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心学术成果

中心完成的《两汉全书》《山东文献集成》等是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已经成为山东文化的标志性成果。

中心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受到学界的

密切关注。中心设计申报的“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获得山东省委

宣传部立项支持，该项目由许嘉璐、王学典主持，包括《十三经注疏

汇校》《儒家史论文献汇编》《百年儒学精华》《韩国集部儒学文献汇

编》《曾子文献丛刊》《大戴礼记义疏》等 49 个子项目。中心承担的“全

球汉籍合璧工程”被正式列入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心承担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 世纪中国史学通史》《文心雕龙》汇释及百

年“龙学”学案，中国赋学编年史，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

编目、复制与整理研究，《五经正义》汇校与研究等。

中心以齐鲁文化为核心自行设立“仪礼图解”“曾子文献丛刊·孝经编”两个重大项目。同时自 2015 年起

设立了系列后期资助项目，资助与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优秀学术成果，现已为 12 个课题立项，包括《敦

煌本数术文献辑录》《古〈乐〉七考》在内的 6 部著作已经正式出版。此外中心还资助出版著作十余种，包括《儒

学与山左学术丛书》（6 册）《儒林》《中国哲学史》《国学与西学》等学术辑刊，《林安梧访谈录》《儒道佛三家

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选堂教授香港大学授课笔记七种》等 5 种。

设立海外访问学者项目

为了更好地促进儒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研究与协同发展，同时为来自不同国家的儒学研究者提供更

好的研究平台及资源，2016 年起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设立海外访问学者项目。目前已有美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包筠雅教授，美国东密歇根大学柏啸虎教授，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周启荣教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黄

保罗教授，马来西亚亚太研究协会会长、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教授，台湾慈济大学林安梧教授，台湾大学赵飞

鹏教授，台湾大学古伟瀛教授、汪荣祖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蔡家和教授等 12 位境外学者来中心进行三个月至一

年为期不等的访学。这一举措扩大了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在海内外学术的影响。

中心主要依托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已经面向校内外开设“尼山国学大讲堂”讲座三十余期。中心

主办的“儒家文明论坛”邀请安乐哲、池田知久、艾朗诺、包筠雅、沈津、林安梧、赵飞鹏、贾海生、朱小健

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为校内外师生开设讲座七十余场。

中心于 2015 年创建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网站，实时更新各协同单位相关新闻。中心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每年制作“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简报”以记录中心工作开展情况

（文  徐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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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陈　来

摘　要: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

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

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

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

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

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

视.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

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

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关键词:公德;私德;政治公德;个人道德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１．０１

一、“公德 私德”框架的反思

古代中国的农村生活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人们缺少广

泛的社会交往,公共生活受到极大限制.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生活有很多集市、庙会、赛神、祭祀等公

众活动,但这些活动多是定期的,不是人们每天投入其中的,所以并未制定一定的参与规则.
但公德不应只是公众活动的行为规则,公共生活范围甚广,如官员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都不

是私人空间的私人行为,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大量的规范性论述,如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些都不是私人伦理,而是包括了面对公共生活的要求.

当代中国社会所说的文明礼貌即是日本明治时代所说的文明开化,如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
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都属于公共生活准则;又如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物等,这些都属于公共

道德.
社会公德一般指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旨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

秩序.社会公德与法律的关系,也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一般来看,社会公德要求禁止的行为

可以说是最轻的法律,亦多可采用社会的规定这一类弱法的形式.以爱护公共物品为例,各种公共

场所都有违禁的处罚规定,以养成人们的公德行为和意识.
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公德涉及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中国古代儒

家等思想在这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论述,所以儒家伦理虽然“不包含公民、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伦理

的概念因子,但是它隐含着某些关于公共生活关系的推论”① .至于“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天下为

　

作者简介: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①　廖申白:«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哲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１期.



公”等思想都是古代公德观的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社

会公德的优良传统”,认为管子所说的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就是传统社会的公德观念,至少包含了

社会公德的应用①.的确,“礼仪之邦”所标示的正是一种社会的公共文明,所以,不是中国古代没有

社会公德,而是没有近代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
现代汉语中的“公德”概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公民道德,一是公共道德.还有人把很多价

值也列入公德概念.公民道德体现国家对公民的政治要求,公共道德体现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

要求,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古代既无公民,与希腊城邦国家不同,自然没有公民道德,但是也

有政治共同体对成员的要求.而中国古代不能说没有公共道德,所谓公共即非私人之谓,公共性有

梯次的不同,随着社群规模的外推而渐大渐广.从近代以来的使用来看,我们今天应该在概念上作

出明确区分:狭义的公德专指公共道德,广义的公德则包括公共道德和公民道德,而其他政治价值如

自由、民主都不属于道德,不属于公德.由于公德包含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二者,所以在以往很多时

候的讨论中,由于没有分清公德观念的真正所指,使得讨论变得不清楚,而公德这个笼统概念的适用

性则越来越有限.
那么,什么是个人道德或私德呢? 梁启超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②,以上谈到公德观念分

狭义和广义二者.近代中国学者多注意公德问题,很少有人研究确定私德的概念及其德目体系.倒

是近代西方学者边沁、密尔等对私人伦理、个人道德作了界定.在我们看来,私人伦理的说法并不理

想,既然讲个人对自己的义务,就不能说是伦理了,所以还是个人道德的说法较好.个人道德,用前

述西方思想家的讲法,即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如勤学、立志、俭朴、温和,或谦

虚、严肃、耐心、慎重等.我在«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把古代德行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个人品

格”,包含直、宽、刚、简、柔、愿、强等③.«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继续讨论了这一问题,以晋悼公在周

事单襄公得到的称赞为例,指出春秋时代德行叙述可分为三部分,即四无、十一言、二未尝不,如“立
无跛,正也;视无还,端也;听无耸,成也;言无远,慎也”(«国语周语下»),这四德都是个人的德行.
又如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共、懿、慈、惠、和所代表的“形式性德行”,追求的是人格、性
情的一般完美,而不是伦理关系的特殊规范,并在古代德行论中将其命名为“性情之德”,以与“道德

之德”“伦理之德”“理智之德”区分开来.“性情之德”是在礼乐文化的总体中界定的,其内容正是“与
自己相关的德行”;而仁、义、勇、让、信、礼为“道德之德”;孝悌、慈爱、友忠既不是纯粹个人道德,也不

是道德之德,属于“伦理之德”④.由此看来,说中国传统道德都是私德,并不恰当.道德之德与伦理

之德相比,道德之德相对而言是道德的品质,而伦理之德是与人际关系直接关联的德目.仁义信礼

都需要体现在人伦和社会中,不是纯粹个人的品质,所以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如

仁是爱他人,义是正他人,礼是敬他人,信是诚信于人,都不是只涉及自身的德行.可见边沁的说法

并不适用.把个人道德仅仅定义为对自己的道德是有问题的,其实中国古代的个人基本道德多数是

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即使有董仲舒提出的“义者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以仁安人,以义正

我.”),这只是讲了义的修身义,而义的伦理义还是对他人而言⑤.这是与西方不同的.那么,这部分

道德应叫作什么道德呢? 相对于政治群体要求的道德和社会群体要求的道德,这部分道德显然更多

属于个人全面发展的人的道德,在亚里士多德叫作善人品德,在中国文化中叫作“君子品德”,其内涵

包含四个层面,即性情之德、道德之德、伦理之德、理智之德.可见,公德 私德的区分虽然有一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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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如果把公德 私德作为全部道德的基本划分,则会遗失一大部分基本道德,证明这种公德 私

德划分法的重大局限.
另外,«逸周书文政解»中的禁九慝,禁止九种不良的公共行为,含有后世所谓公德的意义,表

现出了对所谓公共道德的行为的关注.
那么,是不是以往中国传统中的修身德行都是个人道德或私德呢? 这要看私德的定义.完全脱

离社会生活的个人修身在儒家是少有的,这与佛教和道教不同.当然,宋明理学的修身功夫如体验

未发、体认良知、静坐收心,不与社会生活直接联系,近于纯粹的精神修炼,但大多数修身功夫,虽然

其修身的过程可能不直接联系社会生活,但所修之德如仁义礼智是与社会行为和他人关联的,而且

还需要事上磨炼.所以,也不能说修身都是私德,梁启超此说恐亦未能成立.当知梁启超所说的中

国传统私德不必都是私人伦理,亦适用于公共生活.而另一方面,梁启超所说的公德也并非都是道

德,其中多属近代社会的意识、价值.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自己也放弃了公德 私德的分别论,走向

人格修养论.人格修养固须落实于个人身心,但其德行并非只对个人自己有意义,也同时适合于公

私不同领域.至于梁启超所说的近代公德在我国阙如,这是事实,因为社会发展在当时尚未进至近

代社会.
«大学»八条目是功夫,每一功夫阶段并非代表一种道德或德性,虽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似乎

是个人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社会治法,但照«大学»所说,其中道理一贯,不分公私.修己治

人,其中的治人无论如何不属于私.儒家修己之事,一半为了治人,修己非皆私人事,治人更非私人

事,故治人之德,在«论语»中所在多有,皆非私人之德.只不过当时社会交往有限,其中并不突出与

陌生他人发生关系的规范,对公物的爱护亦非全民皆须具有的品质,故不受注意,但如梁启超所说公

德阙如,则也不是如此.就应用范围之分别言,古代道德非私人之德,主要是主政者、任官者、士人之

德.故君子之德,其体无分于私公,其用则理一而分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
但西方思想史上的古希腊和近代更强调的是公民道德,而非公共道德.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

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最受重视的是革命

道德,改革开放以后,更强调的是公民道德,都不重视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换言之,百年来的

中国,重视政治公德,不重社会公德,二者严重失衡.今日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建二者的平衡,近期的

重点是发展社会公德,即公共道德.
仅仅指导个人行为而不涉及他人的道德德性在中国古代儒家道德体系中不占多数,其他都属于

“可能影响他人”的范围,仁义礼智信都含有“对他人的义务”,在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对自己的义

务”和“对他人的义务”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立的.
即使按梁启超偏狭的定义,“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①,传统的德目虽然不皆直指群体,但都

从不同方向而益群、固群、理群,在梁启超的定义下,直接利群的德目占比例较少,至于自由、自治、权
利等概念为古代中国文化所未见.

总而言之,“公民道德”的概念,从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西方是明确的,个人道德的概念在西方也是

有的,但意义不清晰,而从古代到近代“公共道德”的概念并未受到注意.这是日本近代在公共道德

意义上重视“公德”概念运用的积极意义.日本近代的公德主要指公共道德,而这一公德观念被梁启

超转移为以启蒙思想为内容,梁启超所推崇的公德重点在爱国利群的政治公民道德,而不是公共道

德②.从此,伴随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政治公德不仅排挤了社会公德(即公共道德),更挤压了个人

基本道德(私德).应当说,个人基本道德不一定是狭义的私德,即只与自己有关的道德,密尔对个人

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区分不够合理,广义的私德就是公德以外的个人基本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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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道德都与他人有关,是涉及他人的道德,中国人最重视的五伦———君臣、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所要求的伦理道德都是关系伦理,而不是纯粹只涉及个人自身的道德,孝悌

忠信亦然.仁义反映的是普遍的伦理要求,孝悌反映的是特殊的伦理要求,都不是仅与自己有关,有
些道德在修身过程中似乎与他人无关,如“中”,但中的实践意义是导向和,和作为综合的结果,是关

涉到他人的.诚、信、敬、恭也都涉及他人,在与他人交往的关系中呈现着并发生作用.故私德之说

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有用.
以仁德为例.在儒家伦理中,仁是各种德性中最重要的,仁既是德性的一个德目,也是整体德

性.仁既是对待他人的,也是对待自己的,这与亚里士多德对公正的讨论相似.
从对待自己的德性来看,首先仁不是对“礼”作为规范体系的反对,仁反而是对规范体系全面贯

彻与实践的促进者.一个人在自己的视听言动上全面合乎礼的规范要求,便是仁,这就是孔子回答

颜渊问仁的主要之点.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克己与由己,正表明这里的仁具有对待自己的德性的意义.从行为上遵守规范的礼,是为仁的重要

方面,可谓以礼修身.用礼要求自己,即是仁,这是孔子对古代仁说的继承.当然,礼不仅是个人视

听言动的道德规范,也是公共生活和公共服务的规范.后来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

承大祭”(«论语颜渊»).出门与在家相对,出门意味着朝向社会交往和社会服务,使民则是士君子

治民的常事.这里仁就是对待他人的德行.由此可见,表面上看,把“对人”和“对己”作为私德 公

德划分的界限,似乎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对人”者并不皆属公德,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德.

二、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说

面对２０世纪初中国近代变革和国家富强的迫切要求,梁启超的公德说(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０日)是梁

启超将近代启蒙思想应用于当时中国政治和道德领域的表现.这一思想是梁启超“戊戌”以后在日

本受到近代西方社会思想等影响下迅速形成的①.
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开始论述其关于私德与公德的理解和认识: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

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

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②

这是说,公德和私德是道德统一体的两个外在表现方面,“独善其身”者是私德,“相善其群”者是公

德.“公德”是个人与社群关系的道德,“私德”是个人不与他人发生关系而只求自身品性的完善而

言;二者都是人生必须的道德,也都是立国所需求的道德.“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
相比较而言,私德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公德是社群得以维持的条件.

按照他的举例,能立私德者,如束身自好、廉谨、良愿;私德败坏者,如卑污、虚伪、残忍.公德之

目虽然亦可例举,而其主要性质为利群.梁启超主张,缺少私德的民众不可能组成国家,只具有私德

而缺少公德的国民也不能组成国家.可见,梁启超所说的“群”并不是一般的指社群、社会而言,而主

要是指国家而言.他又指出:

　　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 虽然,此

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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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即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①

这里所说,对称私德为“独善其身”之德的说法是个补充.私德既是个人自处的德操,也是个人对待

其他个人、处理与其他个人关系的道德,公德则是个人对于群体的道德.这个区分还是清楚的.私

德与公德两者并行不悖.这个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私德是个人的品德、修养,而公德是指有益于国

家、社会的德行②.梁启超对公德的倡扬和呼吁直接来自他在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立场和对作为近

代日本国家建设的借鉴③.而就观念来说,梁启超的公德即“个人对于群体的道德”的定义是西方近

代所未重视的.
他指出:就私德而言,中国文化的私德甚为发达;但因偏于私德之表彰,对公德之提倡,甚多

缺略:

　　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

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

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

“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

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

恕”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

与他人交涉之时也)之资格,庶乎备矣.④

梁启超列举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所标举的德行,如忠信笃敬、温良恭俭让,大体皆为

私德;所教人的修养方法,如知止慎独、存心养性,皆为增进私德之方法,这些中国古人的著作对于养

成人的私德,相当完备.而在公德培养方面,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付诸阙如,这对近代国家的形

成,非常不利.
因此他在«新民说»第一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就说道:

　　公德者何? 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

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 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

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⑤

梁启超强调公德是人类社群得以成立的根本,尤其是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公德使个人与国家联结

为一体成为可能.这就近于把公德看作国家得以成立的先在条件了.其实社会公德是与社群组织

的形成壮大同行成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往往把文化的近代化看作社会近代化的前提而加以鼓吹,
成为一种文化决定论,在理论上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但就实践来说,这些新观念的宣扬,确实会对社

会进步起到一种促进的作用.
梁启超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⑥他认为,中国文化中重私德、轻公德,这种情形

必须改变,否则,中国在近代世界的衰落是无法挽救的.他说:

　　虽然,仅有私人之资格,遂足为完全人格乎? 是固不能.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

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

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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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民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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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

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

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

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 凡人

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
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

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 夫人必备此三伦理

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伦,则唯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
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①

他指出,中国古代五伦为主的伦理,在家族伦理方面比较完整,但在社会伦理方面只讲朋友,在国家

伦理方面只讲君臣,是很不完备的②.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中国文化看重一私人对他私人之事,不看

重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是由中国文化重私德、轻公德的偏重所造成的.而团体意识以及个人对

待团体的道德,是谓公德,是近代国家得以成立的关键.

　　要之,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即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

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排挤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今夫人之生

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蠹而已.彼

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 何则? 群有以益

我,而我无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负而不偿也.夫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应偿之负,于私

德必为罪矣,谓其害之将及于他人也;而逋群负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 使一群之人,皆相

率而逋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几何? 而此无穷之债客,日夜蠹蚀之而瓜分之,有消耗,无增补,
何可长也? 然则其群必为逋负者所拽倒,与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结果,此理势之所必然矣.今吾

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 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

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③

梁启超认为“束身寡过”即属私德,认为中国传统德育以养育私德为主,并且传统思想中有排斥公德

发展之处,几乎成为习惯,于是人民不知何为公德,不知何为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其实,中国古代亦

有公德,只是古代公德多系对于士大夫而言,对百姓并不提倡,而士大夫文化对民众也有影响,梁启

超似未辨乎此.当然,古时的公德与近代的公德仍有同异.他所强调的是,国民必须明确自己对于

群体、国家所负担的义务,以求益群利群,不可只享受群体的好处而不承担责任.过于注重“身”的人

难免对“群”有忽视.中国要从衰落转向振兴,一定要加强国民对“群”的责任意识,这个“群”不是指

社会,而是指国家.
近代西方思想对个人和社会之道德的区分,始见于边沁对“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此

后密尔在其«论自由»中特别区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④.日本受此影响,在明治二三十年代关

注过公德讨论.梁启超戊戌运动后到日本,受到其影响.但梁启超以爱国的民族主义出发,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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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另可参见陈弱水:«公德观念的初步探讨———历史源流与理论建构»,«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第３ ３５页.
梁启超:«新民说»,第２０ ２１页.
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９０页.



对群体的自觉义务看成公德的核心,这是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受压迫而欲自强的时代要求———救

亡图存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日本明治以后,也不断突出“公德”建设的意义,而就西洋近代所突出的

公德,其意义主要指人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所循的道德,以及对公共财物所持的态度,对行政公

务所承担的责任,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即突出社会公德,并不突出“国家”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政

治性公德,即国家对公民的要求.梁启超的公德说受到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更受加藤弘之

等国家主义的影响,故其重点有所不同,是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

成功走入近代化,在欧化流行二十年之后,在社会建设方面有了反思,故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

共道德.而中国甲午战争之后,要唤起国民爱国利群,反抗列强对中国的侵逼,故梁启超呼吁的公德

必然指向公民道德及其各种近代政治意识和公民意识,这是与日本不同的.
梁启超关于公德和私德的观点,也受到边沁的启发.梁启超在其«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中

谈到:“边沁以为人生一切行谊其善恶标准于何定乎? 曰: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

福者谓之恶.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其乐利关于一群之总员者谓之公德,关
于群内各员之本身者谓之私德.”

就公德的条目而言,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特别立专节论述的,有国家意识、进取意识、权利思想、
自由精神、自尊合群、义务思想等,其实,从伦理学上来说,这些大都不属于道德.梁启超以“公德”指
称这些意识和价值,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淆,有些学者如李泽厚至今还受其影响.这里仅举其论自

由与公德:
　　今世少年,莫不嚣嚣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谓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审夫泰西之所谓自由

者,在前此之诸大问题,无一役非为团体公益计,而决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骛者所可托以藏身也.
今不用之向上以求宪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国权,而徒耳食一二学说之半面,取便私图,破坏公德,
自返于野蛮之野蛮.有规语之者,犹敢 然抗说曰:“吾自由! 吾自由!”吾甚惧乎“自由”两字,
不徒为专制党之口实,而实为中国前途之公敌也.①

在梁启超看来,自由是为了增益团体公益的公德,而绝不是私人放肆的条目.自由是指向宪政、指向

国权的政治价值.这里警惕以自由为名而行私人放肆之实的立场,同他后来在«论私德»中的立场是

一致的.
应该指出,梁启超在写作«论公德»时期,虽然着重推崇公德,但对私德并没有加以否定而是肯定

了私德的意义,这是他后来可以在同一部书中写作“论私德”一节的基础.

三、刘师培的伦理思想

让我们来看看与梁启超«新民说»同时的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以与梁启超作一比较.黄遵宪

本来曾劝梁启超作一伦理教科书,梁启超未作,作了«德育鉴»,而刘师培为之.可见伦理道德的近代

重建,在新时代通过新形式,特别是吸收日本教科书的形式进行伦理教育,在辛亥之前已经开始,这
是近代性的一个方面.梁启超１９０５年作«德育鉴»,以宋明儒者修身之言为德育教材,延续了传统的

修身形式,以为非如此不能在实践上亲切有味,与古代重视“行”的教育是一致的.刘师培认为,过去

的伦理教育不得其法,有行无知,知即是对伦理的起源与分类的知识性分析.这一观点便与梁启超

不同.其«伦理教科书»分为两册,１９０６年出版,而其基本思想于１９０４年已形成.第一册是“己身之

伦理”,约相当于梁启超所说的私德.第二册为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其社会伦理约相当于梁启超之

公德,而家庭伦理在私、公之间.故两册的分法已经蕴含着伦理的公私人我之分.
先看第一册,刘师培凡例中言:“此册所言,不外振励国民之精神,使之奋发兴起.”这个出发点与

梁启超等是一致的.他认为,就伦理而言,“当以己身为主体,以家族、社会、国家为客体,故伦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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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首重修身”①.他认为,古代典籍之中,«尧典»所言“亲九族”属家族伦理,“平章百姓”属社会伦理,
此皆“施于他人之伦理也”;而«尧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与«皋陶谟»“宽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毅”,“此对于己身之伦理也”.这个分析

方法与西方近代伦理“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的分别一致.他认为,秦汉以后的儒家伦理分为两

派:“一曰自修学派,以明心践性为宗,以改过慎独为旨,倡正谊明道之说,而不欲谋利计功”,属此者,
如董仲舒、韩愈等;“一曰交利学派,以仁恕为心,以大同为想,以民胞物与为志,无复人我之见存”,属
此派者,如张载、王守仁等.他又说:“盖自修学派所言者,对于己身之伦理也;交利学派所言者,则施

于他人之伦理也.合两派而兼取之,庶伦理之学,可以由致知而进于实践乎!”②

“‘修身’者,所以欲人人成为完全无过之人也”,即修身的目标是达到完满的人格,然而他又说:
“然中国平昔之思想,以‘身’为家族之身,不以‘身’为社会之身,其所谓‘修身’者,盖仅为实践家族伦

理之基耳.”③其实家族伦理亦有非家族伦理之用,如国家、社会之用.故古人之求忠臣于孝子之家,
即看出孝德并非只有家族道德的意义和功能.

他又指出,这个在历史上不尽如此,孔子的仁追求社会公益,超出修身,“盖以己身对社会,则社

会为重,己身为轻.社会之事,皆己身也”.他举出张载的«西铭»为证,又举出“吴康斋亦曰:‘男儿须

挺然生世间.’是己身为世界之身,非家族所克私有之身也”,又举“罗念庵有言:‘吾人当将此身,放在

天地间公共地步’,‘公共之地’,即西人所谓社会、国家也”.他认为中国人多不明此理,己身之外,仅
以家族为范围.“凡事于家族有利者,则经营唯恐其后;凡事于家族有害者,则退避不敢复撄,而一群

公益,不暇兼营.此则中国伦理之一大失也”④.一群即社会、国家.其实罗念庵所言,在二程以来的

理学中常见.总之,照刘师培此说,中国古代关于超出己身、家族之外的社会伦理亦复不少,不过他

所引者多是指心胸和境界而言,并非是社会伦理,但指出古人的眼界不限于己身,确属必要.
只关心己身,是“独善其身”,独善其身的自修学派,在他看来“乃不侵他人之权利,亦不为他人尽

义务者也”.他说自修学派“一若舍修身以外,无权利之可求,亦无义务之可尽.夫只身孤立,与世奚

裨?”⑤不过,此种批评只适合于佛、道之修行,但佛道主出世,所以“与世奚裨”自然不能切中他们的要

害.最后他说:“然己身不修,则与人交际,亦安能推行而无失哉?”⑥

«伦理教科书»第一册主乎心性修身之学,全部为古代心性修身观念之解析.第二册为家族伦理

和社会伦理,此册的弁言说:“中国古籍,于家族伦理,失之于繁;于社会伦理,失之于简.”⑦其第二课

云:“家族伦理,为实践伦理之基.特中国所行家族伦理,其弊有二.一曰所行伦理仅以家族为范围.
中国人民自古代以来,仅有私德,无公德.以己身为家族之身,一若舍孝弟而外,别无道德;舍家族而

外,别无义务.又以社会、国家之伦理,皆由家族伦理而推.人人能尽其家族伦理,即为完全无缺之

人,而一群之公益,不暇兼营.”但他也承认,中国古代伦理亦有不以家族为范围者,如«公羊传»“不以

家事辞王事”,汉贾谊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王事即国家之事,国家与家族相比较,则家族为轻,
国家为重,古代多有此说,如“昔大禹过门不入,霍去病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此皆言国家之事重

于家族之事.当然,刘师培已重视家族伦理之改良,尤其是“家族伦理之互相均平”⑧.五伦互为对待

者当互尽其伦理,矫正不平者使之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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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论父子之伦,一方面强调慈孝为父子互尽之伦,一方面批评儒家在古代“以为父母若存,
则为人子者,只当对父母尽伦理,不得对社会、国家尽伦理”,有妨公德①.然而他也承认,即使是«孝
经»也有言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乃孝之终”,«礼记»乃言“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则对于社会、国家尽伦理,亦为孝亲之一端”②.书中言道:
“盖以国家较家族,国为重而家为轻.若伍子胥因报父仇,引吴灭楚.夫所仇者仅君主一人,乃
引异国覆祖国,则又一国之公敌矣.故公私之界不可不明也.”③他在家族伦理的结论部分指出:

　　使非改良家族伦理,则平等之制难期实行,而国民公共之观念,亦永无进步之期矣.不惟此

也,中国社会、国家之伦理所以至今未发达者,则由家族思想为之阙隔也.④

以宗法系民,故家族伦理最为发达.又以社会之伦理,皆由家族伦理而推,而一群之公益不

暇顾矣.吾观中国之臣民,私德为重,公德为轻.⑤

刘师培的教科书全面陈列了中国古代伦理的观念,间或从近代的立场上加以评论,而本文所注

重者仍在其公德 私德之观念.
«伦理教科书»十八课为家族伦理部分之结论,十九课“论公私之界说”,始为社会伦理部分.在

刘师培看来,家族伦理似属私德,只有社会伦理才属公德,而凡有公共观念必生公德,“吾试即中国古

人之言‘公’者考之,则孔子言‘欲立’‘欲达’,墨子言‘兼爱’‘交利’‘视人犹己’,曾子言‘人非人不

济’,汉儒言‘相人偶为仁’,宋儒言‘民胞物与’,孰非社会伦理之精言乎? 特近世以来,中国人民公德

不修,社会伦理知之者稀”⑥.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亦有社会伦理,以己对人,以私对公,则这些伦理即

是公德,“但明清以来因专制政体之进化而不修公德,对社会伦理知之亦少”.他指出:“中国所谓公

德者,皆指对于一家一姓者而言,非指对于国民团体者言也.以专制之祸,涣人民之群,此固国民轻

公德之第一原因也.”⑦人民以公德为轻,故社会伦理无法实行.
在二十课“论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中,他回顾了中国历代党祸,认为汉、宋、明尚能先公

后私,晋、唐则倾轧纷争,“遂一己之私,而忘天下、国家之急者也.公德不修,莫此为甚”.认为中国

词章家的思想多出于“为我”,与公德之说大相背驰.王维等诗,“以高隐自足,是独善而不能兼善

也”,苏东坡诗“大抵以乐利为宗者也.以乐利为宗,是利己而不复利物也.此与边沁以一群之利乐

为乐利者不同”⑧.
此课的最后,他说:“昔«礼记»有言:‘并座不横肱.’古语有言:‘食不毁器,荫不折枝.’所以存公

德也.今中国之民,与薄物细故之微,既无公共之观念,如污秽公共道路,损折公共之花木,乘舟车则

争先,营贸易则作伪.此事虽小,可以喻大.故其谋一群之利害,亦互相诿避而莫敢居先.”⑨

什么是社会伦理? “社会伦理者,即个人对于一群之伦理也.”“既有社会,则个人与社会交涉必

繁,斯有社会之规则.夫规则何自昉乎? 使个人之所为与他人无与,则不必谋于一群,而一群不得施

其干涉,故有完全自主之权.然所行、所为不可不屈于社会者,必一己之外,利害有涉于他人.利害

既涉于他人,则不得不受社会之节制.此社会规则所由起也.”这样的说法与密尔论自由的思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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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必然是受密尔«论自由»一书思想的影响所致.
此下释仁爱、释正义、释和睦、论义侠、论择交、论服从、释诚信、论洁身、对于师友之伦理、对于乡

党之伦理.这显示出,刘师培是以仁义和礼属于社会伦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并非没有社会伦理,
而是有许多关于社会伦理的资源.

第二册第三十六课为结论,是专对于社会伦理而言.他在结论中说,中国人在２０世纪以前不知

“社会伦理为何物”,是因为此前中国没有完全的社会,“故欲人民有公德,仍自成立完全社会始”①.
同时,他也指出,近代中国人为矫正此弊,在传统中亦寻其资源,如“人我相通”之伦理,如孔子大同思

想“其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他认为哲学说法“非不深远”,但不从社会改造开始,社会伦理便无法

实行.
刘师培的伦理思想,在其«经学教科书»中也有论及:

　　«易象传»所言之“君子”,即言君子当法«易»道以作事耳.故所言之伦理,有对于个人者,
有对于家族者,有对于社会者,有对于国家者.观于«易经»之«象传»,而伦理之学备乎此矣.②

他还在«经学教科书»中,分类详细列举了«象传»中的伦理观念:

　　个人伦理:«乾»之“自强不息”,«蒙»之“果行育德”,«小畜»“懿文德”,«否»之“俭德避难”,
«大畜»“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颐»之“慎言语,节饮食”,«大过»“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坎»之“常德行”,«恒»“立不易方”,«大壮»“非礼弗履”,«晋»“自昭明德”,«蹇»“反身修德”,«损»
“惩忿窒欲”,«益»“迁善改过”,«升»“顺德,积小高大”,«困»“致命遂志”,«鼎»“正位凝命”,«震»
“恐惧修省”,«归妹»“永终知敝”,«小过»“行过恭丧,哀用过俭”.

社会伦理:«坤»“厚德载物”,«需»“饮食宴乐”,«讼»“作事谋始”,«同人»“类族辨物”,«坎»
“常德行,习教事”,«咸»“以虚受人”,«遁»“远小人,不恶而严”,«睽»“以同而异”,«渐»“居贤德善

俗”,«兑»“朋友讲习”,«未济»“辨物居方”.
国家伦理:«屯»之“经纶”,«师»“容民畜众”,«履»“辨上下,定民志”,«大有»“遏恶扬善”,

«蛊»“振民育德”,«临»“教思无穷,保民无疆”,«贲»“明庶政,无敢折狱”,«明夷»“莅众,用晦而

明”,«解»“赦过宥罪”,«萃»“除戎器”,«困»“致命遂志”,«井»“劳民劝相”,«革»“治历明时”,«鼎»
“正位凝命”,«丰»“折狱致刑”,«旅»“明慎用刑”,«巽»“申命行事”,«节»“制度数,议德行”,«中

孚»“议狱缓死”,«既济»“思患预防”.
家族伦理:«随»“向晦入息”,«家人»“言有物,行有恒”.③

由以上可见,如«周易系辞下»所说“利用安身以崇德”,则其关于个人伦理应有不少,但国家、
社会伦理亦复不少.当然,所列国家伦理方面,不见得都属于“伦理”,但关于家庭者确乎不多.可见

«周易»的样本并不见得最有代表性.
这种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伦理的分别,在亚里士多德已开其端,他在论公正德性的第五卷中说:

“公正自身是一种完全的德性,它不是未加划分的,而是对待他人的.正因为如此,在各种德性中,人
们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由于有了这种德性,就能以德性对待他人,而不只是对待自身在各

种德性之中,唯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而最善良的人,不但以德性对待自己,更要以德性对待他

人.”④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公正还是一个公正的人在公正的选择中所遵循的一种行为原则”⑤,说明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公正同时也是行为的原则,而不是排斥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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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君武论公德

最后我们来看１９０３年４月马君武发表的«论公德»①.比起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马君武此文

仅晚一年.我们知道,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国内关注公德问题讨论的时期.故不

仅梁启超受此影响,而关联到中国问题,马君武亦然.马君武(１８８１ １９４０)１９０１年考入日本京都帝

国大学,学习化学,留日期间结识了梁启超等人,也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撰稿.他的论公德文,可
以说是对梁启超公德论的回应,并借由此论申发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批判.

“私德者何? 对于身家上之德义是也.公德者何? 对于社会上之德义是也.”②可见马君武对公

德私德的定义和理解与近代西方思想家略同.他接着说:

　　论者动谓中国道德之发达,与公德虽阙如,而私德则颇完备,亦六(经)之所陈,百儒之所述,
似于私德已发挥无余蕴矣.呜呼! 中国之所谓私德者,以之养成驯厚谨愿之奴隶则有余,以之

养成活泼进取之国民则不足.③

这一段前面引梁启超«新民说»而反驳之,认为中国私德并非已经发挥无余蕴,而是只能养成奴隶制

道德而已,不能养成国民的道德.按国民道德多就公德而言,故此处所驳梁启超私德说者,并不合

理.观其大意,活泼进取是私德,亦属近代之私德,却为中国古代所无.从公德私德之分而言,他似

认为,国民道德有公私之分,国民之私德应以活泼进取为主.他又说:

　　夫私德者,公德之根也.公德不完之国民,其私德亦不能完,无可疑也.欧美公德之发达

也,其原本全在私德之发达故私德之与公德也,乃一物而二名也.私德不完,则公德必无从

而发生.④

表面看来,他的讲法与梁启超１９０３年秋回国后写的论私德的语句相似,但立意完全不同.在梁启超

认为,虽然中国有私德而无公德,但养好私德,可推致公德.而马君武之意,认为中国公德之不立,不
是梁启超所说只欠一推,而是中国的私德根本不发达.那么什么是马君武所说的私德呢? “夫人必

能爱名誉,而后立身涉世,乃有所忌惮,不敢失节坠行、寡廉鲜耻”,“夫人必能爱权利,而后能真自

治”,“夫人必能爱自由,而后其人格乃尊,为一国中之主人,不为一国中之奴隶”.他认为中国私德不

提倡爱名誉、爱权利、爱自由,所以公德无以立.故他总结说:“若徒指束身寡过、存心养性、戒慎恐惧

诸小节为私德完全之证,是乃奴隶国之所谓私德,非自由国之所谓私德也(自由国亦不废存心养性诸

节,而断不能赅私德之全).”⑤

可见,他认为梁启超所说的私德皆为奴隶国之私德,非自由国之私德,而他倡导的私德乃是自由

国之私德.此种讲法似是而非,爱权利、爱自由,如梁启超所言,近于公德,不属私德.本来,依梁启

超之推理,中国文化并非没有公德,但缺乏近代社会之公德.而照马君武所说,中国并近代之私德亦

无,故应全面去旧图新,进行道德革命和改造.陈独秀后来所说伦理革命,即继此而来.那么,可否

说私德亦有古代近代之分? 公德亦有古代近代之分? 应看到,即使近代有近代之私德,其与古代私

德亦颇有连续性,而近代之公德则与古代大异.
但马君武自己并未如此区分,他认为:“盖吾国民之在古昔,固非无公德之国民也.史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乐.又曰:文王之时,耕者让畔,行者让路,斑白者不提絜负载于道路.此数者

皆与今日欧美之所谓公德者同.故吾国民公德之发达,以在周文王时为极盛.”这是说西周时公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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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只是后来渐行退化.但此说不严谨,盖周文王时不可能有“国民公德”,彼既封建,何来国民? 但

中国古代已有社会之超个人的公德,此是不争的事实.
马君武此文,文理逻辑不强,但重点似非集中于政治,不在奴隶之道德,如陈弱水所言,其重点乃

社会公德,即公共道德①.如马君武在此文中列举:

　　上海之例,道路侧不许便溺,公园之花草不许毁伤,公共之建筑不许污秽,是岂非公德之所

当有事乎? 而吾国人之干犯此等禁例,受其科罚者日有所闻也.
不观于欧美诸国乎? 虽幼稚之童子,下等之愚夫,未有在道旁便溺者也,未有毁伤公园之花

草者也,未有污秽公共建筑物者也.夫岂必时时有警察以守护乎? 而人民既有公德,则自爱公

共之乐利,守公共之禁戒而不敢犯.
欧美公德发达之原因,即欧美之人,不仅爱其一身一家之乐利,而爱公共乐利之故也.
欧美各国固莫不有其特别之国风,至其国民之品位及风格,则莫不优于高尚,而爱重公共之

乐利.
兹略举数事,以为欧美平民公德发达之证.欧美各国之中,寻常通用者为电车马车,而乘用

之客,皆重公德.车中有单,列明车价,有箧收纳之.乘客自按单纳价,不须营业者之请讨,而自

不敢相欺.且乘降之时,井然有序,老弱者及妇女常居先,壮者后之.故人数虽众,而无逼塞不

通之患.先至之壮者,见有后至之老弱者及妇女无坐(座)位,恒起立以让之.②

五、章太炎论革命的道德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刊于«民报»第８号(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８日,亦即他就任主编的次期).该文首

揭“种族革命”的大义,以为今日之“革命”,非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光复”故国:“光复中国之种族

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③此前之中国种族所以沦为满洲异族之统治,且久久不

得“光复”,其根本原因不在宋学、汉学之为祸,而在道德的衰亡,“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④.
因此,今天的革命中人,必须讲求道德,否则将无以号召天下⑤.

章太炎认为,革命之道德,“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而所谓“大
德”“公德”之外,“小德”“私德”绝不可忽视:“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异乎? 于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

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闲,此乃迫于约束,非自然为之也.”如此缺乏道德的自觉,则必迎合时势

而为,有机可乘,“则恣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这就是说,革命道德

即坚定勇敢、不畏牺牲,属于大德、公德.但在大德公德之外,小德私德也不能忽视,缺乏私德,就不

可能有大德的自觉,私德是公德的基础.他还认为,事实上道德不分大小,不分公私.“方今中国之

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尽天下而以诈相倾”,“其诈即亦归于无用”;“人人

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

人人所当有”,前仆后继,都为分内之事.“今人以自分之事而不肯为之死,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

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章太炎很重视道德的作

用,认为中国缺少的不是智谋,而是道德.关于公德和私德,他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

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⑥,就是说,私德是基础,直接决定公德,一个人公德的厚薄取决于私德的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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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同梁启超«论私德»的观点颇为接近.
«革命之道德»一文另一颇引起后来研究者关注之处,是他以职业高下论道德的论述.他认为:

　　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
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

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

第次亦十六等.故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以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
则多不道德者.九等人表,不足别其名;九品中正,不能尽其实.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

于道德也愈远.①

照此说,从事农工至艺士职业的人,都是道德的,而官商多不道德.特别是,他的结论是“知识愈进,
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者也愈远”,知识越多越不道德,官位越高越不道德,这种民粹主义道德论不能

不说与后来“文革”时代思想有相同之处.但他重视个人道德,则是事实.

　　今之革命党者,于此十六职业,将何所隶属耶? 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

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 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

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简择而取之也,循化顺则不得不尔.②

通人率多无行,是批评知识人没有坚定的道德操守,这对鼓吹革命道德的人来说,也不奇怪.凡强调

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之道德的人,往往就会轻视知识人的道德.在他看来,农工之人的道德并不是

出于道德选择,而是朴素自然地形成的.

六、徐特立论公德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德的问题也立即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注意.新的人民政府必

然也要关注新的国家对公民的要求.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９日,毛泽东在«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同月,由毛泽东起草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之四十二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公德.”说明新中国建国伊始,在和各方面的合作中,还是很重视现代国

家建设和“国民公德”的问题.在这“五爱”中,爱祖国即是爱国,这是近代以来一直被首要强调的公

民道德,如１９０２年梁启超的新民说.爱护公共财物是近代以来欧美国家一直注重的公共道德.爱

科学是“五四”以来社会文化的共识,而爱人民、爱劳动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意识形态所直接要求的.
可见,这一“公德”体系实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公共道德只占较轻的地位.

１９５０年,毛泽东的昔年老师徐特立写下了«论国民公德»一文,于１９５０年７月至９月分上、中、下
发表于«人民教育»第１卷第３、４、５期.这显然是作为教育家的徐特立自觉接受的一项任务,即阐发

毛泽东提出的“五爱”公德.文章的开始这样说:

　　首先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出讨论的,就是政协纲领只决定全体国民的公德,而没有决定个人

的私德,有什么历史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③

他还提出:

　　毛泽东对于道德的认识不侧重个人的私德,而重视政治关系.④

他赞成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同时主张要重视那些影响到政治的私德,或影响公德的私德.这一观点

应该也是从毛泽东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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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一说明很重要,既阐明了毛泽东的道德思想重点,即在道德问题上重视政治意义;也说明

了正是依据毛泽东的观点,政协的共同纲领只讲公民道德,不讲个人私德.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一主

张深刻影响了后来几十年新中国的道德建设.
徐特立也提到,在清末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提出“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道德标准,得

到了社会的公认,集这五项道德成为清政府当时提出的“公德”.
但徐特立的文章并未真正回答共同纲领为何“只决定全体国民的公德,而没有决定个人的私

德”? 他只说毛泽东不重视个人的私德.此下,他的文章更多是讲人的道德是由社会发展所决定的

这一观点,这似乎含蕴着,个人的私德随着社会的改变而自然改变.社会改造好了,个人道德自然就

好.他说:

　　从大革命、土地革命到抗日的民族革命,凡是改变了社会关系的地区,即实行了减租减息、
平分土地以及发扬起广大人民民主的地区,于是社会习惯和个人道德也就来了历史上空前的大

转变:犯法作乱的人,很少看见;烟赌盗贼,不禁自绝;以至夜不闭户,一切坏分子都变为劳动者.
这些事实说明个人的好坏是由社会决定的.这些事实完全把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道德思

想,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实现了,而且还继续发展到新解放区去.①

他所说的个人的好坏,就是指个人道德.他隐含的主张是,离开了社会的改造而论个人道德或个人

修养,不仅是错误的,甚至“这完全是反动的”②.
此下徐特立对“五爱”分别作了解说,当然他的解说有自己的特点,如爱护公共财物,他的解说更

多关注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虽然是当时解决国家财经困难的一个方面,但与近代以来的公共道

德所讲的爱护公共财物还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并没有涉及公共道德.而他讲的爱科学,
更多地强调人文科学理论的阶级性、时代性,要求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少犯错误.这与

一般讲的爱科学的精神也不一样.倒是他说“认识到毛主席古今中外法,列宁的批判地吸收人类一

切遗产之重要”③,这一方面说明了毛主席的认识方法是古今中外法,不排斥任何一方,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中共的文化政策受到列宁的重大影响,即“列宁的批判地吸收人类一切遗产”.关于爱人民,他
说:“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德目是新中国的新的道德标准,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适

用的.”④

他又说:

　　由于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有些省份曾经一度沦为殖民地,所以我们政协«共同纲领»的德

目中,就把爱祖国提到第一位;由于这个国家,是由人民大众出钱出力流血牺牲所创造出来的国

家,所以德目中在爱祖国之后,接着就提到爱人民.⑤

其实,国家对于公民的要求是一般的逻辑,而并非看不同地区的特殊经历.爱国是民族国家对国民

的一项基本要求,如果说因为一些地区曾经沦为殖民地才确定爱国,那就把爱国当成了一项施政的

政策,而不是全体国民的道德.人民大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但
其基本诉求是解放人民,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其政策纲领内在决定的.最特别的是,公德应是人民大

众对国家负责的道德,但在徐特立的讲法中,爱人民的公德成为政府的责任:

　　爱人民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即凡是人民,都要给以政权、财权、人权之保证.⑥

对于爱人民,我们可以具体说明如下:要为全国一切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都有人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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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权,有事做,有书读,有饭吃,都要各得其所.①

这是解释新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土地关系、劳资关系,要保证使农民获得土地,工人有工作,公教人员

有事做,私人企业有利可图,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于是爱人民变成了政策的解说,而不是“在思想

上提高为一种自觉自动的人们的公共道德”.这样,爱人民的公德不是公民个人的道德,而成为一项

国家制度的价值,与今天的核心价值一样,而不是个人作为公民的道德了.
可见,徐特立的文章并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很好地论证“五爱”作为国民之公德的意义,但无论

如何,很明显,新政权重视政治性公德,轻视个人的私德,主张道德是意识形态,强调道德的政治功

能,这些都已显示出此后几十年在道德和公德问题上的基本导向和偏向.

七、建国以后对公德的基本认识

由于新中国建立以后,一切都在党和国家领导之下,所以此下我们不再通过个人的阐述,而经由

国家宪法和党的文件来考察这个时代对公德私德问题的主张和理解.

１９５４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百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应当说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德”就是“五爱”公德.但“尊重社会公德”的提法似不妥,难道其他几项都

是要“遵守”,而社会公德不应当“遵守”吗? 无论如何,这可以说是在法律形式上确定了“五爱”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五爱”作为国民公德具有了法律认可的地位.但是“五爱”公德与这里所说的

“社会公德”是同是异? 在这里要求被尊重的社会公德应该不是“五爱”公德.这就有了两种不同的

公德.“五爱”当属政治性公德,而所谓社会公德应当属于社会性公德.前者是公民道德,后者是公

共道德.公共道德的地位和重要性远低于公民道德.在这里,作为公共道德的社会公德只是四个遵

守的最后一项.

１９８２年,在将近三十年之后,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１９８２年宪法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　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

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

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这个表述直到２０１８年２月都没有变化,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３、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的宪法修正案中都没有对１９８２
年宪法的这一条作出过任何改变.国家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

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却独独没有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德

的教育.这里的问题难道还不是很明白的吗?
八二宪法其中也提到了“五爱”,但八二宪法的“五爱”公德对五四宪法有了调整,把五四宪法中

的“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新的“五爱”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

义”.我们看到,原属于社会公德范畴的爱护公共财物没有了,再加上“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公德的政治性更为

加强,而个人道德仍未见倡导.就中国社会的情形而言,“五爱”虽然作为国民公德被规定,但其实际

影响直接关联着青少年教育,由于面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公共道德未见倡导,而用爱社会主义取代爱

护公共财物,明显表现出政治性公德压倒社会性公德的倾向,更不要说,公德压倒私德,是１９５０年徐

特立文章发表以后一直不变的导向.
其实,在五四宪法之后,１９７５年正式通过了第一次修改五四宪法的新宪法,但这部宪法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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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社会公德的规定.１９７８年在“文革”后又进行了宪法修改,七八宪法除了在“不劳动者不得食、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外,其第

五十七条:

　　公民必须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保守国家

机密.
这就恢复了１９５４年宪法对“尊重社会公德”的讲法.而把原来作为公民公德的“爱护公共财产”移到

此处,表明“爱护公共财产”与其他“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不能平列,
没有其他“五爱”更重要.社会性公德让位于政治性公德,甚为明显.五四宪法的“遵守公共秩序”消
失了,应该是纳入了“遵守社会公德”.

八二宪法在五十三条的规定与七八宪法差别不大,１９８８、１９９３、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的四次宪法修正

案,都未涉及公民道德要求的改变,说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四十年来,在宪法的层面,在有关公民道德要

求方面,我们恪守的还是１９５４年宪法的思想,没有按照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行改进.
八二宪法没有提出要进行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教育,这在今天来看是一个明显的缺失.

从今天来看,１９８２年宪法所说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更是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反映了“文
革”刚刚结束时人们的观念,应该说早已过时.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后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大力

倡导,使得这类概念的使用必须加以检讨.
那么,是不是１９８２年以来的几十年间,党和政府对此毫无认识的进步呢? 也不是,但它未体现

在国家宪法修正案,而是体现在中共的党的决议和文件.事实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党的文件的作

用往往超过了宪法法律的规定,承担着国家治理的功能.

１９８６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这
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提出以“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

公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强调一切着眼于建设,把注意力集中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这个看起来是一般性的论述,似乎把“四有”作为对公民的本质要求,近似于公德.在这个意义上,
“四有”的地位超过了“五爱”.当然,这个文件继续肯定了“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

学、爱社会主义,但不是作为公民的公德,而是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无论如何,说
明当时对道德的看法,是把公德作为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来代替一切道德.这并不合理,也是十年

后将此修改为三个领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原因.
“五爱”本属国民公德,但在这个文件中,却提出要使“五爱”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如军

民关系、干群关系、干部之间、家庭内部和人与人之间.其实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公德的作用范围到

底何在,这些问题都未得到清晰的界定.
有进步的是,这个决议开始提出了职业道德建设,还提出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

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但这样概括公共生活的道德也是不准确的.所以,这个文件中“树立和发扬

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一节本来是要全面体现思想道德建设的宗旨和要求,而对公共生活的道德要

求也过于片面,人道主义并不是公共生活的基本道德.
十年后,１９９６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

题的决议»,决议中提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分的框架,但这三类道德之外,没有提及个

人道德.文件明确把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五个方面作为社会公德,兹
引其第１１节: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

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在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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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为人

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依法保护企

业和个人利益,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同时引导人们对社会负责、
对人民负责,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反对损公肥私、损人

利己.严格防止把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

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当前要以加强职业道德建

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为重点.
提出五条德目作为社会公德,这比以前有所进步,但仍未能抓住公共道德的要点和根本特性.在加

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第１２节:

　　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要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育优

良品德.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德育工作,努

力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大、中、小学的不同特点,切实

加强和改进思想品德课程、政治理论课程,把传授知识同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

来,把个人成材同国家前途、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形成爱党爱国、关心集体、尊敬师长、勤奋好学、
团结互助、遵纪守法的风气.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了解

国情,增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团结和引导广大青少年进步

的重要作用,深入开展“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和“手拉手”等活动,发扬互相关心、助人为乐的

精神.重视老同志在青少年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全党全社会都要十分关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

设,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这里的爱党爱国、关心集体、尊敬师长、勤奋好学、团结互助、遵纪守法应作为六项学生道德,但只作

为“风气”,尚欠理想,根本上还是为忽视个人道德的思路所影响.
相比起来,宪法的修改还不如党的文件.在宪法多年毫不改变对国民道德的要求的同时,党的

文件不断提出新的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被及时反映到宪法修正案中去.

２００１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

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就几乎把公民道德等同于

全部“社会主义道德”.«纲要»所理解的公民道德,其核心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为
人民服务精神”,但在此前提之下,也开始提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积极的.“要继承中华民族

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
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这都是正确的.特别是,«纲要»提出“坚持尊重

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民

主权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

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些在理论上也是没有疑义的.
在“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的部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

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

　　１１．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

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

１２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比起十年前,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之外,这里增加了“个人道德”(个人品德),这是很有意

义的.可惜,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同,此下没有列出个人道德的德目,有关“个人道德”
的提法在后来十几年中没有继续①.接下来:

　　１４．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公

民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必须把这些基本要求与具体道德规范融为一体,贯穿公

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要引导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

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

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１５．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
社会公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成为公民个人道德修

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

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１６．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

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

要求越来越高.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

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

１７．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

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

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要

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

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
«纲要»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具体规范和德目的表述上,与１９９６年的决议一致,表

示这方面思考已经成熟稳定②.保留“五爱”作为“基本要求”,与１９９６年的决议也是一致的,体现了

党和政府希望在公德体系中保持连续性的一种努力.“基本要求”的提法,在规范与原则之间,更多

地是作为基本原则,而不是公德德目.这与解放之初有所不同.
因此,真正与１９９６年不同而有所进展的地方,首先,是指导思想中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

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这五项可谓“新五德”,但决议仍未能将之称为

“德”,这也许可以理解为,写文件的人往往过于注重修辞的不重复,而没有把澄清概念放在第一位.
这“新五德”,应该就是«纲要»所说的“个人道德”的内容,只是«纲要»自身并没有作这样的明确肯定.

其次,«纲要»第１５节对“社会公德”作了理论上的定义和界说,特别提到社会公德是涵盖了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过于宽泛.与价值观不同,公德不可能涵盖所有人与

人的关系,如家庭;也不可能涵盖人与社会的所有关系,如爱国;更不可能涵盖所有对自然的关系,如
生态价值.所以不能说涵盖了三方面的关系,而只能说涉及三个向度.至于社会公德的具体内容,
明确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五者,这明确说明社会公德的内涵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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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并在２０１８年两会上又提出“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其中的私德即是个人道德.
关于社会公德概念的辨析已有学者作了研究,如程立涛:«社会公德及其相关概念辨析»,«保定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共道德”,而不包括公民道德.这种区分是妥当的.
然而,什么是“好公民”? 好公民只是遵守公共道德,而不包括公民道德? 或者反过来,好公民只

是指遵守公民道德,而不包括公共道德? 显然二者都不完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节中提到了公德

是公民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表现,这既承认了公德与个人道德修养的关系,也无异于承认个人道德

为社会公德提供了支撑,尤其是肯定了“个人道德修养”的观念,这是一个进步.遗憾的是,政府提倡

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中,始终没有明确确立“个人道德”的德目和“个人道德修养”的意义.这正是

我们所要强调的.
就问题来看,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为主的社会,政府并没有必要制定职业道德,社会的每一个行

业单位都会有自己的职场要求,适应其自己的需要.这似乎还是全民所有制留下的习惯思路.家庭

美德更应该由文化传统来保障,而不是由政府来规定,政府制定家庭美德,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忽视社

会文化传统的习惯路径.
总结起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实际

上是以“五爱”为“公民道德”,是国家对公民要求的政治性公德.
“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这里的社会公德

就是“公共道德”,或社会性公德,不包括公民道德(政治性公德),明确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以往对公

德概念的运用是比较混淆的,虽然我们在某种情况下为方便分析仍然可以运用这种笼统意义上的公

德概念,但对严格的伦理学讨论来说,必须区分公共道德和公民道德.
那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属于什么道德呢?

在逻辑上,应该属于个人基本道德,其中既有个人基本公德,也有个人基本私德.爱国守法、敬业奉

献属于公德,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属于私德.«纲要»的体系逻辑应是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

心,从中演绎或推化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但“个人基本道德”的
观念始终不能出场,我们的道德体系中始终不能有“个人基本道德”的地位.而且,严格地说,爱国已

经包含在“五爱”的公民道德当中,不一定要在基本道德中再次提出.
那么这“新五德”比起“老五常”仁、义、礼、智、信如何呢? 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必须是能够落实到个

人践行的,当然,个人践行的道德如仁义礼智信,在古代同时是政治价值、社会价值,这是“新五德”所不

承担,也不能承担的.而私德不应该只是对于自己的道德,而应该是君子之德、善人之德,即个人的道

德、品质、人格.“新五德”以爱国守法当先,以敬业奉献殿后,公德意识还是强过了善人品德,可见徐特

立以来此种影响的深远.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也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
至于公共道德,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维度.在我看来,公共道德自然很重要,但相比于个人

道德而言,公共道德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要像明治后期的日本一样,全力抓住

这个问题,使之成为社会和媒体的关注焦点,持之以恒,必然有效.在这个问题上,陈弱水的著作阐

发得很清楚.我们从建国以来的问题则是,政治性公德挤压了社会性公德,使社会公德始终很难成

为社会的关注焦点,而政治公德和意识形态论题永远成为关注焦点.与陈弱水不同的是,他以台湾

地区为主,强调要突出公德中的社会性公德;而我们以大陆为主,强调最重要的是加强私德中的个人

基本道德,这不仅与我们对中国大陆道德生活史的判断有关,亦是我们的儒家文化立场所决定的.
总之,本文基于伦理学和道德学的视角,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心,认为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

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

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
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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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公共性优先价值序列论

赵　滕　王浦劬

摘　要:传统儒家思想内含着公共性优于个体性的哲学确定.这种思想结构,主导着中国政治哲学传

统.儒家以公为本,从国家治理的现实向度和形而上的超现实向度论证了公共性优先的主张,由此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思想.在国家权力的支撑下,这种公共性优先的价值序列成为主流规范性观念,深刻

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国家治理;公共性优先;形而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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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个体性相较于公共性地位卑微.在形而上的论证中,儒家将公共性强

调到极致,个体性几无存在空间,更遑论个体性与公共性的有机统一;在国家治理层面,封建礼教对

个体性的蔑视,极度抑制了现实生活中个体利益的合理存在和实现,从而造成“公”与“私”之间的利

益对立.本文对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公共性优先特征展开分析,试图由此入手,辨析传统儒学政治哲

学价值序列的现代治理意义和功能.

一、传统儒家语境中的“公共性”内涵

传统儒家对“公共性”的阐述,主要是围绕“公”的理念展开的.所谓“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

义,一是国家治理的现实含义;一是形而上的玄学含义.
在国家治理层面,所谓“公”,通常有三个要义:一是政治性,特指政治统治和管理活动等.如«礼

记大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诗经小雅大田»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黄宗羲«原
君»说:“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① 孔子曾经询问担任城守的子游是否发现了人才,子游回答:“有澹

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② 这里的“公”立足于政治活动,是儒家对公共性的

政治注解.二是公开性,即公然、公开的意思.如贾谊«论积贮疏»:“残贼公行,莫之或止.”袁枚«黄
生借书说»:“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③ 公开性通常是治理活动的重要特征.三是等级

爵位性,即儒家礼治特定等级的指称.起初特指正式的爵位,如周代公、侯、伯、子、男爵位中的第一

等级,后来则泛指名位较高的人.«左传庄公十年»:“十年春,齐师伐我,公(鲁庄公)将战.”«国
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在进一步的演变中,“公”成为伦理身份,如丈夫

的父亲.«孔雀东南飞»:“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如对男子的尊称.«战国策齐策一»:“我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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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徐公美?”«史记陈涉世家»:“公等遇雨,皆已失期.”«滕王阁诗序»:“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①

形而上玄学层面的“公”,主要含义有二:一是指道德性规范.先秦儒家强调“公”是“公平”意义

上的价值.如«论语尧曰»中说:“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说.”«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
这里的“公”,主要是指公正、公平、无偏私倾向的平允含义.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公”在“公正”地
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含义进一步得到引申,具有概括性道德规范含义.如朱熹所言,“公”德之义含

“仁、义、礼、智”②四端.这种道德集中体现为其伦理规范性,即在“公”与“私”对举时,以“公”抑“私”.
这种以“公”抑“私”,首先是统治者的治理应贯彻以“公”抑“私”原则,如二程曰:“圣人以大公无私治

天下.”③其次是天下人应以“公”抑“私”支配一己行为,以伦常约束自身的个体性,所谓“有少私意,便
是气亏有私意便是馁”④.人的一切行为都须在“至公”伦理框架中进行,不得有丝毫越界,否则

即是贻害自身.一般而言,传统儒家之“公”的道德性,通过“道”“理”予以表达,即认为“道”“理”是至

上的正当性,仁义礼智等道德科目是“道”、“理”的正当性的世俗体现.
形而上的玄学含义的“公”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普遍性原则.宋明理学伊始,推演作为先秦之“道”

的“公”为宋明之“理”的“公”,“公”由道德规范的“公道”系统地演进为宇宙终极准则的“公理”,即强

调其为形而上的绝对原则,并且具备普遍规律意义.实际上,先秦儒家已经出现了将“道”作为形而

上终极原由的思想萌芽,如子思曰:“君子之道费而隐.”道是广泛而精微的,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既宏大又精密,以至于“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⑤.作为“公”的规范

内容的“道”,就是一种普遍规律.荀子说:“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⑥就是说,治
国必须要通过公允普适的“道”才能成功.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理”替代了“道”的位置,“公”
被提升为形而上的宇宙规律,此时的“公”的内涵被置换为“理”,具备宇宙规律的特征,如二程所言:
“理者天下之至公.”⑦“理”作为“公”的内容,具备通达于万物的特点.二程之后的朱熹,对“理”的终

极规律性进行了更加深细的解读,他借用道家思想提出“理一分殊”理念,即“天理”的统一性与万物

之“理”的特殊性相互对立统一.“天理”只有一个,它体现世间万物,表现为任何一物都有自己之

“理”,而这些不同的“理”又都是共同“天理”的不同的具象形式.
综上可见,传统儒家在形而上层面将以“道”“理”为内容的“公”理解为既具备道德至上正当性,

又具备宇宙终极规律性的最高规范.

二、传统儒家形而上的公共性优先辨正

传统儒学认为,在形而上的层面,公共性相较于个体性是一种神圣原则.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公
共性的“公”包含内容众多:首先,先秦孔孟之“道”与宋明理学之“理”都是宇宙的终极秩序,尽皆属于

“公”的范畴.其次,“道”“理”中蕴含的道德价值,如“仁”“义”“礼”“智”“信”“忠”“勇”等等,也都属于

“公”的范畴.所以,“公”既是终极规律,又具道德伦理的至上正当性.儒家文化中的公共性由此成

为超越一切的绝对标准,支配着世间万物之生灭.公共性之“公”,既具有“理”“义”的超验含义,也指

涉“君子”美德的人格品行;而个体性之“私”,则包含“欲”“利”的现实冲动,综合成为“小人”的人格.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公”对“私”的优先意义,主要体现在“理”“义”对“欲”“利”的道德优先性和支配

性,体现为对“君子”人格的推崇,对“小人”人格的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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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义与利

先秦儒家诸子主要从伦理的正当性角度论证“公”的优先性.此时的公共性侧重于政治范畴,
«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作为宇宙终极法则的内容,尚未得到

强调.在先秦儒家的视野中,“公”之于“私”的优先地位,主要是以“义”(包括“仁”等道德范畴)高于

“利”的形式呈现的.
孔子将道德作为公共性的代名词,认为无论做人还是为政,都应以“德”“义”伦理为先,以个体性

的利益为后.«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仁”“义”等伦理是孔子

语境中君子修齐治平的准则.此外,孔子“罕言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意即

如果放任个体利益的追求,就会造成人际及治理中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孔子认为,在个人修养方

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应当以道德规范个人的利益要求,自律地以“公”抑
“私”;在国家治理方面,应当“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主张不应着眼于微末“小利”,而应在道德的框架中建立国家的公共性治理.在实施过程中,就是在

“正名”的礼制下,按照规范对社会道德的地位进行排序.只要能够建立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正当性

秩序,利益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综上,孔子语境中“公”之于“私”的优先性,是以伦理规范形式,体现

于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之中.
与孔子相比,孟子突出了“义”的重要性,其公共性优先的政治伦理将“义”提升至神圣地位,即主

张对待事物时以“义”规范“利”:“非其义者,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①这就是说,
如果不符合“义”的要求,那么,非常小的利益也是不能给予或者接受的.同时,主张在必要时应当牺

牲个人生命以成全道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②在国

家治理层面,孟子主张公共领域应当贯彻“义”的正当性优先、个体之“利”为后的原则.如孟子与梁

惠王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认为统治者不能以利益作为为政之纲,因为“上下

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放纵个体利益,使社会成员唯利是图,统治秩序必将大乱,而只有在公共领域

建立基于道德原则的政治统治,现实的利益才能得以有序实现.
孔孟之外,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③,肯定了利益的现实存在.相较于孔子的“罕

言利”、孟子的“何必言利”,荀子的观点无疑是一个进步.在此基础上,荀子还论及遵循道德与人的

利益的统一性,是曰:“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④就是说,人
们节俭的美德对他们长远有利.尽管如此,在价值和荣辱优先性方面,荀子仍然认为“先义而后利者

荣,先利而后义者辱”⑤,主张“公”之“义”相对于“私”之“利”的优先性.
宋明的儒学家则主要以释读方式对义利之辨进行分析,并未将其作为立论证理的重心.如朱熹

曰:“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⑥“有个宜底意思是义”,“利者,义之和处也”⑦.这就是

说,义是天理在道德上的体现,而利是天理在经验世界的参照物⑧.在朱熹看来,义利之辨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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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义”要上升到普遍的“理”,“利”要深入到动机的“欲”,才算是抓住问题的本质.所以,宋明

理学论证“公”之于“私”的优先性,是以“理”灭“欲”为核心逻辑的.

２．理与欲

儒家发展至宋明理学,“理”与“欲”处于二元对立之中.此时的公共性不仅是“德治”意义上的伦

理正当性,还被赋予了超验的宇宙普遍规律之内涵,“公”的道德伦理含义得到引申,具备了纵贯自然

与社会的普遍规律性含义.在宋明时期,儒学由政治伦理的探讨延伸至形而上学的论析.在宋明理

学者的视野中,“理”替代了“道”成为宇宙的终极规律与道德原则.所谓“天者,理也”①,理是无处不

在的规律和价值.作为“公”的内涵,“理”是与“私”相对立的概念,它与“私”之间此消彼长,不能共

存.是以二程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②天理至公至大,无
处不在,而个体性的私欲则是危险的,它蒙蔽了天理.所以,必须灭私欲而存天理.在这里,“公”的
重要内涵“理”,彻底支配了个体性的“欲”.需要注意的是,以“公理”消灭“私欲”,始于宋明理学,实
际上,先秦儒家并不主张彻底灭“欲”,而只是以“公”之“道”来抑制私之“欲”.如«论语里仁»载孔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孟子尽心下»载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

也,性也.”③人有欲望是自然属性,只要能够“养心莫善于寡欲”,以公义抑制欲望,就算是达成道德修

养了.而要求以“公”之绝对规律性、正当性泯灭个体之“私”,则是宋明理学的特征.
二程之后的朱熹系统论证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朱的论证进路是:“天理”—“性”—“私

欲”.“性”成为了朱熹语境中“天理”支配“私欲”的中介概念.这里的“性”有多种含义:第一指人的

本性和生性.如«训俭示康»中司马光曰:“吾性不喜华靡.”④在这个意义上,性还指人的个性和脾气,
如«陈州粜米»:“人见我性儿不好”等⑤;第二指事物的本质特征.如«采草药»:“此物性之不同也.”⑥

显然,理学中的“性”主要指涉人的本性.朱熹认为,人的本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论
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⑦.所谓“天地之性”,即自然界先天赋予

人的属性,这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在道德意义上,是完整的善;所谓“气质之性”,是后天因素赋

予人的属性,其中包含人欲等因素,在伦理意义上,其有善有恶.朱熹论“性”,逻辑上把代表公共性

的“天理”之规律性与正当性深嵌于个体本质,从而为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务论主张奠定了前提.
如他所说:“性只是理,然无那天气地质,则此理没安顿处.但得气之清明则不蔽锢,此理顺发出来.
蔽锢少者,发出来天理胜;蔽锢多者,则私欲胜,便见得本原之性无有不善.”⑧在人的本质中,天之“公
理”经常被“气质之性”中的私欲所蒙蔽,这就是人会作恶的原因.于是,人就有了道德上的必然义

务,消灭自身个体性中“气质之性”的邪恶内容———私欲,使先天存在于自身的至公的“天理之性”自
然生发出来.

３．公心与私心

除了追求利益和满足欲望的行为,“公共性”所制约的对象还包括“心”所代表的动机、观念等个

体心理活动.先秦儒家已将“公”的代表———诸种道德范畴———与心理活动联系起来,如«论语述

而»载孔子曰:“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孟子告子上»载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⑨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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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则明确提出以“公”作为规范以调节人的心态,所谓“以公心辨”①,即以公正之心来辨析事物.北宋

理学开始系统强调“公”对心理动机的规范作用.如二程认为,“人不当以利为心”②.及至南宋,朱熹

明确提出:“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③心理动机的高尚与卑劣,只在于是否

将公共性置于个体性之上.进一步发展之后,南宋时期以公心抑私心的心学,成为儒家的重要学派.
如王阳明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④在心学看来,首要之事在于,内心动机应受

“公”之“理”的约束,因为心学认为,“理”的重心不是自身外求,而是从内心求.可见,儒家文化对公

共性优先作用的强调,已深入到心理层面,它认为“公心”至高至上,而“私心”则卑劣低下.

４．君子与小人

如果说“理”之于“欲”、“义”之于“利”,以及“公心”之于“私心”的居先性是一种义务论式的要求,
那么“君子”之于“小人”就是一种美德论的论证了.

