的可能.
另外,上揭«安门案卷»第４ １６行所记内容,乃安西都护府户曹发出的关文,内容涉及户曹判官

房门的建造与安装问题.但因文书第６行首字残缺,故关文接收对象为哪个部门,并不清楚.雷闻

先生曾对此有过分析和判断,认为关文是户曹发给士曹的,因士曹掌有“舍宅”之责⑥.所言不无道

理.不过,如果联系整个文案(包括本文第一节所讨论的２００６TZJI:００８、２００６TZJI:００３两件残片)的
归属部门属性,我们倾向于认为,此关文更有可能是户曹发给仓曹的.

吐鲁番所出唐代地方州府(主要指安西都护府与西州都督府)文案,都有明确的归属部门,如户

１０１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６５４—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第４３ ４４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第７４３、７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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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案、功曹文案、兵曹文案、法曹文案、仓曹文案等.例如,户曹掌管,有户籍、计账、道路、田畴、六
畜、过所等诸类事项,在其文案运行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相关人或事的调查与处理,需要同其他部

门或机构进行沟通与联系,其间的公文往来及相关行政运作,无不以户曹为中心而展开,所有与本案

密切相关的外来公文,最终都会汇总到户曹,与户曹内部处理的相关文书,一起构成严密的证据链,
为“判案”提供支撑和依据,从而形成户曹文案.前揭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九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

一年(７３３)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该案卷是西州都督府户曹处理有

关过所申请、发放等事务的文案,其中就有来自法曹、仓曹及高昌县的公文,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
乃在于户曹是来文的接收单位.

上文业已指出,２００６TZJI:００８、２００６TZJI:００３两件残片,很有可能皆属安西都护府仓曹文案,
«安门案卷»亦是如此.雷闻先生曾考证指出,«安门案卷»第１９ ３１行,为安西都护府录事司发给仓

曹的关文,其后多次出现的判官“武俊”与缝背押署“俊”,其身份即安西都护府仓曹参军①.这一考证

与相关“仓曹门两具”的记载足可说明,«安门案卷»当属唐永徽五、六年安西都护府仓曹文案,

２００６TZJI:００８、２００６TZJI:００３两件残片,亦属该仓曹文案的组成部分.
明白«安门案卷»的部门属性,则上揭户曹发出的关文就容易理解了.正因为仓曹是户曹关文的

接收单位,所以这件关文才会与仓曹处理的其他文书粘接在一起,最终形成仓曹文案.如果士曹是

接收单位,士曹应该按照相关公文运作程式对之进行处理,并与其他文书粘接在一起,形成士曹文

案.然而,这件钤有多方“安西都护府之印”的正式关文,最终却不在作为接受单位的士曹,而流落到

了仓曹,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换言之,它是如何经由士曹再转到仓曹的呢? 感觉有些不易理解.
另外,关文中有“得彼关称”一语,此“彼”字,雷闻先生认为指仓曹,诚是.不过,此“彼”乃是对应

残缺的“仓曹”二字而言的,其义指对方“你”.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彼此、彼此”,都是指你、
我双方或敌、我双方,不可能再含有第三方之义.如果士曹为收文单位,“彼”又指仓曹,则此关文涉

及了户曹、仓曹、士曹三方,这与“彼”之本义有些不合.更何况在正式的关文中,不直接称“仓曹”,而
用“彼”这种含义不明的字词代替,恐怕也有疑问,因为士曹如何知道关文中的“彼”是指仓曹呢?

再从关文所记“判官房门壹具”一语看,户曹要求解决的问题是“房门壹具”,并非房门的安置.
而房门由仓曹所管,故户曹要求仓曹提供.因此,关文接收单位当为仓曹,而非士曹.

根据关文记载,大致情况如下:永徽五年某月某日,参军判户曹参军事麴善积等因户曹办公之地

无门,故上牒给户曹,请求造门安置.户曹据牒发关文给仓曹,要求提供房门,但仓曹回复户曹关文

却称,“检库无木可造”,并说了“流例复多”云云之类的原因,未向户曹提供房门.户曹遂于十月廿四

日再次发关文给仓曹,要求提供房门,并称“若论流例,应合安门”,反驳仓曹“流例复多”之类的言辞.
至于此事最后如何处理,因关文后部残缺,结果不得而知.

上揭«安门案卷»中,除第４ １６行为户曹发给仓曹的关文外,第１９ ２９行亦为一正式关文,惜前

后皆有残缺,不知此关文为何曹所发,又为何曹所收? 雷闻先生经过悉心考证,认为是录事司发给仓

曹的关文②,所言甚是.我们注意到,本件关文末的签署首先是“史高悊”,而非“府某某”,这与其他关

文先“府”后“史”的签署顺序颇有不同,如本文案中户曹发给仓曹的关文,以及前揭«唐开元二十一年

(７３３)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中仓曹发给户曹的关文,签署格式皆是先“府”后“史”.作为钤

盖官印并正式发出的关文,出现此类签署格式的差异,恐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临时之举或变通之

法,其中必有原因.据«唐六典»卷三十«三府督护州县官吏»载,唐代都督府、都护府内,举凡功曹、仓
曹、户曹、兵曹、法曹,皆有吏员“府”、“史”之设置,唯独录事司无“府”,仅有“史”的设置③.此点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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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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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正因为安西都护府录事司无“府”,所以在其发给仓曹的关文中,才会首先出现“史高悊”的签

署,另外一个签署的吏员也应该是“史”,而不可能是“府”.从这一意义上讲,该关文确实应是录事司

发出的公文.录事司自行勾检署印后,同样也要经历“受付”环节,最后把关文转交仓曹,此点上文已

有大致说明.无论如何,这件关文足可说明,录事司作为地方州府行政运作的勾检部门,还与其他诸

曹之间有着关文往来,这是此前未见的新资料,弥足珍贵.

三、«唐永徽五年至六年(６５４－６５５)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的再整理

根据本文上揭两节的讨论,大致可以确认,２００６TZJI:００８与２００６TZJI:００３两件残片,实为唐永

徽五年安西都护府仓曹处理文案的组成部分,一属“判案”环节,一属“执行”环节,二者在内容和性质

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并不存在直接缀合的可能,原文书整理者的定名恐怕也有疑问;«安门案卷»中
的２００６TZJI:１９８a残片,实为安西都护府通判官的签署,而另一残片２００６TZJI:００１,则为户曹发给

仓曹的关文尾,从官府文案处理程式看,这两件残片同样也不存在直接缀合的可能.
又这些残片全部出自一组鞋面,且书法有若干相近之处,文书中有关“府”的记载及“安西都府之

印”的钤盖,表明它们都属安西都护府文书.而这些文书所涉内容,有度量衡(石函、 )、房门、仓曹

门、赃赎之物、应入官之物等,皆属安西都护府仓曹职责所管事项,文书具有一体性,因此,它们应该

都是唐永徽五、六年安西都护府仓曹处理文案的组成部分,可以并为一组文书.
按２００６TZJI:００３号存６行文字,第５行残有“八月廿九日”五字,结合２００６TZJI:００１号中“永徽

五年十月廿四日”之记载,此“八月廿九日”,当即永徽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而不可能指永徽六年八月

二十九日,且此件所记内容,属文案处理程式中的“判案”环节,从整个仓曹文案的时间先后顺序看,
本件当在最前.２００６TZJI:００８号存４行,第３行“永徽五年”后残存数字笔划,内容当为“某月某日”.
根据一至十二月的书写情况,仔细辨认残存笔画,感觉颇像“十一月某日”.如前所论,此件所记内

容,属仓曹处理文案中的“执行”环节,即根据判案结果,决定由仓曹发“符文”给交河县.惜其前部残

缺,难以考知此“符文”究竟涉及什么内容.不过,本文案后面２００６TZJI:００５＋２００６TZJI:１９５＋
２００６TZJI:１９４a所记内容,又提及交河县曾送给仓曹“门两具”,时间在永徽六年正月十三日之后.
在同一个文案中,安西都护府仓曹发“符文”给交河县,而交河县又向仓曹提供“门两具”,这二者之间

当存在着某种关联.再结合永徽五年十月廿四日户曹发给仓曹的关文内容看,此前户曹曾要求仓曹

提供判官房门,而仓曹以“检库无木可造”回绝了户曹,但户曹并没有就此罢休,再次向仓曹提出安装

房门的要求.对此,仓曹恐怕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了.２００６TZJI:００８号所记仓曹发给交河县

的“符文”,内容很有可能就是要求交河县提供房门,以解决户曹判官房门的问题.从事情的前因后

果与时间的前后顺序看,三者之间的关系大概还是比较清楚的.因此,２００６TZJI:００８号残片的顺

序,很有可能即在户曹发给仓曹的关文之后.至于２００６TZJI:１９４a残片,属通判官“仕悦”签署,但因

太过残缺,无法知道其签署时间,也就不好判定其在本文案中的具体位置.考虑到其与２００６TZJI:

００３号俱属于文案处理程式中的“判案”环节,姑且将之置于２００６TZJI:００３号之后.
基于上述分析与判断,本文对该仓曹文案进行了重新整理与编排,具体内容详下.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下列唐永徽五、六年安西都护府仓曹文案的录文,虽参考了原文书整理者的释录成果,但据

图版有若干新的调整和订正,故在行数、标点、释读等方面,均与原录文有些差异,谨请参见.

　　　　　　　　　　(前　缺)

１　　　　　　　　　 廿五日

２三石函三具　一石函一具　 两具

３　 右检上件

４牒件检如前,

５　　　　　　　　八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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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更追

　　　　　　　　(中　缺)

７　　　　　　　　　　　 □□谘?

８　　　　　　　　　　　　　　　　　□□□①

(悦)

９　　　　　　　　 依判.谘.仕悦示.

　　　　　　　　(中　缺)

１０ □□
１１　 一为分付仓曹张隆信□
１２　 一为下柳中县□□□


１３户曹

１４　 判官房门壹具——————————

１５□曹:得彼关称:得户曹关称:得参

１６□□户曹事麴善积等牒称:请造

１７□件门安置者.检库无木可造,流

１８例复多,宜关

１９鄣风尘,天气□□
２０□皆有扇,士司亦应具知,唯独□
２１□□门扇.若论流例,应合安门.□
２２□□彼量判.谨关.

２３录事麹仕达勘同　 永徽五年十月廿四日

２４　　　　　　　　　　　府

２５ □曹事善积

　　　　　　　　 (中　缺)


２６交何(河)县:件状如前,今以状□,

２７准状,符□
２８　　　　　永徽五年□一□□
２９　　　　　　　 府张洛

　　　　　　　　(中　缺)

３０ □□
３１牒举者.今以状关,关至,所有赃赎应入官财

３２物,从去年申后已来,仰具报.待至,勘会.

３３□□□破用之处,具显用处,并本典賫□
３４□应赴录事司勾勘者,□ □□
３５必须子细勘当,不得遗漏.限今月末

３６□□.谨关.

３７　　　　　　　　　永徽六年正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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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唐代文案的处理程式,此处当为“某日”,即主案判官作出判决的时间及其签署.



３８　　　　　　　　　　　　史高悊

３９ 参军事隆悦

４０　　　　　　　　　　　
４１　　　　　　　　　　　 ①

４２　　　　　　　　　　　 □□付

(俊)

４３　　　　　　　　 检案.武俊白.

４４　　　　　　　　　　　　　　 十三日.

４５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４６　　　　　　　　　
４７　　　　　　　　　勘□□□
４８　　　　　　　　　等以不符

　　　　　　　 (中　缺)

４９　　　　　　　　　□□□
　　　　　　　 (中　缺)
(俊)

５０　 □依勘当司从去年申

５１　 后已来,令(今)无赃赎之物及

５２　 无应入官之物.

５３交何(河)县送仓

５４伍寸,阔三尺伍寸,准直钱肆拾□.

５５　 □同前检上件门到,其

５６　 价值,县已牒别头给讫.

５７牒件录检如前,谨牒.

５８　　　　　 □□□□□□□□□
５９　　　　　 交何(河)县送仓曹门

６０　　　　　 两具,既到,付仓曹张

(俊)

　　　　　　　　(后　缺)

以上对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安西都护府仓曹文案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研究,提出了自己

若干不成熟的想法.就本件安西都护府仓曹文案而言,其内容丰富,价值颇高,是研究唐初安西都护

府治理西州及相关文书行政问题的重要资料.当然,本文的研究尚属初步,最终能否成立,也还有待

进一步的验证,谨请同行专家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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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行文字残缺,原文书整理者未标缺行,然按文案处理程式,此处应缺一行,所缺文字当为“某月某日录事某某受”,其后则

为“录事参军某某付”.第３１行残剩一“付”字,可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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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

———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丁　放

摘　要:李白与杜甫诗歌的经典化过程,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有不同的体现.现存的唐五代选本,仅三

种选李诗,一种选杜诗,且评价不太高,这里有时间、地域等原因,更主要的是认识不到位,这与韩愈等诗人

对李、杜的高度评价形成较大反差.宋、元人对李、杜的评价很高,唐诗选本却常常不选二人诗,主要理由

是二人全集易得且不宜割裂,这其实是一种尊而不亲的态度.明代唐诗选本普遍重视李、杜诗,不但二人

诗在选本中占突出地位,得到最高评价,而且是李、杜并尊,李、杜诗歌的经典化,在明代唐诗选本中正式完

成.这一经典化过程,可见经典具有耐读性和累积性,随着时代的进展,李、杜诗的意义愈加凸显,而且光

景常新.

关键词:唐诗;李杜诗;选本;经典化;积累性

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杜诗歌的地位,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是有很大变化的,
或者说是逐渐升温的,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体现在唐诗选本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李、杜诗

的关注度,在明代唐诗选本中达到顶点,这又与明朝“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代风气若合符契.当

代学者唐诗选本研究成果丰硕,如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
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等,这些成果对本文均有重要启发,但
上述著作对李、杜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多语焉不详,这也给本文留下了进一步深究的空间.

一、唐五代:滞后期

唐人选唐诗,据记载有１７０种之多,现存较全的汇刻本是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先生主编的«唐人

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该书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唐人选唐诗»(十种)
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共收入唐诗选本十六种,其中有些选本,或因年代原因,或因地域因素,未选李、
杜诗.如«翰林学士集»收录唐太宗时期君臣唱和诗５１首;«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成书

与«三教珠英»同时(公元７０１年)或稍晚(７０２年左右),现仅存卷五之残卷,存沈佺期、崔湜等人诗５９
首;«搜玉小集»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曰:“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诗六十一首”,以上

三种选本,均只收初唐诗人的作品,不可能选李、杜诗.再如殷璠«丹阳集»,只收润州诗人(共十八

人,起丁仙芝,止申堂构),每位诗人名下都有殷璠简短的评语(缺三人),这批诗人生活年代虽与李白

相近(早于杜甫),但因其为地域性选本,李白非该地人,其诗不可能入选.
专选盛唐诗歌的殷璠«河岳英灵集»,是现存影响最大的唐人唐诗选本之一,成书于唐玄宗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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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载(７５３),该书选录盛唐２４位诗人之诗２３０余首①,就数量而言,王昌龄１６首列第一,常建、王维

均为１５首,并列第二,李颀１４首,列第四,李白、高适均１３首,并列第五,对李白的评语亦较简短:
“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
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②首先肯定其文章之“纵逸”,又说其«蜀道难»等诗“奇之又奇”,自骚人

(屈原、宋玉等)以来无此体调,评价虽不低,但似乎视李白诗为别调,甚至是另类,至少没有像后世那

样将李白诗作为唐诗之最高典范.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说:“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
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足见“声律风骨”兼备,是殷璠评价盛唐诗的最

高标准.又说:“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并未举李白为代表.我们知

道,李白本不长于声律,且轻视声律③,殷璠在评李白时,亦未强调其“风骨”.相反,殷璠常用“风骨”
“气骨”为标准,来评论«河岳英灵集»中其他诗人,如评刘昚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词奇,忽有所得,便
惊众听.顷东南高唱者十数人,然声律婉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不逮诸公,自永明已还,可杰立江

表.”这是肯定其“声律”高而不满其乏“气骨”.评高适:“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

文.”评崔颢:“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评
薛据:“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评王昌龄(含储光羲):“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
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这是说,元嘉

以来,曹(植)、刘(桢)、陆(机)、谢(灵运)诸人诗的优良传统(风骨)已不复存在,王、储之诗,又恢复了

“风骨”,所举王昌龄诗句,多为风骨劲健之作.殷璠«河岳英灵集论»自述选诗标准云:“璠今所集,颇
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是“声
律风骨”兼备的另一种说法.从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评语及选诗数量来看,在他心目中,李白是当时

一位有才气、有个性的诗人,但并非诗坛的领袖人物.至于杜甫,因其生年较晚,成名亦较晚,殷璠选

此书时,杜甫困守长安,殷璠处在远离长安的润州,杜甫的诗名尚未远播至此地,故未录杜诗.
成书于天宝三、四载,定稿于肃宗乾元、上元(７５８ ７６１)年间的芮挺章«国秀集»,“集李峤至祖咏

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今存８５人,诗２１８首,平均每人不到３首,
入选盛唐诗人较多者为王维、孟浩然各７首,崔国辅６首,崔曙、王昌龄各５首,李颀４首,未录李白

诗.芮挺章天宝三载编纂此书时,在长安为国子生,李白天宝元年至三年在长安为翰林供奉,其诗得

唐玄宗、玉真公主、贺知章等人赏识,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说明李白当时名满帝都,为唐玄宗所赏识.芮挺章不选李白诗,有些不

合情理,或许是因为李白无正式官职,或者芮氏不喜其放诞不羁的行为,或不喜其诗风,总之,只能说

明芮氏眼界不高,李白诗未获社会普遍认同.杜甫此时尚未成名,故其诗未入选.
盛中唐之交的诗人元结作«箧中集»,成书于乾元三年(７６０),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等七人诗二

十四首,顾名思义,«箧中集»之得名,当系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在元结的行囊中,故取以编辑成书,其书

的主旨是崇尚雅正,其所选之诗,多为伤离、伤别、不遇之咏、挽歌等,情绪偏于感伤,偏于个人情怀,
只有赵微明«回军跛者»是反映“安史之乱”的.诗人亦非盛唐主流作家,李、杜二人均未入选,不足为

奇.在此前后,杜甫作«贼退示官吏»、«和元使君‹舂陵行›»等诗赞美元结,元结«箧中集»却未选杜

７０１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①

②

③

依次为常建１５首、李白１３首、王维１５首、刘昚虚１１首、张谓６首、王季友６首、陶翰１１首、李颀１４首、高适１３首、岑参７首

(卷上);崔颢１１首、薛据１０首、綦毋潜６首、孟浩然９首、崔国辅１１首、储光羲１２首、王昌龄１６首、贺兰进明７首、崔署６首、王湾８
首、祖咏６首、卢象７首、李嶷５首、阎防５首(卷下).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７１页.下文所引«河岳英灵集»,均见此

本,为避繁琐,恕不一一注明页码.
关于李白对声律的态度,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曰:“(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

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
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４页)



诗,亦值得玩味.
李康成«玉台后集»,是接续徐陵«玉台新咏»的,内容是以咏妇女生活之诗为主.李康成曾与刘

长卿交往,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说康成与李、杜、高、岑大致同时,«玉台后集»成书于天宝之

后.“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按:当作张起)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见晁公武«郡斋读书

志»卷四下),惜原书已佚,陈尚君先生辑得作者７１人、诗１０６首,刊入«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
辑本中无李、杜诗,因文献散佚,无法讨论.

«中兴间气集»是与«河岳英灵集»时代相接、体例相同、名声相近的著名唐诗选本,选者高仲武,
生平事迹不详,其«自序»云:“仲武不揆菲陋,辄罄謏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

历十四年己末.述者２６人,诗总１３４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略叙品汇人伦,命曰«中兴间气集».”①

该书所选,多为大历时期知名诗人,如钱起、李嘉祐、戴叔伦、朱湾、韩翃、郎士元、崔峒、刘长卿等,多
录格律精严、诗风清丽之作.在高氏此选的时间范围内,李、杜都有大量优秀作品传世,而且大历末

年李、杜皆已去世,可以盖棺定论,高仲武不选二人之诗,反映了其艺术眼光的狭窄(如对李白诗的认

识)或见闻不广(杜诗尚未流传),这也说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尚未完成.
中唐另外几种唐诗选本,各有明确、特定的选诗标准,如令狐楚«御览诗»,成书于元和九年至十

二年(８１４ ８１７)之间,是翰林学士令狐楚选编、呈给宪宗皇帝以备御览的,选“刘方平而下迄于梁锽

凡三十人、诗二百八十九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主要为肃宗、代宗、德宗时期之诗,李、
杜均未入选.佚名编«元和三舍人集»,收录元和时期三位中书舍人令狐楚、王涯、张仲素之诗.唐宣

宗大中时人褚藏言编«窦氏联珠集»一卷,收录窦叔向五子窦常、窦牟、窦群、窦痒、窦巩之诗,每人录

２０首,共１００首,此书有家集性质.蔡省风«瑶池新咏集»,专录女性诗人,这几种诗选不选李、杜,均
合乎情理.

姚合«极玄集»情况又有所不同.姚合自题云:“此皆诗家射雕之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

者,庶免后来之非,凡二十一人,共百首.”该书开篇即选王维３首、祖咏５首,说明盛唐诗在其范围之

内,而李、杜亦均未入选,可见他对李、杜诗的价值认识不足.以接续«极玄集»自命的韦庄«又玄集»,
«自序»说选作者１５０人,诗３００首,今实存１４６人,诗２９９首.四唐诗人均有选入,盛唐录李白、杜
甫、王维等１９人,但杜仅７首,李仅４首,数量偏少,去取颇为随意.五代后蜀韦縠所编«才调集»十
卷,每卷１００首,共１０００首,是现存唐人选唐诗中数量最多者,«自叙»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
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②似乎是精心之选,
但实际上并不严谨,胡震亨«唐音癸签»言其“随手成编,无伦次”,有理.«自叙»重点提及“李、杜集”,
却未选杜诗,李白诗入选２８首,数量虽多于初、盛唐其他诗人,但明显少于一些中、晚唐诗人,如元稹

入选５７首、温庭筠６１首,韦庄６３首,杜牧３３首,李商隐４０首,且所录李白诗,以乐府诗为主,面貌多

风华旖旎,远未反映李诗之全貌及主要特点.
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考察,此书共录十六种唐诗选本,仅«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

集»三种选了李白诗,且选诗数量在三书中并不突出;杜甫则更加被忽视,仅«又玄集»一种,录杜诗７
首.可见唐代选家对李、杜诗重视不够,李、杜诗的经典化过程,在唐代选家手中,显得颇为滞后.究

其原因,一是李、杜二人非进士出身,又非高官显宦,在当世诗名不甚高,二是李、杜身逢“安史之乱”,
生活艰辛,漂泊无定,作品很难保存乃至迅速流传,初盛唐诗人的作品普遍传世较少,恐怕也与此不

无关系.三是当时印刷术尚未普及,除了白居易等少数有心人之外,多数诗人的作品均自生自灭,
李、杜诗集能够保存下来,已属万幸,当时选家难以见到二人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

相对而言,中、晚唐诗人对李、杜的评价则要高得多,最典型的是韩愈,其«荐士»诗云:“国朝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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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①«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
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酬司门卢四

兄云夫院长望秋作»:“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另如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吟
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杜牧«冬至日寄小侄

阿宜诗»:“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命代

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二:“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

象共端倪.”皮日休«郢州孟亭记»:“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②司

空图«与王驾评诗书»:“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
矣.”③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于天.”④

唐人选唐诗对李、杜诗相对漠视,中晚唐诗人对李、杜评价颇高,二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说明

李、杜诗在唐代社会被大众认可的程度较低(普通民众主要是通过选本来了解作品,唐人选唐诗忽略

李、杜,对在大众中传播李、杜诗有很大影响),李、杜诗的价值仍处于被严重遮蔽的状态,李、杜诗之

经典化进程,远未完成.

二、宋元:尊而不亲

李、杜之诗在唐代流传不广,与其全集尚未刊刻有直接关系.入宋之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二
人的全集皆被多次刊刻并广为流传,李、杜诗开始广为人知,并得到高度认同.然而,宋代的唐诗选

本,却对李、杜诗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如北宋著名唐诗选本«唐百家诗选»⑤,王安石«唐百家诗选

序»曰:“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

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该书选唐诗人１０４家,诗１２００余首,入
选诗作较多的是王建、皇甫冉、岑参、高适等,均在七十首以上,韩偓、戴叔伦、杨巨源等皆四五十首,
孟浩然、王昌龄、卢纶各二三十首,但是,既然说“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却未选唐代两位最重要的

诗人李白与杜甫,是绝对说不通的.对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说法是“李、杜、韩、柳以家有其集,故不

载”⑥,这是很牵强的观点.此书偏重中、晚唐,而略于初、盛唐,不选李、杜,主要原因应当是王安石执

拗的性格,他欲与唐人分庭抗礼,其诗从中、晚唐一路发展而来,故有意“忽略”李、杜诗.洪迈的«万
首唐人绝句»,成书于宋孝宗淳熙时,所选唐人绝句约一万首,李、杜皆在其中,入选李白五绝８３首,
七绝８５首;杜甫五绝３２首,七绝１０８首,数量均较多,意在求全而少选择,而且此书只选绝句一体,
并不能代表李、杜诗的全部(或者主要)成就.南宋“永嘉四灵”之一的赵师秀选«众妙集»,共选唐诗

人７６家,诗２２８首,李白、杜甫、王维、高适、韩愈、白居易等大家均未入选,多选中、晚唐不知名的诗

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评曰:“是集乃以风度流丽为宗,多近中唐之格”.赵师秀有«二妙集»,
专选贾岛、姚合之诗,当然不会选李、杜.

南宋的一些绝句选本也常常忽视李、杜,如柯梦得«唐贤绝句»,原书已佚,«郡斋读书志»卷五下

记载其选李、杜等五十四人之作,但“白止四首,甫六首,愈八首,宗元四首,惟牧二十五首”,也是偏重

晚唐.刘克庄«唐五七言绝句»已佚,其自序(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云:“惟李、杜当别论”,
说明其未选李、杜诗.宋赵蕃等人撰、谢枋得注«注解选唐诗»(一作«唐诗绝句»),全书五卷,专选唐

人七绝,共５４人,诗１０１首,亦偏重中、晚唐,如刘禹锡１４首,杜牧８首,李商隐、韦庄各４首等.

９０１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文所引唐诗,均据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为节省篇幅,省略卷数、页码.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七九七,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３年,第９册,第８３５５页下栏至８３５６页上栏.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八○七,第９册,第８４８６页上栏.
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卷八二三,第９册,第８６７１页下栏.
该书一题王安石选,一说为宋次道选.
严羽:«沧浪诗话考证»,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４４页.



周弼«三体唐诗»是宋末重要的唐诗选本,据友人张智华教授统计,该书选录七绝(１７３首)、七律

(１５０首)、五律(２０１首)三种诗体,诗人１４０人,其中初唐６人,盛唐１６人,中唐６６人,晚唐５２人,同
样未选李、杜诗,张智华曾推测其原因,但并无确证.

