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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编者按: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２０１９年５月,山

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

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

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

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

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

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

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

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

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

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五四运动;传统;儒学;现代;科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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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五四运动既有政治意义,也有文化层面思想启蒙的意义.历史地看,西方近代的启蒙以文艺复

兴为其前提,相对于此,“五四”的启蒙与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有着更多的关联.在形式之维,“五四”
的思想启蒙又涉及理性及其多样的体现,其中既关乎理性的公开运用,也蕴含着理性的知性化,后者

表现为以划界、区分、对峙为思维取向.在实质的层面,“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的划界和对峙,但其深层的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从“五四”的核心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的核心观

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而又相融中,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以上思想现象包含多方面的意蕴.

一

就历史的变迁而言,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如所周知,唐宋时期有所谓“古文运动”,
它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主要特点,但其内容不仅仅涉及文体改革,而且也关乎文学的思想观念,
因而同时具有广义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性质.明代则有复古运动,其取向在于反对台阁体,尽管与“文
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相联系,它的内容主要关乎文学领域,但其中也有文化意义.“五四”作为



文化运动与以上这一类文化运动的区别,不仅在于其涉及更广的社会生活,而且更在于它具有明显

的时代特征,这种特征具体表现为思想启蒙.
从思想启蒙这一角度看,启蒙运动当然并非仅仅发生于２０世纪的中国,事实上,早在１８世纪,

西方便已出现了启蒙运动.然而,与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五四”运动具有自身的特点.西方１８世

纪启蒙运动以此前的文艺复兴运动为历史前提,尽管文艺复兴没有触及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未

提出新的政治主张,它与西方传统文化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以往文化的再度复兴.然而,通过冲击

教会禁欲主义、促进文化和科学等领域的多方面发展,文艺复兴也为尔后广义上的启蒙运动作了某

种历史准备.
可以看到,西方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文化的复兴(文艺复兴)为历史前提.比较而言,中国五四

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对以往文化的批判性,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批判.文化的自

我批判当然也不是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现象,事实上,明清之际便已从不同方面呈现文化的自我批

判意识,但是,五四运动自我批判和明清之际的文化自我批判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

在: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首先是面向过去,其目标是从所谓理学回到经学,或者说,从宋明时期的新

儒学(理学)回归原初的儒学.比较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指向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

观念世界.由此,以往历史传统和近代的观念、过去和现在、古与今、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

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关系,其中存在多重意义上的思想张力.

二

从思想趋向上看,五四运动涉及理性的观念.作为启蒙运动,“五四”具有广义的启蒙运动所具

有的一般特点.如所周知,按康德的理解,启蒙意味着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

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

力.”人类的不成熟,与理性能力的限制相关联,因此,在康德看来,启蒙的更内在特点,在于理性的公

开运用:“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①这一意义上理性的

公开运用和启蒙运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理性的公开运用,也就是理性公共、普遍的运用.从外在

方面看,它意味着拒绝权威主义的强加,否定权威主义对理性的限制;从自我本身而言,公开运用自

己理性的自由,则趋向于理性能力的提升,拒绝无批判的盲从.
理性的这种公开、自由运用,同样构成了五四时期启蒙思想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崇尚理性,便

构成了五四的特点.当时的文化反省、反对礼教、冲决网罗,都既基于理性的观念,也表现为公开运

用理性的自由,在这方面,五四运动无疑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一般特点.
除了与超越人类不成熟状态相涉之外,理性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历史地看,至少从康德开始,德

国古典哲学便趋向于区分感性、知性、理性,这里的“知性”相对于感性和理性而言,与之相关的思维

除了趋向于把过程截断为一个一个的横截面,并由此导向静态的、非过程的考察方式之外,其特点正

在于把整体分解为一个一个的侧面,并由此引向划界和区分.以康德而言,尽管他也涉及理性以及

理性层面的理念,但总体上却趋向于知性层面的思维,在他那里,现象与物自体、纯粹理性或理论理

性与实践理性以及判断力,都处于彼此划界的形态.作用思维过程的一个环节,知性的思维方式无

疑有其存在的理由,然而,如果自限于此,则可能形成负面的意义.康德的知性的立场曾受到黑格尔

的批评.相对于康德,黑格尔更趋向于与知性相对的理性立场,这一意义上的理性较多地表现为跨

越界限、以相互关联和统一的视野去理解这个世界和人类本身.
反观五四时期对理性的理解,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理性的知性化.五四时期,很多

知识分子对理性的理解具有比较明显的知性印记,后者具体表现为思维趋向上的划界:新和旧、古和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① [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２２、２４页.



今、中和西都被视为彼此相对、界线分明的两端.凡新皆好,凡旧皆坏;凡今皆好,凡古皆坏;凡西皆

好、凡中皆坏,五四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往往未能跳出这一类思维框架.这种划界和分别固然是在

理性的名义下展开的,但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又有别于理性本来所具有的具体分析和批判性的内在规

定.事实上,理性的知性化同时表现为对理性的某种意义上的偏离.尽管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这种

思维趋向与彰显和引入近代观念的时代需要相联系,从而有其历史的缘由,但其中也多少蕴含了思

维的限度.

三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

法分离.从积极的方面看,“五四”所倡导的启蒙观念包含民族忧患与人类关切二重向度.具有启蒙

意义的新观念既被看作是民族层面富国强兵的前提,也被视为普遍的人类价值;不仅民族文化的价

值意义需要以此为普遍的尺度来评价,而且民族的关切与普遍的人类价值关切也联系在一起.后者

同时展现了世界的眼光.
以上体现的是特殊与普遍之间的交融.与之相关的,是历史层面现代观念和传统思想之间的关

联.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关系.在实质的层面,“五四”以
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为其核心观念,传统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

而又相融的关系.
从价值的层面来看,民主是政治的理念.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

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
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

要的差异.按照荀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
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

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所谓“度量分界”,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级结

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按儒学的理解,在缺乏如上社会

区分的条件下,社会常常会陷入相争和纷乱的境地,而当社会成员都彼此各安其位、互不越界之时,
有序的社会形态便能够建立起来.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君君臣

臣)、伦理(父父子子)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

伸的纲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

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

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既表现为普遍的道德原则,也具有政治

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

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

里便不难注意到.孟子即指出:“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于人而疑之? 圣人与我同类者.”(«孟
子告子上»)“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其中便蕴含着在人性层面的平等观念,尽管这种

平等意识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

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仁”的另一重意义体现于从仁道的原则出发理解和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丘民”在宽泛意义上指的是天下的普通民众,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意味着唯有得到天下之民的拥护,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天子),在这

里,为民所认可(“得乎丘民”),构成了君临天下的前提.这一意义上的“得乎丘民”同时表现为顺乎

民意,就此而言,民意或多或少构成了政治权力获得正当合法的前提.与之相关的是反对杀一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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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杀一不辜”蕴含着对个

体生命的否定,“得天下”以获取政治权力为指向,在“杀一不辜”与“得天下”的如上比照中,个体生命

被赋予较政治权力以更高的意义.这一仁道观念无疑内含着对个体生存权利的肯定.
在讨论儒学关于“民”的思想之时,人们通常区分所谓“民主”和“民本”,与这种区分相联系的是

强调儒学只有民本观念,后者(民本)又被视为与民主相对的政治取向.事实上,从以上所述可以看

到,儒家思想并不能简单地用“民本”这一概念来涵盖,在实质的层面,它同时包含可以引向民主观念

的思想萌芽.前面提到的以民意为政治权力正当合法的前提、“杀一无辜得天下而不为”所包含的对

个体生存权利的肯定,等等,都在内在的思想取向上与民主政治具有相通性.相应于此,这一意义上

的注重“民”,也并非与近代的民主观念截然相分.
就五四时期而言,其中又存在不同的思想进路: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

等分野中,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具有不同思想趋向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理解,也有不

同的侧重.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往往更多地接受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观念,具有社会主义

趋向和马克思主义趋向的革命者则在引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念的时候,也吸纳了以往(包括传统儒

学)的民本思想.直到现在,与民主法制一样,以民为本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观念.历史地看,这
里包含着多样的思想脉络,其中展现了传统儒学与五四时期政治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儒学之中,“仁”又与自我的精神世界相联系,后者进一步展开为个体的自我认同与个体的责

任意识.与自我认同、自我精神境界相关的,是“为己之学”.“为己之学”以成就自我为指向,其中包

含着对自我和个体的肯定.然而,儒学同时又注重个体的社会责任,从家国到天下,儒学从不同方面

突出了个体的伦理义务和政治责任,与之相联系,对于自我和个体,儒学往往侧重于其义务之维,自
我本身则常常被理解为义务的主体,董仲舒所谓“义之为言我也”,便表明了这一点:“义”主要与“当
然”相联系,后者具体表现为人应当遵循的普遍规范,以“义”规定“我”,意味着主要将自我视为普遍

规范的化身,这一意义上的“我”更多地以大我为内涵.五四时期,历史进一步呈现出多样的格局,一
方面,“救亡”的历史要求使群体的价值显得更为突出,责任和义务的观念也由此走向历史的前台.
另一方面,基于民主的观念,个体的权利也逐渐受到了重视:相对于儒学之注重义务的个体,五四时

期更侧重于权利的个体.
与“民主”问题上的不同理解相近,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看待“自我”或个体方面,也存在相异的

趋向.一般而言,自由主义者更多地侧重于作为权利个体的自我,他们在倡导民主的同时,也引入了

具有近代权利意识的权利个体.相对于此,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则更多地关注群体,李
大钊提出“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统一的社会理想,“大同团结”便包含群体的关切,从中也可以

注意到传统儒学在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深层影响.
以上涉及五四时期的核心观念“民主”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关系.五四时期的

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

期,“科学”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

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

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

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阙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

的意义.后来王夫之以“诚”作为真实的存在、乾嘉学派把实事求是作为治学的第一原理、儒家经学

在清代逐渐趋向于实证化,等等,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诚”的后一重意义,它所体现的是儒学在价值取

向方面的另一传统.
“诚”的价值内涵与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无疑展现了不同的取向:价值意义上的真诚

更多的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作为真实的“诚”则具体展现于人与物的互动过程,并涉及认识

论和方法论上注重事实等方面的意义,后者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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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便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他们在整理国

故等学术研究活动中所运用的所谓科学方法,则可以视为清代学者治经方式的某种延续,其中不难

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诚”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

的思想脉络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

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完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五四时期所推崇的科学精神与儒学的“仁”之间,也存在某种紧张.五

四时期,科学不仅体现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对人的理解之上.在科学的观念

之下理解人,突出的主要是人的理性品格,而与“仁”相关的情意等规定,每每未能得到充分关注.对

五四时期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思想家而言,诸如“爱”“美”这一类的情感,都可以作理性地分析,由此

得出的逻辑结论便是,情感问题应当以科学方法加以解决:“关于情感的事项,要就我们的知识所及,
尽量用科学方法来解决.”①对人的这种看法,又与物竞天择等观念相互联系,并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模

糊了人与其他存在的界限.胡适曾提出了一个所谓新人生观,其中重要的一项即为:“根据于生物

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

别.”②类似的看法亦见于吴稚晖等,在回答“何为人”时,吴稚晖曾作了如下界说:“人便是外面只剩两

只脚,却得了两只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质的动物.”③基

于“科学”的这种观念或多或少表现出将人物化的趋向.比较而言,儒家所提倡的“仁”,一开始便与

人禽之辨相联系,其中所强调的重要观念之一,是人有别于并高于其他存在,所谓“人者,天地之心”、
人“最为天下贵”,等等,便表明了这一点.对儒学而言,人与物之别,具体体现于人具有道德意识,后
者同时与“恻隐之心”等情感相联系:“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传统儒学奠基于“仁”的以上观念,与五

四时期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人的理解,似乎存在某种张力.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

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为己或为人:
五四期间关于个人的认知与传统的无意中改写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６５)

个人的解放和兴起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重要现象,与五四运动的广义和狭义相关.所谓广义,
基本指新文化运动,而狭义则是名副其实的五四学生运动.两者在倾向上有不小的差别,连基本口

号都不一样.个人解放主要是新文化运动所侧重,针对着时人心目中群体的束缚,而以政治为目标

的学生运动,正代表着群体性的国家和社会的兴起.这中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和冲突,需要进一步

的探索和认识.关于五四期间的个人,相关研究已经不少,最近就有两篇重要的文章(杨国强和杨念

群作)④,篇幅不小.我今天的探讨,不过是拾遗补阙,且也只能点到为止.

９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①

②

③

④

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努力周报»第５７期(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７日).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二,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１页.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太平洋»第４卷第３号(１９２３年１０月).
参见杨国强:«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６年第８期;杨念群:«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

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按照胡适的分段,近代中国思想以１９２３年为界标,此前是个人主义,此后是集团主义,他的说法

有一厢情愿的一面(尤其是否以１９２３年分段还可以再斟酌),仍可参考.别人的说法不甚相同,但一

般都承认“五四”后确实存在个人的逐渐淡出以及对群体日益重视的趋势.因此,五四时期个人从兴

起到退隐,其实就那么几年(再后来的国难,更彻底改变了局势).
关于个人的淡出,过去的解释比较强调“个人主义”的外来特性,或说中国人没学到西方正宗的

“个人主义”,或说个人主义不甚适合中国的国情.
不过,作为一种主义的“个人主义”可以是外来的,但对个人的强调和看重,在中国却渊源有自,

并非外在的思绪.所以,“五四”前后个人地位从快速腾升到大幅下降以至于隐退的现象,用“个人主

义”的外来特性作解释,诠释力似嫌不足.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是在个人自己,还是在自己之外;亦即个人是顶天立地

的,还是需要从属于什么外在的也更大的架构或脉络.“五四”人非常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但他们又

多以为个人应当从属于某个像社会、国家一样更大的范畴.多数时人几乎一开始就把个人定位成

(从属于)社会的或国家的个人,而且以为这才是自然而然的正常状态.这样的定位意味着个人的意

义不在自己本身,而是在自己之外,则个人的意义也需要甚至只能在与他人关系中实现.然而一旦

个人的意义依托于和他人的关联,须有所“归属”,就导致个人的客体化,意味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成

了“非我”.按照时人的定义,这就是个人的物化———“我”既然成了“物”,就不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

“人”了.
在古代中国和在近代西方(所谓个人主义),个人的意义就在于个人本身,不在于个人之外(“五

四”时很多人抱怨说中国过去从来不把个人当成是社会的个人,就反证出以前中国的个人就是个人

自己),所以五四观念与古代中国和近代西方的个人定位都不同,即不仅与外国的个人主义有别,也
与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不一样.或可以说,“五四”时所看重的个人,一开始就有着“近代中国的特

色”.
要认识“五四”人对个人认知的“近代中国特色”,当以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古代中国的个人观

念为参照.西方的个人主义在既存研究中已多有述及,下面先回头看看中国天下时代的个人定位.
中国古代对个人非常看重,可以说个人在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天下(甚至在宇宙中)是顶天立

地、堂堂正正的.尽管还需要修养以完善,但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有其价值在.从春秋时代开始,当孔

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时,已经出现让孔子不满的从“为己”向“为人”
的转移.孔子具体说的是治学,似也关涉到更宽广的人生.在春秋时出现一个人需要外在的因素来

证明自己的倾向,提示出此前“学为人”的目标就是“为己”,亦即个人就是自足的.
另一方面,孔子也提倡“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主张“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颜渊»),而古人对仁的最简训诂就是“相人偶”,似乎个体的人又不那么“独立”,而是生存在与他人

的对应关联之中.至少,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始终被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也的确是中国文

化的强项.到战国时代,时人对“慎独”的反省,表明个人独立于他人,已经被认为是个“问题”,需要

小心从事,又是一个明显的观念转变.关于慎独的讲究很多也很深远,此不赘.至少通过交友可以

相互砥砺,对个人的成长很有帮助,而独处便缺乏了这个好处.当然,慎独并非不独,且独处也不是

那么“物质”化的意思,而更多是心理的———孟子提倡的与古人交友,便也是不独之一种状态.
不过,个人虽然可以说始终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但仍是以个人为本———所谓“天下之本在

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就是最明确的表述.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承续了此前对个人的强调.这里的“兼”字重要,即善个人才是根

本,在此基础上向外推扩,可以进而善天下.不过这也把个人推向更广泛的脉络中.
在«大学»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前四目都是个人修身

的具体步骤,加上第五目的修身,涉及个人修身的凡五,而推扩出的目标仅三(后世看重的国仅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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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样的比例是不能忽视的,大体即孟子所言“兼济”的意思.尤其孟子早就反向明确了“家之本

在身”,原是把个体的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所以我们不能把«大学»八目看成一个目的性的进程,而
要理解为一种逐步向外推扩的延伸式关联.

然而一些宋儒对孔子心意的解说,虽把“为己”和“为人”视为本末,暗中却倾向于从“为己”走向

“为人”,进一步发展了向外推扩之路.如王安石本孔子关于“为己”“为人”的见解论杨、墨说,“为己,
学者之本也”;而“为人,学者之末也”.不过他又主张“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

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①.这话特别能表现

忧乐先于天下的“天下士”胸怀,但并非人人都能认识到蕴含其中那“非末无本”的辩证学理,很容易

把“能为人”视为学者的实际目标,而注重“不可以不为人”的强调,很容易产生倒果为因、见末忘本的

效果.
从上面的简述可以看出,古人非常重视人与人的关系,但仍明确以个人为本,主张在修身的基础

上向外推扩,兼善天下,构建一个美好的人间秩序.这对天下时代的人大体是“常识”,所以他们也无

须太多专门的论述.然而,“为己”和“为人”之间那种带有辩证意味的关联,还是留下了不小的伸缩

余地,稍不仔细,就可能产生重末轻本甚至忘本的效果.到了后天下时代,在西潮冲击下产生出急于

富强的焦虑,这样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传统.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学,不仅像陈独秀这样趋

新的人有所误会,即使像梁漱溟、钱穆这样被视为守旧者,有意无意间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康有为曾引«论语公冶长»“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来论证个人独立之义孔子

早已有之.陈独秀以为,“此言真如梦呓! 夫不欲人我相加,虽为群己间平等自由之精义,然有孝悌

之说以相消,则自由平等只用之社会,而不能行之于家庭”.盖“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

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而“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

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②.
这样理解西洋个人主义可能有些问题,盖生存的独立或需经济基础,个人的价值却不必体现在

经济上(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在试图攻击家庭时,无意中暗示家庭之外的古代中国社会颇能自由平

等,显非他之所欲言).重要的是陈独秀和康有为其实都在以伦理说个人,不免多见“为人”而少见

“为己”.盖既言伦理,当然是侧重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而并非专论个人.当年很多人恰是从伦理来

倒看个人,于是态度激进的便看不到个人,而一些文化态度偏于保守的,也因要推崇中国独擅的伦

理,有意无意间从伦理视角倒看过来.梁漱溟就说:

　　伦理关系本始于家庭,乃更推广于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君与臣,官与民,比于父母儿女之关

系;东家伙计,师傅徒弟,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比于兄弟或父子之关系.伦理上任何一方皆有

其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

存在者.③

梁先生本特别看重中国的伦理,但亦因此而忽略了“家之本在身”的古训,竟然得出“一个人似不

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的结论.尽管前有“似”而后有“仿佛”的修饰,仍表现出明

显的误解.如果这可能还是无意中的不严谨,钱穆后来更明确说:

　　今人好分个人与大群,此亦西方观念.若在中国,一家融成一体,即无个人与群体之分.乡

国天下皆然.人之为人,有为一家之人,有为一乡一国之人,有为天下之人,独不得为个人.④

从这表述看,被很多人视为守旧的钱穆可真不保守.这段话背后就是«大学»八目中的后四目(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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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安石:«杨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临川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７２３页.
参见康有为:«论语注»卷之五,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１１页;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８３页.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５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４页.
钱穆:«略论中国社会学»,«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３页.



在家和国之间加上了乡).在后五四时代,钱穆可以说是饱读诗书之人,对传统有着相当的温情与敬

意.他不可能不知道孟子所说的“家之本在身”,也不可能不知道«大学»八目中的前四目全在说个人

的修为,却竟然可以认为中国古代都是归属于外在范畴的家之人、国之人、天下之人,唯独没有独立

的个人.
一位保守的学人都可以这样理解«大学»,可知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出现了不小的改变———经典

本身当然未变,但对经典的理解则出现了不小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或可以说,我们这次论坛要讨论

的儒学,其实已变成不一样的儒学了,所以王学典老师把儒学和“五四”放在一起研究,是很有意

义的.
近代西潮冲击对中国传统特别今人所谓儒学的改写,一是直接的进攻,一是间接的影响.前者

更多表现为有意的,以批判性为主;后者往往是无意的,其实具有某种建设性.所谓建设性,不是指

冲击者的态度,而是说实际起的作用.这建设性也不是后人的优劣评判之意,而是指冲击带来了新

的思想资源,让一些当事人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新思路和新看法.越是对传统典籍熟悉的人,越可能

受到外来思想的启发.也正因此,一个在文化态度上被视为保守或守旧的人,可能产生一些自以为

是维护而实具突破性的见解.有时本欲针对西方而“立异”,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有点“离经

叛道”了.
梁漱溟和钱穆还是正面说中国伦理和«大学»八目的人,他们也表现出这样的倾向,或不过是一

种代时立言,即表述出了时代的趋势,尽管更多是在无意中.首先他们都感到西潮的强力冲击,而思

有所回应———因为要和西方对比,特意要说明西方有的中国也不差,而中国还有西方不具备的强项.
其次,由于在西方这一参照系下反观传统,也不免受到外来新学说的影响,有意无意间从新的视角观

察和理解中国的传统.钱穆为表明只有像西方那样“人生社会中,乃有个人主义”,而中国与西方不

同,遂使中国古代的个人也变成了一个个家中的人、社会中的人、国中的人,以至天下之人,却不是他

自己.
这类基于新范畴的想象或诠释,大致因应着辛亥鼎革后“天下”变成了“社会”和“国家”的现实.

原来的天下人就是他自己,因为天下是人人的天下,个人并不特别需要所谓的归属感.一个人可以

认为自己是大唐人、大宋人,但没有这个认同也无所谓.老百姓交完赋税,大体就和朝廷相忘于江

湖.到天下崩散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尤其在万国竞存的局面下,每个人生来就属于一个国家,
你必须认清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人似乎只能存在于一个更广阔的脉络框架中,而个人在其间的

定位是模糊的,至少个体的人被大大弱化了.这显然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不合,却又是

西潮冲击的产物.
上面主要提到几位相对守旧者,趋新的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显著.只有像鲁迅和胡适等少数

的人才真正看重独立的个人,但他们也时常在所谓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徘徊.正如胡适所说,
一个人如果成了“公人”(publicman),就得说公人应说的话.作为一个时代的公人,他们必须代表时

代立言,则不免为时代所裹挟.当时大家的共识是,中国这个国家需要改变,要向一个新的方向走.
而万国间的竞争是群体竞争,没有太多个体人的地位,所以他们说的话,常常是“应当”说的话,实即

别人想让他们说的话.
简言之,“五四”或者新文化运动时对个人的一度看重,的确更多是受到外来的影响,但我们不宜

因此忽视在中国传统中其实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观念中那个以自我为价

值的个人是非常接近的,而五四人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又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

代的个人观念.如果借用孔子在春秋时的表述,五四人本欲“为己”,终至“为人”,表现出明显的诡论

意味,这个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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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辩证:传统的颠覆与赓续

温儒敏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五四”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内涵是多层面的、丰富的,因此对“五四”的评价和“消
费”,也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一提到“五四”,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民主”,历来很多人就用“民主”来
定位“五四”.但这个“民主”的学生运动,起因却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而且迅速扩大

为以工运为主的政治运动,所以对“五四”观察的重点,有时又落在“政治”上面,定性为“反帝爱国运

动”.“五四”落潮时,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可见当初“五四”的先驱者对于“五四”性质的理解也有

分歧,侧重“问题”者,如胡适,看重的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侧重“主义”者,如李大钊,强调的则是社

会政治革命.立足点不同,现实需求不同,对“五四”的评价与“消费”也就有种种不同.
尽管１００年来对于“五四”众说纷纭,但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有某一种评价是主导性的,影响也是

最大的.回顾一下,起码有过这么几种:
第一种,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偏于政治层面的评价.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新民主

主义论»中指出,“五四”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与和主导的革命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

代.毛泽东把“五四”定位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①.这个观点侧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

然性与合法性角度阐发“五四”的历史内涵与意义,统领了之后几十年对于“五四”的阐释.
第二种,是从“思想启蒙”角度为“五四”定性,民主和科学就被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二十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仍然有一派对“五四”的评价是按照毛泽东对于“五四”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

质阐释的,但这时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即以周扬和李泽厚为代表的“五四”“思想解放”论,以及“启蒙

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他们格外注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专制争民主的思想启蒙价值,认为“五四”的
“启蒙”被后来的“救亡”所压倒,其历史任务远未能完成.因此继承“五四”精神,还需继续完成其未

竟的“启蒙”任务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的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评价与论争,一直影响到

此后二十多年的许多论争,至今我们也还未能完全摆脱这个论争的漩涡.
第三种,是对“五四”采取批判和否定为主的评价,发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时社会上涌动两

股思潮,一是政治自由主义,二是文化保守主义,两派所秉承的思想资源和目标不同,但在否定“五
四”这一点上可以说不谋而合.他们都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而源头就

追溯到“五四”.由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评价的水准线降到了低谷.
第四种评价,出现在最近十多年.随着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自由主义的、“左”的、民粹

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潮此消彼长,对“五四”的评价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其中文化保守主义(这里

没有贬义)通过复兴“国学”(也包括儒学),重提“文化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

持,以更积极的态度重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形成实力强大的社会思潮.但这一思潮仍然认为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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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９８、６９９ ７００页.

１９７９年周扬在中国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指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打破了几千年的封

建传统,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参见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陈思和主编,王进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１９７６ ２０００)»第一集«文学

理论»卷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 ２３页).１９８６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著文,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

动的两大主题,但一段时间后,民族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的平行局面,最终“救亡压倒启蒙”(参见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１９８６年创刊号).



四”割裂了传统,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他们对“五四”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多于肯定,虽然有时也表现

出某些“宽容”,仍然掩盖不了理论上的乏力,处理不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后形成的“新传统”之
关系.