在儒家文化中,对于“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美德论题,具有明确答案,那
就是“君子”人格对于“小人”人格的优势性和优先性.这种优先性,是“公”对“私”之优先性在美德论

中的必然体现.
“君子”一般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伦理层面的,意指人格高尚、道德修养极好之人.这一含义的论

述见之于«易经»«诗经»«尚书»等.如«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来,“君
子”的道德含义得到广泛使用,如周敦颐«爱莲说»:“莲,花之君子者也.”⑤“君子”在比喻意义上,还指

美好的事物,这是其美德含义的引申.如指称春秋越国的君子军,«国语吴语»:“以其私卒君子六

千人为中军.”韦昭注:“私卒君子,王所亲近有志行者,犹吴所谓贤良,齐所谓士.”⑥如指称美酒,唐代

皇甫松«醉乡日月»:“凡酒以家醪糯觞醉人者为君子.”如比喻美好的植物,苏辙«林笋复生»诗:
“偶然雷雨一尺深,知为南园众君子.”⑦

“君子”的第二个含义是政治、社会层面的,其意专指政治活动或社会关系中位高之人.在政治

含义上,“君子”通常指统治阶级,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性的称谓.如«诗魏风伐檀»:“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韩愈«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⑧由此引申,“君子”有时专指君王,如
«孟子公孙丑下»:“君子有不战.”«荀子儒效»:“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在
社会意义上,“君子”一般指人际关系中位高之人.如对人之尊称,类似先生的称呼.唐李朝威«柳毅

传»:“君子书叙.”明顾炎武«复庵记»:“君子登斯山者.”明张溥«五人墓碑记»:“同社诸君子.”⑨“君
子”也是妻对夫之称谓.如«诗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

妻»:“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等等.
在儒家文化中,“君子”概念是“公”优先于“私”的逻辑在人格确认方面的综合体现.“君子”较之

“小人”,首先体现其道德优势,即“义”之于“利”、“理”之于“欲”、“公心”之于“私心”的优先性.儒家

的君子不仅行为遵循“公德”,而且心理动机亦为纯粹之“公”,不掺杂任何“私意”.«论语季氏»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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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

义.”①“明”“聪”“问”“难”“义”等,主要指行为规范,而“温”“恭”“忠”“敬”则侧重于心理动机.在这些

德行中,至为重要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在利益和原则之间必须正

位,坚守道德情操.
儒家道统中的“君子”还体现出其社会性.君子是社会性的人格,即“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

乐其乐而利其利”②,无论是对“贤”人,还是“亲”人,君子对道德的坚守,是依托社会并在社会中达成

的.“君子”之“公”对“小人”之“私”,不仅是君子自身的修养,还在于其能够将相关道德原则贯彻运

用于社会关系中,从而影响他人,发挥道德性社会规范作用.显然,儒家君子人格的社会性,已经蕴

含“德治”之萌芽.
此外,儒家文化的“君子”还具备专职哲学家特性.君子精研道德和天理,不可具备具体技能.

如«论语为政»载孔子曰:“君子不器.”按照儒家学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

系辞»).只有形而上的道德和天理才是真正的“公”,如果汲汲于具体的技术、技能,那就只是“小
器”,属于邪门歪道之“私”.所以,君子应精研天理,增进道德修养,不可专注于偏门的技术.孔子自

身具备很多“器”层面的才能(如射箭、驾车、器乐等等),有人诘难他言行不一.孔子答曰:“吾少也

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在孔子眼中,君子除非不得已,否则不可从事具体技术层面的“鄙
事”.

在宋明理学中,君子发展成为只知“性命义理”的“醇儒”人格,即无需务实,仅职探讨天理的纯粹

儒者.这种人格在朱熹与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中得到鲜明体现.朱熹希望陈亮能够放弃“义利双

行,王霸并用”的论证,在人格上应以“醇儒”自律,而陈亮则反唇相讥,认为所谓“醇儒”,不过是“风痹

不知痛痒之人”③,这种人除了空谈,实在一无是处.
儒家文化中的“君子”发展到极致,就成为理想的君主人格.这种人格集道德性、社会性与哲学

性为一体,成为政治领域的明君.这体现了“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

家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当一个人具备了极高的道德修养,又能够将道德原则贯彻通达于社会时,他
必然既是道德和天理的专家,又是天下的君主.在这种君主人格中,首先是君主自身的个体性受到

天理及道德的公共性支配;其次是君主作为公共性的代表,他自身也形成对天下个体性的支配.

三、传统儒家关于国家治理中公共性优先的论理

传统儒家理论崇义抑利、存理抑欲、以公心胜私心、尚君子排小人的公共性优先特征,在以纲常

伦理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儒家国家治理体系中,现实地体现为无处不在的以实现公共性为至高目标的

义务要求,并且把这种伦理发展成为天理,使得天道与伦常紧密结合,由此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服从

“天下—国家—君主”三位一体公共性核心的行动导向,而实现“天下—国家—君主”公共性优先地位

的秩序,就是儒家所主张的礼治秩序.

１．“礼”内涵中的公共性优先

传统儒家关于国家治理中公共性优先的论证,集中体现在“公”的治理规范———“礼”上.除去

“礼”与“理”相通的形而上含义,所谓“礼”,原初专指宗教祭祀活动,后来逐渐发展为政治制度和人际

规则.实际上,无论宗教崇拜还是社会规范,“礼”都是以“公”为核心内容的公共活动及其规则.如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夫礼,所以整民也.”这里的“礼”常常被解释为治理人民的政治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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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礼书»谓:“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里的“礼”实际上综合了宗

教、政治和人伦三方面内容,凸显了政治、道德与天地相通的公共性特点.
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中,“礼”在宏观上体现为政治制度,在微观上则表现为特定的人际准则.不

过,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礼”都把“公”所代表的公共性置于个体性之上.在宏观层面,“礼”
表达了“公”的政治性含义,是一种公共性优先的政治制度.这种公共性优先的制度逻辑,是“礼”的
合法性与公共性源于上天的“道”或“理”.天作为超越的先验原则,既是终极的正当性,也是无所不

在的公共性;相形之下,个体性是微末的,所以,每个人都应当服从天道或天理.而“道”“理”在现实

政治领域的经典体现是“礼”①,所以«论语颜渊»载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焉.”显然,孔子将个体之“己”置于代表公共性的“礼”之下,突出“礼”作为宏观政治制度原则,以公

共性支配个体性的治理精神.儒家“礼治”的最高理想,就是达成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

常伦理“正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自上而下的集权专制政治统治.而汉代的“君权神授”思想,
更加明显地显示了这一政治逻辑的起点.董仲舒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授命于君.”②既然以君

主为核心的人间礼制受命于天,那么,它就代表着绝对的正当性和终极的公共性,因而相对于天下所

有个体性,占据着统治和优先地位.

２．宏观礼治的集中统一

在“天”之绝对公共性授予下,“礼”作为宏观政治制度,应当是独一无二的,这与国家统一及强有

力的中央集权的现实治理密切相关.传统儒家治国哲学中公共性优先于个体性的意义,与国家统一

状态下专一礼治的最高地位是高度统一和匹配的.换言之,作为公共性的代表的“礼”之所以能支配

个体性,除了天道、天理的正当性与公共性的授予之外,还需要个体性面对天下统一的礼治而无处可

遁的前提条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没有华夏大地“金瓯无缺”的一统

江山,“礼”的公共性优先地位必将大打折扣.所以,儒家之“礼”治的条件,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秩

序和体制,只有在此条件下,政治的公共性对于个体性的优先地位才会切实得到加强;否则,就会出

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的僭越场景.
具体说来,儒家的礼治规范在宏观层次主要体现为礼法.礼与法都是儒家思想借以维护社会公

共秩序的规范,两者结合的礼法才能在宏观层面实现公共性对个体性的统治.这是因为礼与法有各

自的优势:第一,礼的治理体现自发性与自觉性,而法的治理则具备强制性与效率性.«论语颜渊»
载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儒家看来,礼治下自发性的“无讼”是法治下强制性

的“讼”所不能比拟的,其总体实施成本更低,规范程度更高.相比之下法治虽然成本较高,但是其治

理方式以政府强力为支撑,显得直接有效.另外,诉讼解决纠纷也不需要礼治那样必须通过人际间

的长久酝酿.第二,礼主要是倡导原则,而法则较为具体、精细.也就是说,礼主要体现为公共治理

的原则,而法主要体现为公共治理的条文.礼的精神往往在法背后,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撑.这也是

儒家倡导“«春秋»决狱”,将礼的道德原则纳入司法过程的依据.相较于礼的弹性原则,法条文虽刻

板,但也较为具体、精确,这种确定性便于在大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公共治理.第三、礼不一定由政府

执行,而法则必须由政府执行.礼法正是在礼与法的融合中兼收二者的优势而形成的治理规范.儒

家宏观礼治的礼法,主要是指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的礼.这种礼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公共性居先的政

治秩序,它形式上是法律,内容上则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所以,儒家的礼法一方面具有礼的道

德性与公共性内涵,另一方面又具备了法的强制性,政府可以有力地“依法行礼”,从而维护公共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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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诗经译注»,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９页.



先的社会秩序.

３．微观礼治的差序格局

从微观上看,“礼”体现着“公”的社会性含义,是一种公共性优先的人际准则.“礼”统一了个体

的人格标准,又赋予伦理秩序中上位者以处置微观人际关系的权力.两者结合,最终实现了公共性

对个体性的微观人际关系制约.首先,“礼制”的公共性优先是通过将个体统一化为儒家美德论的完

善人格而体现的.儒家人际关系结构的本质,是通过“礼”一统性的道德制约而形成公共性对个体性

的约束,这种约束不是霍布斯、洛克语境中公共性对个体性的消极保护,而是积极改造和支配.如

«论语宪问»载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

成人矣.”杂乱无章的个体性唯有通过“礼”的改造,才会成为美德意义上的“成人”,才能在社会公共

领域立足,即所谓不知礼,无以立.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

渊»).个体的欲望和需要,要受到以礼制所代表的公共性的支配.通常,微观人际中的公共性优先,
是通过礼制伦理序列中上位者的统治而实现的,这与礼制在宏观角度的“正名”正相对应.“礼制”在
微观人际关系中规定特定主体为一定范围内的公共性代表,以实施道德规范,实现公共性对个体性

的约束和统治.“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初心是:“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
臣者君之合.”①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总有人能够占据礼制所规定的伦理序列的最高地位,进而成为

公共性在微观人际关系中的代表.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代表着公共性的上位者控制和支配着相关人

际联系,如丈夫支配妻子、父母控制子女、君主统治大臣,所以,微观的人际中的个体性,也被伦理上

位者所代表的公共性所支配.
具体说来,微观人际的儒家礼治规范,主要在“礼俗”与“礼仪”两个层面.所谓礼俗,是指自然

法、习惯法意义上的礼.如果说礼法是国家权力介入制定的自上而下的礼治规范,那么,礼俗就是基

于自然或习俗的,由民间自行“发现”或“约定”的礼治规范.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各地风俗

殊异.儒家政治哲学基于自身以人(仁)为本的精神,其公共性优先的价值在微观层次体现为同一礼

法与多元礼俗之间的融合,即将宏观的公共性优先与微观的公共性优先结合起来,形成天道与人间、
传统与现实、王朝与四夷、国家与社会的环环相扣的礼治秩序.礼仪则以礼法、礼俗为内容,是两者

在仪表、行止等方面的外在程序性规定.礼仪是礼法、礼俗的落实,体现为人际间的行为准则.这种

准则将公共性优先的价值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人们生活的细节,使每一个人都在礼俗、礼法的公共性

框架中界定自身,不自觉地消解自身的个体性,最终实现教化于无形的公共治理.

四、传统儒家文化公共性优先价值序列的理论辨正

揭示和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之公共性优先序列,可以使人们从价值序列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古典

政治哲学的公共性传统,从而为创造性地转换和发展传统政治文化提供启迪②.根据以上分析可知,
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公共性相较于个体性具有绝对的价值优先地位,并且始终保持着这种优先

地位③,这既造就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鲜明特点,也形成了其局限性.
从历史社会和经济功能看,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公共性优先序列说”,有助于整合自然经济形

态下孤立存在之个体构成的广大地域,有助于维系氏族乃至皇族共同体的政治统一.由于在传统社

会中,人与人是以人身和权力依附关系相互联系的,广袤地域内分散的小农按照金字塔式的结构整

合一体,因此,所谓“公共性”,本质上其实是血亲伦理与权力德性共同构建的父权和皇权的代名词;

１３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公共性优先价值序列论

①

②

③

董仲舒著,凌曙注:«春秋繁露»,第４３３页.
学界一般以西方公共性理论为标准,从传统与现代的视角来对公共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以中国特色为视野的公共领域分

析却十分缺乏.见邓莉:«公共性问题:研究现状与路径选择»,«哲学动态»２０１０年第７期.
一般而言,公共性指人类社会生活共同的、群体的方面;而个体性指人类社会生活差异的、个别的方面.公共性与个体性的

概念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存在.



而所谓“公共性优先”,实则不过是这种权力等级排序的形而上的思想折射.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大一统强有力的政治统治,是公共性对个体性形成绝对优先性的必要政

治条件.历史表明,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建立的大一统的集权秩序,就没有公共性优先的价值体

系;没有统治者的高效统治,公共性优先性的价值序列也无法落实.实际上,传统社会中央政府的控

制者(也即力量最强的势力集团)几乎都必须在战争或冲突中显示力量,由此建立起对国家的政治统

治,形成其不容挑战的公共权力掌控地位和社会公共性代表地位.这种公共性的后盾,无疑是强大

的政治实力和政治权威,因此,统治阶级国家权威的存在,是传统儒学价值序列公共性优先地位得以

确立的政治条件.
如果说在力量对比基础上确立的统治权威为统治者获得公共性表象地位创造了政治条件,为占

据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选择公共性优先的价值序列奠定了强力前提,那么,传统社会中央政府的高

效政治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力主贯彻的一元价值体系和公共性优先的理论论证,在现实治理实践

中设立的社会等级制度(宗教的、宗法的、习惯的等等)、行政管理制度(通常是某种形式的官僚制)及
其高效运行,则为这种公共性优先的秩序创造了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３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对传统

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

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①按照这一精神,可以

对于传统儒学公共性优先的价值序列观作如下辩证分析和评价:
首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儒家学说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和学说,其大力倡导的公

共性优先的价值序列,在传统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定的内容和消极作用:一方面,传统儒学过度

强调公共性优先,扼杀个人性和私人性,尤其是传统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存天理、灭人欲成为

理学的崇高道德推崇和统治者的力倡,完全藐视和忽视个人性的存在,甚至论证个人性的卑鄙和羞

耻,从而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使得社会的活力由此归于死灭.另一方

面,如前所述,传统儒学的所谓公共性,本质上是血亲关系伦理和皇权道德伦常的价值体系,所谓“公
共性优先”,不过是“父权至上”和皇权至高无上的道德伦理和价值体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传统儒学公共性优先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序列,对于社会治理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其中,一心奉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集体至上、利公主义和为国奉献等,都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和品格,成为中华民族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的价值支柱,无疑需要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积极传承和发扬光大.
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调整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基础,社会

的道德体系和价值序列也随之发生嬗变,由此使得传统儒学公共性优先的价值序列获得了新的历史

背景和社会基础,从而具有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社会需要扬弃性继承中

华传统文明中公共性优先的价值,尊奉和弘扬一心奉公、大公无私等优秀价值;另一方面,需要按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确立保护个人正当权益的价值观,确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治理观.为此,在公

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合理划分界限,在贯彻社会主义公共性价值优先的前提下,依法维护个人的

正当利益,奉行公共生活的公平正义与个人正当权益的效率效益发展相互均衡的结构性价值体系,
从而在市场治理、政治发展与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公共性与个体性相协调、相统一的结构性秩序.

[责任编辑　刘京希]

２３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①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３日,http://www．gov．cn/xinwen/２０１４ １０/

１３/content_２７６４２２６．htm,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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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戴卡琳 撰　崔晓姣　张尧程 译

摘　要: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

“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

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

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

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

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

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关键词:学术之刑;语言策略问题;正名;转谓;说服性定义;孝顺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１．０３

一、引言:学术之刑

«庄子德充符»刻画了许多形体残缺却有“德”的人,例如叔山无趾,他曾求教于孔子,初见孔子

时却因为受刑失去了脚趾而遭孔子拒于门外.孔子以“不谨”来论断叔山无趾,批评他没有妥善保护

自己的身体.于是,叔山无趾对老聃表示他认为孔子所受的精神之刑其实比肉体之刑更加可怕,“天
刑之,安可解”,此乃终生不可解之刑.这段寓言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反思学术研究,我们也往往如孔

子一般,无可避免地受困于某些精神之刑的束缚之中:任何学者的思考都必然受到特定的框架所限

制,这正是“学术之刑”加诸我们的桎梏.但我们也毋需对此无所遁逃的刑戮感到绝望.我们的想法

的确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各种铸模之中才得以形塑.“学术之刑”作为思维的框架,虽限制了我们

的视野,却也提供我们用以看待事物的具体方式.在解读文本时,纯然客观的诠释只是一种幻想,是
作者哄骗自己与读者的甜蜜谎言,这种对于“客观”的追寻不过是另一种诠释上的主观偏好.虽然我

们无法完全摆脱我们所使用的思考框架,但我们可以试着辨认、描述并分析自己的思考框架.本文

希望呈现并评估作者自己长久以来在研究上所受的三种“学术之刑”.
这一切肇始于我对诸子命名习惯的沉溺:先秦诸子文献中屡见某事物应当如何被“谓”的表述.

但这个特色却常被忽视① .这些命名性和称谓性的语句没有在哲学方面得到充分的关注,因此诠释

者或译者往往对此视若无睹,或其中命名的味道没有被翻译出来.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的“贼
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在刘殿爵的翻译之中,所有的“谓之”都被译为“is”,

　

作者简介:戴卡琳(CarineDefoort),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

译者简介:崔晓姣,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北京１００８７５);张尧程,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博士候选人.

①　在古代汉语里,句子中的主语经常是被省略的.古代汉语也不像现代西方语言那样对描述(description)和规范(prescripＧ

tion)有清楚的区分.因此,在“X谓之 Y”这样的句子中,我们有时看不出是谁将“X”称作“Y”,也不清楚究竟“X”是应该被称作“Y”

还是在事实层面上等同于“Y”.



其翻译如下:“Amanwhomutilatesbenevolenceisamutilator,whileonewhocripplesrightnessis
acrippler．Hewhoisbothamutilatorandcrippler,isan‘outcast’.”①当然,在英文翻译中大量使

用系动词“tobe”不一定是错的,但它却失去了原文当中的命名或称谓方面的味道,并漠视了作者对

其语言使用的谨慎与坚持.正是因为有这份坚持,«孟子梁惠王下»的作者才会在使用“王”“贼”这
样的词语进行论述之前,对这些词语的真正内涵进行清楚的探求与界定.而“是/存有”(英文中的

“tobe”、拉丁文中的“esse”)作为西方语言中无处不在的动词,也深刻影响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使得

他们认为孟子在其论辩中使用“王”“贼”这样的语词之前应当对这些概念的本质(essence)作出清楚

的界分.
我认为,相较于传统西方哲学家强调一切概念皆有其本质,先秦诸子更倾向于在“忠”“孝”这类

重要概念上提出各自不同的定义与理解.在此基础上,关于“谓”的常见论述,其在命名、称谓、界分

与定义上的重要性目前尚未被完全揭示出来.“名”还是“未名”,以及更加重要的“如何命名”,这些

才是先秦诸子所真正关注的问题[tonameornottoname,thatisthequestion,我在此挪用了哈姆

雷特的经典名句“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来形容西

方哲学家往往关注于存有及本质方面的问题]②.为了在这篇论文中显示先秦诸子重视命名的一面,
我将聚焦于诸子的语言使用,而非他们对语言的观点.

本文以先秦两汉的文献为讨论范围.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透过一个与“孝顺”相关的情

境来检视一个概念是如何得到不同的定义的,进而阐释诸子以“谓”界定概念的论述背后可能蕴含的

机制.接下来,第二、三、四部分将分别运用先前提及的三种诠释工具:中国哲学中的“正名”思想、西
方修辞学传统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definition).虽然

这些用以分析先秦思想中语言使用的研究工具既外于文本又不是该时代的产物,因此使用它们多少

会有一些削足适履的风险,但其缺点及优点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它们确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用以发

见先秦诸子在界定概念及称谓事物方面的独特之处的途径,但也因此使我们面临着曲解原意及误读

文本的风险.

二、以何谓“孝顺”为例,引出古代中国的语言策略问题

试想这样一个情境:一位有烟瘾的父亲命令他十三岁大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为他买一包烟.出于

对父亲健康的关心,两位女儿都不愿遵从.当她们空手而回时,父亲大发雷霆骂她们“不孝”.两个

女儿关心父亲的心情虽然相同,但她们对父亲的斥责却有不同的回应.其中一位认为,她宁可忤逆

父亲的期待也不愿危害父亲的身体,健康的价值远高于盲目的孝顺.另一位却认为,如果父亲的命

令会危害到他自身的健康,那么真正的孝顺应该是不去遵从这种有害的命令.虽然两个女儿都同样

不按父亲的命令行事,但她们背后的论述策略却完全不同:前者表现得较为叛逆,她透过“健康”的价

值来减低“孝顺”的重要性;相对地,后者则更加尊重“孝顺”的价值,她没有否定“孝顺”本身在家庭中

的重要性,仅仅重新定义了“孝顺”的内容.我在此提出这两种不同的论述策略,并不是要宣称它们

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分歧,也无意借此建立东西方文化间的严格划分,本文想指出的仅仅是:中国古代

的论述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重新定义重要概念的内容.
在早期中国文献中也有与“孝顺”相对应的价值:政治方面有君臣之“忠”,家庭方面有父子之

“孝”.考察相关用例,«荀子臣道»谓:“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中则有:“恒

４３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①

②

LauD．C．,Mencius(London:PenguinBooks,１９８４),６８．
虽然古汉语中找不到完美对应“tobe”的词汇,但古汉语中有时可相互替换的“谓”与“为”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它兼具有英文

中“naming”和“being”的意思(例如“X之谓 Y”以及“以X为 Y”).另外,“谓”在秦汉之前的出土文献中有时被写作“胃”,或许显示这

个字本来与“消化”有关.



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墨子鲁问»谓:“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
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正如同后一位女儿,无论«荀子»«鲁穆公问子思»,还是«墨子»都并未质疑

“忠”本身的正面价值,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他们对“忠”的理解,开辟了争辩与反思的余地.综

观早期中国文献,尽管它们可能面对着或昏庸或残暴的君王,但扬言摒弃“忠”价值的论述却少之

又少①.
至于“孝”,«论语学而»中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礼记檀弓下»亦引用孔

子之言:“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此外,«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曾子谓:“君子之所谓孝者,先
意承志,谕父母于道.”本文的关注并不在于“忠”或“孝”在这些论述中被具体定义成什么,而是这些

论述定义“忠”“孝”的方式,以及“忠”“孝”内容的多样性.当然,本文所举的“忠”和“孝”也仅是早期

中国文献对特定概念做界定的其中两个例子,其他更加知名的概念还有诸如“弑”“乱”“礼”等.
每当早期中国文献叙述某事物为“可谓忠/孝(矣)”“所谓忠/孝”或“此之谓忠/孝”时,它们往往

是在为“忠”与“孝”的内容提出更清楚的解释(当然,也有例外).弟子问“忠/孝”也同样会促使老师

对“忠/孝”进行解释.甚至,当它们论述某人“以 X为忠/孝”或某事物“(非)忠/孝”时,在我看来,这
也经常是在提供“忠/孝”的定义.相反,“谓”这类名谓方面的动词出现时却不一定都是在进行定义.

在开始论述本文欲探讨的三种研究工具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本文不打算处理的部分.首

先,本文无意探究“忠/孝”在古代中国的真正内容究竟是什么.本文对于“忠/孝”在古代中国的众说

纷纭本身更感兴趣.再者,本文亦不打算梳理“忠/孝”字词被使用及诠释的历史,这些都已在先前学

者的著作中被充分地研究②.最后,本文也无意在每一次遇见“忠/孝”时都去追求这些字词在文脉中

最适当的翻译.英语中的“loyalty”或“filialpiety”,绝非在各段文意中都是对于“忠”和“孝”的最好

翻译.然而,我认为这类翻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好处的.在英文学界中,大家都明白“loyalty”和
“filialpiety”对应着中国思想中的“忠”和“孝”,只将它们视作一个本身没有内容的容器,进而转向中

国文本的脉络之中以直接寻求更加确实的内容及定义.这个过程其实与古代中国的语言策略非常

相似,先秦诸子也倾向于将“忠/孝”这样的概念视作他们的“容器”,在他们的思想论述过程之中为其

注入各式各样的内容.本文关注的重点,正是诸子如此使用“容器”的方式.

三、正名:一种中国固有的学说

我个人最开始是透过所谓的“正名”学说来解释诸子的命名行为的.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

究大大地提升了“正名”的重要地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地将“正名”一词与古代政治思想连结

起来.例如,所谓«春秋»中孔子用以记载弑君事件的褒贬笔法,就在这样的诠释观点下被贴上了“正
名”的标签.如胡适所说,“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实行正名的方法”③.但我却质疑“正名”这个概念是

否真的足以解释先秦诸子的命名行为.毕竟,这个观点的建立与其说是依据早期中国文献的梳理,
不如说是在更大程度上仰赖胡适个人的哲学观点.

胡适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杜威,并于１９１７年完成博士论文.这份论文首先在１９１９年改写

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随后,在１９２２年,该论文以 TheDevelopmentoftheLogicalMethodin
AncientChina(该书所附的中文书名为«先秦名学史»)为题由上海东方图书公司出版.这本书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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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挑战“忠“价值的例子可见于«慎子知忠»篇:“臣之欲忠者不绝世,而君未得宁其上,无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毁瘁主君于暗

墨之中,遂染溺灭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
关于“忠”的研究,可参阅[日]佐藤将之:«古代中国的“忠”论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２０１０年;关于“孝”,可参看

Chan,Alan&Sor hoonTaneds．,FilialPietyinChineseThoughtandHistory,London& NY:RoutledgeCurzon,２００４．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３５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９２页.胡适所举的例子见第３９２ ３９９页.



国哲学领域内外皆影响深远①.胡适宣称要通过这本书对古代中国思想提出一个全新的解释,但同

时这个诠释本身又全然是中国固有的.在胡适看来,其中最是中国本来固有的部分,莫过于先秦诸

子的语言观.约莫四十年后(１９５８年),该书又以«中国古代哲学史»为名重新出版,此时,胡适仍坚

称先秦诸子皆关注于“名”,而孔子特重“正名”.此外,胡适也仍旧认为该书的“特别立场”乃是“名学

方法”,并认为此乃“哲学史的中心问题”,“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人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

法”②.
在胡适以前并没有任何学者像他如此关注“正名”这个概念③.而胡适的观点在最初也遭到了中

国学界的反对与质疑.在一些学者看来,胡适的观点不仅流于表面,同时还过于西化,并不是中国自

身固有的想法④.因此可以说,在胡适之前,众口如一地透过“正名”来阐述孔子思想的习惯并不存

在.而根据目前所知的先秦文献,诸子也并不像胡适那样明确地将“正名”视作孔子所提倡的最重要

的哲学概念.但今日倒是鲜见哪个研究不将“正名”视作孔子学说之重要一部分的⑤.综上所述,笔
者认为现代中国哲学界对于“正名”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肇始于胡适,他的强调提升了孔子“正名”思想

的重要性和系统性.
在此,我要质疑的正是在孔子及诸子思想的诠释中“正名”所被预设的重要性.２０世纪以来,学

界对“正名”所作讨论及翻译可谓多不胜数,而这些论述背后皆预设了“正名”的重要性.在我看来,
这样的预设值得怀疑⑥.为了刻画现代学者是如何放大“正名”的重要性的,我将这段现代构建的过

程分为四个阶段:首先,胡适把«论语»的一段内容挑选出来,并赋予它极大的重要性;而后,他把«论
语»中的其他几个段落添加进入,它们被视为“正名”思想的例证;接下来,胡适便开始发挥他对古代

中国思想的“正名”学说的想法;最后,他再以其他早期中国文献的段落为辅证.尽管是年轻的胡适

首先建构了这个观点,我们却不是要对这个观点进行全面的否定和批判.胡适的观点的确有其匠心

独具之处.然而,当代学者对于此一观点的滥用及盲从,却值得我们反思.
(一)«论语»论“正名”
在胡适看来,“正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方法发展上重要的一部分.对他来

说,“正名”被孔子视为“社会和政治改革问题的核心”.胡适强调“正名”是“我们在研究孔子的逻辑

时必须牢牢记住的”⑦.«论语»中仅有一段直接提到“正名”,因此,胡适的分析也开始于此: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

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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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适在英文版的序中提到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出版不到两年便重印了七版,发行量超过一万六千册.详见胡适

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３５卷,第３０１页.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５卷,第５３５ ５３６页.
胡适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及严复等人的影响.上述几位学者在追寻“中国逻辑”的过程中也注意

到了“正名”.参见 Kurtz,Joachim,TheDiscoveryofChineseLogic,Leiden:Brill,２０１１.
参见桑兵:«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其他曾就“正名”在孔子学说中之地位有所议论的研究可参阅 Waley,Arthur,TheAnalectsofConfucius,New York:

VintageBooks,１９３８;HerrleeG．Creel,ShenPu hai:AChinesePoliticalPhilosopheroftheFourthCenturyB．C．,Chicago:UniＧ
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７４;以及 BryanVanNorden,VirtueEthicsandConsequentialisminEarlyChinesePhilosophy,CamＧ
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

借用斯蒂文森(C．S．Stevenson)的理论(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现代学者对于“正名”重要性的放大可分析为两部分:在价值

方面,“正名”受到现代学者的极度推崇;在内容方面,“正名”的内容则受到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正如斯蒂文森所认为的那样,一个

概念在广受热议的同时也必然被高度推崇.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３５卷,第２５５、３６０ ３６１页.



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研究早期儒家或中国哲学语言观的当代学者多从此段内容入手①.有些学者明确提出“正名”观

念的重要性,将它视为整部«论语»中最核心的观念乃至“一切政治之必需条件”②或“构成孔子政治哲

学之全部特性的基本原则”③.在不同的著作中,“正名”也时常独立作为章节的标题,如英文的研究

著作中有“RectifyingNames”“RectificationofNames”“TheOrderingofNames”或“TheCorrect
UseofNames”等等④.学者们对于此段内容的拣选及讨论,证明了他们对“正名”相当重视.«论语»
中有其他大量的主题,尽管这些主题出现的次数远多于仅仅出现过一次的“正名”,但在当代学者这

里却都无法获得同等的关注.
虽然在«论语子路»的这段对话之中孔子的确强调了“正名”的重要性,但战国时代的诸子却似

乎并不太关注这段对话,也连带地对“正名”没有太多注意.无论在传世文献还是在出土文献中都未

见有人提到这段关于“正名”的对话.即便是«荀子正名»篇也没有提到孔子或任何«论语»中的段

落,有学者甚至据此认定此段对话应当是相对晚出的⑤.然而,这或许仅仅表明,现在看来无比重要

的一段«论语»对话在当时其实并不具有同等的影响力⑥.
(二)«论语»中的其他论述

胡适意识到,仅凭一则对话不足以支撑起他对于儒家乃至中国思想的全新解读.胡适说道,“这
个有点简略的摘要,如没有附带的说明,是不能被充分地了解的,我现在要加以补充”⑦.随后,他以

自己的诠释方式援引其他段落证成他的观点:他首先引用孔子一段关于“觚不觚”(«论语雍也»)的
模糊论述,接着论及“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的音训,最后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
颜渊»)一段作结.

在此,笔者无意探讨上述引文的具体意涵,而仅仅想要指出,当代儒家语言哲学研究上的一致性

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上述引文⑧.这些被用来刻画孔子“正名”学说的标准化内容,和«论语子

路»的对话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如果不是透过胡适,我们不禁要问,那段费解的“觚不觚”之言多大程

度上能够引起当代学者的注意? 又多大程度上会和命名行为关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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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例如:FungYu lan,A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vol．１(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３),５９;Benjamin
Schwartz,TheWorldofThoughtinAncientChina(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５),９１;A．C．Graham,Disputersof
theTao:PhilosophicalArgumentinAncientChina (LaSalle:OpenCourt,１９８９),２５;ChadHansen,ADaoistTheoryofChinese
Thought．APhilosophicalInterpretation (NewYork/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６６;JohnMakeham,NameandAcＧ
tualityinEarlyChineseThought(NewYork:SUNY,１９９４),xv;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

６８ ７１页;DavidS．Nivison,“TheClassicalPhilosophicalWritings,”inM．Loewe&E．Shaughnessyeds．,TheCambridgeHistoＧ
ryofAncientChina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７５７;AmiraKatz Goehr,“OnBeing‘Straight’zhi直:AnaＧ
lects１３．１８,”inAtHomeinManyWorlds．Reading,WritingandTranslatingfromChineseandJewishCultures．EssaysinHonoＧ
urofIreneEber,ed．byRaoulDavidFindeisen(Wiesbaden:HarrassowitzVerlag,２００９),３６ ４２;AloysiusMartinich,“Political
TheoryandLinguisticCriteriainHanFeizi’sPhilosophy,”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１３(２０１４:３):３７９ ３８１.

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６４ ６５页.

ChadHansen,ADaoistTheoryofChineseThought．APhilosophicalInterpretation,６６.
分别见于ChadHansen,ADaoistTheoryofChineseThought．APhilosophicalInterpretation ,６５ ７１;DavidS．Nivison,

“TheClassicalPhilosophicalWritings,”in M．Loewe& E．Shaughnessyeds．,TheCambridgeHistoryofAncientChina,７５７
７５８;DavidHall& RogerAmes,ThinkingThroughConfuciu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８７),２６８ ２７５;以
及拙著«解读‹鹖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７８ １８５页.

关于«论语子路»中这段对话年代问题的讨论,可参考诸如:ArthurWaley,TheAnalectsofConfucius (NewYork:VinＧ
tageBooks,１９３８),２１ ２２;JohnMakeham,NameandActualityinEarlyChineseThought(NewYork:SUNY,１９９４),１６３ １６５.

信任此段对话真实性(或相对早出)的学者,也通常相信“正名”的重要性.例如,胡适曾提到,文献的断代工作乃是中国传

统中一项“繁重的资料负担”,但孔子的年代是毋庸置疑的.见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３５卷,第２９８、３００页.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５卷,第３６页.
详见JohnMakeham,NameandActualityinEarlyChineseThought,３９ ４４.



　　(三)诠释的建构

在与子路的对话中,孔子将“正名”视作一种政治上的手段.在孔子的论述中,如果“名不正”,接
下来它会引发一连串政治上的后果.孔子这段过于简约的推论虽引起广泛的讨论,却令人费解.孔

子是否认为仅仅通过“名”的纠正,就能够连带地纠正人们自身的行为,进而挽救社会的失序? 抑或,
孔子乃是委婉地劝诫我们应当从事与自己社会身份相符的行为? 围绕这些问题的种种研究都从相

同的预设出发,它们都预设了孔子在这段独一无二的对话当中表述了自己重要的语言哲学①.在此,
我们不打算巨细弥遗地探讨胡适的诠释,但这个诠释有两大影响深远的特点:其一,孔子的学说被视

为是具有系统性的;其二,这个诠释被视为是中国固有的独特思想.
胡适的思想,从成形到成熟,均是在哲学系的学术环境中孕育而成,这或许正是胡适认为孔子的

“正名”具有系统性的主要原因.胡适著作中反复出现的“正名主义”一词又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它的

系统性.将“正名”称作一种“主义”,显示出胡适,甚至同时代的其他学者,认为“正名”是一种高度理

论化且融贯一致的哲学思想.例如,梁启超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坦言孔子与子路的这段对话曾带给他

很大的困惑,是胡适的解释启发了他对“正名主义”的理解②.此外,冯友兰对胡适观点的接受更大力

地传播了此一诠释,这是由于冯友兰的著作在西方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胡适.当代学者基于对分析哲

学中语言哲学的强烈兴趣,更是进一步将这段“正名”文本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③.
胡适诠释“正名”的第二个特征在于他强调“正名”是中国本身固有的思想.胡适说道:“这个观

点对于一个西方的读者一定显得有点富于幻想和站不住脚.但这种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历

史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④这样的观点显然也是胡适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的结果,我
们往往是在同其他文化的冲撞与比较之中才能逐渐意识到我们自身文化的独特之处.如果胡适不

是身处中国与西方开始剧烈碰撞的时代,如果胡适并没有在美国接受哲学训练,他或许就不会发现

“正名”学说中所蕴含的“中国特质”.冯友兰亦是如此.正如万百安(BryanVanNorden)所见,冯友

兰是“最西方中心的中国思想解读者之一”,在他的影响下,以及鉴于“语言哲学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

思想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我们才会认为“«论语»中孔子和子路关于‘正名’的对话乃是孔子思想的

核心所在,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⑤.总之,“正名”中蕴涵的所谓“中国特质”,或许就是它在当代中

国及西方广泛受到欢迎的原因.
(四)其他早期文献中的“正名”
胡适刻画孔子“正名”学说的最后步骤是考察它对其他诸子的影响.虽然早期中国文献中不太

容易找到直接提及“正名”“名正”“名不正”或“正其名”的内容,但正如胡适建构«论语»思想时所做的

那样,他仍旧按照自己诠释的方向将看起来未必直接相关的文本段落全都放在一起.除了引用«孟
子»中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外,他还提到了«春秋»中三十六条关于弑君的记载,以及«荀子正

名»«尸子»«尹文子»«韩非子»«管子»等.同时,他还强调了“正名”与«易经»«墨辩»之间的关联.在

胡适看来,上述文献皆受到了发轫于孔子的中国语言观的影响,“正名的学说”乃是“儒家的中心问

题”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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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５９ ６１页.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３５卷,第３９１ ３９２页.

BryanVanNorden,VirtueEthicsandConsequentialisminEarlyChinesePhilosophy,９３．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３５卷,第３８８页.



在目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中,被认为与“正名”相关的内容似乎相当固定:«荀子正名»篇、«申子

大体»中的几段论述、«韩非子扬权»中论及“名正”的一处内容、由“正名”发展而来的“刑名”或
“形名”思想,以及汉代关于“名实”的论断.而另一些提及“正名”的段落却反而时常受忽视,包括:
«吕氏春秋先识览正名»、«吕氏春秋审分览审分»的两章、«尸子分»、«尸子发蒙»的两

章、«管子君臣下»①、«管子心术上»、«管子白心»、«管子正»、«管子揆度»的五章、«春秋繁

露深察名号»、«春秋繁露实性»的两章、«礼记祭法»、«鹖冠子度万»、«新书先醒»,以及«春
秋穀梁传隐公七年»中的一些章节.

这些文献之所以不被重视,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它们大部分属于相对晚出的文献.这意味着

它们非但不能支持孔子建立“正名”学说的说法,反而凸显出从汉代起人们才开始逐渐加强对“名”的
特别关注.然而,最早提及«论语»中孔子和子路“正名”对话的或许也正是汉代文献②.这些文献不

被重视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或许在于它们讨论“正名”时缺乏哲学一致性.许多文献在提及“正名”时
并不是为了要明确地支持或反对“正名”思想的内涵,而仅仅是在不同的文意脉络下松散地借用“正
名”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通常与语言及权力相关.“正名”在早期文献中所呈现

的多元样貌,正是先汉时期“名”学的特色所在③.“正名”一词被一系列彼此相关却殊异的庞杂思想

共同援用.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头所提出的问题:“正名”这个概念是否能够有效解释先秦诸子对于如何命

名事物与定义概念所表现出的强烈关怀? 胡适提供我们的解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说.我们当然

无可否认,孔子或许是以某种特别的态度来看待语言的,而这种态度最终被孔子本人称为“正名”(或
许在其思想渐趋成熟之后).然而,“正名”一词仅在«论语»中出现过一次,其意涵也不易厘清.梅约

翰(JohnMakeham)相信,“«论语»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在讨论‘正名’,即便它们并未明确地使用‘正
名’一词”④.黎辉杰(Hui ChiehLoy)则较为谨慎,认为目前无法明确证明孔子在«论语»或其他文

献中提出了“正名”的理论⑤.事实上,在战国文献中,“正名”一词既不十分重要,也不具有概念上的

一致性.它并不被视为与孔子有关,反而被视为是统治者的责任,并由大臣辅佐,甚至(在汉代)是由

史官职司⑥.跳脱上述胡适式成见,我们会发现“正名”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一种外来的、罔顾时代背景

的研究工具,它被广泛地使用于解释为什么先秦诸子对于命名有着强烈的关注.但目前没有任何证

据能够显示“正名”与先秦诸子以“谓”来进行论辩的习惯相关.

四、转谓:一种修辞学上的技巧

“转谓”是我用以检视中国早期思想家之所以对如何(或应该如何)命名事物表现出强烈关注的

第二项工具⑦.根据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的研究,这种修辞技巧源于古希腊,并在１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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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可能是现今可见的最早注意到«论语»中的“正名”对话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段落的文献.
例如:«史记礼书»«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王莽传下»«新序杂事五»,以及«韩诗外传»卷五.
即使同一著作中并存着各种各样关于“正名”的论述(例如在«管子»中“正名”有时被理解为对于名号使用的讨论,有时是作

为度量的工具,有时作为一种“无为”的治理方式,或者作为赏罚的手段),这也并不代表该著作的作者已开始将“正名”当作一个术语

来讨论.

JohnMakeham,NameandActualityinEarlyChineseThought,１６４．一个概念可能在被清楚定义之前就已被模糊地使用,
万百安将这个现象称作“语意同意”(semanticassent),详见BryanVanNorden,VirtueEthicsandConsequentialisminEarlyChinese
Philosophy,９１ ９３.

LoyHuiChieh,“LanguageandEthicsintheAnalects,”inDaoCompaniontotheAnalects,ed．byAmyOlberding(DorＧ
drecht:Springer,２０１４),１４６ １５２.万百安持反对意见,见BryanVanNorden,VirtueEthicsandConsequentialisminEarlyChinese
Philosophy,８２ ９６.

此部分论述可参见CarineDefoort,“CanWordsProduceOrder? RegicideintheConfucianTradition,”CulturalDynamics
１２(２０００):８５ １０９.

关于“转谓”在诸子研究上的应用,参见拙著«解读« 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第１４４ １５４、１７５ １７７、２０８ ２０９页.



纪的欧洲饱受争议.虽然这个古老的希腊术语可能只被保存在罗马文献里,但亚里士多德或许在其

«修辞学»中使用过这个技巧:将暴躁的人称作“直白的”“坦率的”,狂妄者称作“伟大的”“高贵的”,鲁
莽的人称作“英勇无惧的”,挥霍无度的人则称作“慷慨的”,如此等等①.西方修辞学巨著«演说术原

理»(InstitutioOratoria)的作者昆体良(Quintilian,约公元３５ １００年)是首位详细阐释“转谓”的
人②.“转谓”有时似乎是在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描述一个行为,有时则是对那些带有褒贬评价的词汇

给出新的意义③ .使用“转谓”的演说家往往旨在影响听众对某些行为或情境的既定印象与原初评

价,强化或减弱其道德意涵,以获得听众的赞同.
这个修辞法在西方自始至终都被贴上一系列负面的标签,诸如“诡论”“文字游戏”“婉转之言”

“阿谀奉承”“语言戏法”“有害的骗局”“真理的背反”“对于论述的扭曲”“魔鬼的变换”等等④ .而在数

十年前,我认为将“转谓”所具有的较为正面的内涵用在先秦诸子的诠释上乃是一件饶富趣味的事

情.首先,它使我们将诸子的论述放在政治语境中看待,使我们看出诸子论述中极力说服君王的意

图,他们试图藉由这些论述来影响政治上的准则或整个社会的实际状况.再者,它也让我们发现诸

子们所关注的大多是极具政治影响力或带有评价意味的语词,例如“弑”“王”“乱”“贼”“忠”“孝”等,
而非“马”“牛”(后期墨家主要关注并讨论的概念)以及“树”“雪”(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常见的讨论对

象)这样的中性词语.最后,我们也在与“转谓”的比较之中意识到,关注如何称谓事物对于诸子来说

并不是在钻研一种欺骗性的话术.
过去之所以没有任何研究借助“转谓”的观念来考察诸子对于命名的关注,或许是因为在二者乍

看相似的共通点背后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按照西方的主流观点,“实在”(reality)是物理或形上

学层面的存有,因此,人类必须通过思想或语言来捕捉并正确地呈现其样貌.而此一观点对我们看

待“转谓”的方式影响巨大:当我们以“坦率”来称呼一个暴躁易怒的人时,我们等于是透过语言上的

把戏错误地将实质上的恶行认作德性.斯金纳叙述了人们何以对“转谓”抱持强烈批判与敌视的态

度.在这些批判者眼中,道德判断不该随观点的变动而有所不同,而应该是内在于事物固有的本质

之中的客观又纯粹的事实⑤ .
此一主流观点可能与一个根植于西方文化的隐喻有关:语言或思想的任务是去认识并呈现实在

的样貌.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知识论上的讨论在具体事物(例如“雪”和“树”)上更容易入手,由于

它们存在于可被感知的经验领域.由此类比,那些抽象或主观的事物(如“真实”或“正义”)则因此被

认为是存在于一个经验之上更高的形而上领域.理想地说,这个形而上的领域也可以被客观地认识

并经由语言表达出来.如果一个概念完全无法被认识及表述,它便存在于神秘而不可言说的领域.
托马斯霍布斯虽然认为称谓(names)并不源自事实,而主要决定于仲裁者(arbitrator)的论断,对
修辞学持如此这般赞成态度的他却也认为“转谓”阻碍我们分辨善恶⑥ .

上面所简单介绍的就是西方反对者之所以批判“转谓”的思想背景.而如果我们试着概括早期

中国对于语言使用所抱持的态度,则会发现诸子的思维框架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无庸置疑,先秦

诸子也同样认识到实在的世界是由具体可见的事物组成.甚至,所谓的“名家”还非常关注如何以确

切的语言来表述实在世界.但绝大部分诸子更加关心的是语言在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因此他们不

拘泥于对客观实在的讨论.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道德及政治方面的词汇才是瞩目的焦点.在道

德及政治概念所构筑的意义世界之中,事物的实在是在未形、未分的“气”之中被形塑、裁切出来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像“贼”“忠”“王”“弑”这等在政治上极为重要的概念,它们的意涵并不是根据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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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于我们的形而上领域,而是在统治者的理解中被命名出来.这正如«荀子正名»所言:“王者

之制作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同时,古代中国也注意到事物在未名之前所

具有的潜在可能性①.
中国诸子的论述也因而围绕着如何影响统治者的命名行为展开.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借由武

力取得统治的政权会对“弑”这样的贬损词语进行重新定义,而诸子也会围绕这样的命名行为进行议

论.从某些观点出发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批评:在“制作名”之前,诸子应该要先定义清楚满足何样

条件的“王者”才够格来“制名”,否则中国诸子所进行的命名仍是一种修辞上的诡计.在我看来,这
类批评反映出,我们仍在使用“语言必须客观呈现实在”的西方偏见来检视中国诸子.对诸子来说,
一个概念的界定往往是其论证的核心:他们或借重权威,或诉诸共识,或倚仗听众的直觉,有时又借

由论述的一致性或恒定性来试图说服听众,亦透过它们的可行性、可靠性及其有效性来打动人心,有
时更是诉诸一个更高或更基本的存有来为其论述提供支持,例如引用“天道”或“天之则”作为论述

根据.
尽管诸子用来重新定义概念的上述论证方式不是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但我们似乎可以在他们

论证的思维中发现一种与西方非常不同的隐喻:“名”并不是既存实在的映照.反而是透过“名”的作

用,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才开始被划分出来,在其未形、未名之前,那是玄冥、混沌的气.“名”是从

这素朴之中被切分出来,从未经分辨的“未名”之中被分辨出来的.因此,与诉诸一个唯一且超越的

实在界来认识概念的实质意涵的模式有所不同,中国诸子花费更多心力用以分辨相似但不同的概

念.例如,前文提到,在«荀子臣道»中“逆命而利君谓之忠”的定义还伴随着其他三种相似情况的

定义:“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在这种“概念是经厘清

才被确定”的隐喻之中,不可言说的事物不会是超越领域中的恒常存有,而是事物在“未名”之前混沌

未形的状态.这个状态虽是玄冥无形,却是万物所从出的根源,语言也在此之上发展出来.既然“转
谓”这种修辞工具和西方“表象/实在”的双重世界观紧紧捆绑在一起,那么它当然也就不适合用来诠

释诸子在命名方面的强烈关注.

五、说服性定义:作为分析工具

我试图用来分析早期中国文献对“名”之关注的第三种诠释工具为“说服性定义”.这个概念由

美国分析哲学家查尔斯斯蒂文森(CharlesStevenson,１９０８ １９７９年)提出.斯蒂文森师从维特根

斯坦,并曾在密歇根大学与孟旦(DonaldMunro)共事.斯蒂文森区分出语词使用的两种不同意

义②:一种是仅仅描述事物却不涉及评价的“描述性意义”(descriptivemeaning),另一种则是能够影

响我们看待事物态度的“鼓动性意义”(emotivemeaning).他以“cultured”(有文化、有教养)一词为

例,它的“描述性意义”为“学识渊博且通晓古典艺术”,但它的“评价性意义”则是说一个人“有文化”
“有教养”则会增加我们对这个人的赞同和欣赏.如果一个人在知识和艺术方面的涵养较为薄弱,却
又希望能够被认为“有文化”而获得赞誉,那么,他或许可以辩驳“真正的文化”其实在于“敏锐的想像

力”:在流行音乐和电影中可以培养这种能力,仅凭传统学识与传统艺术则无法培养.如果他的论述

成功说服了他人,那么,他就可以因为熟稔流行音乐及电影而非书籍及艺术而受人尊崇.在这个过

程中,“cultured”一词原有的“评价性意义”便和新的“描述性意义”(即“敏锐的想像力”)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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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类似的语言观研究,见 Moeller,Hans Georg,“ChineseLanguagePhilosophyandCorrelativism,”BulletinoftheMuseum
ofFarEasternAntiquities７２(２０００):９１ １０９.

在１９３８年发表于«心灵»(Mind)期刊的“PersuasiveDefinitions”一文中,斯蒂文森提出的是“概念性(conceptual)意义”与“鼓
动性(emotive)意义”;之后,在１９７２年出版的«伦理与语言»一书中,他用“描述性(descriptive)意义”取代了原本的“概念性意义”.见

C．S．Stevenson,“PersuasiveDefinitions,”Mind４７(１９３８):３１１;Stevenson,EthicsandLanguage (New Haven:Yal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７２),２０６ ２２６.



相反地,负面语词的“评价性意义”则会引起人们的鄙视而非推崇.
斯蒂文森将上述改变语词“描述性意义”的论证方式称为“说服性定义”.也就是说,论证者是在

保留一个语词的“鼓动性意义”的情况下试着重新定义它的“描述性意义”,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人

们的兴趣、习惯、选择或行为①.在“说服性定义”的使用中,我们往往可以在保留“鼓动性意义”的情

况下弹性地改变它的“描述性意义”,因此,“鼓动性意义”强的概念常伴随着有争议的“描述性意义”.
反之,当我们试着挑战一个概念的“鼓动性意义”时,我们也未必需要维持住它的“描述性意义”.尽

管斯蒂文森对于“说服”本身抱持着欣赏的态度,但他仍然身处在一个长期敌视修辞学的学术环境中

而难逃其影响.因此,梳理西方传统文献的工作对他来说显得相对困难,他必须在揭开那些自诩为

“逻辑分析”的伪装之后,或行至那些被认为“与严谨科学背道而驰”的角落,才有机会发现“说服型定

义”的存在.尽管“说服”在西方常被认为是负面的,它在论述中却仍旧是必要且普遍的.自柏拉图

以来,西方的论述者一直瞒天过海地将他们想要说服读者的意图,偷偷地用“描述性意义”的举止隐

藏起来.如此一来,他们就可在不被读者注意的情况下顺利地影响读者的观点② .
而在早期中国的论辩之中,改变一个概念的定义绝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辞技巧,而是他们论述中

的最为根本的重点:他们会诉诸权威、效果、一致性甚至真实性来支持一个概念应被如何界定(这些

论证方式的细节不是本文要谈的重点).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分析本文第二节一开始所举的双胞胎的

例子,我们可以说在传统的家庭中,“孝顺”的描述性意义为“遵从父母的命令”.而因为它也是被普

遍推崇的,它的“鼓动性意义”是正面的.如果说一个孩子能够“孝顺”,等于是在鼓励这个孩子的态

度.根据斯蒂文森的看法,最瞩目也最具挑战意味的论辩是去挑战一个概念的鼓动性意义,正如同

双胞胎姐妹中的第一位所做的那样,她保留了将“孝顺”理解为“遵从父母的命令”的描述性意义,而
选择挑战这个“孝顺”本身的价值,即它的鼓动性意义.第二位姐妹则恰巧反过来,使用了“说服性定

义”,保留了“孝顺”的鼓动性意义,而将它的描述性意义转变为“为父母的健康着想”.从斯蒂文森的

角度看,这种做法的挑战意味较不明显.
透过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早期中国文献中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辩护他们对于统治者

或父母命令的忤逆.如果不特别看重“忠/孝”的价值,我们可以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舍弃“忠/孝”而
按照更高的道德原则行动反而是应该被歌颂的.在这种论述之中,往往可以不讲明“忠/孝”的内容

是什么,而直接削弱它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而如果仍想拥戴“忠/孝”的价值,就像早期中国文献所

倾向的那样,多数的人会采取另一种论述策略:诸子会借由改变“忠/孝”的描述性意义来保留其鼓动

性意义,以此辩护自己忤逆愚父昏君的行为.
斯蒂文森认为“说服性定义”必须是对概念的再定义,这和去改变人们对实存事物的喜好和态度

不同③.这个区分无论在“转谓”或中国诸子对“谓”的使用中都没有,也显示出“说服性定义”与其他

两者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将从三方面详述我们如何将斯蒂文森的“说服性定义”用于考察先秦诸子

对命名的强烈关注:第一,是鼓动性意义的重要性;第二,是描述性意义的弹性;第三,是命名行为中

“消极说服”(dis suasion)的力量.
(一)鼓动性意义的重要性

被重新定义的概念必须带有强烈的评价才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无论它带着的是正面评价

(如“忠”和“孝”)还是负面评价(如“弑”和“乱”).鼓动性意义较弱的语词(例如“树”“雪”“牛”“马”)
即使被重新定义,几乎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态度和判断.鼓动性意义对我们的作用来自于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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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　C．S．Stevenson,“PersuasiveDefinitions,”Mind４７(１９３８):３１１,３８８,３４４,３３３．
C．S．Stevenson,“PersuasiveDefinitions,”Mind４７(１９３８):３３６．由于斯蒂文森给出的“说服性定义”的例子皆出自西方传

统,它们也因而是较为隐晦的“说服性定义”,以致我有时候认为斯蒂文森提出的这个区别并不明显.



情绪性、规范性、评价性与指导性的语言使用①.这种语言使用触及听众的感受、态度或习惯,进而影

响他们的决定、评价、行动及判断.因此,我有时更将之称为一种足以令人动情的“力量”(force),而非仅

止于一种意义(meaning).在斯蒂文森所举的例子中,只有当“有文化”这个形容广受人们追求而享有盛

誉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在听众的心中发挥影响力②.一个概念若非含有如此价值,也不会有人有动机

试图对它重新定义.因此,对一个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同时也显示了对此概念的共同的推崇.
这一面向也与中国诸子之论述的某些面向极为相合.首先,这与战国晚期文献中所呈现的独特

世界观有所共鸣:万物,包括“名”,都是透过“气”才得运作.第二,它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些

论述仅以特殊的群体为范围来推崇某事物.比如,在«论语子路»中,叶公所谓的“吾党有直躬者”
或孔子所回应的“吾党之直者”,都不是要界定“直”是什么的普遍论述.孔子虽然将“直”界定为“父
为子隐,子为父隐”,但他并没有因此论断对方提出的“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就不是一种“直”,而只是

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以此削弱叶公提出的“直”的内容.第三,在“攘羊”的例子中“直”所具有的

价值很明显是被共同推崇的,但对于“直”的描述性意义的重新定义却并不会被明讲出来.因此,无
论一个概念在争论者的心中或“醒”或“睡”,它的内容都可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价值也可能有所转

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使一个概念在论辩中得到共同的推崇,这也完全不代表我们就对它

的内容有所共识.价值上的共识不过是使用“说服型定义”争论其描述性意义的基础.与西方哲学

家不同的是,先秦诸子较少在价值上挑战论敌,而通常是在共同的价值口号下提出内容方面的异议.
因此,在评价性意义上的彼此认同可谓是诸子进行描述性意义争论的基石.在认同彼此的表象之

下,真正的争论暗流涌动③.
(二)描述性意义的弹性

随着鼓动性意义的增长,应运而生的是改变其描述性意义的需求.举例而言,你之所以想要说

服文化部接受“‘有文化’应该包括对于电影和流行音乐的敏锐想像力”,可能是因为你希望能向文化

部申请相关的资助.又如,如果你希望能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来研究先秦诸子,你可能便需要试着

扩大“哲学”的范围,让“哲学”这个普遍受人推崇的学科也能够涵盖诸子研究④.总之,一个概念的

“描述性意义”需要足够模糊或灵活才有办法被注入新的内容,并将它的价值引导到不同的方向上

去.鼓动性的力量形同一股能量,而用以承载这股能量的概念正宛如通道———好比“礼仪”或“法
律”———这类重要的概念往往是输送能量的渠道,如果我们不希望在一个概念耗尽其能量时就将它

抛弃———像是双胞胎中较为叛逆的那个女儿———就必须将新的内容强而有力地注入其中.只要一

个概念的内容还没有被政治、法律或其他方式所固定住,注入新的描述性意义就是可能的.
西方在重新定义一个概念时,通常会借由某些与真实性相关的字眼,例如“一个‘真正’的文化”

或“文化的‘本质’”⑤.而诸子在重新定义概念时,其论证则广泛地诉诸权威、效果、一致性或真实性

等多元面向.在说服性定义当中,新定义的内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相似于原本的内容.透过这种相

似性,它才能成功地使人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这个新的内容.重新定义一个重要概念的过程就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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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鼓动性”(e motive)在此指的是能够驱使人们“行动”(motion),但它不一定等于“情感性”(emotional)的.

C．S．Stevenson,“PersuasiveDefinitions,”Mind４７(１９３８):３３１ ３２．
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对于同一首诗、同一个文本、同一个典范、同一条法律、同一个意识形态,乃至同一个人都能有同样的

推崇,然而对其内容却可各持不同理解.例如,当一个人借用孔子或儒家学说的名义时,他可能实际上是要在儒学内容上建立很大

胆的论述来挑战其他儒者.
另一种方法是削弱“哲学”概念的“鼓动性意义”,以其他同样被推崇的非西方概念如“国学”代替之.详见拙作«究竟有无

“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２００６年第２期;以及拙作«“中国哲学”的正名之辩»,程广云主编:«多元２００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８ ７４页．
C．S．Stevenson,“PersuasiveDefinitions,”Mind４７(１９３８):３３４．至于如何防范概念不受“转谓”扭曲,相关论述可见

QuentinSkinner,“ThomasHobbes:RhetoricandtheConstructionofMorality,”ProceedingsoftheBritishAcademy７６(１９９１):４０
４３．



于一种类比推论.例如,如果文化部因为艺术是“文化”而赞助艺术,而我们能成功说服文化部同意

看电影也是一种“文化”,那么他们也应该赞助电影.又如,君主会奖励服从自己的忠臣,如果我们说

服君主相信犯颜直谏也是“忠”的表现,那么他就应该奖励直谏.即便后期墨家也和其他诸子一样,
他们对于辨“名”保持强烈兴趣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影响君王的政治行为①.

早期中国文献不同于斯蒂文森“说服性定义”的另一个点在于,诸子们并不会为了说服他人而特

地变得婉转迂回,也不会一味地“迎合世俗观点”②.例如,如果说“真正的文化”是“在饮酒和睡眠方

面富有敏锐度”,斯蒂文森会认为这种标新立异的定义将难以说服一般大众,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随

心所欲地无视某些约定成俗的规范来重新定义一个概念.然而,诸子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超出这些

限制,以那些较为敏感且不易被接受的内容来进行定义.例如,子思以“恒称其君之恶”来定义“忠
臣”,就非常直接地在他的听众鲁穆公面前挑战君主的权威,不因任何顾忌而变得迂回.

也不是所有新颖的定义都会触动听众的敏感神经.例如,«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了一段晋侯与

其臣相女齐(或“女叔齐”“叔侯”)的对话:晋侯以“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来称赞鲁侯“知礼”,女
叔齐却认为鲁侯只是熟悉邦交仪节,并不是真的“知礼”.他认为最适切的“礼”之定义是“礼所以守

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虽然没有继续描写晋侯后续的回应,但以“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

礼”作结,可见至少作者亦赞同女齐所提出的新定义.而回到最前面所列举的“忠”的各式定义,我们

可以看到论述者是如何在他们的定义中加入种种不同的考量的:子思以反抗的姿态强调道德应具有

一定的独立性,荀子将“利君”视作关键,墨子则认为劝谏和归功君王都同样是臣下的职责.其他诸

子关于“忠”的定义还涉及“忠于谁”“忠是什么”,以及“如何忠”等各式面向.
最后,有一类特殊情况值得注意:当两个相近的概念在描述性意义方面相争时,它们的内容也会随

之转变.例如,对君王之“忠”与对父母之“孝”在中国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所谓“忠孝两难全”的张力.
有趣的是,自汉代开始,“孝”受到了强烈的推崇,进而在描述性意义上将原本属于“忠”的意涵也吞并其

中.«礼记祭义»及«吕氏春秋孝行»皆引用曾子之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经士章»则谓:
“以孝事君则忠.”对此现象,陈素芬(Sor hoonTan)认为“孝变得极其重要,以至于它涵盖了许多其他

德性”,而这使得“孝”在内容上有着极高的灵活性,以至于父子关系在其定义的过程中不再是主要的切

入点.“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为自己因为事君而忽视家庭,乃至忽略某些祭礼而辩护”③.
(三)消极说服的阶段

“说服性定义”的第三个可用于分析诸子论述之处是“消极说服”(dissuasion).“说服”还可再细

分为“消极说服”和“积极说服”,前者指的是说服人不要做某事,后者则与此相反.一个论证中“消极

说服”的部分通常会伴随在“积极说服”部分的前后,以便在“消极说服”发挥功效之际紧接着说服听

众接受关于该概念的更好的内容.因此,“消极说服”通常会将一个概念的描述性意义清空,以便为

其注入新的内容.正如«左传昭公五年»中女叔齐对晋公的反驳:女叔齐认为“郊劳”和“赠贿”称不

上是“礼”,是“仪也,不可谓礼也”.在此,女叔齐不只清空了“礼”概念原先的内容,还将这些内容转

移到一个较为次等的“仪”之中.显然,女叔齐预期晋公也会认为“仪”的价值不如“礼”,以此达到“消
极说服”的效果.

“消极说服”还另有两种不同的变体.第一类变体否定一个概念原先的定义,却不直接给出取而

代之的新内容.此一变体常发生于否定他人说法的过程中,例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回答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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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例如ChrisFraser,ThePhilosophyoftheMòz (NewYork:Colombia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２２
２４,４９ ６１．

C．S．Stevenson,“PersuasiveDefinitions,”Mind４７(１９３８):３１１;Stevenson,EthicsandLanguage(NewHaven:YaleUＧ
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２),２１０．

Sor hoonTan,“BetweenFamilyandState:RelationalTensionsinConfucianEthics,”Mencius．ContextsandInterpretaＧ
tions,ed．byAlanK．L．Chan(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２００２),１８０．



“问孝”便是如此.孔子对同时代人理解“孝”的方式很不赞同,故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他随后反诘道:“不敬,何以别乎?”此一诘问所刺激的是听众想知道如何更好地定义

“孝”的欲望:听众被说服了“孝”不能只是“有养”之后,论述便戛然而止.由于孔子没有很具体地以

“孝应该是什么”提供答案,这便在听众的心中投下一个问号,刺激他们去自行思考.可以说,这种变

体只有消极说服的部分,却选择在积极说服的部分留白.“孝”的内容在此过程中亦同样被清空,但
“孝”仍旧作为一个正面的价值,吸引着我们为它重新注入其他不同的内容.«论语为政»中的例子

甚至更加充满开放性,孔子回应子夏问“孝”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

孝乎?”同样地,这亦是以反诘的方式来批评某些做法不足以为“孝”,却又不马上提出相应的解答,因
此又再次使听众陷入“孝应该是什么”的思考之中,唯一的提示仅有开头所提的“色难”.这令我们不

禁关注中国诸子如何看待事物“未名”的状态:如果一个概念在原先的内容被清空之后论述者甚至不

给出任何思考上的导引,那么,这个概念就会在保有其正面价值的同时也保有绝对的开放性———因

而处在一种“无名”的状态之中.在中国诸子的思维里,不可言说的事物一般来说并不像西方所认为

的那样处在一个语言无法把握的超越的形而上领域之中.虽然他们用“无名”或“不可名”之类的论

述来形容这些事物,但他们并不是在以西方看待语言的形上学观点使用这些词汇.相比之下,“无
名”所形容的或许更像是概念在被刻画之前的状态———在其未形、未分之际,虽混沌无形,却充满了

能量以及无限的可能性,等待着被言说、划分,以在社会之中发挥它作为“名”的影响力.
第二类“消极说服”的变体则是透过矛盾性的论述来吸引听众注意.例如,孟子在向齐宣王解释

何以“王之不王”,以及为何他谴责“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时,就使用了这样的技巧(«孟子梁惠王

上»«孟子离娄下»).相较于孔子的反诘,这个技巧更进一步地在词汇原先的内容与新的定义之间

制造出张力.在“非‘礼’之‘礼’”中,前后两个“礼”分别拥有不同的鼓动性意义,听众起先会感到困

惑,但随后会意识到它们蕴含着截然不同的描述性意义.«六韬武韬发启»中的“大利不利”,«吕
氏春秋慎行»所提到的“不利之利”,«礼记大学»的“不以利为利”,亦皆是此例①.“利”字的重复

使整个语句显得矛盾,迫使听众去分辨不同的“利”所分别代表的内容与评价.借由思考什么是乍看

有益的假“利”、什么是真正有益的真“利”或“大利”,“利”的内容得到了重新定义.

六、结　论

回顾我如今以来的研究,我不禁注意到自己所受的“刑”是何等严重.一直以来,我非常感兴趣

先秦诸子在“名”“谓”方面的论述.本文按照我自己研究历程的时间顺序呈现了三种诠释工具———
正名、转谓,以及说服性定义———这些诠释工具形塑了我的研究进路.在诸子研究方面这些工具固

无可避免地具有外来性(即使是“正名”学说亦是如此),但它们仍然极具启发性,能令我们照见那些

未曾被发现的诸子思想特点.在探索过“说服性定义”的妙用之后,我便停止寻求其他更多的诠释工

具,而开始渴望反思此一工具在解读中国文献时的适用性.诚然,“说服性定义”可以帮助我们分析

中国文献中大量的关键概念:让我们明白许多概念所普遍具有的鼓动性意义、它们在描述性意义上

精彩的灵活性,以及当它们被清空了原有内容却没有被立即注入新定义时所显现出来的“消极说服”
力量.“说服性定义”亦十分相契于一种中国古代的语言世界观,“名”作为一种承载影响力的容器,
借由它可被形塑的弹性,言说者不但能够建构社会秩序,也能引导人们从事正确的行为.早期中国

文献中的这些概念不断变化的影响力,以及关于它们众说纷纭的定义,可以不断地引领我们重新诠

释中国古代思想.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５４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① 更多细节,参见拙作«不利之利:早期中国文本中“利”的矛盾句»,«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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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

———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黎　虎

摘　要: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

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

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

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

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

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

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

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

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

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的绝对掌控,并从专制走向独裁;人

力掌控则由血缘性、群体性的相对掌控,到地域性、个体性的绝对掌控,表现为由“众庶”转变为“吏民”.

关键词:古史分期;社会性质;传统社会;王权;皇权;众庶;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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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一样,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这是人类历史普

遍性的体现.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部相对封闭的独特环境中,孕育繁衍了一系别具东方色彩的

文化,从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又有其独特的形态和性质,这是人类历史差异性的体现.近百年来

中国学术界为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演变作出了巨大努力,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

路,至今尚未建立起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学术体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对历

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重新讨论,学术界对于“破旧”已经取得了诸多共识,下一步如何“立新”的
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即正面提出中国古代历史究竟经历了几个发展时代,特别是秦至清这一历史时

代究竟是什么社会性质的问题.
本文试图为探讨建立符合于中国历史实际的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学科体系这一重大学术问题

略尽绵薄,贡献刍荛之见.本文的探索和分析,将贯穿如下两点:一、以是否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为准

绳,以衡量是非正误;二、尽量以中国本土固有词语概念进行表述,但不论本土固有还是域外引进的,
均尽量避免义涵不清、含混模糊的词语概念,以免徒增歧义,节外生枝.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努力

写出“土产”的而非舶来的“转基因”的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俾建立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助一臂

之力.