金代著名唐诗选本«唐诗鼓吹»,为元好问选,其弟子郝天挺注①.元人赵孟 «左丞郝公注‹唐诗

鼓吹›序»:“鼓吹者何? 军乐也.选唐诗而以是名之者何? 譬之于乐,其犹鼓吹乎? 遗山之意则深

矣.中书左丞郝公当遗山先生无恙时,尝学于其门,其亲得于指授者,盖非止于诗而已.嗟夫!
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②明确指出«唐诗鼓

吹»选者为元好问,注者为郝天挺.赵序作于至大元年,即１３０８年.姚燧«唐诗鼓吹注序»云:“鼓吹,
军乐也.取以名书,则由高宗退居德寿,尝撰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③,故遗山本之,选唐近体六

百馀篇,亦以是名,遗山代人云南参政郝公新斋视为乡先生,自童子时尝亲几杖,得其去取之指

归.恐其遗忘,以易数寒暑之勤,既辑其所闻,与奇文隐事之杂见他书者,悉附章下.则公可当元门

忠臣,其又郑笺之孔疏欤?”④同样肯定此书为元选、郝注.卢挚«唐诗鼓吹后序»亦云:“新斋郝公继先

注«唐诗鼓吹»集成,既命江东肃政内翰姚公端父为之序,而属挚跋于篇末.«唐诗鼓吹集»者,遗山先

生元公裕之之所集.公以勋阀英胄,幼受学遗山公.尝以是集教之诗律,公慨师承之有自,故为之

注.”⑤卢序作于大德七年(１３０３).武乙昌«注唐诗鼓吹序»云:“唐一代诗人,名家者殆数百,体制不

一.唯近体拘以音韵,严以对偶,起沈、宋而盛于晚唐,迄今几五百年,未有能精其选者.国初遗山先

生为中州文物冠冕,慨然当精选之笔,自太白、子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名曰«唐诗鼓吹».
今中书左丞新斋郝公,以旧德为时名臣,早尝讲学遗山之门,念此诗不可无注,于是研覃精思,为
之训释.诗人出处皆据史传,详著下方,使当时作诗之悉浮游于辞气之表,而遗山择诗之意亦从是可

见,真天壤间奇书也.”⑥武序对元选、郝注«唐诗鼓吹»同样肯定,且明确指出此书未选李、杜诗.武序

作于至大元年(１３０８).姚序虽未标明作年,但文末有“惜今白首”之语,故知作于姚燧晚年,姚燧生卒

年为１２３８ １３１３年,故此序与赵、武二序大致作于同时,当在卢挚序之稍前,亦即１３０７年或稍前.
从诸序得知,郝天挺为元好问及门弟子,郝之生卒年为１２４７ １３１３年,故上述诸序,均作于郝天挺在

世之时,或许是受郝天挺所托而作.则«唐诗鼓吹»为金人元好问选、其弟子郝天挺注可以确定无疑

矣⑦.吴汝纶曰:“遗山«题中州集后»绝句云:‘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此选大率亦以

«百家»为蓝本,又所选诗多慷慨激昂、豪迈沉著之篇,与遗山所为诗同条共贯,以此推之,其为遗山所

选,决非妄说.况有赵孟 、武乙昌、姚端父诸人为序,岂得尽目为伪撰者哉?”⑧所论较确.
«唐诗鼓吹»只选七律,主要选中、晚唐诗人之作,第一卷即为柳宗元１０首,刘禹锡１５首,许浑３１

首,初盛唐诗仅见于卷二,亦仅选王维８首,高适１首,岑参１首,张说２首,对中、晚唐诗的选择亦不

够精审.对于该书未选李、杜,清人王清臣是这样分析的:“至于李、杜之作,唐人诸选,惟殷璠、韦縠

仅及青莲廿余篇,此并李、杜而轶之.盖以两家专集,光焰万丈,无可去取,故世有选李、杜者,亦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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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据元人赵孟 序,此书为金人元好问辑,其弟子郝天挺注,清人曾提出异议,但并无定论.
见明覆元刻本«注唐诗鼓吹»卷首.又,清人陆贻典«唐诗鼓吹题词»曰: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有两个郝天挺,一位字晋卿,泽

州陵川人,元好问曾从其学进士业;一字继光,受业于元好问,曾注«唐人鼓吹集»(按即«唐诗鼓吹»),则两位郝天挺,一为遗山之师,
一为遗山之弟子.

«幽闲鼓吹»,唐张固著,此说不知何据.
姚燧:«唐诗鼓吹注序»,«牧庵集»(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三,第４页b至第５页b.
陆心源:«皕宋楼 书志»卷一一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０５页.
见明覆元刻本«注唐诗鼓吹»卷首.
曹之谦«读唐诗鼓吹»:“杰句雄篇萃若林,细看一一尽精深.才高不似人间语,吟苦定劳天外心.白璧连城无少玷,朱弦三

叹有遗音.不经诗老遗山手,谁解披沙拣得金.”(见房琪«汾河诸老诗集»卷八)亦肯定此书为元好问所选.
吴汝纶:«评点‹唐诗鼓吹›序»,１９２５年南宫邢氏刻本«桐城先生评点唐诗鼓吹»卷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

页b.



五经四子书而甲乙之,未尝不令人捉鼻也.”①如果如吴汝纶所言,«唐诗鼓吹»主要取材于王安石«唐
百家诗选»,则元好问与王安石一样,不选李、杜诗,则为顺理成章之事,王清臣的解释,也缺少说

服力.
元代知名的唐诗选本,前有方回«瀛奎律髓»,后有杨士弘«唐音».“«瀛奎律髓»成书于元至元二

十年(公元一二八二年),当时即已刊刻流行.”(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前言»),«唐音»“始于乙亥

(１３３５)成于甲申(１３４４)”,刊刻于至正四年甲申(１３４４)(杨士弘«‹唐音›自序»),二者相差了六十余

年,二书反映了元代人对李、杜诗看法的重大改变.
«瀛奎律髓»专选唐、宋律诗约３０００首,３８５家,其中唐诗１２００余首,宋诗１７００余首,数量上偏重

宋诗,其选诗的主旨是重视杜甫及江西诗派,全书４９卷,其中２９卷有杜诗入选,共选杜诗２０９首,占
入选唐诗总数(１２２７首)的六分之一,比例非常高.方回是著名的宋诗派,他选«瀛奎律髓»,目的是

为“江西诗派”壮大声势,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祖三宗”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
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享者有数焉.”论七律时也说:“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

冠.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清劲洁雅者,曾
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②方回此书,多选老杜及中、晚唐诗,宋诗则以北宋黄、陈
诸家为主,近乎钱钟书先生所言之“宋调”,虽选杜诗超过２００首,但只选五律、七律两体,对海涵地

负、千汇万状的杜诗之面貌,亦未能全面反映.至于李白诗,本书仅选１０首,与李白在诗歌史上的地

位严重不符,究其原因,是因太白诗不合其论诗所崇尚的标准而已.
杨士弘«唐音»选唐诗１４２１首③,«唐音自序»对历代唐诗选本轻视盛唐、重视中、晚唐深致不

满:“及观诸家选本,载盛唐诗者,独«河岳英灵集».然详于五言,略于七言,至于律、绝,仅存一二.
«极玄»姚合所选,止五言律百篇,除王维、祖咏,亦皆中唐人诗.”杨士弘又指出:«中兴间气集»«又玄»
«才调»诸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亦重晚唐,洪迈、曾原一、赵紫芝、周弼等唐诗选本,“大抵多略于

盛唐而详于晚唐也.”由于重中晚唐而轻盛唐,李、杜往往被忽略,这与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杨士

弘“后客章贡,得刘爱山家诸刻初盛唐诗,手自抄录,日夕涵泳.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
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该选本重视初盛唐诗,杨氏在«自序»中,对李、杜诗十分

推崇,并且以李、杜为核心,勾画了初盛唐诗人群:

　　夫诗莫盛于唐,李、杜文章冠绝万世,后之言诗者皆知李、杜之为宗也.至如子美所尊许者,
则杨、王、卢、骆;所推重者则薛少保、贺知章;所赞咏者,则孟浩然、王摩诘;所友善者,则高适、岑

参;所称道者,则王季友.若太白登黄鹤楼,独推崔颢为杰作;游郎官湖,复叹张谓之逸兴;拟古

之诗,则仿佛乎陈伯玉.古之人不独自专其美,相与发明斯道者如是,故其言皆足以没世不

忘也④.
此序中所列李、杜推崇之诗与诗人,多已被选入«唐音»,但是,«唐音»却未直接选李、杜诗,原因是«凡
例»所言:“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虽有说明,但不能不说是«唐音»的一大缺憾,明人邵天

和、胡应麟、胡震亨均对此提出批评⑤.
元代唐诗选本中,«瀛奎律髓»兼选唐、宋,以“宋调”为指归,对弘扬杜诗有很大作用,但只选五、

七言律诗,且以宋诗标准选杜诗,又有较大局限性.«唐音»在理论上推重李、杜诗,在某种程度上说

是以李、杜的眼光来选唐诗,如«唐诗始音»主要录“初唐四杰”诗,不分体,«唐诗正音»卷一至卷六,分

１１１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清臣«唐诗鼓吹小引»,见«唐诗鼓吹笺注»卷首,清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刻本.
方回这两段话,分别见«瀛奎律髓»卷二十六,陈与义«清明»诗评语;«瀛奎律髓»卷一,陈与义«与大光同登封州小阁»评语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４９、４２页).
陶文鹏、魏祖钦校点:«唐音评注前言»,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７页.
本文所引杨士弘«唐音自序»之文字,见陶文鹏、魏祖钦校点:«唐音评注»卷首“«唐音»姓氏并序”,第７ ８页.
参阅陶文鹏、魏祖钦校点:«唐音评注前言»,第１２页.



体裁选唐诗,多选初盛唐名家名作;«唐音遗响»卷一、卷二录盛唐诗,应当说,初盛唐诗入选的数量不

少,体现了盛唐诗风.«瀛奎律诗»选了二百多首杜诗,其宗旨却是尊宋,«唐音»未选李、杜诗,却贯穿

了李、杜的精神,其宗旨是尊唐.
总之,宋元人的唐诗选本,对李、杜的态度是尊而不亲,以全集流行易得为主要借口,基本上未选

李、杜诗,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李、杜诗在广大受众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三、明代:双峰并峙

明人重唐诗,李、杜诗也被抬高至历史上的顶点.
明代唐诗选本数量较多,本文选择几种较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读者自可举一反三.
明代最著名的唐诗选要当推高棅的«唐诗品汇»(成书于１２９３年),高棅与闽人林鸿等并称“闽中

十子”.该书«凡例»即引林鸿论诗之语来推尊盛唐:“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

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林鸿之语,实承袭«河岳英灵集

叙»的观点.高棅“以为确论”,后来,高棅见到同为闽人的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之说,更加印证了

林鸿的观点,即论唐诗以盛唐(开元、天宝)为最高境界,严羽论诗“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且要将

“李、杜二集枕藉观之”,朝夕讽咏,这些都对高棅产生了直接影响.«唐诗品汇»正集九十卷(«拾遗»
十卷暂未统计),共入选作者６２０人,诗５７６９首,按体裁排列.

高棅继承并发展了严羽的唐诗分期法,按四期(初、盛、中、晚)、九格(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
翼、接武、正变、余响、傍流)选唐诗,其中“正宗”以下四格为盛唐,李白诗多为正宗,杜甫诗多为大家,
二人诗入选之数量,为全书的前两位,李、杜诗在唐诗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至此得以确立.具体情

况是:五言古诗,李白为正宗(第四、第五、第六卷),共１９６首;杜甫为大家(第七、第八卷),共８４首;
第二十四卷“长篇”,李、杜各二首.七言古诗李白为正宗(第二、三卷),共７６首;杜甫为大家(第四

卷),共５２首.五言绝句,李白为正宗(第二卷内),２３首;杜甫为羽翼(第三卷内),８首;七言绝句,李
白为正宗(第二卷内),３９首;杜甫为羽翼(第三卷内),７首.五言律诗,李白为正宗(第五卷内),４６
首,杜甫为大家(第七卷内),８２首.五言排律,李白为正宗(第四卷内),２０首;杜甫为大家(第五卷),

２５首;七言律诗,李白为正始(第二卷内),６首;杜甫为大家(第三卷),３７首.在高棅的诗学体系中,
“正宗”是最高的待遇,而在七大类诗中,李白诗有六类被列为“正宗”,一类被列入“正始”,其他盛唐

诗人均无法望其项背.高棅给杜甫诗的名号是“大家”,虽然也是第一等的评价,但总觉得不如“正
宗”名正言顺,高棅论杜,称之为“大家”,或许体现了杜诗正中有变,由盛唐开启中唐的特点.杜甫诗

有五类被列为“大家”,两类列为羽翼.再看选诗数量,李白诗入选«唐诗品汇»(正集)４０８首,杜诗

２９７首,李、杜合计共７０５首,约占«品汇»选诗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占李诗存世总数的约百分之四十,
杜诗存世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李、杜诗之精华,均被网罗在内.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即充分肯定

李、杜诗之地位:“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
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①在批评唐宋时

期的唐诗选本时,高棅也指出“李、杜大家不录”,为重要缺陷.
高棅在编成«唐诗品汇»后,又在此基础上精选为«唐诗正声»二十二卷,明人何城«重刊‹唐诗正

声›序»云:“国朝高廷礼汇唐诗为九十卷,中又择其声之正者九百首有奇,别为一编故愚尝谓«品
汇»之外,唐人无诗矣;«正声»之外,唐之诗得其正者亦鲜矣.”②胡缵宗«刻‹唐诗正声›序»亦云:“杨
(按,指杨士弘«唐音»)未选李、杜,高(按,指高棅«唐诗正声»)李、杜亦入选;杨于晚唐犹有取焉,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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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８２年,第８页下栏至第９页上栏.
高棅编选:«唐诗正声»卷首,明嘉靖何城重刻本(据陈伯海、李定广编著:«唐诗总集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晚唐才数人数首而止,其严哉!”①赞扬高棅选李、杜而轻晚唐.据笔者统计②,«唐诗正声»共收唐诗

９３４首,亦分七大类,如同«唐诗品汇»,其中五古,李白３３首,杜甫３８首;七古,李白１３首,杜甫１４
首;五律,李白９首,杜甫１５首;五言排律,李白４首,杜甫７首;七律,李白３首,杜甫１６首;五绝,李
白７首,杜甫３首;七绝,李白１２首,杜甫未收.合计收李白诗８１首,占全书总数百分之八点六,收
杜甫９３首,占全书百分之九点九,李杜诗共１７４首,占全书百分之十八点五.可见,从«唐诗品汇»到
«唐诗正声»,李、杜诗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其他诗人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如果

说«品汇»选李白诗多于杜甫,似乎对李稍有偏爱,«正声»则更加一碗水端平,无抑杜扬李或抑李扬杜

现象.郭濬«增订‹唐诗正声›序»曰:“我明高廷礼先生尝辑«品汇»,拔其尤为«正声»,标格闲体,典则

可法,沨沨乎洵一代雅音矣.”③所言较确.当然,可能是限于篇幅,李、杜的一些长篇五、七言古诗、歌
行未能入选,显得«正声»稍有不足.

“后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攀龙有«唐诗选»,学界多以为是从李攀龙«古今诗删»中的唐诗部分转化

而来④,此说实不确.笔者将二书比较,发现差别巨大,如五言古诗,«唐诗选»共选１４首(即卷一),七
言古诗选３２首(见卷二);«古今诗删»选五言古诗１１９首(卷十、卷十一),选七言古诗９６首,两者相

差数倍.以«唐诗选»卷一为例,其全部出于«古今诗删»,可以说«唐诗选»是«古今诗删»的删节本或

再选本.本文重点讨论«唐诗选»与李、杜诗经典化问题,该书共七卷,依旧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
七律、五绝、七绝的顺序排列,共收唐诗４６０首⑤,其中李白诗３４首,占全书百分之七强,杜甫诗４８
首,占百分之十强,李、杜相加,占近百分之十八,二人仍列前两位,地位十分突出.值得注意的是,王
维诗入选３２首,仅比李白少两首,占约百分之七.在«唐诗选序»中,李攀龙肯定杜甫的七古,李白的

五、七言绝句,七律则肯定王维、李颀,对杜甫亦微致不满.本书选李白诗较多的是五律(５首)、五绝

(５首)、七绝(１８首),李白五七言古诗有极高成就,«唐诗选»仅选２首,显得偏少,去取不当.选杜诗

较多者为七古(８首)、五律(１２首)、五排(７首)、七律(１２首),则较为合理.此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前后七子”的诗学思想.明人施凤来«唐诗选序»曰:“历下李于麟裒然以诗振起嘉、隆,乃一畅李、
何之绪,渔猎百氏,为一代文匠.其选唐诗仅若干卷,操诗家三尺以进退诸作者,不入彀率,虽爱必

捐.”⑥说明他是持“前后七子”的标准来选唐诗的.本书特重李、杜,明人已有认识,费元禄«唐诗选

序»在评论了唐代诗人的优缺点之后,指出:“独少陵雄浑,青莲疏逸,鞭笞诸家,掩映千古.譬之参三

乘禅,以顿以渐,各从所入,其于证果一也,而要之大宗智者得之矣.”⑦

明代的唐诗选本还有一种值得关注,即唐汝询的«唐诗解»,该书“一遵«品汇»之例”(唐汝询«唐
诗解凡例»),«四库全书总目»曰:“是书取高廷礼«唐诗正声»、李于麟«唐诗选»二书,稍为订正,附
以己意,为之笺释.”⑧此说实际上源于«唐诗解凡例»:“选唐诗者,无虑数十种,而正法眼藏,无逾

高、李二家.然高之«正声»,体格綦正而稍入于卑,李之«诗选»,风骨綦高而微伤于刻.余欲收其二

美,裁其二偏,因复合选之.得若干首,令观者驾格于高而标奇于李,其于唐诗或庶几矣.”⑨据王振汉

先生统计,«唐诗解»选入唐诗１５００余首,其中李白诗１７５首,杜甫诗１７４首,均占选诗总数近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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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缵宗:«鸟鼠山人小集»卷十二,明嘉靖刻本.
此处统计所依据的版本为日本天保十四年(１８４１)«唐诗正声笺注»,早稻田大学土岐文库藏.
郭璿:«增订‹唐诗正声›»卷首,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刻本,第１页b.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集部总集类存目»:“«唐诗选»七卷,旧本题明李攀龙编,唐汝询注,蒋一葵直解攀龙所选

历代之诗,本名«诗删»,此乃摘其所选唐诗.汝询亦有«唐诗解»,此乃割取其注,皆坊贾所为.疑蒋一葵之直解亦托名矣,然至今盛

行乡塾间,亦可异也.”(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６５年,第１７４９页下栏)
«古今诗删»卷十至卷二十二为唐诗,共７２５首.
李攀龙编选:«唐诗选»卷首,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武林一初斋刻本(据陈伯海、李定广编著:«唐诗总集纂要»,第２４５页).
费元禄:«甲秀园集»卷二十五,明万历刻本,第１６页a.
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集部总集类存目»三,第１７６３页中栏.
唐汝珣选释:«唐诗解凡例»,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页.



十二,合计达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一.«唐诗解»与«唐诗正声»选诗高度重合,仍以

李、杜为例,«正声»五古,李白诗３３首;«唐诗解»,共５４首,有３１首与«正声»重复;杜甫诗３８首,«唐
诗解»共５０首,有３５首与«正声»重复;七言古诗,«正声»选李白１３首、杜甫１４首,«唐诗解»李诗共

２２首,«正声»１３首全部入选;«唐诗解»,杜诗共４０首,«正声»１４首,全部在内.依此类推,«唐诗解»
实为«唐诗正声»的扩展版,首先是增加了约三分之一(５００首)诗作,其次是作了注释,其三是增加了

评语(即“解”),这一部分是最见功力之处.
从«唐诗品汇»到«唐诗正声»,再到«唐诗选»、«唐诗解»,明代唐诗选本中尊盛唐、重李杜的主线

还是十分清晰的,李、杜之诗,因这几种诗选的宣传,而广为人知,也是十分明显的.
晚明竟陵派的«唐诗归»,与上述复古派诗选面目大不相同,«唐诗归»的选者钟惺、谭元春,既反

对“前后七子”模拟盛唐而出现的“极肤、极熟、极狭”之风,又反对“公安派”的“险”“俚”“僻”的作法,
转而提倡“幽情单绪”(钟惺«诗归序»)、“孤怀”“孤诣”(谭元春«诗归序»),他们不像“公安派”那样提

倡中、晚唐诗风,对盛唐还是重视的,只不过在具体诗作的选择上与复古派有很大区别.钟、谭承袭

了高棅的四唐分法,«唐诗归»３６卷,其中初唐诗５卷,共选诗３２３首,７０位诗人;盛唐为重中之重,共
１９卷,选诗１１６４首,诗人９３位;中唐共８卷,选诗４８９首,诗人６９位;晚唐４卷,选诗２６１首,诗人６２
位.总计全书选诗２２３７首,诗人２９４位.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唐诗归»选诗之数量,仅次于«唐诗品

汇»,但大量的唐诗经典名篇却被其排除在外.邬国平教授«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孙春青«明代

唐诗学»对此有详尽的分析,孙学堂«明代诗学与唐诗»也指出本书未选一些重要作品,并引用钟惺

«再报蔡敬夫»之言:“直黜杨炯一字不录,而«滕王阁»«长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头翁»、初盛应制

七言律、大明宫唱和、李之«清平调»,杜之«秋兴八首»等作,多置孙山外.”孙学堂还指出«唐诗归»偏
爱山水田园诗、偏爱写日常生活之诗,不选高、岑七言歌行名篇等①.

在推尊盛唐的大方向上,«唐诗归»与高棅以下持复古论的唐诗选本在表面上是一致的,«唐诗

归»选唐诗２２３７首,其中盛唐诗１１６４首,占到全书的一半以上,是初、中、晚唐诗的总和.但是实质

上,二者又有很大不同,一是在复古派选本中,李、杜均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入选诗作最多,二人诗歌

入选数量也大致相等,«唐诗归»却是杜甫最多(３１３首)、王维其次(１１３首)、李白第三(９８首),同时

储光羲(６１首)、孟浩然(６８首)、王昌龄(６６首)、高适(３８首)、岑参(４５首)、李颀(３５首),王维诗的数

量超过李白,所选王维诗占其存诗总数高达百分之二十五,李白诗不到百分之十,杜甫诗达百分之二

十以上,李白的地位明显下降,同时盛唐几位名家也占了较大比重.在具体篇目的取舍方面,钟、谭
更是与复古派不同,如李白著名的«古风»组诗,钟惺评曰:“太白长处殊不在此,而未免以六十首故得

名.”故仅选一首(凤飞九千仞).李白的七古名篇«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西岳云台歌送丹丘

子»«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
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均未入选.又如选七律,钟、谭首先对王世贞之论杜表示不满,«唐诗归»
选杜甫七律«九日蓝田崔氏庄»,且评论曰:“钟云:凡雄者贵沉,此诗及‘昆明池水’,胜于‘玉露凋伤’
‘风急天高’,盖以此.王元美谓七言律虚响易工,沉实难至,似亦笃论.而专取四诗为唐七言律压

卷,无论老杜至处不在此,即就四诗中,已有虚响沉实之不同矣.不知彼以何者而分虚响沉实也,特
录此黜彼,以存真诗.”②王元美(世贞)为“后七子”领袖之一,他论杜甫七律之语见其«艺苑卮言»:“何
仲默取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取崔司勋«黄鹤楼»,为七言律压卷.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

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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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国平:«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孙春青:«明代唐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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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泽刻本.

钟惺、谭元春辑:«唐诗归»卷二十二,«续修四库全书»本(据辽宁省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本文引用«唐诗归»之语,均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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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则锦矣,如全幅何? 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

称,而斤两不足;‘昆明池水’,秾丽况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微乖耳.然竟当于四章求之.”①钟惺不

满而王世贞盛赞的“风急天高”,即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玉露凋伤”即杜甫«秋兴八首»中
的“玉露凋伤枫树林”一首,按王世贞的说法,此二诗为杜诗压卷之作,按照钟惺的说法,这两首诗不

够“雄”、“沉”.评价标准不同,毁誉悬殊.钟、谭对杜诗的评价有时不免自相矛盾,如他们不满于王

世贞称赞“老去悲秋”(即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同时又将其选入«诗归»,还选入杜甫的“昆明池

水”(即«秋兴八首»之一),但在评«白帝城最高楼»时又说:“钟云:同一清壮,而节细味永,按之有物,
觉‘老去悲秋’‘昆明池水’等作皆逊之.”(«唐诗归»卷二十二)钟、谭一直不满杜甫的一些七律组诗,
一则曰:“钟云:«秋兴»偶然八首耳.非必于八也.今人诗拟«秋兴»已非矣.况舍其所为秋兴而专取

盈于八首乎? 胸中有八首,便无复秋兴矣.杜至处不在秋兴,秋兴至处亦非以八首也.今取此一首,
余七首不录.”(«唐诗归»卷二十二«秋兴»“昆明池水”首评语)批评«秋兴»«诸将»等组诗“徒费气力”
(«唐诗归»卷二十二«覃山人隐居»诗评语).在«小寒食舟中作»的评语中,钟惺揭橥自己选杜甫七律

之标准:“钟云:予选杜七言律似独与世异同,盖此体为诸家所难,而老杜一人选至三十余首,不为严

且约矣.然于寻常口耳之前,人人传诵,代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友夏云:既欲选出真诗,安能顾

人唾骂.留此为避怨之资乎? 知我者老杜,罪我者从来看杜诗之人也.”(«唐诗归»卷二十二)杜甫

«秋兴八首»为有机之整体,为学者共识,杨伦«杜诗镜铨»引俞玚曰:“身居巫峡,心忆京华,为八诗大

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四曰:“怀乡恋阙,吊古伤今,杜老生平,具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

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诸将五首»亦为统一整体,王嗣奭«杜臆»卷六曰:“前四

首皆责备天宝以来诸将,而末章颂严武以愧之.观武镇蜀,来则安,去则乱,无忝将才,亦非阿其所好

也.”«杜诗镜铨»云:“«秋兴»«诸将»,同是少陵七律圣处,沉实高华,当让«秋兴»;深浑苍郁,定推«诸
将».有谓«诸将»不如«秋兴»,此少年耳食之见耳.”«唐诗归»不喜«秋兴»«诸将»等组诗,一是因为不

喜欢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不能欣赏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作,对杜诗艺术的理解也有很大偏

差,二是钟、谭偏爱清幽、明净的诗风,反映出他们思想境界平庸,艺术趣味狭窄,只能欣赏那些“幽情

单绪”的小情调,因此他们也不能欣赏李白的那些分量较重的七言古诗,这都是其不足之处,所以明

末清初许多学者对“竟陵派”评价不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讽为“鼠穴”“鬼国”,朱彝尊«静志居诗

话»卷十九、«明诗综»卷七十一说«诗归»一出,“正声微茫,蚓窍蝇鸣,镂肝 肾”,为亡国之音.毛先

舒作«诗辨坻»,有«竟陵诗解驳议»,专批«诗归».«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存目三也对«诗归»
多有批评:“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元(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

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②所云“以纤诡幽渺为宗”、割裂连篇之诗等,均切合«诗归»选
李、杜诗之弊.

由周敬、周珽选辑的«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刊刻于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５),是明末具有集

大成性质的唐诗选本,选诗２４００余首,博采众家之长,持论公允,成功地避免了从复古派到公安、竟
陵派的偏颇,给后世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唐诗读本,该书选杜诗１７２首,李白诗１５４首,占全书总数约

百分之十三,李、杜诗的代表作多已选入,评价亦较精辟,笔者已有专文论之③,兹不赘言.

四、李、杜诗歌地位在后世的升降

唐人的唐诗选本,对李、杜诗不够重视,但幸运的是,李、杜诗集得以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李白

集,唐时有李阳冰所辑«草堂集»十卷、魏颢所编«李翰林集»,中唐时,范传正又为李白编了一个集子,

５１１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①

②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１００８页.
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第１７５９页上栏至中栏.
丁放:«‹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与明代唐诗学»,«文学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见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作于元和十二年,公元８１７年).宋初乐史编有«李翰林集»二十卷,«李翰林

别集»十卷.稍后,宋敏求汇集众家所录,编为«李太白文集»三十卷,经曾巩校正,苏州知州晏知止于

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刻印刊行.杜甫集,至宋初已亡佚过半,苏舜钦、王洙相继整理杜集,但未刊刻,嘉祐

(１０５６ １０６３)中,王琪为苏州知州,在王洙本的基础上整理刊刻.治平(１０６４ １０６７)中,裴煜又增元

稹撰杜甫«墓志铭»等九篇,再次印行,此王洙编、王琪校订、裴煜补遗之«杜工部集»,成为后世杜集的

祖本①.李白诗有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等注本流行,杜诗则出现多种

注本,如郭知达辑«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注杜诗、黄希与黄鹤等人的«千家集注杜诗»等.李诗今存

约１０５０首,杜诗今存１４５０余首,在现存唐人诗集中,李、杜诗歌的数量仅次于白居易,列二、三位,这
为后世诗人认识李、杜,提供了宝贵的文本材料.但是,李、杜二人身世漂零,李白仅在长安当过两三

年徒有虚名的“翰林供奉”,天宝三载(７４４)之后即浪迹江湖,“安史之乱”中又遭牢狱之灾、流放之厄.
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刚得微官,即逢战乱,支离东北,漂泊西南,二人均在贫困交加中度过余生,所
以,他们的诗歌,在当时未能得到朝野的公认(尤其是杜诗,远未被时人认可).中唐前期,“大历十才

子”为代表的工整流丽的诗歌占据诗坛,如独孤及为大历诗人皇甫冉诗集作序时说:“沈、宋既殁,而
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②与李、杜
同时的王维诗名甚盛,他去世后,皇帝曾命其弟王缙将其文集呈进.顾况则说陶翰为开、天时期著名

诗人,綦毋潜、王昌龄是其敌手③.到了中唐元和年间,韩、孟与元、白两大诗派崛起于诗坛,开始重视

李、杜.元稹于元和八年(８１３)为杜甫«墓志铭»,将李、杜并称,对杜诗极力称赞,批评李白不能“铺陈

终始,排比声韵”④,是一种抑李杨杜论.元和十年(８１５)白居易作«与元九书»,依据“美刺兴比”说立

论,对李、杜,一方面肯定其地位,一方面又颇有微词⑤.五代之末,刘昫«旧唐书文苑传»为李、杜立

传,且云“天宝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大大提高了李、杜在文坛的认知度.
宋朝初年,白体、崑体、晚唐体盛行,李、杜诗受到冷落,随着欧阳修领袖诗坛,苏舜钦、梅尧臣为

其羽翼,李、杜诗再度复兴,李、杜诗集在宋代得以多次整理与刊刻,为二人诗的流传提供了很大的助

力,宋、元四百年间,仅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集子有全注本,李、杜以诗知名,韩、柳以文著称⑥.
北宋主流诗人,从欧阳修、苏舜钦到苏轼诸人,均承认李、杜为唐诗之最高代表,而又较为偏爱李

白,欧公«六一诗话»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还对“西昆体”“白乐天体”及九僧之

“晚唐体”深致不满,他评诗友梅尧臣、苏舜钦诗曰:“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

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⑦这

也可看作对李、杜诗风的间接评价,盖苏近李而梅近杜.至于个人的艺术趣味,欧公则更接近李白.
刘攽«中山诗话»曰:“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
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
将由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⑧苏轼论诗,常常是李、杜并重,«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曰:“谁知杜陵杰,
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苏轼个人的诗歌风格,则更近李白.苏轼的弟子黄庭坚,是
宋诗派的代表人物,论诗首重杜甫,其«答洪驹父书»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有“点铁成金”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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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李、杜诗集由抄本到刻本的发展情况的论述,参考了陶敏、李一飞«随唐五代文学史科学»的相关论述,谨此致谢.
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八八,第四册,第５３６６页下栏.
顾况:«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八,第六册,第３９４０页下栏.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五四,第七册,第６６４９页下栏.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

者千余篇,至于贯串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十四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七五,第七册,第６８８９页下栏)
关于李、杜、韩、柳文集刊刻本的叙述,参阅了万曼«唐集叙录».
欧阳修:«六一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９、１０页.
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８８页.