回顾一百年来对于“五四”的多种评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受大的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都

有它兴起或者存在的历史理由.但总的来说,又大都是取其一端,未能兼顾一般,因此就有可能失之

偏颇.就像一把瑞士军刀,你说主要是刀,他说主要是拐锥,还有人说主要是矬子,各有局部“道理”,
可是否符合历史的辩证? 如果回归学理,对待“五四”这样多面向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思潮,评价还

是应当兼顾一点,包容一点,辩证一点.而且因为历史距离越来越拉开,很多史料逐步发掘,也就更

有条件对“五四”做出比较客观的、辩证的评价.
第二点思考,是“五四”的评价,还应当放到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来考察,要看到“五四”作为

一个历史拐点的特殊性.几十年来围绕“五四”的评价与争论,虽然都在满足特定时代的需求,但有

时现实需求也可能限制了历史观察的视野,“五四”崇高的价值与地位并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与

尊重.
设想再过二百年,三百年,那时人们会怎样看待“五四”? 很多过去和现在认定最重要的历史事

件,到时候未必还能进入后人的历史叙述的眼界,但“五四”肯定还会作为重要的事件来叙写.为什

么? 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碑,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从此转入“现代”的.
最近常听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这原是李鸿章在清朝同治年提出的.但他说的这

个“局”,是外敌入侵的危险已经从北方转为海上的“局”,并非代表对社会变革的觉醒①.鸦片战争之

后的割地赔款,虽然有所谓“抚夷派”感觉到了中外强弱的悬殊,但整个清王朝包括士大夫阶层仍然

是不图改革和振作,完全没有能力去反思与更生②.只有到了“五四”,有众多国民特别是“五四”先驱

者痛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开始从世界的格局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意识到中国势必要有天

翻地覆的变革,这才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观中华三千多年历史,从未有过像“五四”这样

感时忧国的群众性运动,这种群众运动是自觉地反强权、争平等的,具有从世界民族之林来回看中国

的意识,表现出有“现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思潮.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五四”的到来才开始

并形成“气候”.“五四”运动的国家民族观念、世界性的自我审视的目光,以及现代式的感时忧国,都
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我们只有联系“五四”那个特别的时代氛围,才能理解“五四”的精神特征,
理解那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理解像郭沫若«天狗»那样的暴躁凌厉的情绪,理解所谓“五四”的
激进③.

如果把“五四”放到整个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大格局去考察,也非常特殊.整体上说,中国传统

的政治体制虽然稳固且有特色,但“大一统”之下的思想始终是比较禁锢的,真正称得上“思想解放”
的时期不多,算来最多也不过四次:一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根干;二是魏晋时期,有所谓“魏晋风度”,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三是盛唐时期,以非常广博宽容的胸

襟接纳异域文化,出现文学等领域雍容大度的“盛唐气象”;第四次就是“五四”时期,批判和颠覆传

统,同时又赓续和再造传统.当然,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曾有过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庶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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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五月,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

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

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５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６页)
比如１８４２年南京«中英条约»和次年的«虎门条约»除了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还有所谓“治外法权”,这显然是不平等条约,

但在道光时代普遍认为这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更方便省事.主权的丢失,一部分是由于无知,完全不了解外部世界,一部分是腐

败,真是国将不国了.
这一观点也可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采访温儒敏教授»,«名

作欣赏»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可以看作是第五次①.无论如何,“五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这种“绝
无仅有”的“思想解放”,它出现的历史机遇非常罕见,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五四”发生在１９１９年前后,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比如国内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在

国际上受到的挤压,等等.这些人们谈论比较多了,但还有一个比较偶然、可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就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一个历史“空档期”.当时,清朝覆灭,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崩坍,
而民国刚刚成立,所谓“共和”的北洋政府其实“半生不熟”,尚未站稳脚跟,也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有效

的社会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空档期”.“五四”刚好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空档期”.
“五四”发生在１９１９年,如果提前十年,清朝还没有覆灭;或者推后十年,党派斗争已经展开,这场运

动恐怕都不可能发生.所谓“空档”现象非常有意思,以往的历史研究对此注意不够.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不能认同现在仍然有“市场”的所谓“五四”割裂传统文化的观点,那不过是

一种浅薄的历史虚无主义.
平常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认为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人文衰落,道德滑坡,人心不古,原因就

在于“五四”与“文革”,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文革”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去讨论,但把“五四”
与“文革”并列,完全是牵强附会.一个是时代转折期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是为解决政治困

局而造成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混乱.怎么弄到一块?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先是来自海外,很快与国内

学界某些类似观点合流,并形成一种思潮,广泛影响到社会.１９８８年美国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

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试图从所谓“中国式思维”去分析“五四”领军人物如陈独秀、
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激进思想,从而对“五四”作出评价.这本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书中,林毓生把

“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要“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五四’造成文化断

层”带来了中国的意识危机,还认为“(五四时期)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

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

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在其他社会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过

像中国五四时代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②.
林毓生的观点得到国内学界的呼应.一时间,“五四”割裂传统的说法不胫而走,传播广远.不

过很快也遭到反对和抵制.很多学者陆续写文章反驳林毓生,比如王元化、袁伟时、严家炎等等.虽

然林毓生的论点受到批评,但还是有市场的,特别是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那里,关于“五四”是
否割裂传统这个疑问,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社会上,把当今道德滑坡、人文衰落的原因归咎于

“五四”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其实,如果辩证地研究历史,会发现那种论定“五四”是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所

谓“割裂传统”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五四”的激进.不久前我就“五四”一百周年接受一家刊物的采访,也表明过

这样的观点:«新青年»是激进的,“五四”也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

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

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之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为代表的

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
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

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

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放到从“旧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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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突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得到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

的积极效应①.
那些批评“五四”割裂传统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很多“五四”先驱者既是旧时代的破坏者,

同时又是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创造者.“五四”那一代人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弊病的同时,也在着手

探索如何去实现传统文化的过渡与转换,最终实现新文化的建设.毫无疑问,鲁迅的确是彻底反传

统的,他对传统的攻打是那样猛烈.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诅咒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
二字,他曾声称对于传统,“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

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②.鲁迅甚至主张青年多读外国书,不读

中国书③.常见有人顺手就把鲁迅这些言论拿来作为“五四”一代人彻底抛弃传统的例证.但这些言

论只是特定语境中发出的文学性的表达,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表达为何偏激.鲁迅自己

也不否定偏激,他是有意矫枉过正,直指传统弊病的痛处,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注意.
不应该忘了,鲁迅一面极力反传统,一面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的工作.大家都知道

鲁迅是一位作家,但他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家、一位古籍整理学者,鲁迅一生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

在古籍整理方面.１９２３年前后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古代文学

研究的垦拓之作,至今仍可称是学界的典范.
其实«新青年»的先驱者中很多人也都在反传统的同时,做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们在所

谓“国学”研究方面都有建树,甚至起到过“开山”的作用④.胡适在“五四”后不久就提倡“整理国故”,
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去芜存菁;顾颉刚探究历史典籍中的错漏伪说,写«古史

辨»;钱玄同的古文字研究,刘半农的音韵研究,等等,都可以说是在“五四”先驱者的影响下成就学问

的,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曾处于先导的地位.现今不少研究“国学”者所使用的方法、材料和框架,往往

也都是从“五四”那一代的学术垦拓中获益,怎么能说“五四”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呢?
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那一代的功

劳.“五四”的功劳在于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如何“立国”与“立人”.“五四”非但没有造

成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反而在批判与扬弃中选择,促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转型,让传统文化中优

秀的成分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
当然,“五四”突然兴起,又很快落潮,它所设定的任务没有来得及完成.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

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连续发生战乱,后来还经过“文革”等“左”的祸害,整个国家伤痕累

累,传统文化的承续乃至整个文化生态也屡遭破坏.现今虽然经济发展,社会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但
精神道德方面出现很多问题,拜金主义与庸俗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失落,究其根源,与近百年来

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诸多矛盾是密切相关的.现今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

度的弊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于是诈伪罪

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⑤.这些话是鲁迅１００年前说的,现在也不无证实.
这样的情势下,人们不约而同会想到传统文化,希望重新从古代精神遗存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笼统地夸大传统的“断裂”,并把这笔账算到“五四”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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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思想趋向多元,如何看待“五四”,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五四”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到

底取得怎样的效果? 损失了什么? 增值了什么? 又有哪些沉淀下来,甚至形成新的思维与行事方

式,成为“新传统”? 都应当认真讨论.但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不能搞虚无主义,不能笼统地否定与贬

斥“五四”.那种认为“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肤浅的.
最后,第四点思考,回应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那就是关于“五四”与儒学的关系问题.
论定“五四”割裂传统的人,“根据”之一,就是所谓“五四”批孔反儒,“打倒孔家店”.这种说法在

以前很盛行.但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五四”的确是反孔的.而一个巴掌拍不响,“反孔”,起因就是

民国初年的“尊孔”,为帝制复辟而掀起的尊孔复古潮流.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曾经推动“孔教运

动”,直到１９１５年民国起草第一部宪法时,康有为的信徒还竭力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家为国

教,引起激烈争论.虽然后来妥协,宪法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不是作为国家的

宗教①.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有多方面,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以及尊孔复古思潮,是一种诱发

剂———连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拥护帝制,并把孔教奉为国教,这怎能不引起了新一

代知识分子的忧思? 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

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
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②陈独秀、李大钊等之所以要“批孔”,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

“尊孔”的思潮是与民权、平等的思想相悖的,是开历史的倒车.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

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③陈独

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

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④.“五四”先驱者抨击孔子,内核是要否定礼

教,否定三纲五伦,要打破把人区分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摧毁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张扬民

主和人的解放思想.
但是,他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也不是势不两立,一锅端掉,彻底否定.陈独秀就这样声明:“反对

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⑤李大钊也明确表态:“余之掊击孔子,
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

灵魂也.”⑥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事实

上,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

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至于是否存在“打倒孔家店”的过激口号问题,严家炎等多位学者曾经作过考证,证明«新青年»

根本没有谁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⑦,那是后来对“五四”污名化的夸大,以讹传讹,在社会上几乎

当作历史常识来传播,更加强化了一般人对于“五四”割裂传统的印象.
如果拉开历史距离,心平气和来讨论,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这个结论也不能成立.事实

上,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拿儒学来说,不是也一直在变吗? 儒学本身也有僵化的不适应时代

发展需求的部分,这在晚清尤其显得突出.康有为鼓捣“今文学派”,相信孔子是神,希望把儒家建成

宗教.这乌托邦想法本身也就包含有对儒家另一派的不满,另外也意识到随着社会变革,儒学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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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变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抨击孔子学说中那些不适合社会前进的部分,破
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对于儒学不是灾难,不是割裂,相反,是转机.

“五四”过去１００周年了.今年的纪念,最值得提出,也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借重建“文化自信”
“复兴儒学”之名来拒绝现代文明.希望我们学界无论是作传统文化研究的,还是从事现代文化研究

的,都能好好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在“五四”评价上所走过的路,辩证史观,正本清源,赓续“五四”宝贵

的遗产,推进当代文化建设.

革命的吊诡:文化是结果还是原因?

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晚清以来,鸟瞰中国社会变革的整个进程,梁启超曾作过一个经典概括:“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

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他认为

这种“觉悟”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办洋务,以求“实业救国”;“第二

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戊戌变法;“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有新文化

运动①.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从改良到革命,其建构主义特征越来越明显,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是大的

趋势变得愈加激进.所谓激进,主要意指:一是变革的方式是激进的.即使洋务运动这样缓和的改

变,总的说也逃不出“官督商办”模式,须有官方的积极推动.从总体上说,经济活动乃国家行为,非
民间的私人行为.传统社会及其延续下来的政治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使得政府的经济职能特别发

达.这一路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晚清以来的经济发展样态,经济振兴被纳入到民族救亡的

格局中被定位和被规定,所谓“实业救国”.洋务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伴随着重商主义思潮兴起的,
而“重商主义也不过是他们所欲谋求的救国方法中的一部份而已,尽管这一部份在所有的救国方法

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份”②.这与那种商品经济本来意义上的自发博弈而生成秩序,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变革的路径是激进的.由经济而政治而文化,这一路径本身就带有激进的特点.因为经济变迁

总是缓慢的,而最容易提出改变的是文化观念.三是变革的目标是激进的.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

内含着从“文学改良”(胡适语)到文化革命(“打倒孔家店”,试图把固有文化推倒重来)、从启蒙现代

性话语到后启蒙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变和过渡.
问题在于,怎么看待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这种日趋激进的变革? 换言之,这种激进姿态的历史

缘由何在? 事实上,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心转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非由人的主观偏好所决定,而
是由客观情势逼迫出来的.因此,有其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我认为要解释这个现象,有几个方面不

容忽略:
第一,中国固有文化观念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

语八佾»)正如冯友兰所言:“他(指孔子———引者注)认为和‘中国’的分别,不在于种族和肤色的不

同.其分别主要是一个文化高低的问题.”③“夷夏之辨”实则不过是一个文化上的甄别罢了.辜鸿铭

就认为:“生活水平本身并不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尺.实际上,生活水平完全可以作为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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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condition)来考虑,它却不是文明本身.”①因此,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
在于其器物层面的成就,而在于“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whattypeofhumanity)”,这才是一种文

化的本质和个性所在②.在中国人看来,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所以,要造就“新人”或“新
民”,就须从文化入手,或者说这首先是一个文化的任务.正如张灏所说的:“１９０２年,当他(指梁启

超———引者注)撰写«新民说»时,他的西学知识显然大为增长,他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更为明显的

中西道德价值观的差异上.”③梁氏的这种西学背景和资源,可以赋予其“新民”以内涵,可以使“新民”
之“新”获得某种内在依据,但这又毕竟是在再造“新人”的意义上成立的.就这种目的本身来说,它
依旧是传统的.从文化人格的建构入手,这一路径明显地带有传统文化的色彩和特征.

第二,落后国家追赶的需要(自然演进的周期太长).中国社会变革作为外部环境逼迫的结果,
其诱因是外在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即美国学者布莱克所谓的“防御式的现代

化”.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凸显出当时的中国所特有的尴尬处境.所以,晚清以来中国社

会的历次变革,无不是对外强压迫所作出的一种应激反应,因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激进的策略和姿态.
这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无法逃避的特定历史情境.一个是外在参照的存在,一个是落后的焦虑引发

的追赶的强烈诉求,决定了后发展国家往往采取与发达国家“自下而上”不同的路径,表现为“自上而

下”的政府主导式的发展模式.新权威主义正是这一历史语境的产物.而这也往往是造成激进的一

个客观原因.中国社会发展并非是在一个从容不迫的环境中实现的,其“救亡图存”使命决定了它的

激进姿态.所以,中国社会的自发演进缺乏适宜的外部环境,从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激进的策略.“后
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它使非西方国家有可能打破常规,实现超常发展,
也存在着超阶段发展带来的冒进的局限.

第三,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说”,促成东方国家从逆向入手.这一路径的风险和代价是对自

发性和经济基础的某种忽略.从一定意义上说,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不过是执行了马克思晚年“政治

遗嘱”的结果.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东方国家可以利用其独特性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
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它最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给俄国革命家

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文献中.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决非一

时心血来潮,而是其一贯思想及其内在理路的自然结果.譬如,马克思有关交往与生产力及其关系、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思想,客观上已经先行地隐含着其晚年设想的结论

了.马克思思想本身并不存在有人所认为的断裂,没有所谓的“马克思I”和“马克思II”.既然是跨

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要跳过某些步骤,从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激进的特征.中国道

路的历史选择,深受马克思晚年这一设想的影响.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在

当时中国的译介,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世界历史”意识的自觉,都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

影响并规定了中国历史的进路.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在于,由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在

什么意义上是因果关系,又在什么意义上是因果关系的倒置? 在什么意义上是唯物史观所主张的顺

序,又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决定论的? 它是一种人为筹划的结果,还是不得不如此的客观后果? 我

认为,任何简单的判断都会有违历史的真实.
纵观一部中国近代史,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的演进,从引发的客观顺序上说,它无疑是发生

学的关系,即由经济导致了政治,又由政治导致了文化.但从变革者的主观意图看,它又是在溯因法

的意义上成立的.也就是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对于中国社会的变革,都持一种寻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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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的思维方式,这似乎构成中国变革者的普遍诉求.他们的差别仅仅体现在这个第一原因究

竟是经济还是政治抑或是文化.这样一种溯因和“倒逼”,很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事实

上,文化决定论的色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甚为明显.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把自己

的目光聚焦于文化问题,都试图从文化入手寻求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的门径和方案.
陈独秀指出:“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

者,非彻底之觉悟.”他因此宣称:“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所谓“最
后之觉悟”,意指西方文化在观念上的同化,而这在陈独秀看来恰恰构成中国一切变革的先决条件.
具体地说,这种“觉悟”被理解为“民主”和“科学”.但这两者都不是被作为制度安排或社会建制来看

待,而是作为两种文化意识或精神气质来看待.陈独秀甚至认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
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显然,陈独秀是把最后的决定者归结为思

想文化.如此一来,狭义的文化便被视作社会发展的初始原因.林毓生认为,这一立场表明了“以思

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中占据的统治地位”③.
因此,就像周策纵所言:“新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伦理和思想意识的改革对于建设一个新的

中国文明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④林毓生也强调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胡适和鲁迅,
尽管其取向和个性各异,但“他们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拒斥中国过去为基础的

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根本前提”⑤.甚至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贺麟依

旧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⑥

问题在于,“德先生”和“赛先生”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是什么,在当时却未曾被正视和深

究.民主和科学与其说是历史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历史的结果更恰当.
“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本身,其实已经暗示了在科学背后隐藏着一种决定科学的东西作为原因而

存在.对于这个难题的解答,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还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广义的)土
壤和历史根源,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基础.李约瑟承认:“现代科学所以只在欧洲突

破的原因,是和文艺复兴时期遍及欧洲的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的.”⑦移植科学的结论和

措辞是容易的,但移植科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则几乎不可能.在讨论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

时,李约瑟发现,“一个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在中国文明里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⑧.尽管商业

活动在中国社会出现得很早,«易传»上就有明确的记载,且纸币出现的时间早于欧洲.但是,中国的

商业一直受到传统社会的抑制,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崇本息末”政策,极大地束缚了商品经济的

发展.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同欧洲社会相比,“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

社会地位”⑨.与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
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而传统的中国人的欲望,却被旧的伦理道德压抑和“阉割”
了.尽管马克斯韦伯强调贪欲是任何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人都普遍具有的,但它在不同的社会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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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在中国传统社会,贪婪既不能作为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和归宿,也不能得

到道德上的正面评价和鼓励.显然,李约瑟解释科学的思路,带有唯物史观的某种色彩,即着眼于经

济基础来诠释文化现象①.
再来看看民主.一个首先需要正视的事实是,在西方,古典的民主有规模上的限制.对于古希

腊城邦来说,“民主制还必须具有适度的规模,这不仅仅是为了所有公民能够召开公民大会从而作为

城市的统治者行事,也是为了所有公民们可以相互了解”.因为“为了所有人的善,公民们必须能够

了解所有人的善,从而能够理解每个人与其他人分享的善”;但是,“如果公民们的城市如此广大且

demos(意指公民———引者注)如此众多,以至于他们无法相互了解或者整个城市,他们如何才能逐渐

了解他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呢?”②因此,在希腊人看来,一种民主的程序得以有效实施,其必备的条件

之一,就是“公民团体必须相当小,理想地说,甚至要少于伯利克里时代雅典人的四至五万人的规

模”③.对于民主的这种规模上的约束条件,孟德斯鸠和卢梭也都曾有所提及.当然,作为一种制度

安排及其意识形态修辞,民主不单在其初创阶段受制于这一原初条件,还受到特定的宗教观念背景、
特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特定的政治传统等等变量的左右.在此意义上,民主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结果

而已.
显然,倘若把观念层面上的民主和科学,作为终极原因加以指认和追求,就难免倒果为因,陷入

因果关系倒置这一误区.
达尔文进化论自传入中国后,就充当了中国社会变革之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从严复翻译赫

胥黎的«天演论»,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对于“物竞天择”的强调,无不表明这一点.但值得追

问的是,一个“进化”或“演化”的学说,何以衍生出激进的“革命”思想,并为其提供某种学理根据? 有

学者指出:“近代科学冲击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二时期(１８９５ １９２７),可以说是‘达尔文’征服了中国

的时代,因为达尔文主义形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一个主流.中日甲午战后,中国知识界的一项主要发

展,便是达尔文主义的输入、弥漫和冲击,亦即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普遍承受和近乎狂热的崇

信.这一现象持续达三十余年之久.”④从康、梁、严,到“五四”一代,大都把进化论作为变革中国的一

个重要的合法性依据.作为«新青年»杂志的宣言书,«敬告青年»一文以诗意化的语言为文化革命呐

喊,其理由之一即为进化论观念.它以生存竞争说为激进的反传统作辩护.如云:“世界进化,骎骎

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它还说:“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⑤不仅陈独秀,李大钊也同样用

“进化”来论证变革的合法性.例如他说:“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
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

旧.”⑥他又说:新旧“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⑦.他还

说:“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⑧.李大钊进化论思路的

痕迹,由此可见一斑.
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演化’(即‘evolution’———引者注)是中性的名词,它可以说‘进化’(Pr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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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停滞’或‘落后’的因素主要应在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方面寻找”(刘钝:«序»,[英]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

社会»,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 XI页).
[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页.
[美]罗伯特A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第１０页.
郭正昭:«达尔文主义与中国»,[美]张灏等著,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第６６９ ６７０页.
陈独秀:«敬告青年»,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１卷,第１３２页.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７３页.
李大钊:«新的! 旧的!»,«李大钊选集»,第９７页.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８０页.



gress),也可以是‘退化’(Degeneration).‘Evolution’一词,应相当于‘变迁’(Change),而非‘发展’
(Development)或‘成长’(Growth).”①另有学者认为,“进化”英文为“evolution”,不过是一个“过程”
(process),在自然科学上的进化为“自然的过程”(naturalprocess),在社会科学上为“社会的过程”
(socialprocess),因此它与“进步”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进步”英文为“progress”,包含有后者优于前

者的意思,“所以社会的进化是在说,现在的社会是怎样来的,而社会的进步是在说,社会应该怎样去

的,这其间有很大的不同”②.但问题在于,把达尔文学说理解为“演化”是否恰当? 其实,达尔文是相

信“进步”的.他在«回忆录»中就写道:“如果也像我一样去相信,在遥远的将来,人类要比现在变得

更加完善得多,那么,一想到人类和一切有感觉的生物在这样长期缓慢的进步以后,仍旧注定要完全

毁灭时,这真是使人难以忍受了.”③达尔文在这里所说的“进步”,其原文是“progress”,而不是“evoＧ
lution”④.显然,“进步”一词潜含着革命的可能性,它同完全中立的“演化”(或“进化”)存在着某种异

质性差别.法国思想家加缪就恰当地认为:“进步这个概念是与启蒙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的.
我们完全可以在十七世纪给它找出一些鼓吹者来;古代派与现代派的争吵已经把完全荒谬的工艺进

步观念引进了欧洲意识形态.”⑤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进化论的传入,同激进的变革姿态之间

某种可能的联系.
有趣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发展的终极决定作用,李大钊对此有着清醒

的认知,所以他同陈独秀在观点上存在着某种紧张.有学者甚至认为,李大钊对于道德问题的分析,
乃是最早用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社会思想的开始,是当时中国哲学界解释社会道德问题所能达到的

最高成就⑥.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

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⑦因为“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

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⑧.“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

变化而变化”,而“经济的构造”作为“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⑨.应该说,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

点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

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只有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最根本和最牢靠的基础.对此,马克思有个经典的说法:“手推磨产生的是封

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那么,对此有着清醒自觉的李大钊,何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呢? 因为五四新文化运

动更表现为文化观念层面的优先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假设当时的李大钊认定中国社会变革的经济基

础业已成熟和具备,文化变革因此而应当被提上日程,所谓势所必至.但问题在于,这一判断是否合

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呢?
当我们按经济→政治→文化的溯因法把问题推向极致,并以此作为可操作方案诉诸社会变革的

实践时,却又蓦然发现“欲速则不达”.依据唯物史观,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

经济体制,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 费正清把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归咎于照搬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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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１９１８ １９２２)»,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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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模式,认为“１８９８年立宪维新运动和１９１１年后的国会运动都失败了,这证明仅仅抄袭西方是不

足以改造中国的”①.其实还有另外的可能性,即缺乏与当时政治诉求和目标相匹配的、也更具本质

意义的经济基础的足够发育.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缺乏这一切架构赖以确立的充分的历史

基础.商品经济的长期贫弱,使得“中国并没有西方似的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因此,“私有财产也

和个人一样,在享有无限权力的官府面前毫无法律保障”②.诚然,优先发展商品经济,当时的国际环

境并不允许.当时所面临的一个悖论在于,先具备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为帝国主义列强所阻挠,所以

必须先行地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但倘若革命优先,又将面临着经济基础的奠定这一根本保障的

阙如.至于“五四”,周策纵则指出:“后来的批评者如冯友兰等认为,五四运动总地来说忽视了工业

化的迫切性.他们认为:在实现了一定的物质文明以后,相应的精神文明就会自发地随之而来,尽管

他们同时又承认,工业化依赖于精神和物质两个因素.”③周策纵提到的冯友兰的文章是«中国现代民

族运动之总动向»(１９３６年)④.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我们在实际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似乎没有足够地重视马

克思给出的条件,即必须“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⑤.这种忽视同激进的姿态

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联呢?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狂飙突进”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市民社会的成长尚

付之阙如,一切文化现象尚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支撑.１９８４年,我们曾郑重宣布:“商品经济是社

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个判断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构成改革开放全部合法性的一个

重要依据.正是在此意义上,黄仁宇曾有过这样的感慨:“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完成.其间最大的一个收获,则是今后这国家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Ｇ
ble).因为这突出的发展不仅中国近代史需要重新检讨,中国通史也要重写,而且因为中国历史的

重新检讨,甚至也能影响欧洲史、美国史、日本史的新看法.”⑥其实说到底就在于弥补.唯其如此,方
能完成革命的历史基础的奠定.它为革命的最后完成提供坚实的历史保障.不得不承认,这再一次

印证了马克思唯物史观逼人的逻辑力量.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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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１８个月的宋朝政治

赵 冬 梅

摘　要:在推翻新法的政策诉求之外,司马光在政治上追求协调新旧关系,实现政治和解,重返多元政

治.然而,他以做谏官的姿态做宰相,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既乏手段,又乏资源.相对年轻的台谏官群体主

张清算,反对和解.新晋宰执推动太皇太后发布“务全大体诏”,对熙丰官僚实行政治赦免,力求和解.在台

谏官强烈反对下,诏虽出而和解之义亡.元祐之政因而失去了大部分普通官僚的支持,进一步陷入“人才实

难”的境地,而司马光对于变神宗法度的核心理论解释“干父之蛊说”被“以母改子说”掩盖,既不能达到统一

思想的目的,又为未来的分裂、恶斗埋下了引子.和解的破灭,司马光难辞其咎,然亦无法独任其责.