　

作者简介: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中国自古以来经历了如下三个历史时代的发展演变:第一时代为无君时代的“群聚”社会,简称

“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第二时代为王权体制下的“众庶”社会,简称“王权众庶”社会(夏商

西周至战国时期);第三时代为皇权体制下的“吏民”社会,简称“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兹将这三

个时代的演变表示如下:

无君时代 君主时代

“群聚”社会

(太古至夏以前)

王权体制 皇权体制

“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 “吏民”社会(秦至清)

从宏观上划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阶段,是探讨中国古史分期的首要一步,这并非一个可有可

无的问题,而是必须首先予以正视的.本文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如上三个时代,其主要根据是它

们是一个共性较大而自成体系的历史阶段.经过历史学、考古学的长期研究,中国历史从夏代开始

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已经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共识,从而成为中国历史的第一时代与第二时代的

分水岭;以秦的统一为标志,直至清朝被推翻为止,中国历史进入了与第二时代不同的成熟国家阶

段,因而秦朝成为第二、三时代的界标.这三个时代的划分是能够反映并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

客观实际的.
三个时代的社会性质区分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 决定一个社会及其性质的最根本、最深层的原

因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任何社会的矛盾关系都是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但是决定社会性质及

其走向的关键是诸多矛盾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本文认

为中国历史第一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为“无君群聚社会”,但其末年围绕权力

掌控而形成发展的矛盾关系,遂将历史推进到第二时代;第二时代中,宗族性的王权与血缘性的“众
庶”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这个统一体的主要矛盾,故曰“王权众庶社会”;
第三时代是家族性的皇权与地域性的“吏民”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这个统

一体的主要矛盾,故曰“皇权吏民社会”.“王”“皇”两字在甲金文中都有,«说文解字»:“王,天下所归

往也.”“皇,大也.”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令群臣“议帝号”,最后由秦始皇决断:“去‘泰’,著‘皇’,采
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①虽然无论“王”还是“皇”,都是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但是两者

有着时代的、本质的区别.本文将三代的“王朝”“王权”,与秦汉之后的“皇朝”“皇权”进行严格的区

分,认为两者不可混淆、混称.
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有二,一是权力的掌控,二是人力的掌控.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一切,亦即

掌控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社会资源.故权力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这是中国历

史特殊性的重要体现.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试图仿照欧洲历史模式寻找某一阶级为中国社会的主

导者而凿枘相违,就是因为以一种“普世性”的教条去套中国历史,终于在中国历史实际面前碰壁.
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神奇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在于掌控了人力,掌控权力

如果离开掌控人力,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权力之源、权力之本在于掌控人力②.也就是说,权力

７４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①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３６页.
在人力(人口)和土地对于权力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学界并无明确关注和阐述,但土地对于传统社会的重要性,

一直被放在了首位,在这个逻辑前提下,论者或以为土地更为重要,实则不然.在秦末“吏民”大规模反抗中,刘邦率先进入关中,第
一项政治举措即“籍吏民”(«史记项羽本纪»)以掌控人口.曹操破袁绍夺得冀州后,也是首先掌控户籍,被指“校计甲兵,唯此为

先”(«三国志崔琰传»).尽管掌控土地对于权力来说也很重要,尤其是以农业为唯一经济支柱的古代中国来说,掌控土地更有其

重要性,但是对于权力来说,掌控土地基本上只需一纸政策法令即可,而掌控人力特别是赢得人心远比掌控土地困难和复杂,其重要

性大大超过掌控土地,因而是更为根本的事情.１９４７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毛泽东提出了“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

皆存”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在“人”“地”何者为先的问题上,有着清醒而正确的认识.



掌控模式及其性质的发展变化,决定于人力掌控模式及其性质的发展变化.故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

掌控是互为因果的.就权力的掌控而言,中国古代之所以从“无君”时代进入到君主时代,而君主时

代又经历了相对专制和集权的宗族性王权时代转变为绝对专制和集权的家族性皇权时代的发展变

化,其重要原因在于掌控人力模式和性质的发展变化;从人力的掌控而言,经历了基本上不受权力束

缚的“群聚”时代,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先后经历了相对专制和集权的宗族性王权和各级诸侯、贵族掌

控血缘性“众庶”的时代,到绝对专制和集权的家族性皇权对于地域性“吏民”的完全、彻底掌控的时

代.从血缘性“众庶”被分割为王、诸侯、卿大夫的层级性掌控发展到地域性“吏民”受皇帝完全、彻底

的一元性掌控,就是王权向皇权转变及其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和关键.在王权与“众庶”这一有机统

一体中,王权与“众庶”的矛盾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在皇权与“吏民”的有机统一体中,皇权与“吏
民”的矛盾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故前者称为“王权众庶社会”,后者称为“皇权吏民社会”.这就是

本文对于三个时代命名和划分的主要根据.如果将这个有机统一体拆解,以任何一方去命名都不能

如实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及其性质.社会性质的命名,应该寻找能够反映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关系

的命名模式,本文认为上述社会性质的命名和划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不同时代的社会性质及其

特点①.
下面我们简要揭示这三个依次发展变化的历史时代.

一、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

对于太古至夏以前的社会,先秦、秦汉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
古人已经模糊认识到“上古穴居而野处”②,认为“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

处群居,以力相征”③.其中以«吕氏春秋»的说法更为周详: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

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

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
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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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在２００４至２０１０年曾集中精力研究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问题,其间逐渐体悟到“吏民”问题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

性,认识到“吏民”实为中国古代皇权统治的基础,“吏民”与皇权的矛盾是从秦到清这一时代的主要矛盾,从而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分

期和社会性质问题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本无意于对中国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置喙,因感觉这是一个治丝益棼的问题,故
一贯采取超然的态度,实因“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借用刘泽华语,见氏撰:«先秦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月

刊»２０１１年第８期),以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仍然遥远,因此并不急于把愚见公布,计划待手头任务完成之后再写一本小册子以阐述之

而不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一次偶然的机会拜读了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封建社会”问题的反思»(«史学月刊»２００２年

第２期)一文,发现很多观点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或相当接近,感到甚为讶异和欣喜,从而改变了我对于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

讨论的超然态度,觉得现在可以参与这场讨论了,遂决定立即停止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并于９月２６日完成了

这篇初稿.拙文草成之后,引起了几位友人和学生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帮忙找来近二十多年来的相关论著,拜读之后,深感自己上

述态度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个期间史学界对于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探讨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其中主要者是不少学者根

据王亚南１９４７年初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所提出的“官民对立”说而阐发的相关观点.虽然这一观点对于推进中国古代历史特

殊性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是,这个观点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官僚”“官僚政治”并不是一个独立产生和存在的历史现象,
它是皇权体制的产物和延伸,它依附于皇权、寄生于皇权、服务于皇权,每一个新的皇朝建立,必然建立一套新的官僚体制,随着旧皇

朝的被推翻,这个官僚体制亦随之瓦解消失,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因此,官与民的矛盾是从属于皇权与吏民的矛盾的,不
能以官民矛盾取代皇权与吏民的矛盾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此说里“民”的概念也过于空泛,至少可能把介于“官”与“民”之间的

广大下层吏员排除于外.从“官民对立”中派生的一个观点是提出诸如“专制社会”“帝制社会”等,但是政治制度毕竟不能与整体社

会历史等同,政治权力无论多么重要或多么大,也不能够取代整个社会历史.而在诸多说法中,黄敏兰的观点前进了一步,她说中国

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史学理论研究»

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将原来的“官”扩展为“皇帝官僚集团”.虽然“官民对立”的影响仍然可见,但是已经有了重要超越,而与愚见较为接

近.
«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５５页.
刘绩补注,姜涛点校:«管子补注»卷一一«君臣下»,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１４页.



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①

先哲的这些探索,值得关注者有两点:(１)当时为“无君”时代,未有后世那样的国王、皇帝等统治者;
(２)当时人类“群聚”而处,以“群”为单位而聚居.

“群”是人类出现之后的第一个社会形态,经历了由低而高、漫长而不同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

“兽群”阶段(“兽处群居”之简称),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大型猫科动物或灵长

目动物的群居生活方式.在这些“群”中,人们“聚生群处”,“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第

二是“姓群”阶段.经过漫长的“兽群”阶段,逐渐进入到以“姓”为单位,亦即“知母不知父”的群聚阶

段.“姓”是什么呢? “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从女生.”
诸如后人所追述:“神农母居姜水,因以为姓;黄帝母居姬水,因以为姓;舜母居姚虚,因以为姓是

也.”②神农乃出自姜水一带之“姓”群,黄帝乃出自姬水一带之“姓”群,舜乃出自姚虚一带之“姓”群.
女性是“姓群”社会的中心,母“姓”为“群”中的“祖先”和“原住民”.第三是“氏群”阶段.“氏”是从

“姓”中派生出来的,“姓”是“氏”之源,“氏”是“姓”之流,此即所谓“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

也”③.故“氏群”是从“姓群”中派生出来的.此后社会的中心遂由母转为父.诸如有巢氏、燧人氏、
伏羲氏、神农氏等传说中的人物,就是不同“氏群”中的领袖人物.“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

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④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人类与自然界和诸“群”的竞争中作出了贡献,为改

善、提高“群”体的社会生活,为本“氏群”的发展和强大起到了积极作用⑤.
“群聚”社会的出现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人类之所以“群聚”而处,是因为人类的“爪牙不足以自守卫,

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个人的力量弱小,不足以“裁万物,
制禽兽,服狡虫”,唯一的办法是“群聚”,人多力量大,“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依靠这种方式“抱
团取暖”而互利,使人类得以生存下来并逐步从其他动物中脱颖而出.这个时期人类从“群聚”中逐

步掌握了制造工具、用火、渔猎、采集等生产、生活技艺和能力,从而促进了人类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从“群”中产生了“君”.先时人类尚“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从而“未有君臣上

下之别”.正是在“群聚”生活中,逐渐产生了“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上下长幼之道”,“进退揖让

之礼”.也正是在“群聚”生活中,逐渐萌生了“君道”:“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君”恰恰是在“群”
中逐渐萌芽而来.这种“君”最先不过是“群”中的指挥者,“群”之间经过长期竞争,又在众多的“群”
中形成一些为众多“群”拥戴的“群”及其领袖人物:“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
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

氏,是为黄帝”,“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

９４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二○«恃君览第八»,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４７４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６１２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６２８页.
«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第３５０ ３５１页.
近年来史学界汲汲于引进西方新进化论以论述中国远古时代的社会,其中以美国人类学者塞维斯(E．Service)等人提出的

游团、酋邦说为最.他们之所以能够提出一些新见,在于对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资料进行实地调查而加以归纳总结.中国学者应当

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其中的有益见解,不必照搬他们的结论.例如过去我们引进的“军事民主制”这一概念,现在不少学者根据国

外研究者否定意见的出现而随之转向.其实,中国古代虽然并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但是那个时期存在一些

“民主”因素也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今天我们对于引进新进化论学说应当吸取这一经验,不必囫囵引进其新概念,而可以吸取其中有

启发意义的见解以为我所用.例如,酋邦说将前国家时期分别为平等社会时代和不平等社会时代,后者经过漫长的经历始得以进入

国家阶段,提醒我们更加注意这个时期不平等阶段的研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文献资料乃至民族学资料足以为有志者施展拳脚,
从而将中国前国家社会的研究归纳出更为丰富多彩的例证、提炼出新的概念乃至上升为新的理论.



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①.所谓“异其国号”实际上就是异其“氏”号.黄帝、颛顼、帝喾、
尧、舜、禹等就是这种“氏群”领袖人物,从而把人类社会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我们还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君”和“群”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君”和“群”在字源上,是密

切相关的两个字.«说文解字»:群,“辈也,从羊,君声”.段注:“«小雅»:‘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犬
部曰:‘羊为群,犬为独.’引申为凡类聚之称.”②“群”字之所以从“羊”,因为羊是一种群体性的家畜.
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段注:“尹,治也.”③君字之所以从“尹”从“口”,是因为作为一个领

袖人物必须通过发号施令以指挥群体的行动.羊群需要羊倌发号施令以进退;人群也需要有指挥者

发号施令以采取行动.这种发号施令者就是“君”之所由产生,“群”字包含着从中产生领袖人物的意

蕴.作为象形会意文字的汉字源于社会生活,从“群”中产生“君”正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
先哲们的上述探索并非无稽之谈,而今已经得到近代考古学成果的充分证明.旧石器时代早期

的文化遗存,如其中距今７０万至２０万年的北京人“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使用打制石器,会使用天

然火,群居北京人的食物来源于狩猎和采集,在北京人住过的山洞里存在很厚的灰烬层,最厚处

达６米,表明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和保存火种,北京人过着群居的生活”④.考古发掘证明,北京猿人

的确是“穴居而野处”,过着“兽处群居”的生活.
到了新石器时代(前１万年至前３５００年),人类文化有了较快发展,早期的石器工具大多为部分

磨光(刃部),后期即为通体磨光石器,尤其以陶器的出现为其特征.仰韶文化前期的半坡村遗址“是
一个比较完整的村落遗址,遗址面积约５万平米,年代为公元前４８００ ４３００年.遗址大体上作南北

较长、东西较窄的不规则圆形.北边为氏族公共墓地,南边为居住区,东边为陶器窑场.居住区内的

房屋共有４６座,除少数为方形、长方形外,绝大多数为圆形.房屋有大有小,最大的复原面积约１６０
多平方米左右,两片各有一间”⑤.与半坡村遗址类似而规模更大的有姜寨遗址,“这个村落时间上比

半坡遗址早,聚落遗存保存得较完整,由居住区、陶窖场和墓地３部分组成.居住区周围有天然河道

和人工壕沟环绕,中心有大广场.广场周围分布着房子１００余座,分为５个建筑群,每群包括１座大

房子与十几座或二十座中小型房子,门均朝向中心广场.居住区内还有窖穴、牲畜圈栏和许多儿童

瓮棺葬等,房屋有圆形和方形的,屋内设有炉灶”⑥.半坡村遗址和姜寨遗址所见新石器时代的聚落,
其基本布局大体一致,围绕聚落中心的公共广场,散布着若干居住小区,小区由一座大房子和数目不

等的中小房子组成.研究者指出:“据对姜寨遗址的研究,认为母系家族成员是住在一所中型房子及

其附近的若干座小房子内”,“住在这些小型房子内的居民,是一对偶家庭的亲属单位”.公共广场、
公共墓地表明聚落居民为同一血缘关系的族众.这应当就是一个“姓群”的聚落,聚落内居住着若干

家族,每一家族又由若干家庭组成.这是一个社会成员地位平等的聚落,众多地位平等的聚落构成

一个大的“姓群”.“对半坡类型进行的考古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亲疏关系层次有别的三层组织,从
小到大,或可与民族学以家族、氏族及部落概念所表述的人群组织相当.”⑦

仰韶文化前期的半坡类型墓葬反映了“姓群”社会面貌.其合葬墓中,“不见成年男子和小孩的

合葬墓,只见到成年女子和小孩的合葬墓”,“可知合葬墓为代表的亲属体的血亲关系,是依据母系传

承的”.“某些女孩获得成人待遇的情况,表明半坡类型的财产乃至权势是依据母系传继,女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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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２卷«远古时代»(修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１、１５３、１４６页.



位,一般高于男性.”①

仰韶文化中后期,“姓群”阶段逐渐进入“氏群”阶段.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反映了

“氏群”社会面貌:“墓地面积大,墓葬数量多(估计在数千座),延续时间长,墓的规模大、中、小齐备,
对于揭示陶寺类型的文化面貌,进而探讨当时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Ⅲ区中部的排

列情况看,仍然保持着氏族墓地的形式.”“同中原许多地方的龙山文化墓地一样,占墓葬总数９８％以

上的中、小型墓,随葬品缺乏,特别是不使用陶器随葬.与中、小型墓截然相反,大型墓有丰富的

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和彩绘(漆)木器等具有高超水平的工艺品.不难看出,龙山文化早期财产和

权力的分化已极明显.”早期大型墓中彩绘蟠龙的陶盘、鼍鼓、特磬、玉 等礼器显示主人的特权②.
这个时期不仅“氏群”内部出现贫富不均和少数特权者,而且“氏群”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逐渐强化.
“氏”群的强弱决定于它拥有的聚落的多少.聚落周围的壕沟当为防御设施,表明大小“氏”群之间的

复杂、紧张的关系.经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千年的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许多“氏
群”在竞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强大“氏群”,如黄河下游的皋陶氏、伯益氏,黄河中游的颛顼氏、帝喾

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农氏,淮河流域的太皞氏等等.在聚落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城郭,龙山文化时

期告别了无“城郭险阻之备”的时代,进入了“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时代.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

了史前时期的城址６０余座,“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两省、内蒙古中南部、长江中

游的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北部、长江上游的西川平原”③.传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④,表明

城郭是“氏群”的中心,其主要功能是保卫“氏群”及其领袖人物.

“无君‘群聚’”社会进化段落与考古文化对应表

考古学文化 旧石器时期
新石器时期

仰韶文化前期 仰韶文化后期 龙山文化

进化段落 “兽群”阶段 “姓群”阶段 “氏群”阶段

从“氏群”阶段进入第二历史时代,乃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对于这个历史

巨变,战国时期的哲人有过精彩的阐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

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

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

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

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⑤先哲认

为,上述两个时代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从“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天下为公”阶段的“大人”是服

务型、奉献型的,通过“选贤与能”的方式递相传承,是谓“禅让”之制;“天下为家”时期的君主是统治

型、专制型的,是通过“大人世及”的方式在宗族内部代代相传,是谓“传子”之制.“氏”群阶段的“大
人”与第二历史时代的“君”有着本质的区别.“天下为公”的“大人”制度,是建立在“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社会与经济基础之

上;“天下为家”的君主制度是建立在“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立田里”的社会与经济的

基础之上.从“禅让”到传子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不仅为«礼记»所记载,近年所获的战国楚简«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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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之道»«子羔»«容成氏»等,对此均有记载.
但是,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并非一蹴而就,更非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不平等时代

才逐步形成的.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更是发展到了诸“氏群”争战称雄的阶段.“昔者,共工与

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

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①所谓“争为帝”就是强大的“氏群”之间争夺共主地位,有的“氏
群”被打败被征服,有的则战胜其他“氏群”而成为雄长,所谓“五帝”就是这些争竞中的优胜者.这些

大的“氏群”集团经过千百年的交流与融合,竞逐与争战,大约在公元前２２世纪之前,黄土高原的黄

帝“氏群”脱颖而出,成为活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最强大的力量,从中衍生出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王朝———夏.
中国历史何以从前国家时代进入国家时代时即实行专制集权,而非如欧洲那样既有专制集权制

度也有民主制度? 而且几千年来这一专制集权趋势愈演愈烈,犹如加速度前进的列车,到了明清时

期皇权专制更发展为皇权独裁,似乎中国历史与生俱来与专制集权政治有着不解之缘? 这种专制集

权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前国家时代又是怎样酝酿而成的? 这种制度形成进入国家时代之后又何以

愈演愈烈而长期不坠?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实际上就是研究古代东方历史特殊性问题,
这对于我们探讨上述问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有学者总结其要为: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专制君主

与农村公社成员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剥削是通过贡赋和徭役而进行的,并强

调这一方式从远古延续至１９世纪初②.马克思所谓“东方专制君主”是与农村、农业相联系的,故其

特点为“接受贡赋的国家”③.因此,要解开中国古代专制集权政治形成并长期延续之谜,必须从中国

古代农业经济及其生产关系去求索.
中国在进入国家形态之后几千年来直至清朝,一直都在实行专制集权制度,这是从前国家形态

时期即种下根源,并从那时起逐渐酝酿、积累并生成的.尽管这个问题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

根本原因却在于漫长的宗族性协作农业.我们试从西周的“藉田”礼以寻绎这种宗族性协作农业与

专制集权制度的渊源关系.
西周的“耤田”礼是一个复杂的礼仪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古人农事的过程,包含准备阶段、开工

阶段、事后阶段.
准备阶段:先由“太史”观察土壤情况,向农官“稷”报告动工日期,由“稷”向周王报告.周王接报

之后派遣“司徒”命令“公卿、百吏、庶民”加以准备,由“司空”负责准备祭坛,“农大夫”准备好农具.
事前五日,乐师“瞽”人报告风情,王接报之后即斋戒沐浴,百官亦斋戒沐浴,期间由“郁人”备好香草

以和醴酒,“牺人”供奉醴酒,王饮醴酒,百官、庶民亦如之.
开工阶段:“后稷”负责监管,“膳夫”“农正”陈设祭品,“太史”引导王入场,“王耕一墢,班三之,庶

民终于千亩.”由“后稷”负责、“太史”协助检查耕作质量,由“司徒”负责、“大师”协助视察耕作者的情

况.耕作完毕,“宰夫”负责、“膳宰”协助陈设膳食,“膳夫”引导王就食,“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

食”.
事后阶段:耤田完成当天“瞽师”“音官”即观察风气土壤情况,“后稷”告诫百官努力督课劝农,如

有土地没有耕种,由“司寇”加以惩处.有关人员前往各地巡视,“农师”“农正”“后稷”“司空”“司徒”
“太保”“大师”“太史”“宗伯”相继巡视,最后由周王亲自率领公卿大夫巡视.其后的田间管理和收获

阶段亦如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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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耤礼”表明,三代时期进行农事是国家大事,举国动员,从国王到公卿百官、各种办事人

员,直至庶民都参与进来了.这是一种有着悠久渊源的传统,故虢文公在讲述西周“耤礼”时开宗明

义说此乃“古者”之事,所谓“古者”不仅限于周族早年以来的传统,也是西周之前乃至前国家时期的

古老传统.这种“耤礼”反映的实际上是史前宗族性协作农业的面貌.“公元前６０００年前后,黄河流

域的中下游地区普遍存在着农业文化遗存”①,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农业以木石工具为主,故必须举

族动员,分工协作方能胜任,西周的诗篇描绘了宗族性协作农业的壮阔场景:“载芟载柞,其耕泽泽.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②在族长率领下族众齐心合力进行耕作.考

古发掘证明了这种耕作方式的存在,殷墟的一个窖穴中曾出土数百把石镰,这与卜辞“[王]大令众人

曰劦田,其受年”③的记载联系起来,不难看到商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情形.由商、周两代可以推知前

国家社会在农具更为原始时期实行宗族性协作农业的必要性及其情形.
西周“耤礼”并非周人独有而突然出现的,乃是源远流长的农事传统方式在礼仪上的反映.“耤”

字本像以木耒发土,其本义即农耕④.商代就有不少关于“耤”的记载:“壬午卜, 贞:呼 耤□”,这
是卜问呼人耤于某地;“丙子卜:呼□耤,受年”,这是卜问呼人耤是否受年;“[□□]卜贞:众作耤,不
丧□”,这是卜问以众人进行耤会不会丧众;“己亥卜贞:王往萑耤,延往”,这是卜问商王前往萑地观

耤;“己亥卜贞:令吴小耤臣”,这是卜问以吴为小耤臣;“甲申卜,宾贞:呼耤,生.贞:不其生”,这是卜

问耤田生长情况⑤.从上述卜辞可见,商王非常关注围绕与“耤”有关的农事,卜问丰歉情况,作物生

长情况,那时的基本耕作者是族“众”,并设置“小耤臣”专司农事,商王观“耤”的记载表明商代与西周

一样也是存在“耤礼”的.
三代的“耤礼”实际上是“氏群”时期农耕社会的遗存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而转化为礼仪形态的,

我们可以由此切入以探索从“氏群”时期如何在农耕之中逐渐产生权力,这种权力如何逐渐转变为专

制集权,专制集权观念又如何成为古代中国民众与生俱来的的群体意识的.其要有三:
(一)从宗族性协作农业中逐渐产生“氏群”领袖.众多人员协作以事农耕,其指挥、组织工作就

变得格外重要.在这种协作过程中,必然出现一些安排、指挥族众分工合作的人员,这些指挥人员在

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培育了威信,得到了族群成员的信赖,从而为成为宗族的头面人物创造了

条件.氏族、部落中经验丰富、能力超群的指挥者就在这种长年累月的农事指挥、组织工作中逐渐脱

颖而出,最后成为氏族、部落的领袖人物,而那些协助领袖人物负责各个环节工作的成员,则发展成

为日后的官员和官僚体制.由于“氏群”组织的长期存在,农事长期由“氏群”首领安排、指挥,“氏群”
成员遂日渐培育、养成了听从强力者指挥的习惯,从而为日后服从专制集权政治准备了社会的、群体

意识的条件.我们从传说中将农业的发明和功业归之于神农氏、烈山氏、黄帝、周弃等“氏群”领袖人

物,就不难想象“氏群”领袖人物如何通过安排、指挥农事以获得威信并脱颖而出的.族众对于“氏
群”领袖人物的崇敬、服从带着血缘亲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这种群体意识被带到国家

出现之后,就变成对于权力的崇敬和服从.
(二)从收取“贡赋”中培育权力.这里所谓“贡赋”与国家产生之后强制性的敛取不同,是在前国

家时期对于农业剩余产品的自愿交纳.古人很早就有了对于自然神、祖先神的崇敬,如甘肃秦安大

地湾发现５０００年前的大型房屋,“应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公共活动场所,主要用于集会、祭祀或举行

某种仪式”⑥.红山文化“‘女神庙’的泥塑群像,反映了上古宗教的一定发展阶段.这些形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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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是受到崇敬的祖先”①.“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一

种大型起土耕具———石犁耜当时对农事的关心,祈求丰收的愿望,对大地母神的崇敬,是红山文

化先民寻求的最大精神寄托,红山文化宗教祭祀的发达和以女神为主要崇拜对象,首先是以农业经

济的发展为墓础的.”围绕“女神庙”的大型积石冢群中发现陪葬丰富的大墓,“大墓主人只能是凌驾

于社会一般成员之上、拥有很大权势的首领一类人物.新的社会关系产生新的社会需要和意识形

态.以发达的多神、主神为表现形式的祖先崇拜应运而生”②.在指挥农事中成长起来的族群领袖人

物,必然同时又是祭祀的主持者,而从农产品中收取祭祀所用贡物亦必然是他们的职责之一.祭祀

用品的交纳经历了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最初,交纳祭祀物品是氏群成员心甘情愿的行动,因为这

是敬奉祖先和神灵所必须.收取贡物的领袖人物从中渔利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权力的扩张而

逐渐产生并日益普遍和加强,原先自愿的交纳逐渐向强制方面转化,原来属于领袖人物为公众服务

的宗教性善举也逐渐演变为牟利的、剥削的手段,国家建立之后遂成为法定义务,所谓“夏后氏五十

而贡”③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三)单一农业经济是专制集权制度沃土.美国人类学者乔纳森哈斯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提

出:酋长制向国家转变必须依赖于“经济权力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则有些酋长制就不可能过渡

为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基本生活资料易得的地方和物质生产分散进行的地方”,前者如资源富庶的

美国西北海岸,后者如生产和分配分散进行的夏威夷,在这样的地方“酋长要控制基本生活资料的生

产和谋取简直是不可能的”④.然而,古代中国的情况与乔纳森哈斯上面列举的情况全然不同,黄
河中下游地区不论土壤还是气候都具有发展农业经济的优越条件,故很早就在这里发展起来面积广

阔的农业经济区,古代中国有足够的“经济权力基础”———农业经济以实现向国家的过渡.加之这一

地区的交通便利,便于相互沟通和联系,易于权力的集中,因此在这个环境之中只要农业经济足以支

持其人口的需求并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产品,便足以支持一个个强有力的、地区性的“氏群”,所谓“当
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⑤,这些“国”就是一个个地区性的“氏群”,这些“氏群”经过漫

长的角逐,于是进入“五帝”时代,一些条件优越、人口众多的强大“氏群”战胜了其他众多的“氏群”而
称雄,又在这些“氏群”竞争的优胜者中出现了以夏禹为首的“氏群”并终于迈进了国家门槛.

但是,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大环境却并不优越.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古代

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由于独特的优越地理条件,诸文明体之间的交流便利,海上贸易发展早,民
众视野开阔、开放,经济上并非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包罗农牧工商经济和奴隶制度,从而在政治制

度上形成君主制、民主制等不同形态;中国僻处东亚一隅,被崇山峻岭和戈壁沙漠包围,周边缺乏先

进的古代文明体,虽然东部临海,但是诸如古代日本列岛社会发展后进、资源贫乏,对于中国缺少吸

引力.在这种地理环境下,限制了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民众视野狭窄、封闭,与地中海周边文明体相

比,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农业经济一直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主干和支柱,虽然家庭手工业和商业

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们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的附庸和补充.这种比较单一的农业经济正是中

国古代历史特殊性的根源.
单一的农业经济形态有别于工商经济、游牧经济等形态的特点之一是它要求生产者与土地牢固

的、稳定的结合.因为在古代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以及天时、季节的制约下,这种经济

形态需要众多的劳动力和大量的时间投入,贾谊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
受之寒.’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这种经济形态下的生产者“春耕夏

４５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家群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６年８期,第１ １７、９７ １０１页.
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１９８６年８期,第１８ ２４页.
«孟子注疏»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０页.
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罗林平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９３页.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九«离俗览第七用民»,第４５６页.



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
四时之间亡日休息”①,然而“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②.东汉人王符也说:“一夫不耕,天下受

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李贤注引«文子»曰:“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
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③由此可见农

业经济形态的这些特点自古以来皆然.在此经济形态下,只有全体民众的绝大多数全年的投入方能

保证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回报④.汉代已经进入铁器、牛耕阶段尚且如此,史前木石工具时代则有过

之无不及.这需要全民投入全年时间,其回报却不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与其他经济形态相比要少

得多.这与哈斯所指“基本生活资料易得”的地方大相径庭,比起畜牧、捕鱼、海外贸易等作业相对艰

难,基本生活资料的谋取是相当不容易的.然而这里的“生产和分配”却并非“分散”进行而是便于集

中进行的,这是由宗族性社会结构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广阔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所决定的,因此“酋
长要控制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谋取”十分方便.这两个方面都为权力的确立和集中创造了优越的

条件.由于这种单一农业经济的投入大而回报少,使得敛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加大,必然日益伴随并

强化高压的手段,加以氏族、宗族结构的不可代替性,中国古代国家就是从这种宗族性协作农业中逐

步酝酿、形成的,这样的国家体制必然是一种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国家产生之后,宗族性协作农业

依然延续,直到铁制农具和牛耕出现,到了第三时代农业生产模式才摆脱宗族性协作农业而逐渐成

为地缘性家庭个体农业,从血缘性“众庶”变为地缘性、个体性的“吏民”.但是,这趟从“氏群”时代发

车的列车已经加速度到极限,“吏民”所受到的控制和剥削更加严重,故这种变化不仅没有影响、削弱

专制集权,反而把专制集权模式由王权推进到皇权,把中央集权推进到极致.这种比较单一的农业

经济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专制政体长期延续,社会发展迟滞的根本原因.长期生活在这种封闭环境

中的人民,其所接触的只有君主专制与集权,以为世界本当如此,天经地义,于是君主专制集权成为

与生俱来的社会意识,从而形成独具东方特色的传统文化.
这种大环境的另一特点是其周边关系的复杂和险恶,被诸多社会发展滞后而经济形态与中原地

区不同的族群环伺,«周礼职方氏»有所谓“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他们无不觊

觎垂涎于这个大粮仓里的粟米布帛,“而亟病中国”,使得立国于中原硕大农业经济区之上的政权面

临易攻而难守的困境,“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于是统一的专制集权成为必要,“桓公救中

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把抵抗四夷入侵视为“王者之事”,“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

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为之”⑤,保护中原农业区成为统一的专制集权的催化剂.

二、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

“氏群”阶段后期,历史从“无君群聚社会”进入了“王权众庶社会”的崭新时代.从夏王朝开始,
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君主时代.“王权众庶社会”先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夏商西周时

期,这是王权众庶社会的形成和逐渐成熟阶段,其中夏朝是雏形阶段,商和西周则为成熟阶段,具有

典型性、代表性.第二阶段为春秋战国时期,其中春秋时期是变化阶段,战国时期是变化的完成阶

段,为进入下一个历史时代———“皇权吏民社会”做好了准备.
夏、商和西周的政体是王权体制.相对于“氏群”阶段的“大人”来说,王权是集权的、专制的,但

是对于第三时代的皇权来说,王权又是相对弱小的、分散的.王权是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相对集

权、相对专制,皇权则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绝对集权、绝对专制,二者有明显区别.王权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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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来说要弱小,这是因为王权是分散的,其权力被分散于众多诸侯和大小宗族,尽管他名义上是

“天下”的共主.王对于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广大“众庶”的掌控,也是分散而曲折的,与后来的皇权对

于其统治基础的“吏民”那种一竿子插到底的严密掌控有所区别,因为王只能直接掌控王室所属“众
庶”,对于数量更多的“众庶”,则必须通过诸侯、宗族进行程度不同的间接掌控.

“众庶”系从前一时代的“氏群”演变而来的.商周时期的“众庶”,在甲金文中或称为“众”“众人”
“庶民”“庶人”等,他们是王族的族众.作为“王权‘众庶’社会”的基本民众、主要劳动者,“众庶”是王

权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
第二时代的社会结构,以王权与“众庶”所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这个时代社会结构中的主体,也

是这个社会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主要矛盾关系是由原生王权与次生王权与

“众庶”的矛盾关系综合构成的,从而形成层级性、多元性的王权与“众庶”矛盾关系,这是这个时代的

特点.我们将王朝创建者的王权称为原生王权,由原生王权所分封的诸侯、卿大夫等不同层级的局

部性权力实体称为次生王权,因为他们是王权在不同层级中的延伸和扩散,他们在自己的疆土范围

内也实行如原生王权那样的的统治方式,到了春秋时期他们纷纷称王就是这一原生王权延伸和扩散

的必然的、后续的效应.除了上述主要矛盾关系之外,其重要者尚有原生王权与次生王权与“野人”
的矛盾关系.三代有所谓“国野之分”,“邑外曰郊,郊外曰野”①.城邑及其外之郊均属于“国”,郊之

外的广大地区属于“野”.王族及其族人“众庶”居于“国”中,故谓之“国人”,他们是有政治权利的族

众;“没有政治权利”的“被征服者、战俘、或移民”,即先秦古籍中的“甿”“氓”“萌”等住在“野”,被称为

“野人”②.论者往往笼统将“国”“野”关系谓之“国野对立”,其实“国野对立”主要是原生王权与次生

王权与“野人”的对立,因为“野人”被王权统治者用于农耕和其他役使.所以,“国野对立”也是三代

时期上述主要矛盾关系之外的又一重要社会矛盾关系.
夏虽然还属于传说的时代,但是其存在的真实性应该是可信的.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的年代

与地理位置恰好在文献记载的夏后期居邑的时空范围之内,其中发现大型宫殿、宫城遗迹,以及诸多

青铜礼器、兵器,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国家水平的权力中心③.夏少康在有虞氏期间“有田一成,有众一

旅”④,说明其时夏也以族“众”进行农耕和作战,后得以中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⑤的记载表明当

时已经有了刑法.这些都说明夏朝已经粗备国家雏形.
殷代的“众”或“众人”是主要的生产者,亦即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而成为商代王权存在发

展的基础.卜辞记载表明商王直接控制着许多“众”或“众人”,云:

　　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囧.二.(«合集»１０)
贞;惠小臣令众黍.一月.二.(«合集»１２)
丙辰卜,争贞:呼耤于陮,受有年.二告.(«合集»９５０４正)
己亥卜,贞:令 小耤臣.(«合集»５６０３)
贞:惠 呼小众人臣.(«合集»５５９７)
[王]大令众人曰劦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１)

上述卜辞表明,商王直接控制着“众”或“众人”为其进行农业劳动,通过“小臣”“小耤臣”“小众人臣”
等低级官吏指挥,或直接下达命令让“众”或“众人”进行农业劳动.

除农业劳动以外,“众”或“众人”还必须为商王当兵打仗,如第一期卜辞:“贞:王勿令 氏众伐

方. ”(«合集»２８)这是卜问是否需要派遣叫 的族长率领其族众前往征伐 方.“氏”即致,“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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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殷代的一个敌国.再如:“贞:登人三千,乎伐 方,受 又.”(«合集»６１６８)这是卜问是否征召三千

众人前去征伐 方.“登”是征召会聚,“乎”有命令之义.这里的“人”即众人①.“众”或“众人”还需

为商王田猎,如:“贞:乎众人出麋,克.”(«合集»１５)这是殷王占问是否命令众人逐麋.“众”或“众人”
还要为商王服徭役,如:“甲午贞:其令多尹作王寝.二.”(«合集»３２９８０)这是商王占问是否命令众多

族长召集族众为商王建造宫室,“尹”是“族尹”,其族众自然是众人.
由此可见,“众”或“众人”乃是商代的主要劳动者,他们需要承担农耕、作战、徭役等义务,亦兵亦

农,他们分别属于商王或各宗族,随时听候商王的召唤.“众”或“众人”不仅掌握在商王手中,也分别

掌握于贵族、宗族手中.
西周在商王朝的基础上继续控制着“众庶”.«大盂鼎»记载西周康王册命贵族名盂者出任王室

官职,首先强调周王“匍有四方, 正氒民”,统治着四方广大土地和民众,然后依照先王法度册命盂

协助王室治理天下,因而向他“受民受疆土”:

　　赐女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

十夫, 迁自厥土.②

康王赏赐盂四位王室官员,并带领从“驭”到“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赏赐夷人而为周臣者十三人,并率

领一千零五十人.“人鬲”即人数③.夷司王臣所率领的可能是“野人”.这１７０９人就是周王赏赐给

盂,用以为其耕作或其他劳役的“众庶”和“野人”.最后命令这些赏赐给盂的人员急速自其原居地迁

往宜地.«大盂鼎»铭文表明,周王统辖的人口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王室直接管理的族人,由“邦
司”所率领的６５９人即是;另一部分是当地的土著,由“夷司王臣”所率领的１０５０人即是.

宜侯夨簋也是西周康王时器,铭文记载康王封宗室名夨者为宜侯:

　　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卌,赐在宜王人十又七生,赐奠七

伯,厥盧□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④

康王赐给宜侯夨土地、住宅之外,还有许多人口,其中的“在宜王人”是已经迁在宜地的王室所统辖人

口,“宜庶人”则是当地的族人.
西周的众庶与商代一样,也是农业的主要劳动者.所谓“庶人食力”⑤,“庶人力于农穑”⑥等记

载,就反映了这一点.上述赏赐盂、宜侯夨的众庶,正是他们所得到的土地上的耕作者.在举行耤田

礼时,“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⑦,表明庶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
众庶不仅是农业的主要劳动者,同时还要承担兵役、徭赋等.«周礼»所载军礼中的“五大”之礼,

虽曰“军礼”,实则反映了众庶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郑玄解释道:“大师之礼用众也”,乃“用其义

勇”;“大均之礼恤众也”,乃“均其地政、地守、地职之赋,所以忧民”;“大田之礼简众也”,乃“古者因田

习兵,阅其车徒之数”;“大役之礼任众也”,乃“筑宫邑,所以事民力强弱”;“大封之礼合众也”,乃“正
封疆沟涂之固,所以合聚其民”⑧.这“五大”之礼全部是针对众庶的,包含了众庶所承担的兵役、徭
役、赋税等负担.夏、商、周王朝是建立在众庶及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

王权与众庶的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王权统治的兴衰成败.
夏王朝之所以被其诸侯商族推翻,是因为商人利用了夏王朝内部众庶与夏王激烈的矛盾,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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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伐夏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状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

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何谓“率遏众力”? “言(夏)桀君臣相率为劳役之事以绝众

力,谓废农功.”何谓“率割夏邑”? 乃“相率割剥夏之邑居,谓征赋重”.何谓“率怠弗协”? 是指众庶

“相率为怠惰,不与上和合”.也就是说,夏王朝对于众庶的剥削和压迫已经超过了其能够忍受的限

度,彼此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从而给虎视眈眈的商汤提供了机会.而商汤为了征

伐夏桀,也必须首先动员自己的众庶并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对商众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
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
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从中可知,商族的众庶对商汤“夺民农功而为割剥之

政”也有怨言,商汤为了平息众庶的不满,除了从正面讲清楚伐夏的必要性之外,还对众庶加以威胁,
说道:“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①充分表现出王权对于众庶的暴力性.从表面上看,夏
王朝是被商汤推翻的,实际上却是被夏的“众庶”和商的“众庶”一起推翻的.武王伐纣与此同理,他
在誓师词中历数商王纣的罪行,说:“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②

“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暴殄天物,害虐烝民.”③概括武王的誓词,就是说纣王的倒行逆施

表现为政治腐败,穷极奢侈,暴虐百姓,残民以逞.这些罪行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自绝于人民,人民因

为忍无可忍,只能起来推翻这个残暴腐败的政权.商纣王的罪行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周武王之

趁机而起号召“众庶”推翻商王朝,与商汤之推翻夏王朝亦如出一辙,历史在重演.其中贯穿着一个

千古不变的铁律,“众庶”是王权的统治基础,基础不稳则地动山摇.
古代的有识之士也曾不断总结王权与“众庶”的关系问题,希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春秋时晋国

乐师师旷与晋悼公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晋悼公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认为:“民奉其

君”则君应当“养民如子”,如果“百姓绝望”,则“弗去何为”? 既然“天生民而立之君”,则君主对民众

的役使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勿使过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君主和众庶的矛盾必

须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剥削压迫不能过度,过度了矛盾就不可调和了,由双方所保持和谐统一的矛

盾统一体就将破坏.如果“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则民众必然起而推翻这个“一
人”④.

中国历史进入君主时代之后,决定历史走向和社会性质的关键有两个:一个是对权力的掌控,一
个是对人力的掌控.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一切,其中一个关键是掌控了人力,两者互为因果.掌控

权力方式的不同,决定掌控人力方式的不同,反之亦然.掌控权力的方式表现为从王权到皇权,亦即

由相对专制集权到绝对专制集权的演变;掌控人力的方式表现为从掌控“众庶”到掌控“吏民”,亦即

由血缘性、群体性的相对掌控到地域性、个体性的绝对掌控的演变.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生剧烈变化,尽管这个时期的变化纷繁复杂,但有两个变化最为重

要,具有历史方向性意义,一是由王权向皇权的演变,二是由“众庶”向“吏民”的演变.
先说由王权向皇权的演变.
夏商周时期确立起来的王权体制,到春秋时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进程始于西周的衰微.

随着西周时期封邦建国制度的推行,建立起众多大小封国,一些条件比较优越的封国在长期竞争之

后脱颖而出,不断形成地区性霸主.这些霸主又经过长期的角逐,最终形成战国七雄.
对于西周王权的衰落趋势,文献已有清晰表述:“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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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无觊觎.”①所谓“本大”是指西周王权,所谓“末小”是指诸侯.但时至春秋,这种等级秩序遭到破

坏,“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②.“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③西周是“天下有道”时期,春秋则进入“天下无道”时期了,王
权日益下移、割裂,由天子而诸侯而卿大夫.西周时期唯周室称王,诸侯一般称公或侯,春秋时期诸

侯开始称王,起初唯楚称王,到了战国时期称王的国家越来越多,周显王四十六年(前３２３)魏与韩、
赵、燕、中山“五国相与王”④,连中山这样的小国也要称王了.在普遍称王的基础上进而称“帝”,秦昭

襄王十九年(前２８８)称“西帝”,同时遣使如齐尊之为“东帝”⑤.国君称号的升级,表明战国七雄对于

加强权力的渴望和趋势.王权从表面上看在日益下移、割裂,实际上却潜藏着权力日益强化和集中

的汹涌潮流,因为与此同时各国都在大力加强君主权力,集权于中央的政治改革在各国争相展开,
“相”的设置为其重要标志,管仲“相”齐是较早的事例,“张仪相秦”则得到了考古资料秦兵铭文“相邦

义之造”⑥的证实.与设“相”同时,还设置武官之长“将”,新郪虎符铭文“右在王,左在新郪”⑦,表明

兵权也在日益加强中央集权.与中央权力趋向集中同时,地方政权也发生重大变革,最重要的莫过

于将原属贵族的封邑逐步改为中央所属的郡县.鲁庄公十八年(前６７６)楚武王攻占权地,任命其大

夫斗缗“尹之”,史言“楚官多以尹为名,此灭权为邑,使缗为长,故曰尹也”⑧.这是一种崭新的制度,
不再将攻占的地方封给贵族作为私邑,而是将其变为国家直辖的地方.这种性质的地方后来陆续被

称为县或郡,于是中央政府所辖郡县日益增多,从而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是中央集权在

地方政治上的表现.到战国末年,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完成,这种情况下,只要将国王称号

改变一下,皇权体制遂水到渠成而登上历史舞台了.
王权与皇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王权是君主的相对专制,其对权力的掌控是多元的,表现出层

级性、分散性的特点,即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⑨,“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

力”.不仅周天子的权力分散于不同层级的诸侯,不同层级的诸侯又将权力分散于不同层级的卿、
大夫、士乃至大大小小不同的宗族.皇权与之不同,乃是君主的绝对专制,是一元性的中央集权.

再说由“众庶”向“吏民”的演变.
“众庶”与“吏民”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多元性的宗族所有制,后者是一元性的“国有制”.“众庶”分

别统辖于大大小小的宗族,分别属于王或各级诸侯贵族等人.“吏民”则全部收归国有,其所有权是

一元的、集中的,直属于最高统治者皇帝.
由“众庶”转化为“吏民”,其转化的关键措施在于编户制度的建立.春秋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

会变化,是随着分封制的式微,诸侯“各君其土,各役其民”的血缘性地方统治体制逐渐被地缘性郡

县乡里制所取代.这个变化为“众庶”之全部收归“国有”创造了政治制度的前提和保证,在这个基础

上进一步的关键性措施就是确立编户制度.对于中国古代编户制度,学者曾作过许多探讨,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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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中晚期就已经产生.迄今所见文献确切记载的编户制度是在秦献公十年(前３７５)“为户籍相

伍”①.及至秦统一全国,便将这种编户制度推行于全国,“众庶”从此变成“吏民”———皇帝直接所有

的编户齐民,此后二千余年专制皇权的统治基础自此形成.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是对人力即人口的掌控,如何掌控人口及掌控人口的

方式,决定了历史形态的演变.中国古代对人口掌控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从无到有,从宽到严,直至最

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紧紧地掌控在专制皇权的手中;中国古代人口掌控的发展演变,正决定了中

国古代政治体制从无君到君主,从王权到皇权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所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环境,
周边没有强大而先进的国家,没有更多的其他资源,唯一的重要资源是人口.人口与另一重要资源

土地结合,成为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一部中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一部人口掌控史,由松散而严

格.无君时代的人口,并无严格掌控,由“姓”群向“氏”群松散演进,王权时代的人口掌控进了一步,
呈现紧缩的趋势,人口由“氏”群缩小为天子、诸侯和大小宗族掌控下的“众庶”,即宗族人口为王与诸

侯所分别直接间接掌控.随着对人口的控制越来越紧,直至历史进入皇权时代,最终人口全部纳入

皇权掌控之下,众庶被分化为个体,编制于户籍之中,被称为“吏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皇权时代

对于人口的掌控不仅限于将“吏民”纳入编户,皇权时代的人口掌控是包括人身和精神两个方面的,
人身方面通过“重农抑商”“地著”等而将“吏民”束缚于土地,精神上则从秦朝的“以吏为师”“以法为

教”,到汉代“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及其后的“三纲五常”等,将吏民的思想控制在皇权体制之中.
从人身到精神束缚着吏民,匍匐于权力而无应有的尊严②,从而严重抑制了他们的自主性、创造性,导
致中国历史发展的缓慢乃至萎靡,最终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落伍③.

三、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历史进入了第三时代———“皇权吏民社会”,直至清朝被推

翻为止.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主要发生两个方面的转变:从权力掌控方式来说,是从王权体制到

皇权体制的转变;从人口掌控方式来说,是从血缘性的“众庶”到地域性“吏民”的转变.
权力的掌控在皇权“吏民”社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时代的王权是多元的、分散的,加

以其时的中国并非统一的国家,故其集权是相对的;皇权体制则基本上是在统一国家中掌控权力,实
行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皇权是一元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是绝对的.掌控了皇权,就实现了对于全

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掌控④,这个体制在中央以听命于皇帝的宰相制度为辅佐,通过州郡县地方行

政体系直至基层乡里,实现对于全国、全社会的直接掌控.从王权到皇权的转变是在人力掌控之从

“众庶”到“吏民”的转变基础上实现的.“众庶”是血缘性的、宗法性的,是各级王侯公卿大夫的分散

性、群体性属民,为多元性的掌控;“吏民”则是地缘性的国家编户齐民,全部直属于皇帝,其掌控是一

元的、绝对的.掌控了“吏民”则对于全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掌控就有了依据和活水源头.在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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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时代,不过距离我们今天百年而已.



权体制下,没有一个阶级可以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唯一的主导者就是皇权.
“皇权吏民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秦至元,第二阶段从明至清.秦始皇确立的皇

权体制,直到明清才有较大变化,中国历史发展之缓慢于此可见.这个变化主要表现为将权力的掌

控推向极致和人口的掌控有所松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皇帝专制体制演变为皇帝独裁体制,这一变化肇端于宋.史言:“及大宋受命,太祖、

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机,征伐刑赏,断于圣志,然后人主之势重,而
群臣慑服矣.”①在制度层面上则确立于明代,以朱元璋废除丞相制、设立内阁制为标志,将权力全部

收归皇帝独断:“自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

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内阁只是协助皇帝阅批奏章、充当顾

问,中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执行皇帝的命令,从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从而把

秦汉以来的皇权专制体制变为皇帝独裁体制.洪武二十八年(１３９５)严申:“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

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②清朝继续明朝这一体制,以南书房、军机处作为皇帝的顾问以

及诏旨的撰拟之所,皇帝直接掌控决策、行政、司法和军事等各方面大权.
另一方面,从秦汉以来确立的对于“吏民”的完全、彻底的严密掌控有所松动.尽管从隋唐以后

国家对于“吏民”的控制便已开始逐渐松动,但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体现出来,却是从明朝中期实行

一条鞭法肇其端,具体表现为将原来按人丁进行的征役摊入田亩,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但推行尚

不彻底.清朝进一步推行“摊丁入地”制度,雍正时将“丁银”并入田赋,“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

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③.至此,从秦汉以来所实行的人头税正式取消,皇权对于“吏民”的人身束缚

有所松动.由于政府放松对户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对工商业的发展、活跃

起了积极作用.人丁税的取消,使“吏民”不必隐匿户口,故从雍正之后全国人口迅速增加,由顺治十

八年(１６６１)的１９１３万人猛增到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的３．０１多亿人④,这与皇权对人口控制的松动

有很大关系.上述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正是这个历史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末世的反映.
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基本手段的小户型农业是“皇权吏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从

秦汉至明清这一基本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表明这一社会经济模式与“皇权吏民社会”的相需

性、相适性、凝固性.但是,两者之间的相适应并非一以贯之、一帆风顺,而是表现为周期性的跌宕起

伏,适应———不适应,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皇朝建立之始,由于两者之间基本相适应,故体现为社会

经济、政治之上升态势,由于皇权统治超限剥削压迫吏民,破坏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吏民被迫抗争,推
翻旧皇朝,其后新的皇朝取而代之,重新调整两者关系,形成了新的平衡,相互适应的状态得以再次

恢复.中国古代从秦至清的历史就得以这样缓慢地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进而言之,我们还可以将这

种权力掌控下的农业社会形态追溯到秦以前,从“氏群”时代到清一脉相承,这样的社会结构基本上

没有根本性变化,踽踽而行已经五六千年之久.
以下从四个方面说明“皇权吏民社会”的主要特征:
(一)“吏民”是皇权体制下的编户齐民

“吏民”一词始见于战国,此后直至明清时期,一直被历代频繁使用.“吏民”,亦通常所谓之“农
民”或“编户齐民”,两千年间名称多样,“黔首”“百姓”“民”“细民”“小民”“编户”“齐民”等皆是.其中

“吏民”一词的社会历史内涵最具丰富性和代表性,从户籍制度而言,它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从社会结

１６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①

②

③

④

李焘撰,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年,第４７４８页.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７２９、１７３３页.
«清史稿»卷一二一«食货志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５４６页.
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８、２５２页.



构而言,它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统治而言,它是各级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①.由于“吏民”统
一编入国家户籍,管理“吏民”户籍遂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如汉代所设“尚书郎”四员,其中

有一人专门“主吏民户口”②.
何以不用“农民”或“编户齐民”而用“吏民”这个词呢? 因为人们多从职业的角度界定“农民”,这

一概念的核心是“以农为业”,实际上“吏民”的成分构成复杂,尽管其主体是“农民”,但并非单一的

“农民”.如用“农民”则有以偏概全之虞.至于“编户齐民”,虽较“农民”稍胜一筹,但是其构成的不

稳定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则编户民之隐匿、脱籍是常见现象,尤其在皇权统治危机时期,流民、逃户

更是大规模地发生;二则从制度而言,也存在某些不确定性,如北宋有官户、主户、客户等区别,其中

有的已经不在一般的编户之内,时“天下户口,日当耗失,小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③,将“客户”
与“商贾”“游惰”并列,其不稳定性于此可见.故以“编户”为称也不完全妥当.尽管“吏民”的具体内

涵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其为广大基层民众的意涵却始终未变.
以往我们并不清楚“吏民”的具体内涵,因为传世文献并无明确记载,现在长沙走马楼吴简首次

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吏民”的内涵、性质的第一手丰富资料.«嘉禾吏民田家莂»一书所载主要为嘉禾

四、五两年(２３５ ２３６)长沙郡境１５８０户“吏民”交纳赋税的明细簿籍,其基本登录格式为:“××丘

(里)××(身份)××(姓名),田(若干),米、钱(若干)”.“身份”栏中分别为“男子”“大女”“州
吏”“郡吏”“县吏”“州卒”“郡卒”“县卒”“军吏”“复民”“士”等.吴简将这些普通农民(男子、大女)、州
郡县吏、军吏、州郡县卒、复民、士等六种身份的人民统统称之为“吏民”.吴简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

得以看到“吏民”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所谓“吏民”并非单纯指普通农民(如上述“男子”“大女”),而
是包含了乡里基层编户中的各种各类人员,除了普通农民之外,还有吏、卒、军吏、复民、士等不同身

份的人群.可以说,凡编制于乡里基层之中的编户均属“吏民”的范畴④.各种身份的人与普通农民

一样,在地方政府的簿籍中一律被称为“户人”,如:

　　平乐里户人公乘万章年六十五苦腹心病　　　　　　　　　　　　　(简⑤９３０７)
吉阳里户人公乘胡秃年卅五筭一踵两足 (简１０２３０)
东阳里户人公乘谢高年卅六筭一盲左目 (简１０２６３)
义成里户人公乘黄硕年六十三刑右足 (简２８９９)
宜阳里户人公乘信化年卌五真吏盲左目 (简２８７２)
小成里户人公乘五陵年卌六给县吏复 (简９４３５)
吉阳里户人公乘胡恕年卅四筭一给郡吏 (简１００４２)
东阳里户人公乘烝谓年廿二筭一给州吏 (简８６４６)

前四位普通农民与后四位“吏”均被称为“户人”———即编户之人,这一称呼表明他们都是国家的“编
户齐民”.他们交纳赋税后的完税凭证也完全按照相同的格式出具,如:

　　都乡男子修[故][故]户上品出钱一万二千[侯][相] (简１７１正

入钱毕民自送牒还县不得持还 １７１背)
都乡男子朱敬故户上品出钱一万二千[侯][相] (简１７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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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钱毕民自送牒还县不得持还 １７２背)
都乡县吏郑郎故户上品出钱一万[二][千][侯][相] (简１７３正

入钱毕民自送牒还县不得持还 １７３背)
前两位普通农民与第三位县吏在交纳赋税后,均被称为“民”而要求他们“自送牒还县”.如果使用

“农民”或“编户齐民”概念的话,一般来说人们容易只将其中的男子、大女视为“农民”或“编户齐民”,
而不容易将其中的州郡县吏、州郡县卒、军吏、复民、士等人认为是“农民”或“编户齐民”,这就与作为

基层“编户齐民”的实际将有较大差距.
吴简所见“吏民”的这种内涵,渊源于战国末期秦国的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的主人公

喜于秦王政元年(前２４６)１７岁那年按照规定而“傅”①,即向户籍所在地履行成丁男子的登记手续.
“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②从此他就要尽编户民的义务而承担徭役了.两年后喜１９岁

被进用为“史”,成为掌管文书的小吏.然后陆续担任过安陆(今湖北云梦、安陆一带)、鄢(今湖北宜

城)的“令史”以及鄢的“治狱”等吏职.秦王政十三年,喜２９岁那年又“从军”,秦王政十五年又“从平

阳军”(平阳在今河北临漳西).当时秦王政正在进行统一战争,故需要从“吏民”中征集兵员.根据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书年”,喜也按照规定“自占年”,向其编户所在地

申报年龄.由此可知,喜作为一位编户民,不仅按照规定履行申报年龄的义务,而且先后担任地方政

府各种小吏,并为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而从军,一身而兼农民、吏员、军人三种角色,这就是战国末年秦

国“吏民”的具体例证.在喜的众多随葬文书中,有一份«语书»,是秦王政二十年南郡的郡守腾发给

本郡所属县、道的文告,强调“今法律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于是他要求所属地方政府吏员公布、宣
讲这些法律,“令吏民皆明知之”③.这里明确将郡县编户民称为“吏民”,这位喜就是中国历史上首位

有翔实史料记载的地道的“吏民”.不久,秦王政打败六国而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秦皇朝,从而把这

种编户制度推向全国.孙吴实行的正是这种编户制度.
“吏民”一词产生于战国时期绝非偶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与期间郡县制度下的编户制度的

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血缘性地方统治体制被地缘性的郡县制地方

统治体制所取代.在郡县体制下的基层逐步建立了地缘性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与这个时期官僚

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时期,统治者对于人民的

管治亦由公卿贵族转而运用官吏,遂确立了“天子使吏治其国”④的统治格局,而“明主”必须“张官任

吏治民”⑤.于是“吏民”这个复合词就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
“吏民”这个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最高统治者皇帝而言,天下的臣民都是‘吏民’;从地方

统治者而言,则其所管治的人民都是‘吏民’”⑥.狭义的“吏民”一般来说是有一定界限的,但其界限

有一个逐步下移的过程.秦代“吏民爵不得过公乘”⑦,则在公乘之下为“吏民”,公乘以上为“官”.公

乘为秦二十等爵的第八级,而公乘之上的第九级爵为五大夫.据此,则公乘与五大夫为“官”与“吏
民”的分界,五大夫及其以上为“官”,公乘以下为“吏民”,即小吏与民.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前１４４)诏
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其下则为“下吏”⑧.五百石以下的“下吏”属于“吏民”之列.“下吏”即
“小吏”,淮南王刘长欲反汉,文帝让帝舅薄昭写信告诫他,其中有曰:“相欲委下吏,无与其祸,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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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颜师古注:“言诸侯王之相欲委罪于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①西汉后期,“官”与
“吏”,或者说“长吏”与“下吏”的分界线有所下移.«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县级官吏“秩四百石至二

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②,这里将二百石以上视为“长吏”,其下则为

“少吏”(即小吏).此后这个分界线被继续沿用.东汉“明帝诏书不得僇辱黄绶,以别小人吏也”③.
«东观汉纪»谓“四百、三百、二百石黄绶”④.“黄绶”属于“长吏”,“小人吏”属于“下吏”,两者以二百石

之上或之下作为分界线⑤.百石以下的“小吏”(或称少吏、下吏)和其他编户民共同构成狭义“吏民”
这一群体⑥.本文虽然基本上使用狭义“吏民”,但有时也使用广义的“吏民”.

孙吴临湘地区“吏民”占田层级示意表⑦

以前我们并不确切了解“吏民”群体中具体的层级情况,基本上是从文献记载的一些零散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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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民”的界定历代均有争议,或谓“吏民“指公卿百官与百姓,或谓指下吏与百姓,而不包括公卿百官在内,争议的实质在于

从广义还是狭义理解不同的问题.参见拙著«先秦汉唐史论»第４７１页注②.
此表据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一书数据进

行统计,在拙著«先秦汉唐史论»所附“«嘉禾吏民田家莂»(四年、五年)‘吏民’佃田数表”(第３３６－４１７页)的基础上增加了１５１户(因
两表统计目的不同,旧表限于户主身份、佃田亩数明确者,本表不论户主身份是否明确,只要佃田亩数明确者即计入),分别为:普通

民户(男)１６ 户 (４１３,４１４４,４１４６,４１５４,４１５５,４１５６,４３０４,４５３２,４５３３,４５７４,４６０１,４７３６,５１０４２,５１１２９,５１１５３,

５１２３８);普通民户(女)２户(５６２４,５６２５);州吏５户(４５１９,４６１４,４６４２,５１２１０,５１２２５);身份不明者１２８户(４２６,４２１１,

４５２２,４５２４,４５２８,４５３４,４５７６,４５７７,４５９０,４５９６,４６１０,４６１１,４６１３,４６１５,４６１６,４６１８,４６１９,４６２０,４６２４,４６２５,

４６２９,４６３２,４６３３,４６３４,４６３７,４６３８,４６４１,４６４４,４６４５,４６４８,４６５０,４６５１,４６５３,４６５４,４６５５,４６５６,４６５７,４６６１,

４６６２,４６６３,４６６４,４６６６,４６６７,４６６８,４６６９,４６７１,４６７４,４６７５,４６７６,４６７９,４６８０,４６８３,４６８７,４６９４,４６９５,４６９９,

４７０１,４７０６,４７１３,４７２６,４７３８,４７８１,５１９７,５３１０,５４４６,５６１４,５６４１,５６８９,５８２１,５１０１７,５１０８７,５１１０４,５１１０５,

５１１０７,５１１０８,５１１０９,５１１１２,５１１１３,５１１１６,５１１１７,５１１１８,５１１２０,５１１２１,５１１２３,５１１２４,５１１２５,５１１２６,５１１２７,５１１３０,

５１１３８,５１１３９,５１１４１,５１１４３,５１１４８,５１１４９,５１１５０,５１１５１,５１１５２,５１１５４,５１１５６,５１１５９,５１１６４,５１１６６,５１１７５,５１１７６,

５１１７８,５１１７９,５１１８０,５１１８１,５１１８２,５１１８５,５１１８８,５１１９３,５１１９５,５１２０２,５１２０５,５１２０６,５１２０７,５１２０９,５１２１１,５１２１２,

５１２１３,５１２１４,５１２１８,０５３,０５８,０７２,０９０).



进行推测,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特别是其中嘉禾四年、五年的“吏民田家莂”为我们提供了临湘地

区“吏民”层级的具体面貌和详细的数据,尽管这只是一个局部地区而且仅有占田数量资料,但仍可

通过解剖麻雀或有助于我们认识“吏民”这一群体的具体构成及其层级分布.
从上表可以看到,孙吴嘉禾四、五年临湘地区的１８５０户“吏民”,每户占田数从１亩至２１８亩不

等,大体呈现为四个层级,区分的依据和标准在于这１８５０户的占田数量和户数的百分比所形成的四

个相近的区块,分别以每户占田９５ ２１８亩、５５ ９５亩、２５ ５５亩、２５亩以下为一个区块,这四个区

块呈现为四个层级,依次姑名之曰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地主层级为总户数的４％,占田１５％;富
农层级为总户数的１２％,占田２６％;中农层级为总户数的３５％,占田３９％;贫农层级为总户数的

５０％,占田２０％.虽然孙吴时期的占田状况不能代表从秦至清两千年的农村情况,但是可以使我们

对于“吏民”的土地占有情况有了一个参照.这四个层级与吴简所见户品亦大体相合,如果我们将富

农、中农视为中等农户,则可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视为上中下三品户等.贫农中占田５亩以

下者与这一层级中占田５亩以上至２５亩者差距较悬殊,如将其视为另一区块———赤贫,则可归之为

“下品之下”户,吴简中的上、中、下、下品之下户品制度应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从吴简来看,１８５０
户“吏民”中的７２户地主中含有各种身份的人:州吏２户,郡吏９户,县吏８户;军吏１户;郡卒１户;
士１户;普通民户(男)３９户、(女)２户;身份不明９户①.以往学术界多以笼统的“中小地主”以指编

户齐民中的地主未必恰当,因为吏民中未必没有大地主,其他群体中的地主未必全是大地主,故以

“吏民地主”称呼这种地主应该更为恰当.
两千年来“吏民”这一称谓基本上一以贯之,而掌控“吏民”则为皇权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楚汉战

争期间,刘邦入关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接收已被推翻的秦皇朝的户口档案,他对项羽派来的代表说:
“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②这里的“籍”,“谓为簿籍”③,即登记吏民户

口的簿册.曹操破袁绍后领冀州牧,亦以掌控“吏民”为第一要务.曹操辟当地大族崔琰为别驾从

事,谓其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崔琰从本地利益出发而对于曹操的做法不以为

然,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

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④辽天庆三年(１１１３)三月,“籍
诸道户,徙大牢古山围场地居民于别土.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骑突至咸州,吏民大惊”⑤.这是命令各

道办理户籍,后面的“吏民”即指所“籍”之“户”.元世祖第五子忽哥赤于至元四年(１２６７)封云南王,
“遣忽哥赤出镇,奉诏抚谕大理、鄯阐、察罕章、赤秃哥儿、金齿等处吏民,俾出赋役,置达鲁花赤统治

之”⑥.其“抚谕”辖境“吏民”的重要措施就是将他们编入户籍,以便征收赋役.明建文二年(１４００)四
月,燕王朱棣挥军进取德州,五月癸酉“陈亨、张信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库,得粮储百余万”⑦,攻占一

地之后的首要任务也是将“吏民”编入户籍.由于“吏民”即编户民,故史籍中有时径以“户”而称之.
如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春,征残元,征西将军冯胜“西次兰州.右副将军傅友德先进,转战至埽林山,
(冯)胜等兵合,斩其平章不花,降上都驴等所部吏民八千三百余户”⑧,冯胜等“抚辑其民,留官军守

之”⑨.这里将所接收的降者以“户”为称,可知所谓“吏民”即编户民.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王国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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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巡抚,“勤敏强记,所部吏民,贤不肖及奸宄姓名,各有记籍,摘伏如神”①,其所部“吏民”与上述

“上都驴等所部吏民”相同,都是其所管治之编户民.
(二)“吏民”是皇权体制的基础

“吏民”是由下层小吏与普通民众为主体组成的基层社会群体,这种“吏民”一体性结构乃是中国

古代皇权统治的基础.
“吏民”是中国古代社会金字塔结构中的底层.东汉明帝时颖川太守葛兴病重,功曹韩棱私自代

行郡事二年,后事发被禁锢.东汉人应劭认为韩棱的行为是“上欺天子,中诬方伯,下诳吏民”②,“方
伯”指称地方政府长官.“吏民”被置于“天子”“方伯”之下的底层.昭帝元凤四年(前７７)“赐诸侯王、
丞相、大将军、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③.此类以“吏民”为社会底层的记载不胜枚举.
皇帝与吏民的关系,汉武帝曾将之比作“心”与四肢的关系,说:“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

憯怛.”基于这种判断,于是“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④,以示对于基层“吏民”的关怀.也有以“爱
子”比拟“吏民”的,如孙权就说:“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⑤诸如此类说法,不烦一一.