“夺胎换骨”之妙①.不过,在理论上,黄庭坚并不轻视李白,而是李、杜并重,其«题李白诗草后»曰: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
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②北宋后期诗坛形成“江西诗派”,以学杜甫相号召,
“靖康之乱”之后,时局与杜甫所经历的“安史之乱”十分相似,陈与义等人更是杜甫诗风的追随者.
故方回«瀛奎律髓»,以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一祖三宗”,李白的诗歌则较少被提及.南宋

中期,严羽作«沧浪诗话»,有感于近世诸公(当指黄庭坚、陈师道诸人)“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

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弊,提倡李、杜并尊,“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以上

见«沧浪诗话诗辨»).“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
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是就诗风而论,李、杜并列,各有

所长.若就名篇而论,也是各极其诣:“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
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以上见«沧浪诗话诗

评»)宋末文人,以反对“江西诗派”相标榜,以“永嘉四灵”和“江湖派”为代表,他们多效法晚唐,对李、
杜诗风,并未能坚持学习.元代文人尊崇盛唐,以李、杜为最高典范,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说

李、杜二公“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昔谓杜之

典重,李之飘逸,神圣之际,二公造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李、杜之门者难为诗.斯言信哉!”③元人

郝经«与撖彦举论诗书»、何梦桂«琳溪张兄诗序»、揭傒斯«惟实集序»、张以宁«钓鱼轩诗集序»等,均
提出李、杜并重,为唐诗之冠.

随着唐诗在明代的盛行,李、杜诗之地位进一步提高.由元入明的文人贝琼«乾坤清气序»曰:
“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与高棅大体同时的方孝孺«谈诗五首»其一曰: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 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虽意在推尊风雅,但反

映了当时举世尊李、杜的风气.“前后七子”主张复古,倡言“文必秦(西)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

阳传、王世贞传所言略同).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曰:“故曹、刘、阮、陆,下及李、杜,异曲同工.”
谢榛较重杜甫,杨慎则较重李白,不满杜甫,总的看来,“前后七子”及同时诸人,对李、杜评价都很高,
对这种情形,“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说得较清楚:

　　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
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响之间.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
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其

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④

这段话与严羽论李、杜特长之语相似,既李、杜并尊又有具体分析,还讨论了李、杜各体诗的长短优

劣,较为客观.
到了晚明,屠隆等人主张广泛学习唐人而不专主李、杜(见其«论诗文»,«鸿苞»卷十一)“公安派”

则对尊盛唐、重李杜表示不满,指出:“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
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

哉!”⑤然而,“公安派”不满的并非李、杜诗,而是亦步亦趋摹仿李、杜的复古派.
可能是受高棅«唐诗品汇»的影响,明代出现多种专选李杜的诗选,如赖进德编«李杜诗集»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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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夺胎换骨”之说,为宋人惠洪«冷斋夜话»引黄庭坚之语.关于此说的真伪,周裕锴«惠洪与“夺胎换骨”法———一桩文学批

评史公案的重判»、莫砺锋«再论“夺胎换骨”说的首倡者———与周裕锴兄商榷»,两文有所论辩(均载«文学遗产»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笔

者倾向于莫说.
陈师道«后山诗话»亦载此语,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３１２页.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９６ ３９７页.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１００５ １００６页.
袁宏道:«与丘长孺»,«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明崇祯刻本,第１６页b至第１８页a.



张含编、杨慎等评«李杜诗选»十一卷,万虞恺、邵勋编«唐李杜诗集»十六卷,顾明、史秉林«李杜诗选»
十卷,汪旦«评选李杜诗»,梅鼎祚«李杜二家诗钞评林»,何烓等«李杜诗选»,汪琼«李杜五律辨注»,池
显方«李杜诗选»等,这在明代以前是很少见的,这也是李、杜诗歌盛行于明代的旁证之一.

五、关于李、杜诗歌经典化的启示

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体现在唐诗选本中,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大体可分为滞后期、胶着期

(尊而不亲)和完成期(鼎盛朝,双峰并峙期).其中唐五代为滞后期,宋、元为胶着期,明代为完成期.
胡震亨评唐人选唐诗曰:“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声病为拘,独取风骨.

高渤海历诋«英华»«玉台»«珠英»三选,并訾璠«丹阳»之狭于收,似又专主韵调.姚监因之,颇与高

合,大抵并较殷为殊.详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矫前撰为之说者,然亦非其好为异若此.诗自萧氏

«选»后,艳藻日富,律体因开,非专重风骨裁甄,将何净涤余疵,肇成一代雅体? 逮乎肄习既壹,多乃

微贱,自复华硕谢旺,闲婉代兴,不得不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衡韵调为去取,此«间气»与«极玄»眡«英
灵»所载,各一选法,虽体气觔两,大难相追,亦时运为之,非高、姚两氏过也.观当日诡异寖盛,晚调

将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变之中,先型仍复不失,则犹斤斤禀殷氏律令,其相矫实用相救尔.”①这段

话指出唐人选唐诗或重风骨,或重韵调,各有所长.对于唐人选唐诗的选本,多不选李、杜诗,宋人认

为是“有意尊之”,胡震亨则予以反驳,指出:“宋人以诸选多不载杜甫、李白,为有意尊之,此又非也.
«国秀»成于天宝三载,白入长安未久,甫则漂泊东都齐鲁间,名尚未起,何从知而尊之? «英灵»之选

稍后,故有白仍无甫.他«南薰»«御览»«间气»«极玄»,例皆选中叶之诗,盛时诸家多不入,不独李、杜
也.惟顾陶«类选»,则取冠李、杜,韦縠«才调»,更有李无杜,才若有意独尊之者,盖议论久始有定,而
其初不可以是概矣.”②这段话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李、杜诗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命运升沉,这其实说明

了经典的“积累性”,经典的积累性与经典的整理(包括选本及注释)有密切关系③.在唐代当朝,由于

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李、杜诗并未成为唐人选唐诗的主角,李、杜诗的价值,未被当时的选家充分认

识,明显滞后.初盛唐的唐诗选本,主要是因年代(时间)关系,未收或少收李杜诗,中晚唐选家,则主

要是审美眼光的差异(也就是多主“韵调”),而基本不选李、杜诗.
对于宋代至明代的唐诗选本,胡震亨有也精彩的评论:

　　自宋以还,选唐诗者,迄无定论.大抵宋失穿凿,元失猥杂,而其病总在略盛唐,详晚唐.至

杨伯谦氏始揭盛唐为主,得其要领;复出四子为始音,以便区分,可称千古伟识.惟是所称正音、
余响者,于前多有所遗,于后微有所滥.而李、杜大家,猥云示尊,未敢并陟,岂非唐篇一大阙典?
高廷礼巧用杨法,别益己裁,分各体以统类,立九目以驭体,因其时以得其变,尽其变以收其详.
高又自病其繁,有«正声»之选.而二百年后,李于鳞一编复兴,学者尤宗之.详李选与«正

声»,皆从«品汇»中采出,亦云得其精华.但高选主于纯完,颇多下驷谬入;李选刻求精美,幸无

赝宝误收.王弇州以为于鳞以意轻退作者有之,舍格轻进作者无是也.良为笃论④.
从宋至元,李白、杜甫在唐代乃至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已经确立,尽管宋代有欧阳修喜李白、王
安石重杜甫这样的细小差别,但李、杜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一点已无异议.苏轼«书黄子思诗集

后»云:“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可视为宋人共识.严羽«沧浪诗

话»出,李、杜并尊之说更加为众人所接受.但是宋人诗选却失之“穿凿”,元人诗选失之“猥杂”,诸家

之选多借推尊之名不选李、杜,李、杜在诗坛的盛名,与其诗在此时诗选中受冷落的境遇,恰成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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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２２页.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第３２２ ３２３页.
参阅詹福瑞«论经典»第六章«经典的积累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第３２６页.



对比.
李杜诗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备受青睐,与其作为唐诗经典的“传世性”与“耐读性”特质有很大关

系.“传世性”指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西方有所谓“历史检验说”,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检验,李白、
杜甫之诗无疑成为唐诗之经典.从作品数量来说,李白诗居唐诗第三,杜甫诗居第二,但与数量第一

的白居易诗相比,李、杜诗歌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创造力显然更高,而且二人并世而出,生活于唐代由

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以其天才的创作,成为时代的号角,并称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其作品的艺

术魅力,历数百年而不衰,具有很强的“传世性”,其影响遂为唐代诗人之冠.在明人心目中,李、杜是

唐代最优秀的诗人,按照现代经典学理论,经典具有“耐读性”,富有启示性,常读常新,也就是长久地

存在陌生感.明人学习李、杜,正是由于李、杜诗可以常读常新,为当代创作提供艺术借鉴①.
李、杜诗歌的价值,在唐代未被充分认识,至宋、元逐渐升温,至明代达到极致,这很好地体现了

经典学理论的“经典的累积性”原理.经典的整理与注释,是经典累积的重要过程与手段.詹福瑞先

生曾以«诗经»与«庄子»的整理(包括所谓的“孔子删«诗»”)与注释,来说明经典的累积过程,其实李、
杜诗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杨齐贤注、萧士赟补注的«分类补李太白诗»在明代广为流传,杜甫诗集

的明人注释本,据«四库全书总目»«千顷堂书目»«红雨楼书目»«宝文堂书目»等公私书目记载,多达

三十余种(参见万曼«唐集叙录杜工部集»,明人的李、杜集合刻本也有数种.成书于明末的胡震亨

«李诗通»«杜诗通»影响巨大,与胡氏所辑之«唐音统签»并称唐诗研究的代表作.评点与批评层面,
也是经典累积性的重要体现.

明人不执著于“李、杜优劣论”,而是继承苏轼、严羽诸人的观点,李、杜并尊,着眼点往往在于李、
杜诗风诗体的差异,如认为李白诗近«风»,杜甫诗近«雅»(张以宁«钓鱼轩诗集序»),胡应麟«诗薮»、
许学夷«诗源辩体»、王世贞«艺苑卮言»、谢榛«四溟诗话»等,多讨论李、杜诗体的不同与长短优劣,但
他们推尊盛唐,以李、杜为盛唐诗坛之领袖,以王、孟、高、岑、李顾、王昌龄、崔颢为其羽翼的观点,是
较为一致的.

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评李杜”条云:

　　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

于诗者与? 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与? 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车云:“太白

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

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②

杨诚斋即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徐仲车即北宋学者徐积.杨慎引用二家之言,是说李白之诗天马行

空,无拘无束,“无待”而神于诗;杜甫之诗有规矩而不为规矩所缚,“有待而未尝有待”而圣于诗,杨慎

自己的比喻,意思也与杨万里等人大致相近,都是指李、杜诗各有所长又均达到诗歌的最高境界.杨

慎这段话在明代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以唐诗选本为中心,结合历代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来看,到了

明代,李、杜诗歌的经典化接受已大体完成,李、杜并尊的地位已经确立.
在清代,李、杜并尊已成共识,如著名唐诗选本«唐诗别裁集»选诗１９２８首,其中收李白诗１４０

首,杜甫诗２５２首,合计３９２首,占全书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赵翼«论诗五首»其一:“李杜诗篇万

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固然表现其强调创新的意识,却也反映

了当时李、杜诗统治诗坛的盛况.而这一局面,是经历了唐、宋、元、明数代,到明代最终完成的.

[责任编辑　刘　培]

９１１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①

②

詹福瑞«论经典»第五章«经典的耐读性»对李白诗歌的“独创性”与陌生感有精彩分析,足资借鉴.
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８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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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荒野”概念的嬗变与后现代建构

马　特

摘　要:荒野作为美国精神的核心元素之一,其概念内涵经历了一个嬗变、消解与重构的过程.在殖

民时期的旧世界荒野叙述中,荒野或被描绘为超越文明界限的蛮夷之地,或呈现为异域的花园形象.在此

后１９世纪的超验主义潮流中,新世界荒野叙述则凸显了田园牧歌式的避难所形象.传统荒野的定义强调

淳朴自然的无人涉足性,折射出西方世界中持续已久的荒野/文明的二元对立思想,实际上深化了现实与

文本之间的矛盾.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原始荒野的概念逐渐被解构,并重新建构为后现代世界的荒野,从

强调“荒野”之表象转为重视其内在之“野性”.野性作为荒野的原始属性,成为人们在后现代空间中获得

自然经验的关键特征,也是后现代荒野概念的核心维度.

关键词:荒野;野性;后现代;美国精神;去中心

“荒野”(wilderness)概念是美国精神的重要范畴,对美国的现实社会与文学想象都有着深远的

影响.自１６世纪时“五月花号”初次登陆美洲大陆,“荒野”概念便已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荒野

经验作为美国环境运动的核心,促成了美国荒野保护法与国家公园的设立① .此外,美国独特的荒野

叙事对边疆文学、超验主义等文学创作流派影响深远,可以说“形成了美国文学的传统”② .直至进入

后现代时代的今天,“荒野”概念依然是人们理解美国社会文化的关键一环.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荒野的概念有着众多争论.例如,研究荒野史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荒野是

一种文化建构,即受制于观者的文化;与之相对,环境运动的激进分子则会强调,荒野是一种实际的

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有学者采取了较为中立的立场,指出荒野既是一种真实存在,同
时也是一种人为建构③ .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人们曾从美国文化

史④ 、美国文学⑤ 、代表性人物⑥ 、社会学⑦ 以及国家公园发展史⑧ 等角度进行过重要的讨论.虽然这

　

作者简介:马特,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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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讨论所涵盖的范围已经非常广,但目前对荒野概念的研究尚有推进的空间: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
大多数荒野研究专注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荒野的破坏,在讨论中往往将荒野世界与人类世界分为

两个严格对立的阵营,强调用生态中心主义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并未充分思考“荒野”应当如何应对

来自后现代世界的挑战.这类以一种“中心”代替另一种“中心”的做法,实际上与后现代世界的“解
构一切中心”的主张相悖,同时也折射出荒野概念的后现代建构的缺失.第二是在有些研究中,人们

对荒野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如纳什便将“荒野”(wilderness)与“野性”(wildness)相混淆,而理

解这两个概念恰恰是荒野概念完成后现代转变的核心一步.基于此,本文将审视传统的荒野概念从

旧世界到新世界的嬗变历程,以及这一概念在后现代世界中所经历的消解与重构.

一

在«荒野与美国精神»一书中,罗德里克纳什曾这样阐释荒野的内涵:

　　“荒野”一词给人的第一印象颇有些欺骗性.其中的难点在于,尽管“荒野”这个词本身是一

个名词,但它却发挥了像形容词一样的作用.物质世界中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客体是荒野.这个

词本身表达的是一种属性(就像 ness后缀一样),这种属性可以在某个个体心中激起某种特定

的情绪或情感,而该个体则将这种情绪或情感与某个特定的场所相联系.也正因这种主观性,
人们难以对“荒野”下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①

也就是说,荒野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指代了某种存在形式,也包含了这种存在形式所具有的属

性.人们或许可以轻易地用语言描述荒野的形态特征,却难以对之进行确切的定义或阐述.“荒野”
(wilderness)一词最初源于盎格鲁萨克逊的古英语“wild deor”一词,其中“deor”意为存在于文明

开化之外的区域的野兽,故“wild deor”即指野兽生存的地方②.发展至今日,尽管“荒野”一词已经

增添了许多新的意义,也与其最初的涵义不尽相同,然而大致的内涵还是基本统一的.作为野兽的

栖息地,“荒野”一词暗含了野兽的在场与人类的缺席,是一个缺少人类社会的规范与控制的陌生环

境.如今,人们在英语词典中将“荒野”(wilderness)定义为“未开垦和未发展的土地”,其中也包括海

洋和外太空③.在生态批评领域,学者们对荒野也有着各种理解.例如,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劳伦斯
布依尔认为荒野是“未知的地域”(terraincognita),是野兽而非人类的居住地④.

尽管关于“荒野”一词的具体定义人们略有偏差,但传统的基本概念认为“荒野”是不受文明污染

状态下的朴素的自然环境⑤.对于欧洲人而言,美洲新大陆便是一个原始、广袤、未知的“荒野”地带.
早期荒野的概念认知也逐渐发生了嬗变.欧洲移民者曾创作了一些以荒野为主题的非虚构文本,如
游记、札记、随笔等.１６２０年,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们乘坐“五月花号”抵达普罗维斯港(ProvinceＧ
town).威廉布雷德福在«普利茅斯种植园:１６２０ １６４７»中记录道: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有可怕而萧条的荒野,里面全是野兽和野人———他们不知道这里还有

多少像这样的野兽和野人.再回首时,身后是他们曾经远渡穿越的大海,如今大海已经是将

他们与文明世界相隔断的主要障碍与鸿沟.⑥

这些欧洲移民离开原本居住的发展成熟的欧洲城市,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后登陆美洲大陆.相比于

１２１论美国“荒野”概念的嬗变与后现代建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Nash,WildernessandtheAmericanMind,１．
EricPartridge,Origins:AShortEtymologicalDictionaryofModernEnglish (London:Routledge& KeganPaul,１９５８)．
NoahWebster,A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vol．II(NewYork:Black,YoungandYoung,１８３２),１２８．
LawrenceBuell,TheFutureofEnvironmentalCriticism:EnvironmentalCrisisandLiteraryImagination (Malden:BlackＧ

wellPublishing,２００５),１４９．
MelaniePerreault,“AmericanWildernessandFirstContact,”inMichaelLewised．,AmericanWilderness:ANew HistoＧ

ry,１５ ３４．
WilliamBradford,OfPlymouthPlantation,１６２０ １６４７ (NewYork:AlfredA．Knopf,２００２),６２．



旧式的欧洲城市生活,未经开发的美洲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蛮夷之地,是“可怕而萧条的荒野”.
这种荒野以“野兽”和“野人”为代表,显然是与文明相对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存在.在生态批评话语

中,此类叙述即属于格里格加拉德所言的“旧世界荒野”叙述.“旧世界荒野”叙述将荒野自然描述

为超越文明界限的地方,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威胁”,是“流放”之地①.这种荒野类型多见于早期文学

文本,如圣经故事和早期英国文化中.在早期的美国文学中,“旧世界荒野”也常常与邪恶的行为相

联系.例如,在科顿马瑟(CottonMather)的布道文中,便将“尚未开垦的黑暗森林”比作“恶魔的

嬉戏场”,是来自于旧世界的美国荒野地区②.因此,在欧洲移民的第一印象中,北美大陆的原始荒野

是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神秘区域,人们应当用宗教和欧洲农业将其征服.
早期文本中的荒野除了与神秘和威胁相关,还呈现出另外一种形象,即花园的形象.利奥马

克斯在«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中指出,最初人们关于北美大陆的印象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将其看作可怕的荒蛮之地,而另一类则将其看作花园.这两种意象“都是一类根比喻

(rootmetaphor),这是一种诗的理念,展示了一种价值体系的本质”③.相比于充满敌意的、陌生的、
神秘的荒野意象,一些早期作家将荒野描绘为一种美丽的、友好的、令人愉悦的存在.例如,在亚

瑟巴罗威的«北美大陆首航记»中,作者塑造的荒野意象便不同于布雷德福;他将弗吉尼亚描绘为

一座异域的花园,甚至连当地的土著也都“非常英俊而友好”:

　　这座岛上有许多美丽的森林,里面有大量的鹿、兔子和野禽,甚至在盛夏时节,动物的种类

依然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森林不是贫瘠而荒芜的,而是拥有世界上最高最红的雪

杉树第二天,有几艘船向我们驶来,其中一条船上是国王的兄弟;他的身边带有四五十名随

从,这些人都非常英俊而友好,他们的举止行为也像欧洲任何地方一样文明有礼.④

在这段叙述中,巴罗威描写美洲荒野的笔触更多强调其异国之美和新奇感.无论是对当地的居民,
还是对各种动植物,都没有任何的贬低之意,反而表现出一种亲近感,甚至带有伊甸园的色彩.早期

的荒野描写对当地的动植物、土著居民、气候和其他自然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建构了美洲大陆独特

的地理空间,也促进了人们对这一地域的认知与认同,使“荒野”成为北美大陆的决定性特征.
然而,无论是将荒野描绘为蛮夷之地,还是美丽的花园,殖民时期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意象均不同

于欧洲的文明世界,着重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不同,带有明显的欧洲认知模式的影响.人们认为原

始而遥远的北美大陆存在着不可知的潜在危险,应当彻底改造大地以适应欧洲人定居⑤.在此后的

近一百年间,欧洲移民坚持不懈地对美国荒野地区进行改造,将这片土地变为人们心目中文明的场

所.这种移民者与原始荒野之间的互动,被一些历史学家看作是早期美国历史的核心事实⑥.
进入启蒙时代之后,美国以宗教为中心的思维方式逐渐转向对人类理性的信任与推崇.人们开

始认为,荒野是可以“借由理性和科技进行认知和剥削的领域”⑦,理性成为人们获得对自然的完全控

制权的工具.在这一时期,人们认知荒野的主体力量是自然历史研究家,他们往往强调对自然环境

进行细致描述并规整分类,其中卡尔林奈(CarlLinnaeus)提出的生物分类法通过纲、目、属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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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分类单元来对生物进行区分和定义,是当时基于理性的科学分析方法的代表.受林奈的影

响,在１７４７至１７５１年间,他的学生佩尔卡尔姆前往北美东部的荒野地区采集并记录了大量生物

标本,留下了重要的文字资料.佩尔第一次发现并命名了几十种北美树木,还留下了对尼亚加拉大

瀑布的最早可查记叙①.这一类受理性指导进行的科学研究,便是启蒙时期人类对荒野自然认知的

典型方法.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也可以被看作是关注人类如何逐步驯服不受控制的荒野自

然的叙事,表现出人类文明对自然资源的掌控以及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疏远②.
直至１９世纪,启蒙时期这种理性至上的情况才开始发生转变,美国“荒野”概念也迎来了第一次

重大转型.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１９世纪的美国文学界出现了超验主义潮流.梭罗(HenryDavid
Thoreau)、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与约翰缪尔(JohnMuir)等人作为超验主义流派的重要

推动者与继承人,在各自的自然书写中对荒野意象进行了新的阐释.自此,不同于殖民时期的美国

文学,荒野的意象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出现了“新世界荒野”(New WorldWilderness)的概念.

二

“新世界荒野”将荒野自然看作田园牧歌式的“避难之所”,荒野不再是令人惧怕的场所,或者仅

仅是应当征服和剥削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获得慰藉的地方.人们与“新世界荒野”的接触常常可以

引向一个更加“真实的存在”③.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新世界荒野”的出现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标

志,这本书也终结了美国文学中的旧世界田园书写.相比于田园图景,梭罗对荒野尤感兴趣,甚至声

称自己“比起书本,更接近于岩石上的青苔”,认为其自身似乎具有“野性的特质,渴望一切形式的野

性”④.作为“美国荒野的第一信徒”⑤,梭罗对荒野极为推崇,声称“荒野其实是一个比我们的文明更

高级的文明”⑥.在一次对缅因州卡塔丁山(Katahdin)的描写中,梭罗曾这样惊叹于原始荒野的威

严:“想到我们在自然中生活可以与之接触———岩石、树木以及吹在脸上的微风! 实在的地球!
真实的世界! 常识! 接触! 接触! 我们是谁? 我们又在哪里?”⑦与荒野自然的接触使梭罗感到激

动,同时也促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谁”以及“自己在哪里”这些终极的哲学问题.正如里昂(Thomas
J．Lyon)在«地方的伦理»一文中所说,对某一处地方的敬畏之情会使“自我的界限自然而然地变得

宽松”,将人与宇宙中各种“存在与流动”联系在一起,最终促成对宏观自然环境的更大关怀.
相比于对原始自然的观察,梭罗对“荒野”概念的认知恐怕更多地源于关于美和真理的浪漫主义

理想.有西方学者认为,“吸引他(梭罗)的或许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自然,而更应说是一种理想化的、
梭罗本人称之为‘荒野’的自然类型”⑧.在这一方面,梭罗受到同时代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的很大影

响.爱默生在探讨荒野与文明、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时,将荒野自然定义为“未被人类改造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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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认为文明是“人类意志”与这些“精华”的混合①.换言之,对于浮躁的现代人而言,荒野是人们在

文明的重压之下得以寻求慰藉的庇护所,是一个远离喧嚣的精神世界的桃花源,这种对荒野的浪漫

化建构也成为１９世纪美国“荒野”概念的重要维度之一.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荒野文化也逐渐凸显出与欧洲自然经验的不同.在“寻找‘美国’特有的物

品”时,美国民众意识到,“至少在一点上自己的国家是[与欧洲]不同的:那就是在旧世界中,没有与

荒野相对应的存在”②.虽然高级文化与悠久历史是美国所欠缺的,但是在景色雄伟的荒野自然方

面,美国甚至可以说比欧洲“明显更胜一筹”③.这种对荒野自然的民族自豪感也反映在美国艺术家

兼博物学家奥杜邦的一段旅行书信中:“虽然这里[欧洲]过剩的精致本身便是一种无穷的奇迹来源,
但是我所偏爱的将永远是深爱的美国那无限的自由[大地].”④奥杜邦在欧洲旅行时,见到了修剪整

齐的欧洲花园,虽然这种精致的田园之美非常吸引人,但是他本人还是更喜欢狂野不羁的美国荒野.
此外,原生态荒野的生物多样性也是吸引美国人的另外一个原因.例如,奥杜邦便认为,伦敦动物园

中精心饲养的自然生物还不如他一个早晨在美国湿地中能找到的多.因此,身处欧洲时的奥杜邦热

烈地宣称“美国将永远是我的祖国”,这也折射出荒野书写不仅对美国独特的地理空间具有重要的建

构作用,也使荒野成为“爱国者的热爱对象”⑤.
经过浪漫主义时期自“旧世界荒野”到“新世界荒野”的过渡,人们对荒野的态度从最初的厌恶与

惧怕,逐渐变为热爱与尊重.可以说,１９世纪上半叶,人与荒野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形成一种模

式”⑥.文学界对荒野的崭新评价强调荒野与人类社会相比的纯净与美丽,而这也导致了以荒野为代

表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随着１９世纪后半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原生的荒野地

区开始遭到迅速蚕食.朴素荒野所面临的威胁使一部分人感到荒野经验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在１９
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一批卓越的荒野活动家在美国应运而生,其中约翰缪尔“作为美国荒野的宣

传者堪称无出其右”⑦,在荒野保护运动中发挥了无法忽视的重要作用⑧.缪尔对荒野保护有着自己

独特的见解,他主张人们应当重视世界上所有的生物,认为即使是“最小的显微的生物”(smallest
transmicroscopiccreature)⑨也具有内在价值.缪尔如其本人所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说客.