关键词:司马光;政治和解;台谏官;务全大体诏;干父之蛊说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５．０２

一、问题的提出

统治集团的分裂、党争与政治清洗构成了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它的源头可以上溯至

王安石 神宗对于“异见”“流俗”的排斥打击.然而,当神宗驾崩之初,仍然存在着新旧兼用共改熙丰法

度,避免进一步分裂、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这种对于政治和解的追求,宋人称之为“调停”.
“跳出历史书写的塑造,去寻找北宋晚期政治的实际逻辑”① 是一件困难但必须努力的事情.开

封陷落,宋室迁播,痛定思痛,宋高宗有云“天下之乱生于安石”② ,明确宣判了“调停”在政治上的不正

确.因此,南宋人往往责备元祐君子除恶不尽,比如朱熹说:“后来吕微仲(大防)、范尧夫(纯仁)用调

停之说,兼用小人,更无分别,所以成后日之祸.”③ “调停”被视为导致了亡国惨剧的重大失误④ .在

这种认识支配下,李焘才会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为司马光辩护说:“若曰当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

　

作者简介: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７ １６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１７JJD７７００１)的阶段性成

果之一.
本文的草稿,曾在２０１６年８月广州宋史年会上宣读,又曾在２０１７年６月香港树仁大学“纪念孙国栋教授暨唐宋

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完稿之后,得清华大学方诚峰先生指正;写作过程中,曾与«王安石

年谱长编»的作者刘成国先生当面交流,受教甚多,谨此一并致谢.
①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页.

②　高宗之语,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绍兴五年三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１４４９页.关于南宋人

的北宋史观,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代绪论)»,«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１ １３页.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８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３８６９页.

④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二○称“元祐之所以为绍圣者,始于朋党,而成于调停”,卷二一称“元祐有调停之说,建中靖国有持

中道之说,岂知君子之于小人固不当为嫉忿,然绝无交和之理”.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４９、３６４页.



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光所不取也.”①力图把“元祐纯臣”司马光与“调停”切割开来的,还有黄震,震
云:“宣仁圣烈太后相司马公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辈绍述安石,而国家遂有

南迁之祸.”②其实,不止是范纯仁、吕大防主张“调停”③,司马光同样也是主张新旧并用,力求和解.
这一点,朱熹看得很明白:

　　看温公那时已自失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后既加罪于蔡确之徒,论来安石是罪之

魁,却于其死,又加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来,这般却煞不好.要

好,便合当显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须是明显其不是之状.
若更加旌赏,却惹得后来许多群小不服.今又都没理会,怕道要做朋党,那边用几人,这边用几

人,不问是非,不别邪正,下梢还要如何?④

朱熹批评司马光对王安石身后哀荣的处理过于宽大,又批评他用人没有严格区分是非邪正,“那
边”“这边”的人都用.其实,这正是司马光追求和解的表现.朱熹还曾严厉驳斥以“调停”为“持平之

论”的观点,说:

　　明道(程颢)当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诸公用熙、丰执政之人与之共事,令变熙、丰之法.或

他日事翻,则其罪不独在我.他正是要使术,然亦拙谋.你欲以此术制他,不知他之术更高

你在.所以后来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卒至帘前悖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

能陪相公吃剑得.”便至如此,无可平之理,尽是拙谋.⑤

朱熹的观点无疑带有强烈的南宋时代偏见,然而他对“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的观察,却是

敏锐的,比李焘的辩护之辞更符合实际.
李焘对于司马光初政的复杂情势,亦不无思考.«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１０８５)九月己酉条,

正文载朝奉郎、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朝奉郎苏轼为礼部郎中,考异引«邢恕家传»云:

　　盖(刘)挚元祐初任言责,(蔡)确犹在相位,与王岩叟排击不已,司马光深不以为然.时傅尧

俞为秘书监,温公即属令谏挚止之.且云:“蔡非久自去,何必如此行迹?”挚既以奏疏,即答尧俞

云:“已做到这里,如何住得?”傅亦以告恕也.方确之为山陵使也,公著及光已尝为恕言,欲假蔡

以节旌,处之北门或颍昌矣.蔡初既力引光,已而同在门下,相得甚欢.章惇则自任语快,常以

光为钝,不是持正(蔡确字持正)见容,岂可处也? 时京师知事者,皆闻此语.
邢恕是奸臣,李焘以为«邢恕家传»“固妄也”,但他还是抄录了这一段,“姑存之,使后世有考焉”⑥.
«邢恕家传»固然有虚妄自饰、言过其实的成分,但其中所透露的司马光执政初期谋求和解的宽容政

治态度,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
只可惜,和解最终并未实现,宋朝政治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分裂.和解破灭,原因何在? 司马光难

辞其咎.他于元丰八年五月底出任门下侍郎,次年闰二月,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登上了人臣

权力的巅峰:“时二圣恭俭慈孝,视民如伤,虚己以听公.公知无不为,以身任天下之责.”⑦然而,结果

却不如人意.从表面上看,“似乎司马光走上了王安石的老路:执拗、听不进不同意见”⑧,关于司马光

生命最后阶段的政治形象,常常被人引用的,是苏轼的当面抗议.苏轼反对司马光全盘恢复差役法,
“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苏轼曰:“昔韩魏公(琦)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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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①登上相位的司马光急不可

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有破坏而无建设,最终“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设

施”②.对司马光的保守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欣赏的冀小斌无比遗憾地感叹道:“几乎终其一生,司
马光保持着思想与行为的一致.只是在生命的最后１８个月中,他背离了保守主义的立场,未经审慎

考虑就推翻了几乎全部新法.”③冀小斌的感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司马光背离了司马光”.
“司马光背离了司马光”,１８个月的执政给宋朝政治造成了负面影响:保守主义黯然退场,北宋

前中期士大夫政治中宽容异见的传统遭到进一步破坏,嘉祐成为遥远的绝响,皇帝—宰相的专制继

续加强,士大夫集团内部的分裂加剧,党同伐异的政治气氛持续酝酿,直至哲宗亲政之后,出现了明

目张胆的政治清洗,而司马光,则因其最后１８个月的政治行为,要对此负起主要责任.那么,最后１８
个月的司马光真的背离了此前一以贯之的司马光吗? 司马光能否承担起使和解破灭的主要责任?
司马光与和解破灭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关于“司马光背离了司马光”,方诚峰的«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

法,他指出:“提倡多元意见与官僚选任,构成为司马光元祐施政的两大支柱.他尤其认为,保证

政治体中各种意见的并存、交锋,不但不会破坏政治体的稳定,反而会有拨乱反正的效果,会巩固政

治体的基础.”方诚峰以役法、对西夏关系为例,简单梳理了司马光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和作用,得出

如下结论:“在重要事务上,司马光的主张不过是多种意见中的一种”,“司马光主政期间,在多数重要

政事上,都做到了各种意见的并存”.而这种状况,方诚峰认为是司马光的主动追求:“司马光从来没

有将自己的标准加于他所看重的臣僚,这么多臣僚之间的争议是他从一开始就必然估计到的.”按照

方诚峰的总结,司马光认为,要“避免本朝衰落”,就必须具备三大要素:“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

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才策略可以保证多

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④

沿着方诚峰的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解答司马光何以“不许(苏)轼尽言”,在政策问题上表现出不

通商量与固执己见:司马光主张多元意见,他的“己见”只是多元中的一元;而司马光自己当然认为

“己见”是正确的,作为个体,他没有理由不坚持.按照理想状态,司马光的“己见”与各种“异见”平等

竞争,构成多元意见共存的政治生态,具有判断力的理想君主兼听明断,择善而从,所谓“使人臣各献

其谋,而人君裁决其是非,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此国家所以治也”⑤.然而,这种理想状态与现实之

间何啻南辕北辙:司马光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威望之重,都增重了他的“己见”,“己见”与“异见”之
间本来就已经很难做到平等竞争;在垂帘体制之下,代行君主职责的太皇太后本身不具备完全的政

治判断力,她依赖、信任司马光,以司马光的意见为意见;因此,“己见”与“异见”的平等竞争根本无法

实现.最后,在多元意见之上,是司马光(透过太皇太后所实际操控的君权)在“裁决其是非”,其最终

之结果,必然是惟司马光之“己见”是从是执———主张多元并存的司马光最终也像王安石一样走向了

一元⑥.
历史事实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过程中曾经无比丰富的可能性,最终却呈现为无

法改变的唯一结果.研究者希望揭示的,是从多种可能性走向唯一结果的过程.决定过程的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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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的选择与互动.在神、哲之际的政治过程中,“相关各方”主要包括太皇太后、宰执中的熙丰旧

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新晋宰执、台谏官员,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各类“有司”中的普通官员,特别是

中央的六部、地方的监司与州长,而司马光只是“相关各方”的其中之一.王夫之的批评、冀小斌的感

叹,甚至方诚峰的分析,有着共同的默认前提,那便是此期的司马光,由于摄政的太皇太后的高度信

任,掌握着朝廷的政治走向,是路线的总设计师和主要决策人,具有近乎决定一切的力量.如果他愿

意,他可以推翻新法、固执己见,也可以鼓励多元意见.这一政治形象的塑造,得力于苏轼的生花妙

笔①,但是,这一默认前提究竟是否真实? 换言之,司马光在此期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
下文将从司马光最后岁月的真实状况开始,将太皇太后、其他宰执、台谏官乃至“有司”普通官员

纳入视角,观察各方的行为与彼此的互动,希望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这１８个月从始到终、重返嘉祐的

可能性逐渐消失、和解破灭的过程.

二、孤独的领袖:司马光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品格

按照苏轼的描述,司马光是在“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②的强烈呼声下,顶着“反对派领袖”
的光环重返政坛的,然而,若以政治派别领袖的标准衡量,司马光的很多做法都令人费解.

第一,他与同为新晋宰执的吕公著、范纯仁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司马光元丰八年(１０８５)五月

下旬回京,吕公著六月回,“自公著到京”,司马光与之“止于都堂众中一见,自后未尝私见及有简帖往

来”③.七月,吕公著升任尚书左丞,与司马光共事.元祐元年(１０８６)正月二十一日司马光病告,遗书

吕公著,末云:“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属于晦叔矣!”忧国之深,
寄望之殷,令人动容.然而读者在感动之余,却往往忽略了这封信的开头所透露的信息:“自晦叔(吕
公著字)入都,及得共事,每与僚寀行坐不相离,未尝得伸悃愊,虽日夕接武,犹隔阔千里也.今不幸

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觌之期,其邑邑可知.”④也就是说,司马光与吕公著在过去７个多月的时间里,从
未进行过面对面的闭门深谈.当然,他们可能会通过中间人交换意见,比如吕公著的长子希哲,曾经

被司马光召至府中问话:

　　元祐初,申公(吕公著)与司马温公同为左右相,温公久病不出,申公数于帘前荐吕大防、范

纯仁可大用.已而以大防为尚书左丞,纯仁命未下也,温公一日召荥阳公(吕希哲)至府第,谓公

曰:“范纯仁作执政固好,吕大防是韩缜宣抚判官,相公何故却荐作执政?”荥阳公即以意答公曰:
“相公且看即今从官,谁是胜得吕大防者?”温公默然久之,曰:“是也,都不如吕大防.”⑤

李焘因此感慨:“二公同时并相,其不相疑如此之深,其易晓如此之笃,前后任事所无也.”⑥即便

如此,这样重要的人事任命案,司马光与吕公著竟然事先毫不沟通,也是令人难以理解.又比如范祖

禹,作为司马光的学生、吕公著的女婿,也极有可能奔走于两人之间传递信息.但是,两个高层政治

人物之间如此缺乏交流,实在是不可理喻的,更何况,他们又面临着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
司马光与范纯仁之间也显然缺乏沟通.二人私交更笃⑦,书信往还密切.元丰八年三月至六月,

范纯仁在陕西任邠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昨在洛中,及至京师,两于河中递次得(范纯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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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书”.出任门下侍郎之后,司马光连修两书与范纯仁,其一谈到范纯仁的调动,“曩承就移庆帅,既
践世官,复修旧治,计尧夫(范纯仁字)必乐然就职,然士论所郁郁者犹多也”①,有暗示援引范纯仁回

京之意,而司马光也的确向太皇太后推荐了范纯仁②;其二恳请范纯仁“望深赐教,督以所不及.闻其

短拙,随时示谕,勿复形迹.此独敢望于尧夫,不敢望于它人者也”③.然而,司马光与范纯仁之间的

密切沟通,似乎在元祐元年闰二月范纯仁就任同知枢密院事之后就终结了.元祐元年四月,范纯仁

“以国用不足,建请复散青苗钱”④.至八月,司马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于帘外争曰:‘不知是何奸

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⑤.即使考虑到司马光病弱的身

体状况,二人之间的隔膜也实在令人诧异.
那么,司马光与吕公著、范纯仁在路线政策上的主张真的合如符契,不需要讨论吗? 司马光与范

纯仁在青苗法问题上的分歧,上文已经揭示.元丰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吕公著上札太皇太后陈述自

己的主张,七月一日夜,太皇太后将吕公著札子降付司马光,命他“看阅所陈更张利害,有无兼济之

才,直书当与未当,具悉奏来者”.司马光答以:“今公著所陈,与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所言无

有不当,惟有保甲一事,欲就农隙教习.臣愚以为便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⑥今考,吕公著札

子尚存,他与司马光“相符合”者是大方向———熙丰之法必须有所更张,具体到如何更张,二人的分歧

绝不于止保甲一法⑦.如何求同存异,司马光是需要和吕公著、范纯仁坐下来,深入讨论沟通的.然

而,这种沟通似乎从未发生.
第二,对于宰执中的熙丰旧人,这些后世公认的司马光的政敌,司马光没有明确的排斥行为.相

反,他公开承认蔡确、韩缜、章惇等人的顾命之功.元丰八年十二月,以神宗祔庙,宰执迁官,司马光

以“闲居西京”“不预顾命”连上两札坚辞,中有“宰臣蔡确等启迪神宗皇帝建立储贰,传授大宝,宜迁

一官”⑧之语.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遭受章惇的挖苦打击后,司马光的对策是请求章惇的好友苏轼

私下斡旋.«宋史苏轼传»载:

　　时光为门下侍郞,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

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

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⑨

虽然有太皇太后的支持,司马光在宰相府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在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罢相出

知陈州、知枢密院事章惇出知汝州之前,“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书历诸厅白之,故为

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光尝恳确欲数会议,庶几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枢密院的分立格

局则使得司马光无法插手枢密院事务,只能以“咨目”的形式向章惇提建议,比如:“子厚常言军赏误,
何时当与裁减改正? 边人立小功宜勿赏,此宋璟所以安开元也.”“封事太约,一篇止有两幅,吏去其

签,子厚欲有去取,既难得会议,彼亦有大利害,但请子厚欲去者去之,余令进入,贵早结绝.”司马光

建议归建议,章惇听不听就不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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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五八«与范尧夫经略龙图书»,第１２３１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补遗»卷三«奉诏荐举贤才奏»,第１６７０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五八«与范尧夫经略龙图第二书»,第１２３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第９３６６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第９３６７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八«看阅吕公著所陈札子»,第１０１６页.
吕公著札子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又见«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更张新法当须有

术».参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４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九«辞特转官第一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辞转官第二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上,第

１０３５、１０３６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０８１０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七,第９１４６ ９１４８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第８７３５页.



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刘挚曾经这样描述司马光的处境:“然光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所恃者惟

圣明特达之知,而庙堂同列,略无诚心以助光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妒忌、嫉害之心.夫嫉光者,
乃所以害政而利于己也.故每议一事,则须口舌纷纭而后能决;乃政令既下,则内外官吏犹怀疑畏,
持其两端,未肯悉心奉行.”①这应该是写实.比如,司马光主张恢复差役法,蔡确主导下的朝廷也的

确在元祐元年二月七日颁布敕书,宣布新制,但是,敕书在程序上却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破绽,“敕内止

坐司马光奏请、后画圣旨依奏,并无朝廷措置处分”②.这样一道敕书,摆明了是要引发各地官员的

“疑骇”,让他们明白“庙堂之上,议不合同,各有私贰,故卤莽行下.意欲引发异论之言,及要诸路申

请纷纷,指以为动摇之事”③.到四月间,韩缜罢右相之后,权力格局变得对司马光更有利,但问题是

司马光不久就陷入了长期的病告.
第三,新提拔的台谏官员,与司马光之间也不尽同调.前引苏轼与司马光争役法不合,抗言“岂

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的故事,出自苏辙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把这件事情看作苏轼

与司马光交恶的起因,认为“君实始怒,有逐公意,会其病卒乃已”;且云:“时台谏官皆君实之人,皆希

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则因缘以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

矣.”④照这个说法,司马光与台谏官的关系就是首脑与爪牙之间的关系.然而,苏辙作此说时,显然

忘记了他本人就是当时“台谏官”之一员,元祐元年二月十四日,苏辙出任右司谏,“始供谏职”⑤.若

“台谏官皆君实私人”,不知子由当何以自处?
右司谏苏辙于元祐元年二月丙戌(二十七日)上言哲宗与太皇太后,云:“今二圣拱默,恭己无为,

责成于执政大臣,大臣又皆偷合苟容,无足赖者.”其中明确包括司马光:“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

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苏辙对司马光的评价甚至不如他在同一奏札中给章惇的评价:
“枢密使章惇,虽有应物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苏辙建议太皇太后,“早赐罢免(蔡)确、(韩)缜二

人,别择大臣负天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⑥.苏辙所属意的宰相人

选,必“有过人之高才”,则断非“才不逮心”之吕公著、司马光,而是另有所指⑦.苏辙出任谏官,得到

了司马光的推荐,他却建议太皇太后另选高才以取代司马光,显非“君实之人”.因此,他的“台谏官

皆君实之人”的说法,李焘以为“恐有私意,难尽信”⑧,删而不取.台谏官在当时政治中的作用,请容

下节论述,此处可以定论的是,台谏官与司马光不尽同调.
司马光处理与上述三方关系的方式,显然不符合后世对那个时代的解读.对于政治同盟,他缺

乏必要的沟通;对政治上的敌人,他缺乏应有的警惕;应当倚为臂助的台谏官,他推荐的人选,在政治

上却并未与他保持一致.那么,应当怎样解释司马光的行为?
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司马光主动的政治选择,而他的政治选择则反映了他的政治品格.司马光

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 神宗的新法,而在政治风气上则是希望重返多元宽容.在元丰五年

的«遗表»当中,有司马光政改方案最简要的表达:“罢苗、役,废保甲,以宽农民;除市易,绝称贷,以惠

工商.斥退聚敛之臣,褒显循良之吏.禁约边将,不使贪功而危国;制抑近习,不使握兵而兆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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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正月丙辰条,第８７２９页.
此新除御史中丞刘挚“贴黄”中语.按右正言王觌的说法,则是“然敕内止是备录门下侍郎司马光札子,不曾经有司立成画

一条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第８８３２ ８８３３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第８８３２页.
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２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第８７８２页.苏辙任谏官至元祐元年九月十二日,参见孔凡礼:«苏辙年谱»,北京:学苑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４０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第８８１９ ８８２０页.
极有可能是苏氏兄弟的恩师张方平(１００７ １０９１),时年８０岁,也可能即指其兄苏轼.参见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全宋

文»第４５册,第５０５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第９３００页注.



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刻薄之俗,以复敦朴之化.”①这个政改方案包括政策调整与政风治理两

方面的内容,而政风治理的重要性不下于政策调整.政治风气,即“风俗”.司马光对于风俗的认识,
受到庞籍的影响,主要观点是风俗关系秩序的稳定,进而影响国家兴亡,风俗上行下效,靠在上之人

的引导②.对于熙丰以来的“风俗”之弊,司马光痛心疾首,他说:“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

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
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③因此,司马光给太皇太后的第一个政治建议就是开言

路,藉以端正政治风气.司马光衡量判断人与事的标准是是非,而非新旧、彼我.所以,在人事上,他
既不刻意排斥熙丰旧人,也不刻意拉拢元祐新晋.

而这种政治选择符合司马光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他是以做谏官的姿态做宰相,有意识地保持

着个人的孤立.出任宰执之后,司马光在自家厅堂里贴了一张“客位榜”: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缺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

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

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

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④

这则“客位榜”,司马光“亲书牓稿,揭于客位”,足见重视.“客位榜”让人联想起仁宗末年,司马

光担任谏官时对“谒禁”不近人情的执守.因为“谒禁”,他与同年好友范镇比邻居而不往来;与恩师

庞籍同城住,书信往还,至死不一见⑤.从“谒禁”到“客位榜”,反映了司马光严格的自律精神以及他

对自身完美形象的不懈追求.私第不语公务,又颇有“圣相”李沆之风.
然而,司马光在这个时候贴出这样一张“客位榜”,声明所有与公务有关者都必须通过官方渠道

上达,极有可能挫伤那些在熙丰时期受到排斥打击官员的积极性.可是,司马光却宁可冒此风险,也
要维护个人形象的无私与国家制度的公正,这一方面反应了他的自律精神;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

表明,司马光毫无集合熙丰怨气以为己用的企图;他重返政坛的目的单纯,就是革除弊政,修复政风.
与此相关联的,是司马光在推荐人才方面的动作迟缓和保守.同为新晋宰执,吕公著“见陛下有

意更张,而缺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辄有论荐”,态度积极,动作迅速⑥.而司马光则是在太皇太后降下

御前札子催促之后,才提供了一个２１人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司马光声明:只有６人是“臣素所熟

知”者;其余１５人“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臣虽与往还不熟,不敢隐蔽”.对于“素所熟

知”的６人,司马光各自给出了简明扼要的评语,而对于“往还不熟”者,则只列官衔姓名,不及其他⑦.
这个名单表明“司马光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标准加于他所看重的臣僚”⑧,它符合司马光诚实不欺、相对

保守的一贯作风.邵伯温说:“温公不立党.”⑨其说极是.
上述种种,其实正暴露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致命弱点———他缺乏政治斗争的实践经验,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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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五七«遗表»,第１２０２页.
这是一个需要专文探讨的问题.司马光本人对风俗的论述,见其早年作品«颜太初杂文序»、嘉祐七年«谨习疏»(«全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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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朱子全书»第１６册,第２４２８页.
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第３０５ ３１４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第８５５１ ８５５２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第８５５３ ８５５４页.«司马光集补遗»卷三«奉诏荐举贤才奏»(元丰八年六月上),时新

任监察御史王岩叟在１５人名单中.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司马光去世,左司谏王岩叟上言,其“贴黄”称:“臣平生未尝与光接,又未

尝受光恩,非私于光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第９４１７页)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３４页.
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６页.



治简单化和理想化了.苏辙对司马光有一个评价,正着说是“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
愚同敬”①;反着说则是“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②.这个批评相当中肯.司马

光批评王安石“足己自是”,“有人与之同则喜,与之异则怒,喜则数年之间,援引登青云,怒则黜逐摈

弃,终身沉草莱”③,以权势压迫官僚集团实现自己的主张,而他自己的做法却是正好相反的,他不要

同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梦想靠着高尚的道德、严格的自律来感化、影响其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
这种一厢情愿充分暴露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幼稚.

关于最后岁月的司马光,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便是他个人的内心感受.在１５年闲居之后

重返政坛,司马光义无反顾,他坚信“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④,也说过“天若祚宋,
必无此事”⑤来宣示自己的信心,然而在内心深处却不无忧惧,他用“黄叶在烈风中”的“危坠感”来比

喻自己的处境,这个比喻在司马光的笔下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他写给范纯仁的第二封信中:

　　光愚拙有素,见事常若不 敏,不 择 人 而 尽 言,此 才 性 之 蔽,光 所 自 知 也.加 之 闲 居 十 五

年凡朝廷之事,未尝挂虑.况数年以来,昏忘特甚,诚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
特异于常,义难力辞,黾勉就职.故事多所遗忘,新法固皆面墙,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

四,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 又为世俗妄被以虚名,不知其中实无所有.上下责望

不轻,如何应付得及?⑥

另一次是他在六月三日写给留在老家夏县的侄儿的信中:

　　叔五月二十三日到京光近蒙圣恩除门下侍郎.然光素无才能,加以衰老,久在沈

散,绝望显荣.一朝升擢,出人意表,举朝之人悉非旧识,逆见忌嫉者何可胜数? 而独以愚直之

性处于其间,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 是以受命以来,有惧而无喜.⑦

范纯仁与家乡子侄皆司马光亲近之人,信中所表达的“危坠”之感,应当是司马光在彼时最真实

的感受.隐藏在“危坠”感背后的,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１５年的疏离已经造成了司马光对开封政

情、人事的高度隔膜.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朝廷的各项制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司马光对新法

只有耳闻目睹的印象,没有深入其中的经历和了解,“故事多所遗忘,新法固皆面墙”.制度不熟,人
亦陌生,“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举朝之人悉非旧识”,都是实话.对于大部分朝中士大

夫的品性、作风,司马光知之甚少.换句话说,司马光所能依靠的人才是相当有限的,他没什么“自
己人”.

我们可以为生命最后时光的司马光画一幅简单的素描:体弱多病,内心充满忧惧,孤独地挺立在

熙丰旧臣与元祐新晋之间,与双方都保持距离,一方面要推翻全部新法,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官僚集团

的团结,目标明确,立场坚定,对于政治斗争复杂性既缺乏经验又不屑一顾.“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

马”⑧.朝野上下无数人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司马光身上,熙丰失意人奉他为领袖,而这个领袖,却没

有自己的队伍.一言以蔽之,司马光是孤独的领袖.这样一个孤独的领袖怎么可能有能力主导如此

复杂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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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第８９８７页.
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一二«颍滨遗老传(上)»,第１０１８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五七«遗表»,第１２０３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七四«迂书无为赞贻邢和叔»(元丰八年正月十九日作),第１５１７页.
司马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五引孙升«君孚谈圃»,第８５０２页.孙升哲宗朝曾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宋史»卷三

四七有传.此句,«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作“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第１０７６８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五八«与范尧夫经略龙图第二书»,第１２３１ １２３２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补遗卷九«与侄贴»,第１７５７页.
此句出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苏文忠公集东坡集»卷八).作于元丰八年的«与滕达道第六书»(«苏文忠公集东坡

续集»卷四)又提到此诗,自以为“诗谶”.