皇权时代的统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天子”通过“方伯”以统治“吏民”.司马光总结北宋的皇权体

制云:“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后

上下之叙正,而纪纲立矣.”⑥北宋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犹如汉代部刺

史之职.皇帝通过转运使、州、县而直达吏民,从而实现对全体吏民的掌控.这不仅是北宋皇权体制

掌控吏民的模式,也是两千年来皇权体制掌控吏民的基本模式.
对于“方伯”的重要性,历代皆有认识,汉宣帝说:“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而“及拜刺

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汉宣帝如此重视刺史、守相的人选,正是基

于他对地方长官与“吏民”关系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所谓“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⑦,意即掌控“吏民”
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长官.这个箴言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
推君之治而济之民,吏也.故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驰而败矣.”唐兴,承隋乱离,统治者慎

择州县长官,唐太宗尝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
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⑧南宋咸淳四年(１２６８)叶梦鼎言于宋度宗曰:“祖宗谨重

牧守之寄,将赴官,必令奏事,盖欲察其人品,及面谕以廉律己,爱育百姓.其至郡延见吏民,具宣上

意,庶几求无负临遣之意.”⑨元朝统治者也强调:“养民惟在都督、刺史,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如

路、府、州、县之官,实百姓安危之所系,若以内为重,以外为轻,是不知为政之根本也.”因此,地方州

郡县长官被视为“亲民之官”,北宋真宗咸平二年(９９９)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曰:“刺史、县令,亲
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盖三代之诸侯也以户口增减、垦田多少定其殿最而黜陟焉.如是,
则人民受赐矣!”也就是说皇帝是把掌控“吏民”之责交付地方长官,他们代表皇帝管治、控制“吏
民”.北宋任命地方长官的诏敕中有云:“朕惟吴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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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心,毋以内外为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遗.”径言以当地“吏民”托付给地方长官.故“逐州通

判本以按察吏民,诸县令佐亦以抚字百姓”①,不论州县,无分长官佐官均处于亲民的第一线.明代吏

科给事中吴麟徵上崇祯皇帝言:“今天下民生憔悴极矣! 抚按监司去民稍远,有所施为非郡守不达,
而郡守廉,县令不敢贪;郡守慈,县令不敢虐;郡守精明,县令不敢丛脞.则亲县令以亲民,而朝廷所

藉以综核之者,无过此良二千石而已知府于吏民最亲,委宜择贤久任.”②强调如欲调节好皇权与

“吏民”的矛盾,地方官中又以郡守最为关键.清朝雍正皇帝«谕知府»曰:“国家亲民之官,莫先于守

令.盖州县官与民最亲,而知府又与州县官最亲.凡州县兴利除弊之事,皆于知府有专责焉.是知

府一官,分寄督、抚、监司之耳目,而为州牧、县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宣化于下,所系綦重矣.”③同样

强调知府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职是之故,“吏民”即各级地方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前述秦王政二十年(前２２７)南郡郡守腾将

郡、县、道所管治之基本民众称为“吏民”.汉宣帝时赵广汉为京兆尹,“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
赵广汉的德政得到其所管治“吏民”的称赞.昭、宣时朱邑“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
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④.低至乡里小吏“乡啬夫”亦有所部“吏民”,
其为政之作风更直接关系“吏民”之切肤感受,犹如皇帝伸向基层的触角和神经末梢.秦汉以降,此
类以“吏民”为地方官吏管治对象的记载可谓举不胜举.北周周摇“历凤、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⑤.
唐朝韦恒,“开元初为砀山令,政宽惠,吏民爱之”⑥.韩愈为潮州刺史,“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

苦”⑦.北宋欧阳修“前后历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⑧.元朝朱霁“治扬七年,徽
六年,平江、衢皆五年,所至廉平政理,名声流闻,吏民爱慕,豪强畏伏”⑨.明朝周忱为“工部右侍郎,
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其“久任江南,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驺从,与农夫饷妇

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其驭下也,虽卑官冗吏,悉开心访纳”.这里所谓“吏民”即包

含其所辖“农夫饷妇”“卑官冗吏”等.清代先后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的孙尔准“治闽最久,谙悉其风

土人情,吏民皆相习,政从宽大,闽人安之”.
由此可见,皇帝主要是通过各级地方官吏直接掌控全体吏民.秦汉以降统治者对于吏民的掌控

无不殚精竭虑,诚惶诚恐,其故安在? 就是因为皇朝生存发展所赖之赋税、徭役、兵源,均取之于吏

民,“官之百赋出焉,百役归焉”,故吏民决定了皇朝的盛衰兴亡.掌控吏民的根本目的在于掌控人

力物力,而掌控人力又为其根本,因为掌控了人力就掌控了物力,即由人力而生产的财富.与此同

时,掌控了人力就意味着掌控了徭役和军事等皇权统治所需之人力资源.秦汉以降的皇权体制就是

建立在对于全国人力资源的掌控之上,而这又主要依赖于编户制度的确立.中国古代皇权体制得以

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关键,在于严密的编户制度确保了皇权对人力资源的控制.
与此同时,皇权体制也不断从“吏民”中选拔、游离出少数精英以为文武臣僚以及众多的下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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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故“吏民”亦为维持其统治而须臾不可或缺之供体和活水源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①的古训遂

成为两千年来统治者的座右之铭.赤乌三年(２４０),孙权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

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

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②指出皇权之基础在于“民”,故严禁地方“督军郡守”非法

扰民.张九龄也曾以“甿庶,国家之本”③告诫唐玄宗.五代后梁李琪赞颂后梁太祖朱温“恒以百姓为

心固本之德,浃洽于吏民”④,吹嘘其能够以“吏民”为本,把百姓放在心上.统治者深知“富在编

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⑤的道理,皇权统治的强弱盛衰在于掌

控吏民的多寡.这里应当指出:皇权统治者高唱以“民”为本,并非真正尊重、关心“民”作为个体的权

利和尊严,而是从皇权统治出发强调“民”对于其盛衰兴亡的重要性.
(三)吏民的反抗推动皇权统治周期性调整

两千年间统治者一直在对皇权统治作周期性的调整,从而使皇权体制缓慢地、螺旋式地向前发

展.而吏民的反抗则是推动皇权统治不断进行周期性调整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吏民何以要进行反抗呢? 一般来说,中国的吏民只要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就能够在皇权体制下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完粮服役,从而使吏民与皇权保持在相对协调的矛盾统一体中.“‘吏民’与
‘君’的矛盾对立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则谓之‘治世’,超过了一定限度则导致‘乱世’乃至亡国.”故君

主为治之道就在于调控这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可能打破矛盾统一体,“如此不断调控,循环往

复,以期保持这种和谐、平衡之延续.但是这种和谐、平衡之不断被破坏,从而建立新的和谐、平衡却

是从未中断过的规律”⑥.虽然皇权统治者都希冀实现这种矛盾对立统一体的平衡,他们也知道吏民

是其赖以安身立命和盛衰兴亡的基础,并注重为治之道,以期调节好与吏民的矛盾,然而由于家族性

皇权体制自身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尤其是其所实行的传子制度,又决定了统治者的权力欲、物质欲

等贪婪腐败本性不可克服,从而不断破坏这种矛盾统一体的平衡,肆意侵犯、剥夺吏民的基本生存条

件⑦,从而把吏民逼上反抗的道路,以致从根本上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吏民的反抗导致皇朝周期

性的轮替,新皇朝吸取前朝覆灭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使吏民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从
而出现所谓“治世”.必须指出,皇权时代的“治世”,并非“吏民”普遍丰衣足食、富裕丰饶的的黄金时

代,不过是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不至于流离失所、转死沟壑而已⑧.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

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皇权统治必定最大限度地征敛“吏民”,能够维持“吏民”基本生存条件即属不过

“度”,是为皇权统治之最佳状态.如果超越了这个“度”则必然陷入“乱世”,吏民的反抗规模就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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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的统治理念有代表性.尽管他也深知“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的现状,发出“孤甚愍之”的“德音”,

群臣亦“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但是孙权仍然不能改变其横征暴敛“吏民”的政策,辩解道:“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

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 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第

１１３２ １１３３页)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为使访华,使团成员巴罗记述了他的观感:“不管是在舟山还是溯白河而

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

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
就是人口之众多.”(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３ ５４页)这是一个外国人眼

中的“康乾盛世”.作为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比起一直生活在中国的人的观感应该更为鲜明.使团另一成员安德逊返国途中在

江南地区所见亦然:“我们也惊奇地看到一种不常见的景象,一个泥房和茅屋的村庄,那里的居民所穿着的衣衫和他们所居住的房屋

一样褴褛:这情况与一般人民的勤勉操作不相称,使我不能理解,这地方至少在我看来,应该是个富饶的地区,人民这样地孜孜不倦

的劳作应该获得安适的生活.”(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费振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１８６ １８７页)



激烈和浩大,导致旧皇朝的颠覆和新皇朝的建立,其统治政策的调整力度就会更大而明显.中国两

千年来的皇权体制基本上就是这样螺旋式地、周期性地向前缓慢发展.
以下我们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吏民反抗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的性质和规律.
秦朝首建统一皇权,居功至伟.那么,秦朝的吏民何以起而反抗呢? 一言以蔽之,暴政把吏民逼

上了绝路.史云:“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

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①

“二世皇帝势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为郡县.然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

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

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戍卒陈胜兴于大

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然一人唱而天下应之者,积怨在于民也.”②可见正是由于秦

朝统治者极度役使吏民,导致吏民无法生存下去,这才不得不起而反抗.所谓“上下不相宁,吏民不

相憀”,就是说统治者破坏了皇权与吏民的矛盾统一体的平衡.
这场浩大的吏民反抗,最后由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皇朝取代秦皇朝而告终.西汉皇朝建立之后的

头号问题就是总结秦皇朝覆灭的经验教训,以为自己施政借鉴.针对秦皇朝因过度施为而激化了与

吏民的矛盾,“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

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③的失误,汉初则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作为长期施政方针,“约法

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

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

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贾山于“孝文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④.史称

“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⑤.从表面上看,“文景之治”的出现是汉初统治

者吸取秦亡经验教训的产物,其实质则是吏民的反抗推动历史前进的体现.
隋朝于西晋永嘉之乱二百余年后再度统一了中国.其开国皇帝隋文帝还能够记取历代兴亡的

经验教训,励精图治,“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⑥.
可是传至二世隋炀帝时,却重蹈秦始皇、秦二世覆辙,不过十三年就葬送了隋皇朝.原因在于他“负
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

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
无聊生矣”⑦.他的暴政与秦始皇、秦二世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大兴土木、奢华巡游、穷兵黩武、严刑峻

法等,归根结底还是集中到一点,即过度消耗吏民的人力物力.他继承皇位后从仁寿四年(６０４)七月

至大业元年(６０５)八月短短的一年间,所役吏民有记载者就达两千万人左右⑧,几占全国人口的一半,
这就意味着几乎全部适龄人丁均被征发.此后更无所底止,尤以三征高丽消耗的人力物力最为严

重,“扫地为兵”,“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吏民基本的生存条件被剥夺殆尽,“初皆剥树皮以食

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藳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皇权与吏民的矛盾关系中的

“度”又被严重突破,于是吏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流离道路,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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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猬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①.
在以吏民为主体的反隋暴政风起云涌之际,各种反隋势力再次乘时而起,“宇县瓜分,小则鼠窃狗偷,
大则鲸吞虎据”②.又一个貌似强大无比的专制皇朝轰然倒塌,“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

未之寤也”③.
代之而起的唐朝,在其前期也因切身感受到吏民反抗的威力,使专制皇帝的头脑再次变得清醒

和理智起来,针对隋朝的暴政而采取一系列缓和与吏民矛盾的诸多措施.武德九年(６２６)唐太宗“与
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

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傜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

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唐太宗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

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④表明

他对于吏民的重要性及其与皇权体制的矛盾关系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贞观二年(６２８),唐太宗谓

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

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曾在隋朝任官的唐朝大臣王珪

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 失所以安

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

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

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⑤唐太宗君臣的讨论又进了一步,提出了专制皇朝如何能够不仅在初期而且

长期恪守以民为本的问题.不过我们从无数历史事实中看到,如果皇权专制体制不改变,则这种理

想也只能停留于口头上罢了.
唐朝的建立及“贞观之治”的出现,再一次体现了吏民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秦末、隋末统治者犹如发高烧的急症病人,那么明末的统治者则如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人,

早已病入膏肓,药石无功了.明朝从中期以后即陷入政治腐败、社会危机深重的泥淖之中,最高统治

者昏庸腐败,懒政庸政,“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廉
远堂高,君门万里’,无怪乎上下否隔,朝政日非”⑥.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南京各道御史言:“台省空虚,
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对于这么严重的奏言,其处理却

是“不报”.“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

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⑦

皇权统治的腐败昏庸,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吏民.首先是各种繁重的“加派”接二连三强加在吏

民身上:“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
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

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于是始”,“其后接踵三大

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

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

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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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于九厘外亩复徵三厘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①.也

就是说仅“辽饷”一项,从万历四十六年每亩加征三厘五毫,至次年再加三厘五毫,而为七厘,再次年

又加二厘而为九厘,崇祯三年又在原有基础上加三厘,共为十二厘.基层吏民无异于明王朝的提款

机,只要他们有需要,就从农民口袋里掏钱.除了“辽饷”之外,还有“剿饷”“练饷”等名目的横征暴敛

纷至沓来,“今之边饷取之愈穷愈急,用之愈滥愈增,以十室九空之民,半餋有名无实之军,半饱有去

无来之虏”②.因不堪敛索而“逋赋”现象日益严重,“自顷岁以来,逋赋日积,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

空.盖其原不独在征敛之日增,而在科派之无别,是以使重者之益重.其弊亦不独在征输之日急,而
在隐漏之多端,是以使困者之益困”③.除了田赋之外,还有诸多征敛,“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

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
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④.

其次,明代的徭役并不比赋税为轻.“民所患苦,莫如差役”,“世宗营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

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

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
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

得少休.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僭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二百余年,民力殚残久矣”⑤.
复次,由于皇权统治的腐败,导致依附于皇权的“官田”恶性膨胀,皇庄以及诸王、公主、勋戚、大

臣、内监所赐乞之庄田大肆泛滥并与民争利,“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⑥.这种所谓

土地兼并实际上是皇权体制所赘生的毒瘤,不仅侵害一般吏民,实际上也在侵蚀着皇权体制的基础.
由于明朝内部激烈的社会矛盾,其统治的腐败、衰乱,必然导致强邻的窥伺.万历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后金宣布“七大恨”大举推动反明战争.这使危机重重的明皇朝更加雪上加霜,而这场战争又

加重了吏民灾难,“辽饷”的不断加码即其反映.在上述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之下,被逼入绝境中的吏

民被迫纷纷背井离乡,成为逃户或流民,“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⑦.流

民问题成了明代社会的严重问题,“所在饥荒,流民千百成群,攘窃剽劫日闻,久而不散”⑧.吏民逃亡

四方,饿殍遍野,转死沟壑,流民的暴乱又反过来促使更多流民出现,形成恶性循环.所谓“荆、襄寇

乱,流民百万”⑨,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总之,明朝中后期统治者在“不知不觉”中又越过了保持皇权与吏民于统一体之内的那个“度”,

踩越了这条红线,置吏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从明代中后期吏民

的反抗就此起彼伏,如烈火燎原,愈演愈烈,最后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大规模反抗狂潮,终于将

明皇朝推翻.
清初统治者汲取明朝灭亡的教训,调整对待吏民的方针政策.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刊行«赋役全

书»,以纠正明朝赋役征敛中的乱象,诏称:“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
给人足.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可

见清初统治者也认识到过度剥夺吏民,以致“民不堪命”,乃是明皇朝“国祚”不永之根本原因,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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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民有制,休养生息”.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废除明朝横征暴敛的措施,以抒民困.史称

顺治之世“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二月壬

午,诏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①康

熙五十二年诏:“嗣后编审增益人丁,止将滋生实数奏闻,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
续生人丁,永不加赋.”②也就是说将“丁银”固定在康熙五十年的水平上,此后增加的人丁则“永不加

赋”.康熙末年局部地区将“丁银”摊入地亩之中,谓之“丁随地起”③,后又将这一制度全面推行,成为

全国性制度,此即所谓“摊丁入地”之制.“摊丁入地”之制的实行具有历史性意义,伴随皇权体制两

千年来的人头税至此正式取消,编户吏民只负担田赋而不再负担口赋,意味着吏民对皇权的人身依

附关系有所减轻,吏民得以从“地著为本”中解脱,从事工商等业,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

用.所谓“康乾盛世”的出现,从吏民的角度来说,意味着他们又开始获得一段苏息的时代.
两千年来对于人口的掌控与反掌控的斗争贯穿始终,皇权体制通过编户制度,将吏民牢牢控制

于手中,吏民则通过“隐丁匿口”或逃亡等方式进行抗争.由于吏民长期的抗争,皇权统治对于吏民

的人身控制遂逐渐有所调整、松动.唐朝的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④,赋税开始从“丁
身”转向“资产”为主.明中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

解,雇役应付”⑤,也是统一以田亩为准,按照人丁和田亩的一定比例缴纳赋税,已包含着摊丁入地的

义涵.及至清代康、雍之际,完成了这一改革,正式实行“摊丁入地”.在人口掌控斗争中,吏民一定

程度上摆脱了皇权体制的完全掌控而有所松动,在人身解脱方面迈进了一步.“续生人丁,永不加

赋”政策的推行,导致中国人口数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２年)全国人口数为

六千万人左右,直到明朝其最高人口数为永乐元年(１４０３)的六千六百余万人,不过比西汉平帝时增

加了六百多万而已.但是到了清代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开始突破亿级,而达１０２７５００００人.接着,乾
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达到两亿,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达到三亿六千万⑥.

(四)吏民与皇权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

“皇权吏民时代”的社会结构,其主体是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还存

在地主与佃农、雇工这种次生统一体,以及附丽其上的工商业者、奴婢等.
每个社会中都会存在着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如何确定其中一组矛盾为主要矛盾呢? 所谓主要

矛盾,质言之,就是这一对矛盾关系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矛盾关系,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盛衰兴亡、治乱

安危及其走向,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民众的生存状况.据此,则秦至清的两千年间的社会主要

矛盾就是吏民与皇权的矛盾.上文所阐述的三个专题,实际上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吏民与皇

权的矛盾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兹作进一步的申述.
贞观十八年(６４４),唐太宗谓侍臣曰:“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乘舟,又谓曰:‘汝

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

畏惧!’”唐太宗把“人君”比喻为“舟”,把“黎庶”比喻为“水”,指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

一著名的政治言论,实际上已经深刻地论证了吏民与皇权这一主要矛盾的关系.承载皇权的主要是

吏民,颠覆皇权的也主要是吏民.刚刚经历了隋末吏民反抗风暴的唐太宗,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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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关系究属何者有着深切的体验.据记载,他还通过其他种种事例以教育太子,“见其临食将饭,
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

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①这些

事例贯穿着一条主线:对待吏民要“不夺其时”,“以时消息,不尽其力”②,不要过度役使吏民,以免越

过吏民与君主之间矛盾的那个“度”,带来覆舟之戹,身死国灭.
唐太宗将吏民与皇权关系比拟为“水”与“舟”的关系,千百年来被人们反复征引,但这并非他的

首创.早在三国时期孙吴的骆统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见解,他上疏孙权曰:“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
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③

明确指出“国家”与“民”的关系犹如“水”与“舟”的关系,不可扰之,不可欺之,否则将导致危亡.后来

唐太宗进一步发挥了骆统的这一观点.皇权统治者从治国理政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了与“吏民”的
关系是皇权统治生死攸关的最为重大问题.

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也是这一历史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中国古代的地主,广义而言包括“皇权

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种.“皇权地主”主要由皇帝、皇室地主、官僚地主构成.“皇权地主”寄生、依
附于皇权,是在皇权土壤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同时随着皇权的衰亡而衰亡.一个新皇朝的建立,随之

形成发展起来一个相应的皇权地主群体,与此同时旧的皇权地主群体亦随着旧皇朝的灭亡而灭亡.
两千年来随着皇朝的更替而不断地兴起—灭亡—再兴起—再灭亡,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他们的形

成发展及衰亡均不是经济原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原因作用的结果.皇帝是最高的地主,不仅名

义上全国的土地和吏民都属于皇帝所有,他还运用皇权而占有大量土地、山林川泽.他们有专属于

自己的财产,秦汉时期中央设置专官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所谓“共养”,即供给皇帝所

需,所谓“少府以养天子也”④,“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泽陂池之税以供王之私用”⑤.相国萧何为民

请命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汉高帝大怒曰:“相国多受

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⑥表明皇帝视山林园囿为私家所有.唐代以“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

得程其多少”.⑦ 皇帝还直接经营田产,明清时期以皇庄为标志的皇帝田产达于高峰,大肆侵占民田,
直接“为厉于民”⑧.皇室地主即皇帝家族、宗族为主的地主,包括诸王、公主、外戚等,他们通过皇帝

赏赐、奏讨或依仗皇权侵夺民田而无限扩张,西汉宗室诸王在封国内“衣食租税”,西汉前期全国约５４
郡,刘氏诸王所占３９郡,几乎“分天下半”⑨.其在封地内又大肆扩张土地,衡山王“数侵夺人田,坏人

冢以为田”,淮南王“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明代的王府田庄更是

恶性膨胀,仅清初将明代藩王的田庄“更名田地”后最少有二十多万顷,则明代藩王所有土地实际上

远远超过此数,而且都是肥沃的良田.明代全国土地５４３２５５３．７９顷,二十万顷约占全国土地的

３．６８％.如果加上皇帝、勋戚、中官之田,则皇权地主所占土地是相当惊人的,故当时“为民厉者,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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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第１２５页.
吴兢:«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第１２５页.
«三国志»卷五七«吴志骆统传»,第１３３６页.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７３１ ７３２页.
«续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注引«汉官»,«后汉书»,第３５９２页.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２０１８页.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第１３４７页.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第１８８８页.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９４页;«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第２８２５页.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３０９５、３０８５页.
参见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第２２８页.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明代全国土地从洪武１４年至思宗崇祯年间共有２４个数据,合计１３０３８１２９０９９

亩,平均５４３２５５３７９亩,合５４３２５５３．７９顷.



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①.成都平原自灌县至彭山县一带沃壤“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

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②,蜀王侵占了大部分优质耕地,吏民只占有十分之一的土地.一个新皇朝的

建立,必然随之建立一套完备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成为皇权的实施者.皇帝在赋予他们政治权力之

外,同时赋予他们经济利益,于是庞大的官僚地主队伍亦应运而生.官僚地主的主要成分是群臣百

官乃至宦官,他们也是通过皇帝赏赐或依仗皇权侵占等方式而成为地主并进行扩张.汉哀帝时赐宠

臣董贤“二千余顷”,以致“均田之制从此堕坏”③.东汉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举劾中常侍侯览“贪侈奢

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小黄门段圭“家在济阴,与
(侯)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④.明代“奄人多夺民业为庄田”⑤,“锦衣

卫带俸指挥同知周彧翊圣夫人刘氏,屡蒙圣恩,给赐田土,其数不赀.今彧又求武强、武邑二县地共

六百余顷,刘氏又求通州武清县地三百余顷,俱蒙俞允”,“名曰求讨,实则强占”⑥.“熹宗时,桂、惠、
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
与国相终云.”⑦

“吏民”中的地主我们谓之为“吏民地主”.“吏民地主”与“皇权地主”有着质的区别.一般来说“吏
民地主”并不因皇朝的盛衰兴亡而盛衰兴亡,他们的形成、发展及衰亡,主要不是政治原因,而是经济原

因作用的结果.“皇权地主”属于统治集团营垒,“吏民地主”属于被统治者.皇权地主在本质上是皇权

统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种体现和产物.吏民与皇权的矛盾包含着与皇权地主的矛盾在内.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皇权是皇权地主阶级的统治或专政,更不能说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和专政了,

皇权是高踞、君临于社会任何集团、阶级或群体之上的,皇权地主仰承于皇权的鼻息而存在、发展,但
是它的存在、发展如果触犯了皇权利益,则随时可以被剥夺.所以在第三时代,不仅“吏民地主”不能

成为社会的主导者,“皇权地主”也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只有皇权才是社会的主导者.皇权地主

既已在政治上依附于皇权,在经济上也不可能发展成为什么先进的力量,如果他们在经济上有所发

展,基本上仍然走的是扩张田产、发展地主经济的老套路,但是其扩张如果超越了一定限度,便会与

皇权发生矛盾,于是就会被抑制或取缔.他们也不可能去发展海外贸易或进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皇权体制下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基本上堵住了这条道路.即使这方面偶尔有某些动作,也是

掌控于皇帝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海外贸易,例如汉代的黄门译使通南海唐宋时期的“市舶”或明代的郑

和下西洋均属这种性质,汉代和明代的两次海外贸易举动虽然时隔一千多年,但是其基本特征并没

有变化,都是完全操控于皇帝之手,其具体负责者都是宫廷宦官,汉代的黄门译使与明代的太监郑和

身份是一致的,其基本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是为了弘扬皇权声威,致海外诸国来朝,虽然

也包含某些经济上的诉求,但主要是为了满足皇室的奢侈需求,与社会经济没有什么关系,于社会经

济的发展变化也不起什么作用.
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主要从两个方面而发生,一方面是因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而发生,另一方面

是因部分农民租佃地主土地而发生.这些矛盾冲突在这一历史时代的后半阶段尤为突出.北宋时

期,已经出现“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⑧的情况.乾兴

元年(１０２２)有上封事者言:“圣朝开国以来,天下承平六十余载,然民间无蓄,稍或饥馑,立致流移,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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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赋税之未均,形势豪强所侵扰也.又有诸般侥幸,影占户门,其户田下土稍多,便作佃户名字,若
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但是如果地主兼并土

地过于膨胀时,也会损害皇权利益,因而加以干预,故皇权也经常采取抑制兼并的限田措施.上述封

事上奏后,“诏三司委众官定夺奏闻,三司参议,欲应臣僚不以见任、罢任所置庄田定三十顷,衙前、将
吏合免户役者定十五顷为额”①.由三司拟定占田的额度,以抑制兼并就是这种情况.王安石变法中

的方田均税法就有清丈土地,抑制兼并的内容.明代张居正改革也是首先从清丈土地开始,以抑制

兼并为初衷.这些改革虽然不能真正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但是表明土地兼并在一定情况下受到皇

权限制的.因此,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的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矛

盾.至于皇室、公主、贵族、宦竖、权奸的大肆侵占公私田地,特别是像明代那样官田的恶性膨胀,其
性质与一般的土地兼并已有所不同,而是皇权统治恶性发展的产物,从而成为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

的组成部分了.由于土地兼并发展起来的租佃关系,必然形成佃农与地主的矛盾关系,故佃户处境

悲惨的记载亦时有所见,但是,沦为佃农者毕竟是农民中的部分成员,大多数农民还是拥有小块土地

的自耕农,这是国家编户的主体.而且租佃关系不仅发生在地主与佃农之间,还发生在一般农民之

间②.租佃关系不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还含有农民之间的互助互利关系.由于契约性租佃

关系的发展,则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佃农与地主的矛盾关系.还必须指出,皇权对于“吏民”的征敛是

以国家权力为依托而实施的,是为国家行动;地主对于佃户的征收一般来说国家权力并不介入,是为

私人行动,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虽然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这一历史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是它

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这一主要矛盾,而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决定性的矛盾关系.
唐代的诗歌是其社会现实的反映.我们从唐诗中很难看到反映农民与地主矛盾的诗篇,而大量

的却是反映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的诗篇,可谓俯拾皆是,就是吏民与皇权为社会主要矛盾这种社会

现实的反映.白居易«杜陵叟»一诗描述了唐都长安郊区农民所受赋税之苦的情景:“杜陵叟,杜陵

居,岁种薄田一顷余.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③类似这种情况而卖儿卖女以应征敛

也颇常见:“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④农民一边收割一边在挨饿,收麦时节在田间拾麦穗

的“贫妇人”是因为“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⑤.辇毂之下如此,深山穷谷亦然:“老农家贫在山住,
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⑦于

是国库很快就爆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夺自农民的血汗筋骨最

后却是“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⑧.
徭役对于吏民的残害较赋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杜甫的“三吏”“三别”与«兵车行»,白居易的

«新丰折臂翁»等脍炙人口的诗篇,无不反映了徭役兵役对于小农生命财产的戕害和摧残,直接造成

大量人员的伤亡,消耗了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严重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形成恶性循环.诸如此类揭露

赋税徭役之苦,控诉皇权对于吏民的残暴压榨的诗篇,在唐诗中不胜枚举,这正是皇权与吏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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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平时了解到的租佃关系有很大差别:传统我们会认为出租土地的地主出租土地是为了剥削,租佃土地的佃农会是因没有土地

而被迫租用土地过活;而表中的情况是,租佃土地的一方经济实力会更好一些,反而出租土地的地主在租佃关系中稍为被动.”见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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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反映.唐诗之所以很少见到反映农民与地主矛盾的诗篇,并非唐朝诗人

“阶级觉悟”不高,而是社会现实即如此.并且,上举诗篇所反映的还不是皇权征敛吏民超过临界点

时的状况,而是日常的状况,有的甚至还是在“开天盛世”时段内的情况,只此已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皇

权与吏民这一主要矛盾的尖锐性.
如果说上述还属于法定的“正常”征敛的话,那么在“正常”之外的征敛对于“吏民”的侵害有时更

有过之无不及:“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至于盐铁、
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搉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①一

言以蔽之,就是千方百计最大限度从“吏民”身上榨取到更多的民脂民膏,仅以其中的“进奉”而言,从
号称“开天之治”的唐玄宗时期开始,官僚为了“结主恩”,肆意“剥下媚上”,号曰“进奉”,“常赋之外,
进奉不息.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锜浙西,皆竞为进奉,以
固恩泽.贡入之奏,皆曰臣于正税外方圆,亦曰羡余”.这种“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责”的行为,得
到了皇帝的鼓励,对于“进奉”丰厚的官僚“日益眷之”,以致“民物耗弊,天下萧然”②.到了唐末,皇权

与“吏民”的矛盾更加尖锐而至不可调和,“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

相救”,“百姓无所归命.官乱人贫,盗贼并起”③.“吏民”被迫纷起抗争,试图通过暴力推翻唐皇朝的

统治以走出绝境.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扬州大学李文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欣副编审,首都

师范大学张金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项旋讲师大力协助,并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扬州

大学曹万青同学,北京师范大学崔启龙、张俊毅同学在资料搜集方面做了很多帮助,谨致谢忱.学涉

囿限,急就成篇,疏谬之处,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正焉.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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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

鲁 西 奇

摘　要:西周时期,齐国遵循周制,以国、野二元体制作为基本统治制度,“参其国而伍其鄙”,即将“国

人”区分为三部,而将其所统治的土著人群按地域分划为五个区.齐桓、管仲改革,重整国、鄙二元体制:在

国中实行兵农合一制;在鄙中实行军、民分治之制.无论国、鄙,其乡里控制体系,皆由伍或轨(五家)、里或

邑(三十家、五十家或百家)、乡(二百五十家或五百家)三级组成.金文所见春秋晚期齐国的乡里控制制

度,当是邑(乡)—里二级制.陶文所见战国时期齐国的城乡控制体系,在临淄城中实行“闾—里”制,在乡

村地区则实行“卒—乡—里”制,其控制结构与春秋时期大致相同,只是在“乡”(邑)之上增加了“卒”(又分

置左右敀).委派“立事”分治临淄城内外各区(“闾”),以及在“乡”之上设立“卒”,说明齐君强化了对城乡

社会的直接控制,而贵族在城乡社会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则受到削弱.

关键词:乡里;齐国;控制体系;今本«管子»;陶文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１．０５

齐在立国之初,大抵遵循周制,以国、野二元体制作为基本统治制度①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
太公封于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种,其强族有薄姑氏.周初铜器 方鼎铭文曰:

　　隹周公于征伐东/夷、丰白、尃古,咸.②

“尃古”,即薄姑,或作蒲姑.«左传»昭公二十年(前５２０年)晏婴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杜预注:“爽鸠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荝,虞、夏诸侯,
代爽鸠氏者.”“逢伯凌,殷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间代逢公者.”③ 则知齐国所统治的当地土著

人群,乃是包括薄姑在内的诸种人群.小臣 (或释作“ ”) (簋)铭文曰:

　　 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唯/十又一月,遣自 师述/东 ,伐海眉. 戉复/
归才牧师,白懋父承/王令易自率征师五/ 贝.小臣 蔑历 贝,/用乍宝奠彝.④

铭文记伯懋父率殷八师,征伐反叛的东方海眉地区.“海眉”,当即海湄,亦即滨海地域.“五 ”之
“ ”从“鹵”,显指滨海盐卤之地.五 ,盖伯懋父将征服之地分为五个区域.此五 ,很可能就是西

周时期齐国统治“野人”(夷人,包括薄姑等)的五个区域,或即后来«管子»所说圣王之治其民“叁其国

而伍其鄙”中的“五鄙”.«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治国,“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

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⑤ ,则齐对于统治区内的土著人群,以宽简治之,遂得人民多归之.“伍

　

作者简介:鲁西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①　胡新生:«西周时期的国野制与部族国家形态»,«文史哲»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赵伯雄:«从“国”字的古训看所谓西周国野制度»,

«人文杂志»１９８７年第１期;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 ６６页;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７９年,第２１ 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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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鄙”既有其历史渊源,“叁其国”亦有可能.换言之,齐国在建国之初,很可能即将国人区分为三部,
而将其所统治的土著人群按地域分划为五个区.

受到资料限制,我们对西周时期齐国的乡里制度方式所知甚少,然今本«管子»各篇以及齐地所

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陶文,却给我们认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提供了丰富

的材料.本文即试图细致分析今本«管子»各篇有关齐国治理的言论,以尽可能窥知春秋时期齐国乡

里制的某些真相;综合使用今见齐地所出春秋晚期至战国的陶文,考证其中所见与乡里控制相关的

一些职名、地名,以阐明其义,并将之联系起来,以形成对战国时期齐地乡里制的总括性认识;最后则

将今本«管子»等传世文献有关齐国乡里制的记载,与陶文所反映的齐国乡里制的某些实际情况,加
以综合、比较,以究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乡里制度的基本结构与实质.

一、今本«管子»所述齐国乡里制及其变化

«管子小匡»详记齐桓公与管仲之问答,录管仲所对之改革方略,云:

　　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谨用其

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
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

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

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

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率),[卒](率)有长.十[卒](率)为乡,乡有良人.
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①

“参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韦昭注:“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②.则“鄙”即«周礼»所说

之“野”.因此,管子的设计,乃是遵循“昔者圣王之治”,将齐国的“国人”分为三部分:桓公亲领一部,
十一乡;高子、国子两个上卿各领一部,分别为五乡,即所谓“参国”,即三分其国(当理解为把国人分

为三部分,不能理解为在空间上把“国”分为三部分).齐公与高子、国子各为一军,是为三军.国人

的编组,实行轨—里—连—乡四级制,轨五家,里五十家,连二百家,乡二千家.鄙人则分为五,故称

为五鄙,每鄙各置有属,每属三乡,是为十五乡.鄙人的编组,实行轨—邑—卒—乡四级制.属帅(或
作师)掌管“武政”,乡良人统管“文政”.五鄙之中文、武分途,似乎说明其属帅非常设之职,仅在有武

事时置帅以领军.而其所领之军,大抵亦与«周礼»“遂人”所领之辅助兵相似.
«管子小匡»说齐桓公接受了管子的计划:

　　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

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
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

乡一师,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

曰搜,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③

据«国语齐语»,此段叙述乃是指“国”中之制.轨—里—连—乡的居民编组,与伍—小戎—卒—旅

的军事编组相对应.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既为平时居民编制各级组织的首长,也是战时军队

编制的各级指挥官.“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④,就是兵农合一制.
每旅二千人,国君直接领十一乡十一旅,为一军,共有二万二千人;国子、高子各领五乡(五旅),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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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各为一军,合为四万二千人.
今本«管子小匡»未述及管子规划的制度在“鄙”中实行的情况.«国语齐语»记管子回答桓

公“定民之居若何”时说:

　　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
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焉;立五正,使各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

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
五家为轨,邑有六轨、三十家,卒三百家,乡三千家,县九千家,属九万家,齐有五属,各置大夫领之,当
有四十五万家.«国语齐语»又说:“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其寡功者而谪之.”“五属大夫

于是退而修属,属退而修县,县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①那么,在鄙中的

邑—卒—乡—县—属体系似确曾建立起来.
管仲、齐桓在乡里制度方面的改革,在分别国、鄙,国鄙异制方面,是遵循“周制”原则的②.较之

于“周制”,最大的变化,是在编组国人的“里”之上增加了“连”(二百家)和“乡”(二千家),在编组鄙人

的“邑”之上增加了“卒”(三百家)和“乡”(三千家).«礼记王制»“十国以为连”、“三十国以为卒”句
下郑玄注:属、连、卒、州,“犹聚也”③.连、卒都有集合、聚集之义,与“族”相同.

«管子小匡»于记在国中实行轨—里—连—乡之制后,接着记载说:“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

问焉.”国中二十一乡之长皆向齐桓公报告,说明乡是齐之“国”最重要的行政层级.乡长举其乡之贤

者,“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又“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又说“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

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④.其辞皆径称“乡里”,而未及二百家之连,说明在轨、里、
连、乡四级中,里与乡比较重要.同样,在齐桓公对五属大夫的考察中,乡和邑也比较重要.

«管子小匡»«国语齐语»所述春秋初期齐国的乡里制,虽然略有差异,然大致相同.然而«管
子立政»篇所述,却与«管子小匡»«国语齐语»所述有很大不同: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

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筦

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
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

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

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
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

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⑤

这里的叙述,起首谓“分国以为五乡”,然其下文又说:“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

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

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

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⑥则其所述“分国”之“国”,仍然是«管子小匡»«国语齐语»所说的

“参其国而五其鄙”之“国”.按照这里的说法,齐将“国”分置五乡,而将“鄙”分置五属.五乡之制与

齐桓、管仲所定的二十一乡之制大异,若其属实,则此处所述,必当是齐国后来调整之后的制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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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乡与五属均直接受宪于君,不再有“高子之乡”“国子之乡”,显然君权得到了强化.根据这里的说

法,是把“国”分为五个乡,乡各有五个州;每州有十个里,每里有十个游.据乡、州、里之间的关系推

论,每游当有五个什、十个伍,亦即五十家.若然,则里有五百家,州有五千家,而乡有二万五千家,那
么,齐的“国”共分为五乡,当有十二万五千家.这个制度,与齐桓、管仲改革时所定的国、鄙分治之制

不合,与齐国军制亦不相合.在这个制度设计中,里成为乡村控制的基本单元与居民居住的基本单

元,每个里都筑有“障”(土垣),堵塞旁出的小路(匿),出入道路受到管制(“一道路、专出入”).里有

司称为“里尉”,应当是武职.里中居民出入、衣服、日常生活均受到伺察管制,其军事化程度显然得

到了强化.
«管子立政»虽述及五属大夫,然未及鄙中乡里之具体建制.«管子乘马»篇云:

　　命之曰地均,以实数.方六里,命之曰[里](暴),五[里](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

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之).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

伍,十家而连,五连而[里](暴),五[里](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

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
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

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①

里—部—聚—乡—方,是田地分划制度;伍—连—里—乡—都,是居民编组制度;聚—离—制—田—
夫—家,则是役制.事者,侍也.所谓器制,则当是出军资制度,每乘有甲士、白徒若干.这里所述的

制度,不能完全通解.其上文述及山林泽薮,而上引文字中述及事制(役事)与器制,却不及军制,并
没有军队编制与其相配套,说明它应当是适用于“鄙”中的制度.若这一认识不误,那么,此处所述,
可能就是与«立政»篇所述国中之制相配套的“鄙”中之制.这里的记述,每“里”有五十家,“乡”有二

百五十家,“都”有千家,那么,“都”再上一级的编制,应当就是“属”.
今本«管子度地»篇的成文年代明显较晚,其述管子之言曰:

　　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

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

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乃别制断之:州者谓之术,不满术者谓之里.故百家为

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不如霸国者,国也,以奉天子.②

“别制断之”,谓分别其地,制之断之.“州者谓之术”,盖地数充满得为州者,为之术,即满州者,分为

若干术;不满州者谓之里,当解作不满一州者,分划为若干里,意为分术为里.此段言辞浅显,且霸国

之谓,非齐桓管仲时代之所有,当是后世观念.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虽言及“别制断之”,即以不同

制度治理不同的地域,然其下所述,却是里—术—州—都—国的一整套统一制度,并无“别制”,更不

再有国、鄙之别.每“里”有百家,每“术”千家,则“州”有万家,“都”有十万家.«管子度地»篇又借

管子之口,引述齐国法令说:

　　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

各财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洲中当

缮治者,给卒财足.
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

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都以临下,
视有余、不足之处,辄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当被兵之数,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因父母案

行,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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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笼、臿、板、筑各什六,士车什一,雨軬什二,食器两具,人

有之.锢藏里中,以给丧器.后常令水官吏与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长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

具阅之,取完坚,补弊久,去苦恶.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
唯毋后时.①

这段文字,颇多问题,其成文当甚晚,或晚至汉时.其第一、三两段,当可相联读,所说皆为水利事务,
很可能是汉代人的手笔.而中间一段所引之令,则当是齐令.

按照这里的说法,齐国是在每年末、秋收之后,省视境内的百姓,检查、登记每家的人口与田地

(“案家人比地”),编排、确定什家、五家的互保组织,分别登记民户的男、女与大、小.那些年老不能

再劳动、服役的,就免除其户籍编排;有较重疾病也不能从事劳作的,在户籍簿上特别注明“疾”字,暂
时免除其徭役;虽然有疾病但仍然可以从事较轻劳作的,减免一半的劳役.在这一过程中,也要确定

可以征发服兵役、做甲士的名单、数额,并将其名籍报告到“都”这一级(应当指各邑的大夫).“都”要
亲自检查相关资料,如果发现还有未如实上报、或上报信息不够全面的(“余、不足之处”),就立即向

“水官”(疑为“本官”之讹误,当即“本管”,意为直接负责的官吏)下达命令.“水官”(本管)再根据

“都”所要求的应当服兵役的甲士数量,与三老、里有司、伍长等一起,直接到“里”中去检查,逐一询问

各家的父母,对照籍簿,以确保没有遗漏(“因父母案行,阅具”).在这里,“里”之上是“都”,应当相当

于«管子小匡»中的“连”(二百家)、“卒”(三百家)或«管子乘马»中的“乡”(二百五十家).
«管子»之书,非成于一人一时之用,而当为一家学说之总汇,向为通识.据上所考,则«管子»所

述齐国乡里制,各篇之中并不相同,大致言之,又可以别为三个系统:一是«小匡»篇所述,与«国语
齐语»所述大致相合,其所述乡里制,区分国、鄙,国中分置二十一乡,实行轨—里—连—乡四级制;鄙
中分置五属,实行邑—卒—乡—县—属五级制.二是«立政»篇与«乘马»篇所述,可以合为一个系统:
国中分为五个乡,实行伍(什)—游—里—州—乡五级制;鄙中分设五个属,实行伍—连—里—乡—
都—属六级制.三是«度地»篇引齐令所记,见有三老、里有司、伍长、都之目,可知伍之上有“里”,
“里”之上有“都”(“都”之上似又有“州”),与上述两种制度均不能完全相合.

«管子»各篇有关乡里控制体系的叙述相互歧异,然从这些议论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出春秋时期

齐国乡里控制体系的一些基本方面:第一,春秋初年,齐桓、管仲改革,整顿国、鄙异制的乡里控制体

系,即以军令“制国”,在“国”中实行兵农合一制;而以政令“制鄙”,在“鄙”中分划文政、武政之权,实
行军、民分治之制.此种二元控制体系,当遵循周制国、野分治的基本原则,亦沿用西周以来齐国政

治的基本格局.然此种国、鄙二元的控制体制,在春秋初实已松弛,齐桓、管仲整顿修复之,然其后不

久,或复趋于松弛乃至崩解,故«管子度地»中已不复分言国、鄙之制.第二,«管子»各篇及«国语
齐语»虽然对于国、鄙控制体系层级的叙述各不相同,却大都认为轨或伍(五家)、里(五十家)或邑(三
十家)乃是最基本的组织.据«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里有五十家,邑为三十家;据«管子立

政»与«管子乘马»,国中之制,在什伍组织之上的是游,游有五十家;鄙中之制,在什伍组织之上的

是里,里各五十家;«管子度地»不分国、鄙,什伍组织之上的是里,里有百家.无论如何,三十家、五
十家到百家之间的邑、里,乃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基层管理单位,应无疑问.第三,«管子»各篇与«国语

齐语»所说,在里、邑之上的管理层级,层级数及其名称均相差甚大:据«管子小匡»与«国语齐

语»,国中之制,里之上有连(二百家)、乡(二千家)、师(一万家),国人分置二十一乡,共有四万二千

家;鄙中之制,邑之上有卒(三百家)、乡(三千家)、县(九千家)、属(九万家),鄙中分设五属,故有四十

五万家.据«管子立政»与«管子乘马»,国中之制,游(五十家)之上有里(五百家)、州(五千家)、
乡(二万五千家),国人分设五乡,故有十二万五千家;鄙中之制,里(五十家)之上有乡(二百五十家)、
都(千家).«管子度地»不分国、鄙,里(百家)之上有术(千家)、州(万家)、都(十万家).千家(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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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三千家、五千家)以上的管理单位,实属于较高层级的军政管理单位,姑且不论,而较五十家(或百

家)之里更高一级的管理单位,则主要有连(二百家)、卒(三百家)、乡(二百五十家)、里(五百家)四种

名目.此四种名目,都应当是包括若干三五十家之“里”、“邑”的地域性管理单位.简言之,春秋时期

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大抵由轨、里(邑)、乡三级组成:最基层的一级是由五家组成的轨或伍,第二级

是三十家、五十家乃至百家不等的里(或邑),第三级是二百家至五百家不等的连、卒、乡或里,特别是

由二百五十家组成的“乡”.

二、陶文所见战国时期齐地的城乡控制体系

陶文是指刻划、书写或打印在陶器上文字.其中,临淄等地出土陶文,年代集中于战国时期,颇
可见出齐国的城乡控制状况.据陶文资料,战国时期齐地的城乡控制制度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临

淄城内的“闾—里”制;二是乡村地区的“卒—[敀]—乡—里”制.
(一)临淄城内的“闾—里”制度

«陶文图录»录有一组均含有“内郭陈齎叁立事”字样的陶文:

　　内郭陈叁立事里敀[亭](亳)(«陶文图录»２．３．１)
内郭陈齎叁立事左里敀[亭](亳)豆(«陶文图录»２．３．２)
内郭陈齎叁立事左里敀[亭](亳)区(«陶文图录»２．３．３)
内郭陈齎叁立事□里敀[亭](亳)□(«陶文图录»２．３．４,临淄)①

这里的释文有两处需要讨论.一是“敀”.«陶文图录»释作“敀”,徐在国«新出齐陶文图录»与孙刚

«齐文字编»均释作“ ”.今细辨陶文,二释均并无不可.然揣其义,仍当以“敀”字为妥②.陶文中见

有“左里敀”(«陶文图录»２．２４．２、２．２４．３)、“右里敀铭”(«陶文图录»２．１４．４、２．２５．１),显然是玺铭,那
么,“里敀”当即里中之长.二是“亳”字.此字一般释为“亳”,而近年来,李先登、俞伟超、吴振武诸先

生多改释为“亭”③.今从之.区、豆皆为量器.«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

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④然则,“亭豆”、“亭区”即当解

作把豆、区之类量器置于“亭”中,或在亭中使用的豆、区,与“市豆”、“市区”(即市中使用的豆、区)等
构词方式是一致的.

陈,齐地陶文多作“ ”,张政烺先生早已指出,当即田敬仲完之氏.齐地陶文中所见之“陈”( ),
多应作此解.“齎”,则当如“平陵陈 立事岁”中的“ ”一样,作人名解.陈齎、陈 皆当属田齐之公

族.“立事”,乃齐国青铜器与陶器频见之辞.张政烺先生引许印林曰:“立、涖通.«说文»作 ,临
也.”又引陈簠斋曰:“立事犹言立政.«书»传曰:立政,大臣;立事,小臣.”是以“立”作“临事”、“治事”
解⑤.又«管子立政»篇:“立事者,谨守令以行赏罚.”⑥意为治事之人当谨守法令以实行赏罚.其

所说之“立事”与上文之“首事”、下文之“计事”相并列,是举事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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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所见陶文,又有“ □ 再立事岁者”( 壶),然先生并未进一步讨论“立事”与“再立

事”之间的关系.张先生释“ ”为平陵大夫,“立事岁”为其治事之年,则“再立事岁”即为第二个治

事之年.而上引陶文又见有“叁立事”,只是“叁立事”下并不与“岁”相连.又临淄所出陶文见有:

　　陈棱再立事左里敀[亭](亳)釜(«陶文图录»２．１１．１,临淄)
棱再立事左里敀[亭](亳)□(«陶文图录»２．１２．２)

两相比勘,知当为“陈棱再立事左里敀亭釜”.而«陶文图录»又见有:

　　王孙陈棱立事岁左里敀[亭](亳)区(«陶文图录»２．８．３)
王孙陈棱立事岁左(«陶文图录»２．８．４)
王孙陈陵□事岁左[亭](亳)区(«陶文图录»２．８．２)

相互比照,则知陶文２．１１．１、２．１２．２中“再立事”及２．３．１ ４中“叁立事”下皆当省略了“岁”字.然

则,“立事”、“再立事”、“叁立事”,皆当用以指称时间,是其前提到的某人到任治事的第一、第二、第三

年.在有的陶文中,“立事”二字也被省略,而迳称为“再”或“叁”.如«陶文图录»２．１０．１:

　　华门陈棱再左里敀[亭]釜

２．１０．４:

　　华门陈棱叁左里敀[亭](亳)釜①

“再”、“叁”当表示陈陵治事的第二年与第三年.但在单称“立事”的情况下,也可能仅仅指由某人治

其地之事②.
张政烺先生释“平陵”“ ”为都邑名,而“ ”相继为二地之大夫.又«陶文图录»２．１３．１:

　　誾门外陈 平陵县廩豆 惐□仓③

“誾门”,或释为“闾门”.“誾门外”,显然是用以表示“平陵县廩”的位置.据此推衍,则上引陶文所见之

“内郭”“华门”皆当为地名,当指齐都临淄之内郭与华门所在之区域.“齎”盖为内郭之长,而“棱”则为华

门之长.内郭,王恩田先生认为即临淄故城的小城,亦即王城④.恐未必确.盖王城为宫殿区,不当有

治陶之左里.此处之内郭,更可能是指大城.华门,当即所谓章华东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苏代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裴駰«集解»引左思«齐都赋»注曰:“齐小城北门也.”张守节«正
义»引«括地志»云:“齐城章华之东有闾门、武鹿门也.”⑤华门应当是齐宫城(亦即小城)之门,华门左

里,当在华门之外的大城城区.而上引陶文所见的“誾门外”,也应当是小城外、大城内的城区.
在今见临淄所出陶文中,用于表示临淄城内不同区块地名的,除上文所见内郭、华门、誾门外之

外,还有:
(１)平门内.«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３５２:

　　平门内陈[齎]左里[敀]( )亭区(传出山东临淄刘家庄)⑥

«陶文图录»２．５．２:

　　平门内陈齎左里
平门应当是临淄大城的城门,“平门内”当是大城内的城区.这里的陶文虽没有“立事”字样,但陈齎

显然是平门内区域的“立事”.

３８齐国的乡里控制体系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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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田:«陶文图录»卷二«齐国»上,第９９、９６、９８页.
新泰一中所出陶文,有一些有“立事”或“立”的字样.如“陈贺立事仆”(«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１４９,第１９０页;０１５０,第１９１页;

０１５２,第１９３页)、“陈贺立事缰”(«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１６２,第２０４页),当指“贺”于此治事,或负责监督此事,“仆”、“缰”则当为作器之

工匠名.又“陈宴再俓”(«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２００,第２５０页)、“陈宴再立朔”(«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２０２,第２５２页),“再”与“再立”当是

指“宴”治事的第二年,“俓”是作器人.又“陈□叁仆”(«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２１９,第２７０页),则当是“陈□”治事的第三年所作之器.
王恩田:«陶文图录»卷二«齐国»上,第１０１页.
王恩田:«齐国地名陶文考»,«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１８９８ １８９９页.
徐在国:«新出齐陶文图录»,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７８ ４７９页.



(２)昌齐(櫅).«陶文图录»２．５．４:

　　昌齐陈固南左里敀[亭](亳)区①

２．６．１陶文相同,注称出自山东临淄.«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３４８:

　　昌櫅陈固南左里[敀]( )亭区

０３４９:

　　昌櫅陈固南左[里][敀]( )亭区

[右](左)[敀]( )□[乡](巷)尚毕里季

０３５０:

　　昌櫅陈固南左[敀]( )亭釜(临淄齐故城遗址刘家寨村出土)②

昌齐、昌櫅当为同一地,李学勤先生认为是陈固的封地③.高明编«古陶文汇编»３．３０:

　　陈固立左□□④

其中的“立”显然为“立事”之简称,则昌齐(櫅)当是“固”所治之地.因此,昌齐(櫅)有“南左里”(或另

有北左里?),其地亦当在临淄城内.
(３) 者.«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３３０、０３３１:

　　 者陈得再左里[敀]( )亭豆⑤

«陶文图录»２．１５．１、２．１５．２:

　　 尚陈得再左里敀[亭](亳)豆⑥

“再”字下当省去“立事”. 者与 尚皆为陈得“立事”之所,当为同一地.这两种豆都应当是“得”治
者(尚)之第二年(“再立事岁”)由左里制造的.

(４)高闾.«陶文图录»２．４１０．１ ４:

　　高闾 里曰潮⑦

署为“高闾 里”某人之陶器甚多,皆出自临淄.亦多见单称为“高闾某”或“高闾里某”者,如“高闾

隻”(«陶文图录»２．４２３．１ ４)、“高闾里善”(«陶文图录»２．４２６．３).此外,又见有“高闾豆里人匋者曰

兴”(«陶文图录»２．４３５．１)、“塙闾豆里人匋者曰垂”(«新出齐陶文图录»１０２２,出临淄后李官村).则

知高闾有 里、豆里等.高闾,一般认为当得名于高氏居住区或其控制区,也应当在临淄城内.
据此,可以认知: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城内(包括小城与大城),应当划分为内郭、华门、平门

内、誾门外、 者(尚)、昌齐(櫅)等“立事”区域,这些分区的地位大致与“高闾”相同,我们将之概称为

“闾”.各区域(闾)之下分置诸里.考虑到新泰一中所出陶文中,也颇见有“立事”之称,我们认为齐

国都邑之中,大抵皆分区(闾)而治,以委任“立事”的方式实行治理,即所谓“立事区”(“闾”);“立事

区”(闾)之下又当分划为若干里.这样,就形成了“闾—里”二级制.
(二)乡村地区的卒—乡—里制度

上引陶文中,在“里”之上,即为某人“立事”的区域名,如内郭、华门、平门内、誾门外、 者(尚)、
昌齐(櫅)等,各区域名之下并不系以乡、邑之称.而«陶文图录»２．３０８．１:

　　南郭南得里寺

２．３０９．１:

４８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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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田:«陶文图录»卷二«齐国»上,第９３页.
徐在国:«新出齐陶文图录»,第４７４ ４７６页.
李学勤:«论田齐陈固陶区»,«学习与探索»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高明:«古陶文汇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５０页.
徐在国:«新出齐陶文图录»,第４５５ ４５６页.
王恩田:«陶文图录»卷二«齐国»上,第１０３页.
王恩田:«陶文图录»卷二«齐国»下,第５００页.



　　左南郭乡辛 里 ①

«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９６７:

　　左南郭[乡](巷)辛[ ](匋)里臧(井圈,临淄出土)②

此见有“南郭”与“左南郭乡”.以“左南郭乡”之例推测,“南郭”亦得称为“南郭乡”.
这里的关键是“乡”字的释文.在齐国陶文中,此字有 、、、 、 等不同的写法,或释为“虞”,

或释为“遷”,或释为“鄙”,或释为“巷”.王恩田先生释为“乡”③,其说颇有理据,今从之.而且,战国

时齐地已置有乡,还可以举出一个重要证据.«晏子春秋内篇»“谏第五”载:齐景公时,霖雨十七

日,晏子徒行见景公,曰:“十有七日矣! [坏室](怀宝)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④晏子以乡、里并

举,显非«管子»所说“制国为二十一乡”之“乡”,而是“里”之上的“乡”.«陶文图录»２．７０２．４见有“东
乡垂玺”,２．７０３．１见有“左乡正木”⑤.既有玺印,则“乡”为一级行政管理机构,应无疑问.

齐都临淄有“南郭”,见于«左传»襄公十八年.其年秋,晋师伐齐.十二月,进至临淄城下,“范鞅

门于雍门”;已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壬寅,“焚东郭、北郭.范鞅门于扬门,州绰门于东闾”⑥.临

淄城之西郭、南郭、东郭、北郭显然都在城门之外,是城外的居住区.
陶文中又见有“楚郭乡”.«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６６５:

　　楚郭[乡](巷)关里艸(豆柄,临淄出土)⑦

«陶文图录»２．３１６．１ ４:

　　楚郭乡关里□⑧

除关里外,今见陶文中又有楚郭[乡](巷) 里(«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５８８,临淄阚家寨出土,豆柄)、楚郭

[乡](巷) 里(«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６５５、０６５６,传出临淄东北门;«陶文图录»２．３９３．３ ４)、楚郭[乡](巷)
芮里(«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６６０,临淄阚家寨出土)、楚郭[乡](巷)北里(«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７４６,传出临淄

东北门,豆柄)、楚郭□ 里(«陶文图录»２．３８６．１)、楚郭乡藘里(«陶文图录»２．３６３．１)、楚郭乡而里(«陶文

图录»２．３９１．１ ２)等.楚郭乡有“关里”,其地当有关,且郭以“楚”为称,当是临淄的外郭.
因此,南郭乡与楚郭乡乃是在临淄外郭区设置的乡.除此二乡之外,陶文中还见有若干乡

名,如:

　　芊乡新里□□(«陶文图录»２．４９．４)

□郡乡戟里王□贻(«陶文图录»２．５０．１,２．５０．２)
黍郡[乡](巷)戟里王□贻(«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９７５)
思乡□里□石(«陶文图录»２．５０．４)
膚丘乡武昌里(«陶文图录»２．５２．１,山东广饶出土)
貯乡 里王□(«陶文图录»２．５３．２,２．５３．３)
贾里[乡](巷)匋里刀(«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９７７,临淄故城出土)⑨

芊乡、黍郡乡、思乡、膚丘乡、貯乡、贾里乡皆直接辖“里”,显然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
在今见陶文中,陶乡所属各里最为详悉:

　　陶乡戟里王丂(«陶文图录»２．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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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乡□阳里□齐(«陶文图录»２．５５．３)
陶乡上□里 吉(«陶文图录»２．５６．１)
陶乡南□里□佝□(«陶文图录»２．５６．３)
陶乡东□里□(«陶文图录»２．２５６．４)
陶乡蒦 南里□(«陶文图录»２．５７．３,２．５７．４)
陶乡大 里癸(«陶文图录»２．８９．１ ４,２．９０．１ ４)
陶乡中 里怿(«陶文图录»２．１５３．３)
陶乡东 里璋(«陶文图录»２．１５５．１ ４)①

则知陶乡有戟里、□阳里、上□里、南□里、东□里、蒦 南里、大 里、中 里、东 里等.陶文中有许

多称为“蒦 南里人”某②,亦当属于陶乡.又有大蒦 里(«陶文图录»２．１３５．１、２．１３５．２)、中蒦 里

(«陶文图录»２．１６４．１ ４)或蒦 中里«陶文图录»２．１７３．１、２．１７３．２)、东蒦 里(«陶文图录»２．１７６．
１)、蒦 里(«陶文图录»２．１８３．１ ４)、蒦 杨里(«陶文图录»２．２５９．１)、蒦 蔖左里(«陶文图录»２．
２６１．１)、蒦阳鱼里(«陶文图录»２．２６４．３)、蒦 北左里(«陶文图录»２．２５２．４)等.若蒦 南里属于陶

乡,那么,上述诸里也均当属于陶乡.
蒦 ,当即濩阳.«管子轻重丁»载:桓公问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

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决濩洛之水,通之杭庄之间.”“行令未能一岁,四郊之

民殷然益富,商贾之民廓然益贫.”③濩洛之水,盖为临淄城郊低洼积水而成的湖沼.蒦(濩)阳位于濩

水之阳(北),显然是在临淄的郊区.
“丘齐”是另一个著名的乡.«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５７２:

　　丘齐[乡](巷)桼彫里得(豆柄,出临淄故城遗址)④

«陶文图录»所收,亦颇见有丘齐乡桼(漆)彫里(２．３９５．１ ３).此外,又见有丘齐乡 里(«陶文图录»

２．３９６．１ ４)、上 里(«陶文图录»２．４０１．４)、下 里(«陶文图录»２．４０１．１ ２)、丘齐平里(«陶文图录»

２．４０９．１ ２,«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５７５)、丘齐□上里(«陶文图录»２．４０３．１)、丘齐辛里«陶文图录»２．
４０５．１ ４).

“子”与“孟常”也应当是乡或邑名.«陶文图录»２．５２７．１ ４:

　　子裴子里曰乙

其２．５２９．３见有“裴子里桢”,２．５２９见有“裴子里得”,知“裴子”为里名,则“裴子里”之前的“子”当为

乡或邑名.«陶文图录»２．５３９．１见有“子裴里人”,其“子裴里”当并非“裴子里”之误称,而应是指子

乡裴里.«陶文图录»２．５４７．４见有“子 子里 ”;２．６５１．２见有“子攴里子”,则“子乡(邑)”当至少有

裴里、裴子里、 子里、攴里.又«陶文图录»２．５５０．１ ３:

　　孟常匋里人 ⑤

“孟常”亦当为乡或邑名.
陶文所见上述诸乡,在乡之上均未见更高一级的管理层级,而上引«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３４９第二

行见有:

　　[右](左)敀□[乡](巷)尚毕里季

此器的上一行陶文“昌櫅陈固南左[里][敀]( )亭区”是其制作信息,而第二行,则当是使用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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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细辨图影,基本可以断定是后来刻上的).乡,李学勤先生释为“巷”,①今未从.使用或拥有此器

的季 是左敀□[乡](巷)尚毕里的人.敀、乡、里构成三级制.又«陶文图录»２．４８．１ ４:

　　右敀 乡尚毕里季

据此,则新出陶文中“乡”上所空缺之字,可补为“ ”. 乡,当属于右敀,其下有尚毕里.又«陶文图

录»２．４９．３:

　　右敀 乡荣里□众□
则 乡又有荣里.

与右敀相对应,当即左敀.«陶文图录»２．２９３．１ ４:

　　王卒左敀城 里 ②

«新出齐陶文图录»０３９３、０３９６、０３９７、０３９８、０３９９陶文与此相同,并注明为临淄故城出土③.又«陶文

图录»２．２９９．１:

　　王卒左[敀](乡)城 □岳里人曰得④

“左”下之字,不甚清晰,王恩田释作“乡”.今细辨图影,仍释为“敀”.而«陶文图录»２．３０１．４:

　　王敀 里得(出临淄)
“王敀”,当即“王卒左敀”之简称.据此,可知«陶文图录»２．４８．１ ４、２．４９．３所见之“右敀”上当简省

“王卒”二字.
关于王卒左、右敀,李学勤先生认为“敀”通“伯”,左右伯乃军队中的官长,乃受命监督制造陶器

者⑤.此数种陶文,与上引“华门陈棱再左里敀[亭]釜”之类陶文不同,在王卒左、右敀之下并无人名,
显非用于表示督造者.王卒左、右敀应与下文“城 里”之类文字连读,是陶工 等人的籍属.因

此,王卒左、右敀当是一级管理机构的官长名目.然李先生以“敀”通“伯”,则仍可从.«管子轻重篇»
第十七«轻重戊»:

　　令谓左右伯沐涂树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树之枝阔.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浊,应声之正有

以给上,室屋漏者得居,墙垣坏者得筑.⑥

“左右伯”受命沐涂树枝,从而使“父老归而治生,丁壮者归而薄业”,并使“室屋漏者得居,墙垣坏者得

筑”,其职掌应当包括治安及民生.“王卒”,或解为王之士卒,认为“左右敀”当由王卒担任,并与上引

陶文所见之“王孙”相对应.然上引陶文中的“王孙”乃表示陈棱之身份,而此处的左敀、右敀并非具

体的人名.故此处之“王卒”,当是一级机构.«陶文图录»著录有临淄出土的一个陶文,“王卒 ”(２．
４６．４);又见有“王 ”(２．４６．３,２．４７．１ ４),应当是“王卒 ”的简写.也说明“王卒”当是一种机构.
上引«管子小匡»及«国语齐语»谓管仲制鄙,以十邑为卒,卒有长(或帅),每卒三百家.陶文所见

的“王卒”应当就是这种“卒”.而陶文中“卒”得统“乡”,其规模显然不止于三百家.盖“卒”置长帅,
又分设左、右敀.

城 ,即城阳,亦即成阳.«殷周金文集成»１７．１１１５４录有春秋晚期的成阳辛城里戈铭文:“成阳

辛城里戈”⑦.据上引陶文,城阳有 里、□岳里.又,«陶文图录»２．３０２．４:

　　王卒左敀□ 北里五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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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３．１ ４均同.“敀”下之字,虽都无法看清,然大抵可断为“成”字.则“城阳”又有“北里”.
在上引陶文中,有 乡、陶乡、芊乡、思乡、黍郡乡、膚丘乡、貯乡、贾里乡、丘齐乡等称谓,但“城

阳”“子”“孟常”等之下并不系以“乡”称,盖其地位仍相当于“邑”.上引春秋晚期的金文“城阳辛成里

戈”,城阳显然为邑名,辛成里为城阳邑所领之里.又«殷周金文集成»１７．１１１５６平阳高马里戈铭文

“平阳高马里戈”①,据平阳左库戈铭文“平阳左库”,亦可知平阳为邑名,高马里为其属里.此种以邑

辖里之制,实乃西周旧制.
诸乡既有玺印,自当置有官长,有治署.然在今见陶文中,却迄未见有乡长官之名目.据上引陶

文及前贤之认识,陈齎、陈 等皆当为邑大夫.若陶文中的诸乡地位大致等同于邑,则其官长或亦为

大夫.据上引陶文,则知“里”之长可称为“敀”.此外,«陶文图录»２．１６８．１ ３见有“中蒦 里司马句

”;２．６６０．４见有“中蒦 里司马 旨”②.以陶文称名之例,“句 ”“ 旨”当是人名,“司马”当是官

称.若然,则齐时诸里当置有“敀”与“司马”.

三、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乡里控制的基本结构及其变化

据上引春秋晚期金文“城阳辛成里戈”和“平阳高马里戈”,可知春秋晚期齐地应当实行邑(或
乡)—里二级制.根据齐地所出陶文资料,可知战国时期齐国的基层管理组织,无论城乡,大抵以二

级制为主:在城中分区委派王孙公族“立事”(治事),各领有若干里;在城外的乡村地区,则划分各乡,
乡各领里.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１)在今见陶文中,临淄城内各区(内郭、华门、平门内、昌齐、 者)所辖之里,皆称为“左里”或
“南左里”.齐地所出陶文中,另见有“右里敀铭”(«陶文图录»２．２４．４,２．２５．１).虽然无法确定其“右
里”属临淄城内的何区,但至少说明“右里”是存在的.那么,临淄城内各区至少会划分为左、右里.
上引陶文中,高闾之下见有 里、豆里等.这种制度,与«管子小匡»«国语齐语»所述“制国”的
轨—里—连—乡之制并不相合,但“里”作为临淄城内的基本居民编排组织与管理单位,却是一致的.
这说明春秋以来以迄于战国时期,临淄城内的“里”一直是相对稳定的管理单位.同时,虽然无法判

断内郭、华门、平门内、昌齐、 者、高闾等临淄城内的各区分别包含多少“里”,但在“里”之上,存在着

更高层级的地域性管理单位,却是可以肯定的.
(２)在今见陶文中,临淄城外的南郭乡领有南得里,左南郭乡领有辛 里,楚郭乡领有关里、 里、

里、芮里、北里、□ 里、藘里、而里;陶乡领有戟里、□阳里、上□里、南□里、东□里、蒦 南里、大
里、中 里、东 里以及大蒦 里、中蒦 里、东蒦 里等(蒦 似乎后来单列为一乡,故有蒦 里、蒦
杨里、蒦 蔖左里、蒦 鱼里、蒦 北左里等);丘齐乡有 里、上 里、下 里、平里、□上里、辛里等;子
乡(或邑)有裴子里、裴里、 子里、攴里等;孟常乡有匋里;城 (乡)有辛城里、 里、□岳里、北里,
乡有荣里、尚毕里,芊乡有辛里,黍郡乡有戟里,思乡有□里,膚丘乡有武昌里,貯乡有 里,贾里乡有

匋里.陶文所见的“里”多以制陶著称,故各乡所领里数当多于陶文所记,故一乡辖里当超过五个,很
可能有十个里.此种辖里的乡,当然不会是«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所述“制国”的二千户之

乡,以及“制鄙”的三千家之乡,而更可能与«管子乘马»所记包括五个里(每里五十家)的乡(二百五

十家)相近.换言之,战国时期齐国的乡,当以五里二百五十家为标准.据此推测,临淄城内的各个

区,如高闾,亦大抵相当于城外的乡,可能亦以二百五十家为标准.史称“临淄三百闾”③,以闾各二百

五十家计,共有七万五千家,正与所谓“临淄之中七万户”相合④.无论其户口规模若何,闾(立事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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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区)与乡应当是战国时期齐国里之上的管理单位.
明了此点之后,«管子小匡»与«国语齐语»中所述齐桓、管仲改革时,制国为二十一乡之

“乡”,亦当即是“闾”,是将临淄城内(小城)分划为二十一个居住区,每区居住的户口大约亦以二百五

十家为宜(每闾分为五个里,里各五十家).属于齐公私臣的三官,三个市乡(闾),三个工族(工闾),
以及三虞、三衡,可能不在二十一闾之内.如果三官、三市乡、三工族、三虞、三衡等各以三闾计算,则
当时临淄城中,当共有三十六个闾.凡此诸闾,盖分别直属于齐公或高氏、国氏.此三十六闾皆当处

于后来的临淄城中.
在乡(闾)之上,当有更高层级的管理机构.就陶文所见,城 之上有王卒左敀, 乡之上有王卒

右敀.左右敀很可能是王卒所设的两个职官,则“卒”当是比乡高一层级的管理单位.陶文中“卒”处
于“乡”之上,与«管子小匡»«国语齐语»所述不合.根据陶文的记载,«管子小匡»«国语齐

语»所记鄙中以“十邑为卒、十卒为乡”,或当作“十邑为乡、十乡为卒”,则乡有三百家,而卒有三千家.
正因为每卒有三千家,户口较多,故卒分设左右敀以领之.而每卒分设左右敀,则正说明卒也是根据

地域范围划分的.卒的设立,应当是战国时期齐国乡里控制体系最重要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金文与陶文所见春秋战国时期齐地的城乡控制体系,无论是城内的“立事”之区

(闾)与里,或城外的“乡”以及“里”以及“卒”,都是地域性的社会单元与管理单位,而并非按照户口编

排的社会单元.«管子»等传世文献所述齐国的城乡控制制度,则是以户口编排为基础的管理单元.
如上所述,«管子»各篇与«国语齐语»所述春秋时期齐国城乡控制制度,层级与各层级之名目均不

一致,说明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其所反映的,当皆非齐国城乡控制体系之真实情况,而更主要的

是当时人或后人以齐国实际制度为基础,根据自己的政治思想,而设计的某种理想状况.而齐地所

出陶文反映的临淄城内外的城乡控制体系,则更可能是齐国真实的情况.
论者或以为«管子»各篇与«国语齐语»等传世文献所见,乃春秋时期齐国的情形;而陶文所见,

则是战国时期的情形.故两种类型的文献所见的差异,正反映了春秋战国间的变化.其说似颇为成

理,然细究之,则不能成说.其一,上引“城阳辛成里戈”与“平阳高马里戈”铭文,说明春秋晚期齐国

实行的乃是乡(邑)—里二级制,与«管子»诸篇所见并不能相合.其二,认为齐国在春秋时已形成多

层级的城乡控制体系,而至战国时层级反而减少,与制度变化的一般轨迹不能相合.因此,我们认为

这两种类型的文献所记齐国城乡控制制度的差别,并不是春秋战国间的变化的结果.
总之,西周时期,齐国大抵遵循周制,以国、野二元体制作为基本统治制度,“参其国而伍其鄙”,

即将“国人”区分为三部,而将其所统治的土著人群按地域分划为五个区.齐桓、管仲改革,仍然维持

或重整国、鄙二元体制:以军令“制国”,在国中实行兵农合一制;而以政令“制鄙”,在鄙中实行军、民
分治之制.无论国、鄙,其乡里控制体系,皆由轨、里(邑)、乡三级组成:最基层的一级是由五家组成

的轨或伍,第二级是三十家、五十家乃至百家不等的里(或邑),第三级是大约由二百五十家组成的

乡.陶文所见战国时期齐国的城乡控制体系,在临淄城中实行“闾—里”制,在乡村地区则实行“卒—
乡—里”制,里之下仍当有“伍”或“轨”,其控制结构与春秋时期大致相同,只是在乡之上增加了“卒”.
要之,战国时期成熟的齐国城乡控制体系,可以概括为卒—乡(闾)—里三级.