１８９０年,在他的呼吁下,优胜美地(Yosemite)被联邦政府列为保护对象并建立了国家公园.自此,
美国掀起了第一波大规模建设国家公园的浪潮,促使荒野成为美国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欧洲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源于使用共同的语言、相连的种族血脉、宗教或文化历史的

话,那么美国的民族身份建构则始终与“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自然民族”(nature’snation)

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大地本身.因此,美国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荒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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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护运动与国家公园的设立也承载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１９６３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指

出,设立国家公园的最初宗旨是“保留公园原有的生物关联性,如若必须进行重建,则要尽可能使之

接近白人[欧洲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之时的样貌”①.也就是说,国家公园设立的直接目的是保护荒

野自然,以期保持其原始生态的风貌.在美国大众文化中,荒野是“[再]建构自我的最佳场所”②.例

如,大力推行国家公园建设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便将荒野的概念浪漫化和政治化,与“自由、自立而充

满冒险精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认为荒野可以“孕育出一个民族和个体所需要的活力”③.换言之,
对荒野自然的保护不仅关系到美国文化空间的建构,也与美国民族身份的形成休戚相关.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在荒野保护运动的推动下,对荒野的推崇已在美国民众中成为一种国民

情感和伦理价值.针对这种荒野情结,纳什曾归纳出三项主要特征④.首先,很多美国人民所推崇的

美德,如独立、创新和自立等,都被认为与美国的边疆荒野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荒野被看作

是生命力顽强旺盛的象征,这种属性代表了达尔文主义所定义的健康.最后,许多人开始提出荒野

具有美学价值与伦理价值,如强调重视荒野具有的“内在价值”⑤,罗斯福更是将荒野视作“国家价

值”⑥的象征.这些源于荒野情结的哲学伦理促使人们对荒野进行深入思考,为荒野保护运动的未来

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指引.例如,奥尔多利奥波德主张现代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态度需要予以根本性

的改变,他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地伦理”(landethics)的观点,认为应当将大地看作一个整体,从
长远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具体而言,人们应当扩大“共同体的界限”,囊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
或者说将大地整体纳入其中⑦.利奥波德关于荒野的哲学主张被后世的荒野保护者奉为信条,成为

保留荒野地区的不可分割的理论依据.
进入２０世纪后半叶,随着地理空间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荒野概念的建构、评价与书写的

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例如,有的学者开始重视荒野在心理层面的涵义,提出人们“应当强调的不是

荒野究竟是什么,而是人们认为什么是荒野”⑧.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荒野,其共同点是荒野意象带给

观者的体验,如有的学者认为“任何让人感到失去方向、迷失、无助的地方都可以被称为荒野”.在这

个范畴内,“荒野”概念本身丰富的修辞可能性使之超越了原本的用法,甚至人造产物———如人工的

花园式迷宫———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荒野”.总之,随着人造空间的不断扩张和文明社会的发展,
“荒野”概念本身也遭受着更多的冲击,原始荒野的概念逐渐消解,重新建构为后现代世界的荒野.

三

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与原始荒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迫使人们重新冷静思考人与荒野之

间的关系.此前,人们关于荒野自然的想象强调“无人涉足”这一特征,是人们基于对野性与原始的

幻想而创造的一种印象.这种构想中的荒野拥有朴素、洁净等特征,容不得一丝杂质.有的学者认

为,荒野必须彻底远离人类文明.如罗伯特马歇尔提出,荒野应是在不依靠机械工具的情况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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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天穿越的区域①,利奥波德的标准则是可以“消耗为时两周的背包旅行”的地带②.如此一来,荒
野的概念强调其纯粹性,甚至像是为了与城市空间所象征的文明和工业相对比而制造出来的概念.

那么,这种状态的纯粹的荒野自然现在是否还存在呢? 这一概念是不是现代人出于对工业社会

的焦虑和对乡村田园的怀恋而建构起的神话呢? １９６４年,美国颁布了«荒野保护法»,提出荒野是一

种值得保护的自然形态与概念,标志着美国荒野运动的兴起.这项运动的衍生物之一便是国家公园

的设立,它每年都会吸引无数游客前往徒步旅行.迈克尔刘易斯认为,进入２０世纪以后,荒野运

动已经蔓延为一种普遍的“荒野崇拜”(awildernesscult),甚至连消费社会的广告也打起了“荒野”的
旗号.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人几乎疯狂地信仰荒野,认为荒野可以治愈工业社会的弊病:“２１
世纪的美国人热爱荒野,我们将荒野理想化、浪漫化了.人们在荒野中野营,渴望去体验荒野成

千上万的美国人参观同一片山脉或森林,假装自己是第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③

然而,这样一个原始而无人的荒野自然的形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许多问题.譬如,它完全忽视

了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存在———荒野只不过是美国白人眼中的无人生存的原始环境,而不是

印第安人多年生活的家园.如此一来,荒野的概念便带有了殖民主义色彩.另外,城市与社会的发

展也对荒野的概念造成了影响.以上文提及的国家公园为例,国家公园作为荒野保护运动的产物,
本身便受到了许多人为的干扰与管理,因此似乎已经不再符合人们关于纯粹荒野的传统想象.这里

便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一个区域究竟有多‘野’(wild)才能被称之为‘荒野’(wilderness),或者

反过来说,‘荒野’可以允许多少来自文明社会的影响”? 正如纳什所指出的:

　　如果我们坚持绝对纯净的“荒野”,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荒野只能是人类足迹从未沾染过

的地域.然而,对于很多人而言,与人类或人造产物的少量接触并不会毁坏荒野的品质.这是

一个程度的问题.印第安人或野牛的存在是否会破坏一个地区作为“荒野”的资质? 一个空的

啤酒瓶罐呢? 天空中的飞机呢?④

在２０世纪末,人类已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仍然严格遵守荒野是“无人

的原始自然”这一设定的话,那么包括国家公园等在内的许多自然环境似乎都将被排除在荒野自然

的范畴之外.但实际上,正是这些区域构成了美国现在主要的荒野地区.美国后现代作家加里斯

奈德在散文集«荒野实践»中也直白地指出,对于大部分北美人而言,荒野是“官方认可的公有土地,
或是由森林服务处和土地管理局掌管,或隶属于州立公园与国家公园.有些小规模土地则由一些私

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持有这是整个北美大陆保留下来的圣地这类土地只占整个美国领土的

百分之二.”⑤换言之,这些荒野区域或是公有的,或归私立组织持有,都是受到人类管理的.
即使除去目前这些由人类管理的荒野自然,更早时候的荒野中是否完全无人呢? 斯奈德对此也

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在荒野文化中生活的经历一直是人类基本经验的一部分.从来没有一片荒

野几十万年都不曾留下过人类的足迹”.也就是说,在斯奈德看来,并不存在真正“无人的”荒野自

然,但这一点并没有让荒野不再是荒野.斯奈德宣称,“文明是可以渗透的,正如荒野会有人入住一

样”.换言之,文明与荒野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而是可以彼此渗透的.在这个渗透过程中,荒野并

不会因为文明的渗透而改变自身的属性.显然,当今社会人们关于“荒野”的概念,已经距离最早的

“朴素而无人的自然环境”有了一定的偏差.
旧有的荒野概念强调荒野与文明之间的区别,建立起文明与荒野之间的二元对立,这固然与当

时的历史环境以及思想潮流有关,蕴含了人们对纯净的朴素自然与田园乡愁的向往,也表达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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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荒野的迫切诉求.表面看来,以荒野为代表的自然环境与象征了人类文明的城市空间似乎大相

径庭.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宏观环境的一部分.在«荒野的条件»一文

中,纳什曾将环境比喻为一个在荒野与文明的两极范围之内波动的光谱(spectrum),当刻度偏向荒

野一方时,人类的干涉便不那么频繁;反过来,当刻度更加靠近文明一侧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便增强了.因此,不论是朴素的荒野自然还是人造的城市空间,都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波动的环境类

型.即便自然环境中有个别的人造产物也不会损害其作为自然环境的属性,只不过会使该环境整体

更靠近文明一点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文明对环境的影响愈来愈大.在后现代的城市化社会

中,人们不可能一边居住在城市空间中,一边始终假装无人的荒野才是自己真正的家.现代人们生

活和工作的场所是城市无形的大网中的一环,城市环境对人类的空间认知也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相反,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居住的城市环境并不是荒野所代表的需要保护的自然环境,那么人们便会

不免在对这个环境进行破坏的同时而毫不自知,并且将人类自身置于荒野自然之外.实际上,人类

本身及其生活的城市环境都与荒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奥波德在强调荒野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时,曾将荒野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指出“荒野从来不是一种具有同样来源和构造的原材料.它

是极其多样的,因而,由它而产生的最后成品也是多种多样的”①.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城市空间,便
是这“多种多样”的成品之一.因此,文明本身便源于荒野,具有荒野的属性.

因此,在后现代社会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依旧坚持旧有的关于原始荒野的定义,便会

面临一种现实与文本之间的矛盾.在«荒野的困境»一文中,这种矛盾被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称

为“荒野的矛盾”②.克罗农以美国西部拓荒时期与耶稣荒山悟道的情景为例,提出了对现有荒野概

念的质疑.他认为,传统观念中的“荒野”的定义是不受人类干扰的淳朴自然,而这种定义实际上是

在西方世界中持续已久的荒野/文明、自然/人类的二元对立思想的产物,是一种人为的建构物.克

罗农提出,这种“荒野”的概念实际上阻碍了旨在改善工业社会的环境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原因在

于,如果人们认为受到任何程度的人类干扰的自然环境,或者带有任何工业文明痕迹的自然环境都

失去了保护价值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改进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本地环境.这样便会形成一个

颇具讥讽意味的情景,即拯救了遥远地区的自然环境的人们却在破坏自己的日常生活环境.换言

之,很多美国人可能是一个热爱荒野的环境主义者,但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却参与了许多破坏环境的

行为.总之,克罗农认为保护荒野非但不是反对工业化进程的行为,反而是促进这一进程推进的力

量.我们姑且不论工业化进程是否与保护荒野相悖,只讨论克罗农的态度和主张.他的观点是,保
护无人的荒野实际上是与保护人居环境相悖的,他主张人们关注“野性”(wildness),即处于人造空间

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中间状态,而不仅仅是脱离现实历史环境的朴素的“荒野”(wilderness).
这种对“野性”的关注,构成了后现代世界中“荒野”概念的新维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

概念曾被研究者所混淆.纳什在«荒野与美国精神»中引用梭罗时,便将“世界存乎于野性”(InwildＧ
nessisthepreservationoftheworld)③误作“世界存乎于荒野”(Inwildernessisthepreservationof
theworld)④.由于«荒野与美国精神»一书影响深远,因此很多后来的研究者在引用梭罗时都延续

了这一谬误.实际上在梭罗的原文中,梭罗强调的是“野性”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将“野性”视作一种

抽象的属性,而非某种遥远的自然环境.在梭罗看来,“生活与野性相循”⑤,并宣称“具有野性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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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自然的骨髓———自然神圣的琼浆玉液———那才是我热爱的酒”①.“野性”作为一种存在

状态,是“荒野”的原始属性;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却又是两个不可互相替代的概念.换言之,荒野

是野性的衍生物,在荒野中我们可以发现野性;但是反过来,荒野并不一定是野性的唯一避难所.
关于荒野与野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借用斯奈德对自己的一番评价来进一步理解:

　　至于说我像寒山一样“醉于山”(mountaindrunk),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也许我与

其说仅仅“醉于山”,不如说是“醉于野”(drunkwiththewild),这种情形很奇怪.我越观察就越

发现“野性”也蕴藏在城市和政府、大学和公司里,特别是在艺术和高级文化之中.“野性”
成了谈论现实、现实的边界以及事物内部的动力的一种方式.②

在这里,斯奈德所说的“醉于山”指的也就是醉于“荒野”,而“醉于野”则指的是醉于“野性”.此处的

“野”不止存在于“山”中,并不仅仅指向无人的、原初的、真实的荒野,而是也包括了“城市和政府、大
学和公司”等与人类文明紧密相关的区域.在«荒野实践»中,斯奈德也强调称,“野性”并不只存在于

占据美国国土百分之二的官方认定的“荒野”区域,而是“无处不在”的③.如果人们改变一下界定的

标准,就会发现野性“不仅存在于我们周围,而且也寄居在我们体内.”也就是说,相比于日益减少的

荒野,野性却是广泛存在的;荒野可能会暂时缩小,但野性绝不会消失无踪.
野性是荒野的核心内涵,也是人们获得自然经验的关键特征.台湾自然书写作家吴明益指出:

“必须要强调的是,自然经验着眼在‘野性’(wildness),而非仅止于‘荒野’(wilderness).”④在城市化

高度发展的美国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自然经验已经濒临碎片化,如果只依赖于及其有限的“百分之

二”的传统荒野地区,那么人们与自然环境接触的机会将更加稀缺.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人类文明浸

染的城市空间中的自然环境———城市自然(urbannature)———便更加由于其中具有的“野性”自然元

素而值得人们重视.当然,这并不是说朴素原始的荒野自然只是人类的一种幻想,也不是说荒野本

身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过时的人为建构,而是指人们不应忽视城市自然,应当重视和发掘人造环境中

“野性”的部分.也正因如此,斯奈德便曾呼吁人们“环顾一下我们周围所有的土地,诸如农业用地、
郊区地方、都市区域等.我们应将它们归属于同一领地当我们漫步街头时,大棕熊将与我们相

随,鲑鱼也将逆流而上同我们嬉戏”⑤.“大棕熊”和“鲑鱼”代表了斯奈德所倡导的“野性”,这种野性

的存在不仅存在于原始荒野中,也出现在人们散步的城市街道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环境,发掘

其中野性的存在,成为后现代世界的人们延续自然经验的重要方法.
在重构后现代世界的荒野时,如何处理荒野与文明之间的边界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野性则是

将二者联系为一体的必要一环.在这一方面,斯奈德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斯奈德融合了美国本土

的印第安文化和儒释道精神等多元化的视角,在元叙事解体的后现代语境中建构起“微小叙述”(miＧ
cro narrative).他曾说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梭罗说:‘给我一种文明无法容忍的野性.’显然,这
并不难找,困难的是想象一种野性能够容忍的文明,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尝试的事情.世界不仅仅‘存
乎于野性’,野性本身即是世界.”⑥斯奈德认为,在后现代的无序时代里,人们应将“文明的文化与野

性的自然共同融入未来的世界结构之中”⑦,而不是将其割裂开来;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种融入野性

之中的文明世界.他主张人们“消解文明与荒野之间的对立”,积极地在后现代视域之内寻求野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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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存在,把以“野性”为核心特征的荒野自然与人类环境视为“一个世界”,在“一个世界”的视野内

保护所有具有“野性”的生存环境,探寻使人类重新栖居的方法.
斯奈德所言的“一个世界”是一种开放的生态视域,并没有封闭于原始荒野的范畴之内,他对人

类文明与荒野自然一视同仁,在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之间寻找平衡点.换言之,斯奈德认为乡村、郊
区和城市之间并无区别,都是属于“同一个领地”.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曾指出:“将人工环境与

自然环境区分为两种环境是错误的只有一个世界”①.在“一个世界”中,对整体性的强调是一个

关键的特征.这也就是斯奈德所提出的,“谈及荒野便是谈及整体性(wholeness).人类便是自那种

完整性中而来的”②.后现代的“荒野”概念打破了自身与文明之间的边界,使二者逐渐融合为“一个

世界”.这种观点与纳什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契合的.纳什在试图解构荒野与文明之间的隔阂

时曾提出,是“文明创造了荒野”,认为人们对荒野的赞美始于作为后现代西方文明中心的“城市空

间”③.在这里,文明不再是人类驯化荒野的产物,反而似乎成为了荒野的源头;或者说,文明与荒野

本身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文明与荒野之间的隔离是可以解构的:“有一条依稀可辨的界线,
文化入侵者能从此跨过:走出过去的历史,进入永恒的现在,这一生活方式适应于一种更为缓慢而稳

定的自然进程.”④在后现代世界中,文明与荒野的逐渐融合便是这样一个消解“依稀可辨的界线”的
过程,人们从“过去的历史”中的“荒野”走出,最终迈入了关注“野性”的“更为缓慢而稳定的自然进

程”.
综上所述,从殖民时期的旧世界荒野叙述,到１９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提出的“新世界荒野”,再到

去中心化的后现代世界,“荒野”的概念内涵经历了一个嬗变、消解与重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
们所认知的荒野从超越文明界限的蛮夷之地,渐变为田园牧歌的避难所,最后建构起消解一切中心

主义的“一个世界”,似乎拥有着多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面对荒野形象的嬗变,有的学者认为“荒野本

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变的是我们自己”⑤.那么,几百年来的荒野真的没有改变吗? 根据前文的论述,
可以说,荒野既发生了改变,也没有发生改变.

之所以说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是因为在思想意识层面,几百年来人们对荒野内涵的认知的确存

在着较大的起伏变化,尤其是从最初的憎恶与恐惧,转变为歌颂与保护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在现实世

界层面,随着欧洲移民登陆美洲大陆,人类文明在这片大陆上逐渐繁荣与扩张,荒野自然不可避免地

发生了改变,与人造空间彼此杂糅在一起,后现代世界中已不再存在原始纯粹的朴素荒野.原始荒

野的概念强调淳朴自然的无人涉足性,折射出西方世界中持续已久的荒野/文明的二元对立思想,深
化了现实与文本之间的矛盾.在后现代世界的挑战下,后现代荒野建构的缺失愈加明显,最终导致

了原始荒野概念的解构与后现代荒野概念的建构.与之相对,从旧世界到后现代世界,荒野的概念

并没有发生改变.梭罗在１８４９年写下的“世界存乎于野性”,依然适用于现今的后现代荒野叙述.
野性作为荒野的原始属性,成为人们在后现代空间中获得自然经验的重要特征,也是后现代荒野概

念的核心维度.后现代世界中荒野概念从强调“荒野”之表象到重视其内在之“野性”的蜕变,并非单

纯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通过超越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后现代荒野叙事解构了一

切形式的中心主义,达到了对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的统一认同,将二者融合为“一个世界”,建立起

一种缓和的、更加成熟的后现代话语模式.
[责任编辑　北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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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

———思想困境及其当代启示

张　城

摘　要: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政治改革,这关键在于新政治习惯之养成,任重而道远,此时

研究梁漱溟关于培养新政治习惯的思想极具现实意义.梁漱溟一生的事业几乎全部紧紧围绕“建国”问题

展开,但其建国之路始终在两难之间徘徊,即独立于政权之理想与依附于政权之现实.就理论而言,梁漱

溟对中西社会结构的认识过于笼统,对中西文化精神的理解过于片面;就现实而言,其社会政治实践多数

尽归于失败.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其思想之价值.当下的中国,无论在国家还是在社会层面,都要求建构新

的市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建国前,梁漱溟就一直守定社会立场,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社

会运动,这为当代市民社会建构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借鉴.与同时代多数知识人相比,梁漱溟关于政治问题

的诸多思考都立足于国情,以老中国为出发点,都是“中国式的”,这些思考为面临诸多思想困境的当代中

国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梁漱溟;新政治习惯;市民社会;国家

梁漱溟晚年在为«我的努力与反省»一书作序时,概括了自己极不平凡的人生历程:“我出生于中

日甲午之战前一年(１８９３),又经历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和第二次中日战争(‘七七’事变)等列强对我国

的欺凌与侵略.从清王朝的覆亡和辛亥革命的成功、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和新中国的建立,直至‘十年

浩劫’,其间的政治纷争、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我亲身经历不少,耳闻目睹者更多.我既从事过文化

学术工作,又曾投身于社会运动;既曾出入于农村基层,又曾参与过一些上层政治活动.如果将这种

种加以记述,把自己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作一番回顾,是有意义的.”① 在一定意义上,梁漱溟

一生所关注的事业,都紧紧围绕“建国”这一近代中国的核心主题展开.梁漱溟不但围绕这一主题著

书立说,而且积极将这些学说付诸社会行动.本文将尝试检讨梁漱溟的政治思想在产生之际所面临

的两难困境,进而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下,探讨这些学说之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深刻启示.

一、两难困境:独立于政权之理想与依附于政权之现实

对于政权,梁漱溟终其一生,始终相当警惕.无论建国前蒋介石想方设法拉拢他参与国民政府,
抑或建国后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力邀他参与新政权,他都婉言谢绝,认为必须持守中间立场,才能为各

方主持公道.“有许多人以为自己拿到政权就有办法;其意似乎就恨政权不在手.其实要上台有何

难? 上台之后,一样的没有办法.说起内战,还是起内战,武力横行,还是武力横行;法律失效,政治

腐败,乡村常被牺牲,没有建设机会,种种还是一样免不了! 不要说你上台不行,就是圣人上台也不

　

作者简介:张城,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讲师(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①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自序»,«梁漱溟全集»第７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０４ ６０５页.



行!”①也许,正是这种对政治之审慎态度,决定了他设想担负建国重任的团体组织必须与现政权保持

距离.一方面,他认为自辛亥革命后政治问题集中表现为政权的分裂,故关键在于树立统一稳定之

国权,而非如一般革命那样,要使政权归于某阶级,此时的中国问题并非在于政权属谁.基于此判

断,他虽强调当前第一要务是政治问题的解决,但“却全然无意于取得政权,而把功夫用在力求如何

使散漫的中国社会联成一体,有其明朗的一大要求可见,以为树立国权之本”②.另一方面,他认为政

权极具机械性与惰性,自上而下的政权系统相当被动,毫无创造性可言.而要建设新中国,重点在于

创造,无成规可循,处处须创新,此绝非掌握政权的机关所能完成的建国重任.因此,为不受牵制,激
发创造性,团体便不能自操政权,而要守定社会运动之立场,惟有代表社会,才能形成巨大的社会力

量.只有不在台上,才可免于自身分裂,完成社会统一.在他看来,当时国民党暴露的种种弊病正在

于此.“国民党假若未操政权,其自身也许不致很分裂.今既拥有武力,自操政权,便陷身问题之中.
像我们所说要站在社会一面,求社会的统一,来解决眼前中国政治问题,它就办不了.”③

梁漱溟对于操持政权的政党与团体所产生的种种弊病,所见不无深刻之处.但众所周知,政党

产生之目的即在于获取国家政权.如钱伯斯所言,“现代意义的政党乃是具有相当的持久的社会集

合,它追求政府中的权力职位”④.著名的台湾«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认为,“政党是寻求政治权力,
合法控制政府人事及政策的结合或组织”⑤.在英美学界,政党权力目的论亦居于主流地位.如艾克

斯弗认为:政党之首要目的是于选举竞争中赢得政治权力.政党行使诸如动员公众参与政治活动,
代表公共团体机构等许多功能;但赢得选举,最终达到对政府权力机构的控制,为其首要目标⑥.意

大利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亦认为,“政党是以其在选举中出现的标识为识别,并可能使其候选人,经
由自由或不自由的选举而担任公职的任何政治团体”⑦.然而,梁漱溟却不顾政党政治本身之规律,
认为政党(社会团体)不能以操持政权为目标.“吾辈既从事政治运动,何以又非政党? 政党必争政

权,吾辈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此不争政权不只吾辈团体为然,共产党,青年党乃至国民党,均
必落于此局.”⑧对他而言,政党或团体建立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人生向上,“借助于此团体组织以实

现个人的向上;更从个人的向上完成人类社会的向上”⑨.在他看来,不仅自身所从事经营的社会团

体如是,国共两党均必落于此局,这种政党乃为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团体.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操持现

政权的国民党自不能放弃政权,而是千方百计稳固政权;即便暂未秉持国政的共产党,亦未如其所设

想那样,放弃争取政权.“中共不定要自操政权,社会主义乃可由和平转变得之.吾信其言,但吾不

能不疑其出于一种愿望.”最终他也承认期望共产党不要操持政权,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在笔者看来,政权问题实为梁漱溟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梁漱溟不要操持政

权,而把重心置于求统一于下的社会文化团体运动之中.与此相反,共产党自始至终都以夺取政权

为目的.自从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便树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理论,在边缘地区通过武装斗争

建立革命政权与根据地.“从造成自己(党)这一面的开始,就有军队和政权随着而来.一分的开始

就有一分的军队和政权,最后便是极其强大的军队和全国范围的革命联合政权之建立.”同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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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后的革命形势,梁漱溟主观地认为不存在政权属谁的问题.在他心目中丝毫没有通过社会运动

推翻现政权的计划与方案,最终的理想目标亦只是以社会文化运动的团体“为知觉和用思想的机关,
而以政府为行动机关”,且亦“不必从法律上取得此种地位”,而只是“给政府施政作指针”①.这种与

现政权不即不离的暧昧关系,必然导致如其自己所言的“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②局面.与此截

然不同,共产党对现政权的态度甚为坚决,即打倒推翻.“如果你承认现在的政权是一个革命政权,
你所要完成的社会改造,也就是他所要完成的社会改造;那末,就用不着你再作什么社会改造运动

了! 你现在既作社会改造运动,则明明是你看他(现政权)改造不了.他既改造不了,你就应当否认

他,你就应当夺取政权来完成社会改造! 你既不否认他,而又顺随他在他底下活动;那末,你本身就

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会改造呢? 你不但在他底下活动,而且依附于他,这怎么能完成社会

改造呢?”③因此,不要政权的结果必然是依附现政权.而相反的情况,则就如梁漱溟自己所认识到的

那样,一个社会运动逐渐扩大,力量日增,即会影响现政权之统治,必会被执政者猜忌,为难乃至被公

开破坏,最终必归于失败.