三、太皇太后的权力实习与台谏官

在元祐政局走向加剧分裂的过程中,台谏官起了重要的推手作用,使台谏官得以发挥作用的,是
太皇太后的信任和依赖.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信任的建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太皇太后学习

掌控最高权力的过程,也是司马光对太皇太后的影响力相对衰减的过程.
从现存文字来看,元丰八年三月到六月,也就是司马光入相之前与初期,太皇太后与司马光之

间,主要靠内侍往来传递信息.此类交流不可能全都落实在文字上,即便如此,«司马光集»还是透露

了这种交流的频密程度:元丰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入内供奉官梁惟简传太皇太后宣谕,要司马光“毋
惜奏章,赞予不逮”.次日,司马光上«谢宣谕表»①.五月“十五日平明,准入内内侍省递到太皇太后

御前札子一道”,催促司马光“早至阙庭”②.此时,司马光已回洛阳.五月二十三日,司马光到京,太
皇太后随即派“中使”前往,“以五月五日(求谏)诏书”赐司马光“看阅”③.五月二十八日,司马光上札

辞门下侍郎,太皇太后随即“差御药吴靖方宣召”,令其接受告身.司马光欲上札再辞,“未上间,中使

梁惟简赐手诏令受,传宣云‘再降诏开言路,俟卿供职施行’”,光“遂止不上”④.七月一日夜,太皇太

后又派人将吕公著讨论时事的札子送给司马光,命他“看阅所陈更张利害,有无兼济之才”,嘱他“直
书当与未当,具悉奏来”⑤.

进入七月之后,司马光与太皇太后之间借助内侍的交流,在现存文字中就不多见了.这种“不多

见”,我以为,应当代表着事实上的减少.原因不难猜度,一方面,司马光已经入相,双方有了制度化

的定期见面机会.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司马光具有严格的自律精神,他更倾向于制度规范内的交

流方式.
作为赵宋朝廷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太皇太后必须“速成”学习操控最高权力.元丰八年八月,

司马光曾经上言:“向者执政请听臣僚上殿,陛下谦退,以为国家政事多未习知,臣僚欲言事者,自有

章疏,何必上殿?”⑥可见,太皇太后当时还在有意识地避免接见宰执以外的臣僚,包括台谏官.太皇

太后之所以选择尽量少地接见臣僚,也很少批出台谏章疏,可能有藏拙的成分———太皇太后曾经直

言她娘家侄子高公绘不识字⑦,高家男子尚且如此,高太后从小所受的教育应当有限,她的教育应当

主要得自宫廷⑧.高太后幼年入宫,成年之后经历过英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即位过程,以及英宗

朝濮议纷争之下后宫母子婆媳间的明争暗斗,对权力的价值应当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但是,英宗

朝太短,神宗英武,政自己出,所以,在神宗去世之前,太皇太后从未有过操控权力的机会,她需要

学习.
太皇太后是女性、临时的皇权代理人,由于性别、道德伦理与制度等多重因素的束缚,她所能利

用的学习渠道相对有限.成年皇帝可以利用的制度化渠道,比如经筵、翰林学士的召对等等,太皇太

后都很难利用.她所能利用的渠道,主要包括宰执奏札、台谏官章疏,以及与宰执、台谏的面对面交

流⑨.宰执之中,太皇太后与熙丰旧人蔡确、章惇等观念不同,也就谈不上信任.她所能信任、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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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六«谢宣谕表»,第９８１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七«谢御前札子催赴阙状»,第１００６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七«乞改求谏诏书札子»,第１００８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七«辞门下侍郞第一札子»«第二札子»,第１０１０、１０１１页.
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四八«看阅吕公著所陈札子»,第１０１６ １０１７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第８５８９页.
哲宗初立,邢恕为高公绘画策,“乞尊崇(哲宗生母)朱太妃,为高氏异日计”,太皇太后“诘之曰:‘汝素不识字,谁为之者?’”.

见脱脱等:«宋史»卷四七一«奸臣邢恕传»,第１３７０３页.
此点蒙邓小南老师提示,谨此致谢.
司马光对英宗和神宗的教引,见 XiaobinJi,PoliticsandConservatisminNorthernSongChina:TheCareerandThought

ofSimaGuang (A．D．１０１９ １０８６),chapters５&６.



是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司马光则是她最信任的“导师”,而司马光也给了她持续不断的指导①.
台谏官是太皇太后的另一群“导师”.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来看,到元祐元年闰二月,太

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的接触开始变得密切起来.闰二月初一日,右司谏苏辙上言乞罢蔡确、韩缜,左
正言朱光庭奏乞“退三奸(蔡确、章惇、韩缜),进三贤(司马光、范纯仁、韩维)”②.二日,蔡确罢,司马

光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郞.五日,右谏议大夫孙觉、右司谏苏辙进对,有旨:“俟帘下,内臣尽出,
方得敷奏.”③九日,新任左司谏王岩叟初入对,更以设问的方式,面授机宜,教导太皇太后应当怎样回

答各种“或有曰”,以应对章惇等人可能的质疑④.二十八日,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朱光庭进对,太皇

太后的下面一番指示,已是谙练老手了:“知卿等公正,不由执政用卿,朝廷有缺失,一一言来,但安心

言事.太皇太后垂帘,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时,若非台谏公正、忠孝,及执政得人,一耳目何由得尽

知天下事? 谓之执政,若不执奏事,却要何用? 台谏官若畏避,何以立事?”⑤

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逐渐形成相互配合的关系:台谏官提出意见、建议,太皇太后接受意见、
建议,转而向宰执问责.比如,元祐元年六月二日,司谏王岩叟批评王存带职不当,其奏札“贴黄”云:

　　王存元是龙图阁直学士,因何便带枢密直学士? 令改正施行,亦足使奸臣知惧,不敢公然欺

罔陛下矣! 陛下近因韩绛辞免宗师除命,遂从其请,恩义不伤,事体以正,中外之人,无不仰望

圣意.
次日,太后御批:“兵部尚书王存,元是龙图阁直学士,近因复带职,何故却除授枢密直学士? 可

具因依进入.”几乎照录“贴黄”.中书省解释之后,太后又作御批,继续质问,其核心是“闻王存旧带

龙图阁直学士,虽曾除枢密直学士,缘当时辞免不曾受告,若依新除指挥,合与不合便除未受告之

职?”所提问题与提问方式亦均出王岩叟二日奏札,奏札原文如下:

　　伏睹三月二十八日圣旨,其见任职事官有旧带待制以上职者,并还旧职.窃见兵部尚书王

存旧带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后及二年,乞补外郡.朝廷除枢密直学士,令再任.存坚恳辞

免,竟不曾受告,只自龙图阁直学士迁兵部尚书.今既立法许职事官带旧职,则王存止合带龙图

阁直学士,不合带枢密直学士,岂可以不受告之宠名,便为已曾带之旧职?
值得注意的是,王岩叟在“贴黄”中表扬太皇太后处理韩宗师升职案得体,同时提醒她要警惕“奸

臣”“公然欺罔陛下”,而太皇太后在就王存带职案对中书省质疑无果之后,果然当面质问门下侍郎吕

公著:“主王存者谁邪?”⑥语气咄咄逼人,充满自信,所问内容流露出对宰执的不信任.
在太皇太后的指示下,台谏官章疏中的文字甚至进入“词头”,成为中书舍人草诏的依据.苏轼

是当时的中书舍人之一⑦.比如,元祐八年五月,御史弹劾苏轼任中书舍人时在制词中指斥神宗,苏
轼自辩云:

　　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大奸数人,所行诰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

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责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

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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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元丰八年十月,司马光教导太皇太后要敢于在“群臣有所见不同,势均力敌莫能相壹”的时候,“特留圣意,审查是非”,
加以裁断.十二月,司马光又上札子,具体指导太皇太后,当“执政之臣有议论必不可合者”,要“许令各具札子奏闻”,然后“精察

其是非可否,以圣意决之.或于帘前宣谕,或于禁中批出,令依某人所奏”.见«司马光集»卷四十九«乞裁断政事札子»«议可札子»,
第１０３２ １０３３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第８８５２页.
原文系于甲申日,据校勘记,“应为癸巳日初五”.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第８８６６、８８８９页.
王岩叟教太后对答事,不全在此日,李焘“择其善者,附初对时”.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第８８８４ ８８８５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第８９５３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九,第９１９６ ９１９７页.
苏轼于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免试为中书舍人.参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７１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四,第１１５０５ １１５０６页.



太皇太后与台谏之间的沟通方式有两种:当面交谈与书面往复.太皇太后的垂帘听政在双日举

行,隔日发生,频率极高①,然而如上文所引,闰二月五日,有右谏议大夫孙觉、右司谏苏辙进对,九日,
王岩叟首次以左司谏的身份入对.则太皇太后显然又常常在单日接见台谏官,当面讨论问题.台谏

官上殿,对所欲讨论的主要问题,通常写有札子,当面奏进;不及上殿,亦可专具奏札,随时进呈.比

如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其贴黄称:“昨者,本候上殿面奏,新过大礼,未有班次,又
虑稽缓不及于事,故具简牍,伏望鉴察省览讫,特赐留中.”②对于台谏官的书面上奏,太皇太后可以当

面宣谕,亦可书面批示.苏辙自述“臣六月中与王觌上殿言张璪非次进用文及甫、韩宗师,欲以结文

彦博、韩维为自安之计.”太皇太后当时即有批示,“德音宣谕,但以璪久经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

礼.”至八月八日,苏辙再次上奏,以书面方式提醒太皇太后应当尽早逐去张璪.同日,王觌亦上札论

张璪欺罔③.八月十四日,“王岩叟、朱光庭入对延和殿,岩叟进札子”.王岩叟再度提起张璪之事,
言:“臣累言奸邪之状,指张璪事,皆有实状,陛下必经圣览.此人在左右不便.”而太皇太后答以“已
曾谕卿,自有时节,不须更著文字”.可见此前太皇太后与王岩叟之间的交流频度④.书面往复与当

面交流这两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高密度的连续信息流,成为太皇太后了解、判断政治人物、政
治形势的重要参考.

根据李焘从王岩叟的«朝论»中复原出来的对话可以窥见,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交流的内容非常广

泛,涉及熙丰旧宰执的评价与去向、朝廷人事制度与重要职位的选任、对熙丰政坛风云人物的清算等

等.元祐初期台谏官与太皇太后之间的信息交流,不仅频率高、内容广泛,而且常常涉及暧昧难明、
已萌未形的机密之事.比如,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尚书左丞李清臣可能的集体辞职一

事.八月八日,右司谏苏辙在奏札中指出“臣闻璪意欲候过明堂大礼,求出补外”,劝太皇太后顺水推

舟,“早从其请”⑤.九月八日,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又言“今大享礼成,风闻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

事安焘、尚书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辞位”,建议太皇太后“于三人中罢璪,所以安天下;留焘与清臣,所
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遗旧臣之意”⑥.张璪辞职,苏辙乐见其成,三人同退,则可能影响朝廷施政,并
引发薄待先朝旧臣的讥评,刘挚担心太皇太后不知所措,因而代为筹划备至.然而,“意欲”,“皆欲”,
“欲”者,打算,想要,并未形成事实.所以,无论是张璪辞职,还是三人同退,都是建筑在“风闻”基础

上的猜测.尽管台谏官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是仅凭猜测就断定三人之恶意,则未免诛心之嫌.然

而,就是在这样的信息交流之中,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的拉近了距离,增强了信任.
而台谏官非常自觉地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并将清算熙丰旧宰执作为奋斗目标.比如,监察御史

王岩叟尝言“不屏奸邪,太平终是难致”,对熙丰旧宰执采取完全否定、坚决打击的态度,甚至不承认

蔡确、章惇对哲宗有顾命之功⑦.又如,苏辙“前后六上章论(韩)缜过恶,乞正典刑”,以为君子小人如

“冰炭不可一器”⑧.这种极端态度,与新晋宰执的政治目标并不一致,包括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在

内的宰执都主张(至少是不反对)和解.至少从表面上看,新晋宰执与台谏官之间的分歧是“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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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三月乙卯拟定的“御殿及垂帘仪”规定:“皇帝双日御延和殿,垂帘,日参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并
再拜.三省、枢密院奏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第８４６２页.又,元祐二年三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曰:“太皇太后双日

垂帘听政.”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第９６７５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第９４２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五,第９３７３、９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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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五,第９３７４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第９４２１页.
«宋史王岩叟传»载:宰相蔡确为裕陵复土使,还朝,以定策自居.岩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继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

太后先定于中,而确敢贪天自伐.章惇馋贼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盖与确等.近帘前争役法,词气不逊,无事上之礼.今圣政不

出房闼,岂宜容此大奸犹在廊庙!”于是二人相继退斥.见脱脱等:«宋史»卷三四二«王岩叟传»,第１０８９２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元祐元年三月戊辰条,第８９８７页.



的”:宰相大臣年龄更长、资历更深、政治经验更丰富,因此容纳性更强,政策主张相对保守;台谏官年

龄更轻、资历较浅、政治经验相对较少,因此更倾向于坚守抽象的道德原则,攻击性更强.这种“代际

分歧”在濮议中曾经出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深思,作者拟另文专述,此不赘言.
这里的关键在于,台谏官的政治态度对太皇太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对于熙丰旧宰执的

“受遗”之功,太皇太后在台谏官的引导之下,就慢慢地改变了看法,从“承认并有所顾忌”转向了“不
承认并感到其中所隐藏的威胁”.元祐元年闰二月,王岩叟劝太皇太后逐蔡确,二人之间曾有如下

谈话:

　　上又曰:“止为他受遗.”对曰:“启陛下,不可受遗后长占定此地位.况自太皇太后已定大

议,此辈只是请得熟成,滥为受遗,其实何功之有? 假令受遗,不知比韩琦如何? 韩琦厚陵复土

后,先帝坚留,至竟求去.”①

右正言王觌则更进一步否定了蔡确的“受遗定策”之功,以为,哲宗之立“皆太皇太后之圣德也”,
蔡确等人乃是“贪天之功,妄自张大,盗取受遗定策之名以自负”②.王觌把熙丰旧宰执所声称拥有的

“受遗顾命”之功,定性为与太皇太后争夺拥立哲宗的功劳,这一点,足以引发太皇太后对蔡确等人的

嫉恨.

四、“务全大体诏”:新晋宰执与台谏官的较量

司马光等新晋宰执希望和解,然而台谏官却主张清算.元祐元年春夏,围绕着一则诏书,双方发

生了一场激烈的较量.诏书产生于元祐元年六月甲寅(二十八日),主旨是“务全大体”,故可称为“甲
寅诏书”或“务全大体诏”.诏云:

　　朕惟先帝临御以来,讲求法度,务在宽厚,爱物仁民.而搢绅之间,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

旨掊克,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积其源流,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也.敕

正风俗,修振纪纲,兹出大公,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巨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
不复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为,御众以宽,有虞所尚,为国之道,务全大体.应今

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归美俗.布告中外,
体朕意焉.③

“务全大体诏”相当于一次专门针对官员的大赦,是一个明确的和解信号.诏书出台的背景是

“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从罢去”④.蔡确、
章惇已经离开宰执岗位,吕惠卿也得到了应有的处分,这就是诏书中所谓“罪显者已正,恶巨者已

斥”.既然如此,清算便应到此为止,从今以后,“应今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
从表面上看,“务全大体诏”的产生过程非常简单:六月壬子(二十六日),“内出手诏付三省枢密

院”,命“可仿此意作诏书,布告中外”.“手诏”的主要内容如下:

　　向者朝廷讲求法度,务以宽厚爱民,而搢绅之士,往往不原朝廷本意,速希功赏,有误使令.
或议法失当,或掊敛毋节,或奸回附势,或讲事饰非,或多结权贵,或力举边事,残民蠹物,久益知

弊,致使群言交攻不已.苟非澄肃,必紊纪纲.止以其罪显者乃行竄逐,自余干涉之人,夙夜怵

惕,不无忧虞.予当新政,务存大体,一切示以宽恩,更不追劾,咸使改过自新,各安职业.可仿

此意作诏书,布告中外.⑤

“务全大体诏”充分反应了“壬子手诏”的意图.“手诏”自“内出”,表达了太皇太后的旨意,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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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第８８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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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公著:«上哲宗论更张新法当须有术»,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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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起了推动作用的,是次相吕公著和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当时的三省、枢密院,首相司马光在

病告之中,次相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张璪,尚书左丞李清臣,右丞吕大防;知枢密院事安

焘,同知范纯仁.
事实上,“务全大体诏”的出台绝非如此简单,中间颇多曲折,经历了从四月下旬到六月上旬的一

个多月的时间.直接触发了壬子手诏和甲寅诏书出台的,是两件事:一是范纯仁为邓绾辩解事件,一
是吕公著救贾种民事件.

邓绾以颂新法得官,曾任谏官,又长期任职御史台,为新法鼓吹张目.后因为王安石“乞恩泽”遭到

王安石和神宗的唾弃,被贬出朝,徘徊地方.哲宗即位,邓绾“复待制,又复龙图阁直学士”,自邓州徙扬

州.新任殿中侍御史林旦①论其“人质猥下,天性 佞”,主张“特出圣断,重行诛殛”.于是改邓绾知

滁州.林旦仍不满意,继续追打,“乞尽削官职,置之散地,终身不齿,以谢天下”②.这是四月间的事.
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因“言事官弹奏邓绾责降”,在太皇太后帘前力争,又上疏言:“邓绾贬出,后

来屡经赦宥,牵复至此.今自邓州移扬州,盖为曾孝宽所冲,且非进用,自是言者不须更有论奏,朝廷

亦不须再行贬责.况陛下临御以来,先朝旧臣虽有往咎,皆蒙天恩含贷,岂独绾可深罪? 徒使人心反

侧,不能安职,无益清净之化.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其邓绾已经先朝责降,今来台官文字,更不施行.
如此,则圣度包荒,广如天地,负往咎者,咸得悛改,怀反侧者,皆可自安,所系朝廷治体不细.”

范纯仁的上疏打动了太皇太后,她“遣中使密赐手诏”给范纯仁,表达了“欲降一诏书,一切示以

宽恩”的意图:“览卿所奏邓绾事,诚为允当.朝廷以向者附会掊克中最显者,已行放黜,盖当时希世

苟合、言利进身者甚众,朝廷若人人而责,则事无穷已,似非安静之术,使向来附会干涉之人,日夜恐

惧,不能自安.欲降一诏书,一切示以宽恩,更不行遣,当各安职业,改过自新.欲作此意度行下如

何? 卿更子细相度,具可否,亲书实封进入.”范纯仁得诏,以为“此甚圣德臣伏读诏旨,忻欢感叹

之不暇,岂复更有愚见可助睿明? 便望只以此意付之词臣,更使敷衍润色,以成训诰之美,垂之万世,
永为帝范”③.

邓绾自邓州除扬州在四月四日,四月二十八日,绾卒.范纯仁与太后的讨论当发生在四月中下

旬左右,太后当时虽有盛德美意,“以慰反侧”的诏书却并未产生.到了六月,又发生了吕公著救贾种

民事件.贾种民在神宗朝为法官,元丰二年治陈世儒谋杀所生母案,“挟情于上殿札子增易语言事

节”,企图打击吕公著,幸而神宗明察,吕公著得免,贾种民也受到了并不严重的处分④.元祐元年五

月,又是林旦旧事重提,弹劾贾种民“舞文深酷之罪”,请求予以惩戒,而吕公著以德报怨,称“今臣方

在相位,而种民得罪,恐所惩者小,所损者大,非所以示天下”,极力为贾种民争取薄责⑤.太后因而感

动,“复欲下诏”,于是便有了六月甲寅“务全大体诏”的出台.
李焘据«吕公著家传»复原“务全大体诏”的缘起如下:

　　始,邓绾责滁州,言者未已,范纯仁劝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诏,以慰反侧,既而中

辍.及吕公著救贾种民,太皇太后复欲下诏,公著以为当然,遂从之.或谓公著曰:“今除恶不

尽,将贻患他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尽

使自弃耶?”⑥

传递和解信息的“务全大体诏”遭到了台谏官的激烈反对,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史林旦、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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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三月己卯“考功员外郎林旦为殿中侍御史,承议郎韩川、权发遣开封府推官上官均并为

监察御史,从御史中丞刘挚之举也”(第９０２４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第９１０２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五,第９１０２ ９１０３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第７３５９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第９２４４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第９２４９页.



御史上官均、左司谏王岩叟、右正言王觌纷纷上疏,猛烈攻击.台谏官对“务全大体诏”的批评集中在

两点:第一,认为它是“戒言之诏”,“虽名为安慰罪人,其实乃约束言者”①;第二,认为“务全大体诏”是
对前一阶段政治整肃的否定,“若惩一二奸臣而以同类恐惧为疑,又为善辞以慰劳之,则是行姑息之

政”②;第三,认为诏书将引发人心动荡,“窃思降诏之后,老奸宿邪则安矣,而忠臣义士必不自安”③.
台谏官的言辞表明,他们对于新旧矛盾的定性是“忠奸”矛盾,完全不可调和.

由于台谏官的强烈反对,“务全大体务全大体诏”“逾旬乃宣布耳”,“下诏以六月二十八日甲

寅其颁降则在七月十一日”④,并且删去了“言者勿复弹劾”六字⑤.这六个字的删除,使得诏书

的和解意图大打折扣.
八月间,台谏官重提吕惠卿违赦出兵事,成功地激起了太皇太后对已经罢相的蔡确等人的怨恨.

吕惠卿事即“务全大体诏”中所言“或妄生边事”者.元丰八年三月六日哲宗登极赦书,明令“应缘边

州郡,仰长吏、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静守疆场,勿令骚扰”,而“知太原府吕

惠卿辄于四月中旬被受赦敕之后”,两次派兵入西夏境内讨荡,“公违诏赦,擅出师旅”⑥.元祐元年六

月十八日,在台谏官的声讨围剿之下,吕惠卿落职,降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而

台谏官对于这一处理并不满意,“二十日,四谏官会于兴国之戒坛,列章再论罪大谪轻,公议未厌,乞
重行诛窜”.同日,太皇太后“只于谏章后批出”,云:“惠卿罪恶贯盈,虽已施行,而台谏弹纠不已,不
可令处善地.宜贬窜一远小处,以塞公议.”⑦六月二十五日,“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

置,不得签书公事”⑧.中书舍人苏轼草制,特别强调了违赦出兵一事的恶劣性质:“迨予践祚之初,首
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⑨

按道理讲,对于吕惠卿违赦出兵一事的处理,到六月二十五日已经结束,“其罪显者乃行窜逐”,而太皇

太后对这个处理结果也感到满意,觉得可以适合而止了,所以,她才会在第二天颁下“壬子手诏”,宣布对

“自余干涉之人一切示以宽恩,更不追劾,咸使改过自新,各安职业”.然而,台谏官员对于“适可而

止”显然是不满意的,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攻击“务全大体诏”,并于八月再次对吕惠卿穷追猛打.
吕惠卿出兵,虽然违赦,但确有两道中书札子以为凭信,其一是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七札子,其二

是元丰八年三月十六日札子,两道札子皆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元祐元年八月八日,右正言王

觌上奏,指两道中书札子皆属浑水摸鱼,骗取圣旨.所持理由是:“去年二月二十七日,正是神宗违豫

多日,人情忧恐之时,不审三省、枢密院如何得同奉圣旨择利用兵?”而“三月十六日正是神宗上仙二

七日,圣情哀痛之时,不审三省、枢密院如何同奉圣旨用兵讨杀”? 王觌提醒太皇太后:“其时三省、枢
密院臣僚七人,内蔡确、韩缜、章惇、张璪四人皆惠卿之死党,惠卿虽在外,欲有所为,则四人者合谋一

意而莫之逆也.其余备员固宠之人,安能独正其事哉!”王觌又启发太皇太后回忆两次“三省、枢密院

取圣旨因依”,并大胆推测“若其时三省、枢密院奏陈之际,不为大事而仅同细务,则璪等欺罔之情状

又可见也”,暗示三省、枢密院将出兵大事混做“熟事(常规政务)”,趁乱欺瞒太皇太后,骗取圣旨.
如果说八月八日王觌之说还只是推测,那么,到了八月十四日,王岩叟、朱光庭的延和殿奏对当中,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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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等骗取圣旨就已经从怀疑、推测变成了确定的结论:

　　(朱)光庭奏:“惠卿擅兴兵事,蔡确、章惇等欺罔.方先帝弥留,何以画圣旨? 盖要应副惠

卿,所以如此.”(王)岩叟又曰:“先帝二七日晏驾,太皇太后陛下正是哀荒之际,作熟事进呈,画

下圣旨去兴兵.”太皇太后曰:“恁时那里理会得,只做熟事来谩过!”①

“恁时那里理会得,只做熟事来谩过”,太皇太后的愤怒之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蔡确、章惇之不忠已

成定论.
相较于宰相大臣,太皇太后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接受台谏官的说法.她曾经利用台谏官质疑宰

相.八月辛卯(六日),太皇太后谕辅臣曰:“台谏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当.”参与会议并发言的有司

马光、吕公著、韩维、李清臣②,而台谏官向太皇太后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绝不和解.

五、“人才实难”的真相

吕公著等劝太皇太后发布“务全大体诏”,实行政治和解的理由之一是:“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
岂尽使自弃耶?”③“人才实难”,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元祐元年二月七日颁布敕书,恢复差役

法.如此关涉全国的大规模政策调整,竟然事先没有制定实施细则,“不曾经有司立成画一条目”.
这种疏忽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才匮乏有关.司马光当时试图倚靠的,竟然是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曾布,
而曾布断然拒绝:“司马光为政,谕令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

易,义不可为.’”④曾布的回答可谓掷地有声,绝不诡随.
“人才实难”的实质是新路线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人才的结合问题.神宗朝近２０年,到哲宗即

位、司马光上台时,几乎所有年富力强的官员都是在王安石路线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所受的教

育、所习惯的思想和工作方式,都来自王安石 神宗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刘子健先生所谓

“仕进型”的官员,并无崇高理想,关注个人仕途超过其他,因此能恪尽职守,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⑤.
对于王安石 神宗的政策路线,他们只是习惯性地遵守,并无特别的固执.因此,其实不能把他们简

单地视为熙丰旧人,更不能把他们当作新路线的绊脚石.如果按照六月甲寅的“务全大体诏”,对于

他们在熙丰时期所犯的错误不予追究,那么这些人就都是可用之才.相反,若弃此类“熙丰旧人”不
用,那么“人才实难”的困境则必不可免.