由“立事”分治临淄城内外各区,以及在“乡”之上增设“卒”(并分设左、右敀),可能是从春秋到战

国齐国城乡社会控制制度的重大变化.盖齐桓、管仲改革所确立的国、鄙二元体制,“国”中诸“乡”
(实即相当于后来的“闾”或“立事”所治区域)分由国君与高氏、国氏掌握,乃是以户口控制为中心的

控制方式,各乡长官(“乡良人”)当即乡中贵族;而分区所置之“立事”(包括高闾的“立事”),以及“卒”
的长官和左右敀,则当出自国君之委任.委派“立事”分治临淄城内外各区(“闾”),以及在“乡”之上

设立“卒”,委任左右敀分治其事,反映出齐君强化了对城乡社会的直接控制,削弱了贵族在城乡社会

中的控制力与影响力.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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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同性恋立场: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文化误读

薛 英 杰

摘　要:随着福柯的性史研究在西方汉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

开始逐渐发展,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热门议题之一.在基督教文化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下,很大一部分西方

学者难以理解明清社会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他们或将男性同性性犯罪的管制法律解释为清代同性恋

恐惧的表现,或将明清男风视为边缘性的社会实践,或将明清文学中的男色理解为女色的替代品.部分汉

学家针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反同性恋立场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由于缺乏关于明清历史语境的深入

考察,学者往往根据文献中有关男风的负面话语,认为当时社会对男风本身存在道德偏见.通过还原此类

消极话语出现的具体语境,可以看出它们大多来源于男风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并且与非文人阶层

的男风密切相关,并非明清社会对男风持有批判态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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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兴起,同性恋现象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关

注对象.作为同性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男风问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之后受到西方学界

的关注,主要分为两种研究路径:一为在法律、历史、文学等领域讨论中国古代男风传统,二为以田野

调查为主要方法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同性恋问题① .由于缺乏基督教文化中仇视同性恋的立场,中
国古代社会对待男风的态度相对宽容.根据费侠莉(CharlotteFurth)的研究,１６至１７世纪中国的

医学文献,既未出现基督教将同性恋视为反常性行为的观念,也不存在现代医学以变态人格来解释

同性恋的话语② .但是,随着２０世纪初西方基督教性爱观念的传入,中国社会中断了这一传统,转而

与当时西方社会仇视同性恋的态度取得了认同③ .因此,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古代男风和当代同性恋

问题的研究,在方法和思路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本文以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古代男风的研究为主

要考察对象,客观评价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不足.
在基督教反同性恋传统的笼罩下,同性恋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尤其是１４至１５世纪之后,成为

一种不道德的违法行为.自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上半叶,西方医学话语倾向于将同性恋视为性变态行

为.２０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开始了同性恋合法化和去病理化的进程,并且取得了重要成就.但

是,有关同性恋深受迫害的文化记忆,却在西方汉学家的心中建构了牢固的同性恋必然受害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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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文化预设的影响下,西方汉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男风传统时,或将男性同性性犯罪的管制法

律解释为同性恋恐惧(homophobia)的表现,或将明清男风视为边缘性的社会实践,或将男色简单视

为对女色的替代.虽然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男风的考察,带有关注地区文化差异、打破西方中心

主义的初衷,但是在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下,他们关于中国古代男风传统的阐释却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偏差,从某种程度上看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因此,考辨西方的中国古代男风研究因反同

性恋立场而产生的文化误读,对于客观评价海外汉学的研究价值、全面审视中西文化差异来说,是十

分必要的课题.
明清之前有关男风的记载,以描写帝王与男宠之间故事的正史记录为主.与前代文献相比,晚

明至清代有关男风的记载,不仅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并且广泛分布在小说、野史、笔记、笑话等文献

中.明清文献所包含的男风叙述因其矛盾性和丰富性,成为西方汉学界所争议的焦点.因此,本文

有关西方汉学界男风研究的讨论,以明清为主要时段.鉴于中国古代缺乏异性恋与同性恋二元对立

的模式,以性倾向与认同为区分标准的西方现代同性恋(homosexuality)概念,并不适用于对中国古

代同性爱欲的解释.因此,本文在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男风”“男色”“男性同性恋情”等术语,来指代

中国古代男性的同性情欲.以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为关注对象,以反同性恋立场为切入点,本文尝试

讨论以下问题:在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下,西方明清男风研究出现了怎样的文化误读? 西方汉学界

针对反同性恋立场进行了怎样的反思? 如何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对这些文化误读进行辨析,并为明

清文学及社会史研究提供借鉴?

一、西方明清男风研究的反同性恋立场

较早对明清男风进行学术性评论的著作是高罗佩(RobertHansvanGulik)在１９６１年出版的

«中国古代房内考».他的总体态度是否认明清男风流行现象的存在:“在汉代,同性恋肯定多次流行

过,特别是在六朝早期似乎极为兴盛,并在北宋时期(９６０ １１２７)也再度兴盛过.从那时起直到明末

(１６４４),男子同性恋的发生并不比其他大多数正常的西方文明中更为常见.”①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热爱,高罗佩故意否定明清男风流行的事实,以避免来自西方的道德指责.费侠莉认为,高罗佩尝

试将中国建构为一个有着健康开放性文化的社会,以批判维多利亚社会对性欲的压抑②.可见,在高

罗佩对中国传统性文化进行浪漫化解读的过程中,明清男风成为作者所刻意忽略的因素.高罗佩对

明清男风流行状况的否认,在１９８０年代之后的西方汉学界频频能够找到回音.当代西方学者的明

清男风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历史与文学等领域.虽然他们普遍摆脱了高罗佩美化中国古代性文化

的动机,但是其研究思路仍然体现了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
(一)清代法律研究中的同性恋恐惧论

以清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为重要时间点,清朝出台并完

善了惩罚男性同性性犯罪的律例.与前代法律相比,清代法律的重要变化是参照异性性犯罪的处罚

标准对同性性犯罪进行量刑③.很多学者以相关律条及案例为研究对象,试图廓清明清社会对于男

性同性性行为的态度,并且在意见上产生了很大分歧.
梅杰(M．J．Meijer)在１９８５年的文章中分析了«大清律例»有关同性性犯罪的律条及案例,指出

清代法律并未将男性同性性行为视为对其生育义务的阻碍,也不认为这是一种违背自然的性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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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清代对男性同性性犯罪所进行的严厉处罚,并非因为同性性行为本身,而是由于案件所发生的

严重伤害①.但是,梅杰对清代同性性犯罪相关律例的认识,并没有得到汉学界太多的支持.
从１９８７年开始,伍慧英(VivienW．Ng)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与梅杰不同的观点.她根据

清代处罚同性性犯罪的法律及案例,认为清代对男性同性性犯罪所进行的严格管制是同性恋恐惧的

表现,并将清代同性恋恐惧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两方面:(１)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国家意识形态,对社

会性别角色进行严格的规范;(２)满族统治者为了迎合清初文人对晚明纵欲风气的反思,将男性同性

性行为纳入惩罚范围②.

１９９０年韩献博(BretHinsch)«断袖之情:中国男风传统»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古代男风研究

著作.在伍慧英的影响下,他同样表达了对清代同性恋恐惧论的认同.该著结语部分总结道:“中国

古代男风传统在总体上描绘了一个对同性恋相对开放和包容的社会.仅仅是在王朝历史的最后几

个世纪中,由于对新儒家家庭话语的更为严格的应用、满族性观念的传入和针对明代过度容许个人

主义倾向的反动,难以容忍男风的态度开始出现.”③基于此,韩献博认为清代社会对待男风的偏见,
是造成２０世纪中国仇视同性恋态度的原因之一.

但是,清代管制男性同性性犯罪的法律及案例,尚不足以证明清代对待男风的严厉态度.法官

对男性同性性犯罪的处罚,是否基于同性性行为本身的不道德? 此类法律是否在清代得到了切实的

执行? 如何解释同性性犯罪相关法律的出台与上层社会酷好男色的时尚之间的关系? 汉学界的清

代同性恋恐惧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针对以上问题进行有效回应,因此存在很大漏洞.
但是,围绕同性性犯罪管制法律所提出的清代同性恋恐惧论,在汉学界影响较大.例如,冯客

(FrankDikötter)认为:“在对外国新知识进行选择性介绍之前,鸡奸已经被建构为一种性反常的类

型.”④卜正民(TimothyBrook)认为,之所以晚明上层社会购买和玩弄娈童的行为具有宣称精英特权

的功能,是因为“缠绕在中国文化反对‘男色’(或更直接地说,就是对男性身体的性欲)的社会和心理

压力周围的一种特殊财富”⑤.有关“性反常”(sexualdeviance)、“压力”(pressure)等词语的使用,说
明学者仍然从道德偏见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古代对待男风的态度,反映了清代同性恋恐惧论的影响.

(二)明清历史研究对男风流行状况的否定

明清笔记、小说所包含的大量有关男性之爱的记述,是明清男风流行状况的重要证明.但是,此
类记述对于男风的复杂态度,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疑问.２００１年袁书菲(SophieVolpp)发表«规范色

欲:１７世纪的男风»一文,通过分析１７世纪文人笔记、小说有关男色的暧昧叙述,认为这些叙述不足

以证明男风是当时广为流行的社会实践.
袁书菲借鉴了福柯的观点———性的言说实际上是性管制的一种方式.在该观点的启发下,袁书

菲认为１７世纪笔记与小说有关男色的矛盾叙述,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同性色欲进行规范的意图.
袁书菲列举了男色叙述修辞中的五类逻辑矛盾:(１)在有关男色与女色的价值比较中,赞同男色的话

语总是与批判话语相缠绕;(２)文献所采用的人类学论调,将男风建构为一种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地方

性实践;(３)男色既被解释为对女色的替代,也被描写为对异性恋关系的威胁;(４)«情史»中的男风关

系兼具异端与模范的双重内涵;(５)鉴赏话语中的娈童既是奢侈的商品,也可以因美德而获得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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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根据上述修辞矛盾,袁书菲指出１７世纪文献关于男色的热烈讨论,并不意味着当时社会的

宽容态度和男风的广泛流行.
袁书菲关于男色叙述修辞的讨论,深受新批评研究范式的影响.在结论部分,她指出:“学者们

使用文学作品和野史来证明同性恋为１７世纪的中国社会所接受,但是,关于这些资料的文本细读却

说明,当同性恋成为讨论主题时,反讽、含混和悖论立即显露出来.我们在以下情况中看到了这样的

含混之处:同性恋的特点是‘色’,还是‘情’;故事主体将男性恋情提升为情感的楷模,却在评论中对

其进行了嘲讽.这些逻辑矛盾来源于男色奇怪的双重位置———既是异性恋的镜像,也是其异端.由

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利用这些资料来衡量社会对待男色容忍度的做法变得无效.”①袁书菲所使用的

文本细读(closereading)、反讽(irony)、含混(ambiguity)、悖论(paradox)等词语,都是新批评的重要

术语.新批评的主要观点是将作品视为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有机统一体,排除有关读者和作者的

考察,细致分辨文本中所运用的各种修辞手段.虽然袁书菲正确地指出了明清男风叙述话语内部的

矛盾性,但是该文对新批评方法的运用,仍然存在一定问题.首先,由于新批评对外部研究的排斥,
袁书菲针对相关文本的解读出现了脱离历史语境的问题.明清笔记和小说关于男风的消极评价,并
非出于对男性同性性行为本身的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男风给社会秩序所带来的混乱.其

次,新批评最为适合的分析对象是诗歌,而袁书菲却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中.这导致了她的

论述出现了与史实脱节的问题.例如,由于明清男风往往与福建等南方省份相联系,袁书菲认为“南
风”之“南”说明男风是南方的风俗,属于帝国边缘的实践,她未能注意到的是,明清男风不仅是福建

的风俗,并且在江南和北京等文化中心地区都十分流行.因此,如果仅以明清文献关于男风的矛盾

评价为依据,我们尚不足以否定明清男风记载的可靠性②.
(三)明清文学研究中的女色替代论

晚明文人沈德符与谢肇淛认为,由于明代政府禁止官员狎妓,京城文人不得不以娈童为新的性

欲对象,从而形成了酷好男色的时尚③.当代学者大都继承了这一观点,倾向于将男色解释为对女色

的替代.西方明清男色文学研究中的女色替代论,体现了反同性恋立场的深层影响.
女色替代论是«品花宝鉴»研究的重要思路之一.出版于道光年间的«品花宝鉴»是一部描写当

时京城士伶浪漫关系的长篇小说.在女色替代论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将«品花宝鉴»中的男伶解读为

士人妻子的替代品.王德威在其对«品花宝鉴»的研究中指出:“男性的狎邪文化在理论上不见容于

礼教,实际上却一直是被压制的‘正常’狎邪文化的公开替代物.”④有关男伶的女性化修辞和同性情

爱故事的异性恋叙述策略,说明男伶是女性的替代品.司马懿(ChloeStarr)承续了伍慧英的清代同

性恋恐惧论,认为中国古代对待男风宽容的态度在清代被迫终结.由于将男色定位为一种不被社会

所理解的性爱形式,司马懿指出有关士人妻子的容貌与伶人相似的设定,是为了将士人对男色的迷

恋诉诸社会所能容忍的对象⑤.葛良彦的研究同样延续了«品花宝鉴»研究中的女色替代论,认为“作
为真实女性的替代者,男伶扮演着其文人伴侣之‘妻’的角色.他与其所扮演的角色‘几乎相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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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最终被文人的真实妻子所取代”①.
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中的反同性恋立场与女色替代论在逻辑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深层的联系.由

于认同清代对同性恋的压制态度,«品花宝鉴»的研究者倾向于将男风视为需要被异性婚姻所取代的

性爱形式.需要注意的是,男伶是１９世纪中期京城士人所热烈追捧的对象.作为男色鉴赏文化的

产物,«品花宝鉴»在出版之后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不太可能因其对男风的描写而面临道德的指责.
如果我们摆脱反同性恋立场的束缚,则会发现小说对士伶恋情的描写,表达了对士伶平等地位的期

待,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男风关系中严格的等级制度.
总体而言,反同性恋立场对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之后的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方面:(１)通过解读清代管制男性同性性犯罪的法律,学者将清代概括为同性恋恐惧的社

会;(２)通过分析明清男风叙述中的矛盾性,学者认为男风在明清社会实践中处于边缘的位置;(３)以
女色替代论为基础,学者否定«品花宝鉴»中男伶性别特质的独特性和士伶浪漫关系的积极意义.可

见,反同性恋立场曾经在西方汉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不过,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部分汉学家开始思

考反同性恋立场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对上述研究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二、西方学者针对反同性恋立场的反思

针对汉学研究因反同性恋立场而产生的文化误读,一批汉学家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在反思明清

男风研究既有问题的基础上,他们凭借丰富的实证考察证明了明清社会对男风持有较为宽容的态

度,并为明清男风研究提供了理论化讨论的新维度.
(一)对清代同性恋恐惧论的讨论

作为西方明清男风研究领域所争议的焦点,清代同性恋恐惧论的主要论据包括:程朱理学的意

识形态、文人对晚明纵欲风气的反思、法律对自愿同性性行为的处罚和满族统治者相对保守的性观

念.但是,以上证据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问题.例如,魏浊安(GiovanniVitiello)的«断袖篇»研究说

明:“只要男色尊重分配给它的适当界限———社会契约的等级制度,男色就不会违背儒家伦理制

度.”②根据吴存存的研究,虽然清初思想界掀起了关于明代纵欲思想的反思,但是清初文人中间仍然

盛行蓄优狎伶的风气③.
苏成捷(Matthew H．Sommer)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中深入反思了同性恋恐惧

论的相关论据.首先,虽然清代将自愿同性性行为作为制裁对象,但是在具体案例中,只有在发生了

其他严重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自愿的同性性行为才会受到处罚.其次,乾隆、咸丰、同治皇帝对男风

的酷好,以及入关之前满族法律文本并未对男风持有偏见的现象,说明满族性观念的传入与清代同

性性犯罪管制法律的出台之间关系不大.因此,苏成捷反对以同性恋恐惧来解释清代对男性同性性

犯罪的制裁,而是从保护年轻男性男子气概的角度来解释管制法律的出台原因.
“由于性角色定义了社会性别角色,性交行为被视为统治的性别化表达.”④男性在性关系中的主

动者角色,喻示了其在父权制中的统治地位.男性对被动者角色的承担,则是对其男子气概的削弱

或玷污.清代男性同性强奸法律的施行,与清代农村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密切相关.发生同性性行

为的下层男性,往往是处于农村最为底层的单身男性,依靠此类行为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与此同

时,年轻男性的男性特质尚未借助婚姻而得以固化,并且与其家族的名誉密切相关,对于良家子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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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罪行,构成了对年轻男性的男子气概及其家族名誉的双重污染.为了保护年轻男性免于身份降

格的危险,清代法律严厉惩罚男性同性强奸罪行,显示了清代对性别角色加以固化的意图.
汉学界围绕清代同性恋恐惧论所产生的争议,反映了西方同性恋研究思路的深刻影响.吴存存

指出,由于“管制问题是吸引当代同性恋社群注意力的中心问题之一”①,汉学界对清代有关同性性犯

罪的法律所给予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同性恋研究对管制问题的兴趣.如果仅从管制法律的角

度出发,学者很容易认为清代是一个压制和恐惧同性恋的社会,但是,有关清代具体历史语境的考辨

说明,清代管制男性同性性犯罪的法律主要适用于下层男性,以加强社会身份界限、稳定社会性别秩

序为主要目的.
(二)对男风流行状况的实证研究

袁书菲对明清男风流行情况的质疑,是汉学界影响较大的观点.吴存存、魏浊安等学者从不同

角度回应了袁书菲的研究.魏浊安通过考察传教士对下层社会男风的记录、上层文人关于男色的鉴

赏以及«龙阳逸史»等晚明男色小说,说明“晚明男风不应该被简单视为堕落精英的标志,而是在社会

各阶层中广泛流行的性活动”②.
吴存存于２００４年出版的«明清男风»以大量文史资料为证据,第一次细致分析了晚明至清代男

风流行状况的连续性与差异性,并且论证了士伶爱恋在清中晚期京城士人娱乐生活中所占据的核心

地位.晚明文人追求男色的时尚,既满足了其寻找新奇肉体快乐的要求,也是其宣称文人权力和地

位的重要方式.虽然晚明社会对待男风较为宽容,但是娈童在性关系中仅仅充当精英男性满足欲望

的工具,仍然是社会所歧视的对象.不过,娈童的悲惨处境并不能说明当时社会对男风的偏见,而
“可以被理解为文人及商业精英的男性权力极端化发展的结果”③.

晚明男色传统在清初文人中得以延续,并在清中晚期的北京达到了高峰.在清代北京,士伶爱

恋成为最受推崇的情感形式,远远超越了妓女在士人娱乐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与晚明文人关于男

色的功利性追求相比,清代京城文人倾向于将男色视为一种审美的表达,其最重要的特点是“高度的

多愁善感、具有象征社会地位的新功能、浪漫理想主义的极端形式”④.就清代男风传统的变化而言,
清前期文人的狎伶风气往往与思念故国之情相融合.由于男伶主要来自文人家班,此种士伶感情建

立在主仆关系的基础上.清中晚期京剧的职业化则导致士伶关系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文人利用

私寓、戏园及其周边的酒馆饭店等公共空间来征歌狎伶、宣示权力.文人关于男伶的浪漫描写,以证

明自我品味为主要目的,实际上遮盖了男伶的不幸处境⑤.
吴存存与魏浊安从史料出发订正了袁书菲的相关观点,不仅证明了明清男风的流行状况,并且

细致讨论了晚明、清初、清中晚期男风流行情况之间的区别,为西方明清男风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对男色文学独特价值的肯定

在女色替代论的影响下,汉学界出现了忽视明清男色文学独特价值的倾向.吴存存的研究则证

明了女色替代论难以成立.明清政府在禁止官员狎妓的同时,也禁止官员的狎伶行为.并且,尽管

政府颁布了狎妓禁令,晚明至清代的上层男性仍然能够享受妓女提供的服务,还拥有妾室、家庭女乐

和婢女等性对象.既然明清文人不缺乏占有女性的机会,那么文人的狎伶行为未必是为了满足自己

对女色的欲望,而是由于男色本身所独有的审美意义⑥.该观点有力地推翻了明清男风研究中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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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替代论,为从社会风尚及审美层面深入考察明清男风开拓了道路.
魏浊安«浪子之友:明清男风与男性特质»在重申明清社会对待男风宽容态度的基础上,主要探

讨了明清小说中男风描写与主流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摆脱了反同性恋立场的限制,魏浊

安高度肯定了男性同性浪漫情感对于等级制度所具有的颠覆作用.中国古代男风的合法性来源于

参与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鸿沟.根据当时主流的性别观念,男性同性恋中被动者角色不仅会损失自

己的男子气概,而且被认为无法享受性的愉悦.因此,该类角色一般由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来承担,
而地位平等男性之间的男色关系并不为社会所接受.与这一传统观念相悖的是,晚明男色小说«弁
而钗»描绘了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男性之间的平等恋情.在这种关系中,被动者角色不需要承受被

污名化的社会压力,还能体会到性的快乐.魏浊安认为,«弁而钗»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古

代男风固有的权力结构,是因为该作深受晚明侠义与情感观念中平等意识的影响,最终以男男之爱

的形式实现了侠义与情爱的圆满融合①.
对女色替代论的反思,是«品花宝鉴»研究的另一条重要思路.根据马克梦(KeithMcMahon)的

研究,以晚明尚情美学为传统,«品花宝鉴»因其对平等士伶关系的推崇,而获得了颠覆等级秩序的潜

在可能.士伶在容貌上的相似以及身份上的混淆,则体现了对于平等性的追求②.魏浊安有关«品花

宝鉴»的讨论,也大致摆脱了女色替代论的影响.作为清代品伶文化盛行的产物,«品花宝鉴»并非通

过同性恋的故事来想象理想的女性特质,而是赋予了同性浪漫情感以独特的情爱价值.有关文人妻

子容貌酷似男伶的描写,并不意味着女性能够取代男伶的地位,反而可以理解为女性对男伶角色的

扮演.在否定女色替代论的基础上,魏浊安指出该作对同性恋情中双方平等地位的强调,挑战了传

统男色叙述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③.
苏成捷、吴存存、魏浊安、马克梦等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为反思汉学界的反同性恋立场提供

了助益,但是这些学者尚未就明清社会对待男风的真实态度达成一致.如在２００５年有关«明清男

风»的书评中,苏成捷认为吴存存过分强调了明清社会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这为该著的论述提供

了一个“尴尬的框架”,并使其论述出现了诸多内部不一致的地方.由于不认同明清宽容男风的立

场,苏成捷倾向于将精英阶层追求男伶的行为,解释为一种危险的社会时尚④.可见,虽然苏成捷的

清代法律研究充分辩驳了同性恋恐惧论,但是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国古代对待男风相对温和的态度.
具有反思性质的著作在评论界所遭受的批评,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反同性恋立场在西方汉学界根

深蒂固的影响.特别是同性恋恐惧论和女色替代论在明清男风研究界相当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

了有关明清文学及文化方面的误读.该领域之所以深受反同性恋立场的困扰,主要是因为明清文献

包含有关男风的负面话语.由于缺乏关于明清历史语境的深入考察,学者往往根据此类话语来推定

当时社会对于男风的压制态度.因此,如何理解男风负面叙述所出现的具体语境,是剖析和反思西

方汉学界反同性恋立场的关键.

三、还原男风相关负面话语的历史语境

明清文献关于男风的负面话语,给西方明清男风研究界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由于未能对此类话

语所处语境进行深入考辨,学者容易将其简单归结为当时社会同性恋恐惧的表现.特别是当部分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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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叙述中出现正面评价与负面批评并存的情况,学者在反同性恋文化预设的影响下,往往以负面评

价为依据,认为中国古代对男风持有道德偏见.本节通过还原男风负面话语出现的具体语境,指出

相关研究对明清男风所进行的错误解读,反思其反同性恋立场所存在的问题.
(一)从具体语境出发解读男风负面话语

明清笔记、小说、笑话等文献中有关男风的负面描写,是西方学者证明反同性恋立场时所引用的

重要证据.但是,如果我们将此类负面评价还原到具体的文本语境中,则会发现此类材料不足以说

明当时社会对待男风持有批判的态度.
以明清小说中的男色研究为例.在«浪子之友:明清男风与男性特质»中,魏浊安根据康熙至乾

隆年间色情小说中男色描写的边缘化和粗俗化趋势,认为此类小说对待男风持有较为严厉的态度.
在«桃花影»«春灯闹»和«闹花丛»等清初色情小说中,男主人公往往会遭到一位男性友人的诱骗,而
成为同性性关系中的被动方.但是,«巫梦缘»«梧桐影»和«株林野史»等小说,不仅删除了清初小说

中主人公承担被动角色的情节,而且将男性同性性关系设定为仆人及无赖等下层男性群体的行为.
因此,魏浊安作出一系列论断,将“反同性恋”作为此类小说的叙事特征,但是,这些论断往往缺乏对

文本语境的具体考察,因此其分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首先,魏浊安有关«巫梦缘»中男色叙述的解读,未能注意到小说主题对色情描写所产生的影响.

魏浊安认为,浪子主人公王嵩对男风的排斥和对女色的兴趣,体现了“小说支持异性恋正统地位和家

庭秩序的倾向”①,但是,魏浊安未能注意到的是,«巫梦缘»的色情描写在整体上表现出相对节制的趋

势.王嵩不仅拒绝学堂朋友的诱惑,也不断延宕和中止自己与女性偷欢的行为.例如,第四回«才郎

误入迷魂阵»中王嵩因惧怕安府女性所设“迷魂阵”,主动离开安府.因此,«巫梦缘»中男色描写与主

人公之间较为疏离的关系,更有可能是为了表现王嵩在猎艳过程中相对克制的态度,未必包含“支持

异性恋正统地位”的意图.
其次,魏浊安对«梧桐影»中男色描写所进行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小说的叙事逻辑.在

«梧桐影»中,伶人王子嘉不仅与三拙和尚存在同性性关系,还与其合谋奸骗了无数妇女.魏浊安认

为,小说谴责了王子嘉的不法行为给江南地区所带来的秩序混乱,“在支持异性恋正统性的立场下,
表达了反同性恋的议题”②.该解释思路的主要问题是仅以«梧桐影»关于王子嘉的粗俗描写和道德

批判为依据,来推断小说对于男风持有较为保守的态度,但是,小说在结尾处已经表明惩处王子嘉的

原因是“自己忘了是优人,过客也被他惑了,纵容得他出户入闼,行奸卖俏”③.因此,«梧桐影»对王子

嘉的批评,主要基于王子嘉对身份界限的逾越,并没有对其同性性行为本身进行道德评价.
再次,魏浊安关于«株林野史»的男色研究,欠缺对其小说本事的考察.魏浊安认为:“«株林野

史»的特点是缺乏有关男性同性性关系的叙述.这再次显示了对其进行审查的意图,同时表达了对

异性恋正统性的支持.”④«株林野史»所述春秋时期夏姬淫乱故事,基本符合«左传»的相关记载.冯

梦龙所编«新列国志»也敷衍了夏姬故事⑤.«左传»«新列国志»关于夏姬故事的叙述,都不包含男风

描写.可见,«株林野史»缺乏男色叙述的特点,主要是由其本事的原有情节所决定,与仇视同性恋的

态度无关.
由于脱离了对文本具体语境的关注,魏浊安仅以有关男风的消极描写为据,认为明清部分作品

带有反同性恋的叙事特征.虽然魏浊安在反思汉学界的反同性恋立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

仍然未能摆脱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对明清文学的男色描写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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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社会阶层出发考察男风矛盾话语

明清文献中关于男风的矛盾话语,是西方学者对明清男风传统产生误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

作者态度来看,明清文献关于男风的评价往往兼具赞扬与批评两种立场.从叙述模式来看,明清文

献既将男风呈现为粗俗的性关系,也将其描绘为浪漫感情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多根据有关

男风的负面叙述,来推定当时社会对于男风的压制态度.但是,较少为学者所注意到的是,男风叙述

的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参与者的阶层所决定的,不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对男风持有道德偏见.
李渔小说有关男色的矛盾评价是汉学界所争议的焦点之一.以«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为

例.一方面,该作这样批评男风的不可理喻,曰:“南风一事,不知起于何代,创自何人,沿流至今,竟
与天造地设的男女一道,争锋比胜起来,岂不怪异?”①另一方面,小说生动描绘了文人许季芳和小官

尤瑞郎之间动人的同性恋情,并在文末评价曰:“若使世上的龙阳个个都像尤瑞郎守节,这南风也该

好;若使世上的朋友个个都像许季芳多情,这小官也该做.”②袁书菲将该作关于男色的矛盾评价,解
释为小说在男色叙述修辞方面所出现的逻辑矛盾.作者不仅将男风视为异性恋的镜像,也将其作为

挑战异性恋合法地位的异端力量.因此,作品既会因同性恋对异性恋的模仿,而对忠贞的同性恋伙

伴进行赞美,也会因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竞争关系,而对同性恋展开批判③.魏浊安则从反讽的角度来

解释这一有关男色的矛盾叙述,并认为李渔所反讽的对象既包括“男子之爱与对娈童的狂热”,也包

含“儒家的母亲身份与异性婚姻”④.
袁书菲与魏浊安对«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的解读,仍然以新批评为主要方法,存在脱离文

本具体语境的问题.一方面,明清文人利用异性婚姻框架来描写男性同性恋情的做法,往往是为了

赞美同性伴侣的忠贞品德,未必包含对男风进行嘲讽的意味.正如吴存存所认为的,“至少在幻想

中,男色关系开始在义务与责任的传统结构中找到一个位置”⑤.另一方面,袁书菲与魏浊安都忽视了

阶层在男风矛盾叙述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文人阶层的男色追求,往往被刻画为浪漫感情和高雅趣味

的表现;非文人阶层男性的同性性行为,则容易成为粗俗色情描写的对象.尤瑞郎守节报恩的行为之

所以可歌可泣,是因为许季芳的秀才身份为二人关系奠定了合法基础.«无声戏男孟母教合三迁»对
许尤二人感情的赞美,正是在肯定文人同性爱恋的基础上,将浪漫情感的维度引入了男风叙述中.

根据社会阶层对男风进行区分性描写,是明清文献中非常重要的现象.西方明清男风研究所关

注的女色替代论,主要出现在有关非文人阶层的描写中,与文人关系不大.例如,«拍案惊奇夺风

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主要讲述了一则文人利用男风破案的故事.僧人大觉与徒弟智圆存

在同性性关系,并且都与村妇杜氏交好.杜氏被杀后,其娘家和夫家为杜氏的失踪而相互怀疑,告到

断事林大合处.在林大合的安排下,俞门子暗中访查,利用美色接近大觉、智圆,发现破绽,终使林大

合查明真相.在有关大觉的情欲叙事中,大觉因年事已高而遭到杜氏厌弃,只能在与智圆、俞门子的

关系中获得快乐.因此作品这样评价男风:“元来是本事不济的,专好男风.”⑥也就是说,男性是因无

法满足女性的欲望而选择娈童作为性欲对象.魏浊安认为此类贬低男色价值的表述,与男风关系在

案件侦破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形成了矛盾⑦.但是,魏浊安未能注意到的是,小说中将男色贬低

为女色替代品的叙述,针对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僧人群体,而林大合利用门子的美色侦破案件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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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其发生的合法性基础则是林大合作为文人的身份.因此,明清文献中的女色替代论,与赞美男色

独特价值的话语之间并无矛盾.文人品鉴男色的话语,将男色视为一种超越于女色的独特情感形

式;非文人阶层男性的同性性关系,则被解释为以男色来替代女色的粗俗行为.
从上可知,汉学界对反同性恋立场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明清男风负面话语的误读.

一方面,由于未能深入考察男风负面话语的具体语境,西方学者往往根据此类话语,得出明清社会关

于男风持有偏见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有关男风的正面评价与反面议论并存的情况,也不足以说

明社会对待男风的批判态度.同性之间的浪漫感情是文人阶层独有的时尚,非文人阶层的男色关系

则充满了物质和肉欲的成分,小说中对男风的批判与否,与参与者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有关男风

负面叙述与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摆脱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也为我们深入分析明

清男风叙述背后的权力机制提供了新的路径.

四、结　语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汉学界的明清男风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不仅将大量中文材

料译介到西方,也为该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分析框架.但是,由于基督教文化中仇视同性恋立场

的影响,很大一部分西方学者难以理解明清社会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无论是清代法律研究中的同

性恋恐惧论,或是明清历史研究对男风流行状况的怀疑,还是明清文学研究中的女色替代论,都是从

西方反同性恋文化的立场出发所提出的解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明清社会的历史语境.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西方学者针对明清男风研究中所出现的文化误读,进行了一系列反思.

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包括:苏成捷在深入分析相关律条及案例的基础上,反对以同性恋恐惧论来解释

清代同性性犯罪管制法律的出台原因;吴存存以大量文史资料为证据,考察了晚明至清代男风流行

状况的连续性与差异性;魏浊安通过考察明清小说中有关男性同性恋情的描写,指出此类叙述具有

颠覆男风关系中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可能性.
西方明清男风研究界基于反同性恋立场所产生的文化误读,主要是因为学者未能从具体语境出

发来深入解读男风负面话语的出现原因.有的话语由文本的整体主题所决定,有的话语是针对男风

给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有的话语与小说的本事来源有关.有关明清男风的矛盾叙述,并非当时社

会贬低男风关系的表现,而是文人根据社会阶层对男风所进行的区分性描写.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高罗佩的相关考察开始,西方明清男风研究深受反同性恋立场的困扰.不

过,随着中外学者的努力和相关中文文献译介工作的展开,大致在２０１０年之后西方汉学界基本就明

清社会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达成了一致意见.例如,１９９２年魏浊安认为“情外”之“外”表明了同性

恋是与异性恋相对立的性爱形式①.但是,在２０１１年的著作中,魏浊安改变了该观点,认为“外”仅仅

指男性,不包含异端的含义②.可见,在这将近５０年的研究历程中,西方汉学界逐渐纠正了从反同性

恋立场出发所产生的错误认识,尝试摆脱以西方仇视同性恋的文化预设来解释明清男风的思路.有

关西方明清男风研究与反同性恋立场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有助于重新寻求明清历史与文化的本

相,也有利于廓清海外汉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规律,为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研究的影响、建立中国

学术的自信与自觉提供了重要借鉴.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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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场酒风及其引发问题管窥

陈　峰

摘　要:宋朝帝王与官僚士大夫多好饮乐,由此不仅构成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亦成为当时政界

风尚的一记标识.不过,官场酒风盛行之下也暴露了诸多乱象,轻则给当事者招来非议乃至祸端,重则在

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法纪秩序.与此同时,这类聚饮活动还不时会引发大小风波,将权力斗争或人事纠纷牵

扯出来.宋代朝野虽皆知官场酒风过盛,但却难以遏制,其根源除了以往历代共性的因素外,其时代根由

则主要与统治集团对饮酒问题的态度以及相关的制度规则存在直接的关联.

关键词:官场;酒风;宋朝;饮乐;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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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饮酒素来为众人所好.陶渊明的名句“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① ,即道出了饮

酒有生情忘忧之效;«诗经»中有“以御宾客,且以酌醴”之句② ,则指迎接宾客应以美酒款待.就连遁

入空门的某些僧人也被酒所吸引,称之为“般若汤”③ .故世人待客聚会时,酒水往往是必备之物,饮
乐也就通常特指饮酒之乐.在宋朝优容官僚士大夫的时代背景下,当时无论是公务聚会,还是私人

宴请,都免不了要以酒助兴,官场酒风甚为盛行.学界对宋朝官场饮酒的考察多置于饮宴问题之中,
包括饮宴的形式与内容,以及其中士人的交游、酬唱等方面,而对与其相关的政治议题则较少关注④ .
其实,官场酒席往往不止于饮乐,杯觥交错之间常引发诸多问题,由此还能酿成大小政治风波.这些

都构成了宋代官僚生活的一项侧面内容,也为观察宋朝时政提供了一扇窗口,故值得加以探究.

一、政界的饮乐之风

宋代时期,一方面因为传统生活习惯习俗、礼仪活动以及人际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酿酒技

艺、产量的提高⑤ 与商业经济的空前发展,都使得酒的消费量大增.而帝王与官僚阶层,也藉此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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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了更佳的饮酒条件.因此,宋代政界的饮乐之风甚为突出,并成为其时代的一个鲜明印记.

　　宋朝帝王大都有好酒的习惯,这不仅在各种正式宴会上有所体现,并且也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
由此带动了宫廷层面的饮乐之风.对此官私记载皆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开国皇帝赵匡胤嗜酒,即
位后仍长期保持这一嗜好,以至于时常饮酒过量.他曾在某次酒后坦承:“沈湎于酒,何以为人? 朕

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①宋太祖在宴席上还往往亲自劝酒,典型例证如:功臣大将王审琦

“素不能饮”,某次侍宴中,“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方与朕共享富贵,何
靳之不令饮邪?’祝毕,顾谓审简曰:‘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审琦受诏,饮十杯无苦”②.曹

彬奉命统军出征南唐前夜,被召进宫,“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③.宋太祖还惯用设酒宴的

方式解决问题④,如吴越王钱俶赴开封朝觐之日,宋太祖多次举办宴会款待钱俶父子,“又尝令俶与晋

王光义、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礼”⑤.至于“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之类收兵权与削藩之举,也都是

在君臣“酒酣”之际达成⑥.宋太宗早在登基前,已好杯中之物,如他以后所承认:“昔尹京日,无事常

痛饮池上.”⑦他在位期间,与近臣饮乐的记载颇多,代表性的例证如:太平兴国九年(９８４)三月中、雍
熙二年(９８５)四月初及翌年十二月初,宋太宗分别在宫内设宴,或赏花、钓鱼、观雪,或赋诗、酬唱,还
特别表示要与群臣“同醉”⑧.淳化三年(９９２)九月,宋太宗出游京师旧居,与随行官员畅饮,“群臣尽

醉”⑨.宋太宗晚年曾为立储之事征求寇准意见,议决后“延准饮,醉而罢”.
宋真宗不仅酒兴浓,或许也是守成君主中最善饮者,因此传闻甚多.如宋人描写:“真庙饮量,近

臣无拟者.”朝臣李仲容也以豪饮闻名,号称“李万回”.宋真宗遂特地召他比试酒量,“真宗命巨觥俾

满饮,欲剧观其量.引数,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随之君臣继续畅饮欢谈,“上喜,从容

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类似情形还有不少,如:景德议和后,王钦若罢参知政事,
但依旧得到宋真宗宠信,以资政殿大学士出入宫廷.某夜,他入宿宫中与陈彭年“寒夜闲饮”时,忽然

受到召见,“真宗与公对饮,饮罢持禁烛送归”.王钦若感慨道:“某江南一寒生,遭际真主,适主上以

巨觥敌饮,仅至无算,抵掌语笑,如僚友之无间.”另有记载:宋真宗在太清楼与群臣宴饮,突然问:街
市酒家有佳酿吗? 有宦官答称:惟有“南仁和”家酒最好.他当即派人去买了许多,赐给众臣.此亦

反映宋真宗对饮酒的嗜好.有时为了尽兴,宋真宗甚至在宴饮之日停止全天政务,如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十一月间,他下诏在曲宴之日,“辍后殿视事”.事实上,宋真宗的贪杯行为直接带动了庙堂

的饮乐之风,如宋人所说:“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而宋仁宗也喜

饮酒,并在聚饮时带头劝酒,如他曾在宴席中对臣僚表示:“天下久无事,今日之乐,与卿等共之,宜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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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建隆二年闰三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４２页.司马光亦记载

宋太祖曾对身边左右表示:“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未尝不自悔也.”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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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莹:«湘山野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５页.另«宋史»卷二六二«李涛传附孙仲容»亦记:“仲容性醇易,喜饮

酒.”(第９０６３页)
文莹:«湘山野录»卷下,第４４页.
阮阅编:«诗话总龟»卷三○«故事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５ ３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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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勿复辞.”①即便到晚年多病之时,宋仁宗依然无法节制.据欧阳修亲眼所见:嘉祐八年(１０６３)上
元节晨,宋仁宗率臣僚出游京城寺观过程中,设宴畅饮,至黄昏才罢.随之登楼观灯,又继续饮酒,直
至酒过五巡才散席.宋仁宗虽因此身体不适,但次日晚仍出游两寺,再与近臣对饮,就此加重病情.
不久,宋仁宗便病死宫中②.由此可见,其死因与过量饮酒有关.即使是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亦常出

席各种宴饮场合,其晚年最终病倒也与秋宴上饮酒有关.据记载,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八月,“大燕集英

殿,酒五行罢,以上服药也”.对于这次宋神宗带病服药参加的酒宴,李焘引新旧国史纪反映:“上以

疾,不果终燕.”③陆游的记载则更为具体:“神庙举御觞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
酒沾污御袍.”于是在宋神宗死后,有挽联叹息称:“辂从元朔朝时破,花是高秋宴后萎.”④

至于宋代其他的皇帝,贪杯者也不乏其人,由此染病者亦不少见⑤.宋徽宗在位期间,其穷奢极

欲的享乐即包含了醉生梦死的内容,已不必赘述.宋光宗即位之初,朝臣谢谔在所献“十箴”书中,首
先提到的便是节制宫廷宴饮活动⑥.宋理宗嘉定七年(１２１４),朝官陈宓同样上奏批评“宫中宴饮或至

无节”⑦.更荒唐的是,傀儡君王宋度宗在位十年间,最突出的嗜好就是酒色,史称“自为皇太子时,以
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⑧.从他３５岁早死的结果来看,应该与过度纵欲与饮酒有关⑨.而身心俱

弱的宋宁宗大概困于饮酒,于是在宫中走动时由宦官背负两“小屏”为先导,上面写着“少饮酒,怕吐;
少食生冷,怕痛”,凡后宫有人劝酒或冷食,他便手指小屏打发.即使如此,宋宁宗还是没有戒酒,“故
每饮不过三爵”.

在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流行生活情趣中,饮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这在各种记载中都有充分的反

映.诸如:宋初归降的吴越王钱俶子孙,多以宴饮为乐,其中钱昱“饮酒至斗余不乱.善谐谑,生平交

旧终日谈宴”;钱俨“善饮酒,百巵不醉,居外郡尝患无敌”.宋真宗朝大臣石中立“喜宾客,客至必与

饮酒,醉乃得去”.宋仁宗早年的师傅鲁宗道喜酒,其家在开封城著名的“仁和”酒楼之侧,“公往往

易服微行,饮于其中”.晏殊“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欧阳修以醉翁自居,其号“六一居士”之
中就包含一壶酒.到了晚年,他仍“每以闲适饮酒为乐”.苏轼的大量作品皆为酒后所成,难怪他自

称:每当此时都会感觉酒气“拂拂”从十指流出.梅尧臣虽家贫,但“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
载酒过门”.吴瑛引退后,“宾客至必饮,饮必醉,或困卧花间,客去亦不问”.主管国子监的杨安

国“每会集学官饮酒,必诵诗”.状元出身的吕溱在杭州任内被指“乐饮西湖之上,夜夜忘归”.朝

２０１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史»卷一一三«礼十六嘉礼四»,第２６９２ ２６９３页.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九«奏事录又三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４０ １８４１页.
李焘:«长编»卷三四八,元丰七年八月辛亥,第８３５９页.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９１页.
有关宋朝皇帝因饮酒染疾的问题,可参见史泠歌:«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第二章«致病因素»,保定:河北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２ ８６页.
«宋史»卷三八九«谢谔传»,第１１９３１页.
«宋史»卷四○八«陈宓传»,第１２３１０页.
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四,咸淳十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３５９页.
参见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 宋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８页.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宁皇二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４页.
«宋史»卷四八○«吴越钱氏世家附昱、俨»,第１３９１６、１３９１５页.
«宋史»卷二六三«石熙载传附中立»,第９１０４页.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１页.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全宋笔记»第二编,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６７页.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第２３０页.
赵令畴:«侯鲭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０、１０９页.
«宋史»卷四四三«文苑五梅尧臣传»,第１３０９２页.
«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中吴瑛传»,第１３４５１页.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六«语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８８１页.
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第１２页.



官方偕“喜饮酒,至酣宴无节”①.官僚陈侗“宫邸有妻族之亲,每休沐相从,宴饮无度”②.北宋末年

的重臣蔡京“每饮之酒,无不大醉”③.南宋初宰相吕颐浩“喜酒色”,每夜都在府中由侍妾陪着纵

饮④.一些官僚甚至不顾忌讳,在守丧期内仍不断绝宴饮行为,如蔡京之子所说:“宣和后起复者,虽
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接宾客、燕亲旧,盖与常人无异,礼义于是扫地.”⑤故仕宦交游,往往以酒相会,
以至于连风流的僧人也会受邀参与⑥.文献记载中不胜枚举的上述现象,都说明官员好饮习性带有

很大的普遍性,就此构成了鼓吹饮乐的广众群体.
在宋代官场饮乐风尚下,一些大臣遂以嗜酒、豪饮名闻朝野.如一代名相寇准,就属其中的突出

代表.据可信的史料反映,寇准在各地任职期间,“虽有重名,所至终日游宴”⑦.即使在异常紧张的

澶渊之役期间,寇准仍每晚必饮,“每夕与知制诰杨亿痛饮,讴歌谐谑,喧哗达旦,上使人觇知之,喜
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乎!’时人比之谢安”⑧.这也许是一种安稳人心的韬略之举,但却借助饮酒

的方式发挥,不能不说是寇准嗜酒习惯使然.于是有关他豪饮的各种逸事传闻流播甚广,成为世人

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有记载称寇准经常设宴待客,又往往以柘枝舞助兴,世人遂称他为“柘枝颠”⑨.
每逢聚饮场合,寇准不仅自己畅饮,还要求他人多喝.据说,他罢相到永兴军做长官后,在酒宴上不

论官品高低,只问酒量大小.有个下属经常陪酒,即使生病也不能幸免,最后其妻当庭喊冤,才得摆

脱.曾为寇准下属的赵贺“喜饮酒,至终日不乱”,“有干力,知州寇准且知贺”.若仔细解读这条记

载,不难发现赵贺得到寇准的赏识,除了有干才外,大概能饮也是一个原因.再如宋初的两朝宰相

薛居正,以酒量超众出名,“饮酒至数斗不乱”.神宗朝宰相韩缜,平生亦以畅饮著称,其酒量可敌数

人.宋人«避暑录话»还记载了韩缜之兄韩维好酒的逸事:韩维年老时退为许州长官,每年春季都天

天在当地西湖设宴,凡遇见士人,不问是否相识都受到邀请.有人询问其故,他答称:“汝少年,安知

此? 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饮,则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此话固然

意在感叹暮年时光短促,不过却也说明其对饮乐的眷恋不舍.
宋代官僚退休后,大都仍保持饮乐的习惯,有好事者还举办各种聚会.如宋太宗朝的宰相李昉

卸任后,仿照唐代白居易的“九老会”,与宋琪等九位老臣聚会饮乐.宋仁宗朝,宰相杜衍赋闲后,与
四位退休的耆旧官僚有“五老会”,“吟醉相欢”.宋神宗元丰年间,耆老聚会更为盛行.如元丰五年

(１０８２),重臣文彦博出任西京留守,又效仿“九老会”而发起“耆英会”,邀集定居洛阳的“公卿大夫年

德高者”赴会.参加者除文彦博外,还包括故相富弼以及赋闲洛阳的司马光等１３位老官僚.史称

“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成为一时的盛事佳话.文彦博还提议发起了“同甲会”,司马光则与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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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举办了“真率会”①.诸如此类的聚会,反映宴饮在官僚晚年生活中仍占有醒目的位置.
宋代有些官宦对聚饮活动的喜好程度,还到了非通宵达旦不足以表达的地步.典型的例证如:

北宋名士宋祁,素好饮乐,其家中宴席几乎无日不有.据传他曾在某日晚间宴请时,为了延长时间,
竟在厅堂内悬挂重重帷幕,然后点灯开席.宾客只顾畅饮取乐,不觉夜晚漫长.等到撤去幕帘,已是

次日白昼,于是宋府宴席被称为“不晓天”②.无独有偶,武臣张耆发达后,也曾在府邸宴请朝中近臣.
其帷幔遮蔽的手法与宋祁相类,“诸公但讶夜漏如是之永,暨至撤席出户询之,则云已再昼夜矣”③.

至于宋朝许多失意的官员,往往或陶醉杯盏,或借酒浇愁,正应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

日愁”的诗句④.如苏轼所自述:被贬谪黄州后,曾一面独饮排遣烦恼,一面赋诗追忆与友人“对月酣

歌”的情景⑤.有关这方面的突出例证则是:北宋中叶,御史中丞范讽遭贬后回到故乡济南,虽在守丧

期仍常与亲朋故旧聚饮,“日饮酒自纵,为时所讥”.范讽与同乡石延年、刘潜之流,“喜豪放剧饮,不
循礼法”,竟产生不小的示范效应,“后生多慕之”.颜回的后裔颜太初对此不满,写«东州逸党诗»讽
刺.于是,范讽及其交游的一批士人,被称为“东州逸党”⑥.仕途失落的文臣石延年,以酒量过人闻

名一时,宋人笔记称他与宾客聚饮时,常披发裸足,甚至有“囚饮”“巢饮”及“鳖饮”等等古怪行为.据

说,宋仁宗欣赏其才,曾让大臣劝其戒酒,他不得不终止这一嗜好,不料这位高阳酒徒因此染疾而

亡⑦.事实上,一些嗜酒如命的官员的确死于杯盏之中.如宋太宗朝的状元苏易简,官至参知政事,
但“性嗜酒”.他初任翰林学士,答谢之日便已喝醉,“余日多沉湎”.宋太宗曾特地劝他节制,并“草
书«劝酒»二章以赐”,还令其母为之诵读.然而苏易简终究难以自拔,仍然死于过量饮酒.宋太宗感

叹道:“易简果以酒死,可惜也.”⑧而李询(又作“李绚”)同样嗜酒,在知开封府任内曾夜饮大醉,次日

上朝“奏事酒未解”,引起宋仁宗的不满,被调离原职.不过他积习难改,“性嗜酒,终以疾死”⑨.

二、官场的饮酒乱象

宋代官方的宴饮活动,可谓名目繁多,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各级衙门的宴请,以及官宦士大夫间的

聚会.在这些聚饮活动中,宋人有尽显风流的一面,特别是乘兴酬唱之际,创作了无数的名篇佳作.
不过,杯盏之间也常引发诸多乱象,由此构成朝野关注的时弊之一.

宋朝历史上,官场因饮酒引发的乱象可谓形形色色、层出不穷,轻者给当事者引来非议乃至祸

端,大者则败坏法纪秩序.揆诸有关文献记载,大致可将这些现象划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酒后失态,是宋代官场常见的现象,甚至连某些宰辅大臣也不能幸免.如宋太祖朝初期的

翰林学士王著,一贯嗜酒,曾“宿直禁中,被酒,发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门求见.帝怒,发其醉宿倡家

之过,黜为比部员外郎”.宋初另一位文臣郭忠恕醉酒后上朝,不仅喧闹朝堂,还与御史台官吏发生

冲突,结果遭到贬官,“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吏夺其奏,毁之,坐贬为

乾州司户参军”.以后,他在地方又因酒后惹事,再被削籍流放.史称“忠恕性无检局,放纵败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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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其才,每优容之”,但终因“益使酒”,被流放至死①.郭昱则在随大将潘美出征南唐期间,半夜酗酒

狂叫,骚扰到军队宿营,“中夜被酒号叫,军中皆惊”,于是遭到遣返②.宋真宗藩邸师傅出身的郭贽升

任参知政事后,一次上朝议事,竟醉酒未醒,也因此被贬③.最突出的例子当属宰相张齐贤其人其事,
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冬至之日,张齐贤在上朝前喝多了酒,“日南至,群臣朝会,齐贤被酒,冠弁欹侧,几颠

仆殿上”,遂被弹劾下台④.在给他下达的罢相制书即明确斥责道:“居三事之崇,享万钟之厚.属当

大礼,表率周行.而乃酣醟杯觞,欹倾寇弁,渎兹朝着,悖我盛仪.”⑤从以上诸多事例可见,宋代官员

酗酒后暴露的各种失态行为,成为败坏官方形象的突出表现之一.
还有宋朝官僚饮酒过程中的不雅行为,主要反映在一如往昔的纵情声色.按照宋代官场流行的

传统,宴饮时大都有官妓或家姬陪伴助兴,于是酒后常有放荡行为发生.如北宋中叶,“无检操”的翰

林学士杨绘被贬,“居荆南,日事游宴”.某日,出家妓请客夜饮,府学教授胡师文酒后对杨府家妓肆

意玩弄,令主人狼狈不堪,“半醉,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绘妻自屏后窥之,大以为耻,叱妓入,挞
于屏后.师文离席排绘,使呼妓出,绘媿于其妻,遽欲彻席.师文狂怒,奋拳驱绘,赖众客救之,几至

委顿”.此事外传后,杨绘引来极大非议,所谓“近臣不自重,至为小人凌暴,士论尤鄙之”⑥.宋神宗

朝的枢密副使王韶,“在鄂宴客,出家姬奏乐,客张缋醉挽一姬不前,将拥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
出汝曹娱客,而令失欢如此.’命酌大杯罚之,谈笑如故”⑦.王韶的这一举动,其实反映出宋代士大夫

对酒后乱性行为的包容态度.宋代笔记又反映,名儒罗从彦曾为酒场上相识的小妓杨姝赠过«好事

近»一词:“一弄醒心弦,情在两山斜叠.弹到古人愁处,有真珠承睫.使君来去本无心,休泪界红颊.
自恨老人愤酒,负十分金叶.”⑧这一本属逢场作戏之作,却暗含了对男女情色的露骨描写,流传甚广,
说明借酒放纵声色的行为在士大夫之间并不稀见.不过此类行为若过了头,也会惹火烧身.如宋英

宗朝,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孙沔虽有才干,但“喜燕游、女色”的声名太大,大概有碍官方形象,故因此一

度被贬⑨.南宋绍兴年间,广东提刑韩璜奉命查处贪官王鈇,不曾想却栽倒在酒席上.据记载,王鈇

有一妾,乃“故钱塘娼也”,为韩璜昔日相好.于是王鈇派此妾在专设的宴席上百般劝酒,将韩璜灌

醉,令其丑态百出,最终狼狈而归,“不敢复有所问”.此事传播出去,深陷风波的韩璜“旋遭弹劾”.
其二,酒后失职.仅就史载所见,宋代官员因酒失职废事的现象频发,不仅包含官员的一般职

责,并且还牵扯到外交以及宦官职守等方面.如:宋初,向拱在西京留守任内,“好声妓,日纵酒,恣所

欲.政府坏废,群盗白日劫人于市,吏不能捕”.这种因酒废职的后果,竟到了无视群盗光天化日打

劫的地步,宋太祖当然无法容忍,遂将其贬官.再如南宋宁宗时,知吉阳军梁克和在任期间,“耽于

酒色”,凡有诉讼官司,皆交给手下吏人处理.更有甚者,大理寺官员陈榛在绍熙二年(１１９１)被检

举,他每次判案时都要喝下许多酒,然后才写出判词,“在棘寺每断一案,必须饮酒斗余,然后下笔,轻
率故也”.不过,也有遭人诬陷的事发生.如在宋太宗朝,董俨为度支使,黄观为判官,“俨知观不饮

酒,一日聚食,亲酌以劝观,观为强饮之”.随后,都监赵赞召黄观议事时,询问是否饮酒,黄观如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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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次日,董俨与赵赞便上密奏称黄观“嗜酒废职”.直到多年后,董俨才因此诬告之事被贬①.
外交场合出现的酒后失职行为,在宋代也不少见.如在宋真宗朝,孙冕承担接伴契丹使臣的职

责,但他因在接待宴会上酗酒,“被酒不谨”,有失国体,被贬责外放②.类似的事例还有多起,如皇祐

三年(１０５１),宦官李希晟奉命迎接辽使时,与雄州判官左振在城内“宴饮无节”,即在接待辽使的宴会

上纵酒无度,有失礼仪.两人最终遭到追究,当地的文武长官也因此牵连被贬③.而在对方国度的外

交场合中,宋朝官员同样有酒后失职行为,如北宋中叶,王拱辰率团出使辽朝期间,在宴席上表现失

常,“契丹置宴饯,宋选、王士全、拱辰等遂窄衣与会,自以随行京酒换所设酒,痛饮深夜,席上联句,语
同俳优.选及士全因醉,与敌使争,及契丹主自弹琴以劝拱辰酒,拱辰既不能辞,又求私书为己救解.
失礼违命,损体生事”.可见他们酒后的各种行为“失礼违命”,有损宋廷尊严④.无独有偶,朝臣刘沆

衔命出使辽朝,对方接待的馆伴使杜防在酒席上强迫刘沆饮酒,结果刘沆“沾醉拂袖起”,竟出口咒骂

杜防.此事不仅有损宋朝形象,并且已多少构成外交风波,因此刘沆返回后被贬出朝⑤.天圣元年

(１０２３)八月,出使辽朝国信使张师德等官员的二十五位随行人员,在酒宴中也发生事端,“因醉酒不

谨言语,遂致衅隙”.及至返回,这些随员也受到严惩,其中亲从长行李达已被处斩⑥.
宦官属于帝王身边的宫廷人员,其失职行为自然不同一般.如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宦官周延峭

在奉命携带诏书到宋州视察期间,竟擅离职守,结果在“出城饮酒”过程中将诏书遗失,因此被斩⑦.
南宋高宗时期,得宠宦官康谞为内侍省押班,经常请另一位宦官、知阁门事蓝公佐饮酒,并曾于酒后

泄露皇帝的谈话内容,“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纵饮大醉,薄莫乃归,尝漏泄禁中语”.这显然属于严

重的涉密失职,只是因有宋高宗的庇护,才未受到追究⑧.
其三,借酒生事.有关此类的记载也不少见,突出者如:吴越王钱俶因主动纳土归降,获得罕见

的隆高待遇与地位.据记载,钱俶举家迁入开封城后,曾一度卧病家居.某日,宦官赵海在醉酒状态

下闯入钱府,拿出数枚药丸劝钱俶服用:“此颇疗目疾,愿王即饵之.”钱俶服下药丸后,赵海才离去.
钱家人皆惊恐不已,钱俶只得安慰道:“此但醉耳,又何疑哉?”宋太宗数日后闻知,将赵海逮捕下狱,
随之决杖流放海岛⑨.从仅有的记载来看,此事应是赵海私自揣摩上意,故意借着醉意测试归顺降王

的态度.不过,此举一旦传出去,难免会引起轩然大波,令宋太宗陷于尴尬境地.赵海就此付出沉重

代价,也就不难理解.还有更荒唐者,如承担巡查治安的西京右军巡使李之才不顾禁令,伙同他人携

酒进入洛阳宫殿中“聚饮”,被举报后“除名为民,永不齿叙”.
其四,酒后违法.轻则酒后随意打人,重则甚或醉酒杀人,有关此类现象同样不绝于史.典型例

证如:宋太宗朝状元出身的胡旦,在任知海州期间长期沉湎饮酒,又酒后任意以鞭打人,“沉湎于酒,
恣行鞭扑”.大中祥符七年(１０１４),知长安县王文龟,“醉出,回顾市民有踞坐者,即其所仗之三十,
诘朝而卒”,因此被除名流放.宋哲宗时期,据御史吕陶上奏揭露:大臣韩缜品行恶劣,素来宴饮无

度,酗酒后曾有杀人之举,所谓“任秦州经略使日,酣饮无度,误谓指使使臣窥其私而棰杀之”.吕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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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八月戊寅,第１４１７ １４１８页;脱脱等:«宋史»卷三○七«董俨传»,第１０１２３ １０１２４页.
李焘:«长编»卷八三,大中祥符七年九月已巳,第１８９７页.
李焘:«长编»卷一七一,皇祐三年八月辛丑,第４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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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七月,第４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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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正月己亥,第４２１页.
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９３页.
李焘:«长编»卷八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丙辰,第１８７８ １８７９页.
李焘:«长编»卷三七○,元祐元年闰二月丁巳,第８９６０页.



的说辞虽有党争之嫌,但提到韩缜酒后杀人之事,当属事实.南宋绍兴十八年(１１４８),监潭州南岳

庙、宗室赵伯励因“乘酒殴击百姓钱三致死”,遭到除名勒停的惩罚①.还是在宋高宗时期,宦官李廙

私自参加大将韩世忠家宴会,期间因“手刃伤弓匠关宝”被捕下狱.随后,御史又上奏指斥其违反“禁
内侍不得关通主兵官”之法,李廙遂被除名,刺配琼州②.

除了以上突出乱象外,宋代还存在挪用公帑资助宴饮的行为.如在宋神宗朝,因一桩新旧党争

引发的弹劾案暴露出的问题:有位知州竟以公库银器抵押换钱,以供宴饮开支③.由上可见,宋代官

场上饮酒乱象丛生,不仅助长了官员享乐之风,也对政务运行与法纪秩序带来了直接破坏影响.

三、聚饮风波与仕宦之争

宋朝一如历代王朝,政坛存在或明或暗的不同派系,在他们结交的过程中,聚会饮酒常常是一种

重要的媒介.而官宦之间交往的重要场合,也往往离不开酒席.不过,当酒桌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因

素后,有时就难免引发大小风波,或牵扯权力斗争,或波及人事纠纷.
宋人笔记«玉壶清话»记载了宋太宗朝的一件逸闻:枢密副使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董俨及

知制诰胡旦为同年进士,“俱少年,为一时名俊”,加上赵昌言旧日的下属梁颢,五人过从甚密,气味相

投.于是,他们经常晚间在赵昌言任职的枢密院内(似应为赵昌言府邸)聚会,纵情饮酒,“棋觞弧矢,
未尝虚日”.每每“乘醉夜分方归”,碰到巡夜的金吾卫吏卒拦马询问,梁颢竟在马上挥鞭责打,并口

出狂言:“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京城遂传出“陈三更,董半夜”的民谣.由于此事传的沸沸扬扬,
有碍朝廷形象,赵昌言因此遭到贬官处分.以后,他复出为参知政事时,宋太宗见到他笑道:“半夜之

会,不复有之.”赵昌言当即叩首谢罪④.出自后世的这一记载,原意是在调侃过往的一段士林佳话:
五个名士因时常通宵达旦聚会饮酒,以至于放荡不羁,最终引起物议而遭到惩处.

从表面上看,“半夜之会”不过是几个文臣酒友聚会,以及过分贪杯引发的风波,但其实背后的隐

情则与朋党纠葛有关.这场风波的主角赵昌言,与胡旦、董俨系同年进士,胡旦是本榜状元⑤.赵昌

言则为省元⑥,三人遂有同年之谊.由进士入仕的陈象舆⑦,后与董俨为三司同僚,又彼此嗜酒,被称

为“陈三更”“董半夜”,自然进入了赵昌言的圈子.梁颢为雍熙二年(９８５)进士榜的状元,初授大名府

观察推官时,知府正是赵昌言,两人遂为上下级关系⑧.再就他们的身份而言,赵昌言身居枢密副使

高位,拥有参政大权,胡旦为知制诰,董俨为度支副使,陈象舆为盐铁副使,梁颢为直史馆、判登鼓闻

院,皆属进士出身的朝官,都能在朝堂上发表意见.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便非同寻常,遂在朝中形

成了一个新晋派系集团,赵昌言也就成为他们当然的首领.而以酒相聚的“半夜之会”,自当视之为

朋党聚会.端拱元年(９８８),布衣翟马周击登闻鼓,呈文抨击宰相李昉身居要位,当契丹入寇之时,不
是尽心尽职,而是“赋诗饮酒”,还以女乐助兴.结果李昉罢相⑨.不久,勋臣赵普复相,追究此事的主

谋为胡旦,赵昌言则暗中相助,便奏请宋太宗将赵昌言等五人一律贬官.于是有了不同于«玉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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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同文传»:戚同文弟子登第者中有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等,“皆践台阁”(第１３４１８页).宗度是乾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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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另一个更真实的版本:

　　枢密副使、工部侍郎赵昌言与盐铁副使陈象舆厚善,度支副使董俨、知制诰胡旦皆昌言同年

生,右正言梁颢常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会昌言第,京师语曰:“陈三更,董半夜.”有佣书人

翟颖者,奸险诞妄,素与旦亲狎,旦知颖可使,乃为作大言狂怪之辞,使颖上之,仍为颖改名马周,
以为唐马周复出也.其言多排毁时政,自荐可为天子大臣,及力举十数人皆公辅之器,昌言内为

之助,人多识其辞气,知旦所为也.李昉既坐黜,赵普秉政,深疾之.开封尹许王元僖使亲吏仪

赞廉得其事,白上,捕马周系狱,开封府判官张去华亲穷治之,马周具伏.上怒,诏决杖流海岛.
甲戌,责昌言为崇信节度行军司马,象舆复州团练副使,俨海州、旦坊州、颢虢州司户参军.上待

昌言厚,垂欲相之,会普以勋旧复入,恶昌言刚戾难制,因是请加诛殛.上特宽宥昌言,既谪,普

又请行后命,上不许,乃止.普始为节度使,贻书台阁,体式皆如申状,得者必封还之,独象舆不

却,普谓其慢己,故与颢等皆被重谴.①

由以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中,不难发现赵昌言因深得宋太宗的器重,便拉帮结伙投入朝

中斗争,并通过指使他人投诉宰相失职的方式,为进一步晋升创造条件.而赵普复出后则代表老臣

发起反击,不仅将对手一网打尽,甚至企图致赵昌言于死地.由此可见,赵昌言等五人最终被贬,自
然与酒后放荡行为关系不大,而是当时新贵和老臣之间权力角逐失利的结果②.需要指出的是,宋太

宗既刚愎自用又猜忌心重,唯恐自己被臣下架空,故不仅经常撤换宰执大臣,也厌恶官僚结党.因

此,赵昌言等人为避嫌,便利用聚饮的机会,密商朝政纷争之事,“半夜之会”也就多少具有政治密会

的性质.
宋真宗朝末年,寇准与政敌的权力斗争虽与“半夜之会”方式不同,起因却也与聚饮风波有关,而

影响与后果则更大.如所周知,寇准的主要对手是丁谓和刘皇后,但最早与寇准结怨的曹利用也是

一个关键角色.宋代史家李焘记载,寇准以往任枢密使时,对副使曹利用极为轻蔑,“议事有不合者,
准辄曰:‘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利用由是衔之”,由此两人不和③.此时大致应在大中祥符

七年六月至次年四月之间④,远早于天禧四年(１０２０)双方对决之时.不过,还有一处细节被忽略了.
据宋人笔记反映,多年后,袁抗在知道州期间,丁谓从流放地朱崖北迁道州,袁氏询问其与寇准结怨

的缘由,丁谓告诉他:“寇自粗疎.先朝因节日赐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饮人,时曹利用为枢密副

使,不领其意.寇曰:‘某劝太傅酒,何故不饮?’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尔邪?’曹厉声曰:
‘上擢某在枢府,而相公谓之一夫,明日当于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协,厥后发莱公之事者,曹貂也.
预谓何事?”⑤丁谓此话固然有推卸责任之嫌,但提到寇准在酒席上羞辱曹利用的举止,却符合其一贯

行事风格.故这场酒桌风波引起的冲突,也是曹利用投身反对派的缘由之一.以后,参知政事李迪

就曾在宋真宗面前指责丁谓与曹利用结党,“迪斥谓奸邪,因言利用与之为朋党”⑥.
天禧四年,当出现“时上不豫,艰于语言,政事多中宫所决,(丁)谓等交通诡秘,其党日固”的状况

后,寇准征得宋真宗的首肯,筹划由太子监国,自己辅政,将枢密使丁谓贬出庙堂,并为此安排翰林学

士杨亿起草诏书.然而,寇准竟不慎泄露此事,所谓“既而准被酒,漏所谋”⑦.从“被酒”一词可知,寇
准是在醉酒后说漏了嘴,有可能发生在某种特殊酒宴场合.丁谓闻知后,当即展开反扑,李焘对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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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虽有较细的辨析①,但“丁谓夜乘妇人车,与曹利用谋之”②的细节依然可信.最终,寇准遭到罢相,
随后再遭到贬官流放,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角逐遂划上休止符.还有记载也称:“于是李迪、杨亿、曹
玮、盛度、李遵勖等协力,处画已定,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且将举事.会莱公因醉漏言,有人驰报晋

公,晋公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明日,利用入,尽以莱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③对这段几

同政变的斗争,后世宋人记述颇多,其中寇准与曹利用在酒宴中的冲突,都被视为一个关节点,如«玉
壶清话»反映:寇准当宰相,曹利用为枢相,“寇、曹二人者,一时恃酒,往往凌诟于席”④.难怪多年后,
欧阳修为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等七位名士经常聚饮,“相得尤乐”.府尹钱惟演对他们告诫

道:“诸君知莱公所以取祸否? 由晚节奢纵、宴饮过度耳.”⑤钱惟演所说绝非虚言,因为他正是当年丁

谓派系的重要成员,深知寇准致祸的内幕与过程.还值得一提的是,寇准一生好酒,因此引火烧身的

事不止于此.早在宋太宗时期,寇准曾从枢密副使的高位被贬为知青州,以后宋太宗思念到他,接连

询问其情况,“左右揣帝意且复召用准,因对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纵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
默然”⑥.可见寇准纵酒的积习,为政敌提供了可乘之机.