二、政治改革之前提:构建中国式新政治习惯

与在书斋中坐而论道的多数学者不同,梁漱溟一生都在行动着,被中国问题所逼迫而“拼命地

干”.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大学儒学’的背景下,学者们虽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编辑各类儒家典籍,
研究儒家的人物,但不断消退的是儒家的内在修养和对于社会的承当勇气.如果从这个角度来

反思梁漱溟,我们更应该佩服他的勇气,尽管其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在实践中遭遇了挫折,但是他是

在‘行动中’.或许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只能承认他是‘最后的儒家’.”④梁漱溟一生的社会政治

实践虽不算成功,但这并不足以否认他对中国问题所进行的独立思考的价值与意义.
学界尽管对梁漱溟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在认定其为“保守主义者”这一点上却相当一致.在早

年受西化思潮短暂影响之后,梁漱溟便认定“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⑤.自帝制崩溃以来,中国政

治迟迟不上轨道,国权始终不能树立,原因在于抛弃了固有民族精神,一味盲目模仿不切国情之西政

西法,最终导致文化极度失调,使得“伦理本位”的社会组织构造陷于崩溃.因此,根据民国以来的社

会形势,在他看来,不论宪政民主,还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要移植于中国就会变质.“每每一

主义或一制度,在西洋本有其具体内容,一移到中国就变质,而成了纯粹理论.既与过去历史无关,
亦与今日现实无涉,中国自与西洋接触即犯此病,至今不改.”⑥而这与国人没有配套的政治习惯

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一般所论的约法为军阀所毁,国会被袁世凯遣散,都只是表层之见.约法被

废,国会解散,根本原因非在北洋军阀所为或袁世凯独断专行,而在国人没有适宜西洋式新政治制度

的习惯.换言之,上述新政制只是一空中楼阁,自然不会成功于中国.中国新政制成功之关键在于

构建新的政治习惯:

　　不要说中国多数人对于新政治制度尚不明了,就是已经完全明了,亦未必就会运用建立,因

缺乏在事实上熟练进行的习惯故也.政治改革的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
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⑦

政制虽是设计者有意为之,但培养背后与之相应的政治习惯,却是其得以成功的至为关键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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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正如费孝通对民国后期法律与法庭下乡所作的评论那样,法律条文之制订和法院法庭之设置,
其本身并不能保证创建良好的法治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公民如何运用这些设施.从深层次言,
必须先对乡民思想意识与乡村社会构造进行根本革新.如改革未能先行,社会构造与思想观念依然

如故,那么,强行下乡推行法律,后果必然是破坏乡土社会原有的礼治秩序,而法治秩序的美好愿景

却不能实现①.梁漱溟认为,中西社会由于组织构造不同,所养成的政治习惯差异极大,西洋重团体,
中国重伦理.“要知不能离团体而生活者,就养成其团体生活所必需的习惯,不能离伦理而生活者,
就养成其伦理生活所必需的习惯.”②举例来说,中国人不习于爱国合群,亦正如西洋人不习于孝亲敬

长.因此,在培养新政治习惯时,要与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相适宜,而不能采用西洋式的政党竞争,
三权分立,“这些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③! 在他看来,西洋自中世纪以来无时不处于对立抗争之

中,只会武戏而不懂文戏,西洋政治制度随其阶级斗争而发展,其维持运行亦靠反抗斗争,相互制衡.
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自来靠礼,只会文戏而不懂武戏.如把西洋那套互相斗争牵制均衡的制度引入

中国,则只会导致社会更乱更散,矛盾冲突而毫无秩序.“西洋与中国实在不是枝枝节节的不同而是

根本的相异,西洋是从个人本位出发,中国是从伦理本位出发.”④西洋的权利观念是从个人本位而

来,中国的义务观念则发端于伦理本位.
在梁漱溟看来,最近西方的思想倾向逐渐发生改变,由重视权利观念转变到重视义务观念,这与

中国旧伦理观念颇为符合.而毫无秩序的当今中国要想立足于世界,则必须把散漫无序的社会改造

为团体组织,其中关键之处正在于处理好个人与团体间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应在传统五伦关系之

外,再添加一伦即团体与个人亦即群己关系.在他看来,近代西洋团体组织有如下四个长处:即有团

体组织、个体积极参与团体、团体尊重个体、财产社会化.而这些优点对于培养国人新政治习惯正是

良方,能及时纠正中国社会的散漫被动,对被忽视的个体人格与冷漠的社会关系也能有所助益.同

时,鉴于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的组织构造传统,我们又不能把讲求对立牵制的那套西洋制度移植到中

国用来建构新团体组织,而应立足于传统中国的伦理情谊,以对方为重,即个人以团体为重,团体以

个人为重.“所以人与人各以对方为重的伦理义务观念是中国社会顶优越的心理习惯,极应继续发

挥光大,开创正常合理的人类社会.”⑤尽管西洋团体组织与政治制度自有优越处,但正如所谓“绘事

后素”,培养新政治习惯必须以中国旧伦理精神为基底.“西洋民主政治自有他的长处,以我们旧伦

理精神吸收运用他民治的特别色彩,而将他对抗粗硬的一面免去,则我们的新政治习惯自可养成.”⑥

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自序中,梁漱溟其实已表明了自己一生所持守之道路即要过“孔家

生活”,他不仅要把未闻大道的西方人导入孔子之道,而且要使在近代无处安身立命的国人回归民族

之真精神:

　　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

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 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

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

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⑦

在他看来,新政治习惯之培养,社会组织构造之重建,都与孔子所开创的伦理本位传统(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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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礼)相通,“礼而成俗,就是一个习惯”①,“成为习惯即叫礼”②.礼与社会政治制度则又是一回事,
“礼是指社会制度,礼的根本、礼的重要、礼的大端是在制度”③.因此,其“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

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④.新礼俗的根本即为“伦理情谊,人生向上”⑤

之民族精神.因此,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培养中国式的政治习惯与政治制度.与

“西方式的”相对,梁漱溟的底色可谓都是“中国式的”,终其一生都在强调新政治习惯之中国特色.
“中国虽然可以有政治制度,但决不是近代西洋的政治制度.经过此番觉悟之后,即坚决而肯定了我

的主张,从乡村起培养新政治习惯,培养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而不是西洋式的.”⑥

当代中国已处于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按照经济学家汪丁丁的理论,现已进入“三重转型”期,即
文化转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重合期⑦.按照官方表述,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从而要求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

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⑧.社会大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强烈呼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更加深

入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⑨.政治改革的关键无非在于革新政治制度,正如学者汪晖所言:“如何通过

制度性的改革,促进并保障普通的公民和劳动者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进程,不但捍卫自己的

权利,而且也形成公共生活,是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革新之制度想要真正落地,获得成功,至关

重要的前提就是国人新政治习惯之养成.“制度的本源在习惯.只有在新政治习惯养成之一天,才
算是新政治制度建设成功之一天.”现今,培养国人新政治习惯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正如近百年前

与西洋相比较后,梁漱溟认为国人缺乏西洋于集团生活下所养成的法治精神、组织能力、纪律习惯与

公共道德.当今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虽然快速发展,物质财富亦急速增加,

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国人的法治观念、组织能力、纪律习惯与公共道德却未能随经济增长

而显著提升.就此而言,梁漱溟关于培养新政治习惯的社会政治思想,极具现实启示意义.在某种

意义上,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处理好国家与公民两者间的权限关系,亦即梁漱溟所言于

传统五伦关系外新增之团体与个人(群己)一伦,以便使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平等,团体亦由散漫进

于组织,如此新政治习惯方可养成.不过,在处理二者关系时,梁漱溟并未从个人权利的立场与观点

出发,而是立足于传统的伦理义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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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措施亦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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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一定要尊重团体,尽其应尽之义;团体一定尊重个人,使得其应得之自由平等.本来两

边照顾到是一个作不到的事情,因为人只能看一面,看一面即照顾不到那一面;但是若本相对论

的伦理思想去发挥,则彼此互相照顾,那末,两面都可照顾到了(这个意思很细,且很实在).所

以可以说是伦理救了中国两面照顾不到的难处.中国本来两面都不够,而伦理适足以补充

两面.①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梁漱溟关于政治问题的诸多思考都立足国情,从老中国出发,
都是“中国式的”.其对于宪政民主、地方自治、乡村建设、政教合一、政党政治、自下而上的社会团体

建设等中国式思考,都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

三、市民社会: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基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②,以市场为基础形成的公共领域与契

约性规则,必然要求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实际上,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市民社会

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哲学、法学等学科在内的重要问题域.尽管如此,“市民

社会”概念进入中国研究界的历史却并不算长,“中国学界,包括西方汉学界、中国大陆和台湾知识

界,乃是在８０年代下半叶开始引入市民社会理念的”③.查尔斯泰勒认为,与传统政治社会不同,
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

没的社会生活领域.表述了自下而上地创建独立的而不是受国家督导的社会生活方式”④.按

照邓正来的理解,市民社会的兴起与２０世纪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密切相关,在现实中表现为国家

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维度向市民社会渗透,即所谓“国家干预”.市民社会研究的兴起,正是对之

作出的理论回应,其目的在于通过市民社会的建构,来塑造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下,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是指形成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

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

公域.但这却并非易事,因为必须面对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自１９４９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局

势,中国曾采取了“一边倒”的政治决策,仿效苏联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经体制,不可避免地导致

了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局面.这种政经体制牺牲了社会本应具有的独立性.在经济方面,中国

当时通过行政化手段在农村实行集体化经营,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所有经济资源都掌握

于行政计划之下.在政治方面,中国稍后以阶级斗争为主线,通过政治挂帅与宣传教育、斗私批修等

方式,控制舆论,灌输思想信念,开展大规模群众动员,导致了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邓正

来认为,“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不仅使社会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地位,阻碍了经济的迅

速发展,也使国家膨胀变形,既影响了其自身应有功能的发挥,也使民主政治无法迈进”⑤.因此,改
革之初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政治改革的形势如此之严峻,原因在于中央权力过分

集中,个人权力过分集中.他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与过去相比,党的中

心任务已变成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过分集中之权力却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发

展.邓小平同时强调,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与此极为相关,使得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付出了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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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３０８页.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高了市场经济的地位,“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第３ ４页.
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页.

CharlesTaylor,“ModelsofCivilSocity,”PublicCulture１９９１,３(１):９５ １１８．
邓正来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１１页.



因此,中国必须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核心即在于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①.
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社会经济,都强烈要求建构当代的市民社会,以便使社会与国

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双向互动与平衡制约.而早在建国前,梁漱溟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与和平

建国之理想,就一直守定社会立场,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其一直努力实现的社会蓝图,可说

是市民社会的理论雏形.当然,梁漱溟在其所处的近代中国要建构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可谓非常

不合时宜地在逆时代潮流而动.自晚清以来老衰的中华帝国不断遭到西方侵辱,割地赔款,民生凋

敝.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家危机,有识之士受西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影响,力主效法西洋,扩张

国家机器,建构强大的民族国家②.但实际上,近代中国只是一个具有强国家主义话语的弱国家政

权,按照汉学家杜赞奇的分析,即是“国家弱,国家主义的话语强”③.由此,杜赞奇认为:“扩张的国家

机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排斥、消灭了自治的社会创造性,与此同时,它也未能达到实现现代化社会的

目标,因为它没有办法动员起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的能量和资源.但是,完全可以说,不是建国计划

本身,恰好相反,是缺少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为市民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才促成了排斥地方社会创造

性的后果.”④

在国家主义话语如此强,而实力又如此弱的近代中国事实面前,梁漱溟并未被慷慨激昂的政治

热情所左右,而是坚定地选择了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造社会”.在经过“西化”思潮的短暂影

响后,他便确定了以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包含乡村建设与政党活动等),作为其致力于实现市民社

会的具体途径与实践方向.之所以如此坚定,实与他所认识的“老中国”关系极为密切.他赞同奥本

海末尔关于“与国家观念相对立的社会观念,最初于洛克见之;从此以来,此种对立愈益确定”的观

点⑤.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基本上呈对立之势.在新兴发展阶级看来,自己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势力,
并与国家相对,进而反对当前的现政权:

　　他们观念中共同之处,便是同认“国家”起源于侵犯自然法而存续下来的特权集体;“社会”
方为顺乎自然法的人道结合型.他们盖认同“国家”为魔鬼之城(CivitasDiaboli),而“社会”则为

上帝之城(CivitasDei).他们所不同者:前者宣称资本主义社会便是自然法过程之结果;后者却

谓这过程尚未到达其目的,必待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乃是.大约在西欧,都是这样观念.⑥

与西方社会恰相反,梁漱溟认为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封建解体,阶级便消纳于伦理,国家则隐没

于社会.“三千年来我们一贯精神是向着社会走,不是向着国家走.向着国家走,即为一种逆转.
假如不是近百年突然卷入国际竞争漩涡,被迫向着国家走,我们或仍抱天下意识如故,从乎其两

千年所以为治者如故.”⑦传统中国即是融国家于社会,是社会而非国家.在他看来,国家为阶级统治

之工具,有着强烈的对抗性色彩,但社会却没有,中国的天下观念即产生于此.在中国人之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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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２９页.
费孝通曾指出民国时期为加强权力渗透,控制基层社会而推行保甲制之弊端,“地方社区已经变为政治体系中的死胡同.

保甲体系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社区组织,而且也阻碍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它已经摧毁了传统政治体系的安全阀.通过保甲

体系,一个权力更加集中的行政当局的确是实现了,但也仅仅实现了形式上的更高效率.因为当底部有一个僵局时,命令实际上得

不到执行.”见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６页.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６５页.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第１６４页.
查尔斯泰勒认为,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对立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在洛克学派看来,社会先于国家,“在所有政治社

会出现之前,人类就形成了一种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是根据他们所必须遵守的自然法而形成的,而这种自然法则出自于上帝的命令.
换言之,我们是通过享受天赋权利而结成共同体的”.而在孟德斯鸠学派看来,社会与国家并存,“社会并非在其政治组织之外予以

界定的,相反,一个自由社会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构成相符合的”,“社会是根据其政治组织来界定的,但是这种界定依照国家架构则是

多种多样的,因此需要在各个独立的力量之间分配权力”.见CharlesTaylor,“ModelsofCivilSocity,”９５ １１８．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１６５ １６６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１６页.



近则为身家,远而为天下,介乎身家与天下间之团体或国家模糊不清,若有若无.因此,他认为“中国

社会的重心,向来在社会而不在政治”①.传统中国政治历来消极无为没有力量,社会生活并非依赖

于政治维持,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之影响,“有人因希望政治积极有力量,就
羡慕极权国家(苏联、德、意);此无异于移重心于政治上,徒见其为妄想而已”②.当然,他并非反对中

国未来发展为一强大之国家,其一生亦在为此积极努力.但依靠政治来建国在他看来是徒劳无功,
努力之方向与其在政治,还不如“尽力于社会”,这样反而能收其效于政治.在他看来,这是解决政治

问题之关键,不但西洋如此,“而重心素在社会如中国者为尤然”,换言之,“今我们要解决政治问题,
则只有反求于社会而不能乞灵于政治”③.

梁漱溟一再重申必须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势出发,去发现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在他看来,国
共两党于此都未得要领:国民党虽然提倡建设却无实际方针,没有积极建设方向,即便不能说它背叛

革命,至少亦忘记了革命;共产党虽然始终不忘革命,但只是一味盲目破坏,徒增其害.至于对中国

问题缺乏恰当认识,则两党所犯之病相同.基于对中国特殊社会形势之判断,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

之关键,即是将西洋统一之法倒置过来.在西洋,求统一之法是“求统一于上”,“在此疆彼界隐然敌

国的社会中,以一方强越势力压倒其余而统治之,尽管社会依然不免有其分野对立而国家却是统一

的;这就是统一于上”④.西洋社会分于下而统一于上,由于宗教、种族、宗族、地域、阶级、职业等原

因,在西洋社会此疆彼界隔阂甚多,要想社会稳定,必须求以一阶级为主体而统一于上,如英国的资

产阶级或苏联的共产党等.但与西洋最大的不同,即中国社会分于上而统一于下.在上者为军阀间

个人之争夺,整个大社会却融合不分,他称之为“情感相通的一个大社会”⑤.这样的好处是不隔阂,
短处是不团结.西洋则与此相反,社会是分于下而统一于上,好处是能团结,其短处是多隔阂.这便

决定了帝制崩溃后中国建国之路只能是由在下之社会开其端,“求统一于下”,即在“形势散漫而情意

颇若相通的社会中,发见其亲切实际的共同要求,从而联系之以成一体,使一向浮在上面的分裂若有

所归而势无可分,国家于是统一;这就是求统一于下”⑥.因此,在求得国家统一稳定的方案中,依据

中国的特殊社会形势,梁漱溟深刻地阐释了其“求统一于下”,自下而上造就市民社会的立场.他认

为,以此造就出来的市民社会必须与政府分开,其“求统一于下”之原则即:

　　联合体或其任何组织都必须守定在野立场而不要直接当国秉政.须知统一于下所不同于

统一于上的,就在使社会始终保持于一个立场上.要使社会保持于一个立场而不分,那就必须

把政府与社会分开.⑦

如果二者不分,社会不能独立于政府,那就破坏了“求统一于下”的原则,其结果便只能是社会自

身之解体.故乡村建设运动或其他团体组织当其在野且向下扎根,“把散漫社会打通一气,可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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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２０页.
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２０页.杜赞奇认为,作为儒家传统的笃信者,梁漱溟从封建观念出

发,“把帝制时代的历史浪漫化,同时,对儒家思想的信仰也给了这位务实的、基层的改革家一种独特的眼光,来审视这一不同的、由
扩展话语控制权的现代国家对地方造成的严重破坏”.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

１６３页.
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６２１页.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１００５页.
如在内战时期,梁漱溟亲眼见到全国各省教育会的联合会还照常举行.“所以我可以说,把军阀政府除去外,中国国家原是

统一的.不统一的只不过浮在上面而无根的所谓政府就是了.”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９９２页.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１００５页.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１００８页.艾恺认为,在此点上毛泽东与梁漱溟是基本一致的,“虽然梁

漱溟对中国当代危机这种非政治性解决也许显得与毛泽东的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但社会和政权相分离这个论题却构成了毛泽东

大部分思想的基础.毛泽东也意识到夺取政权并非是最后的解决办法.的确,依靠群众、厌恶官僚政治中的命令主义以及对国民党

的墨守成规甚至固守旧习的疑虑,这些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方面.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最终也是要动员社会反对政府”.见[美]艾
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９页.



为之低首;一旦自己登台,却将失脱社会根基,并陷自身于纠纷,亦就失去一切作用,而葬送了革命前

途”①.因此,他认为,在西洋社会“国家统一则社会粗安”,在中国则恰相反,“社会统一则国家粗

安”②.要把散漫而无组织的中国社会培养为一有组织的市民社会,必须着力于以下三方面:一要使

社会从散漫渐达于联系,从矛盾转向协调;二要使社会有其正面积极之共同要求;三要培育社会,使
其有力量.其中,他认为正面积极的共同要求最为重要,这是中国达于统一稳定之道.从辛亥革命、
讨袁帝制、北伐战争以来,整个大社会都有形见于外的共同要求,但这些要求都是消极负面的推翻旧

王朝与除掉旧军阀,而没有积极正面之要求.等到王朝推翻,军阀打倒,则社会复又失去联系之纽

带,而归于散漫,统一便难以维持.正如胡适所言,近代以来之中国,革命排满、反帝护法、打倒列强

乃至最近之抗战救国等宣传口号,都只为一时之热闹而已.换言之,它们并不能统一此分裂之国家,
团结此对抗之政党.“近年也有人时时提到一个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里,什
么口号都看得破,什么魔力都魔不动.”③

因此,在梁漱溟看来,乡村运动即能抓住社会人心的共同要求,其“继承了两度的革命思想,而正

好为具体的要求,积极建设的运动.这样将永远站在社会立场,巩固社会的统一,而后政治上的

统一乃能树立而维持”④.“从四下里往一个中心点去归拢,而形成一个潮流势力.这是散漫社会在

囫囵整个问题下唯一可能有的转变;乡村运动会要形成一个代表中国大社会的力量.”⑤同时,以
乡村建设为代表的社会运动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通过培育社会运动,渐使此市民社会力量增加,进
而使社会统一稳定.最后便由此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运动来完成建国任务,到那时国家与社会又达

于新的统一.“那时的中国,名之为国家可也,不名之为国家亦可也.人类历史在今日以前,国家与

社会分而为二;在今日以后,国家与社会将合而为一.好像社会生长发育,国家自然没有了;名为社

会尚属合适,名为国家不甚相符.一切国家均将如此,而中国独先成功.”⑥梁漱溟一生可谓都关注着

“社会”,正如在建国初他自己所言的那样,“抗战前多致力于在下之社会”,“在开战后说我虽多为团

结统一(上面)奔走,而用意恰在下面(民众总动员)”,“这一下一上的两面,相资为用,缺一不可”⑦.
因此,梁漱溟建国前致力于在近代中国造就强大的社会力量,试图以此来完成建国,进而实现现代

化.其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运动造就并培育市民社会之思想,无论从国家政治层面,还是从社

会生活层面,都对建构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不止于此,就深入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而言,梁漱溟社会政治思想中还有很多方

面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例如,他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重心,而城市只可为中心.近代中

国之所以危机日甚、社会崩解,在他看来,原因即是盲目效法西洋,把城市不仅变为中心亦为重心了:

　　现在的社会,都市不但是中心,而且是重心;以都市为重心就完全错误了! 重心本应普遍安

放,不可在一处;中心可以集中于一点,可以在一处.若重心在一处,则非常危险! 此刻的

社会构造,即重心在一处———置重心于都市,这是顶不平稳的一种构造.⑧

当然,他并非反对城市化,而是以乡村为重心,从乡村入手培养农民的团体意识与科学技术,通
过农村机械化与农业现代化,促进工业现代化,这样便“着意于本,则自然有末;乡村越发达,都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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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达”①.这对于理解１９８０年代中国江浙地区兴起的乡镇企业②,探索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再如,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所效法的

西洋式程序民主实践,推行试点的时间不可谓不久,但乡村基层民主选举的情况却普遍不容乐观.
村民的表现依旧如当年梁漱溟乡村建设时期那样毫无政治热情,对政治事务相对冷漠,难以组织起

来协商集体大事.其间问题正在于,梁漱溟当年所考虑的那种西洋程序式民主与传统乡土社会之间

的悖论式关系,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恰当解决.乡土社会本极像一大家庭,极为和睦.在村中设立监

督等机构粗暴对待乡民,则完全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少了“彼此爱惜相劝向上之意”.这极易

使乡民感情受到伤害,在乡村中造成彼此分离对抗的局面,这无异于开了乡村捣乱之路.因此,重新

审视梁漱溟关于乡土社会须以改造传统乡约为基础、以理性求团体组织的乡村建设的思考,对于国

家目前提倡的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新乡贤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
同时,梁漱溟还认为,在中国求组织与求民主断不可分割,民治须建立于组织基础之上,“引进团

体生活为政治改造之大本者,亦为经济改造之大本者,亦同为文化改造之大本者;一贯到底,一了百

当”③.他关于中国民治须建基于团体组织上的思考,对于理解当今中国民主问题依然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借鉴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失却了乡村的农民与失去了职业的工人一样,其在政治上的主

体地位没有团体组织予以保障,其攫取民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④.因此,解决当代中国工农的政治经

济民主问题,重建其新团体组织至为关键⑤.与此同时,梁漱溟晚年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切身体验

后,呼吁共产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加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与健全法治,要真正在体制上确保

人民当家作主,实现重大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无一定的政治体制上的保障,则决策民主化、科
学化之能否实行便又成了问题.所以中共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又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

举.”⑥他强调要真正实现人民民主或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实非易事,“特别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背

景的不同,诸如传统思想、习惯势力之羁绊和经济条件之限制等原因,其实现人民民主的进程将必然

是长时期而不能是一蹴而就的”⑦.可见,从梁漱溟的视角观之,要想顺利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

建设,必须通盘考虑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思想习惯、经济条件等一系列复杂因素.

四、结语:中华文化因社会主义而复兴

１９８７年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梁漱溟发表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对其一生作了

自我总结:“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救国运动.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⑧而在文革批林

批孔的疯狂时期,在给朋友的一篇答谢词中,其独立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一生中许多事情是独自

创发,不是步人后尘.总之,我的一生,是主动的一生.１９５０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

当时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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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３１８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对充分利用乡村地区的自然及社会经济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对
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改善工业布局,逐
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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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３１９页.
范鹏等撰:«与哲学无缘的哲学家»,«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７月９日,第２版.



出这话来的.”①一位台湾记者采访晚年梁漱溟时,问他“有什么话要交代的”,他答曰要“尊重传统文

化,顺应世界潮流”.这言简意赅之文,道出他对中国道路的深刻思考②.在人生暮年,他强烈呼吁:

　　中国的近百年历史证明,“全盘西化”不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质是一笔勾销中国传统文化之

特征作用于中华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事实,自然是行不通的.即便是建设社会主义,也得标出“中

国特色”,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这主张是很英明,很合中国传统文化的.③

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展开,社会主义道路已然步入正轨.这使梁漱溟百

思不得其解,他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发展史上担负着为人类开出共产社会前途这一使命

的,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达下的无产阶级身上;却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完成这伟大使命的倒难指望

于那些资本主义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而偏偏将在中国这个资本主义工业夙称落后,其无产阶级

出现既晚,亦且不够强大的古老社会竟尔率先有所成就,并担负起世界革命先导的责任呢?”④自信满

满的他对解决中国问题之方自不会轻信于人⑤.他一再重申必须从中国特殊社会形势里,去求索解

决中国问题之途径.但国共两党都昧于此,“只有我从历史文化认出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之路”⑥.
直至新中国成立,梁漱溟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走之路仍有些信不及,不相信中国就此统一稳定.

当毛泽东力邀其参加政府时,他果断地表态应站在政府外边,还想为各方主持公道.对他而言,这有

其心理根源.自清廷崩溃以来,中国时局混乱不堪,外国列强肆意欺凌,军阀搜刮无度,日趋崩溃,向
下沉沦.他对中国实现统一安定极度渴求,但近现代中国历史却告诉他,短暂统一并非难事,长期稳

定却甚难.在解放军入川时,他亲眼看见二野、四野装备待遇相差甚远,彼此对物资接收争夺激烈,
而六大军区颇有新军阀割据之势.并且,他也担心国民党是否会卷土重来,但这些疑虑只能存之于

心.“到今天,共产党这条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是不对.但是否当真如

此呢? 一个真正用过心来的人,是不能随便就承认,随便就否认的.”⑦他仍坚持自己一向所走的路

线,但经先后两次到地方参观,其态度大为转变:“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

不及.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

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 还不是说破唇皮

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⑧“自到京那一天,直到现在,我都在观察、体会、领略这开国气象.亲眼

看见许多新气象,使我不由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⑨他不得不承认,“今天我的路没

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见于世”.最终,他悟得自己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问题上之

差异,并慨叹自己识见不够.“恍然自悟所提出的问题虽没错,而把解决问题之道却看错了.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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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恐怕已经到了尽头.想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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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溟问答录»,第２９８页.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３２７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２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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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国,他所认识的老中国必为重要参考.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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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８５５页.



产党自始不理这问题,但它却不知不觉竟然走对了路.”①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关键在于把大

量非无产阶级,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锻炼改造得相当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本因高度发达的资本主

义工业而起,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现实抗争.而在中国,由于近代以来复杂的内外因素,资本主义未

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未得独立,更何谈作为阶级的无产者.故要于中国实现一般意义上以无产阶

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非可能.但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恰恰成功地完成了无

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问题的关键即在于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实现人

的无产阶级化?
通过深入思索,梁漱溟认为共产党成功地把无产阶级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理念进行了很

好的结合,这甚为重要.他认为与西洋理性“发乎此身,仍归落乎身”不同,无产阶级精神与中国传统

文化固有的民族精神都是“身为心用,以身从心”,其在本质上相通而并不隔阂.“无产阶级精神视我

传统习俗为高,学它则精神向上提振,同时它又和我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

阶级革命在中国之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实与此有莫大关系.”②作为在世界形势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无产

阶级政党,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即工人阶级力量甚为薄弱(“有形的好条件”).革命要成功就须充分发

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精神在西方乃是从客观形势的阶级对抗中逼迫而出,从斗争中得

以锻炼,可谓自外而内).显然,共产党于此并无优势,但却充分利用发挥了传统文化自内而外的仁

义精神(“无形的好条件”),锻造了其舍生忘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透出了人心的无私与伟大.“不
论在革命战争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总处在严重缺乏现实有形的有利条件的极其艰苦情况中;
却依靠于人,依靠于人的思想革命化,卒能以其精神之优越抵补其物质条件之短绌,取得一个胜利又

一个胜利.此其力量之发乎心而非本乎身也,岂不如白日之昭昭乎?”“理性早启的中国人既一向偏

乎仁用,其能以接近无产阶级精神者亦唯在仁之一面耳.人与人之间通而不隔之心为仁.无产阶级

革命要解放全人类,一本乎此通而不隔之心,其一切活动都是身为心用.我民族固有精神同样地出

自此通而不隔之心,故不难企及之.”③“共产党所说无产阶级那种精神或心理,却正是中国人所早成

为好尚的东西———仁与义.”④共产党对外虽以无产阶级精神名义相号召,与仁义精神在格调上不免

有异,但“大体说共产党的号召和表现,对于中国人确还是投其所好”⑤.因此,共产党建国成功之关

键,即是以人的无产阶级化为基础,把中国文化中的仁义传统与无产阶级精神进行了互融.“世界唯

独中国有些大量非无产阶级的人被改造得无产阶级化,则是有老中国社会为其根柢,并非一时间偶

然奇遇.”⑥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就曾断言,世界最近未来文化将是古

中国文化之复兴.但那时他并未料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国后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之势,亦未深入

研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之为何物,更未能了解无产阶级精神的伟大力量.但建国后,他在认识

上便发生了转向,认为中国文化“可因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社会而得复兴”⑦.此时,其立论根据何

在? 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以个人本位为主,源于人之身体,“凡意识狭小各顾本位者,纵使不囿

止个人身上,亦皆源于身体,终将汇归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没有例外”⑧.相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则

是发乎伟大的人心,而共产党特别著见于人心,“在集团所由形成上,一般本乎身,而共产党则本乎

１４１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思想困境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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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３８３ ３８４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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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２１８页.
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梁漱溟全集»第４卷,第２３９页.



心”①.资本主义社会之本质特征是“心为身用”,以心从身的个人本位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身
为心用”,以身从心的社会本位社会.同时,中国文化即是一种“心为身主,以身从心”之文化.由此,
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便可相接续,共同发展,一荣俱荣.在他看来,世界文化潮流发展之大势必

是从以身为主的资本主义个人本位,发展为以心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本位,而以心为主的中国传统

文化将能与此世界发展潮流相融合.因此,梁漱溟认为国人不应盲目追寻西洋个人本位主义道路,
而必须在世界发展潮流中建构中国社会本位主义道路,“要中国人学走近代西方个人权利本位的立

国之道,这于其几千年伦理义务本位的社会人生,恰为前后全不接气的文章.倒是迈越乎此,而向上

提高直接为人类社会未来文化辟造新局,方有自己的出路”②.这全新的中国道路,既符合世界文化

发展之潮流———社会主义,又有中国传统文化为支撑———心为身主,“正为它有此老根柢(中国文化)
为凭借,今天就表现出震惊一世的局面”③.这即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就理论而言,梁漱溟对中西社会结构的认识过于笼统,对中西文化精神的理解过于片面;就现实

而言,他一生的社会政治实践多数尽归失败,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其一生对中国道路(中国向何处去)
所做的独立思考的价值与意义.正如台湾学者王远义所言:“梁漱溟一生的著论,在理论上,对西方

外来民主与法治的观照与考量,确属片面且不周延;然而,对于古老的大传统、外来新近的思想、中国

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之模式三者间,梁氏一贯地、不懈地将它们相互间的关联和关系,不仅作出了原创

性的研究与解释,也提出、提醒在谋求中国问题的现代解决时,此三大问题之互动、综合与转化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梁氏以他的经验与著作,试图指出中国人的历史命运与出路何处,也同时告知

西方人他们所不知或所不欲知的历史.”④梁漱溟一生之底色都是“中国式的”,始终以传统士人自

居⑤,试图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来拯救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文明.从救国到建国,他终其一生都在

为“中国向何处去”独立思考.“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实践儒的内圣外王理想———从其个人道德到社

会理想,梁漱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认真、最执著、最彻底的一个.”⑥也许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

注定了其现代化之路的复杂与坎坷,但梁漱溟心中常怀抱着两句话,“从深处探索中国问题,向远处

谋划中国出路”⑦.他一生的思考与实践皆是围绕中国道路展开,而这亦正是我们在当下重新审视现

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之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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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现为“言治乱”、“议政事”或“论国事”.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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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传统“自由”思想的
现代转换及其影响

张 师 伟

摘　要:现代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概念在含义上受到了西学的明显影响,一方面以中国传统词汇容纳

西方含义,另一方面又以传统含义濡染西学内容.中国现代政治意识谱系中的“自由”,虽则往往与西学相

对应,但在骨子里不免包含着来自传统中国“自由”含义的整体性影响,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对现代自由的

“误读”.西学东渐中的“自由”含义绕不开中国传统自由观对它的过滤、濡染与改造,而中国传统自由观也

在互动过程中变得亦中亦西、中西混杂.虽然中国传统自由观并无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含义,但中国现代政

治意识所需要的自由含义的建构,又在根本上受制于传统自由在含义上的现代转换,传统自由现代转换

的程度,在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的成熟程度.