然而,在台谏官的推动下,“务全大体诏”最终成了一纸空文,新旧之间的矛盾继续向更大规模扩

展.兹举杜纮的个案为代表加以阐释.
杜纮,神宗末年为刑部郎中,元祐元年五月,任重修元丰敕令格式所详定官,同月,“已降敕命同

黄廉相度茶法”,未赴⑥.七月癸未,杜纮迁右司郎中.八月,右司谏苏辙两次上疏弹劾,表示反对.
耐人寻味的是,五月间,御史中丞、详定元丰敕令所刘挚曾经表扬杜纮“晓习法令,同辈少比”,以为难

得之法律人才.当然,刘挚有刘挚的部门利益,其时“重修元丰敕令格式方始置局,杜纮职在详定”,
刘挚是详定所的负责人,自然希望留任杜纮,令得“尽详定之效,庶几编敕早见成书”⑦.即便是对杜

纮人品极度鄙薄的苏辙,也并不否认杜纮是法律专才.所以,苏辙对杜纮的攻击集中在两个方向:第
一是杜纮的“变节”:“初修«熙宁编敕»,纮与其议,害民之法,皆经其手.今为详定官,奋笔改更,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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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略无愧耻,翻覆随时,一至于此.”第二是杜纮与已经定性的熙丰时代恶臣的历史渊源:“兼与杨

汲、崔台符共事岁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报过公事,事干官员,皆刑部下法,朝廷近以所断多有枉滥,
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既以官长被罪,如纮等皆其属官,朝廷虽阔略不问,至于非

次擢用,岂宜遽以及纮?”①

苏辙对杜纮的指责具有恶劣的象征意味:倘若严肃追究,除非是像苏辙兄弟这样在熙丰时期遭

遇贬斥的官员,谁又能逃脱“变节”的指控②? 在国家政策中,行政官员是政策细节的参与制定者和实

施者,他们不掌握施政方向.就神宗朝而言,掌握施政方向的,在熙宁时期是神宗和王安石,在元丰

时期是神宗本人,其他人只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因此,当朝廷的施政方向发生大逆转,前所是者

今所非,官员欲保其禄位,“变节”在所难免.对于所有在过去１９年里获得升迁、建立功名的中下层

官员来说,指责杜纮就等于指责他们自己.考虑到苏辙弹劾杜纮的时机不是在他就任详定元丰敕令

之时,而是在他获得升迁之时,苏辙的批评则不仅苛刻,而且有一种堵塞杜纮之流升迁的故意,而杜

纮之流,基本上等于当时中下级官员的绝大多数.
台谏官错误地定义了矛盾的性质,反对和解,将打击面扩大到中层,动摇基础,而司马光毫无办

法———他只是精神层面的领袖,没有队伍,缺乏能力,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和孱弱的身躯.

代结论:“先帝圣意”必然引发的混乱

事实上,何止杜纮这样的中层官员,即便是蔡确、章惇这样的高层,也无法对神宗朝的政策负起

主要责任.苏辙本人就说过:“先帝以绝人之资,独运天下,特使此等(指神宗后期的宰执)行文书、赴
期会而已,至于大政事议论,此等何尝与闻? 小有罪犯,辄罚铜谢过,为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
不应如此.”③真正应当对错误的政策路线负责任的,其实是神宗本人和王安石.然而,清算先帝的错

误,却是像苏辙这样的台谏官做梦都不想的.
对于熙丰弊政,苏辙也主张改,但是他的任何更革主张,都是假称“先帝本心”“先帝遗意”的.比

如讨论西北问题,苏辙是这样说的:“臣又闻兰州、五寨,取之则非先帝本心,弃之则出先帝遗

意.”④兄弟同心,中书舍人苏轼草«吕惠卿贬建宁军节度副使制»,则用文字塑造了一个无辜的“先皇

帝”形象:“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知,谄事宰辅,同升庙堂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如转

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反复教戒,恶心不

悛.”⑤为神宗傅粉,迹近诬枉.而此前中书舍人范百禄草吕惠卿分司南京制,云:“朕承先帝大烈,惧
弗克胜,而法弊不可以不更张,民劳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为厉阶.”左仆射吕公著“恐彰先帝之

失”,命范百禄改词⑥.
而在事实上,“彰先帝之失”,或者退一步更准确的说“承认先帝有失”,对于神宗之后的政局调整

都是至关重要的.惩处违法犯禁、罪行昭彰的个别官员,与揪斗宰执级的大臣,是两个层次的问题.
前者作为清理官僚队伍的正常行为,可以得到理解和接受;而后者则极易引发整个官僚队伍的恐慌,
并且触发整个社会对于先帝的质疑.“先帝”有失,人所共知.不承认先帝之失,但却在先帝的时代

揪出这样罪大恶极、祸国殃民的宰相大臣,只会引起思想混乱.
最聪明简便、不易引发混乱的做法,是从先帝的言辞中找寻“悔咎”“欲改”的蛛丝马迹,从而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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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转换成“承先帝之志”的孝道行为.这样的努力,有人做了.比如元祐元年闰二月,殿中侍御史吕陶

言:“臣尝观去年正月甲辰诏书,乃曰:‘嘉与四海,洗心自新.’则先帝彼时已知法之为敝,有欲改之意

矣.”①司马光没有采取吕陶这样迂回的方式,而是直截了当地承认先帝有失.司马光的改先帝之过的

理论,最为人熟知、遭人诟病的,是“以母改子说”.其说出司马光于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献给太皇太

后的«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然而细审文意,这篇文章的核心绝非“以母改子”,而是“干父之蛊”.
司马光指出“天子之孝”不同于普通人的孝道,“天子之孝,在于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因

此,对于先皇的做法,要区别对待,“无害于民,无损于国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必若病民伤国,岂可

坐视不改哉!”«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蛊者,事有蛊弊而治之也.“干父之蛊”,“迹似相

违,意则在于承继其业,成父之美也”.司马光还对“先帝之志”与实施结果进行了切割:“先帝之志,
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竟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到
此为止,司马光完成了对“干父之蛊说”的构建,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区分了“天子之孝”与“庶民之

孝”,“承父之业”与“承父之迹”,“先帝之志”与“先帝之治”,从而成功地证明“干父之蛊”、改革先帝弊

政是一种孝道行为.
文章到此,实际上已经完成.临到结尾,司马光又说:“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权同行处分,是

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②这句画蛇添足的话,所表达的,是对太皇太后的鼓

励;所流露的,是司马光对于神宗的不满情绪.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于经无据,妇人有三从之

道,母亲何曾有改子之义? 于理不合.“以母改子”,将路线调整视为太皇太后与神宗母子之间的事

情,将置小皇帝哲宗于何地哉③! 以儒学修养论,“以母改子”断非司马光之本意.
然而即便是“干父之蛊说”,司马光要皇帝来承担责任,承认先帝所为“有蛊弊”的理论④,也不能

为哲宗和主流所接受.元祐元年七月,年幼的哲宗在延和殿接见夏国使臣,使臣“辄妄奏曰:‘神宗自

知错.’上起立变色,怒”⑤.神宗如无过,何必改焉? 神宗与王安石一脉相承,是思想上的父子,不能

清算神宗便不能清算王安石,所能做也只是捉替罪羊,打落水狗.
在生命的最后１８个月,司马光被推上了领袖的高位,然而他既无人才队伍,也无经验、手腕、对

策⑥.他置身于复杂的政治格局,如黄叶在烈风中,忧其危坠而终于危坠.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却

一件也没有完成.这才是司马光最后１８个月真正的悲剧性.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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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５３ ７６．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则进一步指出,司马光把“君主作为政治秩序的核心和变革的起点”(第

１１ １６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第９３１０页.
司马光的这种特点,是由于他的成长所决定的.请参见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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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马　光

摘　要: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

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

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

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

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

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

心要素.

关键词:中日关系;朝贡制度;倭寇外交;海防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５．０３

洪武元年(１３６８),经过十多年的奋战,明太祖朱元璋终于推翻元朝统治,正式建立大明王朝.继

位之初,明太祖急需得到周边各国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于是四处遣使至安南、占城、高丽、日本等

国,宣告新王朝的建立① .收到宣谕之后,前三个国家次年便遣使来贡,唯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自

元朝东征日本之后,中日两国官方交恶,互相之间无外交往来长达约七十年.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

与国内面临的严重倭寇问题,明太祖又继续遣使前往日本,一方面是为了宣谕龙威,另一方面则是为

了要求日本政府镇压倭寇.迫于国内外压力,洪武四年,日本南朝的实际掌权者怀良亲王(１３２９
１３８３)遣使来华,向明朝奉表称臣纳贡.不料,随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却因倭寇与礼仪等问题而难以为

继,最终明太祖愤然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综观洪武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是唯一一个因倭寇问题而对明朝海防有着严重威胁

的国家,中日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隔绝,到通交、朝贡,再到冲突、交恶,最终断交的复杂多变过程.

　

作者简介:马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２０１９T１２０５７８)的阶

段性成果.本文曾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等处发表,后有增补完善,感谢诸位专家

的评审意见.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第７５０ ７５１页;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六«谕

中书却高丽请谥»,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９２ １９３页.



洪武初期的中日外交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故众多学者对之有过深入研究①.然而,纵观近百年

来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却发现对于这一传统课题的研究却依然存在着众多盲区,甚至在一

些最基本的史实问题上依然有着不少的误解和谜团.例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国外交的决

裂?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日本贡使没有表文或用词不恭等朝贡礼仪不足而引致明太祖龙颜大

怒,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日本禁倭不力,给中国沿海造成了极大威胁.再比如,杨载是否

曾两次使日? 赵秩在洪武四年是随日本使团回国还是客留在了日本? 怀良亲王是否曾向明朝称臣

纳贡? 仲猷祖阐、无逸克勤②等人是洪武四年还是洪武五年使日,他们为何在博多停留那么久? 克勤

书信中提到的明太祖密谕是真还是假? 这些都是学界存有争议或解读有误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

通过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洪武中日“倭寇外交”问题再进

行深入探讨.
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有必要先对题目中几个概念进行解释.“面子”是指两国外交中的表面现

象,而“里子”则指实质内容,具体到明初中日外交中,二者分别对应朝贡礼仪和国防安全.“倭寇外

交”指中日之间围绕倭寇问题而展开的外交活动.明太祖每次遣使日本,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明确

要求日本禁倭.日本政府能否禁倭,直接影响两国关系冷暖:若日本积极配合明朝镇压倭寇,明朝便

予以优待;若禁倭不力,明太祖则会对之严辞相加,甚至不惜断绝两国外交关系.鉴于倭寇问题的重

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洪武时期的中日外交为“倭寇外交”.

一、破冰之旅与怀良称臣

明洪武初期,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频繁,沿海居民深受其扰.是时,国内形势仍不稳定,元
朝残余势力依然盘踞北方,云南、四川、东北等地尚未完全统一,张士诚(１３２１ １３６７)、方国珍(１３１９
１３９４)等部残余势力不断骚扰沿海地区,其余党多逃亡海上,在沿海地区“焚居民,掠货财,北自辽海、
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③.因此,明政府此时并不能投入大规模的人力与

物力去加强沿海军事力量以防止倭寇的侵扰,而多依赖外交与祭神等消极措施.
继位之初,明太祖对于日本抱有很大幻想,欲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政府禁倭,以达到釜底抽薪

的目的,故而积极主动地展开了“倭寇外交”.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十二月,明太祖“遣使颁诏报谕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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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相关的研究者主要有[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２年;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１９３６年７本２分,第２５５ ２７３页;WangYi tung,OfficialRelationsbetweenChinaandJapan,１３６８
１５４９(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５３);[日]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洪武帝の対外政策

を中心として»,«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论集»１９６５年第４期;[日]村井章介:«室町幕府の最初の遣明使について:『雲門一曲』の紹介

をかねて»,[日]今枝爱真编:«禅宗の諸問題»,东京:雄山阁,１９７９年,第１７９ １９９页;郑樑生:«明史日本传正补»,台北:文史哲出版

社,１９８１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陈尚胜:«明朝对外政策述论»,«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 １３页;

KawazoeShoji,“JapanandEastAsia,”trans．byG．CameronHurstIII,inKozoYamamura,ed．,TheCambridgeHistoryofJaＧ
panvol．３(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３９６ ４４６;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１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万明:«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赵轶峰:«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古代文明»２０１３年第３期;年旭:
«‹云门一曲›中赵秩遣使内容再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MAGuang,“TributaryCeremonyandNaＧ
tionalSecurity:AReassessmentofWokouDiplomacybetweenChinaandJapanduringtheearlyMingDynasty,”JournalofAsian
History５１,no．１(２０１７):２７ ５４;王来特:«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王”»,«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刘晓东:«“倭寇”与明代的

东亚秩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年.
仲猷祖阐,生卒不详,道号仲猷,别号归庵、四明桴庵,时为明州天宁寺住持;无逸克勤(１３２１ １３９７),字无逸,亦称且庵,绍

兴萧山人,时为南京瓦官寺住持.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８４３页.



占城、高丽、日本各四夷君长”,传达了明王朝欲与诸国通好的信息①.洪武二年二月,占城入贡②.
六月,安南入贡③.八月,高丽入贡④.然而,日本却迟迟未派遣使团来华.是为何故? 原来明太祖

第一次派遣到日本的使者在到达日本境内之后,不幸被贼所杀⑤.据仲猷祖阐、无逸克勤致天龙寺方

丈清溪通彻的书信记载:

　　首命使适日本通好,舟至境内,遇贼杀,杀害来使,诏书毁溺.寻有岛民,逾海作寇,数犯边

卤,多掠子女.皇帝一欲通两家之好,悉置而不问,但令自禁之.故后复两遣使来,谕以此意,俱

为镇西所沮.⑥

由此可知,洪武元年派出的明朝使者刚入日本境内即被贼所害,诏书溺毁,自然也就谈不上见到日本

怀良亲王等人了.明朝与日本的首次外交以中途失败而告终⑦.
面对沿海日益严重的倭寇问题,明太祖不得不于洪武二年二月再次派遣行人杨载、吴文华等七

人出使日本⑧.明太祖在国书中明确提到山东所遭受的严重倭患,要求日本政府配合明朝靖倭,严格

管束臣民,禁止匪寇到中国沿海地区寻衅滋事:

　　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

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

庭;不臣则修兵自图,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

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⑨

从中可以看到,明太祖对倭寇问题极为重视,并扬言若日本再纵民为寇,明朝将扬帆进攻日本.杨载

一行抵达日本后,见到的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南朝的怀良亲王.九州等地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最

为接近,航行颇便,故南朝政府成了明朝使团所到之地.作为后醍醐天皇(１３１８ １３３９年在位)的
儿子,怀良是日本南朝政府中的关键人物.１３３６年后醍醐天皇为压制足利尊氏的势力,任命怀良为

征西大将军,据守四国伊予国的忽那岛(今爱媛县松山市).１３４８年,怀良在肥后国隈府(今熊本县

菊池市)建立征西府,与此同时室町幕府则在博多设立镇西总大将一职,与南朝对峙.１３５９年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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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朴:«龙飞纪略»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９册,济南:齐鲁书社影印本,１９９６
年,第５３３页.另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七,第７５０ ７５１页;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四,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明末刻本,第２１页;陈建:
«皇明资治通纪»卷四,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明末刻本,第２０页.陈建的这两种作品中均指十一月遣使安南.除个别字体外,不同书中

收录的诏书内容基本相同.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第７８５页.
«明太祖实录»卷四三,第８４７页.
«明太祖实录»卷四四,第８５８页.

KawazoeShoji,“JapanandEastAsia,”４２５．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七,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６

年,第３４９ ３５０页.需要指出的是,洪武元年十一月明朝首次遣使一事在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四(第２１页)等处有记载,但是首次

遣使遇害一事仅见于祖阐、克勤的书信中,其他史料均未见,系孤证.洪武三年三月廿五日明中书省给日本国王的国书中也只是提

及洪武二年杨载使团中的五个使者被杀一事,并未提及之前有使者遇害的情况发生.见«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明皇帝

书»,«大日本史料补遗»第六编之三十七,第１ ２页.
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载:“盖前两年,皇帝凡三命使者,日本关西亲王皆自纳之.”([日]伊藤松辑,王宝平、郭

万平等编:«邻交征书»三篇卷之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５页)据此似可认为明太祖第一次派遣的使团得到了怀良亲

王的接见.持此观点者,见[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第１８３ １８４页;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第２４２页;张声振、郭洪茂:
«中日关系史»第１卷,第２９９页.

明代行人“职专捧节、奉使之事.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诸蕃,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

焉”,在内政外交中有着重要作用.参见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８０９页;卷三二二,第８３４１ ８３４２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第７８７页.

KawazoeShoji,“JapanandEastAsia,”４２５．



军与幕府军发生筑后川之战.南朝获胜,从而赢得了之后十年的九州统治权①.杨载一行到达日本

时,怀良亲王势力正盛.诏书中,明太祖的那种气指颐使的天朝大国心态一览无遗.怀良见此诏书

自然是勃然大怒,遂斩五个明使,并将杨载、吴文华二人拘囚起来,三个月后才让他们回国②.
杨载一行不但没能使日本臣服,反而激怒了怀良,致使来使被斩、被囚,大国颜面尽失,要求日本

政府禁止倭寇一事自然也是告吹,倭寇“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③.面

对沿海严重的倭寇问题,时隔一年,洪武三年三月,明太祖又派遣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等人持诏谕日

本国王④.次年初,赵秩一行不畏艰险,终于抵达日本析木崖,但是却被守关者拒之关外,于是赵秩遂

将国书传达给怀良亲王⑤.在国书中明太祖首先表明自己继位是“荷上天祖宗之佑”,表明其合法性,
然后又指出高丽、安南等周边国家多已顺天奉命,称臣入贡,唯独日本不但没有来华朝贡,反而纵民

为寇,骚扰中国沿海:

　　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或乃外夷

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⑥

明太祖还提及他曾欲命将“整饬巨舟”,进攻日本,后因从被捕的倭寇口中得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
所以才暂停造舟,改派使者赴日再次交涉.

据«明太祖实录»载,怀良初见赵秩,以为赵秩是蒙元赵姓使者的后代,误认为明朝又会像元朝那

样故伎重演,表面上遣使通好,暗地里却准备进攻日本,故“命左右将刃之”,而赵秩却并没有被吓倒,
反而据理力争,称明朝乃华夏正统,非蒙古戎狄可比.怀良听闻之后遂“气沮,下堂延秩,礼遇有加”,
之后奉表称臣,派遣祖来等人随赵秩到中国朝贡⑦.

«明太祖实录»对赵秩不辱使命的外交抗争描述得极为生动,甚至有些夸张,这就不免有些令人

生疑.正如上文所述,怀良之前已经见过杨载等人,应该对于元亡明兴的朝代更替之事极为清楚,且
明太祖在这次的诏书中再次十分明确地提到“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⑧,所以怀良应该不会误将赵

秩当做元朝使者而对待.杨载与赵秩所持的两封诏书皆言辞犀利,盛气凌人,怀良既然上次敢杀来

使,断不会因为赵秩的一番据理力争就轻易改变其原有强硬的敌对态度.怀良之所以转而决定对明

朝俯首称臣,其实应该是迫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压力.前文提到,杨载一行到达日本时怀良势力正盛,
故怀良无所忌惮,敢杀来使,拒绝与明通交.然而好景不长,南朝政府不久便由盛而衰,危机重重.
彼时,怀良的压力主要来自实力强劲的室町幕府大军.１３７０年被足利义满将军(１３５８ １４０８)正式任

命为九州探题后,能征善战的金川了俊(１３２６ １４２０)便召集毛利元春、吉川经见等各方力量准备讨

伐南朝.怀良得知各方劲敌准备联合讨伐他时,岂能坦然处之? 此时,恰逢明朝来使,于是怀良便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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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坂井藤雄:«征西将軍懐良親王の生涯»,福冈:苇书房,１９８１年,第１０９ １２３页;王来特:«明初的对日交涉与“日本国

王”»,第６０ ６１页.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明皇帝书»,«大日本史料补遗»第六编之三十七,第１ ２页;[日]汤谷稔编:«日明勘

合贸易史料»,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３年,第２８ ２９页.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二,第８３４１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第９８７页.赵秩,浙江人,字可庸,号啮雪、啮雪子、啮雪老子、鳄水、石门渔者等,因其先祖赵孟頫号

“松雪”,所以他也常以“松雪余芳王孙”或“松雪公孙”自称,参见[日]春屋妙葩等:«云门一曲»,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大日本史

料»第六编之三十八,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０年,第３７３ ３７４页;赵秩:«偶作诗并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大日本史料»
第六编之四十,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７年,第３２８ ３２９页.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六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２６６册,第５１８页;佚名:«新
訂‹櫻云記›»下卷,[日]大町桂月校订:«南朝史传»,东京:至诚堂,１９１１年,第２９９页;«菊池家代々記錄»,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
«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５７３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第９８７ ９８８页.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第１２８０ １２８２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第９８７ ９８８页.



机一改去年之敌对态度,转对抗为恭顺,甘愿俯首称臣,欲以借明朝声势来抵抗各方压力①.
事实上,促使怀良改变其立场的还有一个常被学者所忽略的因素,那就是明太祖再次派遣杨载

出使日本向其施加外交压力.据明代史家高岱(１５０８ １５６４)记载,赵秩见到怀良,经过一番雄辩之

后,“日本国王气沮,会上复遣杨载往,于是日本王良怀礼遇载等有加,遣其陪臣并僧九人随诏使入

朝”,奉表称臣②.从中可以看出,曾出使过日本的杨载又被派遣赴日,并且连同赵秩一起向怀良施

压,终于迫使怀良决定遣使来华.
杨载再次使日一事并非仅见于高岱«鸿猷录»,清万斯同(１６３８ １７０２)«明史»与王鸿绪(１６４５

１７２３)«明史藁»等也载“又有杨载者,尝官行人,凡再使日本,还,复使琉球”③.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

胡翰(１３０７ １３８１)在«赠杨载序»中也曾提到: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师,会杨载招谕日本,自海上至.未几,诏复往使其国.四年秋,日本奉

表入贡,载以劳获被宠赉,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从载入贡.道里所经,余复见于太

末,窃壮其行.④

由序文可知,洪武二年,胡翰客留南京期间正好遇到杨载从日本回国.不久,杨载又再次被派遣至日

本.洪武四年,日本遣使随杨载等人来华,杨载因功而受厚赏.作为同时代的人,胡翰至少见过杨载

两次,一次是在南京,一次是在太末,且胡翰又专门赠文给杨载以“壮其行”,所以两人应该是相当熟

稔的朋友,故其所记内容无疑具有较高可信度与权威性.
然而,这几则史料对杨载此次出使的具体目的却缺乏相应的详细记载.所幸的是,洪武三年三

月二十五日明中书省给日本的一份咨文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适被杀死五人,杨载、吴文华羁留三月,方才得回.开谕一节,略不见答.又况使者未回之

时,海内人船,仍前出没劫掠,及有僧人潜为奸细,俱已擒获.为此都省令差宣使杨载等,伴

送灵南、阳谷等一十五名前去,令行移咨,请照验施行.⑤

由此可见,杨载第一次使日受挫回到中国之后又被中书省再次派遣使日.杨载此次主要负责押送灵

南、阳谷等被捕的倭寇前往日本,要求日本政府严肃处理倭寇并以之为戒.咨文和胡翰序文等文献

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杨载见到了怀良,但是联系高岱所记内容及怀良于洪武四年遣使来贡的史实可

知,杨载第二次使日应该就是去见的怀良.他所押送回去的十五个倭寇无疑给怀良以政治压力,是
成功促使怀良来华的一个重要因素.

洪武四年十月,怀良亲王遣祖来、如瑶等来“随秩入贡”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
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⑦.明太祖对日本来朝大喜过望,遂厚待来使,赐怀良«大统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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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村井章介:«分裂する王権と社会»,东京:中央公论新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８４ １８７页;KawazoeShoji,“JapanandEastAＧ
sia,”４２５．

高岱:«鸿猷录»卷六,四库全书丛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１９册,第１６页.
万斯同:«明史»卷一八二«列传»第三三,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３２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９６年,第

３９１页;王鸿绪:«明史藁»卷一二八«列传»第二三,哈佛大学图书馆藏雍正元年(１７２３)敬慎堂刻本,第６页;陈梦雷等编纂:«明伦汇

编官常典»卷四○九,«古今图书集成»第２８８册,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３４年,第５３页.
胡翰:«胡仲子集»卷五«赠杨载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２９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８ １０页.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明皇帝书»,第１ ２页.
以往学者只知祖来来华,其实如瑶藏主当年也一同受命来华,见«菊池家代々記錄»,第５７３页.
关于赵秩随日本使团于洪武四年回国一事,«明太祖实录»明确记载怀良“遣祖来随秩入贡”,所以之前学者通常认为赵秩同

怀良使团一同回国.然而,日本学者村井章介对此持有不同意见.通过整理«云门一曲»等文献,村井发现赵秩与日僧春屋妙葩

(１３１１ １３８８)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并且他曾在诗文中多次提及自己客居日本三年.由此,村井章介推断赵秩并没有于四年十月随

日本使团回国,而是客留在了日本,直到七年赵秩才与祖阐等人一同返回中国.详参[日]村井章介:«室町幕府の最初の遣明使につ
いて:『雲門一曲』の紹介をかねて»,第１７９ １９９页;«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东京:校仓书房,１９８８年,第２４０页.村井章介关

于赵秩客留日本的新观点对于旧有“定论”无疑具有极大冲击性,不少学者甚是赞同此新说.但是,笔者认为村井对诗歌中“三年”一
词的错误理解,导致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事实上,赵秩的确曾于洪武四年回国,并未滞留日本.有关赵秩使日问题,笔者将专文详

细考证.