宋代官场的饮酒风波还有不少,如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十月,在宋廷为已故刘太后举办的礼仪活动

期间,首相张士逊利用歇息的机会来到枢密使杨崇勋家,宾主一同对饮.结果两人只顾推杯换盏,竟
将大事抛到脑后,直喝到中午还没散去,“日中不至,群臣离立以俟”.于是御史中丞范讽当即弹劾两

位大臣有失体统,张士逊和杨崇勋遂遭到外放处分⑦.这两位被贬固然咎由自取,不过实在也与当时

权力斗争有一定的关联.张士逊和杨崇勋属昔日刘太后垂帘时期重用的人,而张士逊又与不久前下

台的首相吕夷简存在竞争关系,故宋仁宗亲政后倚重吕夷简,复出为次相的张士逊便与杨崇勋结盟,
以巩固自己的权位.这次能因喝酒引发如此大的风波,大概张、杨聚饮的日子不在少数,也终于给政

敌提供了口实.史称:“先是,天下蝗旱仍见,士逊居首相,不能有所发明,上颇复思吕夷简.”⑧而与吕

夷简交好的范讽借机对张士逊发难,自然有其缘由,终于使幕后的吕夷简有机会重登相位⑨.
宋仁宗时期发生的“进奏院案”,也是由聚饮风波引发的政治事件.庆历四年(１０４４),宰相杜衍

的女婿、集贤校理苏舜钦在主管进奏院期间,因用卖废纸的钱请客饮酒,被太子中舍李定举报,再被

御史中丞王拱辰指使御史刘元瑜等弹劾监守自盗,结果遭到除名勒停的严惩,参加聚会的王洙等一

批朝臣同时被贬.此事值得关注的有三点:其一,苏舜钦所为属于循先例,并非违规;其二,苏舜钦

不仅是宰相之婿,而且自恃有才,对朝中保守派权贵持批评态度;其三,苏舜钦与应邀赴宴者都是志

趣相投的“名士”,也是有地位的朝官,属于支持改革的一派新晋官员.可见这场风波的起因并不简

单,背后实与朝政斗争存在关联.苏舜钦等人与参知政事范仲淹过从甚密,杜衍又支持范仲淹的庆

历革新,故守旧派以此为口实打击政敌,酿成轰动一时的政治狱案.另据记载,当时的另一位宰臣贾

昌朝其实是制造狱案的暗中后台,事后刘元瑜即向贾昌朝报功称:“与相公一网打尽.”最终,宰相杜

衍、参知政事范仲淹及枢密副使富弼受到牵连,先后被打倒.于是,遭受大批保守派围攻的新政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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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止.因此,后世宋人对此皆以为冤①.有诗讥讽李定此举,“一客不得食,覆羹伤众宾”②.还有

宋哲宗时期的党争,亦曾经牵扯到酒宴风波.据曾布«日录»记载,元符二年(１０９９),知枢密院事曾布

向宋哲宗提及一桩旧事:吕嘉问在知荆南期间,曾到某士人家夜饮,“与其妾间坐,和诗及小词”.在

重提这一丑闻后,曾布又揭露吕嘉问的其他罪状,并进而反映宰相章惇对其包庇③.其实,曾布此举

既有报复昔日冤家吕嘉问之意,也企图借机攻击政敌章惇④.
南宋权臣当道时期,官员聚饮时稍不注意,同样可能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如绍兴十三年

(１１４３),权中书舍人程敦厚已任职数年,多次希望转正,也得到宰相秦桧的允诺.但当秦桧获悉他屡

次出入大将家门,韩世忠之妾周氏、陈氏,张俊之妾章氏、杨氏,受封郡夫人,程敦厚所写诏书词语“极
其称美”,遂引起秦桧的不满.某日,程氏参加韩世忠家宴,酒后竟将酒器怀揣回家.秦桧闻听立即

指使御史弹劾,揭露其“丑德秽行”,最终将程氏贬降为知县⑤.根据秦桧当权期间肆意迫害异类的情

况来看,捏造罪名司空见惯,此事应与猜忌朝臣结交将帅圈子有关,可能亦属冤案,不过因宴饮惹火

烧身的结局,大概无误.
在宋代官场宴饮中,因派系权力斗争造成的风波通常背景复杂,其后续影响也非同一般.与此

同时,原本纯属应酬交际性的场合,因杯盏中的偶然因素亦可造成不快的场面,最终导致关系失和与

人际纠纷的后果.宋代有关这方面的事例,以种放与王嗣宗之间的酒桌冲突最为著名.种放是宋真

宗时期蜚声海内的隐士,深得宋真宗的欣赏,官拜工部侍郎,往来于京师朝堂与终南山林之间,与达

官贵人交游甚广.不过,以后却因一场饮酒风波导致其盛名败落.
据«宋史王嗣宗传»记载,王嗣宗知永兴军府,种放从开封返回终南山,王嗣宗特地到驿站以礼

相迎.不料在随后的设宴洗尘中,种放喝醉失礼,两人遂爆发口角,“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语讥

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种放借酒揭对方之短,的确有所依据.王嗣宗当年在宋

太祖朝参加殿试时,成绩本与赵昌言不相上下,后因皇帝一句戏言,他便“搏赵昌言帽,擢首科”.王

嗣宗以手博取状元的往事,属其最为忌讳之处,“故放及之,嗣宗愧恨”.这次酒场反目后,王嗣宗便

上奏揭露种放及其家族在本地的种种劣迹:“所部兼幷之家,侵渔众民,凌暴孤寡,凡十余族,而放为

之首.放弟侄无赖,据林麓樵采,周回二百余里,夺编甿厚利.”不仅如此,奏疏的言辞还相当激烈,
“极于诟辱,至目放为魑魅”.宋真宗正厚遇种放,只得令其徙居嵩阳回避.⑥ 李焘对此事的记载相

类,进一步印证了双方在酒宴上冲突的真实性,“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嗣宗怒,以语讥放.放曰:
‘吾不犹愈于角力而中第乎?’初,嗣宗就试讲武殿,尝因戏弁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媿憾”⑦.
«宋史种放传»也承认了种放“尝乘醉慢骂之”的细节.经历这场风波后,种放声名大损,“时议浸薄

之”⑧,从而失去了朝野推崇的地位.
晏殊与欧阳修之间不和,是宋代士林中的一段有名公案,起因也是在饮酒场所发生.据记载,晏

殊在任枢密使期间,曾宴请欧阳修等人,当时对夏战争正当激烈,欧阳修在席间遂赋诗暗讽,由此两

人结为冤家.此后,晏殊曾指着人品欠佳的唐代韩愈画像对坐客说:此人相貌颇类欧阳修,哪知欧阳

修不是韩愈的后裔? 我重欧阳修文章,但不重其为人.欧阳修也经常对人说:晏公小词最佳,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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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章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章.可谓互相攻讦,难怪宋人对此评说是“文人相轻”①,岂不知竟

是在酒场上所引起.

四、官场酒风过盛的根源

两宋时期,官场酒风过盛的问题,已为朝野所共睹,但此风依旧难以遏制.推究其因,除了以往

历代共性的因素外,宋朝统治集团对饮酒问题的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规则,则是主要的时代

根源.
首先,宋代帝王往往秉持放纵饮酒的态度,是官场酒风过盛的重要原因.按照规制,官员上朝不

得有失仪举动,而饮酒过量后难免如此.宋代皇帝大都自身好酒,大概认为贪杯属人之通病,因此对

臣下饮酒多采取放纵的态度,甚至对他们酒后入朝举止失当亦予以包容.如在雍熙元年(９８４)的春

季大宴上,宋太宗畅饮甚欢,“以虚盏示群臣,宰相言饮酒过度,恐有失仪之责”,但宋太宗却主动对御

史中丞滕中正表示:“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弹劾也.”接着又告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朕乐在时平民

安.”②最具代表性的君王则莫过于宋真宗,如枢密副使周起曾与寇准“过同列曹玮家饮酒”,当其他客

人散后,周、寇两人仍继续开怀畅饮,至深夜“尽醉”才罢.翌日,周起带着醉意上朝,“引咎伏谢”,但
“真宗笑曰:‘天下无事,大臣相与饮酒,何过之有?’”③还有记载反映,“真宗时数宴大臣,至有沾醉

者”.朝官薛奎为此上奏劝谏:“今天下诚无事,而宴乐无度,大臣数被酒无威仪,非所以重朝廷也.”④

从这段劝谏话语中,不难发现在宋真宗君臣饮乐无度下,大臣纵然屡次醉酒失态,也无人过问.另如

宋英宗的态度亦是如此:一次,某官员入朝时“醉饱失容”,结果被御史弹劾.宰相韩琦要求依规处

理,宋英宗却不答应,并表态:宁肯以他事问罪,也不愿因此惩处⑤.由此可见,宋朝帝王不仅带头享

乐宴饮,还常常宽纵臣僚酒后上朝失态,这便不难理解官场酒风之所以盛行.
其次,宋代士大夫热衷饮乐风尚的态度,是官场酒风过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其实,自古世人聚会

饮酒,除了获取自我陶醉的感受外,又往往看重其中的融通之效.在推杯换盏之间,不仅有助于释放

情绪,加深彼此信任,还能缓和矛盾,甚或化解僵局.故聚饮也是官场交际的重要方式,正如唐诗所

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⑥.因而,宋代官僚对饮酒大都保持积极的态度,视之为官场风尚,纵然

因酒发生冲突、纷扰,但凡不涉及大的风波或矛盾斗争,通常也予以包容.典型的事例如:

　　东封,车驾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争,皆怆惶入白,公(王旦)卧不答.夜入对,上曰:“臣寮

奏状,千乘万骑在外,可斩首以令众.”公曰:“此正小人一时醉殴,若斩之,是禁人饮酒,令饮酒者

皆惧.车驾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归京府系治.”后府申覆,公曰:“若初轻断,亦恐纵人,今霈大

赦,可赦之矣.”⑦

这段文献提供的信息是:在君臣东封泰山途中,堂吏们夜晚酗酒斗殴,惊扰到皇帝和众臣.宋真宗询

问是否采纳杀一儆百的提议,宰相王旦却认为不过是一时醉酒过失,不足以问斩,更重要的是此举意

味着禁止饮酒,“令饮酒者皆惧”.最终,当事人暂时遭到关押,以后再被赦免.由此可见,“禁人饮

酒”不符合人之常情,当然不为宋代官场所接受.如此一来,宋朝官员都看重宴饮聚会形式,有人便

因此经历了前后变化.如名相杜衍曾两次出任永兴军长官,其第一次任内宴饮“简薄”,无官妓陪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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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莅职时,浸淫宦海渐久的杜衍态度发生转变,不仅“筵会或至夜分”,还乘着酒兴亲自歌舞.“长
安父老见公通变,皆曰:‘杜侍郎入两地去’”.不久,他果然升至枢府高位①.杜衍先后在酒席上态度

的变化,正反映了饮乐在官场中的特殊含义,而长安父老的预言,其实不过是对人情世故的暴露.而

那些不善饮酒者,自知不能抵触这一风尚,往往也只能主动配合.如宋初宰相沈义伦之子、朝官沈继

宗,“不饮酒,不嗜音律,而喜接宾客,终日宴集无倦”②.士人刘韐“性不饮酒”,但在任丰城县尉时,为
了接待一位好酒的推官,只得勉强陪酒应付,期间彼此赋诗嘲讽对方,就此留下一段佳话③.南宋名

臣范成大还自称:“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予若也,而能知酒者亦莫予若也.”④

最后,宋朝官方的各种宴饮活动以及相关规则,是进一步助推酒风盛行的重要制度因素.在沿

袭传统的基础上,宋代礼制下的“宴享”活动更为频繁,像皇帝出席的春秋大宴、各种名称的曲宴、赐
酺宴以及赐予新科进士的闻喜宴等等,皆为例行的官方活动.甚至在南宋初因战事紧张一度中断的

某些曲宴,在形势稍缓后也很快恢复,如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十二月,宋高宗下旨恢复了赏雪宴⑤.有

关这些宴享制度,论者已多,不再赘述.与此同时,宋朝帝王为臣僚赐宴的名目也很多.如按照规

定,宰相除了生日可获赏赐,在中书设宴庆贺外,往往还能在家享受皇帝的赐宴.典型的例证如:大
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宋真宗下旨“赐羊酒米面”,令官方为王旦在家举办隆重寿宴⑥.南宋高宗朝,遇
到宰相秦桧生日,同样赐宴于其府邸⑦.宋代皇帝又常常临时起意,设宴款待某些官员,如天圣九年

(１０３１)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外任,宋仁宗特意在太清楼设宴饯行⑧.以后,翰林学士吕臻以侍读学

士头衔外任,宋仁宗也赐宴相送,并规定以后定为惯例⑨.绍兴二十三年(１１４５),因经筵讲读告一段

落,宋高宗在秘书省宴请宰执和讲读官.还有如秦桧家新楼落成后,宋高宗为其赐宴的情形存

在.在司马光的笔下,还记录过近臣获得赐宴的具体食物:冬至之日,皇帝赐两府、两制宴席,有果

品近百种,以及酒水等物.
除了以上与帝王相关的各种活动外,宋朝各级、各地官署也存在大量的官方宴饮活动,包括接待

往来官员和各种定期聚会等.而这方面的开支同样有专门的公帑保障,即“公用钱”(又称“公使

钱”),如宋祁所说:“公用之设,所以劳众而饷宾也.”韩琦、范仲淹也坦承:国家设置公使钱,“盖为

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因此,各地公务

宴饮应酬繁多,有时甚至令人应接不暇.如苏轼在杭州通判任内,疲于应付各方酒席,以至“不胜杯

酌”,时人便称杭州通判为“酒食地狱”.更有甚者,在紧张的边防前线也是如此,如景德元年(１００４)
九月,在辽军大举南攻前夕,宋真宗下诏给河北前线主帅王超及以下官员增加公用钱,“诏给北面三

路都部署王超公用钱满万缗,余并增给有差”.据随后王超反映:“日与知州、通判、军职等会食,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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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或至日旰,虑妨公务.请隔日一会食.”显然,就连军事统帅都觉得每天与地方官、将校聚饮不妥,
尤其是从中午拖至黄昏妨害公事,故建议将聚饮改为两日一次.不料,宋真宗竟批复道:“军中旧制,
骤令改易,恐群议非允.”责成王超遵循惯例①.由此极端例证可见,宋朝官场的宴饮活动已成为公务

的必要环节,不便随意停废.南宋人遂指出:近人有认为州郡设宴不妥,是不懂祖宗优待官员本意.
惟有发生贪污不法,才有必要痛加惩治②.宋宁宗时期,驻有“六司”等重要军政机构的建康府,各种

酒席花费巨大,商飞卿到此就任总领军马钱粮一职,提倡节俭,靡费支出才有所减少③.但此事属于

特例,一方面因战时财政异常紧张,另一方面碰上少见的节俭官员,故不具有普遍性.
事实上,在宋代许多中高级官僚的收入中,就包含了酒这项食物.据«宋史»记载可知,“学士、权

三司使以上兼秘书监,日给酒自五升至一升,有四等;法、糯酒自一升至二升,有二等”④.马端临也提

到:诸大学士、学士等,“内外任并给酒、添支、马草料”⑤.这种按日计算直接发放酒的制度,既说明酒

水在官员生活中的重要性,也进而助长了官场的酒风.在此附带补充的是,宋朝官方还直接开办酒

楼,以满足官僚的需求.如南宋临安城有许多大型的官营酒楼,其中“太和楼”拥有包席数百间,时人

有“席分珠履三千客,后列金钗十二行”⑥的诗句描述.这些官营酒楼大都豪华气派,金银酒器动辄千

两以上,并有陪客的官妓数十人,而对象主要是仕宦之流,被讽刺为“聊以粉饰太平耳”⑦.

结　语

历史上,统治阶层喜好饮乐本属常态,但过度沉湎于酒则会带来诸多危害,因酒荒政甚至足以祸

国.故清醒的当政者通常会关注官场酒风,必要时还推行禁酒令.如周公作«酒诰»,即在于告诫殷

商酗酒亡国的教训.宋朝对官场的饮酒活动也有不少限制,这不仅体现于官员在履行政务时禁止饮

酒,对上朝因酒失态的朝官加以弹劾惩处,还反映在对科举考生及军人的相应禁令上.如在宋神宗

朝,国子司业朱服上奏要求:凡到京考试的举人,如有包括酗酒行为在内的品行恶劣者,“委本监检察

闻奏,比附学规殿举”,得到批准⑧.宋代军法则规定:“以强凌弱、忿争酗酒、喧悖恶骂,或搧惑恐吓军

伍,及犯阶级于理不顺者,斩.”⑨然而,奉行实用主义的宋朝统治者,一贯倾向以怀柔手段笼络上

层,故在不危及自身统治与可控的前提下,视放纵饮乐为收买官僚集团的手段之一.正如宋太祖在

“杯酒释兵权”中对功臣将帅所说:“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

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因而,宋朝官场酒风盛行及其引发的问题始终

存在,也就不足为奇.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３１１宋朝官场酒风及其引发问题管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焘:«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九月壬寅,第１２５８页.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第４２页.
«宋史»卷四○四«商飞卿传»,第１２２２８ １２２２９页.
«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十一茶、酒、厨料之给»,第４１２４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９０页.
厉鹗:«宋诗纪事»卷九六«题太和楼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３１２ ２３１３页.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４４１页.
李焘:«长编»卷三四八,元丰七年八月己丑,第８３５０页.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四«罚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２６册,第４５８页.
陈峰:«宋朝化解矛盾的怀柔方式及倾向———以处理内外重大矛盾问题为中心»,«人文杂志»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李焘:«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戊辰,第４９ ５０页;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第１１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总第３７６期) No１,２０２０(SerialNo．３７６)

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再探索

赵永春　李玉君

摘　要:民族应该划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是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

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汉族、匈奴族、蒙古族等等;广
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如原

始民族、古代民族、游牧民族、中华民族(即国族)等等.目前一些学者所引用的西方和日本学者有关民族

“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定义,不过是广义的“国族”定义而已,既不包括狭义民族,也不包括其余的广

义民族,不能颠覆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从西方传入的“族群”概念涵义模糊,如果说“族群”是处于

“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下位的话,那么,“族群”就具有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并建立自己民族国

家的必然前景,是十分有害的;如果说“族群”是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四特征的“民族”下位的话,不见得比

斯大林所说的“部族”高明多少;如果说“族群”是指斯大林四特征的民族的话,更没有必要用“族群”颠覆

“民族”.我国学者已经在吸取、改造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没有必

要以西方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民族理论为圭臬,并按照他们的理论用“国族”和“族群”去颠覆民族,应该形

成我们自己的有关民族理论的话语权.

关键词:民族;国族;族群;斯大林民族理论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１．０８

自从１９１３年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

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民族定义,以及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

上升时代”① 的观点以来,学界就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热烈讨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多数学者不

赞成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认为民族形成于古代,但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则没有疑义.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则出现了否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思潮,以至于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重新提出了“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

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

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的民族定义.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民族定义与斯大林的民

族定义具有一致性.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一些学者又援引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有关民族“是一个政治

共同体”的定义以及“族群”概念,强调民族是政治概念,族群是文化概念,民族于近现代构建民族国

家时产生,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民族,中国就只能有一个中华民族(即“国族”),主张将中国内部的５６
个民族都改称为“族群”,以便“去政治化”,出现了用“国族”或“族群”颠覆“民族”的趋势.到底应不

应该用“国族”或“族群”颠覆“民族”? 我们是应该采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还是应该采用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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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理论,还是应该在调整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西方民族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 确

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下面就这些问题谈一点我们的看法.

一、民族应该区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多数学者主张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去认识民族问题,但不赞成斯大林有关

民族四特征必须全部具备以及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认为民族形成于古代,并在

改进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人认为,将中华民

族和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民族都称为民族,混淆了两个层面上的民族,造成了民族概念的上下位混

乱与矛盾.其实,只要我们将民族区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就会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２０世纪以来有关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时,也有学者提出过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及其

划分问题.如杨堃就曾指出,“民族一词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
部族和民族四种型类”,“狭义的民族,却仅指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而言”①.应该

说,杨堃将民族区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是可取的,但他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四种类型说成

是广义民族,而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说成是狭义民族,等于将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说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古代民族”说成是广义民族,而将斯大林所说的资产阶级民

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说成是狭义民族.这种划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方法对解决民族形成问题有

一定启迪,但对我们认识不同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内部民族(国族与国族内部民族)的关

系问题,仍然无所补益.虽然如此,后来仍然有人按照这种方法划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如吴仕民

等人就认为“广义的民族概念,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

(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等);或作为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或作为

一个地域内所有民族的统称(如美洲民族、非洲民族、阿拉伯民族等).狭义的民族概念,则专指资本

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②.按照这种划分,不知在狭义的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中是否包

涵有广义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美洲民族等,如果包涵的话,恐怕还是混淆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

的区别.何叔涛将民族划分为“单一民族”和“复合民族”,是十分可取的,但他也赞成杨堃将古代民

族说成是广义民族、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说成是狭义民族的观点③,不知古代的单一民族

如汉族以及金朝境内所包括的汉族、女真族、契丹族、渤海族等多民族的金朝民族(即国族)的复合民

族是否都可以称为广义民族,而近现代的单一民族如汉族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合民族是否都可以称之

为狭义民族,如是,其有关“单一民族”和“复合民族”的划分又失去了意义.
翁独健等人也提到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问题,他们认为:“可以把民族区分广义的和狭义的.广

义的民族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地具有民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不管它处于原始社会、阶级社会,还是社

会主义社会.狭义的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期形成的,国家的产生则是

它形成的标志.”④翁独健等人认为广义的民族是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地具有民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
是可取的,但他们将狭义的民族限制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期,恐怕就有些问

题了,因为,按照这种认识,不仅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期以后不会再有新的狭义民族的形成,就
连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广义民族如原始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族、文明民族也都成了狭义民族,这样

的划分也容易混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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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堃:«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１９６４年第１期.
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页.
何叔涛:«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民族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５期;«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

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页.



早在２０世纪初,梁启超较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最初“从语境分析约指华夏—汉族”①,后来

则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 汉族对于国内

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 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②.认为汉族是小民

族,国内各民族(即中华民族)是大民族,已经认识到广义民族与狭义民族的不同,只是没有使用广义

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而已.近年来,叶江曾指出“中华民族人们共同体是一个由多民族(ethnic
groups)共同构成的民族(nation),而汉民族与构成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是在同一层次上的人们

共同体”,他认为“当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忽视了称之为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仅仅只是构成中

华民族这一更大的人们共同体的一分子而不是全部,而只有中华民族才是与建立统一国家———中国

直接相关的‘民族’(нация/nation)”③.叶江提出第一层次的民族(nation)与第二层次的民族(ethnic
groups)的概论,并认为中华民族与汉民族是两个层次上的民族,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认识.但他

也没有使用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又忽视了中华民族形成的问题,认为“只有中华民族才是与

建立统一国家———中国直接相关的‘民族’”,不知将建立统一国家的夏朝的华夏族和建立统一国家

汉朝的汉族是否视为汉族还是视为中华民族? 如果将建立统一国家汉朝的汉族视为中华民族,那
么,华夏族或汉族与中华民族不是又回到同一个层次上来了吗? 此外,叶江在讲到二个层次的民族

时,忽视了汉族和中华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是不全面的.
据此,我们认为应该将民族区分为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应该指具备斯大林所说

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华夏

族、汉族、匈奴族、鲜卑族、蒙古族、满族等等.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

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说,广义民族应该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

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原始民族、奴隶社会民族、封建社会民族、前
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蒙昧民族、野蛮民族(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蒙

昧民族和野蛮民族,是指蒙昧时期的人类和野蛮时期的人类)、文明民族等等;包括某一语系的民族,
如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印欧语系民族、斯拉夫语系民族、拉丁语系民族;包括某一种经济

类型的民族,如采集民族、渔猎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工业民族等等;包括某一区域的民族,如山

区民族、滨海民族、东北民族、西北民族、南方民族、亚洲民族、美洲民族、大洋洲民族;包括某一政治

地位的民族,如统治民族、被统治民族、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等等;也包括某一个政权内部的多个狭

义民族,如唐朝民族、宋朝民族、元朝民族、中华民族、印度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等,这些国家或政权的

民族并非都由一个狭义民族构成,而是由多个狭义民族构成,台湾学者王明珂将这些国家或政权的

民族称之为“国族”④,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觉得,“国族”只能称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

民族,无法概括其他各种广义的民族,因此,还是用“广义民族”的概念进行概括为好.叶江在谈到

“当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争论双方的失误”时曾指出,当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失误“在于将

两个外延和内涵不同的‘民族’概念相互混淆的同时,把外延较小的汉民族概念当作外延较大的中华

民族概念来进行讨论”⑤,也是认识到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不同,但他并未按广义民族和狭义民

族的概念进行论述,又仅仅认为当年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是将汉族和中华民族两个概念混淆了,实
际上,当年有关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不仅将汉族和中华民族两个概念混淆了,而是将整个广义的民

族概念和狭义民族的概念混淆了.有人探讨的是广义的民族的形成,如蒙昧民族、野蛮民族、古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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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５册«文集之十三»,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第７５页.
叶江:«对５０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民族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参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７３本第３分,２００２年;«英雄祖先与

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目前,“国族”的概念已被学者们广泛应用,是十分有益的.
叶江:«对５０余年前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新思索»,«民族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族、资本主义民族的形成等等,有人探讨的则是狭义民族的形成,如华夏民族的形成、汉民族的形成

等等,将两种本来不属于同一种类型的概念放到一起讨论,自然不会形成统一认识.因此,我们主张

对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的形成问题应该有所区别地进行讨论.
按照这种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属于广义的“国族”,中华民族内部的

５６个民族则属于狭义的民族.虽然都称作民族,但民族的层次涵义是清楚的:“民族”是指具有普遍

意义的全部民族的概念,而狭义民族则是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

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广义民族是指具有或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

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未混淆.如同我们称“马”一
样,并没有混淆“白马”和“黑马”的区别,我们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内部５６个民族都称为“民族”,
也不会混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区别.如同不应该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一样,也不应该说广义

民族或狭义民族不是民族.

二、不能用“政治共同体”的“国族”概念颠覆民族概念

近年来,一些学者引用西方和日本学者有关“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定义,试图对民族

重新进行定义.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说:“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

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１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

体.”①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我看来,‘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

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民族和民

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②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更是强调“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

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③等等.旅日学者王珂

认为中国所使用的“民族”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他认为日本国粹主义代表人物提出的“民族”概
念,是指“政治共同体”,是“国民”的意思,所表达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所构成

的‘一个国家’才是最优秀国家”的思想.王轲虽然不赞成“民族”一词从西方传入,但又说“日语中的

‘民族’一词来自于英语的nation”,所表达的涵义“既是民族,又是国民”④.
在引用西方学者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权民族”等强调民

族政治性与国民性民族定义的基础之上,宁骚认为“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

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因此他

主张将“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nation”,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
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minorities),与“ethnicgroups”对应起来.认为中华民族内部的５６个“民
族”只能称“族”(如汉族、蒙古族等)或族群,不能称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等)⑤.

马戎赞成宁骚的观点,他引用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种族’是‘以基因遗传的群体’,‘民族’是‘历
史的社会—政治群体’,而‘族群’是‘文化群体’”的相关论述,认为“只有在翻译‘中华民族’时才使用

nation一词,在翻译５６个‘民族’或其中一族时,只应使用ethnicgroup(s).如中国的‘少数民族’应
译为ethnicminorities,不宜译为 minoritynationalities,在涉及具体族群(如藏族)时,应译为ethnic
Tibetans,避免译作 Tibetannationality,因为目前国际上对nationality的通常理解是国籍”,建议保

留“‘中华民族’的提法,同时把５６个‘民族’在统称时改称为‘族群’或‘少数族群’,在具体称呼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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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某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是‘某某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认为这样改称可以将

民族问题“政治化”,而将族群问题“去政治化”即“文化化”,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①等等.
兰林友也认为“用民族指称包容性的中华民族是适宜的”,主张“以族群概念替代５６个民族的概

念”②.徐杰舜赞成马戎的观点,认为“‘国权’和‘族权’应该统一,现在已经到了确立中华民族是‘国
族’地位的时候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了族群概念作理论基石”,他认为“所谓族群,是对

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也强调“族群”的文化属性,与“民族”所强调政

治属性相区别③.
周平强调:“‘民族’(na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atio’,意为‘一个出生物’(aborncreature),

后来意指以真实或虚构的同一血统或种族的生活团体为基础的社会集团,这一集团共同体只限于超

越于每个家庭之外的部族.”“中世纪的中后期,随着王朝国家的普遍化,王朝国家通过政治方式、经
济方式和文化方式对国内居民的整合也日渐突出.这样一些由王朝国家的居民整合而成的群体,也
被称为民族(nation)”,认为“‘民族’(nation)概念的广泛使用是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建立和

普遍化为前提的,‘民族’(nation)概念包含着深厚的国家内涵,所以常常被作为国家的代名词使用”,
“民族,并不是单纯的‘nation’,而是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nation’,即‘nation state’中的‘naＧ
tion’,是典型的政治民族”④,也强调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与国民、公民的涵义相同.

这些学者多赞成西方学者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创造了民族”、“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等相关论述,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学者的民族理论,“跳出斯大林设定的有

关‘民族’定义的４条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的框架”⑤,重新对“民族”进行定义.

其实,这些西方学者的民族定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个别学者在论述“民族是一个政治共

同体”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了“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
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的著名论断,被一些人视为经典.实

际上,霍氏的说法就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按照霍氏的说法,民族是国家创造的,没有国家即没有民

族.按此理解,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民族就不应该有民族主义呢? 如是,“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

立”,“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岂不就成了天大的笑话.实际上,民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人类群

体,历史上的不同人类群体都是自然形成的,如他们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及生活习俗等,并不是人为构

建的,人们只是对这些客观存在的人类群体进行理性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引导和改造而已,包括

我国建国初年的民族识别也是对这些客观存在的人类群体进行识别和认识,至于这些识别和认识是否

正确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无论如何都不是主观的无中生有的人为的随心所欲的构建出来的.
其次,这些西方学者有关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说法,在国外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同,

早在１９０３年梁启超向国人介绍的伯伦知理的“其始也同居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

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经济)”八个特征的民族概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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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从大清到民

国›:解读“中华民族”近代构建的一个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

性»,«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重启“中华民族”新的大融合»,«长江日报»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９日;«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

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徐杰舜«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周平:«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５期;«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学术界»２０１５年第４期;«再论中华民族建

设»,«思想战线»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民族政治学２２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徐杰舜:«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与这些概念有很大不同,相反倒与后来斯大林提出的民族概念十分接近①.美国学者马拉达特也不

赞成“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说法,他曾说:“‘民族’(nation)一词经常被当成‘国家’(state)或‘国
度’(country)的同义词来使用.严格说来这是不正确的,但这种误用经常见诸政治领袖和一般民

众.准确地说,‘民族’一词不具有任何政治含义.事实上,民族的概念并不是政治性的,它是社会性

的.”②认为“民族”不具有政治属性.美国学者鲁尔克不完全赞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说法,他认

为,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有五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理想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模式.其他四种‘龃
龉’型关系包括: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国家;多个民族多个国家”,他
认为“仅有１０％的国家接近理想型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人口的９０％以上同属一个民

族,而且这个民族９０％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个国家”③,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国家类型不过占全

部国家类型的十分之一而已.斯大林在提出民族四特征的民族定义之后,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等

人也曾向斯大林建议,“给民族的四个特征,加上第五个特征,这就是:具有自己的单独的国家”,斯大

林不同意,批评梅什柯夫等人说:“你们所提出的、给‘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个特征的那个公式,是
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④说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不具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涵义,没有强调民族的政治属性,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非是

“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定义,不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 文化概念”⑤.
以上可以看出,上述学者所说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概念,并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不

过是广义民族中的“国族”概念而已.这些学者试图用“国族”的概念取代民族的概念,实际上是不合

适的.因为,“国族”只是广义民族中的一部分,既不包括狭义的民族,也不包括其他众多的广义民

族,不具有普遍意义,与斯大林所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不属于同一层次.因此,“国族”概念不能

代替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
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西方学者的相关民族定义是指“国族”,因此又对“国族”重新定义,谓“国族

是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它以一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更由于与国家内部结合而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
实质上就是政治共同体”⑥.这些学者对“国族”重新定义,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族”与“民族”的不

同,无疑是十分可取的.
无论怎样给国族定义,“国族”都应该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按照这一认识,我们完全可以说,只

要有国家,就会有“国族”.上述引用的一些学者的观点,多认为“国家”和“国族”都是近现代以后形

成的,古代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国族.其实不然,中国古代也有国家⑦,也应该有国族.我们认为,中
国古代的“国家”可以分为占据中原的统一的或大体统一的“国”、分裂时期的“国”和边疆民族政权三

类,这三类政权都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并且完成了“公共权力的设立”⑧,设有管理民众的

一套官僚机构和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具备一般国家形态,可以称之为古代的“国”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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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５册«文集之十三»,第７１页.伯伦知理认为民族与国民并非是一

个相同的概念.梁启超赞成伯伦知理的观点,在其文中单列«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一节,对“往往以国民与民族混为一谈”
的观点进行了申辩.

利昂P马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张露璐译,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４９页.
鲁尔克:«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白云真、雷建锋译,北京: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２页.
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斯大林全集»第１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

年,第２８７页.
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周平:«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根据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１６ １７世纪出现于欧洲)、现代

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笔者以为国家可以分为古代国家、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三种类型.有

人称中国古代国家为王朝国家,或帝国国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自宋朝始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等等,都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国家.
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家”①.既然古代也有国家,那么,古代就应该有“国族”.如,唐王朝境内不仅生活有汉人,还有鲜卑

人、内附的契丹人、突厥人、高句丽人等等,“唐朝民族”的概念就应该包括这些列入唐朝户籍的各族

人,因此,“唐朝民族”就是“国族”;辽朝境内不仅包括契丹人,还包括大量汉人、奚人、渤海人、女真人

等等,因此,“辽朝民族”也是国族;其余王朝,如宋朝、金朝、元朝、明朝、清朝等,也都不是单一民族国

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这些王朝的民族也都是国族.也就是说,“国族”的概念不仅是指近现代

民族国家的民族,也应该包括古代国家的民族.因此,仅仅将“国族”说成是近现代的产物,并试图用

“国族”颠覆“民族”,无疑是不合适的.
以上可以看出,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定义,不过是指国族而已,

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取代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定义.有的学者虽然已经意识到一些西方和日本学

者所说的民族是指国族,因此,又为“国族”重新定义,但这些学者又试图用“国族”概念取代“民族”概
念,不仅混淆了广义民族与狭义民族的区别,还将广义的民族与狭义的民族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必居

其一,不能共存,是不正确的.其实,广义民族与狭义民族可以共存,且二者身份可以兼备,并非是完

全对立的.如中华民族内部的５６个民族都是狭义民族,每一个狭义民族不仅具有狭义的各个民族

的民族身份,同时也具有广义的中华民族(国族)的身份.狭义的民族不具有政治属性,只有广义的

“国族”才具有政治属性,狭义的民族认同必须服从广义的国族认同.国族(如中华民族)与狭义民族

(如中华民族内部的５６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如同国家与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一样,属于高层次民族

与低层次民族之间的关系或上下位的关系.如果国族与狭义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如同国家与

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出现问题一样,绝不是通过改变族称或改变省市自治区的名称所能解决的.因

此,我们试图通过用“国族”颠覆“民族”的办法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三、不能用“族群”颠覆“民族”
“族群”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很快受到一些学者青睐,并被炒得火热.

但至今我们也不清楚“族群”这一概念都包括哪些涵义?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族群”是一个“文化体”的概念.他们认为

“在‘民族’定义上出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当前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②,因此,他们热衷于

通过改变民族定义和引进西方的“族群”概念来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他们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

共同体”概念,“族群”是一个“文化体”的概念,用“族群”取代原来的“民族”概念,可以“去政治化”,以
解决民族分裂问题.其实,名称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通过改换民族名称以便去掉中华民族内部各

个民族的“政治化”,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实际上,这些民族的“政治化”通过改名是解决不

了的,因为原来我们采用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就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内涵③,但这些民族的“政治化”问
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说明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改换民族称谓是没有关系的.相反,用“族群”概念代替

“狭义民族”概念,恐怕会事与愿违,更难解决民族问题.按这些学者所说,“族群”是个文化概念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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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１９３９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翟胜德即认为“汉语中的‘民族’与国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基本上是一个历史 文化概念”.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

民族»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其实,西方学者并没有认为“族群”完全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有一些政治含义.有的学者认为“族群”存在“边界”,王明珂曾

引用１９６９年巴斯主编的论文集«族群及其边界»(EthnicGroupsandBoundaries)一书中“导论”的话说:巴斯称,“‘族群’是由它本身

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

理的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在生态性的资源竞争中,一个人群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除他人”(参见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６页);马戎也曾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

(ImmanuelWallerstein)的话说:“尽管‘族群’是个文化群体,但‘在实际中,族群这一概念与民族一样与国界相关联”,“不同之处仅仅

是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个民族,但可能有很多族群.”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第６１０页.



族是个政治概念,但族群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族群和民族是什么关系? 族群的发展前景是什么?
这些学者并没有展开充分论述.如果族群是民族形成之前的一种人类群体,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

不断发展变化之中,那么这些族群的发展前景是什么? 如果这些“族群”的发展前景是“民族”①,那么

按照“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都有通过民族革命

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力等说法去认识民族问题的话,“族群”是否也存在发展成为民族,也就是

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用“族群”概念代替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

族概念,会不会有鼓励他们分别将本族“族群”发展成为“民族”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问题? 这

样,这种试图用“族群”理论取代“民族”理论以解决民族分裂的美好愿望正好走向反面,反倒成了“族
群”发展成为“民族”并分别建立“民族国家”而走向分裂的理论基础,有百害而无一益.如果我们保

留原来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的称谓则与此大不相同,因为按照斯大林以及多数学者的认识,民族

最终要走向消亡,也就是说民族的发展前景是走向消亡,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民族最终要走向消

亡”的民族发展进步理论,淡化民族意识,倡导民族融合,并按照民族融合的理论制定民族政策,逐步

缩小民族之间的差别,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意识和民族友谊,促进各个民族逐渐融合在一起.这

才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且有利于国家和中华民族团结的理论认识.建国初期,我们就是以斯大林的

并非“政治化”的民族定义为指导,倡导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内地大力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民族自治

区域范围逐渐缩小(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东三盟划归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管辖等),少数民族改从

汉民族身份的人越来越多,“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思想深入人心,民
族团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来,改变了这种民族政策,逐渐扩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

自治县、自治乡纷纷建立,内蒙古的东三盟也重新划回内蒙古管辖,同时,撤回汉族在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工作人员,已经改从汉族民族身份的少数民族重新改回少数民族身份形成一股浪潮,甚至出现

一些汉族想方设法改从少数民族身份的现象,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情绪高涨,民族分裂思想抬头.这

完全是由民族政策引起的,可我们的一些人却说成是由民族定义引起的,无疑是一种“误诊”,弄错了

病根.在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改“民族”为“族群”和重新进行民族定义来解决问题,也是吃错了药,
起不到治病的效果.因此,这种主张将中华民族内部５６个民族改称为“文化化”的“族群”是没有任

何意义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族群概念的使用,实际上主要为学术界在研究民族形成与发展进程中提供了

位于‘民族’之下的工作平台”②.如果使用“族群”的学者认为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国族”的
话,那么处于“民族”之下的“族群”具有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必然

前景,则有如上述所论,是十分有害的.如果认为“民族”是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四特征的民族,那么

处于“民族”之下的“族群”就应该是斯大林所说的“部族”,不知使用“族群”一词比斯大林所说的“部
族”一词高明多少? 且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形成于近代(或谓“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古代没有民族,
那么,古代的人类群体是不是都成了处于“民族”之下位的“族群”,不知这一“族群”的概念又与斯大

林所说的“部族”概念有何区别? 如果没有区别,那么,在五六十年代一些少数民族坚决反对称建国

之前的本民族为“部族”的情况,是不是又会死灰复燃?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民族形成问题大讨

论时,多数学者不赞成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认为民族形成于古代的研究成果也将付之

东流了.显而易见,将“族群”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下位是不合适的,将“族群”视为斯大林四

特征的“民族”下位,不见得比斯大林所说的“部族”概念高明多少.

１２１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再探索

①

②

马戎认为族群是动态的,他曾指出,“‘族群’(Ethnicgroups)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

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的影

响,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族群’转变为‘民族’”.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

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徐杰舜、周建新主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４８页.



第三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ethnicgroup(族群)的含义与汉语‘民族’一词所表达的广义概念

和狭义概念是一致的”①.既然“族群”的概念与我们所说的“民族”一词的涵义大体一致,那就更没有

必要用“族群”一词取代“民族”一词,无端地制造一些混乱.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应该划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是指具备斯大林所说

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汉族、
匈奴族、蒙古族等等;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

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游牧民族、中华民族(即国族)等等.
一些西方和日本学者所说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概念,不过是广义的“国族”的概念而已,既不

包括狭义民族,也不包括其余的广义民族,不能颠覆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西方学者所说的“族
群”,如果是处于“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下位的话,那么,“族群”就具有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民
族”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必然前景,是十分有害的;如果“族群”是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四特征的

“民族”下位的话,不见得比斯大林所说的“部族”高明多少;如果“族群”是指斯大林四特征的民族的

话,更没有必要用“族群”颠覆“民族”.实际上,我国学者已经在吸取、改造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础之

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没有必要以西方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民族理论为圭臬,并按照

他们的理论用“国族”和“族群”去颠覆民族,应该形成我们自己的有关民族理论的话语权.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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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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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历史独特性

———基于中西比较视野的思考

赵　益

摘　要:中西文献传统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同.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考察中国古代文献,可以

发现其历史特色主要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书写

系统独一无二,文献书面语一以贯之,从而使文献成为文化连续的核心因素;第二是文献整体在各个方面

保持稳定,始终遵循着其内在规律发展演化,反映出中国思想原则对文献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第三是“印刷

资本主义”晚至近代方才出现,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以精英文献为主,通俗文献仅扮演沟通大小传统的角

色,二者合力,加强了古代中国“古典共同体”的持续稳固.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献;书籍;印刷术;精英文化;中国文明;图书馆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１．０９

近现代以来吾人重新反思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成就,其他方面的看法或不尽相同,但在文献方面,
推重中国为世界范围内最为杰出的“文献之邦”,则几乎众口一辞.早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郑鹤声、郑
鹤春编撰首部«中国文献学概要»时即有曰:“中国文化之完备,世界各国殆莫之京,此为中国文明之

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① 此后类似论述,层出不穷.这种总体评价当然并无错误,中国古代纸与

印刷术的发明,早已被公认为是推动人类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贡献;文献的书写、载籍、印刷、制作、
生产与流通等各个方面的成就,也确实非同凡响.但是,正如不同文化既并非单线进化的阶段的不

同,更没有高低贵贱一样,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各自所拥有的文献

传统,也不应有孰优孰劣的评判.任何一种文献传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成就、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机械的、简单的是非比较不仅会导致对“他者”的忽视或误读,更重要的是使“自我”失去了反观自身

的合理性基础.
因此,对中国文献传统历史成就的独特性必须予以认真的审视.否则,任何推重不仅会因缺乏

理据而逐渐流为空泛的赞许,甚至会出现错误.彻底弄清中国古代文献成就的具体表现、复杂内涵

特别是个性特点,远比单纯的溢美重要得多.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作为“文献之邦”的立论获得牢

固的基石,同时也能使从文献传统中探知中国文化的观照取得真正的收获.而对任何事物予以认真

的审视,最重要的是需要采取比前有研究更加合理的观照方法.有鉴于此,本文即尝试从中西比较

的角度,就中国文献传统的历史特殊性此一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敬乞海内外方家教正.

问题回顾与反思

毋庸讳言,在对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成就这一问题上,以往的认识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误区,最为

　

作者简介:赵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①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页.



主要的就是草率地判定了一些“基本事实”,并以这些实际上是不尽准确的事实推出了两大结论:第
一是中国现存古典文献数量庞大,放眼世界唯我独尊;第二是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悠久,水平发达远迈

西方.
这两大结论都极欠妥当.
首先看现存数量.早先有杨家骆１９４６年统计为１０万种,胡道静１９６１年估计为７万至８万

种①;此后吴枫的估计,认为“不能少于八万种”(不包括出土文献和非汉文文献)②;吴氏之后,王绍曾

得出的数字是９．５万种,与此前估计相差不远.比较突出的是曹之的估计,认为整体线装古籍总数

“当不少于十五万种”③,但其所依据的数据重复太多.最近«中国古籍总目»出版,经部序次号共编得

１５１４４(含本部丛书１７７;丛书子目不编号),史部得６６５０２(含本部丛书１０),子部得３８２９８(含本部丛

书９１),集部得５４８８９,丛部得２２７４(子目不编号),合计为１７７１０７.按照«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体

例,理论上序次号应大于实际著录种数(但二者相差不会太多).具体言之,因为«中国古籍总目»的
立目原则包含了这样两条:“一书经重编后传抄刊刻,内容有所增损,卷数随之变化,即不再作相同品

种立目”,“一书正文及其传笺、注释、音义、考订等以不同形式合编,即作为不同品种立目”④,故存在

着重复计算不同版本以及同书异名等情况⑤.另外,«中国古籍总目»也收录了很多档案型文献如地

图、拓片、文书等.综合来看,尽管«中国古籍总目»遗漏的可以归入“四部”范畴的书籍固然不多,但
各种通俗文献、民间抄本(特别是民间科仪、宝卷、唱本等)的数量目前仍然很难估量,再加上«中国古

籍总目»的重复无法得到精确的统计,因此中国现存各类古籍数量究竟多少仍是一个谜团,２０万种

左右只是一个关于传统意义上的“书册”文献数量的推测.
这个数量固然十分庞大,但欧洲古代书籍的遗存种数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先据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Henri JeanMartin)的估计,公元１５００年之前问世、如今有案可考的印刷书,版本

多达三万到三万五千种(版本种数大于书籍种数),总发行量约当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册;仅１４５０年

到１５００年出版印制的书籍保存下来的就有一万到一万五千种之多;整个１６世纪印制的书籍,大约

有１５万到２０万种不同的版本,估计约有１．５到２亿册⑥.最新的一个研究是推算出西欧从６世纪

到１５世纪每个世纪所产生的抄本分别为１３５５２、１０６３９、４３７０２、２０１７４２、１３５６３７、２１２０３０、７６８７２１、

１７６１９５１、２７４６９５１、４９９９１６１(件);从１４５４到１８００每五十年的印本书产出量分别为１２５８９、７９０１７、

１３８４２７、２００９０６、３３１０３５、３５５０７３、６２８８０１(种或版)⑦.尽管这些并非是现有遗存数量,其单位“件”“种
或版”也远远多于中国所谓“种”⑧,同时其具体测算数字亦有可商之处⑨,但仍然是非常能够说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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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道静:«谈谈我国的古籍»,原载«文汇报»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７ ９日,后收入«中国古代典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又参见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第十四篇«目录学»“现存１９１２年之前的书籍数量”条,侯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第１４９１页.
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页.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６页.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说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经部»,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１２年,第６页.
参阅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第１４９１ １４９２页.
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２９、３１３、３３０页.案:据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之IncunabulaShortTitleCatalogue,现存１５００年以前不同版本的书大约有 ３０５１８部,见 http://data．cerl．org/istc/_

search.又参阅DavidMcKitterick,“Bibliography,Population,andStatistics:AViewfromtheWest,”inTheBookWorldsofAsia
andEurope,１４５０ １８５０:ConnectionsandComparisons,ed．JosephP．McDermottandPeterBurke(HongKong:HongKongUniＧ
versityPress,２０１５)．

EltjoBuringhandJanLuitenvanZanden,“Chartingthe‘RiseoftheWest’:ManuscriptsandPrintedBooksinEurope,a
Long TermPerspectivefromtheSixththroughEighteenthCenturies,”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６９．２(２００９):４０９ ４４５．

该研究中抄本单位“件”指indiviualmanuscript,含相同内容的不同抄本;印本书单位“种或版”指the(new)titleoredition,
包括一书不同书名本和不同出版商出版本.这两种单位均不同于中国之“种”.

详见 DavidMckitterick,“Bibliography,Population,andStatistics”．



题的.
欧洲１８世纪以后印刷出版以及遗存图书的种数是此前的数倍.１９世纪以后更为可观,１８４０年

以后英国、法国、德国的年平均出版书籍就有万册之多,１９世纪一百年整个欧洲的书籍如果只保留

其中四分之一的数量,也要远远超过２０万种.总合各种相关数据可以得出,现存１９００年以前欧洲

图书的种数,不会低于５０万种.
其次看历史悠久的程度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水平.中国古代文献在总体数量上既不存在优

势,在文献历史的悠久程度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样也无法占据绝对上风.
中国的书写起源甚早,书写与载籍二位一体,即使夏代“有册有典”是一种传说,文献传统至少也

要从甲骨卜辞记录算起.西周时期除了青铜铭文之外,应该已经出现了简牍;降至春秋,可供阅读的

简册书籍已经较为丰富.但此类文献仍多由国家拥有,直至战国时期,图书的生产、制作和贸易并不

发达.
既然有书籍,就肯定有买卖,这一点并无疑问,但没有证据表明先秦时代出现了专门书店.西汉

时期同样如此,扬雄«法言吾子»所谓“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之“书肆”,应是“书籍陈列”之
义,并非是指专门出售图书的市肆.除此以外,古典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书店的反映.至范晔«后汉

书»方有很多关于在市场上买卖图书的记叙,如«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
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

流百家之言”,«荀悦传»“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述”
等①,但也很难说就是东汉的真实情况.

而希腊在公元前５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图书业,以尼罗河三角洲纸草为载体的形制虽然所能承载

的文字数量较少,但一卷图书的最低容量也能应乎撰录、阅读的需要,同时也并非不够坚固耐用②.
西方古典学者研究认为,在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的年代,诗歌、历史以及其他作品已得到广泛传

布,若非图书以商业化的规模生产,则此种传播断无可能;罗马时期的图书业则较希腊更为发达,至
早在西塞罗和卡图卢斯时代便已有书店的存在③.

中国战国时期的惠子“有书五车”,稷下学宫也有相当的著述和藏书,但总体上除周室及诸侯国

宫廷外,先秦时期的私人藏书并不常见,清人阮元认为“古人简策繁重,以口耳相传者多,以目相传者

少.古人简策,在国有之,私家已少,何况民间? 是以一师有竹帛,而百弟子口传之”④,所言甚

是.希腊公元前５世纪末显然也已经存在私人藏书,到前４世纪亚里士多德已经收藏了大量的图

书,吕克昂学园和阿卡德米学园都已具备图书馆形式.中国在秦代经历了一次焚书,汉代立即有了

恢复,在公元前后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时至少拥有一万五千卷图书;而西方肇始于托勒密一世的

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公元前４７年一部分馆藏毁于战火以前,有一种说法是全部藏书多达７０
万卷⑤.

罗马的私人图书馆首先发展,图书馆似已成为罗马名流府邸的必要部分;阿西尼乌斯波利奥

于公元前３９年创办了罗马第一座公立图书馆.根据公元３５０年的一个地区普查,罗马曾有２８座公

共图书馆.各行省亦有公共藏书,即使小城镇也不例外⑥.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惟官有书”,这种情况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较大的改观.唐以降私人藏书固然较为发达,但真正勃兴仍在印刷术发明以

后,且多以秘藏性质的藏书楼为主.中国直到封建时代晚期才出现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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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４世纪以前中国文献书籍发展的水平并不高于希腊、罗马.４世纪以后直至１５世纪

这近一千年的时间中,中国的书籍编纂生产方具有一定的优势(据前文所引EltjoBuringh和JanLuＧ
itenvanZanden的研究,１１世纪以后的优势已十分微弱),但这种优势在欧洲印刷术兴起而导致的革

命面前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欧洲从１５世纪“谷腾堡革命”以后即迎头赶上,虽然同期中国明

代也出现了商业化出版,但欧洲仍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１６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印刷出版中心威尼

斯拥有近５００家印刷工厂,共印制书籍近１８００万余册,仅书商吉奥利多(GabrielGiolito)一家就出版

了约８５０种书籍①.威尼斯的规模远超明代１６世纪几大出版中心建阳、杭州、南京、苏州、徽州出版

数量的总和;明代任何一个商业书坊、家族、藩府也难望威尼斯书商吉奥利多之项背.明代是中国商

业出版真正开始的时代,由于刊刻之易,导致著书之易,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著作１２０００余

种,其著录虽不能确证是实见其书,但确实为当时著录明人著作最多者.即使算上大量的通俗文献

如科举书、医书、通俗文学、宗教文献等,整个明代出版书籍至多也只有２万种左右,远远落后于同时

代的西方.
清代图书出版印刷水平有持续的提高,但雕版仍为主流②,数量并不巨大;晚清新技术传入后,出

版印刷数量方开始陡增.总其一代所编纂的图书,大约在２２万种以上,现存大约在１６万种左右③,
其中绝大部分为清代晚期出版物.这一数字远远无法与１８至１９世纪的欧洲相提并论,因为从１８
世纪始特别是已进入工业化的１９世纪,欧洲书籍(尚不包括期刊、报纸)的出版种数将是此前数量的

数倍,而１６世纪到１８世纪欧洲书籍的每种平均印刷量已经稳定在千余册左右④,远远超过平均每种

每版印刷１００部的雕版实际印刷数量⑤.以往曾经有过的一种所谓“１７５０年以前中国生产的书籍比

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的说法,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明显的错误⑥.
欧洲图书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再加上悠久的图书馆传统,图书馆藏书量这一代表图书出版、

知识分享和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数从近代以来即大大超过中国.魏根深(EndymionWilkinson)
总结认为:从大约公元１５００年起,中国图书馆在藏书数量上开始被南欧的图书馆赶上,公元１６００年

后被北欧的图书馆完全超越,到１７００年以后,又被北美的图书馆超越;１９世纪期间,随着欧洲和美洲

藏书量多达１００万部的大型国家图书馆,以及如罗阿克顿图书馆这样有将近７万部藏书的私人图书

馆的出现,中西方图书馆藏书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⑦.
上述简单的举例分析无疑就使两大结论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已经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不可避

免地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献传统的历史成就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或者说,既然中西文献传

统不存在优劣之分,中国文献的历史成就到底有哪些独特之相?

连续性

中国文明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连续性,已经得到当代学术研究的公认.中国文献传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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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陈志宏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８０页.
石印术大约在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得到使用,但起初尚未得以和传统雕版印刷分庭抗礼.以产业化印刷技术为基础

的印刷资本主义,直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才在中国出现.见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１８７６ １９３７)»,张志

强等译,郭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
此承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赐告.杜教授的此一数字来自于其在编纂«清人著述总目»过程中对清代文献种数的大致统计,

精确的数字当在其所编目录完成后产生,二者相差不会太大.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７０ ２７２页.
关于雕版印刷每版实际印刷数量,参见后文相关讨论.
魏根深:«１９００年以前中国和西方的图书产量与图书馆»,张深、戴晓燕译,«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魏根深:«１９００年以前中国和西方的图书产量与图书馆»,张深、戴晓燕译,«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又见其«中国

历史研究手册»第十四篇«目录学»“７１．１．１０１９１２年前书籍的总数”条.关于１９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图书馆的藏书量,又可参阅彼

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汪一帆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４页.



连续性亦非常明显.但文明发展意义上的“连续性”评价标准不可简单移植至文献传统之上,因为文

明的连续性主要是指早期文明或未衰落,或未发生严重的断裂和转变.除中国黄河文明外,其他同

时先后发生的原生文明基本都出现了为次生文明所覆盖的情况,而世界上唯一的两个文献传统———
西欧和中国———都没有出现像早期文明那样的断裂、转变情形.因此,中西比较视野下文献的连续

性,应主要体现在各自不同的“连续性特色”和“连续性程度”之上.
显然,中国文献的“连续性”在特色和程度上都具有独特的内涵.
首先,中国文献在发展阶段上没有明显的中辍和低潮期,即使历经灾荒、战争、改朝换代的政治

动荡以及外族的入侵,文献传统不仅没有丝毫中断,而且在历经摧毁下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恢复.
尽管文献存佚并不主要取决于外部因素,但天灾人祸对文献物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

自古战乱频仍,古人常常感慨文献时遭厄运,汉以后批判暴秦燔书已史不绝书,隋牛弘又有“五厄”之
论,明胡应麟接续而成“十厄”之说,可谓最详总结.问题在于,十厄之后,实亦伴随十次恢复,考诸史

记,斑斑可证.胡应麟亦同时指出虽有“大厄之会”,亦有“盛聚之时”:“春秋也、西汉也、萧梁也、隋文

也、开元也、太和也、庆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时也”①,确是非常睿智的见解,我们不能只注意到了文

献遭遇天灾人祸的不幸,而忽略灾厄之后必有恢复的事实.近人陈登原撰«古今典籍聚散考»有曰:
“综计是卷所记,其最明显之现象,即在承平之时,公家私人均致力于搜罗岩穴,博藏深弆;及其乱世,
则又仓皇弃之于兵匪之手.如潮汐然,忽高忽低,而终于散失消沉.”②陈氏所谓“如潮汐然,忽高忽

低”无疑是恰当的总结,而“终于散失消沉”的结论则并不正确,中国古代文献虽然不免散亡,但总体

上仍保持一种强大的连续性.
在西方,罗马帝国的覆灭和宗教的笼罩使６至１４世纪明显成为文献发展的低潮.“无数珍贵的

藏书直到公元５世纪仍有存留,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日耳曼部落的入侵将它们埋葬,猝死的古代

文化成了它们的坟场.”③所剩的书籍生产几乎都与宗教有关,而且书籍稀少,甚至连教士也很少能有

阅读的机会④.这一情况直至１０到１２世纪才略有好转,至１６世纪谷腾堡印刷革命后才出现高潮并

延续至今日.毫无疑问,中国文献传统中显然不存在这种几乎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极其漫长的文献衰

微,当然也没有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性质的文献重振.
其次,中国文献书面语言一以贯之,自金文记录、«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及先秦诸子等经典

奠定的极为成熟的书面语作为唯一的“文献语言”传承至今,三千年来连续未断.此一特殊之处尤为

显明,其根源肇自于中国书写的发明并发展成语素或语标文字(Morphemicorlogographicwriting)
后⑤,出于发明这种书写系统的文明所拥有的独一无二性和强大影响力,使这种已经非常成熟的文字

(甲骨文)就已经成为“书面语”的书写而非“日常言语”的书写.书面语就是借助日常言语创立一种

文字(语素)组合格式,把文字与意义库的对应规范起来.如果书面语极早发生于一个文明程度较高

的区域且这个区域文化最终能够征服其他区域文化并连续发展下来,那么这种书面语就不会像日常

语言一样被文化融合所影响,而是保持它的独立性.在文化高度强势而未中断的情况下,区域语言

差异越复杂、语言融合越频繁,书面语的传统就越能得到保持,并会渐渐脱离日常言语,形成“言文不

一”的局面.总之,中国书写系统和古代书面语可以认为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现象,它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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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语言”①,主要以规范化的语词系统而不是用对应于日常言语语音的符号来指代意义.通过

这种书面语言,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得到了一门全民族语②,从而得以承载知识、思想、信仰传统,并能

摆脱方言歧异、言语变迁的困扰而实现跨越时空的传达.
西方在这一方面完全不同.由于埃及和两河文明的衰落和被覆盖,“神圣书写”不可避免地让位

于不同方言的书写,因此文字作为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外壳,必然走向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又必然导致

民族书写.另外,统一王朝的衰亡使“雅语”逐渐失去统治地位,从而使文献书写形成分化.这对文

献传统连续性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到公元６世纪,希腊语在西方已经成为死语言,教皇大格列高

利(GregorytheGreat,约公元５９０ ６０６)便完全不懂了,罗马帝国已完全控制在蛮族移民手上,东西

方文学教养和对图书的照管与收藏完全衰落了.希腊语在罗马已经完全没人说了,而拉丁语在君士

坦丁堡已被禁止.不可设想罗马的图书馆会在这个时候继续增加它们的希腊语藏书,或希腊语图书

馆致力于拉丁语书籍收藏”③.至１７世纪,拉丁语又全面式微.从１５世纪６０年代至１６世纪初约五

十年间,欧洲出现了第一本德语、捷克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法语、佛兰德语、西班牙语、葡萄

牙语、丹麦语、瑞典语、普罗旺斯语、波兰语等主要地方语言印刷书籍④,此后这一地方语言印刷书籍

名单持续增加,“至此,各地的民族文学皆建立起基础,并令泛欧书市开始分裂;各国执政者基于政治

与宗教理由,推展各种成效显著的图书审查,亦助长这种分化.到头来,欧洲的不同国家,终以文化

差异为界,将彼此的出版市场永久区隔开来”⑤.
方言出版促成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而长久不变的书面语却使中国王朝始终存在⑥.代表着国

家权力、教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的拉丁语被地方语言取代⑦,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从未发生.在欧洲,
印刷术可能反过来促进了民族语言的格式化和固定化,并强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语言壁垒”⑧,这
一情况在中国同样也未出现:书面语言的格式化和固定化早在先秦时代就完成了,书面语经典长久

垂范,并不待印刷术的发明而进一步加强;同时,明以来通俗文献特别是通俗文学所带有的方言、俗
语,也未能因为印刷品的普及而形成对标准书面语的颠覆.钱存训所指出的印刷术对中西社会所发

生的不同作用———“印刷术促进文化发展,扩大读书范围,普及教育,推广识字,丰富各科学术,这些

效果虽是一样,但程度不同.不过在西方,印刷术同时激发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以

及在文学上的应用,并鼓励了民族主义和建立新兴民族国家的行动.相反的,在中国印刷术帮助了

书写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成为保持文化传统的重要工具.儒家典籍与科举考试用书的印刷,更
可证明.所以,印刷术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⑨,实际上也正是说明了中国

文献传统连续性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
第三,经典及经典阐释传统同样连续不断,并没有因为宗教、政治和族群异见而形成断裂.
经典阐释的连续性是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儒家思想赖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整个文化

核心得以延续的关键所在.因为儒家思想不断提倡的伦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宗教,所以不会

别宗教所左右,反而改造宗教为其所用.同时,缘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哲学,除了少数暴政时期外,
王朝政治一贯维护着经典传统而不使之有丝毫的断裂.古代中国并不乏各种次生族群,也常因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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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入侵而导致异族入主,但异族的华化始终是历史主流.在“来中国则中国之”的过程中,文化

可能稍有损伤,但不久即恢复原状.经典阐释的情况同样如此,无论是北朝、金、元以及清,可能在某

个时期稍有顿挫,但经学传统从未断绝,这在书籍史上可以从六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的编纂刊刻

上得到具体证明.最典型的是,与欧洲基督教、东正教分裂以及后来民族语言不同所形成的不同印

刷书籍完全相反,自元以后,中国、日本、朝鲜、琉球、越南则形成了一个“汉字书籍共同体”,并且这一

共同体并非是单向的传播模式,而是往复交流意义上的“书籍环流”①,成为９世纪以来东亚文化圈赖

以存在的根本性保障.

稳定性

文献传统既未中断,照理而言,文献的发展就势必会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进步而形成一个持续

发展上升的趋势.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整体文献明显呈现出一种螺旋式发展的模

式;至少在清中期以前千余年的文献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大的螺旋以后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跃升.前

文所讨论的现存古籍数量可以为证:若现存１９１１年以前的古籍约为２０万种,则明代以前古籍现存

至多１万种,明代大约１到２万种,清顺治至嘉、道大约４到６万种,而整个晚清可以达到１０ １２万

种,从这些数字可以推出从«七略»以来至１７世纪近１６００年的文献种数的増长率,极其有限.胡应

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曰:“古今书籍,统计一代前后之藏往往无过十万(卷),统计一朝公

私之蓄往往不能十万,所谓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也.”②尽管胡氏总结的原因不完全正确,但他所揭示的

现象却是历史事实.也就是说,整体文献保持着一种稳定性的存在.
中国古典文献的稳定性的主要内涵之一是文献传统具备一种历时性的内在规律,积聚、散佚有

常,生产、保存、淘汰亦有常,也就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文献整体是一个按自身规律保持运作的有机

系统.
前文已论,不能完全用文献颇遭人为摧残来解释文献未能实现突破进展的事实.固然,中国自

古天灾人祸不断,文献时遭水火,散佚确为严重:至清代,史志所载及藏弆家著录所载宋以前书,已百

无一二;即宋以来目录所载,十亦不存四五.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文献的散亡,主
观原因大于客观原因,内部因素大于外部因素,亦即文献的散亡并非主要是天灾人祸所造成,而根本

上是社会历史环境下主观取舍和文献内部规律作用的后果③.个人认为这是一条最重要的中国古典

文献基本规律之一,它所揭示的意义是:中国古典文献之所以呈现出一种低增长的螺旋式发展,保持

着某种稳定性,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结果.
文献内部的规律,主要体现在文本内容特质和文献作为知识载体的形式内涵方面.比如技术性

知识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一旦旧有知识被新知识淘汰,则原有相关文献必然渐次散亡.«汉志»“兵
书略”凡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除上升为军事哲学之«孙子兵法»外,一无所存;秦火燔

«诗»«书»、百家语,不去种树卜筮之书,前者十九有传,而后者百不存一,均为此理.再比如删繁就

简、融汇众说、取精用宏之新册,往往能够代替所据之旧典④,«汉志»存而«七略»«别录»亡,郑玄«毛诗

笺»出而三家诗浸佚,即乃此属.
主观取舍当然更为关键.如果说在文献内部规律方面中西传统还存在某种共同性,主观取舍方

面则迥乎不同,最后的选择去取皆是其各自文化内核规定性的产物.两汉以后中国正统思想以较为

成熟的实用理性为准则,主观选择性极为明确,整体精英阶层重视历史经验,强调伦理道德,都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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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极端、怪奇、忤逆之谈,罢黜术数、谶纬及宗教异端,同时忽视技术知识.精英阶层主导社会自上

而下的教化,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不为政治、宗教、经济甚至外来文化传入所左右.在文献

散亡方面,此一主观法则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无形的摧毁”,较诸兵燹和焚禁这一类“有
形的摧毁”,所造成的古代文献的危害尤烈①.