关键词:西学东渐;中国传统;自由;群自由;公民;权利

在中国现代政治意识的建构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西学概念,这一点自王国维起就颇受注意① .
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许多在传统时代并不十分重要的词语的含义发生了现代转换.其中,“自
由”概念的现代转换虽则实际上很重要,相应研究在学界却颇为冷落.学术界对中国自由话语研究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严复、梁启超及胡适等少数思想家身上,涉及中国传统自由话语现代转换的研

究则集中于严复,肯定严复在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建构中沟通中西,并在舆论界呼吁自由的积极作

用② .有的学者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西文化各自传统中“自由”的不同含义,并肯定了中

西之间在自由含义上的会通③ .从中西文化比较的方面,分析彼此不同的自由含义及其会通,在理论

上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其不足,是未能厘清中西双方两种自由各自的含义,以及彼此之间的会通和结

合究竟如何发生.有的学者则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侧重于寻找双方在“自由”含义上的共同点,以
西方某思想流派的自由思想为依托,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寻与西方某思想流派观点相同的“自
由”含义,或者以道家的“无为而治”为自由主义④ ,或者依托儒家典籍演绎所谓儒家自由主义⑤ ,而竟

忽略了“自由”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独特含义.就现代政治意识建构的内容来说,“自由”作为其必要

的组成部分,在含义上主要是吸收、消化西学的“自由”,其在汉语中的传统含义则多半要被代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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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传统含义的新陈代谢又必须依赖来自西学的新含义,增一分新,便减一分旧.值得注意的是,“自
由”在其旧含义减少与新含义增加的过程中,又同时伴随着新与旧的相互濡染.中国现代政治意识

建构过程中的不同“自由”概念,虽则往往与西学相应流派的自由观相对应,但是在骨子里都不免包

含着来自传统中国“自由”的整体性影响,因此表现出对现代自由的不同视角与程度的“误读”①.一

方面,特定时代的思想家在进行概念转换的时候,不可能将自身已有的观念体系清零,即便出于完全

移植或仿效的目的,也难免因理解与解释的整体性世界观局限,而不自觉地将传统概念的含义承传

下来;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在接纳外来观念的时候,往往试图从古典概念体系中寻找吸纳西

学观念的概念容器,而其中的古典含义也因此而藏匿在了现代概念容器里.“当徐继畲用传统儒家

的概念和范畴评价美国政治制度及华盛顿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概念

及范畴与现代政治制度紧密联系起来,从而真正开启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概念及范畴的近代化转变历

程.”②作为“自由”新含义来源的西学,在形态上支离破碎,在传播过程上零敲碎打,它只是中国现代

政治意识建构的环境及思想资源,在“自由”含义的新陈代谢中居于被动地位,属于中国现代政治意

识建构的外因条件;“自由”的传统含义,不仅普遍存在于思想者及政治家的意识之中,而且形态完

整,在“自由”含义的新陈代谢中居于主动地位,属于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的内因根据.尽管现代

自由主义的存在无可置疑,但它始终无法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甚至在大众中也不足以吸

附大量的信仰者.究其缘由,一则因为“自由”的传统含义较为贬义;二则大众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

特征浓郁,集体本位和国家中心主义十分突出,关心国家民族胜于关心个人,而现代自由主义恰恰又

强调个人本位.实际上,即使强调个人本位的思想家,也仍然有着明显而强烈的国家意识,从而不能

真正地将自由主义思想逻辑贯彻到底.况且,救亡主题屡屡导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逻辑的急转

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体系中仍然隐匿着一张传统思想的潜网,并
因此而导致“顶层设计的迷思”③.

一、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的“自由”思想谱系

“自由”概念虽然早在汉代就出现在经学笺注中,但它在中国传统概念谱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
不仅不能完全包含传统时代的自由思想,甚至也不能代表传统自由思想的主流.中国传统政治观念

中的自由思想分散在先秦诸子百家及秦汉以后的时代思潮中,其核心就在于突出本体意义上的个人

如何获得自身的自觉状态.这个自觉状态或者是关系到理想人格的塑造,或者是关系到普遍本质的

个体性实现,或者是关系到个体自觉地守法,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所谓自由就

是把握“成人”的主动权,立志存仁.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④,又讲“为仁由己”⑤,
就是在强调个体在理想人格塑造与成人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儒家之“由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
是突出了“己”的道德理性与能动自觉.儒者要求个体要自觉摆脱由外物所引发的物质欲望,“由己”
实际上就是“克己复礼”,务求使人人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⑥.孟子所谓

“收放心”,也是要将人的注意力从外物上移开,而只注意“己”心固有之“至善”,只有当人“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时候,才算是做到了儒家之“由己”而不由物.范仲淹所谓“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就是将自己的存在纯粹道德化后的一种“由己”状态;文天祥的«正气歌»所表达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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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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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自身存在完全道德化后的一种“由己”状态.从理想人格的塑造可能及结果看,儒家认为,每个

人都禀赋有气之精者,从而都平等地具有至善之性;每个人的理想人格就是纯粹至善之性的具体化,
其存在的目的或价值,就在于充分地展示自身所固有的纯粹至善;当人的一切只是展示自身所固有

的纯粹至善时,其存在也就完全道德化了,并使自己成为无我、无欲、无情的道德躯壳,摆脱了外物的

影响.人的一切行为完全由其内心纯粹至善来安排,这就是“由己”;而人的行为如果仍受到外物的

影响,那么就应该努力“克己”.从儒家的立场来看,“由己”是自由的,“克己”则是在摆脱外物奴役.
传统儒家的“由己”,在内容上侧重实现每个人自身固有的至善属性.为了实现这一属性,每个人所

要做的仅仅是守护好自己的纯粹至善,不要让它受到外物的遮蔽与扭曲;而要有效预防外物遮蔽和

扭曲个体纯粹至善,就必须将自身的注意力从外物身上移开,避免因接触外物生成闻见之知的人欲.
只要个体的注意力始终在自身之道德自省,就避免了外物对人的主动性的影响,从而使人得以展示

其体现纯粹至善的天理之知.“由己”所体现的自由思想,并不处理主体间关系,而只是突出个体的

自我实现,而这个自我实现又几乎完全是一个道德的过程.“儒家关系式道德个体立基于性善理念

的正面价值,其所对应的个体进路及方法为‘修身’,其目标取向则为整体和谐.”①儒家正统思想家所

谓之“自由”概念,表达的内容往往是贬义的,包含着对那些不尊礼法的僭越者的批判和抨击.有学

者已经注意到,“在儒家文化特别是原始儒家思想中,确然蕴涵着丰富的甚至比道家更为深刻的自由

精神”,“尽管儒家文化之中的确蕴涵着深刻的自由精神,但就其自身的形态而言,正如其不可能引出

现代科技之果一样,也难以开出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现实权利之果”,“不仅不能,其本身甚或还存

在着一定的消解效应”②.
传统道家在国家治理及个体自由的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概念与命题,其中一些概

念与命题受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关注,并有相当一批学者试图从道家的自由思想中,发掘出

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有学者指出“‘自由’按其词义来说,就是指人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由自

己作主,自己作决定,不受限制和束缚,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意思”,“‘自由’这一概念在中国思

想史上出现较晚(在唐禅宗思想中曾经出现过‘自由’的概念),但有关自由的这一思想,在先秦哲学

中即已有之”,“确切地说,在老子思想中即已涉及,庄子则用‘逍遥游’来表达一个人的精神的自由自

在,不受任何的束缚”③.道家之自由思想,也是紧密地联系着它所理解的万事万物的共同本质———
道.“道”之完全展现于事物或个体,那么该事物或个体就处在自然状态.因为道家的不同流派对

“道”及“自然”的理解与解释有所不同,所以道家自由思想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性.从老子的

“道”与“自然”来看,万事万物遵循着共同的“道”,表现为共同的“自然”.一方面,“道”是事物之本

源,万事万物皆生于“道”,“道”生万物也是万物本该之“自然”,“道”是物之“自然”的源;另一方面,
“道”也是万物之“自然”的形式,万物之“自然”必定有其存在与运动的规则,这个规则简单地说就是

“反者,道之动”④,人们在自身及万物面前的选择就是顺应自身及万物的“自然”.老子强调“因自

然”,突出“无为”,归结为返璞归真,要点是无为而治.老子的“自然”就是通过尽可能地减少外来干

预,让人或物之存在及运动由其自身的规则、规律来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就成了人或物自己决

定自己的“自由”.无为而治的简政无为思想也被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冒认为自己的古代同类.
“‘清静’就是不扰民,‘自治’就是让民自己去发展”,“为政治国者不扰民,民众便会自己去发展,这是

中国古代的‘自由’政治文化.”⑤庄子的自由思想却与老子迥然不同,如果说老子关注的焦点在“道”
及“自然”超然于具体的抽象和一般,那么庄子的“道”及“自然”更加关注万事万物之中具体的“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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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是“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而是万物自在,各有其情趣自然,每个事物包括人都不必依

赖或仰仗于外物,因为它们自身就包含了自己存在与运动的一切依据①.这个依据归结起来就是无

所不在的“道”,虽然万事万物的“道”是共同的,但是,“道”具体地体现在每个事物身上却各不相同,
事物不受外来影响与支配的状态就是它的自然状态,而自然状态下的物只是根源于它自己所承载的

“道”,从而摆脱了一切外来物或权威的影响,处在自在、自主、自然、自由的状态,只有这个状态才是

物之最佳状态,否则就会受到戕害而处在奴役或异化状态②.«老子»站在抽象的“道”的立场,突出了

以“道”御物原则,其所主张的物的自由实际上建立在“道”的无为上;庄子站在物之“自然”的立场,将
道作为物之自然的普遍依据,其所主张的物的自由在于摆脱外物的奴役与异化,而一任万物各自之

自然,不受外物影响、干涉、奴役与异化,处在了自由状态,而物之自由恰好实现了物之自然.从这个

角度看,庄子的自由思想颇为接近儒家的自我实现,只不过他要求排斥的外来影响和干预要更加彻

底,儒家所肯定的人所共有的纯粹至善在庄子那里是不存在的,庄子对儒家的至善道德也是完全排

斥的,对他来说,只要把个体的人完全交给他自己,让他自在、自主、自由、自然就足矣;儒家所提倡的

“克己”在庄子看来是完全不必要的,自在、自主、自然、自由所要的结果就是个体存在的无拘无束、随
心所欲、逍遥快乐.

先秦法家不仅非常关注个体之私与必然秩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颇为肯定法律规范下个体的自

利诉求,从而在自由与利益、自由与法律、自由与自利、自由与必然等层面讨论了人的自由.先秦法

家所谓自由实际上就是实现个体利益的自利,本着人性天然趋利避害的观点,法家不仅对个体自身

利益的实现给予积极肯定,而且还将追求自身利益作为个体的行为动力与根本目的.“法家认为,人
的本性是好利的.这种本性既改不了,也无须改.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而是应该适

应人的本性,并善于利用人的本性.高明君主的妙术之一是搞好利的排列组合,使人们追逐利益的

活动汇成一股力量,以利于君主或为君主所用.反之,如果有人不好利,或不以利为生活之目

的,法家认为这些人就无法被利用.这种人是令人讨厌的,是不治之民,是多余的.”③个人自由

即意味着一定的个体利益的实现,自由越多,利益越大.但先秦法家又强调自由实现利益的自利行

为必须合法,即人实现自利的自由实际上也只能是法律规范下的自由,在法律规范之外,任何人都没

有自由,不能取利.法家之法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从而使得个人自由之实现依赖于国家

意志表达之法律;另一方面,法家之法还体现了一定的必然性,即法家之法乃是垄断性地认识必然性

的结果,它体现了世界的必然之理,“君主独掌规律,群臣受君的制约”④,个体守法也就成了对必然之

理的遵从,遵从体现必然之理的法就有行为自由,违背体现必然之理的法则没有行为自由.从国家

秩序中个体自由的实现来看,法家所谓自由也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遵从,而不自由的本质也就变成

了违背必然之理的结果.法家关注的人的自利和自由,与儒家及道家仅关注自我的实现不同,其所

谓的自由涉及不同利益诉求的主体,要处理诸多涉及主体间性的问题,而且主体间利益诉求的诸多

事项也均由法律予以调节处理.但是法家所谓自利与自由并不能通过法律而实现主体间平等的彼

此承认,而且法律的诞生也不以个人的自由为前提,而是以圣君为前提,君主在法治之外,而君主是

否守法不再是法家追问之问题.“管子未立制君之法,故其学与欧洲之法治思想尚有可观之距离.
至商韩言法,则人君之地位超出法上.其本身之守法与否不复成为问题,而惟务责亲贵之守法.君

主专制之理论至此遂臻于成熟,而先秦‘法治’思想去近代法治思想亦愈辽远矣.”⑤从这个意义上可

以说,法家的法律既先于个体自由而存在,也就在逻辑上成了个体自由的前提,但由于法家之法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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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世界的必然,使得个人自由对法律的服从不仅是服从国家的政治权威,而且还是服从法律所体

现的认识的终极权威,因而个人不仅在具体利益方面的自由要完全依赖于法律,而且在认识世界等

精神领域的自由也完全依赖于法律,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际上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完全管控了个人

生活的一切.
法家虽肯定了人自私自利的行为,并且也通过法律来调节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但其强烈的国家

本位主义却十分不讨自由主义的欢心,因此现代自由主义对法家自由思想的关注度就非常低.但在

现代中国流行的关于自由的话语中,有关自由与法律、自由与必然、自由与自利等的诸多说法,又明

显地与先秦法家的某些说法相同.这种说法上的相同,一方面说明了先秦法家作为传统政治思想流

派在现实中的影响力还颇为明显;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先秦法家自由思想也具有一些与现代自由主义

的根本相同点,尤其在自由与法律、自由与必然等方面.虽然法家基于肯定人的自私自利,而在自由

与法律及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上拥有一套独到说法,但法家的自由毕竟缺乏现代的权利内容,其所谓

自由不过是在法律规范与引导下实现的自利和因法律必然而获得的自觉.先秦法家之作为自利的

自觉的自由,虽然与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存在本质性差异,但又在一定的方面与现代自由的某些含

义存在相通之处.
魏晋到两宋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格局与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

现象,就是佛教的中国化及其对中国原有思想体系的反哺,并产生了宋学.“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

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①佛教作

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世界观,在本体论及方法论等层面弥补了宇宙论体系的不足,从而为理想人格

的本体建构,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本体论世界观与修行反省的方法论基础.佛教世界观及方法论的中

国化,首先是化解了先秦两汉以来本源论、宇宙论及系统论世界观的逻辑困境,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理

性人格建构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而后通过普遍本体世界的找寻和展示,为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找

到了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并指示了从现象世界回归本体世界的方法路径;最后为每个人的理想人

格找到了一个普遍的共同本体.这个人所共有的本体也是世界万物的本体,该本体在佛教的早期话

语中叫做法性,而随后的话语则将其称为佛性.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结果是找到了一个普遍共同本

体,这个本体既无所不在地存在于天地六合,也在本体上沟通和联系了一切具体现象存在,而形成了

唯一的本体存在,每个具体的个体都平等地承载和体现着这个普遍共同的本体.佛教中国化所关注

的个体自由乃是个体超然于具体现象而拥有的抽象本体自由.这种个体自由首先是超越了经验世

界的各种诱惑或羁绊,从而所谓自由也就不是在经验中如何处理主体间关系的相互承认的自由,也
绝不会产生主体间彼此基于自由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具体利益等;其次,这种自由在本质上仍然是

个体自我实现的精神自由,它所强调的是个体在本体层面上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既包括超然于物外

的入定禁欲,也包括积极皈依个体本体的自觉修行,因此就成为了个体的自我精神修行;再次,佛教

中国化在个体自由层面还产生了一种主体间完全平等的状态,当个体摆脱了经验羁绊而归于超然本

体的时候,一切社会个体即无一例外地摆脱了来自经验世界的各种苦难,而获得了超然本体的极乐.
康有为«大同书»所标榜的“自由”,尤其是“去类界爱众生”等,“只是在科学知识缺乏情况下,康氏佛

学思想的表现”②,体现了佛学个体自由的思想传统.每个获得本体极乐的个体彼此间没有矛盾,没
有冲突,没有差异,完全平等,充分实现了自我的本体,不为物累,不为己悲,超然物外,逍遥自在,这
就是佛教中国化后所阐述的个体自由.这种自由与儒家及庄子强调的个体实现自我的精神自由,核
心都在于突出个人的自由就是不受外物役使的“由己”,他们所谓“由己”之“己”都是强调个体本有自

我;但佛教对个体自由的本体自我有明确的表述,从而深化了先前儒学和庄子对“己”的把握,使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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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种本体层面的自觉形态,从而摆脱了原先混沌模糊的理论状态.摆脱利益羁绊,无权力拘束

奴役,率性洒脱自由,由己平等快乐,每个个体都有一个这样的本体状态.

二、中国近现代“自由”概念的含义演变

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有比较丰富的自由思想,但已如上述,“自由”一词并不是表达传统自由思想

的流行用语,尽管谭嗣同在追述中国古代自由思想的时候,将«庄子»中的“在宥”以音近于“自由”,而
将“自由”作为“在宥”的音译,但这不过是沿袭了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中源说”的老套,并且也证明了

“自由”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实际上乃是受到日本转译的“liberty”的影响.日本学者在以“自
由”翻译“liberty”时实际上也并未贴切地表达出英文“liberty”的原义,而是羼杂了许多东方儒学的内

容.但就概念的含义来说,日本学者所说的“自由”,已迥然不同于古汉语中的“自由”①.据陈静考

证,“自由”一词始出于东汉郑玄的«礼记注»,经她统计的结果显示,“在郑玄的«礼记注»中,‘自由’二
字出现了十二次,其中九次是用‘由’来解释‘自’,所谓‘自,由也’;此外的三例是‘自由’连成为一个

片语的用法”②.郑玄在“«礼记»卷二说:‘帷薄之外不趋.’郑玄注释说:‘不见尊者,行自由,不为容

也.’卷三十五又说:‘请见不请退.’郑玄注释说:‘去止不敢自由.’还有一个语例与肉食的软硬有关,
郑玄的注释是:‘欲濡欲干,人自由也’”③.因此,“‘自由’最初出现在中文里,基本含义就是行为举止

上的‘自己做主’.据此也可以说,传统中文里的‘自由’是一种‘无关系的自由’,因为这种‘自
由’发生在制度的规定之外,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涉及安排人际关系的人伦秩序”④.一旦

“自由”被人应用于人际之间的,那么它就成了一个僭越礼乐纲常尊卑的一种不正当行为,从而使得

“自由”变成了一个用于描述和评价乱臣贼子的贬义词,特指其违背纲常礼教、目无君父长上的擅权

专断心理或行为.在东汉以后的典籍中,“自由”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自于君主斥责大臣或史官鞭挞

权臣的话语中,一方面是指大臣不依制度规范而以一己之意擅断,比如晋武帝斥责王濬“忽弃明制,
专擅自由”,此处“专擅”、“自由”并用,二者意思一致,就是指责大臣违背制度规范而擅断;另一方面

就是史官指责权臣不顾人臣纲常礼数而欺君专权,«后汉书阎皇后纪»指责阎皇后“兄弟权要,威福

自由”,«后汉书五行志»指责赤眉军蔑视刘盆子,“视之如小儿,百事自由”,其他如«晋书刘琨传»
“杀生自由,好恶任意”,«晋书王敦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等等,均为史官评价权臣专擅的用语,
其中的“自由”在含义上同于“任意”.这个含义在儒家政治话语体系日益完成并趋于烂熟的时代条

件下,一直相沿不改,始终是一个具有政治贬义的词语.即使在进入近代以后的前三十年里,“自由”
一词的用法仍保持在传统时代,主要是用来描述和评价权臣的专权擅断.金观涛、刘青峰在«观念史

研究»一书的附录中叙述了“自由”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含义变化,其所举１８６６年的一份照会,指责

李鸿章“自由自主,叫外国人常不得意”⑤.这份外交文件所使用的“自由”,在此处同于专擅“自主”,
实质上是指责李鸿章专断擅权.

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含义的现代转换始自于黄遵宪.他于１８８７年在所著«日本杂事诗»中提到

日本“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学说”,后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日本“西学既

盛,服习其教者渐多,渐染其说者益众”,“论文理,则谓人受天地之命以生,各有自由自主之道”⑥.在

“自由”概念逐渐流行开来的时候,它的含义虽然染上了西学的色泽,但又仍然保持着浓郁的传统特

征.这个时候,“自由”还不是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关键概念,在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成为理解１９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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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关键词.
在国家日益危亡的情况下,作为饱受西学影响的中国人,严复迈步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了其在中

西比较视野下译介西学的不朽工作,而之所以不朽,恰恰就在于开启了中国近现代话语体系更新的

序幕,在话语框架及重要概念的建构上自成体系,并在创造性译介西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libＧ
erty”是严复所理解的现代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它是西方所以富强的重要支撑,更是挽救中国危亡

的关键之所在.严复同意以“自由”来翻译“liberty”,但又认为“自由”在传统话语中是一个贬义术

语,“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①,为此,严复转换传统“自由”概念的第一步就是转变该词的属

性,将它变为一个褒义词,将“自由”提升到人道、天理的高度,使其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人人各得

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
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②.严复所谓“自由”,实际上已经将个体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包含在内,他所

谓“虽国君不能”侵人自由,就包含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神圣理念,这个理念恰恰

就是近现代自由主义所谓“自由”的魂魄.在充分肯定“自由”对于个人的神圣地位的基础上,严复还

把“自由”在个体身上的普遍实现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本条件,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理
念.这个提法一方面为“民主”提供了一种已经在西方得到验证的理论支持,即没有自由在社会个体

身上的普遍实现和巩固,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民主”的政治,而只要社会个体普遍地实现了其神圣不

可剥夺的自由,则“民主”的建立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另一方面,严复的这个提法又在某种程度

上突出了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他既将民主政治作为国之富强的条件,又将个人自由

作为民主实现的抓手,如此,就将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与个体对自由的普遍自觉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既然是从救亡图存的效用角度来审视自由,虽然严复观察到了“自由”乃西方公民社会的重要内涵,
但“自由”并没有因此成为目的,而是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工具性定位,且严复并未将西方语境中“自
由”的含义完整地予以输入,而是用救亡图存的思路和传统儒家“由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

维惯性来解说“自由”,“自由”既关系到人的自我实现,更关系到救亡图存的能效.
严复虽然是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关注“自由”概念,并试图在中国语境下赋予“自由”概念以新意

的中国人,他关于“自由”的论述标示着近代中国在接触和学习西方政治理念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高

度,但他也只是站在中西比较视野下,从探求国家富强的根本的角度,认识和评价西方语境中的“自
由”,因其能致国家于富强而推崇并高度肯定“liberty”,实际上他对“自由”的理解还没有达到“知其

所以然”的高度,这无疑影响了他对liberty内容的准确理解.当严复试图用儒家文化资源调和个人

与社会之关系时,其关注重心就已经在“群”而不在个体了.
“自由”概念在中国被理解的另一个阶段,依赖于面向日本、欧美广开留学这个重要条件,其中留

学日本的条件,为中国近现代“自由”概念的进一步转换,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及思想资源.日本自

明治维新以来大量引进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并在引进过程中通过概念翻译创造了一大批承载西学的

汉语词汇,其中的不少词汇是对传统汉学中的词汇进行含义转换而来,“自由”即是其中最有影响力

的转换了含义的传统汉语词汇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移译西学而创造的汉语概念,形成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学术话语体系,其对西学的理解既系统全面,又细致深刻.这种比较完整的呈现与折射,
使得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汉语舆论中主流的“自由”概念,更加趋近于西学话语中的liberty.而在此过

程中,西学话语体系特别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在留日学生的汉语世界中也逐步趋于

完整.
在此阶段,中国人对“自由”概念的理解以梁启超为主要代表.从对“自由”内涵的理解来看,梁

启超的自由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体自我实现的传统局限,而突出了自由的主体间关系,使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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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内容上包含了丰富的个体权利.“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

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①梁启超在突出“自由”的权利内涵的同时,还确立了个体本位

自由的普世意义,一方面他认可了西方“自由”概念所包含的“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

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另一方面,梁启超又突出了“自由”的普世价值,强调“自由

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②.“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虽主要来源于西学,但
中国传统的‘仁’、‘群’、‘社稷’所构成的话语系统又对其思想具有深层的影响和潜在的制约.”“西方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在梁启超那里,既有原义,又有变异,既有明显的误解,又有翻译意义上的

诠释和阐发.”③“梁启超所讲的自由与西方人所讲的自由始终有很大的距离”,“西方的自由是从‘群’
中延伸出来,更多的是由反抗作为‘群’的政府专制和社会压迫而来,即自由始终具启蒙性”,而梁“深
受中国传统话语及现实的救亡语境的制约,总是把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并从根本上把启蒙附属于

救亡,从而强调群体的作用和地位,总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负面性,从而时

时压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④.梁启超的“自由”当然包含着注重个体权利的诉求,但又不可遏制地突

出和强调了民族国家的集体自由,他平衡民权与国权的政治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导致对西方

“自由”的误读.
梁启超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而进一步深入中国文化腹地,汉词“自

由”的含义也随着各种“主义”的蜂拥而来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发生了新自

由主义转向,消极自由虽仍受重视,但积极自由也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自由的阶级属性也在平等的

话题下有了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传统观念也日益试图在现代理论话语中谋得一席之地,而传

统观念中的社会本位、集体主义、自我实现等在自由话语中也逐渐地扩大了影响.另外,传统“自由”
思想仍然在一些重要活动家的身上完整地存在着,比如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自由”,有时候就完全

等同于传统儒家罔顾公礼、公义而一任己私的“自由”.他认为“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
便是自由”,“我们有一种固有名词,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荡不羁一句话”,“既然放荡不羁,就是

和散沙一样,各个有很大的自由”⑤.“兄弟从前倡革命,于自由一层没有什么讲到,因为中国人只晓

得讲改革政治,不懂得什么叫自由.本来中国人民是不须争自由的.”⑥显而易见,“关于‘自由’,
孙中山是在‘放任’、‘自如’、‘散漫’意义上来界说的”⑦,而他的结论也是“中国人用不着自由”⑧.
“自由”的含义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常常类于“自由意志”,即自由就是个人不受外来约束的意志自由,
而“自由”也常作为修饰词,构成指代形容人的社会行为的概念,如“自由恋爱”就是指个人不受外来

约束的恋爱由己.从传统纲常伦理的旧制度、旧文化中走出来的社会个体,当然需要这样的个人意

志自由,这种争取个人意志自由的表达在主题上属于民主范畴.但在当时,科学主义又强调个体自

由意志受到了科学的因果规律的约束,即在科学主义的观点看来,作为意志自由的个体自由在科学

因果律的作用下变成了不可能,因为“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为社会现象的因果律并心理现象的因果律

支配,而非支配因果律者”⑨.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科玄论战”中,有主张个人自由就是意志自由的

玄学派,他们所谓个人自由主要是一种道德的个体自觉,与传统儒学的“由己”含义相同;有主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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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意志也受科学因果规律支配的科学派①;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多研究些问题”以来,就
在自由的话语上别树一帜,其“自由主义的来源主要有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杜威实验主义和美国民主

政治生活的实践”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遵循着严复、梁启超开辟的从

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的思想逻辑,救亡的意识也会在不经意间压倒“自由”,因此,其思想逻辑并不纯

粹、完整,他们对自由的立场也不很坚定,常常因国家或社会等理由而缓行或放弃“自由”③;另一方

面,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又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对个体自由的内容体系有了详尽充分的论述,既执著

坚定地维护着个体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又将自由的实现与个体独立人格养成、责任担

当、宽容等联系起来,从而在“自由”的地位及内容体系上有了较为完整明确的表述,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发

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对自由诉求的表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④.但在中国自由主

义话语里,“自由”含义的阐述和阐释并不充分,即使作为中国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也不是很看重“自
由”概念本身,不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含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含义,胡适都颇有些语焉不

详.石元镐认为“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对于自由概念的整体阐释之不足可能

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与对自由持的信心和热情相反,他对终身极力主张并宣传的此概念的

理解和认识是以社会政治的、消极自由为主”,在自由的含义上看法较为单调⑤.胡适的“自由”既突

出中国传统注重自我实现的自由的内容,也突出个体所享有的经典消极自由的内容,这无疑体现了

其自由概念的中西结合特点,但胡适同严复、梁启超一样,都试图走通从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的道

路,并且都没有在理论层面比较完整地阐述“自由”的世界观依据和系统理由.