及文绮、纱罗等①.
怀良在呈给明朝的表笺中自称“日本国王”②.表文是起源于汉代的一种上行文种,用于臣僚向

君主陈述政事,表达情感.在明代,凡遇朝廷举行庆典,如寿旦、元旦、冬至等,文武百官都要照例进

贺“表”(用于皇帝和皇太后)、“笺”(用于皇后).同时,明朝也规定外国来华必须进奉表文,“四夷入

贡中国,必奉表文”,以表示他们对中国政治上的臣服与隶属,否则明朝便会“却其贡献”③.怀良向明

朝“进表笺”,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的俯首称臣.
然而,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所谓的奉表称臣一事,从亲王的一贯态度来推测,似乎是不可能

的.或许由于起草公文的僧侣信笔写成这样,也许只是«明史»撰者的润色之词.”④但是,木宫泰彦的

观点没有任何文献依据,纯属猜测,缺乏说服力.为了弄清此事,我们来看一下当事人的相关记载.
宋濂在«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中写道:“日本良怀亦令僧祖来奉表而至,上嘉其远诚,诏以天

宁禅僧祖阐、瓦官教僧克勤为使,护其还国.”⑤序中明确指出怀良亲王是“奉表而至”.临济宗名僧、
天界寺住持宗泐(１３１８ １３９１)也曾在送祖阐、克勤的送行诗中写道:“维彼日本王,独遣沙门至.宝

刀与名马,用致臣服意.天子钦其衷,复命重乃事.”⑥诗中明确指出“日本王”即日本国王派遣僧人作

为使者来华贡献宝刀、名马等方物,以表称臣之意.作为当事人,宋濂和宗泐无疑非常了解此次日本

来使的一举一动.序文和送行诗都是作给当时朋友看的,完全没有必要矫饰欺人,故他们的记载是

最为可靠的史料,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再者,前文所引胡翰给杨载的序文中提及的“日本奉表入贡,
载以劳获被宠赉”也表明日本曾奉表称臣⑦.所以,笔者认为当时怀良来华应该是奉表称臣纳贡,不
然明太祖断然不会欣然接受使团,厚赐来使.

二、明僧使日与倭寇外交破裂

明太祖除厚赏怀良使臣外,还特意命明州天宁寺住持仲猷祖阐禅师和南京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

法师等八人护送使臣回日本.«明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十月癸巳条载:

　　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比辞,遣僧祖阐、克勤等八人护送还国,
仍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⑧

这则史料,很容易让人误认为祖阐、克勤一行到达日本是在洪武四年⑨.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明太

祖实录»之所以将日本使团朝贡、回国一事记在同日条下,显然是为了叙事的完整,故当日或当月不

一定就是使团回日之时.明人著作如«筹海图编»«海防纂要»等皆言祖阐、克勤等人于洪武五年出

发,但未提及具体月份.实际上,祖阐等人直到洪武五年五月底才出发去日本.洪武五年九月一

日,克勤在给延历寺座主的书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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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二,第８３４２页;«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第１２８２页.
佚名:«新訂‹櫻云記›»下卷,第２９９页.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表章»,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１９３９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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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毁书丛刊史部»第１７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９６页.



　　于五月二十日,命舟四明.三日①至五岛,五日而抵博多.上无惊风,下无骇浪,苟余心之不

若是,则佛祖神明,宁宜使安固疾速之若是哉.②

由此可知,祖阐一行是在五月底抵达日本.同赴日本者,还有刚出使日本回国的赵秩.元末明初著

名诗人王逢(１３１９ １３８８)提及“秩是谋.再诏秩往僧③同舟,鼓铙轰震龙伏湫”④.王逢这篇文章给我

们提供了不少珍贵信息:首先,他在题目中就已非常明确指出赵秩曾“两使东夷”,文中又言赵秩的勇

谋深得明太祖赏识,故“再诏秩往”;其次,他明确指出赵秩第二次使日时是与祖阐、克勤等人“同舟”;
第三,他生动描述了赵秩、祖阐等人在日本的弘扬佛法、诗歌倡和等文化交流活动.

«智觉普明国师语录»也记载“天宁阐仲猷、瓦官勤无逸,奉使同来,侨于博多”⑤.该书是春屋妙

葩众弟子整理、编写的有关春屋妙葩事迹的作品⑥.洪武六年秋至次年春,春屋妙葩及其众弟子与赵

秩诗文往来十分频繁,故他们彼此之间十分熟稔.据此书可知,赵秩、朱本与祖阐、克勤两僧的确是

“奉使同来”.
表面上看,祖阐、赵秩一行的目的是护送怀良使臣回国,但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外交使命,即“化其

来贡”,以便解决倭寇问题.据明代学者薛俊等人记载,洪武五年:

　　太祖皇帝谓刘基曰:“东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犹蚊蚤警寤,自觉不宁.议其俗尚禅教,宣选

高僧说其归顺.”遂命明州天宁寺僧祖阐仲猷、南京瓦罐僧无逸克勤往彼,化其来贡.⑦

洪武七年三月,赵秩在给日僧的一篇序文中也提及此次赴日目的:

　　余天子知日本尚佛法,故命有德行天宁禅师、瓦官讲师奉使辟扬佛教,遣余辈谕毛人,同其

来.二师面王陈法,王谓日本、毛人一体,使祖公复命天子,同使僧、使官归朝.⑧

从中可以看到,此次使日,祖阐、克勤主要奉命宣扬佛教,而赵秩等人则“同其来”,奉命告谕毛人.两

僧与赵秩使日的具体分工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同一使团,故同行.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赵秩至少曾两

次出使过日本,且第二次出使日本时是与祖阐等人“同舟”而行,同时达到日本,而非如有的学者所推

测的分批先后到达⑨.赵秩第二次使日主要是为了告谕毛人,可能还起一定的向导作用.从他书信

中提及的“有司不允其行”一句可以推知,此次赵秩只是处于次要地位,非主使.
祖阐赴日,还有可能负责押送被俘的倭寇.洪武五年初,“倭夷入寇,戍将每捕获之,上悯其无

知,命儒臣草诏,归其俘”,礼部侍郎曾鲁(１３１９ １３７２)在草诏中因有“中国一视同仁”之语而大受明

太祖欣赏.据此可知当年应该有倭寇被押送回日本,而当年赴日的使团只有祖阐一行,故似乎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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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航程通常为五日,如“祖阐受命而行,自翁洲启棹,五日至其国境”,见宋濂:«恭跋御制诗后»,«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
«四部丛刊初编»第１５０８册,第１３页;“无逸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昼夜即达昌国州,已而赴南京,仍见上端门”,见宋濂:«送无逸勤公出

使还乡省亲序»,«宋学士文集»卷二七,第一页.
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邻交征书»三篇卷之一,第２２６页.类似的内容同样见于[日]瑞溪周凤撰,田中健夫

编:«善邻国宝记»卷上,东京:集英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０ １０１页.
此处原文有小注为“勒、阐等十僧”.“勒”当为“勤”,即无逸克勤之误.
王逢:«题括苍赵秩可庸两使东夷行卷»,«梧溪集»卷七,无页码.王逢,字原吉,号最闲园丁、最贤园丁,又称梧溪子、席帽山

人,江阴人.
[日]周佐编:«智觉普明国师语录»卷八«宝幢开山智觉普明国师行业实录»,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宝永二年(１７０５)木

活字版,第十二页.
春屋妙葩,日本临济宗僧,自号不轻子,曾任天龙寺住持.
薛俊:«日本国考略补遗»,姜亚沙、陈湛绮主编:«日本史料汇编»第１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２００４年影

印本,第８４ ８５页.类似的记载还见于陈全之:«辍耰述»卷四,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２５册,第２９６页;徐学聚:«国朝典

汇»卷一六九,第５１９页.
[日]春屋妙葩等撰:«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３２２页.
年旭:«‹云门一曲›中赵秩遣使内容再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６８页.
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３７１页.
宋濂:«大明故中顺大夫礼部侍郎即曾公神道碑铭»,«宋学士文集»卷一七,«四部丛刊初编»第１５０６册,第４页;«明太祖实

录»卷七十七,洪武五年十二月壬辰.



能由其负责此事.当然,这种推测有待进一步的史料论证.
不料,祖阐一行抵达日本后,旋即被困.僧俗主仆六十余人到五岛之时,“即闻贵国出师至关

西”,北朝武将、九州探题今川了俊甫将南朝攻陷①.北朝守兵见明朝使团同怀良的使臣祖来等人同

来,误以为“祖来乞师中国”,故欲将明使一行拘留.后经无逸克勤等人力辩方得免拘,但是因为没有

国书,一行人仍深受怀疑,于是便被强行留在了圣福寺②.因银两不足,“六十余人冻馁将死”,最后只

得“以衣贸食”,更重要的是“翘足待命百余日”而使命却不能达,一行人等心中焦虑异常③.为了尽快

摆脱困境,克勤等人通过日僧椿庭海寿(１３１８ １４０１)④的帮助,致书给天台宗日本延历寺座主尊道法

亲王(１３３２ １４０３)和春屋妙葩,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能见到北朝的足利义满将军.克勤在给尊道法

亲王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盖前两年,皇帝凡三命使者,日本关西亲王皆自纳之.于时以祖来入朝称贺,帝召天宁禅寺

住持祖阐、瓦官教寺住持克勤,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见其持明天皇.今关西之来,非朕

本意,以其关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国更主,建号大明,改元洪武,乡

以诏来,故悉阻于关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国之民,数寇我疆,王宜禁之;商贾不通,王

宜通之.与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⑤

从信中可见,明太祖遣僧使日至少有三个目的:宣谕正统、要求日本禁倭、中日通商交好.信中还提

到明太祖之所以派遣僧人赴日主要是考虑到日本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的风俗,故欲以僧人取信

于日本.为使此行更加顺利,明太祖还特意挑选委任当时在中国的东山长老椿庭寿公、中竺藏主权

中巽公两人随行翻译.
对克勤、祖阐书信中提及的明太祖密诏一事的真实性,学界颇有争议.其实,早在清代,学者黄

遵宪就指出不排除克勤等人临时制词的可能性,“或曰当时盖以怀良为日本王,祖阐居年余始知其

非,临时制词,本非太祖所命”⑥.日本学者佐久间重南也认为圣谕是两僧在日本九州临时应变之作.
他认为据«明太祖实录»中所载的“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贡,朕以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一
句可知明太祖得知日本情况是在两僧回国之后,因此“持明天皇”“关西亲王”不可能出自明太祖之

手⑦.万明则认为明太祖遣使使日之前对日本应多有了解,书信是白纸黑字,克勤等人不可能会伪造

圣旨⑧.笔者认为,事实上正如克勤书信中所言,明太祖在召见他们时下达的是口谕而非诏书,故克

勤在书信中只是转达明太祖的遣使大意,而非字字精确转达.考虑到致信对象,克勤在书信中提及

“持明天皇”“关西亲王”也就不难理解了.临行之前,明太祖曾再三叮嘱祖阐等人“毋得多生事”⑨.
若无明太祖谕令的话,祖阐等人想必也不会大费周章、历尽艰险,想尽一切办法执意要去见北朝当政

者了.
据日本尊圆亲王(１２９８ １３５６)所编的«门叶记»记载,克勤的信函至迟在当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已

经被送到延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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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仲猷祖阐、无逸克勤:«致天龙寺住持书»,«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七,第３５０页.
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宋学士文集»卷二七,第１页.
仲猷祖阐、无逸克勤:«致天龙寺住持书»,第３５０页;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邻交征书»三篇卷之一,第２２６

２２７页.
椿庭海寿曾在鄞县福昌寺留学,应明太祖之诏与祖阐等人同行,充当翻译和向导.
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第２２５ ２２６页.类似的内容同样见于[日]瑞溪周凤:«善邻国宝记»卷上,第１００

１０１页.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五,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羊城富文斋刊本,第９页.
[日]佐久间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洪武帝の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第１５ １７页.
万明:«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４８

页.
朱元璋:«和宗泐韵»,«邻交征书»初编卷之二,第８３页;严从简撰,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第５３页.



　　十一月十六日,唐土教僧金陵瓦官寺住持克勤送书.日本僧椿庭海寿多年在唐,归朝之次,
克勤同船云云.近日入洛,圣教目六唐朝欠书也.注之送之,自日本可写给云云.希代之珍事,
犹不相应欤.又天台大师真影一铺送之.①

但是直到洪武六年五月尊道法亲王才将明使来日之事告诉义满.义满得知此事后,“大惊,遣使

于镇西招之”②.初时,义满极欲延聘祖阐为天龙寺住持,而让无逸先回国.然而无逸却“谕以祸福,
必期与阐俱”.义满见无逸志意坚决不可夺,便命舆马去迎接.祖阐等人于六月二十九日抵达京都,
宿嵯峨向阳庵(精舍)③.但是到了京都之后,祖阐等人“具经五旬,未获一见”.无奈之下,祖阐、克勤

不得不又致书给曾在元朝时来华修学的京都天龙寺方丈清溪通彻(１３００ １３８５),信函中言“至此日

久,国中报事,俱未获见”,以致“日夜忧惧,不知所出”,所以希望他“转达于执事者”,帮忙解脱困境④.
可能是这封信起到了积极效果,明使不久便见到了义满.不料,义满见面之后又再次提出留祖阐一

事,最终被克勤以“非奉帝命不敢从”为由予以坚拒⑤.义满见两僧态度坚决,只得放弃.八月二十九

日,义满下达“可归唐”的命令⑥.祖阐一行遂到博多候风准备乘船归国.赵秩听闻此事,便赶往博多

与之会合⑦.因需候风,故直到洪武七年五月底,一行人才得以从日本出发⑧.
洪武七年五月底,同明使一起到中国的还有足利义满派遣的以宣闻溪、净业和喜春为代表的官

方使团和来中国学习的众多日本僧人,“有僧慕游中国者数百辈,皆俊雅之徒,亦有未及冠年者,咸忻

然趋从而往”⑨.顺利抵达中国后,祖阐、克勤二十九日得到了明太祖的接见,因两僧功绩显著,故每

人个被赏白金百两,文绮、帛各二匹.六月一日,宣闻溪、净业等也获准觐见,日本使团除了进贡宝

马与方物,更值得一提的是还送还了１０９个中国被虏人.宋濂在«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中提

及“所虏中国及高句骊民,无虑百五十人.无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迁归”.随后明太祖诏令将这

些被虏人“各还乡里”.明太祖念其辛劳,遂赐宣闻溪等人文绮、纱罗等物,但是却又因其书达中书

省却无表文而拒绝接受进贡的宝马与方物,至于那些来华交流的日僧,明太祖将他们安置在了四川、
陜西等地的寺院.随后,明太祖敕令中书省修书,曰:

　　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贡,朕以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岂意使者至彼,拘留二载,
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言本国事体,以人事言彼君臣之祸有不可逃者,何以见之? 幼君在位,臣

９４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日]尊圆亲王等撰:«门叶记»卷一三○,«大正新修大藏经图像»第１２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１９３４年,第２７５页.
[日]林恕:«续本朝通鉴»卷一四六,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１９年,第４０１４ ４０１５页.
«花营三代记»,应安六年六月廿九日条,«群书类丛»第２６辑,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１９３９年,第８５页.
仲猷祖阐、无逸克勤:«致天龙寺住持宛书简»,«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七,第３４９ ３５１

页.
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宋学士文集»卷二七,第１页.
«花营三代记»,第８５页.
赵秩与祖阐同抵日本后,两队人马分头行动.洪武五年冬,赵秩、朱本“欲假道之京洛”,中途在周防停留,在春屋妙葩弟子

龙海、玉林的帮助下,住在大内氏馆内.洪武六年夏,赵秩离开周防,但不幸遭遇匪徒打劫,财物尽失,无奈只得回到山口.在山口期

间,赵秩与春屋妙葩弟子交流甚多.秋季,赵秩听闻祖阐等人将至博多候风回国,便赶往博多与之会合.见«云门一曲»,«大日本史

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１８３ １８４、１９７ １９９页.
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３７１ ３７２页;赵秩致春屋

妙葩书,洪武七年四月十一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３６７ ３６８页;克勤:«送周允上人归丹后偈序»(洪武七年

三月廿二日),«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３２０ ３２１页;赵秩致春屋妙葩书(洪武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云门一

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三十八,第３７１ ３７２页.
赵秩序文(洪武七年三月),«云门一曲»,«大日本史料»第六编之四十,第３２２ ３２４页.关于洪武七年入明僧详情,可参考

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第１３５ １５１页.
«明太祖实录»卷八九,第１５７８ １５７９页.
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宋学士文集»卷二七,第１页.
«明太祖实录»卷九○,第１５８６页.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５５页;李言恭、郝杰编,严大中、汪向荣校注:«日本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６３ ６４页.



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今日本蔑弃礼法,慢我

使臣,乱自内作,其能久乎尔?①

在国书中,明太祖指责日本纲纪废弛的逆天之道,并严厉谴责其慢待明使,纵民为盗的行为,令其奉

礼革新.是年,日本志布志岛津越后守臣氏久也遣僧道幸等进表,贡马及茶、布、刀、扇等物,明太祖

因其“以日本之号纪年,弃陪臣之职,奉表入贡,越分行礼”而却之,又命中书移牒责其纵民为寇②.之

后,九年四月,日本遣僧圭廷用等来贡,并表谢罪之意,但明太祖却“恶其表词不诚,降诏戒谕”,
却之③.

十二年闰五月,怀良遣其臣刘宗秩、通事尤虔、俞丰等上表来朝,并贡马及刀甲、硫磺等物,明太

祖接见来使,赐怀良织金、文绮等物④.两国外交似乎又出现了一线曙光,但遗憾的是,次年五月怀良

遣其臣庆有僧等来贡马及硫磺、刀、扇等物,但无表笺,故明太祖以其不诚却之⑤.九月辛卯,日本遣

僧明悟、法助等来贡方物,却又因为无表,“止持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辞意倨慢,上命却其贡”⑥.
十二月,明太祖特地遣使前往日本,诏谕日本国王曰:

　　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否真实非.疑其然而往问,果较

胜负于必然,实构隙于妄诞.于戏! 渺居沧溟罔知帝赐奇甸,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殃乎!
故兹诏谕,想宜知悉.⑦

在诏书中,明太祖特别强调日本“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对倭寇的恶劣行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十四年七月,怀良又派遣僧人如瑶等贡方物,明太祖又却之,并连修两通以礼部名义的文书责备日本

国王与将军的“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⑧.«设礼部问日本国王»曰:

　　今王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环海为险,岩头石角为竒,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

盗.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若夫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兵.⑨

«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曰:

　　洪武十二年,将军奉书肆侮今日本君臣纵民为盗,四寇邻邦,为良民害,无乃天将更君

臣而伐其患乎? 治民之国信浮图而构大祸,古至于今未之有也.且寻方问道,不得自由,盖

为彼国之人人皆为盗,是僧不得自由斯故也.如彼日本边民,曾被中国人民为盗而扰之乎? 及

使至彼中,拘不自由,果何罪耶? 今彼国迩年以来自夸强盛,纵民为盗,贼害邻邦,必欲较胜

负见是非者欤? 辨强弱者欤? 至意至日,将军审之.

在文书中,明朝既指责其不奉君臣之礼,又反复强调日本“肆侮邻邦,纵民为盗”,“纵民为盗,四寇邻

邦”,“纵民为盗,贼害邻邦”,对倭寇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接到明朝来信,怀良也不甘示弱,遂修了

一封措词极其强硬的回函:

　　臣闻三王立位,五帝禅权,岂谓中华之有主,焉知夷狄之无君.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也,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数千余座,封疆数万

余里,尚然不足,常起灭绝之意.今闻大国有兴战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岂肯轨途拱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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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颜?①

明太祖本来想以文书来震慑日本,却未料到得到怀良如此强硬甚至有些挑衅意味的答复.明太

祖看到此信后自然是“得表愠甚”,但是“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②.此事件导致中日之间外交关系

的中断,双方只保持了其它方面的零星交流③.
十九年十月,前明州卫指挥林贤(１３２５? １３８６)与前宰相胡惟庸(? １３８０)通倭一事败露④.明

太祖甚为恼怒,遂将“贤于京师大中桥及男子出幼者皆诛之,妻妾婢之”⑤.林贤通倭事件,使明太祖

欲借助日本平倭的希望彻底破灭,故其“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由此将靖倭的重点

放在了加强沿海军事力量⑥.

三、中日关系中的面子与里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洪武年间的中日关系不但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是一

个包含多重复杂关系的动态过程.以往学者研究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常以朝贡体制为视角,受其影

响,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也难脱离其解释框架⑦.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仅仅以朝贡关系来笼统勾勒

和概括他们关系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僵化的、静态的、单调的考察模式,并不足以理解当时复杂多变

的外交史实⑧.
对朝贡体制理论的诠释,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美国学者费正清.他认为起源于商代的朝贡体制是

中国与他国交往的重要纽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⑨.朝贡制度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对于中国统治

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他们试图通过周边国家的朝贡来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找到更

多的依据;对于朝贡国而言,他们之所以向中国纳贡,最重要的动机与目的是他们想从与中国的贸易

中获取物质价值,费氏朝贡体制理论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中国中心主义”(Sino centrism),即中国

自称的中心性和优越性.他认为中国人与其他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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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心主义与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将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与社会

秩序同一原则的向外示范.他将这种以中国为中心、层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称之为“中国的世界秩

序”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则强调朝贡体系的贸易方面,“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

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②.滨下先生

认为贸易是朝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是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网络的重要因素③.黄枝连则

认为“天朝礼治体系”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起着重要的维

系和稳定作用④.
朝贡体系理论为我们理解古代东亚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视角,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

种理论并非万能钥匙.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它的局限性.首先,礼仪和贸易是

朝贡体系中重要的构成因素,但并非最重要、最深层次的要素.在朝贡体系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

国家,双方首先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国防安全⑤.费正清指出,外国统治者在参与中国世界秩序时需

要遵守相关的礼仪才能与中国天子打交道⑥,他们只能按中国的条件与中国交往,而这些条件能有效

地使外国承认并被纳入中国事务的管理体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⑦.从中可

以看出,费正清认识到朝贡制度的终极目标在于确保中国的安全,但遗憾的是,他在其论著中却将之

一笔带过,并未多加深入阐述以论证他的观点.就中国而言,其首先考虑的不是道德价值,对于周边

国家而言,其首先考虑的也不是贸易利益,双方所最重视的都是国家安全,这既是朝贡体系得以维持

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也是其终极目的.若任何一方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贡体系便极

可能无法维系下去.明代中国要求建立朝贡关系的动机除了政治威望与合法性外,还有更为重要的

边疆安全;周边国家向明朝进贡的动机也不只是贸易,在不同时期还包括生存安全、政治合法性及军

事保护,蒙古部落甚至利用与明廷的关系试图建立草原霸权⑧.
其次,中国中心主义是理解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应成为唯一的出发点.

王赓武曾指出中国优越性的话语表述是基于实力之上的,在弱小和混乱时期它毫无意义;在不同时

期,中国会采取灵活的对外政策来应对复杂的局势⑨.卫思韩甚至认为从中国中心主义出发分析中

国对外政策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绕过考虑所有证据、所有机制与行为形态的必要过程”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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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缩短本来应该从建立人类需求与动机的广泛的相似假定出发的诠释过程”①.他还指出中国统治

者的政策更多的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非其中国中心主义的朝贡理念而来②.何伟亚也认为历史

上中国通常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出合理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与改变,并不总是一味地强调朝贡仪式

与道德③.
第三,费正清等人的朝贡体系理论还有一个极大问题就是过于关注中国单方面的情况而忽视对

周边国家的考察.正如费氏所言,他希望能从亚洲自身的语境来理解当时的历史④.但是,在实际研

究中他却只集中研究中国的情况而缺乏对周边国家的关注,从而导致他对朝贡体系理解的片面性.
周边国家是如何看待朝贡的? 他们是被迫还是心悦诚服地主动来华朝贡? 他们本身是否有着优越

感或自卑感? 周边国家与中国是如何双向互动的? 之前学者一直强调明太祖对日本颐指气使的态

度,但是若从日本方面来看,我们同样会发现日本并不总是认可明朝的权威.日本曾多次斩杀、拘禁

明朝来使,怀良亲王也曾藐视明太祖的统治权威,称“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公
然挑战中国在当时的中心地位⑤.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 若单从中国的角度来研究的话,这些问题

显然很难作答.所以,我们还应多利用周边国家自身的材料,以他们的视角,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解读

他们与中国的互动问题⑥.
第四,我们还应该看到,朝贡体系并非中国对外关系的唯一媒介和形式.卫思韩认为朝贡体系

并非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部,而且可能不是全面理解这些关系的关键因素,西方学者在研究中西

关系史时可能过分强调了朝贡使团⑦.按照韩国学者全海宗的观点,两国间的关系可以有多种形式,
比如中韩之间就有三种不同关系:(１)典型的朝贡关系.它主要包括经济(朝贡、请求、赐物、蠲免)、
礼仪(封典、告哀、进贺、谢恩等)、军事(双方的军事请求)与政治(臣称、年号、日历、情报、陈奏、通婚

等)等方面的内容;(２)准朝贡关系.它主要包括政治(境界、犯越、刷还、漂民)、经济(交易、犯禁、推
征)、文化(儒学、技艺等)等方面的内容;(３)非朝贡关系.它主要包括敌对关系与朝贡关系之外的和

平交易与来往⑧.正如上文所述,当周边国家对中国社稷安危构成严重威胁时,中国会将之当做敌国

而非朝贡国或藩属国来看待,而当中国对周边国家安危造成严重威胁时,邻国同样可能不会再向中

国朝贡,而是将之视为敌国加以防御甚至会主动进攻中国.所以,当任何一方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时,双方之间的朝贡关系可能就会分崩离析,断交甚至战争就在所难免了.朝贡关系并非中国

与邻邦交往的唯一方式,和亲、开市、结盟、断交、战争等都是其交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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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tyForeignRelations,”２２６．

JamesL．Hevia,“Tribute,Asymmetry,andImperialFormations:RethinkingRelationsofPowerinEastAsia,”inPast
andPresentinChinasForeignPolicyfrom “TributeSystem”to“PeacefulRise”,ed．JohnE．Wills,Jr．(Portland,Me:MerwiＧ
nAsia,２０１０),６４．

JohnK．Fairbank,“APreliminaryFramework,”５．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二二,第８３４３ ８３４４页.
从周边来解读中国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

用»,«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日]滨下武志:«从周边看朝贡体系———‹历代宝案›与琉球海洋网络»,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

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３７ ２５９页;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年;徐耿胤、石之瑜:«恢复朝贡关系中的主体———韩国学者全海宗与李春植的中国研究»,台北:台大政治系中国中心,２０１２年;
葛兆光:«想象异域»,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

JohnE．Wills,Jr．,Pepper,Guns,andParleys:TheDutchEastIndiaCompanyandChina,１６６２ １６８１(Cambridge,

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４),２０４ ２０６;JohnE．Wills,Jr．,EmbassiesandIllusions:DutchandPortugueseEnvoysto
Kang si,１６６６ １６８７(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４),４．

[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２ １４页.