综合而言,可以这样认为,中古以后无论经历何种天灾人祸,也无论独裁统治实施怎样的禁绝方

针,文献的总体格局已基本定型:注定散佚的,终归渐趋无形;必然存留的,往往不绝如缕.总量则是

缓慢增加,从中古到１７世纪一千多年来至多也就五到六倍的增长.很明显,这与西方５世纪以前的

情况或许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和６世纪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据前引 EltjoBuringh和JanLuiten
vanZanden的研究估算,西欧自公元５００年至公元１８００年这１３００年来书籍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②,也就是公元１０００年的生产量是公元５００年的约１４４倍,公元１５００年达到约两万倍,而公元

１８００年则达到约四十几万倍.这一长时段的增长结果是极其惊人的,中国的增长率和增长结果远

远不及.
中国古典文献的稳定性的主要内涵之二是从两汉以来直至１８世纪,中国持续的文献传统固然

不乏新创,但总体上以继承为主、新创为辅.形成此一内在机制的根本原因是经典形成甚早,作用时

间极长,经验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力量极为强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整顿衰弊的现实世界并恢复远古

黄金世界的辉煌,因此阐释经典以发现前往“大同”的道路,成为思想文化最根本的建设手段,“述而

不作”进而变成一种思想和方法原则.«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序”所谓“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

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云云,虽系就“经”而言,但实际上也是古人

所以著述的基本心态的写照.
事实可证,从«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系统后直至清乾隆时期,整体文献虽不能说完全走向封

闭,但至少是没有发生剧烈的体系变化.«隋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个二级类目,«四库全书

总目»分四部共四十四个二级类目(含六十七个三级类目).新増、改易者并不多.收书内涵上除了

集部和子部杂家类有较大扩张外,其他类目的增大幅度都是有限的.“四部”固不能返“七略”③,但
“四部”并未完全迈越或颠覆唐宋旧观,知识更新没有实现质的提高.也就是在知识创造方面,保守

的、内敛的思想观念发挥着显著的规范作用.这个特点,当然与前文所述之“连续性”和后文将述之

“精英性”密切相关并构成一种整体性.
相比之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突破的是中世纪以来宗教保守思想的束缚,以“发现”古典为名

而行创造之实,实用知识得到重视,新的学科不断涌现,知识系统得以更新④.紧接而来的知识产权

自觉意识的产生和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书籍生产不仅完全摆脱了旧时代的政治、文化禁锢,而且

更重要的是促成“知识”变为销售商品这一现代性因素的出现⑤.而在中国,这一切直到２０世纪初帝

制结束以后方才真正发生.

精英性

出于教育普及程度极差、农业人口居多及地区文化水平差别较大等原因,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具
有阅读能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直至２０世纪初叶,整体社会的识字率不会超过２０％,明代

以前则更不堪言.早先国外汉学家如罗友枝(EvelynSakakidaRawski)研究认为,１９世纪中期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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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男性约为３０％到４５％,女性有２％到１０％具有读写能力①(如此,低限平均为１６．６％至２０．５％;
高限为２４％至２８％②),这个结论显然过于乐观③.以欧洲的情况作比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Ｇ
edictAnderson)的一个总结是迟至１８４０年,即使在欧洲最进步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也

有近半数的人口是文盲,而在落后的俄罗斯则几乎９８％是文盲④.
识字率的低下,导致古代中国阅读人口的阶层和范围均极有限,与欧洲相比更为逊色:欧洲“阅

读阶级”除了贵族和地主士绅、廷臣与教士等旧统治阶级外,还包括平民出身的下层官吏、专业人士

以及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等新兴的中间阶层.中国明清时代的能文之人,除了精英分子以外,中间

阶层非常有限,只有如生员、吏员、部分僧道师巫、代笔者、书会先生、算卜等专门职业者、商人特别是

书商及其雇佣写手和极少数的城镇市民.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古典文献无论是曾经编纂、出版、流通者,还是现存者,均以精英文献为

主.从发生上来看,汪德迈(LéonVandermeersch)最新的研究甚至得出了一个釜底抽薪式的结论:
中国书写一开始就不是语言的记录而是一种意义———理性的、前科学占卜的记录,从而直接生成书

面语⑤;而音节文字所形成的书面语,是识字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早期观念上来看,«墨子»“书
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已数数言之,按照墨子的理论,最需要传达和保存的认知和记忆,是对

天的意志和鬼神(二者实即最初的宗教)的敬崇,“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

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⑥.这其中当然有不少理

想化的猜想,但实际上就出土文献中的早期书写而言,甲骨文是卜辞,属于墨子理论的第一个方面

“宗教”;青铜铭文主要是纪功、诰命,属于墨子理论的第二个方面“政治”———理性的和现实的行为.
发展到印刷时代情形依旧,与西方更是大不相同,如钱存训所指出的:“印刷在西方社会中,主要是一

种营利事业,跟随工业革命而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出版工业,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体.而在中国传

统社会中,印刷术的主要功能并非谋利,却含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刻书对知识的传播和文化保

存,认为是人生的一种美德,所谓‘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美谈.’尊重

古代典籍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成分.”⑦所有这一切都使书写和载籍文献从最初到最后,必然都只能是

属于精英分子而不是其他阶层.
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俗文献当然亦渐次而生,但一直居于极低的地位.即使是商业化出版的时

代,国家和士人阶级也表现出强大的主宰力量.彻底颠覆这一主宰力量的“印刷资本主义”,要晚至

１９世纪末方在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在此之前,精英文献出版虽然在有些时候也呈现出商品状态(特
别是带有文物性质的宋元旧本),但从未像欧洲的«百科全书»出版一样,既是一个启蒙运动行为,又
是一个典型的“生意”⑧.而作为商品的通俗文献如蒙书、科举应试书、日用型书、宗教书、通俗文学书

等一方面毕竟仍为中等文化水平之人所阅读,一方面还是无法撼动精英文献的主导地位.
一直到近代以前,中国书籍印刷的复本量都是比较小的.雕版印刷术为主流,活字印刷始终没有

得到规模化应用,也能说明这个事实.因为精英文献的出版并不需要庞大的一次性产量,而是需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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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久的保存印版以便将来修订,或者垂诸久远.雕版印刷恰恰可以符合这种需求.利玛窦最早就指

出了这一点:雕版印刷并非不可以大量印制复本,因为技术的成熟其成本也低于活字,但其最明确的优

点是“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

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

印量的多少”①.当代研究者普遍认为雕版印刷有利于分散于各地且每版印量不大,有待重印的书籍

生产模式②.也就是说,雕版是适应精英文献生产的模式,与西方完全不同③.通俗文献虽然出自于

商业生产,但因其阅读者至少是识字之人的缘故,高数额的一次生产量并不是市场需要,故而也同样一

直采用雕版印刷.尽管理论上雕版印刷的复本量可以达到成千上万④,有研究表明,除了宫廷或政府

以外,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书籍,个人印刷和商业出版中每一版次的实际印刷量至多也就在１００ ２００
部之间⑤.这证明中国雕版印刷术从技术到模式都是为精英文献而不是商品化通俗文献服务的.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报纸,书史研究者都指出,报纸是整个后工业化时代印刷史中最重要的

内容,“尤其是受欧洲影响或控制的海外殖民地的印刷发展史上,印刷文化最初是通过报纸的出版而

发展起来的,报纸在当地社区被用作一种发布信息和维系凝聚力的手段.报纸的大规模机器印刷,
在萌芽阶段影响和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语言的塑造和罗伯特埃斯卡皮所称的‘独立的民族

文学’的产生”,当然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根本性要素,
只有在相同的时间段内被千万人消费的日报,才可以让人感到被同一种语言连接在一起⑥.然而在

中国,即使算上传教士创办的报纸,也要迟至１９世纪中叶以后才较多出现,而直至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才真正开始在社会上发生显著作用.
因此,１６世纪开始兴盛的书籍商品化,既然未能形成“印刷资本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像欧洲

一样,创造出一个“从根本上腐蚀了历史悠久的王朝原则,并且煽动了每一个力有所及的王朝去进行

自我归化的”“群众性的、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⑦.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是以精英文献为主,通俗

文献则扮演沟通上下的角色,二者合力延续、加强的是“古典共同体”,而不是现代的“想象的共同

体”.１９世纪末以降主要在上海出现的“印刷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通俗文学作品、知识读物、日用书

籍以及报纸、杂志等媒介出版物,方才促进了后者的诞生.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文献传统唯一悠久、发达的地区;中西文献传统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

同.中国文献传统的连续性、稳定性、精英性,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传统皆能具有的共性,而是

在中西比较视野下所得出的中国载籍发展演变的历史独特性.文献传统的特色在根本上是由文化

特性决定的,但它同时又以其非凡的能量反过来影响和建构文化特性.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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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nthiaJ．Brokaw,“OntheHistoryoftheBookinChina,”inPrintingandBook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ed．
CynthiaJ．BrokawandKai wingChow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２００５),３ ５４．

参阅周绍明的研究,见其«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１２ ２８页.

实际平均印数问题因无全面的记载已经不能确切回答,印刷史、出版史及书籍史学者如钱存训、张秀民、沈津、贾晋珠等分

别从雕版印刷理论上的次数、历史记载数据以及实际印数范围等做了探讨,此后又有何朝晖予以总结归纳并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研

究(何朝晖:«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结论是中国古籍的单

次实际印数一般都十分有限,倾向于认为平均在百部左右.
以上见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７页.
参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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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董 芬 芬

摘　要:«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

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

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

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

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

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

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关键词:«春秋»;«左传»;十二公;左丘明;孔子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１．１０

一、关于«春秋»十二公的争论

«春秋»记载鲁国十二公之事,«左传»亦然.后«吕氏春秋»有十二月纪,«史记»设十二本纪、十二

诸侯年表,«汉书»亦有十二本纪,先秦两汉史籍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一般以为其源于«春
秋»的十二公,故多围绕«春秋»探究十二之体的生成.«春秋»起于鲁隐公讫于鲁哀公,共记载十二公

二百四十多年间的事情.«春秋»何以始于鲁隐公,何以有十二公,从汉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五花八门.下文列举其中较有影响的几种.
公羊家最早直面这个问题.«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春秋»何以始乎隐? 祖之所逮闻也.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注“祖之所逮闻”说:“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① 董仲

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说得更清楚:“«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

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
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② 何休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

细化:“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隐、桓、
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③ 公羊家把«春秋»所载分为作者亲见、作者所闻及所传闻三世,认为高

祖及问闻知始于隐公,故«春秋»始于隐公.«春秋»为何终于鲁哀公,«公羊传»说:“何以终乎哀十四

年,曰:备矣.君子何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休注:“人道浃,王道备,必止于

　

作者简介:董芬芬,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左传»文本的性质、生成及关系研究”(１７BZW０７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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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者,欲见拨乱功成于麟.”①公羊家认为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公之历史足以显示“人道浃,王道

备”,且获麟事件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徐彦说:“终于获麟以示义似若尧舜之隆,制礼作乐之后萧韶

九成、凤皇乃来止巢而乘匹之类也.”②认为获麟是太平世的祥瑞,意义同尧舜时的萧韶九成、凤凰来

仪相类,故«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事件.
公羊家的这些说法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从鲁隐公

到鲁哀公共历十二公,而公羊家却认为是作者据自己与父、祖、高祖、曾祖五代人的记忆而作,明显有

悖情理:五代人再好的记忆恐怕也不能清楚记得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的桩桩件件.其次,“祖之所逮

闻”的说法与«春秋»的记载情况亦不符.若十二公真分三世的话,应该是有见世记录精确,有闻世欠

精确,而传闻世应该是模糊的,但«春秋»十二公尽管书法详略稍有不同,但记载的精确度相差不多,
分不出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世的高下,正如毛奇龄所谓“虽前后所书偶有同异,而义无不同”③,更不

存在如董仲舒所说的“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④的情况.何休在此基础上生发

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张三世”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云:“又说二百四

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

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⑤认为三世说与“人道浃,王道备”的说法自相矛盾,而公羊家却硬把二

者合在一起,王充所驳极是.至于获麟为太平世祥瑞之说更是牵强附会,顾颉刚说:“事实上春秋世

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⑥指出公羊家说法的荒唐.
不满于公羊家的穿凿,晋代杜预重新做了解释.他说:“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

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

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

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⑦杜预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孔子作«春秋»从鲁隐公起,一是因为隐公与

周平王比较接近;二是隐公是“让国之贤君”.杜预的这两个理由也讲不通,如果«春秋»必须从周平

王开始的话,则鲁孝公、鲁惠公与周平王更为接近,且也都是周公的后裔.正如顾颉刚所说:“然平王

东迁时为鲁孝公,孝公而后惠公,惠公而后始为隐公,故当始于孝公而不当始于隐公也.”⑧隐公的确

存让嫡之心,但隐公的让位之意未及施行就遭弑,自身尚不能保全,其“弘宣祖业,光启王室”也成了

空话.至于为何终于获麟,杜预说:“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⑨感麟之说

与公羊家的麟瑞之说可谓五十步与一百步.杜预也未能解决«春秋»何以有十二公的问题.
其他还有一些说法,如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以为:“«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意思是周平王卒于隐公年间,故«春秋»始于隐公.但

«春秋»同周平王之死为什么一定要有关系,让人不得其解.何况,«春秋»中有“元年春王正月”的表

述,明确表达其“尊王”的立场,孙复用“天下无复有王”定位«春秋»,这明显不妥.又郑樵以为孔子是

不得已而始于隐公,他在«始隐辨»中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隐公,此夫子不忍遽绝之意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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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遽绝之,则有所待也.”①难道«春秋»始于孝公、惠公,就意味着夫子忍于遽绝? 这其中的道理也让

人无法理解.关于«春秋»十二公的解释五花八门,却有着共同的倾向,都以寻求孔子“微言大义”的
方式进行着各自的揣测.正如元代的黄泽所说,自秦汉以来,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往往牵强

附会,而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识求之,所以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②.现代学者蒙文通从史学的发展讨论

这个问题,他说:“«春秋»也只能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绝不是偶然的.应当正是由于各国史学

在这个时期才有了较普遍的发展,才开始积累了较广泛的、较系统的可以依据的史料.”③这种说法也

流于空泛.
在众多的说法中,清人顾炎武和江永的角度独特,有启发意义.顾炎武说:“自隐公以下,世道衰

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
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

书之不存也.”④以为从隐公开始“世道衰微”,孔子才加以修正,而隐公之前的内容孔子未加改动,但
没有保存下来,至于为什么不存,顾炎武语焉不详.江永«群经补义»不满此说,驳曰:“使伯禽以后之

«春秋»皆存,则周初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为法,顾独存其衰世之事以为戒

邪?”他提出:“«春秋»当始伯禽,何为始隐? 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
未必有所取义也.”⑤江永认为孔子«春秋»之所以只有十二公,是因为伯禽以下、隐公以上的不存,孔
子只得就仅存的十二公修之.如果真是惠公以上的没有保存下来,则十二公成了没得选择的结果,
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意蕴了.顾炎武和江永的说法不同,但都否认«春秋»十二公的特别含

义,这是受了王充的影响.王充说:“«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

法?”⑥王充认为«春秋»十二公同«尚书»的百篇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放弃了对十二公含义的追

索.顾炎武和江永从文献流播、存亡的角度进行解释,不曲求深意,不管结论对不对,这样的方法很

有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提到了“原始«春秋»”的问题,都认为原始«春秋»应包括隐公以上

的记载.
的确,讨论十二公的«春秋»,必须考虑原始«春秋»的问题.历代学者多认为十二公«春秋»生成

之前应该有原始«春秋».刘知幾«史通六家»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

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
作,与«尚书»同时.”⑦还说:“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
«乘».”⑧认为«春秋»文本应该与«尚书»同样古老,并非始于春秋时代.郑樵«六经奥论»也说:“今«汲
冢琐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诸如此类,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⑨鲁献

公乃西周末人,则知«鲁春秋»并未始于隐公.顾炎武从«左传»中寻找端倪:“«春秋»不始于隐公.晋

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

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

者,古之良史也.”章学诚«易教上»从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出发,提出«春秋»出于西周:“夫«春秋»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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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旧典,谓周礼之在鲁可也.”①章太炎«春秋故言»也说:“«春秋»,往昔先王旧记也.”②刘师培«经
学教科书»提出«春秋»早在西周以前的古代就存在了.所以杨伯峻说:“则韩起所见«鲁春秋»,必自

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起隐公,讫哀公,自惠公以上皆无存.”③认为孔子之前应有原始«春
秋»,今天所见的十二公«春秋»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原始«春秋»或许从周公旦之子伯禽开始记载,出自鲁国历代史官之手,属于史学的范畴.原始

«春秋»只流传下来从隐公到哀公这十二公的记载,其他全部散佚.胡念贻说:“孔丘可能曾经采用鲁

国的«春秋»来作为讲习的课目,在讲习过程中也可能做过某些整理和发挥,作过个别文字的订正工

作,这可能就是‘孔子作«春秋»’传说的由来.”④今天见到的、被称为经的十二公«春秋»就是孔子教授

弟子的那部分.显然,是因为孔子用它“作为讲习的课目”,这部分才流传下来.孔子讲过的这十二

公,才是经学讨论的对象.所以,十二公«春秋»的生成,其实就是原始«春秋»流传过程中的一个问

题、环节,如果抛开原始«春秋»的大背景,就很容易陷入误区.
之前种种解释多没有把十二公«春秋»看做原始«春秋»的一部分,却谓其为孔子所作或所修,各

家挖空心思寻求其背后孔子的深意,越是钩沉索隐,越难以令人信服,五花八门的答案说明各家力图

论证的本来就是个伪命题.今天面对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换个思路,从孔子教授«春秋»的角度去研

究.为什么孔子讲«春秋»始于隐公? 为什么他只讲了十二公? 从孔子作为教者而非作者的角度去

探讨,问题也许并不像前人想的那么复杂.
原始«春秋»出于鲁国历代史官之手,记事质木简略,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具体过程情节,类似历

史大纲,正如王安石所讥是“断烂朝报”,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如同天书.孔子如果不借助其他历史

记载,“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⑤.刘师培说:“«春秋»,又即本国近世史也,虽然,以史教民,
课本所举,仅及大纲,而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论.”⑥原始«春秋»体现

着历代史官相传的“«春秋»笔法”,一般人未必懂得其中的奥妙,孔子选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教授弟

子的大纲,也必定有所参考依傍,才能够“旁征事实”、“判断是非”.赵伯雄说:“孔子当年讲«春秋»,
是结合史实来讲解的,例如他讲‘赵盾弑其君夷皋’,是一定要讲晋灵公的‘不君’、赵盾的出走以及赵

穿弑君的经过的,否则他怎么能够讲清这句经文当中的义呢? 又如他讲‘郑伯克段于鄢’,恐怕也是

要讲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种种纠葛的,否则学生们单从那一句话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但这些具体

的史实«春秋»上是没有的,孔子当另有所据,孔子所据应当是与«春秋»不同体裁的其他史书.”⑦作为

一个教者,很可能受到参考资料的限制,孔子只讲授了十二公的«春秋».如果这个推想能够成立的

话,那十二公«春秋»的生成,根源就不在于孔子,而在于别的史书.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目

光投向与«春秋»相关的其他史籍上,来探究十二公«春秋»的生成.

二、“孔子曰”“仲尼曰”与“«左传»原本”

以鲁国十二公为纲且与«春秋»相关的三部书是«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公羊传»和«穀梁

传»完全是解释«春秋»书法义例的,二者皆依经立传,不能独立存在.且公羊、穀梁皆在七十子之后,
成书皆在汉代,它们之所以有十二公,完全是因为«春秋»有十二公.二传与«春秋»亦步亦趋,从中也

找不出十二公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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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公、穀不同,它与«春秋»有联系却能独立成书.虽然都是十二公,但«左传»的记载范围

超出«春秋»,明显不受«春秋»的约束而自成一家,«左传»完全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存在.
十二公会不会源自«左传»? «左传»会不会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

意味着孔子见过«左传».但是,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春秋»学史中,无论在«春秋»与«左传»的关

系、«左传»的作者、成书等问题上多么聚讼纷纭,大家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春秋»在前,«左传»在
后.«左传»既然被认定为«春秋»之“传”,它当然不可能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

然而,在大家不容质疑的共识中,一些问题被忽略了,如«左传»中有许多“孔子曰”“仲尼曰”之类

的评论文字,人们一般把它们视为解经语而与其他解经语同等看待,忽略了它们包含的特殊信息.
«左传»中的“孔子曰”之类大部分是针对«左传»内容而发,是解传的.如«左传宣公九年»记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
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孔子曰:
“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这件事«春秋宣公九年»的记载非常简略:“陈杀其大夫泄冶.”陈国为什么要杀泄冶,«春秋»未载.
这段“孔子曰”显然是针对«左传»所载泄冶不量凿枘、冒昧进谏的言行而发.此事发生在公元前６００
年,孔子还没有出生.孔子后来知道前因后果并做评论,说明他看到比«春秋»更详细的记载.也许

当时记载此事的史书不少,但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左传»,我们不能排除孔子评论的可能就是«左传».
这段话中的“孔子曰”是孔子与弟子讨论的时候说的,«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记载得更详细:

　　子贡曰:“陈灵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谏而杀之,是与比干谏而死同,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

纣,亲则诸父,官则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而己,固必以死争之,冀身死之后,纣将悔悟.其本

志情在于仁者也.泄冶之于灵公,位在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仕于乱朝,以区区之一身,
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狷矣.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①

这段叙述再现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个讨论现场,与«论语»中的教学场景类似.子贡的陈述之语“陈
灵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谏,而杀之”明显是从«左传»那段文字简化而来,其中“宣淫”“于朝”还采用了

«左传»中的原话.因为«孔子家语»的成书及其中材料真伪等问题争论太多,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孔

子见过«左传»,但这段叙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左传»“孔子曰”“仲尼曰”的产生背景,它们是孔子与

弟子们讨论春秋人物、事件的言论,当时应该由弟子们记录,后来被增入«左传».可以想见,孔子的

评论本来比较多,但弟子记录下来的并不是全部,而编入«左传»的是其中更少的一部分.
«左传»中还有些“孔子曰”“仲尼曰”和«春秋»经文没有关系,仅仅是就«左传»所载事实的评论.

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郑人经常聚于乡校议论国政,大夫然明建议

毁乡校,子产没有采纳,还讲了一番大道理,然后接孔子的评论:“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

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仲尼闻是语也,曰”是对子产不毁乡校的评论,«春秋»没有记载此事,除«左
传»外,还有«新序杂事四»也提及此事,而«新序»撰于«左传»之后,应是源自«左传».现存最早记

载此事的也只有«左传».像这样的“仲尼曰”“孔子曰”,如果不是评论«左传»内容,还能评论哪本书

呢? 除了«左传»,我们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史书.
这些“孔子曰”“仲尼曰”与书中其他解经文字大不相同,其解传的性质,使我们重新审视孔子与

«左传»的关系.«左传»中的“孔子曰”“仲尼曰”,与孔子评论«诗»«易»等的言论一样,都是教授已有

经典的产物.如孔子论«关雎»:“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论«诗»:“子
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已有一部«诗»三百,已有«关雎»一诗,才有

孔子的这些评论.孔子论«易»也不少,如论«乾»卦上九爻辞:“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

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系辞上传»)已经有一部«易»经,才有孔子这许多评论.孔子评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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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大量的人物、事件,说明孔子见过«左传»的相关记载.当然,孔子见到的不是今本«左传»,
应是今本«左传»的前身.

«左传»的成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一次成书,前人时贤多有议论.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
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①皮锡瑞说:“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②胡念贻认为«左传»本来是叙事

较详的史书,后人“窜入之迹宛然”,“«左传»里面那些属于‘书曰’以下的文字以及其他讲«春秋»‘义
例’的文字,如果全部删去,丝毫不影响«左传»叙事的完整性”③.赵光贤把«左传»分为记事和解经两

部分,他认为今本«左传»“是经后人把记事之文与解经之文合并而成的.记事部分是«左传»的原本,
解经部分包括评论在内,是在较后时期加进去的”④.王和在赵光贤的基础上具体列举«左传»中后人

附益的内容,包括解经语和解解经语、解传语和解解传语、解经传歧义语、“君子曰”及“某某曰”、预
言、岁星记事、文字改动、讹误等八种⑤.这些说法都持之有理.«左传»除去这几种后人的附益,剩下

的记事部分应该是今本«左传»的前身,才是真正出自左丘明之手的文字.早期它不叫«左传»,而叫

«春秋»或«左氏春秋»,司马迁还沿用这两个名称来指«左传».顾颉刚把未经后人增续的本子叫“«左
传»原本”⑥,为方便论述,本文也借用这个概念.«左传»原本是记事之史,后人把解经语、解传语等逐

渐增加进去,它才渐渐变为传.从«左氏春秋»到«左传»,称呼的变化正好反映出其由史到传的演变.
清人刘逢禄认为是刘歆把«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的.归之于刘歆理有不通,但刘逢禄的思

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左传»中后人附益的情况复杂,也不是一时一人的附益,“仲尼曰”“孔子曰”
在战国子书及«史记»等中多次引用,说明这些文字是战国人增加进去的,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有

关,不是刘歆的增益.
«左传»“孔子曰”“仲尼曰”告诉我们,孔子所授«春秋»很可能就包括«左传»原本.«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
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孟子用“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

则史”来描述“鲁«春秋»”,赵生群指出:“如果从«春秋»看,无论是记载事件的次数,还是位次排列的

先后,鲁公无疑都处于中心地位,而齐桓、晋文先后称霸的痕迹,却无从窥见.”“«左传»比«春秋»更接

近于‘其事则齐桓、晋文’的晋、楚、鲁三家史记.”⑦的确,孟子所描述的“鲁«春秋»”,与今本«春秋»大
相径庭,却更接近于«左传».而对其中“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句,冯友兰解释说:“似乎是孔子取«春
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⑧赵伯雄说:“孔子对鲁史«春秋»中的义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和阐发,
当然同时很可能也加进了孔子自己的义.”⑨所以,孟子所谓的“鲁«春秋»”,应包括«左传»原本在内,
孔子不仅见过«左传»原本,还对其进行过“其义则丘窃取之”的阐释.

从«春秋»«左传»的文本实际和内容来看,如果没有«左传»,很难知晓«春秋»每条记载的意思.
«左传»原本应该是孔子教授«春秋»时最重要的参考.王和早就意识到这个情况,他认为:“最早的经

师应当了解«左传»的原貌本来是一部独立的史事汇编,他们只不过是把它作为讲解«春秋»的辅导材

料.”指出«左传»是讲授«春秋»的“辅导材料”,但他非常谨慎地把使用者限制为战国时代“最早的经

师”.孔子评论过«左传»原本,那么«左传»是“讲解«春秋»的辅导材料”完全可以推及于孔子.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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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与«论语»反映的孔子与左丘明的关系更加切合.«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
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章太炎说:“孔子言与左同耻,则
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①孔子提到左丘明,言辞之间的满是崇敬,左丘明应该是比孔子稍长且德

高望重之人,孔子对他的为人和思想如此了解,我们说孔子见过左丘明的«左传»原本,合情合理.
«左传»原本曾是孔子教授«春秋»的主要参考,这个结论并不是标新立异、凭空推想.

孔子教授«春秋»,不仅«左传»原本,恐怕连«春秋»文本都得仰仗左丘明提供.原始«春秋»出于

鲁国历代史官,一般存于鲁国宗庙,太史应该保存有副本,平常人很难见到.孔子教授«春秋»,文本

也得由史官提供.所以,实际情况并非如传统所理解的左丘明受经于孔子,而是左丘明把«左传»原
本和«春秋»副本授于孔子以助其教授«春秋»的.孔子后来也提到过这件事:“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意思是他曾得到过一些一般人见不到的史料,
借给他史料的人就像有马者把马借人乘用一样慷慨,但现在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历来注家都没弄清楚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何晏以为孔子此句批评“俗多穿凿”,邢昺以为“古之良

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能者,不敢穿凿”,“有马者借人乘之者,此举喻也,喻己有马不能调良,当借

人乘习之也”②.包咸和皇侃把“史之阙文”与“有马者借人乘之”看成两件不相关的事,而宋叶梦得疑

“有马者借人乘之”是衍文,杨伯峻谓:“‘史之阙文’和‘有马借人乘之’,其间有什么关系,很难理解”,
“还是把它看为两件事较妥当”③.前人多误解“史之阙文”的意思,故很难与下文“有马者借人乘之”
联系起来.这里的“吾犹及史之阙文”,毛起的解释比较贴近,他说:“我们以为«春秋»鲁史,到孔子之

时,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了.因为史官收藏保管之不当,以致其竹简脱去的脱去,错乱的错乱了.但虽

如此,孔子对于他,却还是很喜欢的,很高兴的说道:‘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意思是说,照这样的保管

情形看来,鲁史其实早应亡失了,我今日却还能赶得及他的阙文,真是大幸事啊.”④毛起对“史之阙

文”的解释大体是对的.“史之阙文”不仅指毛起所说的鲁史«春秋»,还应该包括«左传»原本,故孔子

用“有马者借人乘之”来称赞左丘明的帮助,孔子发此感叹的时候可能左丘明已经去世了.能把车马

借于别人,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子路曾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论语公冶

长»),也用借车马表达自己对朋友的仗义.所以,“吾犹及史之阙文”这一章,说的是左丘明提供给孔

子珍贵史料的事,我们把它放在孔子教授«春秋»的背景中,应没有问题.

三、«左传»十二公的创制

上文从“孔子曰”“仲尼曰”入手,论证孔子见过、评论过«左传»原本,«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
秋»的主要参考,其最有创制十二公体的可能.探究十二公体,当把目光转移到«左传»原本和左丘明

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问题竟然变得清晰而简单.
«汉书艺文志»认为左丘明是鲁国太史,刘知幾«史通杂说»论其才:“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

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⑤皮锡瑞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

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⑥这些评价是公允的.左丘明是中国先秦最伟大最有才识

的史官,«左传»是他展现春秋时代大开大合、波澜壮阔历史的巨著.任何一部著作都会留下作者的

信息和印迹,«左传»也不例外.左丘明在«左传»中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作家的胸怀、见识和素养,也
留下了他作为史官的许多信息,其中十二公就是最明显的史官印记,它源于史官最熟悉的历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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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令文献.
首先,撰写«左传»必定要确定篇幅和时段.下限很好确定,那就是作者着手撰写«左传»的时代.

先秦两汉的史书,作者一般把自己的时代设为下限,«史记»«汉书»都还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左传»
下限是哀公,说明作者是哀公时代的人,«左传»的撰写主要在哀公时代.从哀公往上推,上限定在哪

一公,«左传»应该记载多少公的历史,如果没有特别的用意,似乎从任何一公开始都可以.但这其中

也涉及到篇幅和内容的问题,如果太早,就会超出王室东迁的节点,不符合他撰写春秋史的初衷;如
果所选时段太短,则内容单薄,不足以反映春秋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貌,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大小合

适而能体现其撰作之意的数字.在确定«左传»篇幅规模的时候,作者会职业地、本能地在他所熟悉

的“天之历数”中挑选一个合适的数字.
三代史官职掌交通鬼神、沟通天地,要深知宇宙间的变化之道,必须掌握许多神秘数字.在长期

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活动中,他们掌握了日月星辰运行、四时交替变化的规律,确定律历之数、颁布

历法,无不与数字有关.在他们的眼里,数字不仅仅是计数的工具,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丰富的蕴意.
比如１为数之始,天地未分的状态;２可指天地、阴阳、春秋、东西等;４表四时、四方;７来自北斗七星;

１２有１２月、１２年、１２律等;一月有３０天;一年３６０天.史官对这些“天之历数”如数家珍.在这些数

字中,１、２、４、７等１０以下明显太小,不足成就一部有影响的巨著.３０、３６、３６０等又显得太大,纵然从

西周伯禽算起,到鲁哀公也只有二十几个国君,用不着那么大的数字.何况,从周王室东迁到鲁哀

公,鲁国经历孝公、惠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成公、宣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共１４
公,在这些常见的历法数字中,也只有１２与之最为接近.«左传»略过孝公、惠公的４８年历史,从隐

公开始,明显是有意建构十二公之体,有意突显十二这个数字的特别含义.从左氏家族的史料积累

来说,作者手头未必没有孝公和惠公的历史资料,«左传桓公二年»“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十三年”
“惠之四十五年”等表述就很能说明问题.何况,能完成二百四十多年历史的撰写,也不在乎往上再

多写４８年,但作者毅然以十二公为体,显然是有意选择了一个有特别蕴意、对«左传»而言篇幅又比

较恰当的数字.
其次,十二公也受月令文献十二月体例的启发和影响.月令文献历来由史官保管,左丘明对这

类文献也非常熟悉.月令是把一年十二个月的气候、物象、人事等内容按月罗列,蔡邕«月令篇名»
曰:“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①月令应该起源很早,当先民

们分辨出一年十二个月的时候,也基本能够确定每个月的气候冷暖、物候现象及应该从事的农业活

动.今天看到成熟的月令文献有«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及«淮南

子»的«天文训»«时则训»等.东汉鲁恭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②这些月令文献可

能写定于春秋战国或更晚的时代,但其形成过程源远流长,由三代史官制作、保存.古人早已发现月

令文献与«春秋»文本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蔡邕«月令问答»曰:“«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
也.”③«月令»按十二个月罗列、排序,是天然以十二为体的文本.«左传»十二公取法作者所熟悉的月

令文献的十二月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左传»在十二公的纲目下尽情展现春秋时代列国的种种人事,同月令文献一样体现了天、地、人

一体的思想.«礼记月令»的宗旨“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同时也成了«左传»的宗

旨.取法月令文献,使«左传»自然而然构建着同月令文献一样的天地人宇宙模式,把十二公的二百

四十多年作为纵轴,春秋列国的大舞台相当于横轴,在这一由时空构建的宇宙模式中,春秋时代的各

色人物演绎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人的活动是焦点、是核心,但皆规范在天地宇宙的大背景下,人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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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天时,顺应规律,顺天者兴,逆天者亡.月令文献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也随着十二公的模式渗

透在«左传»中.«左传»十二公对«月令»十二月的借鉴化用,体现了中国古代历法观念与历法文本对

历史文本生成的深刻影响,也体现出作者对由天、地、人构成的宇宙模式的深刻领悟.
这个传统到汉代还延续着,司马迁的«史记»各部篇目也都与历法之数有关.张守节«史记正义»

说:“作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记封建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

八节,以记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

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

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废
一不可,以统理天地,劝奖箴诫,为后之楷模也.”①以历法之数规范史书的体例,在司马迁的手里更是

推扬到极致,«史记»再一次演绎着历法之数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班固«汉书»又以十二本

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延续着这个传统.
之前人们围绕«春秋»探究十二公的创制,总有臆测弥缝之嫌,也总有这样那样的扞格不通.当

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左丘明和«左传»的时候,有涣然冰释之感,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对于«左传»来
说,十二公的创制似乎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事情,完全出于左丘明作为太史的职业素养和知识背景,出
自于作者最熟悉的历法数字和历法文献.作者所熟悉的数字和文献背后是源远流长的历法观念和

传统思想,不仅要知其然,还要深深领会其所以然,才可以举重若轻,把丰富的蕴意通过十二公文本

的外在形式呈现出来.一个数字的选择看似简单,却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传统底蕴.
«左传»的十二公反过来也证明左丘明是鲁哀公时代的人.十二公文本是«左传»作者在历法数

字和月令文献基础上的创造,这个构想是在撰作之初就定下来的.«左传»材料的搜集准备,也许要

花作者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甚至不止一代人的努力,但十二公的构想应该是作者着手撰写的时候形

成的.«左传»的下限是鲁哀公,说明作者主要是在哀公时代进行«左传»的撰作,作者也应是鲁哀公

时代的人,与孔子基本同时.这与«论语»等关于左丘明的记载一致,也与班彪“定哀之间,鲁君子左

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②的说法相合.
唐代赵匡提出左氏非丘明,«左传»的作者是战国人,说战国或许也有个左丘明,得到宋代王安

石、叶梦得、朱熹等学者的响应,郑樵的«左氏非丘明辨»条述八条理由来论证此说③.«左传»的十二

公体明显不支持这种说法.按照先秦两汉史书的传统,如果«左传»的作者是战国人的话,«左传»的
下限应该是战国.«左传»中的确有战国人的增续,那些准确应验的预言、对田氏篡齐的暗示以及三

家分晋之事、还有许多“君子曰”“孔子曰”“仲尼曰”等,的确出自战国人之手,但战国人的增续也只是

在十二公的框架中添添补补,即使文末出现“悼之四年”的措辞,但始终没有打破原来十二公的格局,
后人非常谨慎地维持着原作者的构想,也说明增续者深深懂得、也非常赞同左丘明创制十二公体的

良苦用心和蕴意.
我们还可以对«左传»原本的截止时间做个大致的推测.原始«春秋»是左丘明撰写«左传»的大

纲.胡念贻认为«左传»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鲁春秋»④.左丘明用详细生动的史实演绎原始«春
秋»中相关十二公的历史.公羊、穀梁所传的«春秋»皆止于哀公十四年,二者是孔门后学效仿孔子讲

«春秋»所传的本子,说明孔子所讲«春秋»就止于哀公十四年,很可能因为«左传»原本就止于哀公十

四年,左丘明大概于此年搁笔.«左传»哀公十四年之后的内容应该是左氏后人的续写,情形也类似

褚少孙续写«史记».«左传»中后人续写的部分也很难与左丘明的文字截然分开.司马迁撰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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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前后差不多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左丘明如果于哀公初年开始«左传»的构撰,到哀公十四年前后搁

笔,大约也花了十四年,这与司马迁作«史记»的时间差不多.
崔述«洙泗考信余录»谓«左传»“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

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①.定、哀间的记载反而

简略,除了崔述所说的纪载之书尚少行世之外,主要是因为作者的酝酿和撰写就在定、哀之时,当时

的好多历史尚未公开、解密,对作者而言正好形成了“灯下黑”,反而不好写.襄、昭之际刚过去不久

而材料丰富,故“文词繁芜”.文、宣以前,则完全依靠家族前辈的积累和作者的多方搜求,是作者所

闻和传闻的时代.所以,公羊家所说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用在«春秋»上不怎么恰

当,但用来描述«左传»倒是非常符合实情,董仲舒所说的“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
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来描述左丘明与«左传»原本,可谓严丝合缝.

四、«左传»十二公的蕴意

左丘明有意跳过孝公、惠公,始于隐公而迄于哀公,有意构建十二公的体制,企图借十二这个数

字传达他撰作«左传»的一些蕴意.
首先,十二之数蕴涵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意义,作者借此传达出他的历史哲学.
先民认识宇宙是从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开始的.他们发现,寒来暑往一个循环正好月圆十二

次,一年十二月的观念就这样经寒暑变化和月亮缺圆的规律刻在先民的头脑里.«山海经大荒四

经»载:“大荒之中,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这是用神话的方式记录着先

民对一年十二月的认识.又说:“王岁十有二.”说的是岁星一周天十二年的现象.依据太阳运行一

昼夜方位的变更,人们发现一天可分为十二个时辰.天文历法中有这么多神秘的“十二”现象,难怪

屈原发问:“天何尚哉? 十二焉分?”(«天问»)葛兆光说:“古人观天,既以岁星运行为纪时标志,十二

年为一个周期,又以月之圆缺为纪时标志,十二次圆缺为一个年头.故而‘十二’这个数字就有一定

的神秘性.”②十二如此神秘、特殊,周朝还专门设置官员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的次序及相应的

人事.«周礼»曰:“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辨其叙事,以会天位.”(«春官»)不仅如

此,还更详细到“十有二辰之号,十有二月之号,十有二岁之号”(«秋官»),１９４２年长沙子弹库战国楚

墓出土的十二月神图上的十二个神怪的形象,大概就是掌管十二个月的神灵,«尔雅释天»中所说

的十二个名号也许就是古人所谓的十二月之号.«左传襄公九年»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

终也.”杜预注:“岁星十二岁而一周天.”«吕氏春秋季冬纪»谓十二月到季冬时节“此谓一终.”高诱

注:“终,一岁十二月终也.”③十二月终,则新的一年始;十二岁终,则岁星将进行新的周天运行;十二

辰终,则新的一天就会开始.天数十二所指的这些现象都包含着寒来暑往、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生
生不息的观念.«左传»通过十二公,也传达出这样的寓意.«左传»的十二公,正是作者从宏观的角

度对历史人生所作的透视和预言.十二公相当于“一终”,构成一个历史的轮回,这二百四十多年间

纷繁复杂的变迁,形成一个历史预言,它蕴含的历史哲学、人生智慧将适用于任何时代.
寒来暑往年年相同,兴衰更迭代代相似.«吕氏春秋圜道篇»曰:“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

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

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历史人生的兴盛衰替如同日月的运行、四时的更迭一

样,有盛必有衰,有强必有弱,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任何人物,任何国家,皆无长盛长强,也不会长弱

长衰,历史人生永远是盛衰交替,强弱代序.«左传»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这一永恒的历史规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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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好构成历史长河中的“一终”,于是这深刻而丰富的意蕴就不用作者直接讲述出来,他只通过“十
二”这一神秘数字,一切尽在不言中.

其次,十二是“天之大数”,左丘明借此赋予«左传»神圣而权威的意义.«左传哀公七年»曰:
“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这是«左传»作者对数字十二的解释.在古人眼

里十二乃天之大数,«左传»以十二公为体,也表达出法天的思想.
天数以十二为尚,为效法天数,古代君王有意识构建着以十二为数的典制,彰显其特有的权威.

«礼记»曰:“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礼器»)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玉藻»)又曰:“戴冕

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旂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地,天垂象,圣人则之.”(«郊特牲»)又
曰:“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明堂位»)«后汉书荀爽传»曰:
“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①只有以十二为数,才能彰显帝王们的神

圣和权威.叶舒宪说:“作为帝王的仪礼典制,绝不是单纯的数量的安排,而是一种仪式规范,表明

‘十二’在封建礼制是不可僭越的最大数了.”②十二为天之大数,古代人们构建出了以十二为数的王

国,如历法十二支,音乐十二律,明堂十二室等等,«左传»的十二公也是这“十二”王国里的一员.十

二是天之大数,许多现象以十二为数,无形中似乎增加了其天然的合理性.葛兆光说:“«尚书»中«禹
贡»本是‘九州’,而其他篇中则又‘十二州’‘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咨十有二牧’‘州十有二师’,
而«周礼夏官职方»和«尔雅释地»都沿袭了十二州的说法,彷佛把大地分成十二州,祭祀十二

座名山,分任命大地掌管者十二人,每州设十二单位军队,这‘十二’里有得之于‘天’的天然合理

性.”③以十二为数,便会带上这个历法数字所有的神秘力量和寓意,体现其天然的权威.«左传»以十

二为体,表示效法天,用天之大数,体现史书的神圣意义和天然合理性.史官职掌沟通人神,是“无冕

之王”,«左传»以十二公显示着史官曾经有过的帝王般的权威与自信.
«吕氏春秋序意»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

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④审察评判人间的是非、可与不可,以天地为参验,即法

天地之意,陈奇猷说:“审十二纪之文,其要为顺时者治,逆时者乱,顺时者兴,逆时者亡.”⑤司马迁说

其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把探究天道与人事相互间的作用当成

目标.左丘明的十二公意在取天之大数,使«左传»拥有了宗教般的权威和神秘,作者借十二公的威

力化身为无处不在的神,充当着历史的法官,审视着人间的盛衰兴替.十二公让作者站在“天道”的
角度评判人间的是是非非,代天立言,由天文而人文,由天象而人事,取得“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

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文言»)的神秘效果.
原始«春秋»是具有宗教特质的“庙报”文本,«左传»选取其中的十二公为记事的大纲,则«左传»

是由宗教文本向世俗历史文本的过渡,十二公成了过渡阶段史书神圣性的标志,这也是三代史官通

神身份的标志.这个传统在«史记»«汉书»中还延续着,«汉书»的十二本纪成为正统史书十二之体最

后的绝唱.汉代之后,随着史官传统神圣色彩的消失,十二之体也被抛弃,史书从形式上摆脱了神圣

特征的旧传统,进入到一个渐趋世俗的新阶段.

余　语

十二公的体制本是«左传»原本的首创,是左丘明对历法数字与月令十二月体的创造性应用.原

始«春秋»也许从西周初的伯禽开始,不止有十二公,但流传到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春秋»却只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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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以,还得回答这个问题:«春秋»何以始于隐公,何以有十二公?
«春秋»虽然不是孔子所作,但孔子给弟子讲授过«春秋».左丘明作«左传»是以原始«春秋»隐公

之后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条目为大纲,再现那些质木无文记载背后故事的来龙去脉,孔子教授«春秋»,
如果没有«左传»的帮助,仅凭«春秋»的简质文字,他也会茫然无知、语焉不详.«左传»是孔子讲«春
秋»的最重要的参考.«春秋»与«左传»犹衣之表里,不可分割,互相补充,缺一不可.但因为«左传»
只有十二公,于是«春秋»中只有与«左传»相关的那十二公的记载变得清晰明了.孔子教授«春秋»,
自然会选择与«左传»相关的那十二公,一是由参考资料的限制,二是他对左丘明所创十二公体的深

深领会和认同.孔子所授«春秋»只有十二公,故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所教的也是这十二公«春秋»,于
是,弟子们及儒家后学手里就承传、保存着这十二公的«春秋».

原始«春秋»应由鲁国史官保存,战国时代,史官地位衰落,士阶层迅速崛起,由史官保存的«春
秋»逐渐散佚.尤其到秦并六国,尽焚诸侯史记,官方保存的列国«春秋»焚灭殆尽.而由孔子讲述过

的、与«左传»相关的鲁«春秋»十二公部分,却因孔子弟子、再传弟子和儒家后学一代一代的讲授和传

承,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尽管十二公体非孔子所首创,但«春秋»
十二公的保存与流传,的确与孔子大有关系;十二公的体例也因孔子的认同和宣扬而影响深远,后来

«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史记»的十二本纪、十二诸侯年表,«汉书»的十二本纪,都对“十二”情有独

钟,与«左传»«春秋»的十二公一脉相承,形成先秦两汉特有的以十二为体的史籍.
不仅«春秋»这十二公的记载因孔子的讲述而保存下来,«左传»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广泛传播亦赖

孔子.左丘明与孔子可谓相得益彰,没有左丘明的«左传»,«春秋»对于孔子而言是“使圣人闭门思

之,十年不能知”(桓谭«新论»)的天书,但没有孔子的援引和评论,«左传»也不会保存传播得如此之

好.春秋时代列国的史官何其多,面世的史书绝不会只有左氏一家,但其它的史书皆湮没不闻,只有

左丘明的«左传»完好的保存下来,孔子及弟子们对«左传»的保存、传播之力,功莫大焉.
传统经学中人们对«左传»«春秋»的关系一直误解,认为«左传»解«春秋»,«春秋»是十二公,故

«左传»也是十二公.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左传»只作了十二公的历史,孔子就讲授这十二公的

«春秋»,于是,原始«春秋»中只有与这十二公相关的部分流传、保存下来.所以,对本文开头提出的

问题,可以这样回答:«春秋»为何起于隐公? 因为«左传»起于鲁隐公;«春秋»为何有十二公? 因为

«左传»有十二公.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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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学兴衰史

———兼论汉代儒术的统一与今古学的升降

樊 波 成

摘　要:章句学的兴起与汉王朝中央集权的过程密切相关,章句的体式特征、兴衰原因和历史价值也

需要重新研究和评价.与“往古传记”相比,章句具有依经为说、完备封闭等特征,适用于政府主导的教育

与选官制度,满足了汉武帝思想文化统一的要求.汉王朝利用儒术加强集权,但对儒术的过度支持却又使

之异化为动摇汉王朝统治的依据.有鉴于此,东汉王朝管控和垄断儒术,经过删定的家法章句也由此稳定

下来,成为当时“今文学”的文献载体.两汉今文学的强盛缘于皇帝—平民对地方豪强的抑制,章句的政治

功用一是为皇帝集权提供理论支持,二是为全国教育、选举制度充当法度.东汉世家豪族的崛起动摇了今

文学的社会基础,章句也因其功用而被其他方式所替代而走向衰亡.过去对章句学的毁訾多出于门户偏

见,实际上,章句学自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贡献,其解经理念也多为后世注释体式所继承.

关键词:章句;思想文化;统一;今古文经学;经学史;经解体式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１．１１

章句作为一种经典解释文体,牵涉两汉经学史诸多方面.历史上,学者对章句与章句之学多持

否定态度.然而,这毕竟是“博学通儒”们的一面之词;实际上,章句的出现与繁荣是儒学阐释传统的

重大转折,也是汉代思想文化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即以章句等经典解释文体为研究对象,探
索历史潮流中儒学变革的动力与轨迹.

一、章句学的兴起

(一)章句的体式———儒学阐释传统的转向

顾名思义,狭义的“章句”指经典的分篇与分章断句,广义的“章句”则指在前者基础上进行循章

逐句的解说① .这种解释方法在今天看来颇为寻常,但在汉代却颇受指责,其理由有三:其一,以章、
句为小单位的讲说将总体的经义割裂,故云“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碎义逃难”(«汉书夏侯建传»
«汉书艺文志»);其二,在实际操作上,解经者不可能通晓任一章句的涵义,也做不到所有字句的解

释都于古有征,遂难免根据文意自为弥缝② ,故云“不思多闻阙疑之义”(«汉书艺文志»).其三,章

　

作者简介:樊波成,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学术工程“中华思想通史”、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汉魏六朝经解体

式研究”(２０１８EWY００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３６页.

②　按郑玄«尚书大传序»:“(伏)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郑玄注,王闿运补注:«‹尚书大传›

叙»,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第１页)



句既有经文又有解说,既有“章旨”又有“句解”,既有字词训诂又有义理发挥①,属于叠床架屋,故有

“繁琐”之讥.
章句“碎义”“弥缝”“繁琐”的目的何在? 这可以从律章句上寻求到答案.律令学亦有章句,和

“某经章句”亦称“某经说”一样,律章句也被称为“律说”.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就是“律说”②,由目

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律说”的产生要早于同类型的“经说”③.«法律答问»的作者先以章句符号“●”
为标识将秦律分割,再对秦律的字词和内容加以问难和解说,如:

　　“以梃贼伤人”●何谓“梃”? 木可以伐者谓“梃”.
“辞者辞廷”●今军售为廷不为? 为.
“辞者不先辞官长、啬夫”●何谓“官长”? 何谓“啬夫”? 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④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例子.如解释秦律“公祠未阕,盗其具,当赀以下耐为隶臣”,先串讲这条律令

的文意,再单独解释“祠未阕”和“具”.«法律问答»的行文款式和语言风格,尤其是先引律文,再以问

难解说律文的形式令人联想到«公羊传»,如: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岁之始也.“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
«公羊传»虽然以“传”自名,但«汉志»云“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可见逐句

解答«春秋»的«公羊传»实际上也是“说”的一种⑤.既然同为“说”体,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它和«法律问

答»在文体上的相似了.一般认为,«法律答问»(“律说”)是秦王国时期律令传授的产物,它在阐释律

令时分章判条,以求条目清晰;又在此基础上详细琐碎地解释律令的术语和文义,以防在司法过程中

因法律解释的缺失或漏洞而出现分歧.
与律章句(律说)类似,经学章句要达成解释的完整性与封闭性,也要以牺牲自由简洁和“多闻阙

疑”为代价.这也是纯儒和通儒对章句加以毁訾的原因之一.章句和经说作于秦汉,又循文讲说,故
被归于“末师口说”,与之相对的则是“往古传记”,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信口说而背传记,是
末师而非往古”是也.“往古传记”如传、记、解、故等恰好是章句的反面,他们强调存古和解释的多元

化与开放性,«汉志»载汉初“鲁申公为«诗»训故,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

其本义”,故章太炎谓“章句不离经而空发,传则有异”⑥.
放诸历史而言,“末世章句”和“往古传记”的对立不仅是今古之争,也是经典阐释史上两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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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自清代以来,视训诂与章句为解经方法之两端,更以此为区分今学、古学之依据,如马瑞辰谓“诂训则博习古文诂训与

章句有辨”(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训诂传名义考»,«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４页),又:康有为(康有为著,
章锡琛校点:«新学伪经考»,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７０、１７５页)、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７页)皆以训诂为古学,章句为今学.然而从现存的章句(如«楚辞章句»«孟子章句»)看,训诂并未与章句对

立;许慎«说文»也引欧阳高说、京房说、董仲舒说及博士说训释文字,东汉初年薛汉«韩诗章句»亦多文字训诂,由此可推知章句绝不

排斥训诂.钱玄同云:“近人或谓今文家言‘微言大义’,古文家言‘训诂名物’这是两家最不同之点,此实大谬不然.今文家何尝不言

训故名物? 章句虽非专言训故名物,然亦非绝不言训故名物也.”(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７页)
见大庭修:«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２７页;李学勤:«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１０４页.
作为经解体式的“说”有两类,一类是多为比拟事类的小说,如«韩非子储说»«淮南子说山»等,«汉志»谓三家诗早期作

«诗传»时“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的“杂说”也属此类;一类则是经说,是依经讲解的著作,多为汉人所著,王葆玹也认为很少看

到西汉之前人所撰的“说”(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６７页).
竹简整理者按语:“以上引号中应为秦律本文,以下对律文有关问题的解释.”(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

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９３ ９４页)
按:东汉李固«祀胡毋先生教»云:“太守以不才,尝学«春秋胡毋章句».”(许敬宗:«文馆词林»卷六九九,«丛书集成初编»

１６９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１７６ １７７页)则胡毋生写定之«公羊传»或有«春秋胡毋章句»之别名.
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０页.



风格(或阐释目的)此消彼长的一个片段:繁琐全面的“末世章句”衰微后,强调“忘文以全其质”“举本

统末、得意忘言”的玄学盛行,疏简、开放的解释方法重新占据主流;进入六朝,繁琐的科判和义疏之

学又开始繁盛起来,他们的阐释方法也与章句极为相似①.中土科判学创始人道安(３１２ ３８５)认为

前人的简易注释固然能使“俊哲先人足以析中”,但“童曚之伦,犹有未悟”,故而科判之目的与章句类

似,强调“发蒙”“易览”,以此推广普及佛教义理②.与之类似,汉代的“俊哲先人”青睐“往古传记”,而
章句学则更有利于经典的普及.

(二)从“独尊儒术”到“儒术统一”
了解了章句在经典阐释完整性、封闭性和普及性上的优长,就能理解为何章句学能在武帝时占

据学术主流.
西汉自文景以来,关中和关东的地域矛盾日益突出.前者由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基本继承了秦

国的文化和法律制度;后者则多由诸侯王实际控制,基本延续了东方六国原有文化进而抵制秦汉法

律制度.尽管汉景帝的军事打击暂时抑制了诸侯王势力的扩张,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关中与原东

方六国之间的文化冲突③.也正因为关东地区离心力的牵制,汉王朝在应付边境威胁上才显得力不

从心.
汉武帝即位后,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希望以儒学统一全国文化风俗.然而罢黜百家容

易,独尊儒术却很难一蹴而就:首先,儒术本身就不统一.其次,如何通过“尊儒”来达到全国范围内

的移风易俗? 再次,秦汉以来儒术屡遭打击,传授并不旺盛.由于以上困难,汉武帝的尊儒事业需要

多次试探实践来完成.
汉武帝尊儒的第一阶段在建元元年(前１４０)至建元二年,意图以鲁学来统一思想文化,其标识是

征«鲁诗»学宗师申公为太中大夫(前１４１).鲁学给予的对策就是“力行”,具体内容是建立明堂、朝觐

诸侯,确立皇帝在刘氏家族中的“宗主”地位(而不是以长幼辈分为序).然而,因鲁学纯谨笃守,明堂

迟迟不见具体方案,借着窦太后的干涉,汉武帝自己也放弃了鲁学④.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采用儒

学改革政治的决心,汉武帝反而在建元五年设立五经博士.
汉武帝尊儒的第二阶段从元光年间开始,以“致用”的齐学代替朴学(鲁学).因为鲁学的失败,

元光元年(前１３４)汉武帝继续征诏贤良文学.这期间,不仅«公羊学»有“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以其

“大一统”“尊王攘夷”等经义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易»学宗师杨何也在元光二年被诏为太中大夫.
杨氏«易»虽已不存,但其大义与孟、梁丘、施氏相近,盖以«易»学天道明君臣之义⑤,加强了皇权神授

的权威.元狩三年(前１２０),又擢倪宽为中大夫.倪宽以«尚书»学制约律法,缓和刑罚,减少了东方

六国对律令的抵触.第二次尊儒以齐人或齐学为主,齐学恢弘,故能牵引儒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牵引

律令来确立帝国“德教”“法治”并行的策略,这些正符合汉武帝对儒术的要求,也确定了儒学统一的

大致方向.

７４１章句学兴衰史———兼论汉代儒术的统一与今古学的升降

①

②

③

④

⑤

湛然云:“碎乱分文,失经之大道.若细分碎段,非求经旨者所宜.昙鸾,北齐人,斥云:细科经文,如烟云等为疾风

所扬.”这与历史上对章句的批评之辞十分类似.参见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一,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编:«大正新修藏经»第３４
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１９３４年,第１５３页下.

道安«了本生死经序»第七:“汉之季世,此经始降兹土.雅邃奥邈,少达其归者也.魏代之初有高士河南支恭明,为作注解,
探玄畅滞,真可谓入室者矣,俊哲先人足以析中也.然童蒙之伦,犹有未悟,故仍前迹,附释未训.”又«十二门经序»第八云:“虽未足

光融圣典,且发蒙者,傥易览焉.”(僧佑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２５３、２５１页)
参考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７ １３０页.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２２０ ２２１页.
如«施雠章句»谓“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与公羊家“三统说”相应而不与左氏同(许慎«五经异义»引).又如孟喜“消息说”以

辟卦为君,杂卦为臣;“爵位说”以易爻释君臣之义.此外孟氏«章句»还以“周人五号”(帝、王、天子、大君、大人)来阐释“利见大人”,
以“王所亲建纯臣”来解释“利建侯”,以“天子驾六”解释“时乘六龙”,以“天子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来解释“幽赞于神明而生

蓍”.参考樊波成、晏子然:«西汉初置师法考论»,«孔子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尊儒的第三阶段从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年)开始,将儒学从顾问议论转向教育普及.第二次尊儒确

立了大致的尊儒方向,但是将儒学推广到全国各地却又是一项新内容.第一、二次尊儒期间,那些儒

学宗师们都是“掌议论”的中大夫,对于推广儒学的具体措施仅有“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
模糊倡议.元朔五年公孙弘请置太学弟子员,并设立郡县学校和文学师,明确弟子选任和考核受官

制度,将儒学教育推行至全国,儒学这才迎来繁盛的开端.由此可见,汉武帝先确立了儒术的方向,
使儒学可用;再具体建构儒学传播或教育的制度,以“可用的儒学”来统一全国思想文化.

儒学“致用”以及传播的关键在于设置“师法”.“师法”过去被认为是儒学传授的载体或准则,但
其具体解释则多有争论①.两汉书中有关经学之“师法”凡１４则,西汉１０则、东汉４则,皆与官学相

关,所以汉人所谓“师法”专指官学经说②.“师”指学官经师,“法”则为法度准则.太学、郡校、县学之

“师”以“师法”教学,又以“师法”为策试之准则.朝廷确立“师法”才能使儒学经典为其“尊王”“德教”
等政治理念服务;学官坚持以“师法”教学和评价,才不至于使经典教育偏离汉王朝的政治理念.这

也决定了“师法”的特点有二:一是满足汉武帝或中央王朝的政治理念,二是解释的完整性、封闭性和

普及性.
显然,符合以上两项要求的最佳选择是“章句”或其先导“经说”.章句本为汉人所作,以己见弥

缝古人之阙,故能反映出当世的政治需求;而其完整封闭的特征又足以保证精确传播和推广普及.
所以,章句产生的原因不是宣帝时师法分立的结果③,而是武帝思想文化统一之需求.

回顾汉代初置的四家师法,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具备三项要素:符合皇帝的政治理念、置博士、撰
有章句经说.«汉书儒林传»云:“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尚书»学的政

治理念出自倪宽,倪宽弟子欧阳高为博士并撰«章句»教学,故“«书»唯有欧阳”;«公羊»学的政治理念

出于董仲舒与公孙弘,公孙弘为博士,持其师胡毋生所写定«公羊传»,故“«春秋»公羊”;«易经»的政

治理念出于杨何,博士田王孙与杨何同为田何再传弟子,持杨何«易传»及其师丁宽«易说»教学,故
“«易»杨”.«礼»经师法则形成较晚,博士后仓有“说礼数万言”的著作④,也有«礼经»的狭义章句⑤,
但后氏礼师法完备的体现不在于章句,而在于礼学体系.后仓的礼学体系由“«士礼»”(汉代指«仪
礼»)推衍至“天子礼”⑥,避免了«礼经»«明堂阴阳»和«王史氏记»等古书天子礼制的空缺;因以等差推

致,更能隆天子之礼,避免了古礼中“如王服”“如王之祭”这类君臣之间等级差异不够强烈的尴尬⑦.
初置师法中没有三家«诗»,并非他们已置于景帝时,而是武帝时今文«诗»学既未能为新政提供支持,
其解释体系也难称完整;«春秋»邹、夹二家也同样有着“邹氏无师,夹氏无书”的尴尬.由上可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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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师法的解释,清代王鸣盛、阮元、皮锡瑞等认为“前汉多言师法,后汉多言家法”,赵春沂、马宗霍等认为师法、家法是源

流的关系,沈文倬则认为“被立于学官,即是师法;未立之时,即是家法”.参考丁进:«汉代经学中的家法和师法辨析»,«湖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沈文倬亦曰:“被立于学官,即是师法.”(沈文倬:«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菿闇文存———宗周礼乐

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５６１页)
过去,学者将章句产生之年代定为宣帝甘露三年(前５１)石渠阁会议前后,认为章句产生于师法的分裂(如钱穆:«两汉博士

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２２３ ２２４页;蒋天枢:«论楚辞章句»,«楚辞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１６
页).事实上,宣帝之前完成的章句有«尚书欧阳章句»、张叔文«春秋章句»、胡毋生«春秋章句»和«鲁诗经韦君章句»等.

«百官公卿表»宣帝本始二年(前７２年)“博士后仓为少府”.«七略»谓:“宣皇帝时行射礼,博士后仓为之辞,至今记之曰«曲
台记».”由此可知,«曲台记»的撰作在宣帝本始元年(７３年).沈文倬推测后仓立博士的时间与今文«礼»师法的形成都在武帝末年

(沈文倬:«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菿闇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第５４２ ５４３页).又

按:«曲台记»既为射礼之辞,射礼又为天子选举卿大夫之礼;重选举、轻世官正是今文学“尊王”思想在经义上的体现.
«汉书艺文志»云:“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陈梦家认为像武威汉简«仪礼»这样对经文编排篇次、标点句

读的行为就是该学派的章句,见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武威汉简»,第３６ ３７页.
«汉书艺文志»云:“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

说.”(«汉书»卷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１０页)
如阎步克认为:«周礼»六冕的“如王之服”特征,反映了历史早期君臣不甚隔绝的情况,以及君臣关系的相对性(阎步克:«服

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差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８５页)



法”和博士、章句并非简单对应,“师法”是皇帝政治理念、博士和章句经说三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本质是利用儒学经典来播皇帝的政治理念.纵观西汉一朝,各家新置师法都需要具备这三项

要素.

二、章句学的繁荣与衰弱

(一)章句学的繁荣———师法分立与统一的二象性

汉初书阙简脱,“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经过武帝时期的惨淡经

营,形成了“一经一家一师法”的局面,并使经学依靠政治制度结合逐渐繁荣,繁荣的结果就是师法的

分裂.西汉儒术繁荣的标志是突破武帝时“一经一家一师法”的格局;相对应,西汉中后期儒学也从

“经”“家”和“师说”三种途径分裂:(１)经典的增设,如宣帝时置«谷梁传»博士.(２)学派的分立,从
“一经一家”到“经有数家”的分裂,对应«汉书儒林传»“某经有某氏学”.(３)学派内部经师的分立,
主要集中在元成时期,从“一家一师法”到“一家数师法”,对应«儒林传»“某家有某氏之学”,主要集中

在昭宣两朝.其中,经分数家、家分数说多数只是经学繁荣发展之后的自然结果———“一经、一师法、
一博士”的规模已不能适应儒家经师集团及其利益要求的扩张,他们需要别自名家,以广开利禄

之途.
尽管较之于武帝时期,儒学教育的内容逐渐裂变,但是儒学教育制度及经典解释的方法仍然延

续了统一的状态,章句体式也更趋流行,无论是“不好章句”的夏侯胜还是«左传»«费氏易»这样的古

文学都在“章句义理备焉”———近世学者认为章句专属今文学①,或未必然.
西汉儒学在内容上的分裂和制度上的统一造成了师法的“二象性”.经学史家在理解“师法”时

产生了一系列争议,如王鸣盛、皮锡瑞等提出的“西汉称师法”,但后来学者发现东汉也有师法,尽管

如此,“师法”仍多见于西汉.由于西汉博士增设、师法分裂,没能形成从一而终的稳定传授,往往经

历了两三代,经师就不守师法,别自名家,而弟子在射策对问时只能以博士经师之说为准,是故西汉

主“师法”.其次,皮锡瑞提出西汉儒生崇尚师法一字不改,但也有学者以西汉师法的分裂来否定“师
法”的权威性②.两说各有理据与片面性:单就朝廷内部而言,博士或其背后的显官为争夺名望利禄

而导致师法的分裂;但是就全国儒生学子而言,他们所执的师法是考课的准则,不可更改淆乱③.故

而汉代评价儒生优秀的标准为“有师法”“有法”;相反,公孙禄谓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

惑”④则说明,如果没有“师法”作为准则,天下学子将无所适从.
(二)东汉称家法———东汉政权对儒学的限制与垄断

汉武帝独尊儒学的初衷是为完成中央集权,然而西汉末年的儒学却反而成了“简薄汉家法令”的
依据和动摇汉王朝统治的因素.正如利用工具往往反被工具所异化一样,元成以后汉王朝“纯任德

政”,对儒学近乎完全开放和无条件支持,使儒学摆脱汉王朝控制,甚至挑战政权⑤.有鉴于此,东汉

王朝转而限制儒学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经师的经典解释权,努力将儒学重新纳入汉王朝的控

制之下,故其儒学政策与西汉迥然有别:
首先是确立十四博士不再增设.终东汉一代,十四博士一直都是定制而未再增设.东汉初年范

９４１章句学兴衰史———兼论汉代儒术的统一与今古学的升降

①

②

③

④

⑤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２３６页.
本田成之:«经学史论»,江侠菴译,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第１４５ １５６页.
叶国良:«师法家法与守学改学———汉代经学史的一个侧面考察»,姜广辉主编:«中国哲学»第２５辑«经学今诠四编»,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第４９ ５２页.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４１７０页.“毁师法”盖指刘歆及其弟子对五经章句的删改,«论衡效力篇»:“王莽之时,省

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即通过删定章句来削弱今文学.
许倬云谓:“中国过去的历史上,只有西汉有这种以自然法则的信仰向政权直接挑战的个例.”见许倬云:«秦汉知识分子»,

«求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３７０页.



升与光武帝曰:“博士设官既为利禄之涂,朝廷苟不加以限断,则经说新异,势必日出无穷.”此与西汉

王朝“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的精神完全相反.
其次是十四家博士一家一章句制度的确立.设置十四博士之后,官方又主持删定章句,如钟兴、

樊鯈、张霸先后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桓荣、桓郁父子先后删定«欧阳尚书章句»,伏黯、伏恭父子

先后改定«齐诗章句»等.东汉经师的“删定”和西汉经师的“弥缝”“增饰”“润色”又正相反,章句的缩

减不仅阻止了学派内部分化的趋势,也将过去分化的师法重新整合和还原,改变了西汉中后期以来

经学各家“家有数说”的趋势,重新回到“经有数家”的格局①.至东汉建武、永平以后,章句或为隐士

所作②,或与五经无关③,与西汉章句涉博士争立之势迥异.
再次是制度上“严家法”.“家法”一词不见于西汉而始见于东汉④,按«后汉书»中与经学相关的

“家法”共８见,几乎全与学官相关,多涉科考、察举,不可能指民间经书传授,可见“家法”之“家”即
“经有数家”“施家有张、彭之学”“五经家”“律有三家”“九流十家”之“家”,即今日所谓之学派.家法

为官学所定的十四家博士的教学法度.相比于西汉,东汉王朝频频出现“各令随家法”“诸生试家法”
“从其家章句”“各以家法教授”等要求弟子“守家法”的疏表和诏令.然而“严家法”的内容不仅是“守
家法”,还包括不允许家法之间互相串联采获,出于保证家法章句稳定传授的考虑,不允许经师兼通

一经数家法,张玄兼说«公羊春秋»严、冥、颜之学,故不得为博士;这与西汉经师兼通一经数师法,另
立新说的局面也相悖反.