三、传统“自由”概念现代转换的理论架构与含义濡染

中国传统概念的现代转换并不是一个理论逻辑自然展开的过程,而是在中西古今的激烈讨论与

争鸣中,概念在含义与指称方面发生的一种巨大变化.概念在转换之前隶属于传统话语体系,在转

换后则隶属于现代话语体系.前者对应着一个纲常伦纪的宗法血缘社会,它的宗旨是维护政治上的

亲亲尊尊;后者则对应着一个平等、民主、自由的现代公民社会,它的宗旨是维护个体在政治体系中

的自由与平等.当中国在政制上开始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现代转变时,理论领域的概念体系及

命题的现代转换也就同时开始了;而理论领域的现代转换,既是政制转变的必要条件,又是政制转变

的重要动力.概念体系转换的程度还决定着制度体系民主化的程度,当概念体系还保持传统的完整

形态时,政治制度体系也几乎保持着传统的专制形态;当概念体系在形态上具备了现代外观时,政治

制度体系也就获得了现代民主的外形.
不论是政治制度体系的民主化,还是概念体系的现代转换,都不能回避自身十分成熟的儒家化

概念体系.儒家化概念体系是中国近现代概念体系现代转换的起点,儒家概念体系的整体性架构影

响,也是传统概念体系现代转换不可回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儒家概念体系及其对传统“自由”概念

现代转换的架构性影响,就是为现代政治意识中“自由”含义的建构提供了一个起点上的思想架构.
这个架构就其思维方式来看,就是一个天人关系的整体框架,它既说明了世界的所当然与所以然,也
说明了每个个体的所当然与所以然.儒家化的世界观虽屡屡宣示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核心理念,但是

它对人的观察却始终以天人关系的总格局为框架,以天作为人的依据,以人作为天的派生物.一则

每个人都拥有来自天的常性,二则人身上的常性之实现并不涉及人际之间,而只在“由己”.儒家世

界观的整体框架还体现为根基于宗法血缘的社会本位集体主义价值观,该价值观通常以个体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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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作为实现集体价值的条件与媒介,而个体价值的实现与否及其价值大小却并不是用个体自身来

衡量,而是以个体在集体价值实现中的贡献来衡量.近现代中国先进分子的“自由”虽然要借身于个

体,其本源却并不在个体,而在儒家世界观中万物本源的“天”,个体的“自由”也要以集体的“群自由”
为目的,并以集体的群自由为标准进行衡量,以致近现代在西方倍加珍视的个体自由,在近代中国却

始终被压抑在群体价值的羽翼下.因为群体价值的高扬,其宗旨为倡导个体自由的个性解放也因为

“理性缺位”,而倒在了启蒙的半路上,“中国启蒙运动变成了塑造一个新上帝,全体社会精英的任务

就是去为他作鼓吹,全体社会成员就是去照着实行”①,其结果就是群体价值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即使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虑中,个人自由仅仅被当作工具的情况也不止出现了一次.

中国近现代“自由”概念并未超出传统天人关系的理论框架,和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

国传统儒家的重人、重民思想虽然强调政治统治要以养民、教民为目的,但人之所以重、民之所以重

的根据却无一不在于天.从«尚书»的“天生民,作之君,作之师”起,到黄宗羲的天以“教养斯民”托之

于君为止,诸多说法都体现了人或民皆依赖于天,获得作为政治目的的重要地位,当然人或民所以重

的理由也均是因为“人是天的派生物”.严复倾向于用中国传统词汇及概念体系来转译西学概念,而
传统词汇的体系化使用必然也带给西学内容以传统色泽.严复等从中西比较中,看出了中西双方发

展结果迥然的关键乃“自由不自由尔”,这无疑是他慧眼独到的创见,但严复认为人之所以有“自由”
的依据仍然溯源于天,这无疑就走上了传统儒家以天为人之依据与本源的老路,即严复以儒家传统

论述人之所以为人的理由,来论证和支撑人之所以有“自由”的理由,试图以儒家之理论框架来解说

现代“自由”.“严复对个人的肯定是一种儒家式的,与弥尔那种个人主义式的肯定有所不同.”②严复

的天人框架,一方面使传统儒家的天依旧保持了尊崇的世界本源和人之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理论地

位,另一方面则又使漂洋过海而来的“自由”概念在内容上变得不再整全.如果严复以人之自然状

态、自然权利等来解释普遍的个体自由,或者以不言而喻的方式,表明个体人就是其所以自由的全部

依据,那么他就可以使渡洋而来的“自由”保持完整的状态,而严复以儒家的天人关系框架来解释“自
由”的依据,就使被碎片化接受的“自由”概念受到了儒家思想框架的整体性影响,从而表现出了相当

明显的儒家化特征.严复自由思想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就是他的理论既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天人关系

框架,又体现了他以个体自由为手段,而以群体自由的集体主义价值为目标.
在传统儒家天人格局的整体框架下,严复等虽然处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历

史时代,亲身接触了西方社会广为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但斯宾塞用社会进化论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自

由至上所作的经典论证,却似乎并未进入严复的理论视野,尽管严复也很重视斯宾塞的进化论.同

理,以约翰密尔为主要代表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也以个人自由的充分实现为其目的,个人层面的

功利是其核心,但在严复的理论中,功利的主体却成了群与国.不仅仅是框架,还包括传统概念对现

代含义的濡染,也在严复通过翻译建构的话语中普遍存在.严复由于大量使用传统概念与话语来翻

译、表达新思想,使其所传播的新思想的传统特征更为集中和明快,这固然减少了新含义在传播中的

阻力,但也不可避免地使新含义遭到了旧概念的意义濡染,在内涵上变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尽管

严复“在绞尽脑汁地从传统中国思想世界中,寻找与西方思想文化世界中对等的也就是‘同’的东

西”③,其结果则是造成了西学相应概念在汉语中的难以理解,“如果对中国哲学毫无了解,就很难理

解严复的翻译”④;而类似于以“形气”来翻译“Materialworld”,则又遮蔽了它的原义,造成了观念内

容的误读.当严复试图将其取自西方自由的碎片含义放入传统“自由”概念,并运用儒家天人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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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框架解释自由的价值时,其所谓“自由”的概念就主要仍然是传统而非现代的了.
梁启超之后,西学的概念与话语通过来自日本转译的汉词,快速地输入和传播.这类概念一方

面是新造的汉词,其意思的西化锻造在日本就已经落实;另一方面,传统儒家词汇在日本的西学话语

建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含义上的重大变化.因此就形式而论,梁启超之后“自由”论述的传统色泽

要相对淡了不少,但“自由”的理论框架及价值诉求仍然表现出了浓重的传统色彩.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发生的“民主与独裁”大论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表现出了传统集体主义的价值偏好,以个体自由无

助于国之“群”价值而要求实行集权独裁.«独立评论»发表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要想把我们的国

家弄好,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使教育普及.人民知识程度增高以后,自然会去想法子改良他的环

境”,“这是自下而上的办法,同时也是根本的办法”,“但是时间恐怕太长了”;“第二是建一个强有力

的政府,运用政治的力量,来强迫人民改进他的环境”,“这是自上而下的办法,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
并且有许多人反对的”,虽然如此,“但是政府果然是有力量的,并且是正大光明的,就是专制一点也

无妨”①.凡所以能改善或实现国的群价值的观念、制度、行为等,都足以让“个体自由”为之让路,而
且“个体自由”价值的大小有无,也仍然要用群价值来衡量和判断.实际上,儒家化特征的这两条在

魂魄上是相通的,“天”是群价值的世界观哲学基础,群价值是作为哲学基础的天的结果.中国近现

代“自由”概念实际上并未在世界观哲学基础上找到“天”的替代物,以社会发展规律或趋势作为“天”
的替代物,其所赖以支撑的价值就仍然是群之集体.当个体的人不能在价值上自足而依赖于外在于

人的必然性时,其个体自由的世界观哲学基础就根本不存在,这种世界观哲学基础的缺失则直接导

致了群价值相对于个体价值的绝对优先性.
中国近现代的“自由”概念在含义与指称上均与“liberty”有较大出入.英语语境中的“liberty”所

推崇的是个体人,强调个体在权利内容上相互承认;“自由”概念涉及公民彼此的主体间性内容,突出

个体享有自由的同时,还负有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责任.因此“liberty”的个体自由,既受到他人相同

自由的约束,也受到经自己同意产生的公共权力及其意志的约束.个体自由的发达往往与法治秩序

密不可分,“liberty”虽然意味着以权利形式实现的利益,但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唯利是图,更不意味

着个体自由可以超越法治秩序的限制而陷落于无政府状态.严复等颇为看重的中国传统道家自由,
不论是«老子»的自由,还是庄子的自由,都与“liberty”涉及公民主体间性的个体自由根本不同,站在

传统道家“自由”思想立场上来理解“liberty”,实际上就在自由的含义上以传统道家“不役于物”的意

志自由,濡染和遮蔽了个体的公民理性及主体间性的权利.中国近现代提倡的个体“自由”,虽然也

把诸多的权利内容吸纳在其中,主要内容却始终是复活和加强个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个人的社会活

性,在新的条件下彰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个体之自由达成国富的救亡目的.在中国现

代政治意识的建构过程中,“自由”概念的传统含义虽然在西学的饱和性输入及长期浸润下发生了巨

大的转变,英语“liberty”的含义越来越多地被“自由”的概念吸纳;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注重主体意志

自由的思想却也并未被剔除,儒家的“由己”、道家的“自然”、法家的“自利”、佛教的“本体”,各自关于

个体意志自由的内容都保留在了“自由”概念中,这就在结果上导致“自由”概念的观念内涵,不论是

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还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阶段性结果中,始终是一个不中不西、
亦中亦西的混合物.正如“今人所乐道的‘民主’实际上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的‘Democracy’”②,现代

汉语中的“自由”也不能等同于西方的“liberty”,但“自由”概念的观念含义还是会随着中西方文化交

流的进程而继续变迁,其结果很可能是“自由”在显性细部层面上会越来越接近于英语的“liberty”,
但注重个体自由意志的中国传统含义,也未见得会在“自由”概念的演化中有明显削弱,中国传统自

由思想则会在宏观理论架构及深层价值导引上,保持潜在却仍然强劲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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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一方面,始终不能回避来自传统的概念含义、理论框架及价值导引的根

本影响,特别是在沿用传统概念容器来容纳现代含义的情况下,传统含义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就更加

浓郁一些;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处在中西文化接触、交流、渗透、融合的互动过程中,来自现代化前沿

区域的西学新含义也在不断地突破中国已有的话语防线,强化着自身的含义存在,浸润、渗透、濡染

并改造着中国的话语体系.传统“自由”概念的现代转换,提供了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现代政治意识

建构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清晰地展示了在中国传统概念及理论体系非常完整的情况下,其中的一些

概念在西学话语以碎片化方式不断涌入的情况下,是如何逐步地由传统而转化为现代的,而且也充

分地展示了传统概念在现代转化过程中,如何与西学角力与博弈,更清晰地展示了概念的传统含义

及理论框架、价值导引虽然在西学的冲击下步步后退,由前台而转身到幕后,却又仍然在根本上决定

着关键概念的含义阐释与理论逻辑,而西学含义又是如何在对传统概念的步步进逼中,濡染和改造

了传统概念的含义,并逐步地将西学的新含义推送到概念的前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政治意识的建构,在本质上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系统的理论自觉行为,

从建构的环节来看,建构者自身的概念含义理解和理论的整体性框架建构,都发挥着根本的决定性

影响力,属于中国政治意识现代建构的内部根据;而建构者所面临的外部政治刺激及所接触的思想

资源,都只是外部条件,外部条件只能通过内部依据而发挥作用.“自由”概念发生现代转换的起点,
是具有完整理论形态的儒家化了的传统概念与话语体系.虽然儒家化了的传统概念与话语体系,会
在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发生概念含义、理论结构及价值导引方面的变化,但作为整体的内部根据却始

终具有理论上的整体性,外部条件中的西学资源则始终是以碎片化的方式作用于内部根据,碎片虽

然也能冲击、浸润、濡染与改造内部根据,但其结局仍然是被镶嵌在整体性内部依据的框架中,促进

整体性内部依据的渐变,逐步完成“自由”概念现代转换的历史行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自由”
概念的现代转换,就是传统政治话语体系在西学东渐下的一个整体性渐变过程的冰山一角,传统政

治话语不仅在整体上对现代转换具有决定性影响,影响着“自由”概念被现代转换的程度,而且,也给

传统“自由”概念的现代转换投射了一种民族性色泽.当然,西学的引入也必不可少,否则传统“自
由”概念的现代转换就失去了面向现代的话语资源支持,而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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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彩镂金”“芙蓉出水”与
儒家文化之渊源关系探析

高 迎 刚

摘　要:自宗白华先生明确提出“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

的理想以来,一般论者都会认为“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分别对应着儒道两家思想.然而,通过分析这对

审美范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我们发现“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的内涵其实是根植于先秦儒家关于

“文质关系”的论述;而对于这对审美范畴的评判,则与它们对儒家“天人关系”观念的呈现密切相关.作为

两种对应存在的审美取向,“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礼乐文化及各种艺术形式之中.

相对于其他各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作为其实践形态的礼乐文化对这对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

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错彩镂金;芙蓉出水;文质关系;天人关系;礼乐文化

明确提出“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的,是著名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他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专门辟出一节,论述“错采镂

金的美和芙蓉出水的美”:

　　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

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

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①

宗白华先生在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认为“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这一对相

对应而存在的审美范畴,贯穿了中国美学的整个发展历史.在他看来,这两种审美取向在先秦时期

就已经有了萌芽,彼时的艺术环境是一个“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世界,而先秦诸子对这种艺术境界

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墨子、老庄持否定态度,孔孟一派则取肯定的态度,两种审美取向之差异由

此彰显② .此后,一般论者都延续了宗白华先生的这一主张,认为“错彩镂金”和“出水芙蓉”分别对应

着儒道两家思想.比如,周宪先生在其«美学是什么»一书中认为:“‘错彩镂金’和‘初出芙蓉’两种美

感,似与儒道两家思想有某种复杂的关联”③ ;由李戎先生主编、长期被用作山东省师范院校教材的

«美学概论»一书也持类似观点:“错彩镂金的美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审美趣味”,而芙蓉出水的美

　

作者简介:高迎刚,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５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化转型中的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理论进

程”(１５JJD７５０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４ ３５页.引文中“错采”通“错彩”,一般写作“错彩”.

②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３５页.

③　周宪:«美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３页.



则“往往是同道家的独立人格、精神自由和美在天然等观念联系在一起的”①.敏泽先生在其«中国美

学思想史»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反映着时代解放精神的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多具备着前一方面的

美学理想(指“清水芙蓉”之美),而汉代儒家定于一尊后的铜器、艺术,则明显地表征着后一方面的审

美意识(指“错采镂金”之美)”②.如此等等,可见一斑.
然而,通过分析“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这对审美范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二者

的内涵其实根植于先秦儒家关于“文质关系”之论述;而对于这对审美范畴的评判,则与它们对儒家

“天人关系”观念的呈现密切相关.由此亦可推断,这对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发展均与儒家思想,尤其

是文质观念、天人观念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作为一对审美范畴,“错彩镂金”和“芙蓉出

水”不仅存在于不同时代的艺术活动中,也体现于不同时代的礼乐文化实践之中.从不同时代的礼

乐文化及各种艺术形式中,尤其是在与礼乐文化密切相关的乐舞、建筑、服饰、器物等方面,我们可以

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这一对审美范畴的具体呈现.

一、“错彩镂金”、“芙蓉出水”与儒家“文质”观

把“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作为一组相对的美学范畴提出,始见于钟嵘«诗品»“宋光禄大夫颜

延之”条:“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③唐代李延寿«南史颜延

之传»亦载有类似说法,不过是出自当时另一位著名诗人鲍照之口:“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
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④

«南史»中鲍照对“铺锦列绣”的形容是“雕缋满眼”,对“初发芙蓉”的形容是“自然可爱”,似乎前

者重在艺术形式而后者重在思想内容.不错,“错彩镂金”、“铺锦列绣”的美感确实首先来自显露于

外在的形式之华美艳丽,鲍照“雕缋满眼”的评价也指出了这种美感形式首先引起欣赏者感官层面的

视觉感受的特点.但“芙蓉出水”、“初发芙蓉”取喻鲜丽明艳的绿水芙蕖,而非同样自然天成的寻常

草木,也不应忽视这一意象本身包含的形式美指向.即如宗白华先生所列举的,楚辞、汉赋、骈文并

非只有形式,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也并非欠缺形式上的美感,所以,从内容与形式关系

的角度考察这一对范畴,与其说“错彩镂金”代表的是偏重形式的美、“芙蓉出水”代表的是强调思想

内容的美,不如说“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同样包含了蕴于内的思想内容的美和显于外的艺术形式

的美,这种内容形式并重而不应偏废的观念,恰恰是儒家文艺思想中涉及审美观念的本质性规定.
(一)孔子的“文质”观
«论语雍也»篇所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⑤,一向被认为是

儒家关于文、质关系———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明确表述.显然,在孔子看来,首先,内在的“质”与外在

的“文”不可偏废,文与质并重的“文质彬彬”才是君子之道;其次,“文胜质”,文采多于朴实,与“质胜

文”,朴实多于文采,都不可取,而有文无质或有质无文则更不符合君子之道.
如果说上述孔子语录于“文”、“质”之间并无偏重,刘向«说苑修文»篇所记则显然偏于“文”的

方面:

　　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

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

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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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仲弓曰太简.①

孔子认为子桑伯子“质美而无文”,子桑伯子认为孔子“质美而文繁”,两人对对方的评论都是建立在

“质美”的前提下,而在“无文”和“文繁”之间,刘向显然认为“无文”更不合君子之道,是“欲同人道于

牛马”,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
这种在“质美”的前提下重视“文”,即重视形式的观点屡见于孔子的言论之中.
«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②朱熹«论语集注»引程门弟子尹氏

之言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③,可见,周礼礼仪形式之盛美完备,是孔子推重周

礼的重要原因.
«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④孔

子赞赏郑国外交文书的写作过程,一方面是善其人尽其用、各尽所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孔子认为

文辞上修饰润色之功必不可少的观点.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

辞不为功.慎辞也.”⑤孔子强调“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肯定了辞采对语言表达不可或

缺的修饰作用.
综上,儒家关于文质的观点,形成了“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所包含的文质并重观念的思想基

础,而且从思想渊源考察,这种观念也只能源出于先秦儒家,这是由先秦诸子对艺术的不同态度决定

的:墨子“非乐”,反对一切艺术,他把“刻镂、文章之色”与“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 豢、煎炙

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并列,认为这些都“不中圣王之事”、“不中万民之利”而应加以禁绝⑥;
老子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⑦,把内容与形式对立起来;庄子笃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⑧,推崇

“混沌”、“无为”,自然也不会在文饰方面下功夫;韩非子承认“文为质饰”,但认为“须饰而论质者,其
质衰”、“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⑨,否认文饰的价值,这些观点都不如孔子之说持中公正.所

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孔子的“文质”观,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考察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理论基础,
也形成了“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这对范畴文、质并重的审美内涵.

(二)“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文质并重的特点

当以孔子提出的“文质”观考察“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这对审美范畴时,我们会发现,在“质
美”的前提下,“错彩镂金”之美固在于形式之华艳,“芙蓉出水”之美也同样包含了外在形式的鲜丽.
正如钟嵘评谢、颜之诗所言,谢灵运“尚巧似颇以繁富为累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

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 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如果“兴多才高”、“内
无乏思”属于“质”的方面,“巧似”、“繁富”、“丽典新声”则无疑属于“文”的方面;评颜诗同样如此:“尚
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字一句,皆致意焉”,颜诗在形式上确实“巧似”、“绮密”,
但这种形式是与思想内容上的“情喻渊深”相应和的,所以“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绝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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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形式之美,至少可以归入“质美而文繁”的行列.
清代文论家刘熙载在其«艺概诗概»中认为,“康乐诗较颜为放手,较陶为刻意,炼句用字,在生

熟深浅之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两家者,当相

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①.刘熙载此论虽是着眼谢、颜,但他不赞同汤惠休“好分优劣”,
无疑也包含了对汤所提出的“芙蓉出水”、“错彩镂金”这两种审美范畴不必区分优劣,而应“相济有

功”的看法.这种“相济”,是内容上的“兴会标举”与形式上的“体裁明密”的相济,是要求“芙蓉出水”
与“错彩镂金”之美都应达到内容与形式兼美的相济,追根溯源,正是孔子所强调的“质”与“文”的
相济.

具体言之,这种“相济有功”,对于“错彩镂金”之美,是要求以思想意蕴为指归,而不能空有美的

外在形式.如西汉时期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大赋作品,篇幅宏大、刻画精细、辞藻富

艳,适足以展现烘托国族处于蓬勃上升时期的那种激扬奋进、血脉贲张的时代精神,其文与其质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而一旦到西汉后期,世积离乱、民心涣散,乐观昂扬的精神难以为继,所以大赋至扬

雄,同样辞气馥郁甚至在语言锤炼上比之司马相如犹有过之,却也不免精神内蕴上的低迷空浮.
这种相济,对于“芙蓉出水”之美则要求以适当的修饰润色为基础,而非纯任自然,不加锻炼.如

陶渊明诗歌之融七彩于一白,呈现出来的浅淡洁白是以绚烂七彩为底色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②、
“豪华落尽见真淳”③是这种美的真谛.

所以,“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相辅相成的一对范畴,二者虽然在美的表现

上似乎各趋一端,相互对立,但其思想渊源都是出自于儒家文质兼重的观念,区别只是具体的审美实

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都是儒家讲求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而在整个中国

传统艺术实践中,艺术家们所赞赏追求的,也是这两种审美范畴的“相济有功”,相得益彰.

二、“错彩镂金”、“芙蓉出水”与儒家“天人”观

如上文所述,就文、质关系而言,“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这对审美范畴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只
是两种不同的美感形式.不过,«南史»和«诗品»中以“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分别评价谢灵运、颜
延之的诗歌,应该是有褒贬倾向的.«南史»所记鲍照对“铺锦列绣”的形容是“雕缋满眼”,比之形容

“初发芙蓉”的“自然可爱”,明显有贬低意;«诗品»称颜延之对汤惠休所言“终身病之”,可见颜延之自

己也认为“错彩镂金”是贬评.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就谢灵运、颜延之这两个具体的评论对象而言,即使同样诗兼文质,谢诗在

文质兼美方面的成就也高于颜诗,所以钟嵘将谢灵运列于上品,而将颜延之列于中品,并在品评中通

过引用“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的评价明示高下.另一方面,作为两个常常对举的审美范畴,在中

国传统美学的发展历史中,“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也确实存有高下之分.
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

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
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④确实,六朝时期“芙蓉出水”与“错彩镂金”这两个审美范畴的高下之分渐趋

明显,而且,六朝以降,隋唐至宋元,人们也越来越认可“初发芙蓉”比之“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

的境界的观点,六朝确乎是一个转变的节点.究其原因,有研究者认为这与魏晋六朝时期传统儒家

思想影响力下降、道家思想以及与道家思想有明显渊源关系的玄学思想的盛行有很大关系.表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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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儒家强调“夸而有节,饰而不诬”的文质相称之美①,不回避外在的文饰,似乎更倾向于“错彩镂金”
的美;道家崇尚自然,反对虚伪矫饰,其哲学思想确实与“芙蓉出水”之美更有共鸣.不过,从这对范

畴形成的文化渊源角度看,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史上,尚雕饰与尚自然作为两种美感形式,相关描述

最早可追溯到儒家经典«周易»中,而饰不可缺亦不可过、极饰反素等原则在孔子关于天人关系、关于

礼乐作用的思考中也已经确立,而且仔细考论,其中关于饰、质关系,关于饰、质何者为重的原因的阐

述,比之其他各家,也更为合理而系统.
(一)«周易»中的“贲饰”、“白贲”观
易卦二十二的贲卦的卦辞爻辞曰:

　　«贲»:亨.小利有攸往.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六二:贲其须.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上九,白贲,无咎.②

“贲”字本义是“饰”③,贲卦卦形为离下艮上,离为火、艮为山,所以是“山下有火”之象,即火光照耀(装
饰)山岭,山间木石花草皆有光辉的意思.贲卦爻辞描写新郎在很多人的陪伴下去迎娶新娘的场景,
从“贲其趾”———文饰脚、“贲其须”———文饰胡须,到“贲如濡如”,人人修饰得光鲜润泽.迎亲的白马

飞奔,“贲如皤如”———经过文饰,越显毛色纯白;女方则“贲于丘园”———结彩于门,装饰家园.从卦

形到爻辞前五条,都是言文饰之盛美,也即“错彩镂金”之美.至上九,爻辞曰“白贲,无咎”,即贲之以

白,呈现自然本真之态,故能无咎害.所以“白贲”即是绚烂之后复归于平淡、极饰反素的“芙蓉出水”
的境界.而由“贲饰”到“白贲”,恰是由雕饰到自然、由“错彩镂金”到“芙蓉出水”的过程.

研究者分析贲卦,往往因“白贲”为上九,而首先强调“白贲”的重要位置,认为“极饰反素”的清水

芙蓉之美是“贲饰”的最高境界,如清代刘熙载所说“白贲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

色”④.其实,“白贲”固然是目的,而贲卦之所以名“贲”,明显同样强调“饰”的重要:爻辞由初九到上

九,由饰身而饰马、饰园,到饰之以白(本真),就其描写的亲迎之礼而言,无论男方的饰身、饰马,还是

女方的饰园,外在之饰如错彩镂金般华美绚丽,显示的是态度的郑重和对婚礼的重视,至“束帛戋

戋”,男方奉上帛礼,则终得“白贲”(德行纯洁)之偶,在这一过程中,贲饰不可或缺,无饰则不成礼仪.
同样,贲卦卦象也展现了“饰”的作用:山下有火,光明上映,草木山石灿然有火光辉饰,弭见文

章.在这一卦象中,山石草木有其自然本色,而使其灿然生辉的火光,也非可有可无,这正是出之于

人这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审美主体的主动赋予,这是一个凸显强调的过程,有了这样一个错彩镂金

的过程,才有卦象中渐高至山巅,山石本色显现,而终达于“白贲”的境界.
由此,当我们把“贲饰”到“白贲”看作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就会明显感觉到,首先,在这一过程

中,“贲饰”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没有“贲饰”,无以达成“白贲”,即如没有

亲迎之礼,无法获得“白贲”之偶;其次,在这一进程中,“饰”必须不忘初心、有所节制,“白贲”才是“贲
饰”的目的,没有“白贲”则“贲饰”就没有着落,目标缺失,“饰”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序卦»说“«贲»
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⑤,“致饰亨尽”,过度的“饰”正如缺失目的的礼,再严格再繁复也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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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落实于儒家思想,礼饰的不可或缺,与儒家重视人伦世俗,并试图通过人道以上达天道的天人观

念如出一辙.
(二)孔子“天人”观与“贲饰”、“白贲”观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观念,由孔子、孟子、朱熹等儒学大师对于天人关系发表的见解共同建构

而成.孔子并没有关于天人观念的明确表述,他的“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①单

纯强调“天”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

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②,认为人性与天命原本就是相通的,所以懂得

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保持人的本性,才是对待天命的正确方法;宋儒朱熹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

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

之,则曰仁而己矣”③,指出人心与天心统一于“仁”的一致性.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儒家与道家在

天人观念上的区别:儒家强调的是天道与人伦的统一,以及经由人伦上达天道的可期,即如«周易»贲
卦«彖传»所表述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④,就是这个意思.而与之相比,道家之天道,则必须超脱人伦、忘情于人世.
孔子虽不曾明确阐述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但«论语先进»篇所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

坐”一节,通过弟子各自对志愿的陈述和孔子的态度,或者可以认为透露出他对经由人道上达天道的

期待,以及对“天人合一”境界的描述: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冉有)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公西华)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⑤

李泽厚«论语今读»中引明末清初张履祥言曰:

　　四子侍坐,固各言其志,然于治道亦有次第.祸乱戡定,而后可施政教.初时师旅饥馑,子

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戡定祸乱也.乱之既定,则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
则宜继以教化,子华之宗庙会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乐,熙熙然游于唐虞三代

之世矣,曾皙之春风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乎三代之矣,能不喟然兴叹?!⑥

或许张氏之说有其臆测牵强之处,但«论语»中所录,应该是经过了孔门弟子后学编辑论纂的,此章中

的四子之志,表现出来的就是“治道”上的进阶次序:子路的使民有勇知方,目的是勘定祸乱;冉有之

足民,是乱后的休养生息;公西华之宗庙会同,是足民基础上的礼乐教化,至此,则如“贲饰”中婚礼进

程由“束帛戋戋”的文明隆盛,终达于“白贲”之境:“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由人伦世俗上升到天

人合一,人的精神安放于太平隆盛之世、四时万物之中,无处不和洽.而在这一人道———天道的进程

中,重要的就不是次第,而是这样两个方面:首先,过程的不可或缺,无论戡乱还是化俗,都是“春风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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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春风沂水”的怡然自得只能是桃花源式的幻想;其次,目标存在的必须,
戡乱化俗,不正是为了世间人人可以熙熙然乐其所乐? 夫子喟叹“吾与点也”,未始没有对于这种治

道终极境界的赞同和悠然向往.这正如贲之一卦,“贲饰”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白贲”则是目的;没有

“贲饰”,无以凸显“白贲”,没有“白贲”则“贲饰”就没有着落.
不过,在孔子思想中,“贲饰”须有所节制,并始终保持明确的目标指向的观点更加明显突出,这

显然是由其所处的时代状况决定的.
据«周礼»记载,三代之礼器在形式雕镂方面极为讲究,“梓人为筍虡.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

者,蠃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蠃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虡.外骨,内骨,却行,仄
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

雕琢”①.然而,当这种考究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失去了制度规范上的依托时,就不免繁缛

琐细,终至“致饰亨尽”了,所以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怨愤不断: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 曾谓泰山不如林

放乎?”②

以大夫的身份而庭有天子八佾之舞、以天子之诗撤祭、旅祀只有天子诸侯才有资格往祭的泰山,这样

的礼仪活动,仪容再整饬,容饰再华美,于孔子而言也不过是失去了礼饰的本真目的的僭越行为,所
以孔子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③,所以«说苑»载“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
意不平”,孔子的解释是“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夫质又何也.吾

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 质有余者,不受饰也”④.在一个贲饰太过的时代,强
调“质素”,恰如面对一味的错彩镂金而没有规范节制时,推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一样,正是孔子过

犹不及思想面对具体时代状况的具体呈现.
(三)“贲饰”、“白贲”观的发展

由先秦至六朝,中国传统艺术创造中出之于儒家思想的、对“贲饰”之美的热爱和对“白贲”之质

的肯定,一直贯穿始终.以文学创作为例,楚辞描绘鲜丽、辞采富艳,而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

格精神则赋予了它昭昭之质;«战国策»铺张扬厉,背后支撑的是战国之策士的入世激情;汉大赋宏阔

巨丽,堆砌辞藻的同时,时人肯定其价值时强调的是“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⑤.这种美的

真谛,即是孟子所谓“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⑥.不过,降及六朝,对形式的过分追求

导致了对内容和本质的忽视,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
乎反本”⑦,以“白贲”纠正辞饰太过之弊.钟嵘«诗品»推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曹植⑧,欣赏谢灵

运“芙蓉出水”的鲜丽可爱,固然以“错彩镂金”为颜延之终身之病,而视其将陶渊明之“质直”列于中

品、曹操之“古直”列入下品,就可见其虽认为“芙蓉出水”的美相较“错彩镂金”的美,是一种更高的美

学境界、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美的追求,但原因却在于谢诗的文质兼美与颜诗的贲饰太过,而非如许多

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只是着眼于“芙蓉出水”素朴自然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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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芙蓉出水”之“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方面才渐为人所强调,宋人敖器之评王维

诗“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①,重风姿而不重前人称赏的“鲜丽可爱”之形;宋人葛立方评陶渊明、谢朓

诗“太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②,更要求“落其华芬”,不假外饰.
至此,在“芙蓉出水”的美学境界中,个体的人的生命意义不再体现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外在价值

追求上,而是蕴含于内在的心灵感受和自我追求中,这种主体意识的日益明确,昭示了人们对艺术创

造规律认识的不断加深,并日益走向成熟.所以,在艺术家的个性化创作领域,“芙蓉出水”相较于

“错彩镂金”,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的美学境界,“白贲”本色之求,成为上品;而同样,形之于外的“错彩

镂金”的“贲饰”之美,则以其鲜明的外在形象,在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礼乐文化中得到了广泛呈现和

不断强调.