学界通常认为明代中外朝贡关系空前强化,几乎成为中外交往的唯一模式①,尤其是中朝、中琉

之间的关系最为典型②.这种笼统的理解和概括,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让人误以为明初东亚始终是

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下,各国都遵守朝贡礼仪并能从中获得贸易利益.然而,若我们具

体分析各国情况时,会发现史实并非如此.例如,洪武时期中韩两国之间的外交并非一帆风顺,而是

经历了多次挫折③.洪武五年五月,明朝派往到高丽的孙内侍被发现吊死,明太祖因之不悦④.之

后,高丽又因贡使以私马补贡马、进贡表文不恭、国王王颛被杀、杀害明使蔡斌等事屡次惹怒明太祖.
为此,明太祖曾多次严厉谴责高丽,并多次拒绝分封、收贡、颁赐谥号与册立新王.洪武十年,高丽禑

王转而接受北元的册封,弃用“洪武”年号,改用北元“宣光”年号,双方关系遂陷入低谷⑤.洪武十二

年至十七年,为防御高丽进攻,明太祖颁布了一系列要求加强辽东边防的敕令⑥.洪武二十一年,明
朝设立铁岭卫,从而引发了明丽两国的边界冲突,三月高丽禑王举全国之力准备进攻辽东.后因大

将李成桂回军,逼迫禑王逊位,才避免了两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场大战⑦.由此可见,洪武时期,中国

与高丽之间不但缺少一种稳定的朝贡关系,而且还时常不断发生争端,甚至一度剑拔弩张,兵戎

相向.
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朝贡体系中表与里、虚与实二元并存现象.杨联陞、王赓武认为传统中

国对外关系中存在神话与现实之分⑧.何伟亚指出,费正清及其追随者们所坚持朝贡体系的二元性,
包括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文化与实践理性、表面现象与政治现实等方面的内容⑨.李云泉指出,朝
贡体系所本的话语体系有虚实之分,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虚实一体的历史存在,并因势异时移而发

生虚实转化.王泉伟认为传统中国外交存在观念因素和物质因素,而天朝意识这一观念则严重影

响了明清时期的中国外交决策.
然而,表与里并不总是完全一致,若是二者出现对立时,该如何处理? 明初中日外交历程,就是

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特殊阶段.彼时,明朝对日本的外交诉求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求日本承认明

朝新政权并向其称臣纳贡,二是要求日本平倭禁倭,维护中国沿海安全.前者为表面形式即“面子”,
后者为实质内容即“里子”.明太祖历次遣使日本,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可谓不厌其烦.这充分表明

倭寇问题是明太祖的真正关注点.期间,日本曾几次奉表进贡,遵守朝贡礼仪,但是彼时日本内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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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并未能按照明朝的预期去禁绝倭寇①.日趋严重的倭患问题,令明太祖一再失望,并最终不再对

日本抱有幻想,终止了与日本的外交往来.由此可见,当里子问题得不到解决时,面子也就荡然无

存了.

四、结　论

洪武初期,中国沿海屡遭倭患,但因天下初定,明朝并没有太多的力量去武力靖倭.最初,明太

祖对日本抱有很大幻想,欲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靖倭,故而积极主动地展开了“倭寇外交”.洪武

元年,明太祖首次遣使日本,但甫入日本境内便被贼所杀.次年二月又派杨载、吴文华等七人出使日

本,但怀良亲王却怒斩明使多人,拘杨、吴三月之久方让其回国,致使明朝颜面尽失.因沿海倭寇问

题依然严重,明太祖不得不于洪武三年再次派遣赵秩前往日本.«明实录»等书宣称因赵秩的据理抗

争方使怀良亲王决定来华朝贡,其实过分夸大了他慷慨激昂的说词,而忽略了其它因素.事实上,当
时明中书省还派遣杨载押送１５名倭寇再次赴日,要求日本从严处理这些倭寇,这无疑给怀良不小的

政治压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北朝大军气势汹汹,乌云压境,怀良亲王面临困境,为保全

自身,不得不改变其原有敌对态度,转而俯首奉表,向明朝称臣纳贡.
针对村井章介等人提出的赵秩一直客留日本的观点,本文认为出于对诗歌中“三年”一词的错误

理解,导致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事实上,赵秩在洪武四年的确曾随日本使团一同回国,但之后他

又于洪武五年五月同祖阐、克勤等人一起再度赴日,直到洪武七年五月才回国.从洪武五年十月至

次年五月,祖阐一行之所以在博多待如此之久,是因为季风不顺,没有合适的渡船机会.有学者认为

在此期间他们见了怀良亲王,也有学者推测他们曾被拘留或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

猜测.事实上,祖阐一行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见怀良亲王,也没有被当地官员拘留,相反,在此期

间他们与日本友人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且得到了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
在研究东亚关系史尤其是中日关系史时,我们必须跳出以往朝贡制度理论框架的束缚,从多角

度考察双方交往的动态过程.纵观洪武初年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

外交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但
另一方面日本却禁倭不力.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但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

倭寇,致使倭寇连年侵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远远达不到明朝的靖倭预期.双方在

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遂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从而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

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
通过对洪武中日外交复杂曲折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

面子,而国防安全才是里子,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重新考

察和理解东亚国际秩序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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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何以共谋:战后台湾学术形成的权力语境

王 晨 光

摘　要:１９４９年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愈加重视对香港文化人士的利用.台湾当局一方面对知

识分子进行经济接援,另一方面潜移默化思想认同,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知识分子往往不能自知的隐性

共谋,文教被异化为政治形态的附属物.迁台后的传统文化学者虽与政党处于不同立场,但在冷战格局

下,学术研究仍难以摆脱权力的塑型,学者建设“政治伦理化”的努力则被威权转变为权力一元化的理论资

源乃至控制民众思想的工具.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利用美国教会势力进行反共宣传,而美国教会势力则控

制台湾文教系统进行文化殖民.教会、政党与学校亦形成共谋体系.学术内部的义理考据之辨,也潜藏着

学者的身份差异.受特权庇护的知识分子专注于文献考索,在政治与社会乱象前选择失语,而徐复观等反

抗者则被排挤到权力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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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５．０４

对于１９４９年后台湾学术的研究,已成为各领域学术史的一部分,甚至钱穆、牟宗三等学者本身

也已成为某种精神象征.然而传统研究往往沉浸于各学科内部,着眼于学者公开著述的内在义理,
却疏忽了学术群体与各种权力复杂交织的情形,缺乏对思想随时势而迁变的体察.由于未能阐明学

者身处的具体情境与焦虑,因此仅局限于讨论威权对知识的迫害与反抗,遂使得港台学者被型塑成

相关领域内部一套单一的话语符号.随着知识社会学方法的传入,学界逐渐意识到以往被遮蔽的学

术与政治共谋等现象.如近年来有研究还原了冷战时期美台宣传部门与文教界人士共同进行意识

形态建构的过程,也有学者论述民国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公众事务的介入及依附性命运,或有研究

从个别学者或期刊的心态与风格转向分析其时代动因,或分析文化论战中隐含的台湾认同问题,或
重审被忽视的学者群体内部矛盾等① .此类研究虽各有用力,所惜均围绕特定人物、事件或期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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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瑞锵:«‹民主评论›的新儒家与‹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关系变化初探:以徐复观与殷海光为中心的讨论»,«思与言:人文与社

会科学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１期;蔡振丰:«台湾新儒学与自由主义———以台湾认同论述为主的讨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王晨光:«思想史的双重批判———徐复观的学术论争及其当代价值»,«新亚学报»２０１７年总第３４期.杨小滨曾

提出关于知识与权力共谋的一种解释,即“自足的批判主体只可能是被‘大他者’的符号秩序所规定和俘获的幻觉主体.”参见«批判

的主体与主体的批判:知识分子的反抗与共谋»,«台湾文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此外还有程朝云:«大陆学界对１９４９年以后台湾

社会文化史研究综述»,«兰州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２期.以徐复观为主体的研究,重要专著有黄俊杰:«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

想»,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高焜源:«徐复观思想研究——— 一个台湾战后思想史的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廖启余:«论战间(１９４９ １９５８)的徐复观»,“国立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LeeSu san,XuFuguanandNewConfuＧ
cianisminTaiwan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９):ACulturalHistoryoftheExileGeneration (RhodeIsland:BrownUniversity,１９９８)．



讨论,且偏重于现代政治或学术史其中一端,又囿于档案文献的封锁限制,未能深入对台湾战后“知
识与权力共谋”这一主题进行阐发.

２０１７年初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蒙«新亚学报»主编翟志成教授帮助,偶见一封«徐复观致刘殿爵

信»,尽管信末有“此信望您保留,在我死后您想方法发表”之语,但刘殿爵先生直至逝世始终未予刊

发.徐复观自１９４３年因驻延安后所撰报告受信于蒋介石,被委任以“军委会”高级参谋长等职,此后

长期在侍从室第六组任机要秘书,与谷正鼎等人从事情报分析工作.１９４９年随蒋赴台后办报治学,
以«民主评论»为阵营宣扬新儒家学说,１９５５年于东海大学任教职,１９６９年后转香港执教.该信即写

于徐复观离台赴港次年①.信中除提及其赴港后研究计划外,还提到１９６９年６月２６日其先遭东海

大学校长吴德耀及教会势力逼迫退休,后因蒋经国领导的知识青年党部操作被台湾公私大学全面封

杀拒聘,台大哲学系洪耀勋欲请徐兼课亦被毛子水、沈刚伯、屈万里反对等事②.徐复观是典型的迁

台后知识分子,他不仅在台海两岸对峙时期积极参与文化与政治评论,而且在从事教职后持续对学

术界内部进行批判,在信中更透露其晚年因政治、宗教与学术三重势力共谋压迫而凄惨离台.鉴于

此,本文并不专论徐复观或某位学者的交游言行,而是选取五个侧面切入当时的学术与权力关系,分
别讨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港台学术氛围、五六十年代传统文化学者与政治的复杂纠缠、蒋介石与教

会共谋的渊源及西方教会势力对文化的干预、义理与考据论辩背后的隐性权力.２０１７年４月前后,
台湾“国史馆”陆续将蒋介石和蒋经国档案(“大溪档案”)解禁开放,此类史料为前人鲜见,藉此则得

以从政治层面俯瞰学界.本文所作,意在通过历史语境学的手法对思想文化进行一种解释,亦希望

向当前社会展示政治与学术隐性共谋的形成过程,以相戒惧.如有不足,敬请方家指正.

一、战后滞港知识分子的文化共谋

１９４９年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愈加重视对香港文化人士的利用,这自然与当时的战争态势

有关.自渡江战役后,不少知识分子势必在政权之间作出最后的抉择,但对大多数无党派知识分子

而言,当时的文化忧虑倒在其次,首先考虑的还是区域政治势力的持续性,以及能否谋得稳定教职以

维持未来生计③.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乃至华南沿海诸县市便不啻为一个极好的进退观瞻之地.对

于中国大陆而言,由于国际形势的紧张,作为自由港的香港成为突破美国封锁转运物资、获取外汇和

收集情报的唯一地点.而香港殖民地政府也别有用心,虽然１９５０年后香港殖民地政府对当时政治

活动均严格取缔,但其一面利用蒋伪政府破坏中共在港组织,一面利用中共制约台湾势力,其用意即

在于预设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因此想尽方法敷衍周旋,以期减少中国大陆一方对香港之压力,
若战事爆发则可随机与台湾达成合作.对蒋伪政府来说,由于其密切关注当时在港组建第三势力的

人物,因此借助港英政府则能有效对该派势力予以打击,如顾孟余、邓龙光等第三势力经港府传讯申

斥后不敢再活动即为一例④,且蒋伪政府败退台湾后,唯有香港与大陆一衣带水,其地缘形势远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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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１９７１年５月４日徐复观致妻王世高信中亦写道:“逃难来台湾,我们用尽全力,想在台中生根.将近二十年的心血,给吴某

和萧某毁掉了.这两年我们使用全力经营台北,一点一滴地继续着,积蓄一瓶一瓶的酒,积蓄一本一本的书,积蓄我们的日用品乃至

人情上需要的东西,但因台湾连兼课都找不到,逼着我作久留香港之计,重新向江湖上找生活.”见黎汉基、曹永洋编:«徐复观家书

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２００１年,第８９页.
如信中称吴德耀“既无知识,又无起码的人格,并且连聪明也没有,成天地背着洋人的招牌,讲着一听便知道是假话的假话,

所以弄得全校不满”,而“教会和吴德耀早想把我撵走,但是不敢下手.恰好蒋经国领导的知识青年党部,专向学校及文化机构作特

务的,他们想把我逼得在台湾饿饭之心,比教会更深更毒”.因此各种密谋策划,迫使其辞职.此后“‘教育部’的安全室主任姓孔的,
立刻通知各有关较好的公私大学,不可再聘徐某教书.台大哲学系早要我兼课,我不肯接受.此时它的系主任又要我兼,后来给毛

子水、沈刚伯、屈翼鹏他们反对掉了.”见徐复观:«致刘殿爵信»(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朱国藩藏刘殿爵遗物.
参见翟志成:«当代新儒家史论»,台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１ １３５页.又参见熊十力与致柯树平、徐复观、牟宗

三、叶石荪等友人书信,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八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３８、５４９、５５９、５６３、５７１、５８２页.
«黎铁汉呈蒋中正对香港及东南亚工作意见书»(１９５２年３月２０日),“国史馆”藏特交档案,典藏号:００２ ０８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７.



在菲律宾、曼谷、新加坡等地重新安插势力①.正是三方之间互相制约的局面,以及冷战长久延续的

国际形势,香港最终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知识分子的核心区域.
自１９４９年下半年起,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逐渐有国民党背景的文化人士渗入该地区观察知

识分子心态动向,并积极展开收买与舆论造势.雷啸岑,曾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中央日报»社主

笔,１９４９年后承“中宣部”许孝炎之邀举家迁香港,任国民党喉舌«香港时报»社总主笔②.１９５０年１
月１４日,雷氏向当时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黄少谷与“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发信,该信内容即关于

争取熊十力等香港文化界反共作家并编印“救国丛书”以建立一套思想体系的计划,信中表面称“现
时各部分人士以民主自由为异端,此甚危险,将误导苍生万劫不复,吾人谨以此集体工作发扬正义,
阐明路线,期能涵盖并包笼罩群言,而不必采对立矛盾形势”,实则亦暗含一种对时局与战略的分析.
在雷啸岑看来,国民党败退或多或少根源于对知识分子政策之失误,如信中委婉地指出:“吾党对忠

诚而善良之智识份子素采疏远政策,致令若干反共有能力者蹙蹙靡骋,随伪浮沈.”可见,其已预感到

当时蒋伪政府若再不争取知识分子的归附,随着战争形势的败退,政权的合法性势必更陷入孤立无

援的境地.雷啸岑信中还说:“最近共党见黄冈熊十力先生穷困九龙,乃百方游说,将熊接至羊城住

省府招待所,不久将送赴北平,熊之思想言论皆与唯物论极相反,然共党竟有此招,藉熊作号召耳.
吾党固无此气魄也,何以奋争耶?”③由此其要求编印禁书的经费不论多少,希望能一次拨款给付,并
且要避免官式程序与手续.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资金链不受内部党务的掣肘,另一方面则与该工作

的私密程度相关,因为在表面上其唯有避免党派身份以及党内经费来源,才能使言论获得公信力,故
信中称其“决不以官称事业自居也”.信掷出次日,为恐意外,复紧急补寄一函给黄少谷,信中希望

“表面上勿作成与台方某君对垒形势,事实上勿蹈过去遇事干扰胶守统制成规之令人不愉之办法即

足也”④.由丛书撰写计划来看,此番行动也不同于以往低级的舆论宣传战.在第一期丛书中,其拟

定十本书的撰写计划,分别是张国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唐君毅«唯物辩证论批判»、钱穆«中国政

治制度研究»、郑学稼«自由主义与中国»、雷啸岑«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胡秋原«世界文化史的发展

及其前途»、张丕介«中国土地制度之探讨»、黄震遐«世界史程中之中国»、罗梦册«二十世纪的社会思

想»、张六师«从军事观点论反共战争»,第二集丛书更拟将牟宗三、成舍我、沙学浚、林一新、胡拙夫、
程兆熊等人纳入,可见雷啸岑之编书计划,既希望有效扩大思想宣传的权威性,也相当于救助当时滞

港的知识分子,实则是通过维持知识分子生计从而巩固国民党一方的文化优势.
此后黄少谷与陶希圣签呈拟办,申请“宣传部”部长程天放筹款,内容亦凸显两方面的考量.其

一是从当时短期文人争夺战出发,称共产党“拉拢香港文化界人士,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又谓熊十

力在思想上与共产党“完全对立,仍被其接穗招待,可为一证”⑤,因此认为对于香港反共作家之联系

团结工作,确不容缓;其二则从较长方面考虑,认为雷啸岑、张国焘等拟编印之丛书属于“忠贞之士”
长期思想战线斗争之必要,由此指令“中宣部”就“中信局”贷款中归该部动用部分,先拨新台币三万

元由台湾银行汇往香港做初期经费.尽管最终拨款不顺,但亦可见当时蒋伪政府内部已注意到经营

香港作为思想战线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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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据蒋介石报告,“中国华侨在东南亚越有一千万人,俱作为小本经营者,彼等为共党渗透至主要对象,但均具有坚强之反共

信念,故共党之渗透不易成功,惟如何对华侨增强其信念,维系其组织,自为一极重要之事”(«“外交部”谨拟总统蒋中正与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就共党在亚洲之进展及应注意之点»(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４日),“国史馆”藏外交档案,典藏号:００５ ０１０２０５ ００１００ ０１０).
雷啸岑:«忧患余生之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９ １８４页.
«香港时报社雷啸岑函黄少谷等呈报遵与张国焘等编印反共建国禁书拟计划概算经费»(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４日),“国史馆”藏特

交档案,典藏号:００２ ０８０３０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６０.
«张国焘等呈拟救国丛书编印计划附概算暨书名与作者»(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４日),“国史馆”藏特交档案,典藏号:００２ ０８０３０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６８.
«雷啸岑等同志函呈为团结香港文化界反共作家拟具救国丛书编印计划案»(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０日),“国史馆”藏特交档案,典

藏号:００２ ０８０３０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７０.



雷啸岑此后长期在港作为蒋伪政府潜伏的眼线,观察香港文化界人士最新的心态动向,积极向

国民党情报部门汇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试图将滞港文人尽力笼络进其思想文化战线中.以顾孟余为

例,１９４９年后其受李宗仁之托,先后与张发奎、张国焘、张君劢等人酝酿第三势力①.在国民党内部,
曹德宣甚至对蒋介石称,如若组建军人内阁宜用白崇禧,但“若用文人内阁,则最好用顾孟余,保能孚

众望博得内外人士之赞扬”②,由此可见顾氏在当时之地位.然而,由于国民党与香港当局的打压,顾
氏的政治组织终告失败,此后遂定居美国加州伯克利.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雷啸岑从钱穆口中得知,顾
氏曾派人向钱穆要求来港在新亚教书,并商洽每周教课时间等问题.在长期从事宣传情报工作的雷

啸岑看来,这种知识分子的迁徙背后必然连带其他影响,因此他迅速密函陈诚,叙及当时顾孟余的动

向,并点明顾氏身份特殊,倘若赴港必将助长“民主斗士”一派之势力.雷啸岑同时又认为,因“顾氏

对政府并不走极端路线,过去张向华等人之‘战盟’即因顾反对其宣言中有攻讦台湾过甚之词而归于

解体”,因此又建议“政府”应对顾氏生活予以照顾,尽力将其吸收利用.仅由此例便不难窥见当时蒋

伪政府安插在香港的眼线对知识分子进行诱拢的工作手法,即一方面进行隐性的经济接援,另一方

面潜移默化知识分子思想认同,最终使其与己达成不自知的隐性共谋.信中雷氏再次提出对香港文

教界的观察,其谓:“香港文教界大多数对‘政府’有反感,然亦非决绝态度,只缘十年来‘政府’或党部

派在此间工作人员至作风非避难取易,即纯粹官僚化,以致统战效用乃等于零.啸岑目击详情且悉

至隐思之,颇为悲观也.舜生赋性冲动,然对人对事皆极重感情,彼之所以走极端,去春即已密语于

岑矣.当时岑亦转告在港负责同志,然无人注意,致演成今日之僵局也.”③可见,在雷啸岑看来,正是

缘于台湾当局对滞港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失误,才使得知识分子心理发生转向.
总而言之,当时滞港的知识分子虽有政治理念,但迫于经费原因,多数委屈求全.以张君劢为

例,其与顾孟余、张发奎等合作,顾、张起初欲争取台湾当局援助未得,随即便转派张君劢前往美国活

动.张君劢赴美后,通过美国在港人员密转美国务院两项文件,其一表示对蒋伪政府之批评,另一则

表示“彼等能做及愿做之民主自由运动工作及所需之经费”.然而实际上其与美国两党人士周旋、访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与住纽约李宗仁会晤等筹划均未能如愿,最后全力争取下,美方始允在原拨蔡文

治训练经费项下,划出每月美金一万元做其活动经费④.这种因利益而形成的共谋关系很不稳固,当
知识分子单纯依赖美援进行活动时,一旦经费断绝,组织自然也就陷入危机.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中
国大陆因东北亚形势与国内政治运动无暇顾及香港知识分子时,滞港学者生活困窘,只能从实际政

治谋划转入学术研究借以抒发治道,蒋伪政府也便顺利地将这批文教界人士引导入台湾的共谋体系

中,巩固了两岸对峙中台湾一方的力量.此后直至１９６０年代末期,国共两党对香港的关注或控制再

度松懈,这也是徐复观当时选择香港出走的时代背景.

二、战后传统文化学者的隐性共谋

迁台初期,蒋伪政府对教育界思想控制一度采取直接干预与强力规训.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宣传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拟定加强学校政治教育的办法,从中即能明显看出政治权力对各层人员的强力监

管.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完全适合当时两岸的军事格局,比如强调“专科以上学校应不分院系,一律

增加‘各种主义比较’(以三民主义为立场)、‘中国革命问题’、‘世界政治现势’等课程”,并强调应及

时开办政治思想方面演讲,图书馆应积极购置编辑各类政治教育书刊,同时严厉惩处煽动学生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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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利益的校长、老师与学生①.在高压政策的同时,蒋伪政府也注意到将传统文化作为政治资

源进行利用,一方面意在去除日据时期殖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反共抗俄”的需要.１９４９年

孔子诞辰日,国民党“教育部”邀请孔德成先生赴广州演讲,演讲后颇有成效,因此国民党宣传委员会

决定继续请孔先生前往香港、澳门、中山及昆明、贵阳、成都等地讲演,其用意在于“期以孔子学说与

反共理论相互发挥,籍收反共宣传之效”②,此后更以官方名义创办“中华民国孔孟学会”及«孔孟月

刊»,并通过演讲、征文等奖励活动来形塑强化权力.其实,这一举措并非偶然,早在１９２６年省港大

罢工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当局港督金文泰已经注意到,有必要加强中国传统教育,并且应该着意强

调儒家伦理,认为“儒家伦理很可能是疗治布尔什维克有害教条的最佳药物,并且肯定是最有说服力

的保守课程,以及最伟大的劝善力量把钱用来培养年轻人心中的中华民族保守观念,不光是用

得其所,还能带来最佳的社会保障”.此后,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当局即大力倡导尊卑、忠诚、顺从等中

国传统观念,借此抵御各种激进思想③.与此同时,由于民国政权更替而失势的原先出身科举乃至在

清廷为官的旧利益文人被起用,转而成为港英殖民政府所注重的负有“文化使命”的上层精英.
尽管对新儒家群体而言,儒家思想与民主自由是体用的关系,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关系,是

良知坎陷的结果,但从现实层面看,此一哲学亦有其形成的历史语境.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
国为牵制中国力量,积极筹划第三势力欲图领导大陆“敌后”游击④.同时,美国陆军战略情报部门拟

设立“敌后工作委员会”,以配合“中央情报局”组建对中国大陆的情报网,前文所述顾孟余、张发奎、
张君劢等组建的“战盟”即在这种背景下成立.此类团体虽标榜独立思想与追求民主之精神,但从实

际情况来看,起先多是“国内知识分子、军政人员逃亡港九,彷徨苦闷之余,颇思寻觅政治出路,适美

国发表白皮书明示愿扶植中国新生力量,刺激逃亡港九人士,纷纷从事政治性之聚餐会、座谈会、联
谊会等活动,幻想获得美国援助”⑤.当香港文教界人士积极组党办报争取美国资助之时,新儒家学

者则日渐感觉到焦虑,一方面担忧自己失去国族身份,另一方面也担心失去对学术目标的控制从而

沦为为美国“提供情报的土著线人”⑥.新儒家学者希望借助中华文化传统来弥补西方现代性的弊

端,但随着冷战时期美国反共的外部需求,他们既接受西方现代价值,又要维护中国文化主体性,最
终唯有竭力在抽象的形上哲学观念内兼容二者.