十四博士及其章句的删定,限制经师在官学家法上的“立法权”,保证了家法章句的稳定传授,加
强了朝廷对儒家经学的垄断.基于家法章句的垄断与稳定传授,官方以图谶校定章句的行为才成为

可能.«隋书经籍志»谓:“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

谶.”光武帝由图谶得天下,故将图谶内学视为东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依据之一;章句之学则自西汉

武帝以来一直是汉王朝思想文化统一之工具,东汉王朝将章句学与图谶(内学)这两大支柱合作“章
句内学”,成为思想统一的重要手段.«连丛子»载孔昱云“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为章句内学,而君

独治古义.治古义,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内学,危身之道也”,是章句内学在东汉中期权威地位之

写照.
东汉博士制度的核心是以抑制换取稳定统一,其结果是汉代儒生之风貌为之一变.家法的设置

既由朝廷垄断,经师不能自主制作师法,也就不能依靠解释经书干涉政治,儒生的政治地位以及参与

政治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⑤.东汉儒生参与政治之面貌也与晚周西汉迥然相异,先贤所谓“儒者对社

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⑥,“谨固之风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趋于笃行而减于精

思理想”⑦等等皆与章句学发展停滞相关.
(三)章句学的衰弱———今文学衰弱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由于东汉王朝对儒学的有效管控,今文学的发展基本停留在十四博士的家法章句上;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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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苏镇云:“东汉今文学家从其章句中删去的大量‘浮辞’,不只是繁琐重复的文字,还包括那些曾令各家尖锐对立、争论不

休的内容.”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５８２ ５８３页.
如«易章句»作者樊英、冯颢,«月令章句»作者景鸾,«韩诗章句»作者张匡等都是“博士征,不就”的隐士.
如程曾、高诱、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安丘望之、河上公«老子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
王鸣盛认为东汉称家法,蒋湘南谓家学为家法,沈文倬、郜积意认为家法是师法未立博士时的名称.参考丁进:«汉代经学

中的家法和师法辨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冷鹏飞和阎步克指出:西汉博士弟子见于文献的八十余人,由太学课试入仕者颇有数人可考;而东汉太学生可知者一百余

人,未见一人由学校直接入仕.据文献所示,他们卒业后的出路是归为郡吏.说参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４７页.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４２４页.
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９页;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７４页.



作为私学的古文学则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激励,逐渐有了与今文学分庭抗礼之势.两汉皆有不列于

学官之“私学”,但西汉时“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的态度为私学打开了上升至官学的通道:一
方面,今文学各家尚处于增置、修订的开放状态,没有形成所谓集团;另一方面,有一定影响的私学如

«左传»«毛诗»«费氏易»等都存在列于学官的可能,所以西汉时期多为具体某经博士之间争锋,还没

有形成今学与古学的集团式对抗.直到东汉王朝不再增设博士,断绝了私学上升为正式官学的通

道,乃有所谓今古文学之争.
近世学者或将今古文的升降系之于专制君主的倾向①,或系之于学术的纯杂优劣②,而在笔者看

来,则更与社会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就章句的形式特点来看,章句的功能被其他方式所替代;就今

古文的义理而论,今文经学也不能适应东汉社会形态和政治格局的转变.

１．章句学的功能被替代

当事物被更优秀的同类所替代时,它就走上了衰亡的道路.东汉古文学吸收了今文章句的优

势,从而具有了章句学的功能.今文学的政治功用之一,是为皇权政治提供理论支持;但贾逵以图谶

内学附会«左传»,古文学也同样兼具“致用”之能.今文学的政治功用之二,是利用章句体式的优势

来推广经学教育;但东汉古文学家同样撰作了“不离经而空说”的经解体式(如马融作«传»始“具文而

行”,郑玄的“注”更是吸取章句结构形式,说详下节),使古文学同样能建立全国性的儒学教育.除以

上两点之外,官学章句学作为“家法”,是汉代选拔人才之准则,然而东汉皇帝给予«左传»«毛诗»等古

学以类似待遇(«后汉书儒林传»所谓“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使古文学同样成为学士的晋身

之阶.
除了古文学及其解释体式与之形成竞争之势外,东汉世家豪族对选举制度的影响也替代了今文

章句的功用.西汉时贫寠儒生登于朝堂的故事在东汉几不复闻.后汉一代,各地显宦和孝廉的选举

更是互为因果地由几家包办③,豪族弟子当然也可以绕开当时的“应试教育”,避实就虚,发挥所长,不
必再有“幼童守一艺,白首后能言”之苦.故而他们青睐的经解体式更偏重于开放性和模糊性,汉魏

之际的章句著作,即使不列于学官,也将因其过于坐实的特色而遭到冷落.两晋时设立国子学与太

学博士,其目的只为了增饰高官弟子门面,与两汉时举国经学制度已经不同,更无章句学的生存

土壤.

２．今文学无法支持东汉政治格局

两汉社会不是变动不居的铁板一块,今文、古文的兴衰各有其社会背景.如前所述,两汉今文学

崛起的本质是强力皇权联合平民儒生对诸侯王或地方豪强的思想制约,皇帝权威因此得以强化,平
民儒生也因此入仕.

古文经学兴起始于元成时期(前４９ 前７),期间元帝废除了徙陵制度(前４０),世家豪族势力进

入快速扩张期.进入东汉,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世家豪族拥有了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不再仰赖

皇权;政治上,许多家族也有了世代居官的传统,开始垄断地方察举;家庭关系上,豪族也逐渐利用财

富扩大家庭的规模和势力,新的宗族制度正在孕育之中④.
相比于今文学,古文学对地方豪强更加宽容:如«公羊»谓天子五年一巡狩,«周礼»谓十有二岁一

巡守;«王制»封爵三等,公侯方百里,«周礼»则封五等,公侯分别方五百里和四百里;«王制»«射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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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５ １６页.
刘师培总结东汉古文学的胜出在于“不以显晦易其心,殚精竭虑,实事求是”和古文学更有“争竞之心”(刘师培:«汉代古文

学辩诬»,«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３８７页).
劳幹:«战国秦汉的土地问题及对策»,«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９页.
东汉时期尽管分异令还存在,但已经有不合时宜之趋势.从墓葬上看,汉代已经出现了如河南陕县刘家渠 M３和成都天回

山 M３这样两代或多代人合葬于一墓之例.俞伟超认为这是新形成的家族制度强化家族关系的反映(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

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８７页).



选举无世官,«周礼»则有世官轻选举等等①.古文学的这些理论源于他们的核心“古礼”,也就是«左
传»«周礼»等书的东周礼制体系.和今文学构建的礼制体系相比,在东周礼制体系中,诸侯卿大夫等

贵族阶级的地位更高、更稳固.“复兴”这一礼制体系,正能为东汉豪族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政治

上的相对独立提供支持,也能在思想文化上彰显出他们区别于平民或彼此区别的差异性,并将这种

差异固化下来.世家豪族对于古文学或古礼的偏好和需求因此也就不足为奇,«汉书地理志»所谓

“世家则好礼文”是也.在今文礼所构建的秩序中,他们对差异的需求几乎无法被满足:就西汉中期

至东汉墓葬规格分析,帝陵与诸侯王墓之间的差别日趋明显,各类富贵之家的等级却日渐模糊②.在

礼制上现实和期望之间的落差,正是古文学繁盛的契机和动力.此外,过去汉武帝和光武帝都借用

文法吏来打击豪强,而随着豪族的重新崛起,他们也期待古文学能影响律令,修改律章句来摆脱皇权

的影响.以皇帝—平民和世家豪族两者之间的兴衰轮替为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两汉今古文经学的

升降的主因.再以王莽为例,他个人偏好古文经;而一旦当了皇帝,就会在核心问题(或切实利益)上
更倾向于今文经:他的为政举措如王田令(井田制)、废除奴隶、六筦令、封爵制等大多取自«王制»«穀
梁传»、今文«尚书»和今文«易»③,以强化皇权、善待贫民、抑制豪右为宗旨.可见,当王莽的角色转为

皇帝时,他便与汉武帝一样跳出个人喜好,以今文学为要求;只是平民—皇帝与世家豪族之间的势力

对比早已不同往昔.
综上所述,世家豪族的崛起改变了朝野对儒学的需求方式(在选举、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功能上,

章句学不再占有主要地位),也在内容上改变了对儒学的需求方向(今文学“尊王”和集权的经义不是

新兴阶层的需求).由此,陈旧的今文学无论是章句还是经义都已不能适应于东汉,而东汉王朝对经

师自主权的剥夺,则又使得他们仅能删述、坐守西京旧义,不像过去那样可以修改师法,与时俱进;而
古文学不仅能响应社会要求,还吸收了章句学的优长,逐渐占据了学术主流.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
斩断了维系今文章句的最后一根稻草,使经学章句迅速消亡;律章句虽然暂时未被替代,但同样因得

不到世家豪族的支持而逐渐没落.

三、章句学的传承

历史上对章句学的评价多源于对古文经学家们的“偏听偏信”:章句学的相关史料和评价多出于

刘歆、班固的记述,扬雄、桓谭等“通人恶烦,羞学章句”的取向也使章句在他们那里成为博学高雅的

对立面.加之近三百年以来学者竞好许郑之学,使章句学之形象变得颇为负面,甚至将其歪曲为忽

略经典本旨、辗转附会之学.实际上,两汉章句学作为中国封建王朝首次建成的全国性教育制度,是
经典阐释传统的重要转折.

章句学奠定了封建王朝儒学教育的基本体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统一的政治文化.尽管当时

的天才学者对章句学颇为不屑,然而章句学的目的是便于全国各阶层学子学习、考核与应用,并非为

通儒专研发挥而设计.章句虽然走向衰微,但划分句段—训诂字词—经义串讲的注释方法一直得以

传承.早期“传”体“离经而空发”;到东汉时变得依经为说、随文取义,这中间可能是受了章句学的影

响.“注”体也同样是在“章句”基础上删繁而来,«后汉书郑玄传»谓郑玄“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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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经学抉原»,第１５２ １８２页.
西汉的诸侯王墓葬与普通贵族墓葬规制差异明显,到了东汉时期,许多二千石官秩的地方豪右(如望都所药村 M２),也普遍

使用诸侯王和列侯采用的三室之墓和玉衣.参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

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３７页.东汉时期中等墓葬的规模

(如睢宁刘楼东汉 M１、邗江县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密县打虎亭汉墓等)与诸侯王墓也基本接近.
杨天宇:«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文史»２０００年第４辑.



裁繁诬,刊改漏失”.郑氏注实际上是章句的删裁省减,也是分析章句再加以训诂句解和经义解说①,
故与章句一样兼具经典普及之功能.章句学苛求完备的理念也为郑玄一脉所继承②,郑氏学也因此

能一度取代章句.在此之后,章句的离章辨句和细致的讲疏方式,在六朝隋唐时期以“义疏”或“正
义”的名义复活③,章句繁琐的弊病同样为义疏所继承,甚至义疏学也和章句学一样有家法传承(如
«隋书儒林传»:“房辉远问博士所传义疏”).故而章句学虽然一直为后来学人所诟病,然一旦涉及

到经学教育和讲经问难,后来学术在方法论层面上总不能摆脱章句学之影响.黄侃谓:“降至后世,
义疏之作,布在人间,考证之篇,充盈箧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 今谓揅探古籍,必自分析章句

始,若其骈枝之词,则宜有所裁.”④章句学尽管因汉王朝之倾覆而消亡,更因机械繁琐、牵合权势利益

而遭后世毁谤,但其具文而行、剖判章句、细致全面、训诂经义并重等特点仍适用于后来封建王朝之

经典教育,为后来多种注释体式所承袭.
过去经学史研究体系多基于古文家以及清代“汉学家”们的后出建构,故而不免于门户之见,经

解体式的分类也以内容分为“训诂考证”和“微言大义”两大类.实际上,就解释经典本身而论,训诂

与义理之间本来就互为因果而不是非此即彼,所以,经解文献若按训诂、义理划分大类,就很容易失

之偏颇.经典解释著作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经典的媒介,故而若要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那么,
传播的方式、对象和目的应该是最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是说,历史上的经解文献有着诸多类别,它
们往往因同名异实而纠缠不清,单纯以内容和时代考察容易陷入治丝益棼的困境,若能以用途作为

分类标准,将有助于厘清条理:两汉章句、六朝隋唐义疏正义、宋元明清“章句”“集注”“集说”“大全”
“传说汇纂”等等大范围(多为举国性质)经书讲授著作,受众遍及士庶,其形式内容多追求全面完整,
其风格则以坐实和封闭性为尚;至于汉初“传”“记”、魏晋“义”“旨”,以及后世讲说、专论等等,其撰作

之初衷为个人喜好、朋友交游或讲谈游说,则往往删繁就简,避实就虚.要之,不同时代经学的风尚

与特征当然有所不同;不同阶层对经学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如平民、世袭贵族、乡绅、皇帝、执事官

僚皆出于各自的经济或政治立场改造儒学,所以他们对儒学的设想和解释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既

会反映在内容上,也会有规律地反映在解说经典的形式上,这大概也是我们研究经典解释体式的意

义所在.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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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即谓:“郑氏之学实已近似章句,仅不守家法,又能删裁省减,使不烦黩尔.”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

平议»,第２４６页.
郑玄继承的不只是章句的体式,还有章句学完备的解经体系,例如他的«毛诗笺»就是弥缝«毛诗故训传»之“隐略”(按:郑玄

«六艺论»:“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又按:«毛诗故训传»训诂举大义其实已类似于小章句,陆宗达亦以此为章句学

之典范,见氏著:«训诂简论»,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７１页).又如郑玄礼学也继承了后仓学派的“推致”之法,皮锡瑞云:“古
文«逸礼»大都单辞碎义,实无关于宏旨,故郑不为之注,亦不多引用.郑之所谓‘准况’即仓等所谓‘推致’也,其后孔、贾之疏经注亦

用推致之法.”(皮锡瑞:«经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第２３页)
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４页.戴君仁:«经疏的衍成»,王静芝

等:«经学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８页.
黄侃撰,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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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

于　溯

摘　要:在东汉到唐的几百年间,物质文献因纸张逐渐代替竹帛而发生重大变革,与之同步发生的另

一个重要的文献史现象是,文献记忆极度兴盛,记忆成为纸张之外另一种重要的文献载体.由文献记忆形

成的“记忆本”,被当时人视为版本学意义上的文献形态,它全套移植了写本从制作到校勘各个步骤的概

念,并可以与写本自如互校.记忆本较写本更为易得、易读、易检、易携,它迫使物质文献不断自我改进,以

期尽可能模拟到记忆本之优长,使读者从记诵中解放出来.文献记忆和物质文献共同参与了中古文献的

形成和流通,中古文献史的面貌,要比学界过去认识的更加复杂.

关键词:文献记忆;记忆本;书籍史;文献史;写本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０．０１．１２

作为人类本有的一项生理功能,记忆力深刻地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诞生于各文明早期的神话

故事曾凭藉记忆口耳相传,在古印度,佛教经典也长期通过口诵流布① .古希腊人甚至已经有了系统

训练记忆的技艺② ,这种技艺后来受到罗马演说家的大力推崇,他们将“记忆术”列为古典修辞学的一

部分,还奉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为记忆术的发明者③ .但是,随着书写和文献制作技术的逐渐发达,
是用记忆来承载和传播文明,还是用文字、文献来承载和传播文明,人们有了两种选择.既然记忆作

为知识和信息的一种载体,在功能上和文献是有所重叠的,它与文献的关系就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

话题.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就假借埃及法老塔穆斯之口说,文字会导致人们善忘,因为人一旦学

会文字就不再努力记忆了④ .这种记忆与文献对立竞争的观念影响至今,比如文艺复兴史学者叶芝

认为,记忆技艺的衰落正是缘于印刷书籍“摧毁古老的记忆习惯”⑤ ,阿莱达阿斯曼在研究记忆史时

也表示,那既能放在书里的,就不必放在脑中,记诵的衰落“正与外在于人体的功能强大的知识存储

器飞速增长的容量相对应.”⑥

从一个长时段的视角看,人体外的知识存储器最终战胜有生理局限的人体本身,无疑是确然的;
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时空中、在特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情境下,文献和记忆的关系还远非那么简单.
印度佛教一度依赖口诵传教,据说就是因为那里的学者和哲学家看不起文字⑦ .中国文化对文字和

书写极度推崇,汉字拥有神圣的起源故事,书写拥有高于口说的地位,甚至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敬

　

作者简介:于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①　参见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７页.

②　参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５３页.

③　传说西摩尼得斯在一次宴会中遭遇建筑坍塌而免于罹难,他竟能记得事发时每位宾客坐的位置,凭此指认出了所有血肉模

糊的尸体.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第４８７页.

④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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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字纸观念,但背诵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与文献的结合方式,也长期受到不亚于物质文献本身的重

视.在«金石录后序»那个著名的片段里,李清照这样描述她和丈夫的日常生活:“每饭罢,坐归来堂,
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①———那能放

在书里的,不但也要放在记忆里,而且是连书一起放在记忆里的.
“文献记忆”是记忆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它是以记忆的老对手———文献为对象的记忆,是以字句

为元素的记忆.这种记忆活动只能发生在文字出现后,也只能发生在识字并能接触到书的人身上.
在不同的文化或时代中,文献记忆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即以对文献记忆的指称为例,至
迟在中古汉语中,已经有“讽”字表达“记忆文献”(“倍[背]文曰讽”)②;而在英语中就很难为“背文”找
到一个对应单词,只有长词组 “word for word/line for linerepetition”能描述它③.拥有专称,
这是文献记忆在古典中国文化中相当被关注的一个体现.另一个有趣的文化对照是,希腊人发明了

“记忆术”,中国人则发现了“文献记忆方”:“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

寒.”“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开书所视不忘,坐在立亡.”④仙方和专称一样,也说明

文献记忆得到了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度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时代的人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关注

文献记忆,留下了更多关于记诵的故事.傅汉思在研究唐代正史之«文苑传»时就发现,在唐代史官

们看来,“惊人的记忆力似乎是当时文人不可缺少的特点”⑤.事实上,这个特点既不限于文苑,也不

限于正史,也不限于唐代.在中古时期的各种性质的人物传里、各种性质人物的传里,记诵能力都是

常见话题,比如:

　　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
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晋书苻融载记»)
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

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便写赴,无所漏脱.(«宋书吴喜传»)
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也.

(«魏书杨大眼传»)
经目必记,历耳不忘,求籍人间,阅书肆里,不知雨风,岂悟坑穿.(«魏张满墓志»)
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梁书昭明太子传»)
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旧唐书蒋乂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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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清照撰,黄墨谷辑校:«重辑李清照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２４页.
«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文,也就是倍(背)对

着文献而读出的意思,所以贾疏说:“‘倍文曰讽’者,谓不开读之.”其实除了“讽”字以外,中古汉语中“诵”字也有“背文”的意思,所以

贾疏又说:“云‘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背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按本句“但讽是直

言之”中“直”字误作“宜”,此据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５１１页上.又“诵”有了“背文”的
义项,应该只是“讽诵”二字常连文使用造成的词义沾染,并没有贾疏解释得那么复杂.

RuthFinnegan,OralPoetry:ItsNature,SignificanceandSocial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７),７６ ７８．
«抱朴子仙药»,见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２０８页.
傅汉思(HansH．Frankel):«唐代文人:一部综合传记»,郑海瑶译,黄宝华校,收入倪豪士编选:«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０页.
上引文献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５１８页;«晋书»卷一一四,北京:中华书局,第２９３４页;

«宋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１１４页;«魏书»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１７７２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

刻拓本汇编»(第六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５页;«梁书»卷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６６页;«旧唐书»卷一四

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０２６页.需要指出的是,鉴于“诵”字有“背诵”和“诵读”二义,本文在选择中古时期文献记忆的史料

时,对原文只出现“诵”字而上下文未明确显示此“诵”为背诵义的,盖不取用.尽管如此,所谓史不书常,我认为除僧传外的人物传记

是不会把“能够诵读”作为传主的秀异素质加以渲染的,比如像“公幼挺奇伟,聪明懿肃,年五岁,日诵«春秋»十纸”(«王德表墓志»,
«唐代墓志汇编»圣历０２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９４７页)这类在中古史料中极其多见的描述,其实完全可以认定为文献

背诵行为,惟本文尽量回避引据,免致读者可能的歧见.



“惊人的记忆力”并没有特定的人物群体偏好,它可能发生在知识精英身上,也可能发生在胡人、
武人、胥吏甚至不甚识字的人身上.这些记载唯一的共性是出现在中古时期,而清代大型类书«古今

图书集成»在“博文强记部”抄录了清以前１０６个文献记忆故事,其中中古时期的就占到了７１个①.
同样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抱朴子»中出现诵书仙方,绝非偶然.可以说,中国文化之格外强调文献记

忆,这个特点正是在中古时期形成的.
但问题是,在物质文献史上,中古时期正是纸代替竹帛、书写越来越便利、书籍越来与丰富的时

期,文献有了更好的、更多的物质载体,为什么反而更需要记忆这个载体? 为什么记诵高手在这个时

期的史料中井喷式地出现,而不是在文献流通更艰难的古代,或者接触书籍机会更多的雕版印刷

时代?

一、文献记忆:文献还是记忆?

支配文献记忆行为的是文献记忆观念,后者同样是随时变化的.比如体现在计量方式上,今天

人们说背诵一篇文章、一段课文、三百首唐诗,计量单位(篇、段、首)多是根据文本内容设定的.而前

引«抱朴子»收录的背诵仙方中,有一道药效是“日视书万言”,“言”(字数)作为记诵单位今日已罕有

使用,在中古时期却相当常见,比如:

　　(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
(李郱)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余万言.②

除了“言”以外,“纸”也常常用来衡量记诵量:

　　姚主即以药方一卷,民籍一卷,并可四十许纸,令其诵之三日,便集僧执文请试之.乃至铢

两、人数、年纪,不谬一字.
(长孙绍远)年甫十三读月令数纸,才一遍,诵之若流.
兄敬嗣,时因禀训,读«上林赋»于前.太妃一览斯文,便诵数纸.
属颜鲁公许试经得度,时已暗诵五百纸.比令口讽,一无差跌,大见褒异.③

字数和纸张数都与文本内容无关,而与物质文献的视觉样态有关.而且,它们其实也是中古时

期写本制作的计工单位④.用字数和纸张数计量背诵量,说明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文献记忆与物质文

献有相当的同质性⑤.可以说明这种同质性的另一个例子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家时特别强

调其口语记忆的源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而且这个源头与小说被置于诸子十家之末且独被著

录者评曰“不可观”有直接关系;但是«汉志»著录伏生本«尚书»,并不因其来自文献记忆而区别视之.
写出记忆中的非文献内容和写出记忆中的文献性质截然不同,对后一个行为,“来源于记忆”这一点

被完全忽视了.这也说明,文献记忆在当时更多地是被从文献而不是记忆的角度来认识的,它的产

物作为一种虚拟书籍,与实体书籍并无本质区别,不过一个是储藏在体内,一个是在箧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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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第六○六册卷一一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３４年,第３２ ３６页.
上引文献见«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裴注引司马彪«序传»,第４６６页;韩愈:«唐故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见刘

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８８页.
上引文献见«出三藏记集»卷三,第１１８页;«周书»卷二六«长孙绍远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４３０页;«唐代墓志汇编

续集»咸亨０１２«大唐越国故太妃燕氏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３页;«宋高僧传»卷一五«唐湖州八圣道寺真乘

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３７３页.
如刘宋陶贞宝“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见«云笈七签»卷一○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２３２２页.又唐终南山悟

真寺僧法诚延请弘文学士张静写经,两纸酬值五百,见«续高僧传»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８４页.
一个实物例证是,敦煌写经的卷末题记常著录用纸数量,这既是为方便雇书双方核算价格,也是为方便诵经者核算记诵量.

另外,内典目录也多著录众经纸数,如彦琮录、静泰录、道宣录、明佺录、智升录等,这是与外典目录很不同的一个特色.著录纸数的

原因,应该也是为了诵经的核计.像唐代的度僧,就有据诵经纸数许度的政策,如前引真乘事,又如宝历年间也有“僧能暗记经一百

五十纸、尼能暗记经一百纸,即令与度”之诏,见«宋高僧传»卷二九«唐京师保寿寺法真传»,第７３６页;«册府元龟»卷五二,南京: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４９页.



人体能够成为书籍的储藏地,这种观念也在当时的很多言论中有所体现.汉末的赵壹在«刺世

疾邪赋»中写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①«世说»载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对曰:
“我晒书.”②东魏的崔 被人称赞“胸中贮千卷书”③.文籍满腹、晒腹曝书、胸中贮书,这种描述方式

就和早期文献中的“多识前言往行”(«易大畜»)、“博闻强识”(«礼记曲礼»)、“前事之不忘”(«战
国策赵策»)之类不同,落脚点在人体与书,而不是记忆与知识.更直观的例子是,汉唐史料中常可

见“书笥”“书厨”“书簏”“书箱”“书库”“书箧”一类人物绰号④,还有人被称为“皮里晋书”“皮里阳

秋”⑤,被称为“肉谱”,乃至有被完全取缔了“肉”的存在而直呼为“人物志”的⑥.这些绰号无论褒贬

立意何在,它们能以这样的面貌出现,都基于人可以作为书籍储藏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与以字

数、纸张数来计算记诵成果,是相互吻合的.
如果人体是书籍的储藏地,那么文献记忆的行为,就是为书籍制作一个藏于此地的复本,这与抄

写一个复本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制作“记忆本”的流程、要求,与制作写本也是一致的.
文字准确是制作写本的核心要求.早期的文献记忆,正如朱熹指出的,孟子凭记忆引据«诗»

«书»每每有误;汉人凭记忆授经也常出现错字⑦,当时并无一字不可差的要求.但在中古史料中,用
“不差一字”“一无舛误”描述文献记忆已经非常常见了,文献记忆理论上应与诵本严格一致,应该正

是在这个时期逐渐确立的准则.
至晚在南朝后期,“不差一字”、“一无舛误”的标准已经不仅适用于书籍内容,而且还适用于书籍

的作者、书名、目次、版式等信息.据说当时萧劢能把«东观汉记»背诵到“卷次行数亦不差失”的程

度⑧,而长于记诵的刘杳能准确识别各种文献片段的出处⑨.文本与书名目次版式间的有效对应,使
人体中的一部部书籍卷帙分明、互不混杂,就像它们的体外版本一样.

南朝的藏书家们宣称,抄书、藏书的目的是“备遗忘”,换言之,物质文献是作为“记忆本”的校本

被收藏的.不惟物质文献可校“记忆本”,“记忆本”也可校物质文献,«旧唐书»载唐玄宗见凌烟阁“左
壁颓剥,文字残缺,每行仅有三五字”,随行的蒋乂认出这些文字是圣历中侍臣图赞,“即于御前口诵,
以补其缺,不失一字”.这就是以记忆本为校本的一个实例.

字字对应,不脱不讹,定名析卷,布置版式,最后以字数和纸张数计算工作量,这本是制作写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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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后汉书»卷八○下«文苑传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６３１页.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０３页.
«北齐书»卷二三«崔 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３３４页.
东汉边韶自称五经笥,见«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传上»,第２６２３页.梁许懋人称经史笥,见«梁书»卷四○«许懋传»,第５７５

页.王俭嘲陆澄为书厨,见«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７６２页.梁沈约嘲傅迪为书簏,见«太平御览»卷
六一六引沈约«俗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２７７０页.又李善号书簏,见«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传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５７５４页.张读«宣室志»载沈约有爱子,少聪敏,好读书,约甚怜爱,因以青箱名之,见«太平广记»卷八三引,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１年,第２７１７页.隋房晖远号五经库,见«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７１６页.唐代的谷那律号九经库,
见«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第４９５２页.唐柳璨号柳箧子,见«旧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第４６７０页.

«梁书»卷三三«刘谅传»:“少好学,有文才,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第４８４页)«世说新语赏誉»:“桓茂

伦云:‘褚季野皮里阳秋.’谓其裁中也.”(«世说新语笺疏»,第４６０页)
«太平御览»卷六一二引«唐书»:“李守素尤为谱学,妙谙人物,自晋、宋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以来诸贵勋等,华戎阀阅,靡

不详究,时号为“肉谱”.尝与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学馆因共谈人物.初言江左、东南,犹相酬对.及言北台诸姓,次第如流,显其

历叶,皆有据证,世南但抚掌而笑,不复能答.既而叹曰:‘肉谱定可畏.’许敬宗因谓世南曰:‘李仓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虽为美事,
然非雅号.今目仓曹为人物志可乎?’”(第２７５２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７０页.
«南史»卷五一,第１２６３页.
«梁书»卷五○,第７１６页.
«梁书»卷三三«王筠传»载筠«自序»云:“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

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
(第４８６页)

«旧唐书»卷一四九«蒋乂传»,第４０２７页.



相关概念,而文献记忆也一一接受了.不仅如此,物质文献的校勘概念也被文献记忆接受了.“记忆

本”和写本二者间可以自如互校,这更说明当时人使用物质文献的制作和校勘概念去描述文献记忆,
并不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而是真正将“记忆本”视为版本学意义上的文献形态.由此可以看出,中
古时期人有将文献记忆直接视为一种文献的倾向.

二、记忆本及其特性

就像面对“选择记忆还是选择文献”的时刻一样,现在人们面对文献也有了两个选择:记忆本,还
是写本?

记忆本的一个显著优势是成本低.对没有经济能力置办实体书籍的人,记忆本的意义尤大.
«后汉书»载王充早年家贫无书,就去卖书的地方蹭看,“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①.荀

悦据说也是“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②.借书并制作一部记忆本是贫者求学

的常态,东汉延笃学«左传»而无力置办纸张抄写,就找人借一部背了下来③,梁代的任孝恭也是“家贫

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④还有人利用佣书的机会,在为雇主制作写本的

同时为自己制作了记忆本,比如东吴的阚泽、南朝的王僧孺和朱异⑤.而记忆本的低廉不仅体现在经

济成本上,也体现在知识成本上,非但不花钱可得之,不识字也可以,北魏名将杨大眼就是通过有声

读物的方式获得书籍:“恒遣人读书,坐而听之,悉皆记识.”⑥

记忆本的另一个优势在机动性.人们即使拥有了物质文献,也可能在战乱、火灾、迁徙等等不测

中再次失去;或者物质文献没有亡佚,却在需要使用时恰巧不在场.但记忆本总是随身的,蔡琰在汉

末的流徙中丢失了父亲蔡邕留下的四千余卷藏书,她后来仍凭记忆重新写出了四百余篇⑦.梁代的

陆倕借得一部«汉书»而不慎丢失其中四卷«五行志»,后来也是凭记忆“暗写还之,略无遗脱”⑧.唐太

宗命人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一时找不到书,虞世南现场默写,“不失一字”⑨.记忆本一旦拥有,就与

记忆者同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一部书的记忆本,才是真正拥有了一部书.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古时期的藏书家并不以收藏实体书为最终目标,藏书的终极追求是藏

得记忆本,获得实体书只是藏书流程的中间环节.前文提到,南朝藏书家萧钧和王筠都称自己抄书、
藏书的目的是“备遗忘”:抄是为了帮助记忆,藏是为了给“记忆本”保留一个校本,俾其永远完善地存

于体内.如果对记忆力足够自信,甚至这个校本也不必备,陈代学者沈不害写文章“操笔立成,曾无

寻检”,而家中也从不置藏书,大概因为实在用不上.柏拉图担心的文字使人们不复记忆的情况,在
沈不害这里遭遇了反例.

沈不害的故事也说明记忆本还有可“寻检”的优势.在沈不害的时代,书籍的流行装帧是卷轴装

写本,这种形态的书籍尽管已经较简牍取阅为易,但查检信息仍是极不方便的.英国古典学者对希

腊书卷之缺陷的一些总结,完全可以移评中国的卷轴书籍:

　　读者慢慢展卷阅读,同时用一只手将已经读过的部分收拢,这个过程结束就是将整个卷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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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四九,第１６２９页.
«后汉书»卷六二,第２０５８页.
«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章怀注引«先贤行状»,第２１０３页.
«梁书»卷一三«沈约传»,第２３３页;卷五○«文学传下»,第７２６页.
«三国志»卷五三«阚泽传»:“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第１２４９页)«梁书»卷三三«王僧儒

传»:“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第４６９页)«南史»卷六二«朱异传»:“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第１５１５页)
«魏书»卷七三,第１７７２页.
«后汉书»卷八四,第２８０１页.
«梁书»卷二七,第４０１页.
«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第２５６６页.
«陈书»卷三三«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４４８页.



的内外层次倒转过来了,所以在下一个读者展读之前要重新卷一遍.这种图书形式的不便之处

显而易见,尤其别忘了当时有些书卷长逾十米.另一个缺点是图书所用的材料不结实,容易损

坏.不难想象,当一个古代的读者需要去查证一处文献时,不到万不得已,都会尽量依靠记忆而

不愿费事去查检,况且这个过程还会增加书的磨损.①

正因为如此,当中古时期的读者需要检索文献时,有时不是去查书,而是去找人.«梁书»说沈

约、任昉等人“每有遗忘”就去访问学者刘杳②,沈、任都是中古时期第一流的藏书家③,但对他们而

言,刘杳的记忆本显然比自家的写本使用起来更便捷.北齐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人一次讨论

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于是呼王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④.身边有书但

“讨阅不能得”,这个缺陷使写本无法与记忆本相抗衡.
记忆本的第四个优长在利于理解,或者确切地说,是中古时人人为地在熟读成诵与理解文意间

建立起了联系.这种联系似肇见于魏明帝时董遇的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⑤,而其影响至为深远.
在萧梁,萧绎敦促子弟读五经,也强调“读之百遍,其义自见”⑥.唐人王友贞九经皆读百遍⑦.乃至７
世纪末留学印度的义净会以“斯等诸书,并须暗诵同孔父之三绝,等岁释之百遍”的格义式描述

介绍当地五天俗书的教学情况⑧.所以记忆本不仅自带检索工具,还长期被认为自带解读工具.
从义净的说法来看,根植于印度文化的口诵观念,和中土自产的以诵读求理解的观念,在当时人

心中大概是混杂糅合的⑨.而这种糅合的结果就是,有些俗书的读诵或背诵行为也有了诵经般的仪

式感和修行色彩,甚至产生了诵经般的祛魔感应效果.记忆本通向理解,甚至制作和不断诵出某些

特殊文献的过程通向功德,这是记忆本性质中最为特殊的两点.
由此看来,记忆本在获取、携带、传播和使用方面,都有写本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写本是可视的,

可分享的,而且是可以穿越时空分享的,这些优势记忆本也不具备.至此这里其实已经可以回答本

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文献记忆与物质文献同步繁荣,正是因为此时它们二者间有互补性;关于记诵

的故事在中古时期井喷式的出现,就是因为物质文献的发展增加了人们接触书籍的机会,但其结构

设计、制作工艺、存藏条件还远远实现不了那时人们对文献的所有要求.因此,为文献制作记忆本仍

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某些内容的文献,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制作记忆本.

９５１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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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雷诺兹、N．G．威尔逊:«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页.
«梁书»卷五○«刘杳传»,第７１５页.
«梁书»卷一三«沈约传»:“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第２４２页)又卷一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

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第２５４页)
«隋书»卷六九«王劭传»,第１６０１页.
«三国志»卷一三«王朗传»裴注引«魏略»,第４１９页.
«金楼子戒子»,见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５５页.
«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第５１１８页.
义净撰,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卷四«西方学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９７页.据校记“岁释”他本作“岁

精”,然两皆不通,或是字有讹误.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古僧传在描写僧人的记忆力时,会动用世俗人物传记中的记诵故事为模板,这说明在时人眼里,同时

空中发生着的僧俗的文献记忆行为,在事实层面也是同质的.南北朝时,诵经(包括诵读和背诵)在南北僧众中都受到极高的重视,
故慧远«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云:“经教所开,凡有三科:一者禅思入微,二者讽味遗典,三者兴建福业.”(僧祐撰,李小荣校笺:«弘
明集校笺»卷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０４页)«洛阳伽蓝记»里甚至还有比丘因“不暗诵”被阎罗王法办的故事(杨衒

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８１页).唐代更有度僧试诵之制,已见前引.僧人通过记

忆传播经典、积累功德,并将其认定为一种基础职业素养,这对信众广大的中古社会造成文化传染,也是必然.
如沈演之每日读«老子»百遍,见«宋书»卷六三«沈演之传»,第１６８５页.东汉郅伯夷诵«孝经»«易»以御狐精(见应劭撰,王

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４２７页).梁皇侃“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见«梁书»卷四

八«儒林传»,第６８０页).



三、记忆本的内容偏好

除了作为基础知识构成的儒家经典外,最容易被人们选中制作记忆本的文献,一定是最需要利

用记忆本优势的文献,或者说,最需要避免写本劣势的文献:大概不会有人去背诵类书,因为类书自

带的检索便利,消解了辛苦记诵的意义.
谱牒是中古时期一个有时代特色的记诵对象,前文提到的唐人李守素,就因长于此道,人称“肉

谱”.在李守素之前,南朝背谱之风更盛,萧绎说自己１３岁就开始背«百家谱»,甚至背到身心严重受

损①.谱牒在当时有多重社会功用,选官、议婚、避讳都要以之为据,而主要是指导日常避讳的功用引

发了制作记忆本的需求,因为总不宜在接对人物时临场查本.关于谱牒文献的记诵,一个有名的例

子是王弘得了王僧孺的«十八州谱»后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②,显然已经有复本在体.齐竟陵

王萧子良命谱学家贾渊修过一部«见客谱»,从性质看,大概也是要背下来的③.
谱牒类文献内容无逻辑可言,背诵难度大,因此常在传记中作为展现传主记忆力的道具出现(或

者是与谱牒性质相近的名籍、宫籍、批量人名),其实传记作者的这种主题偏好,还是受了他们自己所

处时代的背谱之风的影响.众所周知,谱学在极为兴盛,但流传下来的谱牒文献却几乎没有.前人

论此,多归因于江陵焚书之厄和后来的隋末战乱,但某一类书在书厄面前特别脆弱,根本上还是因为

这类书相对于其他类书,复本更少.换言之,在谱学兴盛的时期,很多谱牒恐怕是以“肉谱”的形态活

跃于世的.«魏书»说高谅“造«亲表谱录»四十许卷,自五世已下,内外曲尽,览者服其博记”④.纸谱

本来就是肉谱的衍生品,如果后者无意著述,不发生这种衍生,那谱牒就不免随肉身湮灭了.
另一个常见于中古时期的记诵热点是故事类文献,如历朝史事、注记、律令、奏章、仪注等等.

«魏书»有一段记载生动地体现了熟记故事的政治效力:延昌四年正月某夜,宣武帝崩于式乾殿,留下

年仅五岁的太子,两天后,宣武帝的同母弟、一直被软禁在华林园的广平王元怀扶疾入临⑤,“径至太

极西庑,哀恸禁内,呼侍中、黄门、领军、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面对突发的逼宫,
大臣们愕然相视,莫敢抗对,侍中崔光“独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初崩,太尉赵憙横剑当阶,推下亲王故

事,辞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壮光理义有据.怀声泪具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

还,频遣左右致谢”⑥.“以古事裁我”的强大威慑力,体现了故事行政被广泛承认的权威性,也说明腹

中储备故事以备非常的必要.
档案、注记类故事文献成为记诵热点,也与其接触群体有限、且集中贮藏于相关政府机构的特性

有关.这种典型的集中秘藏易致集中焚毁型文献⑦,正是记忆本发挥优势所在,尤其在政权频繁交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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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楼子自序»,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第１１４１页.
«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第１４６２页.
«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第９９９页.
«魏书»卷五七«高祐传»,第１３８１页.
«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传»:“召(广平王怀)入华林别馆,禁其出入世宗崩,乃得归.”第６６７页.
«魏书»卷六十七«崔光传»,第１６２１页.
按«晋书刑法志»:“文帝为晋王,令贾充定法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第９２７页)政府机构保

存故事是汉代以来相延的制度,而正因如此,经眼者每局限于相关职能部门的若干人员.像常被引据为故事的章表奏议,它们在制

作环节就强调作者的保密自觉,如曹魏任嘏“每纳忠言,辄手书怀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三国志»卷二七裴注引«任嘏别传»,第

７４８页),刘宋谢弘微“每有献替及论时事,必手书焚草,人莫之知”(«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第１５９３页),唐钱徽“奏议多闻于削藳”
(白居易:«授钱徽司封郎中知制诰制»,«文苑英华»卷三八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第１９５１页),并其例.而在储藏环节,官府存

档也有一定的取阅权限,东晋王敦之乱时,周顗上表救王导而人皆不知,后王导料检中书故事,乃得顗表,正可见此.至于前朝档案

或有触忌时讳者,更受到严格控制,像梁武帝时吴均乞阅萧齐起居注并群臣行状,就遭到了武帝的断然拒绝.又王导料检中书故事,
是因为其时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散,王导去查点清理中书省散乱焚余的档案.中书省还是在宫内的官署,地处外朝的各机构遭受

历次动乱侵扰的机率更大,所藏故事散乱的危险也更大.又据«陈书儒林传»记载,侯景之乱也造成了“台阁故事,无有存者”(«陈
书»卷三三,第４３４页).



的时代.萧齐初建时,大概台阁故事又一次毁于易代战火,徐勉向萧道成推荐能够背诵晋、宋起居注

的孔休源为尚书仪曹郎,自此“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常谓

之为‘孔独诵’”①.所以在中古时期,尤其在礼仪制度、铨选制度尚未得到系统、稳固建设的唐代之

前,常能见到熟诵历代故事的人物颇得以接近权柄,成为重要的政治顾问,像孔休源,以及前文提到

的因博悉晋代故事号为“皮里晋书”的刘谅,并皆其例.
从崔光的事例还可以看到,汉故事在当时仍有政治效力,因此«汉书»在魏晋已降也是一个非常

突出的记诵热点②,所以范晔对«汉书»有“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的观察③.除提供故事

外,史书中另有丰富的政治、社会、军事、地理信息,也常因此为经世者所措意,庾信在«周大将军崔说

神道碑»中就夸赞时任凉州刺史、总督河西甘瓜诸军事的崔说“敦煌实录,宛在胸襟;玉门亭障,无劳

图画”④.
唐代以后,随着诗赋举士政策的推行,诗文作品又成为一个新的记诵热点,像前引韩愈«李郱墓

志»,就提到李郱能暗记«文选».«文选»白文也约有４０万字,体量不俗,它和各种别集的热门,恐怕

挤压了传统背诵热点的记忆空间,按代宗朝礼部侍郎杨绾的说法,就是“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
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⑤.由此也可见,记忆本的内容偏好是

随时变化的,但总以实用为指归,人们为参政而背诵历朝故事、起居注、史书,为选举而背诵诗文,为
社交需要而背诵谱牒,所以萧绎尽管少年时躬丁其酷,后来也还是教导子弟要特别留意谱牒⑥.

总之,记诵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过去常常理解的文人炫博.有谁会为了平

生未必能碰到几次的表演机会,逐字逐句连内容带版式信息地背诵下一部部稀见书? 当人们为一种

文献制作记忆本,主要还是意图利用记忆本拥有而写本不具备的某些特性而已.

四、写本的新变与记忆本的衰落

记忆本和写本既是两种互有短长的文献形态,那么对于藏书家来说,最理想的收藏大概是所有

文献两种载体各入一本,而这就会导致写本越多、越易得,人们想背诵的书籍、能背诵的书籍就越多.
事实上,记忆本确实有和写本同步扩张的迹象.以记诵量来说,从“十来岁为秦博士,到九十多岁也

不过能背«尚书»二十九篇”的伏生⑦,到２世纪末“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按总字数将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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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第５２０页.
«汉书»记诵的实例极多,聊举数例.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已见前注.沈攸之“晚好读书,手

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谙忆”(见«宋书»卷七四«攸之传»,第１９４１页).阚骃“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见«魏书»卷五

二«阚骃传»,第１２７４页).邢邵“尝因霖雨,乃读«汉书»,五日,略能遍记之”(见«北齐书»卷三六«邢邵传»,第４７５页).陆倕“尝借人

«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已见前注.臧严“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见«梁书»卷五○«文学下»,第７１９
页).陆云公“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见«梁书»卷五○«文学传下»,第７２４页).韦载“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
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见«陈书»卷一八«韦载传»,第２４９页).郝处俊“好读«汉书»,略能暗诵”(见«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

传»,第２７９７页).郗士美“年十二«史记»«汉书»皆能成诵”(见«新唐书»卷一四三«郗士美传»,第４６９５页).又张巡见于嵩读

«汉书»,因诵其所读,尽卷不错一字,嵩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事见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三,第２９７
２９８页).

«后汉书»卷四○«班固传»,第１３３４页.对于«史»«汉»在中古阅读史中一冷一热的原因,学界已有各种角度的解说,我以为

可以补充的一点是,除了«汉书»相较于«史记»有更稳妥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外,对于中古社会而言,«史记»的汉前部分也已经很难为

现实提供可操作的故事,尤其是这一时期大量依赖的礼制类故事,因此在思想和内容两方面,«汉书»都是比«史记»更好的读诵选择.
«文苑英华»卷九○四,第４７５６页.按«敦煌实录»,十六国时期敦煌人刘昞撰,见«魏书»卷五二«刘昞传»,第１１６０页.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第３４３０页.
«金楼子戒子»,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第３５５页.
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俍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２页.



万)的贾逵①;再到８世纪中期十四五岁时已经“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余万言”
的李郱,背诵体量是一路飙升的.以记诵范围来说,人们的涉猎领域也在跟随着写本扩张.齐梁时

期,搜罗珍奇书籍成为一时风尚②,文献记忆活动中就迅速出现了稀见书.当时拼比文献记忆力的隶

事游戏,就以背出别人不知道的典故为胜③;而前文提到的那位为人提供肉体检索的刘杳,在他凭记

忆给出的检索结果中,也能看到«论衡»«新论»、朱建安«扶南以南记»、杨元凤«置郡事»等超出常规经

史范围的书籍④.
但是另一方面,史料也告诉我们,除了那些第一流的学问家、藏书家外,最常见的记忆对象还是

几类实用性文献.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务实虽然不是最理想状态,却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实际上,
能将最实用的文献记诵下来难度就已经不小.«梁书»说萧绎五岁能诵«曲礼»,将他描绘成典型的中

古记诵神童⑤,但如前文所说,他本人也坦承背«百家谱»背得“感心气疾”,差点出生命危险⑥.而在

李郱的背诵书单里,出现的其实都是应明经、进士科涉及的常规书目,可背诵总字数已经达到了百万

级.基础背诵量已然巨大,新书籍还在不断生产,毫无疑问,记忆本以无涯逐有涯的步伐终会停止

下来.
而且,物质文献不仅体量将不断膨胀,制作技术也将不断进步.技术进步会导致成本降低,成本

低会导致价格下调,也会因此产生出更多的复本.一旦书籍复本增多,即使遭遇战火,记忆本的价值

也不会那么大了.根据学者对历代书价的考证,８世纪后半叶每卷书折米量５９斤,９世纪上半叶激

增到１００斤,可以明显看到安史之带来的价格波动;但１２世纪后半叶书价每册折米量１３斤,与１１
世纪中叶的数据持平,南北宋的更迭对书价的冲击已不明显.这种趋势说明,由于有了更进步的书

籍制作技术,记忆本的优势已经被部分削弱了.
而记忆本最为擅场的检索优势,还受到了类书的挑战.早期的官修类书往往卷帙庞大,动辄仿

象天地,包罗万有,并无检索优势.但隋唐以后私撰类书大量增多,这些类书的特点就是贴合作者自

己的检索需要来设计,比如李商隐编写过两卷的小册子«金钥»,这部书仅由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四

部分构成,以为“笺启应用之备”⑦.唐代的两位制诰大家张说和陆贽也编有类似的工具书,张书名为

«事对»,全书１０卷,陆书名为«备举文言»,全书２０卷⑧.后蜀文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
书名就叫«备忘小抄»⑨.当时的私人小工具书也在需用者之间流通,像«新唐志»录有东川节度掌书

记李途的«记室新书»三十卷,“纂集诸书事迹为对语,列四百余门.职方郎中孙樵为之序.”请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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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２３５页.关于白文五经字数,根据«宋元学案»所引宋人郑耕老的统

计,«毛诗»３９２２４字,«尚书»２５７００字,«礼记»９９０２０字,«周易»２４２０７字,«左传»经传合１９６８４５字(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

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９页).以上总计３８４９９６字.今据朱氏语料库统计,«毛诗»３１４５８字,«尚书»２４５６９字,«礼
记»９８１９８字,«周易»２１８４６字,«左传»经传合２１０１６６字,以上总计３８６２３７字.

如陆澄“家多坟籍,人所罕见”,见«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第６８６页.任昉“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

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已见前注.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埓”,见
«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第４７４页.

隶事要参与者现场凭记忆将某一主题的典故胪列出来,并组织成文,最后的成品形态可能是以某物为题、一句一典的诗赋,
如今日仍可见的南朝咏物诗、地名诗、药名诗等.参于溯:«典故论稿»,南京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１年.

«梁书»卷四四«文学下刘杳传»,第７１５页.
«梁书»卷五«元帝纪»:“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

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第１３５页)
«金楼子自序»,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第１１４１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２４页.
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二一,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０８、１０１０页.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５８页.



序,可见编纂的初衷就有流通之意①;文谷«备忘小抄»据说也“世多传写之”②.总之这些实用性类书

卷帙往往不大,方便检阅、携带和流通,它们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写本结构设计上的一个新创.
写本不可能取得记忆本的所有优势项,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它改善了自身的很多劣势项,而且

新结构类书的出现,使写本也模拟到了记忆本的重要特长,那么随着书籍的增多,逐一制造记忆本,
不仅将是不可能的,也将是不那么必要的.而一旦这种情形发生,人们对记忆的观念必将变化,戏剧

性的记诵故事将不再那么吸引人,人们对记诵的追求也将趋于理性化.
这种记诵观的理性化在宋代就已经很明显.以史籍记载的记诵速度来说,汉末夏侯荣能每日能

背诵千字③,东晋道安可以达到五千余字④,而«抱朴子»的仙方明确告诉我们,当时人理想的记忆速

度是日诵书万言.但宋人郑耕老«读书说»却实实在在地说,中材之人每日能诵３００字,“天资稍钝,
中材之半”的,每日能诵１５０字⑤.以史籍记载的记诵准确度来说,中古史料中触目皆是“不差一字”、
“一无舛误”,程颐却说这种追求是玩物丧志⑥.而记诵和穷理的关系也得到了一些反思,像“读书百

遍而义自见”这句话,就被«册府元龟»归入了“偏执”门⑦.记诵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固然

不可能到就此停止发挥影响,但不同声音的出现,说明记忆本的黄金时代毕竟已成为过去了.

结　语

«汉书艺文志»说,«诗经»能遭秦火而全,“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⑧.不须上溯秦汉,即使

在写本甚至刻本都已经成熟的宋代,对一些因特殊原因无法产生写刻本的文献,记忆本仍是珍贵的

机会.女词人朱淑真死后,手稿就被父母“一火焚之”,直到后来魏仲恭在旅店听人背诵朱词,大受打

动而录以成集,这才有了我们今日仍能看到的«断肠集»⑨.问题是,记诵虽然长期默默参与着文献的

传递,却因其无形而难为后人察觉.尤其对物质文献明显走向繁荣的中古时期,我们只顾勾勒竹帛

到纸的物质文献史,却基本忽视了在数百年时间里一直在和写本一起承担着文献传承任务的记忆

本.尽管史料中突然出现了数量多到惊人的记诵的故事,而当我们注意到这些故事时,新的问题就

出现了:在流传下来的中古文献中,有哪些经历过文献记忆再诵出的环节,就像蔡文姬背出的四百余

篇那样? 有哪些像经过记忆本的配补校勘,就像陆倕交还的«汉书»、蒋乂补全的“圣历中侍臣图赞”
一样?

记忆本对文献流传的参与,其实可以从古文献的同音异文中看到一些痕迹.柯马丁在研究郭店

楚简、上博简和马王堆帛书所反映的中国早期写本形态时就推测,文献中大量同音异文的存在,说明

记忆可能参与了文献的传播.而同音异文,尤其是音误字,在敦煌写本中仍然大量存在,比如伯

３４８０号王粲«登楼赋»中,“陶牧”的“牧”被写为“沐”,“人情同于怀土”的“同”被写为“通”,这种误

字,基本可以判断是默写造成的.更明显的例子是,敦煌写本中的音误字还有不少带着西北方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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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海艺文»卷二一引«中兴书目»,«‹玉海艺文›校证»,第１０１０页.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六«文谷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８１６页.按此条史源未详,但«十国春秋»引书亦有今所不

存者,兹姑待考.
见«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第２７３页.
«出三藏记集»卷一五,第５６１页.
«宋元学案»卷四,第２１９页.
«朱子语类»卷九七«程子之书三»:“谢显道初见明道,自负该博,史书尽卷不遗一字.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

志!’谢闻此言,汗流浃背,面发赤.”(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９６页)
«册府元龟»卷九一六«总录部偏执»,第１０６３９页.
«汉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０８页.
魏仲恭:«断肠诗集序»,见冀勤辑校:«朱淑真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页.
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李芳、杨治宜译,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

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９１页.
参看傅刚:«文选版本研究»,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０页.



色,比如“色”“索”二字在唐五代西北方言中读音接近,因此常见混用①.同音异文不仅见于敦煌写

本,在今存唐诗中也大量保留着,宇文所安因此猜测,部分唐人诗集是当时诗歌被吟诵后、由听者根

据记忆抄写出来而形成的②.如果考虑到不同的背诵者、记录者合作形成的口录本、作者自录的初稿

本、作者多次反覆修改流出的一二三稿本及其再次形成的记忆本、口录本,这些版本全部参与了文献

的形成,那么正如柯马丁指出的,在写本间建立文本族谱的研究模型是十分危险的做法③,中古文献

的形成和流传史,因为记忆本的加入,恐怕要比我们过去想像的复杂得多.
记忆本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承文献或者传承文献的一个版本,作为一种需要凭藉天赋和努力才能

获得文献形态,它的得来不易,始终在刺激着物质文献谋求创新,不断模拟记忆本的优点,以冀减轻

记忆的负担.因此,书籍的制作原料、工艺、装帧乃至内容结构,都不是孤立的问题,这些要素始终在

互相配合、不断调试着,以尽可能多地取得记忆本易得、易读、易检、易携的优点.推动物质文献发展

的,有记忆本这双看不见的手.
跳出文献史,记诵行为的文化意义也颇值得关注.中古社会在承接前代文献遗产的同时,也在

以比前代更快的速度生产新的文献,同时由于纸张逐渐代替竹帛,文献因制作成本降低而流通量更

大,这些都意味着人们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书籍,并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接触到书籍的机

会———无论是借、蹭、看、听———获得一个记忆本.每一个背诵者都是肉体的书籍、肉体的图书馆,不
仅如此,他们还是行走的书麓,通过他们,书籍可以再次传播出去,甚至能传播给无法阅读的人.中

古时期书籍的流通量,恐怕也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大.
背诵是如此平常,以至于我们从不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献和文化现象来考察.但事实上,记

忆本分担写本的责任,改变写本的面貌,刺激写本的发展,并服务到了写本服务不到的对象,没有记

忆本的中古文献世界,反倒是无法想像的.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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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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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第３７０页.



Abstracts

TheDeviationofPuttingSocialMoralityoverPrivateVirtueinChinasinceModernTimes ChenLai

　 AccordingtothedefinitionofmodernWesternscholars,privatevirtuereferstotheactorqualityonlyrelated

totheselfbutnotinvolvedwithothers,yetmostvirtuesinancientChinaarenotpureprivatevirtuesbutin

connectionwithattitudestowardothers．AncientChinesesocietywasnotwithoutsocialmorality,butwaslack

ofthesocialmoralityandetiquetterequiredofmodernpubliclife．ThespecialcourseofChinasincemodern

timescausedhighvalueofcivicvirtues,whiletheconceptofsocialmoralityanditsgeneralizationgotneglected．

Thebiggestproblem since moderntimesisthatpoliticalmoralityreplaces,represses,anddispelsprivate

virtues,whilesocial moralityisneglectedaccordingly,thusthebalanceamongpolitical morality,social

morality,andprivatevirtueisthrownoff．Therefore,thecruxofmorallifeincontemporaryChinaliesin

recoveringtheindependenceandimportanceofprivatevirtue,aswellasmakingstrongadvocationforsocial

morality．

AStudyoftheEmphasisonPublicityofTraditionalChinesePoliticalPhilosophy ZhaoTeng,WangPuqu

　 Confucianismhasthetraditionofemphasizingonpublicityoverindividualitywhichdominatestraditional

Chinesephilosophy．Confucianismbelievespublicityspriorityoverindividualityintwoperspectives,i．e．the

realityofpoliticalgovernanceandthesurrealityofmetaphysics,establishingtheemphasisonpublicity．And

basedonthesupportofpublicpower,theprincipleofemphasisonpublicitybecomeimportantnormativeconcept

whichinfluencesChinesepoliticalgovernancedeeply．

HowtoNameornottoName:ThatistheQuestioninEarlyChinesePhilosophy CarineDefoort

　 ThispaperisinspiredbytheremarkableinsistenceinearlyChinesetextsonhowonecallsornames(wei)

something．ThisisrelatedtotheimportanceofkeywordsinearlyChinesetexts．However,theactsofrenaming

suchtermstendtodisappearfromtranslationstobereplacedbystatementsonwhatsomething“is．”Byfocusing

onwhatvariousmastersexplicitlyidentifyas “loyalty”(zhong)and “filialdevotion”(xiao),thispaper

reconsidersthreemethodologicaltoolsforanalyzingtheChineseinsistenceonnaming:firstcomesthesoＧcalled

zhengming (correctnaming)doctrineattributedtoConfucius,Confucianism,orChinesephilosophy;then

followsthenotionofparadiastolefromthe Westernrhetoricaltradition;andfinallytheideaof“persuasive

definitions”from analyticalphilosophy．Thepaperarguesthatallthreearetosomeextentforeignand

anachronistic,butneverthelesspotentiallyusefulinreadingtheearlymasterstexts．Areflectionontheirnature

canincreasetheirusefulness．

AnOutlineoftheStagesofAncientChineseSocietyandItsSocialNature:

　 withaDiscussionofthePrincipalSocialContradictioninTraditionalChinaLiHu

　 ThecontrolofpowerandmanpoweraretwokeypointsoftheevolutionofancientChinesehistory．Asthe

dominatefactorofancientChinesesociety,powerstandshighaboveallgroupsandclasses,anddirectly

determinesthehistoricaltrendandsocialnature．Thereasonwhypowercanplaysuchanalmightyroleistha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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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sthemanpower．Inthisperspective,ancientChinesehistoryexperiencessuccessivelythreeperiodsof

“grouplivingwithoutking,”“kingshipvs．groupsofmultitudes,”and“imperialpowervs．officialＧcivilian．”In

thethirdperiod,theunityofimperialpowerandofficialＧcivilianformedthemainbodyandprincipalcontradiction

ofthesocialstructure,althoughtherelationbetweenlandlordandpeasantisalsooneoftheimportant

contradictioninthisperiod．Fromthesecondtothethirdperiod,thecontrolofpowerevolvedfromrelative

centralizationwithdiversity,hierarchy,anddispersitytotheabsolute,unitary,andholisticone;andthecontrol

ofmanpowerevolvedfromconsanguineousandmasscontrolwithrelativitytotheabsoluteonetoeveryregion

andindividual．

TheControlSystemofVillageandItsChangeintheStateofQi LuXiqi

　 IntheWesternZhouperiod,theStateofQitookthedualisticsystemofcityandvillagefollowingthesystem

oftheZhoudynasty,whichdivideditscountrymenintothreesections,andtheaboriginalunderrulewere

dividedgeographicallyintofivedistricts．Lateron,DukeofHuanandGuanZhongreformedthedualisticsystem

ofcityandtown,practicingtheunityofsoldierandpeasantinthecity,anddivisionofmilitaryandcivilianin

town．Regardlessofcityortown,itscontrolsystemofvillagewascomposedofthreelevelsoftheFive,Village,

andDistrict．ThroughtheadditionalestablishmentsuchastheCompany,itcanbeseenthatthedukeofQi

strengtheneddirectcontrolofcityandvillage,whilethecontrollingforceandinfluenceofaristocratswere

weakenedaccordingly．

TheAntiＧhomosexualStance:

　 CulturalMisreadingsofMingＧQingMaleHomoeroticismintheWesternAcademy XueYingjie

　 DuetothegreatinfluenceofFoucaultsHistoryofSexualityon WesternSinology,notablenumbersof

westernscholarshaveturnedtheirattentiontotheMingＧQingmalehomoeroticismfromthemidＧ１９８０s．Because

oftheinfluenceofChristianＧbasedhomophobia,alargenumberofWesternscholarsfeeldifficulttorecognizethe

socialtoleranceformalehomoeroticism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Theytendtointerprettheregulations

onhomosexualoffencesasareflectionofQinghomophobia,orrenderthepracticeofmalesameＧsexdesiresas

marginal,orregardsexwithboysinMingＧQingliteratureasasubstituteforsexwithwomen．Somesinologists

havealreadycalledintoquestiontheantiＧhomosexualstancein westernscholarshipon MingＧQing male

homoeroticism．However,duetothelackofinＧdepthinvestigationson MingＧQinghistoricalcontext,many

scholarsoftenconcludefromthenegativedescriptionsofmalehomoeroticisminMingＧQingdocumentsthatthere

existedamoralbiasagainstmalesameＧsexbonds．Byputtingthesedescriptionsintotheoriginalhistorical

context,thispaperarguesthatmostofthenegativediscoursesonmalesameＧsexdesiresarecloselyinrelationto

thedestructionofsocialordercausedbyhomoeroticismandsameＧsexrelationshipsamongnonＧliteraticlasses．

Therefore,thesediscoursesdonotdemonstrateacriticalstancetowardmalehomoeroticismintheMingand

Qingdynasties．

TheDrinkingHabitinOfficialdomoftheSongDynastyandtheProblemsCaused ChenFeng

　 TheemperorsandbureaucratsoftheSongdynastyweregenerallyfondofdrinking,whichformednotonly

oneoftheirimportantlifestyle,butalsoonesymbolofthepoliticalfashionatthattime．Certainly,manycha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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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aappearedinsuchatmosphere,rangingfromattractingcriticismandevenscourgeforthepartyto

ruiningthelaw and disciplinetoacertainextent．Meanwhile,thiskind ofcompotationsoftencaused

disturbancesrelatedtopowerstruggleorpersonneldisputes．AlthoughtheSongcourtandthecommonaltyall

knewaboutthecondition,itwasstillhardtobecontained．Besidesthegeneralityofpastdynasties,itwasalso

directlyassociatedwiththeattitudeofdominancehierarchytodrinkingandrelevantsystemofrulesatthattime．

ANewExplorationoftheConstructionofChinasEthnicTheory ZhaoYongchun,LiYujun

　 Nationalityshouldbedividedintotheoneonnarrowsenseandtheoneonbroadsense．Theformerrefersto

anationalcommunitypossessingthefourcharacteristicsofnationalitysaidbyStalinorthesixcharacteristics

proposedonCentralWorkingConferenceaboutNationalityAffairs;andthelatterreferstoethniccommunity

includingmultiplenationalitiespossessingthenationalcharacteristicsatleasttoacertainextent．Atpresent,the

definitionofnationalityas“apoliticalcommuity”heldbyWesternandJapanesescholarsisonlyadefinitionof

nationＧstateonbroadsense,whichcouldnotincludenationalitybothonnarrowsenseandonbroadsense．The

meaningoftheconcept“ethnicgroup”beingintroducedfromthe Westisfuzzyandevenharmful．Chinese

scholarshaveformedthetheoryanddiscourseonnationalityofourown,andthereisnoneedtotakethe

Westerntheoryonnationalityascriterion,andoverturntheconceptofnationalitywith “nationＧstate”and

“ethnicgroup”accordingtotheirtheory．

TheHistoricalUniquenessofAncientChineseLiteratureTradition:

　 SomeThoughtsBasedontheComparativePerspectiveBetweenChinaandtheWest ZhaoYi

　 ThereisnogoodorbadbutonlythedifferentcharacteristicsinChineseandWesternliteraturetraditions．

BasedontheperspectiveofChineseand Westerncomparisons,thehistoricaluniquenessofancientChinese

literaturecanbefoundtob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ofinterrelationship:thefirstisauniquecontinuity,

themostimportantofwhichisthatthewritingsystemisuniqueandthewrittenlanguageisconsistent,thusthe

literaturehasbecomethecorefactorofculturalcontinuity．Thesecondisthattheliteratureasawholeremains

stableinallaspects,alwaysfollowsitsinternallawsandevolves,reflectingthedecisiveinfluenceofChinese

ideologicalprinciplesonthedevelopmentoftheliterature．Thethirdisthat“printingcapitalism”isverylate．

TheancientChineseliteraturewasmainlybasedontheeliteliterature．Thepopularliteratureonlyplayedthe

roleofcommunicationbetweengreatandsmalltraditions．Thecombinationofthetwoistocontinueand

strengthentheclassicalcommunity(dynasty)ratherthanthemodern“imaginedcommunity”(nationalstate)．

TheGenerationandImplicationof“TwelveDukes”Texts

　 inTheCommentaryofZuoandtheSpringandAutumnAnnals DongFenfen

　 TherearetwelvedukesinTheCommentaryofZuoandtheSpringandAutumnAnnals,aswellastwelve

annalsinRecordsoftheGrand HistorianandtheBookof Han．Itisgenerallyassumedthatthestyleof

“twelve”formedinearlyChinesehistoricalrecordsisrelevanttoConfuciusandtheSpringandAutumnAnnals,

yetallsuchinterpretationsaremoreorlessillogical．Therootoftheproblemisthatthisstylewasnotcreatedby

theSpringandAutumnAnnals,butwasfirstgeneratedinthetwelvedukesintheoriginalmanuscriptofThe

CommentaryofZuo,whichwasderivedfromthecalendarnumberoftwelveandtwelvemonthsindocument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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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andphenologyinalunarmonth．ZuoQiumingexpressedthehistoricalphilosophyofcircleoflife,and

endowedhistoricalrecordswithholinessandauthoritybythe“heavenlygrandnumber．”Theoriginalmanuscript

ofTheCommentaryofZuowasthereferencematerialwhenConfuciustaughttheSpringandAutumnAnnals．

TherewereonlytwelvedukesrecordedinTheCommentaryofZuo,soConfuciusalsofocusedonthetwelve

dukesintheSpringandAutumnAnnals,andonlythiseditionsurvivedtillnow．

TheRiseandFallofthe“ChaptersandSentences”Style:theUnityofConfucianismintheHanDynasty

　 andtheAlternationofAncientTextandNewTextClassics FanBocheng

　 Theriseofzhangju(chaptersandsentences)originatedfromthestrengtheningofcentralizationintheHan

dnasty,anditsstylisticcharacteristics,reasonsforitsriseandfallaswellashistoricalvaluealsoneedtobereＧ

studiedandreＧevaluated．Comparedwiththepreviousstylesofcommentaryandrecord,zhangjuisinterpreted

onebyoneaccordingtotheclassictext,whichmakesthem morecompleteandclosedininterpretation,thus

compressingtheinterpretablespaceoftheclassic．Thesecharacteristicsareapplicabletothegovernmentled

educationandofficialselectionsystem,andmeettherequirementsoftheunificationofEmperorWusideology

andculture．TheWesternHandnastyusedConfucianismtostrengthencentralization,butitsoverlysupportfor

Confucianismalienated Confucianism astheideologicalbasisforshakingtheruleofthe Western Han．

Therefore,theEasternHanbegantocontrolandevenmonopolizeConfucianism．Thetextsofzhangjueditedby

eachschoolbecamethecarrierofNewTextClassicsintheEasternHan．ThestrengthoftheNewTextinthe

Handynastywasduetotheimperialrestraintoflocalempires．Therefore,thepoliticalfunctionoftheclauses

wastoprovidetheoreticalsupportforcentralizedpowerandserveasalegalsystemforthenationaleducationand

electionsystem．However,theriseofthenoblefamilyintheEasternHandynastyshookthesocialfoundationof

modernliterature,andzhangjualsowentintodeclinebecauseitsfunctionswerereplacedbyothermethods．In

thepast,scholarsmainlycriticizedzhangjuoutoffactionprejudice．Infact,ithasitsownrationalityand

historicalcontributions,anditsinterpretationofclassicideashasalsobeeninheritedbymanyannotationstyles

inlatergenerations．

WalkingBambooTrunkforBooks:theLiteratureMemoryandDiffusioninEarlyMedievalChina YuSu

　 InthefewcenturiesfromtheEasternHantotheTangdynasty,therehappenedsignificantchangeinmaterial

literatureaspapergraduallytakingtheplaceofbambooandsilk．Simultaneously,literature memorygot

extremelyprosperousatthattime,andmemorybecameanotherkindofliteraturecarrierbesidespaper．The

“memory”editionwasregardedastheliteratureforminthesenseofbibliology,whichcompletelytransplanted

eachprocedureofwrittentextsfromproductiontocollation,andcouldbecollatedwiththewrittentextfreely．

Comparedtothewrittentext,thememoryeditionwaseasiertoget,toread,toexamin,andtocarry．It

compelledthematerialliteraturetomakeimprovementconstantlytolearntheadvantagesofthememoryedition,

andtomakereadersfreefrom memorization．Literaturememoryandmaterialliteratureparticipatedliterature

formationandcirculationinearlymedievalperiodjointly,whichformedaconditionmorecomplicatedthanthe

past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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