三、“错彩镂金”、“芙蓉出水”在礼乐文化中的呈现

如上文所述,就文、质关系而言,“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这对审美范畴无需互分高下;从儒家

天人观念考察,“错彩镂金”属于彰显人伦世俗礼仪的“贲饰”层面,“芙蓉出水”则属于上合天道自然

的“白贲”层面.由“错彩镂金”的极致繁华到“芙蓉出水”的悠然境界,暗示出儒者对经由人道上达天

道的期待.于是,原本并无优劣高下之分的两种审美范畴在儒家思想的映照下,逐渐具有了审美评

判的意味.体现在礼乐文化和艺术实践中,也明显看出“错彩镂金”之美多见于需要彰显身份等级的

场合,而“芙蓉出水”之美则多用于表现个人情志方面.以下我们将从中国古代与礼乐文化密切相关

的乐舞、建筑、服饰、器物等方面,更为直观地感受一下这两种范畴的具体呈现.
(一)古代乐舞中的“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
中国古代各种艺术形式中,与礼乐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常常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音乐与

舞蹈,合称“乐舞”.考之于二者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乐舞当始于与农事关系密切的各种巫术仪

式,«吕氏春秋»所谓“葛天氏之乐”即是其中一种.原始乐舞注重的是表演活动的内容和意图,至于

表演形式方面则不甚考究,不过“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③之类;然而,在进入统治阶级的各种礼

仪活动之后,乐舞形式成为不同等级身份的象征,于是逐渐变得繁复起来.用乐方面,如«周礼春

官小胥»所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④;舞列方面,如«左转隐公

五年»所载,“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⑤,皆可见一斑.用乐、舞列形式如此繁复,追求的当

然是“错彩镂金”之美,但其目的却并不在于制造更为动听、更为悦目的乐舞形式,只是为了体现享受

乐舞之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已.
六朝以降,乐舞的功能不断分化,除去继续承续仪式功能的传统“雅乐”之外,各种以“新”为名的

乐舞形式也渐次出现,其作为艺术形式的审美风格,也逐渐得以展现出来.无论是被杜甫赞之为“此
曲只应天上有”的锦城丝管,还是使白居易感叹“一落人间八九年,耳冷不曾闻此曲”的霓裳羽衣曲

(舞),都已经褪去仪式功能,显露出乐舞艺术的“出水芙蓉”本色.然而,证之于古人对这些乐舞形式

的品评,文质并重依然是此类艺术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正如南朝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对
“文”的理解,“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固然重要,“唇吻遒会,情灵摇荡”⑥也是必须的.李白盛赞韦良宰

荆山之作“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是因为其文堪使江鲍动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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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古代建筑中的“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
中国传统建筑中承担礼仪文化重任的,首先是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及其演化形式陵寝坛庙等,

这类建筑共同的特征是以宏阔富丽的规格雕饰凸显强烈的政治、伦理含义.以故宫太和殿为例,太
和殿是中国现存面阔最大的木构建筑,明代初建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象征帝王的“九五之尊”,顶
为重檐庑殿顶,为古代建筑的最高等级,以帝王专用的明黄琉璃瓦铺就,正脊大吻为现存古建筑中最

大者,岔脊镇瓦兽多至十个,也是现存古建筑上最多者,殿内立柱、藻井皆饰以象征帝王的金龙,彩画

繁丽、镶砌精美,可以说是中国建筑中“错彩镂金”的最典范代表.而这种“贲饰”之美,恰是与其所承

担的表现王权意志和政治、礼仪意义相适应的: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权威、履至尊而治六合的庄严,需
要同样庄重巨丽的建筑来衬托.

中国建筑中的“白贲”之求,则在历代园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如造于清代而留存至今的扬州个

园,“个”为竹叶之形,主人爱竹,遂以“个”名园.而竹之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有传承.竹以其虚

心有节,象征谦逊和坚贞,是古代艺术家借以表达一己之操守的重要意象.居所园林饰之以竹,于自

然风韵中显现人格追求,正是“贲饰”而达于“白贲”的代表.东晋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

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①把赏竹和个体的心灵体验连

接在一起.北宋苏轼“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之说②,则是对于这种

竹之爱的精神层面的阐释.个园取喻于此,于园中点缀竹石,构建出的是完全不同于殿坛建筑之“错
彩镂金”的、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芙蓉出水”之美.

郑板桥«题画兰竹石»曰:“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
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

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

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③这小小一方天地中,无高堂大庑、无雕镂彩饰,却是有声有色、有情有

伴,正是繁华落尽的“白贲”胜境.
(三)传统服饰中的“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
服饰方面,宗白华先生以刺绣为“错彩镂金”的代表,其实,刺绣之美亦有“错彩镂金”与“芙蓉出

水”之分.在中国传统服饰刺绣中,最具“错彩镂金”之美的当是礼服正装上绚美的刺绣花纹,明代帝

王冕服图案的定制是“玄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
织成”④;皇后礼服是“深青为质,织翟文十有二等(凡一百四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
织金云龙纹”⑤.帝后礼服不仅铺锦列绣,而且帝服以日、月、星辰、山、火以及龙、雉、祭器为饰,其受

命于天、君临天下、天人合一的喻意不言自明;后服遍饰雉鸟,领以云龙,龙凤呈祥、龙飞凤翥之义也

极为明显.可以说,刺绣的“错彩镂金”之美和“贲饰”背后的政治寓意、礼制指向相济相成.
刺绣文饰的“芙蓉出水”之美则慧心呈现于很多常服花纹中,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浅黄色缎

绣芦雁整枝萱花蝶纹女夹袍”,其纹样构图为:下摆处设地景苇荡芦花,雁憩其中;主体是整枝烂漫开

放的萱花穿前胸、过两肩,一直蔓延至后背;花为淡蓝、粉白两色,花间点缀各色蝴蝶⑥.秋水蒹葭、萱
草忘忧,淡青、淡蓝、淡黄、淡粉的色调选择与整幅画面的淡远意境相得益彰,让人不禁想象,着此衣

者当有“秋水为神玉为骨”的风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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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古代器物中的“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
器物方面,不妨以中国工艺品的代表瓷器为例.传统瓷器按色彩划分,可分为单色瓷和彩瓷,不

过无论“芙蓉出水”的单色瓷还是“错彩镂金”的彩瓷,其色彩文饰与政治礼仪关系均极为密切.单色

瓷主要有蓝、黄、红、白四色,而这四色的烧制,与古代的祭祀制度关系密切.«大明会典»载“洪武九

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①,瓷器的颜色取决于礼仪规范,正是

器物制造与礼乐文化密不可分的明证.而在清代,黄釉瓷也是皇家专用,代表皇权的至高无上,且里

外均使用黄釉的瓷器被尊为“黄器”,或称“殿器”,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可以使用,色彩与政治同样

密不可分.彩瓷也是如此,如清代为皇家所独享的珐琅彩,从康熙年间诞生之日开始,整个有清一代

都没有进入民间,因而成为皇家身份的象征.
器物的使用,则在渗透着礼仪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个体审美趣味的明显影响.被称为中国文化

百科全书的«红楼梦»第四十一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写:

　　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

钟,捧与贾母.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

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 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

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

垂珠篆字,镌着“点犀 ”.妙玉斟了一 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

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

是俗器? 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说‘随乡入

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

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 出来②

在这里,妙玉奉贾母的是成窑五彩瓷,所用茶盘上的雕饰是填金云龙献寿,华贵、吉祥、热闹,既是对

地位尊崇者的尊重,也是对长者的敬重,极得“错彩镂金”之旨.请自己引为同调的高雅之士宝钗、黛
玉、宝玉饮茶,则使用 瓟斝、点犀 、竹根 等,而妙玉日常所用的是绿玉斗,这些器物,从材质看,
是葫芦器、犀角器、竹器、玉器,而非世俗所贵之金银珠宝;从器形看,是斝形、钵形、斗形,或依竹根自

然之势的整雕,而无金镶银嵌的过多雕镂,正是重在“芙蓉出水”的天然白贲之美.
以现代美学理论体系的眼光看,“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当属形态论,显示着中国古人对于不

同审美对象之存在形态的认知和评价.从理论渊源的角度看,这对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先秦儒家关

于“文质”关系的理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强调文质并重而不可偏废的审美观

念,区别则在于二者在审美实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或绚烂之极或归于平淡,只是两种不同的美感形

式.从儒家的天人观念考察,由“错彩镂金”的世俗追求到“芙蓉出水”的超然境界,形象地显示出儒

者经由人道上达天道的文化理想.于是,“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就不仅仅是两种美感形态的象

征,而逐渐具有了价值评判的意味.考之于不同时期的礼乐文化和艺术实践,也正可以明显看出二

者存在场合的差异:前者多见于庙堂,后者多见于私宅.因而,从审美的角度看,“初发芙蓉”之美显

然越来越受到文人和艺术家的青睐.
由此可见,从理论渊源的角度看,无论在内涵形成还是价值评判方面,“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

都与儒家文化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当然,在这对范畴内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他各家

思想尤其道家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作用,但于这对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只
能是儒家思想以及作为其实践形态的礼乐文化.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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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Meritocracy,orDemocracy? —AReviewoftheDebateson“PoliticalMeritocracy” LiuJingxi
　 Recently,inresponsetotherevivaloftraditionalcultureandpracticalneedofChineseculture “going
global,”thetraditionalideologicalandculturalresourcesrepresentedbyConfucianismagainmovetowardthe
frontierofideologicalandculturaldebateswiththeguidanceofideology,andreceiveexamination,reflection,

andtransformationofthetimes．Atthismoment,theunexpectedupsurgeofPopulismintheUnitedKindom
andtheUnitedStates,aswellasseveresetbackofpoliticalliberalismontheinternationalmarketofideologyand
culture,provideglobalenviornmentandrareopportunityfordiggingtraditionalideologicalandcultural
resources;therelatedacademicdiscussionsthenspringup．Theriseofdialoguebetweenpoliticalmeritocracy
anddemocraticpoliticsjustbenefitsfromthechanceatthetimenode．DanielA．Bellspropositionofpolitical
meritocracyhasitshistorical,ideological,andculturalfoundation,whichisafantasticblendofcommunalism,

elitism,andConfucianpoliticalculture．Thecriticaldefectsofthispropositionlieinthatitcanneithersolvethe
essentialissueofthelegalityofpowersource,i．e．thelegalityofpoliticalprocedure,norsolvethefundamental

problemofinstitutionalsupervisionandrestrictionofpower．Inaddition,itcannotprovid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toprotectthepoliticalrightsandbasichumanrightsof minority．Thefutureofpolitical
meritocracyessentiallybelongingtooverＧallpowerstructure,hingesoninteractionamongConfucianpolitical

philosophy,Chinesepath,anddemocraticpolitics,aswellastheprospectofsuchinteraction．

ConfucianLeadershipMeetsConfucianDemocracy StephenC．Angle
　 ConfuciandemocratsholdthattherolesofConfucianpoliticalleadersmustberethought,justasthemodern
Confucianpolitymustshiftfromamonarchytoaconstitutionaldemocracy．Thisdoesnotmeanthatmodern
ConfuciansmustturntheirbacksontraditionalConfucianviewsofleadership,however,thekeytraditional
insightsarestillimportant,althoughtosomedegreetheytakeonnewsignificanceinthenewcontextofmodern
democraticConfucianism．EventhoughJosephChanandEltonChanarecorrecttosaythatConfuciansemphasize
leadershipoverinstitutions,itisvitaltonoticethekindsofinstitutionsthatConfuciansrelyuponinorderto
cultivateandselectvirtuousleaders．Confucianshaveneverfeltthatpoliticscanproceedthroughinspirational
leadershipalone;goodleadershipdependsonabackgroundsetofinstitutionstosupportanddevelopitsexercise．
CiJiweisviewthatConfucianismisdeeplyundemocraticwillhelpusseewhyitmustbecomedemocratic．
ConfuciandemocraciesstillneedleadersplayingrolesthatareverymuchinthespiritoftraditionalConfucian
leadership．

TheInternalValueofTradtionalChineseRitualsandItsModernTransformation TangQinfu,GeJinfang
　 AlthoughtraditionalChineseritualsbearthefedualquality,itstillhastheinternalvalue whichis
irreplaceablefortherevivalofChinesenation．Inessence,ritualisthenormorguidelineofintercoursebetween

people．Whenenteringthecivilizedsociety,ithastheconnotationofmorality．AsfarasancientChinais
concerned,theembodimentofethicsistofollowtherulesofrites．IthaslongbeenthawedintheChineseblood
andinternalizedasanimportantpartofthecharacterofthenation．RitualisthewayoflifereveredbyChinese
ancestors．EtiquetteisthespiritualvaluepursuedbyChineseancestors．Theritualcontainsthelifeexperience
andlifewisdomofChineseancestors．Insummary,itis“benevolence．”TraditionalChineseritualscanactas
theresourcetoconstructthecorevaluesofsocialism．However,theymustbetransformedthroughmodernity,

thatis,theyshouldwatchthelocaltraditionsandexamine,transformandabsorbtheessenceofclassic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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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onthecriteriaofmodernitysothattheycanbeusedundertheconditionsofthenewagereborn．Thebasic
attitudetowardseekingthemodernvalueofChinesetraditionalritesshouldbebasedontheculturalecologyof
humanbeingsbasedondiversityasthebasiccharacteristic．From objectivehistoricalfactsandrichfolk

practices,weshouldexploretheethicalconsensusandmoralcharacterthathassettleddown,focusonreality
andlooktothefuture,useChinesewisdomtocreateanewsystemsuitablefortheritualvalueoftodays
society．

ANewDiscussionoftheDifferentiationbetweenFeudalSystemandPrefectureＧcountySystem:

　 AmongPower,Benefit,andMorality YuHongliang
　 Asanimportantissueinthe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inancientChina,thedifferentiationbetweenfeudal
systemandprefectureＧcountysysteminvolvestheproblemsaboutthedistributionofpowerandresourceof
ancientcountry,andthepowerboundary betweencentralgovernmentandlocalgovernment．Sincethe

prefectureＧcountysystemhadbeentheunbreakableregimesincetheQinＧHanperiod,thedisvantagesofthe
systemalsoshowedconstantly．Intheeralackofnewresourceofpoliticalphilosophy,reflectionandcriticismof
thesystemcouldonlybeapproachedbythetopicoffeudalsystem．Thatisthehistoricalbackgroundoftheoryof
feudalismoftenbementionedindifferenttimes．Duringthe Mingand Qingdynasties,NeoＧConfucianism,

especiallyitsideaonthedifferentiationbetweenjusticeandprofit,aswellasthepublicandtheprivate,became
newpoliticalandculturalresourcewhichdeeplyintervenedintheshapingandinfluencingofpoliticaltheory．In
thelateMingDynasty,suchcriticismoftheinterestgroupwiththecoreoftheMingcourtnotonlycontained
academicprinciple,butalsoreflectedthethrillingpracticalstruggle．Whenthemodernpoliticalideassuchas
rightsandautonomy wereformedinthelate Qingperiod,thedifferentiationbetweenfeudalsystem and

prefectureＧcounty system again becameimportantideologicalresource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revolutionaryethicinChina．

MoralizatoinandSymbolization:

　 AnInterpretationoftheSignificanceofFarmingandWeavingPicturesinAncientChina WangJiahua
　 Farmingandweavingpicturesareimagedatarecordingtheactivitiesoffarmingandweaving．Intheperiod
fromSongtoQing,therewereatleastdozensofsetsofsystematicfarmingandweavingpicturescameoutin
China．Forthosepictures,traditionaldominantviewconsideredthattheyplayedanimportantroleinspreading
advancedagriculturaltechnologies,butitisnotthecase．Theirfunctionismainlytoadvocatetheideathat
“agricultureisthefoundationunderHeaven”topromotingagriculture,whichwereoftenpushedtocivilsociety
intheformofimperialedictorcentralgovernmentdecree．Therefore,thecreationandpopularizationoffarming
andweavingpicturescanberegardedasanimportantreflectionofmoralizedadministrationintraditionalChinese
societywiththefundamentalgoalofadvocating,creating,andmaintainingakindofpeacefulandstablesocial
order．Inaword,thiskindofpicturebearsprofoundsignificanceofsymbolizationandsocialgovernance．

TheIdeaofCosmicSpaceintheHanDynastyReflectedinthe“TravelFigures”

　 ontheHanStoneReliefinSouthernShandongProvince LiuQian
　 TherecontainsrichideaofcosmicspaceoftheHanpeopleinthe“travelfigures”carvedontheHanstone
relief．Studiesofthestagesofthe“travelfigures”ontheHanstonereliefinSouthernShandongProvincecan
revealtheimportantrelationofthepatternwiththeideaofcosmicspaceintheHanDynasty．Besides,the
changesandcharacteristicsindifferentperiodsjustvividlymanifesttheideaevolutionofcosmicspaceinthis
area．Inthewholeprocess,thepatternof“travelfigures”symbolizesthemovementwithincosmicspaceaswell
astheacrossＧspace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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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rdScriptureandtheApotheosisBeliefintheHanＧJinPeriod HanJishao
　 TheunderworldimmortalsystemfabricatedbyZhengao(literallyDeclarationsofthePerfected)isoneof
importantfacetsinSixDynasties,ofwhichtheapotheosisbeliefisanindispensablecomponent．Zhengao
containsplentyofrecordsaboutapotheosis,whereasmostofthemareactuallyextractedfromthelostbook
SwordScripture．TheauthorarguesthattheSwordScriptureandanotherscripurearethesamebookwith
differenttitles,whichiscompiledbeforeShangqingRevelationoccurred．Thisbookconcludestheapotheosis
thoughts,fictionsofbecomingimmortals,andhowtouseaswordandelixirtoreleasefrom acorpse．
Furthermore,itisfoundthatitincorporatedmanytraditionalideasandmethodswhatcanbetracedtotheHan
Dynasty．Therefore,thebookactsasabridgebetweentheHantraditionandShangqingTaoism．Inother
words,itispossibletoprovideusachancetoconstructoratleastmakeanewunderstandingoftheapotheosis
cultintheHanDynasty．

SeveralProblemsinCollectionandStudiesofNewfoundWritsofAnxiProtectorateinTurpan LiuAnzhi
　 TheformsofancientChinesewritsandtheadministrativeoperationrecordedareimportantissuesconcerned
bybothChineseandforeignacademiccircles．Thispaperpointsoutthatinthenewfound writsofAnxi

protectorateintheyearsof６５４and６４５CE,twopieceswhichbothbelongtothefilesongateinstallation,

cannotbedirectlyputtogether．Anditisthesameonanothertwofragments．Basedontextualexamination,the
authormakesnewcollectionandarrangementofthefilesongateinstallation,andputsforwardviewpointon
relatedproblems．

AnthologiesofTangPoetryandCanonizationofthePoetryofLiBaiandDuFu:

　 TakingtheAnthologiesofTangPoetryfromtheTangDynastytotheMingDynastyforInstances DingFang
　 ThecanonizationofthepoetryofLiBaiandDuFudiffersmuchintheanthologiesofTangpoetryinvarious
dynasties．InextantanthologiesoftheTangandFiveDynasties,thereareonlythreekindsselectingLispoetry
andonekindselectingDuspoetrywithlowevaluation．Beyondthecausesoftimeandregion,theimportant
factoristhelackofawareness,whichformsgreatconstrastwithhighevaluationheldbyHanYuandother

poets．PeopleintheSongandYuanDynastiesthoughthighlyofLiandDu,yetthepoetryofthetwowereoften
absentinanthologiesthenwiththereasonthattheircompleteworkswereeasytoget,whichisarespectful
attituderatherthananintimateone．TheanthologiesofTangpoetryintheMingDynastygenerallyhighlighted
thepoetryofLiandDu,andpaidequalattentiontothetwoofthem．ThecanonizationofthepoetryofLiandDu
formallycompletedinthisperiod．ThecanonizationprocessofthepoetryofLiandDushowsthecumulativeand
timelesscharacteristicsofclassics．

AmericanWilderness:ItsConcept,Evolution,andPostmodernConstruction MaTe
　 AsoneofthekeyelementsoftheAmericanmind,theconceptofwildernesshasbeenthroughaprocessof
evolving,dissolvingandreconstructing．IntheOldWorldnarrativesduringthecolonialperiod,thewildernessis
depictedeitherasabarbariansitebeyondcivilization,orasanexoticgarden;whileinthetranscendentalist
writingsduringthe１９thcentury,theNew Worldwildernessnarrativeshighlighttheimageofapastoralhaven．
Thetraditionaldefinitionofwildernessemphasizespristinenature,whichreflectsthelongtimedualismbetween
wildernessandcivilizationinthewest．Sincethe２０thcentury,theconceptofwildernesshasbeengradually
deconstructedandthenreconstructedinthepostmodernworld,transformingitsfocusfromtherepresentative
“wilderness”totheinherent“wildness．”Astheprimitiveattributeofwilderness,wildnessisthekeycharacter
ofnaturalexperienceinthepostmodernworldaswellasthecentraldimensionofpostmodernwild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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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ingLiangShumingintheHistoryofModernPoliticalPhilosophy:

　 HisIdeologicalDilemmaandtheContemporaryEnlightenment ZhangCheng
　 ContemporaryChinahasbeenundertakingthoroughandcomprehensivepoliticalreform．Thekeyliesinthe
cultivationofthenewpoliticalcustom,whichisveryimportantandhasalongwaytogo．LiangShumings
entiretheoreticalenterprisefirmlycentersontheproblemof“stateestablishment”．Buthissolutiontothis
problemseemstofallintheparadox:independencefrompoliticsideallyversusattachmentonpoliticsinthereal
practice．Theoretically,LiangscognitionofChineseandWesternsocialstructureisexcessivelybroad,andhis
understandingofChineseandWesternculturalspiritisoneＧsided．Practically,hissocialＧpoliticalcareerendedby
failure．Butitdoesntmeanwecantotallydisavowhisthoughtvalue．NowthisexplorationofLiangsthinking
aboutthecultivationofthenewpoliticalcustomhascontemporaryimplication．Atpresent,whateverthelevel,

stateorsociety,theybothaskforconstructinganewcivilsocietyandachievingthebenigninteractionbetween
thestateandthesociety．Beforethestatehasbeenestablished,Lianghadchosenandinsistedonthesocial
standpoints．Hedevotedhimselftothesocialmovement,whichisfrom bottomtoup．Itcanprovidean
extremelysignificantexamplefortheconstructionofthecivilsociety．Comparetomostotherintellectualsinhis
period,Liangsthinkingofpoliticalproblembasedonthesituationofourcountry,andhetakes“traditional
China”ashisstartingpoint．Thereforehisthinkingis“Chinesestyle,”andprovidesrichtheoreticalresourcefor
contemporaryChinatodealwithsomanythoughtpredicaments．

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TraditionalThoughton“Liberty”inChinaandItsInfluence:

　 IntheContextofWesternLearningtotheEast ZhangShiwei
　 InthecontextofmodernChina,theconceptoflibertyisobviouslyinfluencedbytheWesternlearninginits
meaning．Ontheonehand,theconceptof“liberty”inthecontextofmodernChinacontainsthemeaningofthe
West;andontheotherhand,thecontentofthe Westernlearningisinfluencedbytraditionalmeanings．In
modernChinesepoliticalconciousness,themeaningoflibertyiscorrespondentwiththeWesternlearning;butin
nature,italsocontainsthteholisticinfluencefromthemeaningsofthewordin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

showingdifferentlevelsofmisreadingofmodernliberty．Now,themeaningoflibertyismixedupwithboth
ChineseandWesternmeaning:ontheonehand,themeaningof“liberty”intheprocessofWesternlearningto
theEastisinevitableto? avoidthefiltration,influence,andmodificationofthetraditionalChinesemeaning;and
ontheotherhand,theconceptintraditionalChinesecontextalsochangedgraduallyintheprocessofinteraction．
AlthoughtherecontainsnomeaningoflibertyinamodernsensewithinChinastraditionalideaofliberty,the
constructionoflibertyrequiredby modernChinesepoliticalconciousness,aswellasthe maturityofthis
construction,areradicallysubjectedto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thetradtionalconcept．

ADiscussionoftheOriginRelationof“BeingColourfullyandDazzlinglyEmbellished”

　 and“LotusComingintoBloom”withConfucianCulture GaoYinggang
　 SinceZongBaihuaproposedthat“beingcolourfullyanddazzlinglyembellished”and “lotuscominginto
bloom”representtwokindsofsensesoridealsofbeautyinthehistoryofChineseaesthetics,manyscholars
considerthatthosetwocorrespondtoConfucianandTaoistthoughtrespectively．However,throughanalyzing
thehistoricalbackgroundin whichthiscoupleofaestheticcategoriesgeneratedanddeveloped,theauthor
considersthattheconnotationofthetwoweredeeplyrootedinthediscussionsofpreＧQinConfucianistsonthe
relationbetween“accomplishments”and“solidqualities,”andjudgementofthetwocategoriesiscloselyrelated
totheirpresentationoftheConfucianideaontherelationbetweenheavenandhuman．Astwokindsofaesthetic
approachescorrespondingtoeachother,theywerealsoreflectedinritualcultureandartformsindifferent
times．Comparedtootherschoolsofthought,Confucianismandritualcultureasitspracticalformhadbeen
contributedmoreobviouslyto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thiscoupleofaesthetic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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