１９５７年«自由中国»刊出殷海光«重整五四精神»,文中表面批判青年对“五四”的遗忘,实则指向

“复古主义与现实权力”二者的媾和,并认为“复古主义者在情绪上厌恶‘五四’,摆出卫道的神气来制

造‘五四’的罪状.这正符合现实权力的需要.复古主义者又想藉现实权力以行其‘道’.二者相遇,
如鱼得水”⑦.李明辉先生即指出,此处“复古主义者”显然包括新儒家,甚至可能是以新儒家为主要

对象,至于“现实权力”,则显然是影射当时的国民党政权⑧.在殷海光等人看来,无论传统文化研究

者如何标榜,从效果而言已然与国民党政权形成了实际的共谋关系.然而,这种攻讦纯属知识分子

内部的妄加臆测,至少从“国史馆”藏档案来看,未有任何证据表明国民党内部与新儒家存在实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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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结共谋.可想而知新儒家自然也不会接受这种凭空诬指,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刊登«历史文化与

自由民主———对于辱骂我们者的答复»一文,公开痛斥对方为“文化暴徒”.考察徐复观关键性的辩

白,其核心逻辑实在于摆明“世界任何稍有知识的人,也不至反对把人类的历史文化当作学问研究的

对象”,且认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判断”乃至这种逻辑的自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再即是表明“原子

时代人心社会”的稳定还是需要中国历史文化的忠恕之道①.换言之,他已经通过“研究者”的身份来

取代传统儒家治教合一的理念,是以史学家的身份屏蔽经学在历史上参与政治共谋的质询,以概念

宽泛的“文化资源”一词来取代原教旨主义的经典律令.实际上,两派均狭义地将知识与权力的“共
谋”视为政治收买这一显性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学理观念的碰撞必然只能转为人身攻击,最终竟促

使研究思想史的徐复观与曾一度致力于宪政组党的张君劢,以及从事哲学分析的唐君毅、牟宗三达

成临时妥协、一致对外的同盟,以共同署名发表宣言的形式争夺话语权.
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当香港组党运动转入低迷,同时中国大陆发生各种文化运动,蒋伪政府

找寻到契机,适时再度推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正是这次思想文化的战略部署,最终将港台文教界

主要的知识分子纳入其共谋战线.以钱穆为例,早在１９５０年新亚书院初期经费困窘难以维系时,正
是依靠台湾拨款才有了转机.徐复观即称“新亚书院那几年得以渡过难关,完全是出自今总统蒋公

的德意”,并认为钱先生在台初期“尚无后来的炙手可热”,主要靠«民主评论»“使大家知道这位中国

文化留护神的钱先生而加以尊重”,而此事正是靠徐复观与蒋经国撮成.徐氏自叙:“三十九年四月,
我由港返台,谒今总统蒋公于阳明山大礼堂后的休息室,特别提到新亚书院的情形,希望予以帮助.”
然而蒋虽口头支持,但其后同秘书张其昀商议时却遭到拒绝.随后,徐复观建议钱穆“亲自赴台,面
谒蒋公,才能解决”②,并与蒋经国商议,以邀钱穆讲学的名义促成钱穆来台.至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８日,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阳明山中山楼宣告成立,该会恭请蒋介石担任会长,与会者公推孙

科、王云五、钱穆、左舜生等１１人为主席团,并通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次日,国民党党

媒«中央日报»刊发报道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已由相应、策动的阶段,进入推行实践的阶段.”«中华

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很明确地表明该组织之旨趣,其中谓关于文化作战,要以三民主义的理论,
打倒大陆推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号召海外知识分子对大陆展开联合作战,将台湾展开文化

复兴运动的情况尽量用各种方法向大陆同胞报道,争取大陆文教人士及海外亲近大陆的文教工作人

员③.换言之,所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明确作为文宣战线的组织.８月２３日,«中央日报»再次报

道蒋介石聘选钱穆、林语堂、孔德成、张其昀、王世杰等１８人为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后,钱穆常

受到蒋介石的接待,成为见诸报端的文化反共战线主要学者.如１９６７年８月３日«中央日报»报道

蒋介石招待居香港的文教新闻界领导人士左舜生、钱穆、容启东、胡家健、卜少夫、任泰、易君左等④.
此后诸如孔子诞辰日等,钱穆也屡屡作为资深优秀教授名列蒋宴饮之首位⑤.因此,仅就现实层面而

言,当１９６０年后,«自由中国»停刊、雷震被关、胡适去世、殷海光遭软禁、西化派作为论敌陆续淡出台

湾学界时,台湾当局对传统文化代表人物奉为座上宾并邀约演讲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至此可见,尽管学者与政党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但由于时势变动,两者最终形成某种程度的隐

性共谋关系.对于钱穆个人而言,其寄望于知识阶层的精英分子在文化抟造上的作用,既能诚心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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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又保留旧典①,因而竭力撰写保守主义与传统政制的思想以期保留火种,但这种行为同时则足以

被蒋伪政府充作现实政治文宣的资源.故虽然钱穆沉浸于文化史研究,蒋伪政府却注重“钱穆先生

在军中所讲中国文化,很有价值,‘总政战部’应研究印行”,而钱穆其他的研究著作,尽管同时寄出,
但由于没有“战略”价值,则被视为“纸张印刷都非常好,可是内容空泛,实在是浪费”②.这不啻为对

知识分子的一种讽刺.更关键的是,传统士人难以割舍儒家经世济民的抱负.如１９４２年钱穆在成

都第一次与蒋介石会面时竟直言“儒家学说,决不能离开政治,亦可谓其全部内容要义乃为修明人类

社会之政治而产生.故研究儒家学说,亦不能脱去现实政治于不顾”,乃至认为宋明儒学“缺点即过

于注重内心之修炼,致流于空寂迂拘一途,远不若西洋学说之生动开展”,而褒扬清初顾、黄、王等人

“皆以儒家学说,运用之于实际政治,而为有体有用之学”③,殊不知,正是这种“施于有政”的情怀,最
终使得学者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诱入既定的权力格局.新儒家群体的命运亦复如是,他们极力将中

国传统政制塑造成一个“政治伦理化”的特殊形态,结果儒家的“内圣外王”在现实中只能转为君师治

教合一,乃至成为专制权力一元化的理论根据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香港殖民当局与旧有科举政教系

统培养的文人集团达成共谋,成为维护岛内殖民秩序、抗衡五四文学与语言革命的新利益集团的一

块庇护所.而后,蒋伪政府同样将以儒家为主的一套传统行为规范及价值系统作为反共的政教资源

进行利用.可见,学术身份升降背后未必是文化理念的优劣新旧之分,亦未必是一套义理或政治制

度缜密分析与权衡的结果,其实质或许仅源于简单的共谋关系之缔成.在这种视野下,儒家或儒教

概念本身也便不是一个历史考证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愿意正视的思想史现象.共谋体系中的

学者乐于标榜自己的国族情怀与经典文献呈现的儒家经世治道,自然不会承认自己隐性的共谋角

色.在这种格局下,文士纵然怀有各种捍卫文化的学术思考,但其所撰述的文字在付诸笔墨之时已

无法摆脱政权所赋予的治教定位.

三、蒋伪政府对教会优容背后的政治共谋

徐复观逝世后,他晚年的得意门生翟志成撰写了极重要的一篇概括其学术思想的文章«无惭尺

布裹头归».翟志成将徐复观与明末儒生吕留良对比,文中言:“吕晚村先生的结局,是戮尸兼灭族.
徐复观先生则在洋奴们和土奴们的逼迫侮辱之下,被勒令强迫退休于东海大学.”⑤这里的土奴、洋奴

即开篇徐复观致妻信与致刘殿爵信中提到的东海大学中文系萧继宗教授和校长吴德耀.换言之,徐
复观被迫离台最直接的原因即源于台湾当局对教会的特殊政策所造成的文化排挤,这种对抗背后绝

非文化层面的冲突,而是含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压迫.
关于蒋伪政府与教会及美国势力的互相勾结,以往研究往往征引宋美龄自述,认为蒋介石信奉

基督教是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与宋美龄结婚时同宋嘉澍家族达成的协议⑥,并且认为这种信教的背后,一方

面是利用宋美龄所接受的美国教育,可协助其对美外交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另一方面是１９３０年

蒋在中原大战期间急迫地需要外援与外国贷款,故接受洗礼,此后蒋介石才对教会予以优容政策.
实际上,“国史馆”藏蒋档表明,早在１９２６年,蒋介石已利用保护教会来维系与美国的利益关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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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何卓恩编:«人文主义的力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５４页.
徐复观在«致刘殿爵信»中称“在他们的上面的是李焕,在东海内部的是萧继宗,老特务,人相当聪明,我还曾以大力提拔过

他.于是我在去年六月廿六日,突然接到勒令退休的通知.”翟志成:«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台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

１９８７年,“序”第２页.
“他信仰基督教,完全由于我母亲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读圣经.”«蒋夫

人言论集»,台北:国民出版社,１９３９年,第４２６页.



年８月２５日陈友仁电蒋介石与唐生智,电文中叙其收到美国遵道会监督的来函,称“革命军命兵士

时有妨碍教会事业之举”,其中唐生智军长的军队经过醴陵时的种种举动,使得“教会受害,无力抵

抗”,故教会“请发布告饬会军人不得擅入礼拜堂及学校、医院等,入院就医及问病,军人须守规,病愈

需即离院等语”.陈友仁在来电中还提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对美关系取反善态度,对于美教会下

之医院、学校宜予以相当保护.”①收到电函后,蒋即电令军队对外国人之教会不得妨碍.１９２７年后,
蒋介石更屡屡直接下令维护当时国民政府管辖省份的教会权利.如该年国民党实际控制福建后,２
月２５日即下令“福建政治分会诸委员均需对教会产业及教士应令各地方军警一律保护,不得有没收

或侮辱等情节,希即通令遵照”②;８月１７日则对长沙部队下令:“国民革命军出征各部一概禁止在外

国教堂、教会宿营,仰各转饬,营房一体还之,毋违为要.”③此后直至抗战胜利,蒋亦给广州、福州、长
沙、武昌、南昌等２４个主要城市市长同时发布手令,令“凡收复地区所有教会房屋应一律归还原有教

会,如有驻军占用,应限一个月内迁出,不得延误”④.可见,早在国民革命期间,蒋伪政府便很清楚对

教会政策背后的国际政治考量.
其实蒋介石对教会的政策绝非仅仅出于教徒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利用.而在文教方

面,蒋甚至要求开放校内传教,以此作为一种党派和国家认同的治理手段,如１９３７年６月,蒋听闻徐

州等处不准教会学校传教,乃至地方政府迫使教会停办,其专门发电命王世杰、陈果夫查理具体原

因,并在电文中明示道:“排斥办教会学校反对传教于我国社会人心风尚与政治皆有极大之损失,而
于现在为尤甚.如能用之得当,国家实多利益,应设法维持与奖勉也.”⑤这种利用教会进行政治对抗

的策略,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得到更多应用.１９５１年,蒋介石受美国福音教会邀请,于芝加哥年会

开幕式上发表文告,文告中即指明:“为尽速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为重获人类美德与尊严计,对国际

共产党之侵略,不论其为直接与公开之武装进攻,抑为培养其第五纵队间接之制造内战,必须以爱好

自由国家之联合努力,以一切代价加以制止.基督之教训信条,视为今日挽救世界人类惟一之

道德之基础.”⑥可见,国民党政权同教会关系之维护实际上正是与其政治主张紧密联系.１９５８年,
麦坚泰(CarlMcIntire)电蒋介石,告知远东基督教会会议将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召开,故请蒋赐训

词.四日后,蒋在回复的致辞中便引用«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至九节的经文:“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

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兼顾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

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⑦并在文中更指明基督徒与他均面临着国际共产主义

的对抗.８月８日,蒋再次给麦坚泰发私电,在电文中指明教会当下主要任务是“加强人们精神上之

防御,以对抗共产主义虚伪与残暴之意识”,其具体则应“帮助若干被姑息宣传领入歧途之不幸者,步
上光明之途”⑧.而在１９５２年,有一条手谕更清晰地暴露了战后蒋介石与教会人员共谋的情况:“本
党反共抗俄工作应与天主教会切实合作,望与方豪教授、牛若望主教以及本党党员之天主教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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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仁电蒋中正唐生智据美遵道会称士兵有妨碍教会医院事业情事»(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国史馆”藏特交档案,典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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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电王世杰、陈果夫查覆徐州等处不准教会学校传教登记真相»(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２日),“国史馆”藏档案,典藏号: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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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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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合作办法,应视此为本党组织之重要工作也.”①由此来看,蒋介石对教会的优待,绝不仅限于对

民众思想诱引或表面的劝善学说,而是紧密地同对中共的政治作战相关,功利主义必然是政策制定

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早在１９３２年在蒋介石不断进行暗杀行动后,宋庆龄便向斯诺说:“如果

蒋介石也算是个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②至于败退台湾后,更多人反感教会与国民党的共谋

分赃,甚至称当时只要蒋、宋、孔三族偶尔从“饱满的宦囊中取出点滴,作假慈悲假仁义地捐赠某某教

会”,便会得到颂扬,对于依官敛财、压迫剥削的行为却鲜见教内指责③.外国传教本身有文化殖民的

意涵,而蒋介石则“以基督徒的面目,以所谓的教义煽惑,要求教徒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新生活

运动,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共宣传”④.换言之,国民党培养的基督教人员与国民党已成为实际的共谋

关系,而教会本身的传教也与政治宣传难以剥离,最终教会沦为政党的行动工具.

四、教会、政党与学校的勾结共谋

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援计划用于教育事业最显著的案例,即为长老教会在台湾设立的第

一所大学台中东海大学,其建校经费全部来自美国政经界所支持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建校筹备处在１９５３年６月成立,同年１１月８日美国新任副总统尼克松访台并主持建校破土典礼.
在美援的基础上建立,自然受制于美方理念,东海建校看似延续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并传承民国时

期十三所教会大学的传统,实则１９５２年联合董事会秘书长芳卫廉博士(Dr．WilliamP．Fenn)即主

张,该大学不应是大陆任何一所教会大学之翻版.其中除却要避免教学“陷入象牙塔,流为士大夫”,
要“落实民主观念”,“不须以技术性导向”外,还认为“师生全体住校,教职员必须全职,并提供最佳生

活条件,且应为基督徒”.由于东海创校与蒋、宋家族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东海创校初期董事会成员

中,大多由蒋、宋人马担任,而由于冷战形势下共产阵营的东正教加入普世教会协会,长老教会则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成立反共推行委员会,明确“站在反共立场从事传教工作”⑤,故东海大学在台湾的

创立,不仅为美国在海外传教事业的拓展,而且有着浓厚的台美政治意义,标示着台湾的文教自愿成

为美国势力的附庸.

１９５５年徐复观初抵东海任中文系专任教授,他为校歌所填词中,有“求仁与归主,神圣本同功”
一句,这句歌词曾引发了联董会的不快,既然建校时明订“教会组织对学校事务有最高决定权”,那么

将东西理念划平的思想必然不受待见,且教职员不仅须做基督徒,更须传教⑥,在这种环境压迫下,

１９５９年徐复观最终与东海大学校长吴德耀闹翻,甚至拟将六千字反宗教长信告到美国董事长那

里⑦.然而,在整体冷战共谋大格局下,这种教授的反对声音如蚍蜉撼树,但对知识分子徐复观而言,
这却是其与东海高层交恶的主要矛盾之所在.

除校内的宗教势力外,直接促使徐复观离开东海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国民党制造的政治恐怖气

氛.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进行改组,改造委员会即提出建立知识青年党部吸收智识青年,认为该党部

工作攸关国民党整个改造前途,甚至是政权兴亡.因此知识青年党部的党务工作决不能重蹈“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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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冯启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传记文学»２００８年８月号,第４０页;廖启余:«论战间(１９４９ １９５８)的徐复观»,“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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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众脱节,工作与实际环境脱节,党部与学校行政互不配合,学校与社会互不联系”,导致“党部徒

具形式,党的决定不能贯彻实行,同志被一般人所轻视”,学校成为大陆间谍活动场所的覆辙①.知识

青年党部组织规程第１１条表示:“本党部采秘密方式,对外绝不公开.”因此国民党在校园内的组织

是被隐藏起来的,其工作任务之一即是发动党员进行整肃运动,其目的“要把寄生在本党里的腐化恶

化、投机动摇的分子清出去,让优秀的革命的分子走进来”,具体工作实行则是利用外围社团的名义

来掩护自己从而推行活动,其职责则是密切监视学校内部学生思想动向,进而在无形中发挥贯彻党

的决策及影响力②.蒋经国在召开第二次青年问题座谈会时,即批评一般人认为青年只需在校读书

是死读书,也是一种反动思想,并认为只要能发动青年参与,以任何方式来进行均无不可③.１９５１年

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第３１７次会议议题之一便是关于防范大陆间谍“利用传教渗入军中及学校活动”,
蒋介石发出有关特种党部及青年党部工作的指示,其中,特种党部的任务即与当地传教士切实进行

联系,而青年党部建立之初衷,即在于控制校内学生思想动向,但这便面临一个问题:按蒋介石此前

政策,台湾当局始终对有西方背景之宗教予以优容,如何在控制思想与实际信教之间寻找平衡,便是

其关心所在.据会议记录,当时蒋介石提出:“政府除对教会学校外,应饬各级学校劝导学生在校内

不宜有宗教之组织与活动,一面影响学业,但对校外学生信仰宗教应不予干涉.各级学校应与所在

地各宗教领袖及传教士密切联络,促使其提高政治警觉.”文中进而称,此即意在严防大陆间谍“以传

教为掩护渗入学校活动,如有发现,应搜集确凿证据,依法办理”④.１９５２年国民党直属的知识青年

党部完成了第一届委员会选举,其中包括台湾大学、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等共七个党支部.值得注

意的是,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蒋经国当选为国民党直属第九知识青年党部第十六小组组长.继而７月

７日至１０日,国民党召开改造委员会第３６４ ３６６次会议,会议上程天放报告称,昔日美国在大陆所

设之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近拟在台湾筹设教会大学,此事关乎国策,故请蒋介石鉴核.对此,蒋介石

回复道:“根本国策与应变策略二者要分开,不能说我国不准私人办大学,但办的大学要合乎我国的

国策法律及当前的需要.”⑤可见,蒋介石很清楚,私人大学设立在于控制教育以达到政治目的,而对

教会优容的根本目的也从属于对国民的政治控制策略,美国教会大学符合其政治宗旨,已然形成共

谋,自然但设无妨.１９６０年蒋经国至东海大学作了“岁寒三友”的演讲,尽管开篇多为勉励,实则暗

含着意识形态的教化.蒋经国演讲的关键,在于培养当时学生的政治意识,打消纯粹的学术化,如其

谓“超政治是不可能的”,“政治就是现在国家社会的环境,人类是不能避开它的”⑥.除蒋经国将反共

“救国团”与学校行政结合外,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张其昀.钱穆筹建新亚书院初期,张其昀曾

是发起人之一,但钱穆却说“不意渠去台之后,不再提起此校”⑦,这正隐喻了国民党内部人士与传统

学者之差异.此后张氏一意弘扬三民主义,其作为蒋介石的同乡,历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裁办公室

秘书与“教育部”部长,而在其任“教育部”部长期间,“教育部”更屈居“救国团”之下,对私立教会大学

亦不放过.如１９５６年当徐复观撰写«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后,随即便与自由中国社一同遭到

党政军的围剿,复被中文系同事萧继宗跟踪,更曾一度遭受上层压力而面临被解聘的危机⑧.这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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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编印:«怎样做知识青年党务改造工作»,１９５１年,第１页.
李泰翰:«“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动员与组训(１９５３ １９６０)———以寒暑假青年训练活动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

系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第４５ ５３页.
«青年问题(第二次)座谈会记录»(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４日),“国史馆”藏忠勤档案,典藏号:００５ ０１０１００ ０００５２ ０１７.
«“中央改造委员会”第３１７次会议纪录»(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５日),“国史馆”藏党政档案,典藏号:００２ １１０７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１８.
«“中央改造委员会”第３６４ ３６６次会议纪录:美国拟在台湾筹设教会大学等案»(１９５２年７月７日),“国史馆”藏党政档案,

典藏号:００２ １１０７０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４３.
«“救国团”主任蒋经国于岁寒三友研习会对与会学生演讲稿»(１９６０年),“国史馆”藏蒋经国文物,典藏号:００５ ０１０５０３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５.
雷震:«雷震日记»,引自傅正编:«雷震全集»第３２册,台北:桂冠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第２０４ ２０５页.
廖启余:«论战间(１９４９ １９５８)的徐复观»,第２５、３７页.



次印证教会、政党与学校已经形成了共谋体系.

１９６９年８月,蒋经国自财经官僚出身的行政院长严家淦手中,取得行政部门主导权.此后言论

空间再度紧缩,包括«台湾政论»等党外杂志,也因为触及国民党当局的底线而遭到打压,甚至连«八
十年代»重新出版«自由中国»有关反对党的言论,都遭到查禁①.当１９６９年权力最终集中在蒋经国

手中时,也是徐复观选择逃离台湾的时刻.

五、战后台湾的学术范式与权力

尽管徐复观在东海大学内部有着各种人事纠纷,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专业化的学术写作.１９６１
年１月１６日徐复观撰成«荀子经验主义人性论»一文.此文发表后数日,他在致唐君毅的一封信中

写道:“弟此次写至荀子,即发现清代考据家,除王念孙外,对字句之解释亦多不可靠.而«道经»‘人
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语,与伪«尚书»此二语之含义迥然不同,乃两千年来竟无一人看出,则知在古典

方面所应做之事正多也.”②可见,正是这一阶段,徐复观已决定要对清代以降的考据手法进行一番彻

底的反思与梳理.覆核徐氏这篇大作,研究的方法很明确,就是通过思想史的视角将荀子置于先秦

学术演变的路径中,从而理解其性恶论与心知论的观点.他不仅指出王先谦、郝懿行等人通过考释

单独字义理解«荀子»的谬误,更跳出纯本体论式的字义分析,从师法、尊君、重礼等层面切入,通过实

际意图的阐释发微来疏解荀子对性、情、欲的定义③.可见其绝非延续以往“心性—考据”的意气之争,
而是入室操戈,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本身的疏漏进行反思.两个月后,徐复观在“中央研究院”的好友屈

万里发表«‹尚书›中不可尽信的材料»一文,仅在该文刊出后的第三天,徐复观便书信一封激烈地提出他

的意见,信中说:

　　吾兄在«新时代»三期所发表之大作,弟读后殊感不快.吾人对古代之玄远世界,所能了解

者甚少.数十年来风气,以自己所能了解者为真,未曾了解者为假,而轻相排斥,影响自己与某

一门学问方面之进步,实为可惜.④

此后,徐复观所撰«阴阳五行观念之演变及若干文献的成立时代与解释问题»一文于同年１０月

刊出.尽管徐复观私下致信屈万里时曾谦虚地说:“弟所草«阴阳五行»一文,近已刊完,惟错甚多,尤
以(下)为更深.其中关涉吾兄之处,实属胆大妄为.然兄素知我,尚乞原恕,并望严加治教,是所感

幸.”⑤实则两篇文章内容针锋相对,内容也并不复杂.虽然１９５８年底屈万里已将殷墟甲骨拼缀完成

并撰成«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一书,然而这篇文章却并非用新出史料进行突破,而是秉承古史辨派的

思路,对«尚书»几篇的时代进行推理而已.譬如让徐复观觉得最“不能成立”的关于«洪范»的考证,
屈万里便是以«诗经»等古书作为基点,继而对照相同的遣词、职官等信息,由此推断成篇时代⑥.而

在徐复观看来,这一手法的关键疏漏,就在于对古书体例认识的一个常识性谬误,即:

　　(古人)不仅在开始以文字记录代替口传的时候,常常不免假借记录时流行的名词观念,以

表现口传的语言观念,即在口传过程中,也常不免于由时代、地区不同而来的语言上的翻译.⑦

尽管此前朱熹便已说过类似的话,所谓“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

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⑧但在徐复观的这里,已然从以往对个别篇章的训诂理解发展出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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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薛化元:«蒋经国的政改目的主在巩固国民党统治与中国法统»,«民主视野»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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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所否定的是通过对章句作片段式的考订继而推断整篇故事产生时代的方法,因为思想家所用

的名词“主要是由他自己的思想系统来加以规定的,即使不是思想家,也会受他所处的时代的流行用

法的规定.”①由此延伸下去,实际便将考据推进到历史语境学的视域,继而转为注重对写作者本身撰

述意图及其所处的整全社会处境的勾勒.相比之下,屈万里则太过重视字词比勘等单一性的细节考

据,此难免被徐复观视为“以一曲去代替全体”的推演.对此,屈万里则不以为然.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５
日,屈氏«读书需求甚解»一文刊出,这篇近乎宣言的文章开篇即言读书的关键“要靠读者能够细心,
能持着怀疑的态度,能于无字句处读书”.１９６２年２月,屈万里又将«对于“与五行有关的文献”之解

释问题敬答徐复观先生»刊出,在条分缕析后,纯然视徐的辩驳为“复古派”的反击并选择“退避三舍,
不再讨扰”②.可见即使徐先生选择考据学回击,但最终仍难免被业界贴上旧学的文化标签.此后,
虽然两人还有关于«诗经»、«尚书»、两汉阴阳学、周公等问题的明暗较量,但屈万里的路数已经很清

晰,其自认为己所传承乃宋初疑经一系之学统③,而徐复观曾重述经学史正在于辨正经学并非仅有

崇、疑两个面相,历代注疏者均借疏释经典以施于有政、应对时事,这种治教意图并不因所依附经本

的真伪而丧失价值.
大概经历同考据派的论辩后,徐复观猛觉有任重道远之感.他１９６２年前后曾感慨道:“我国治

文史者,若在治学之态度与方法上,没有一反省,实甚难有新的贡献,此则区区之用心之所在也.”④在

致信唐君毅时更说:“弟年来治学,常感推翻传统之说法,极不容易.乾、嘉以下之考据家,因浮浅不

实,故轻于疑古,以致造成传统文化的混乱.”⑤殊不知,表面上的义理考据之辨,实则是能否参与权力

共谋的身份差异.正如胡逢祥先生所言:“国民党高层暗中支持外界对‘中研院’和台大自由知识分

子进行打击,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⑥“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标榜继承民国以来蔡元培、丁文江、
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然而当其受特权庇护“为知识而知识”专注于文

献考索时,也便意味着放弃了对权力的批判,将思想封锁在学术研究之中.这根本的差异便体现在

学者的写作以基金委员会、评审教授、圈内专家为阅读受众,而非面向整个社群与国家.故徐复观与

屈万里等考据派绝非平等的对峙,王晴佳先生即直言:“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０年代中期的台湾史学界是史

料学派的天下,毋须与其他学派争胜,因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⑦因此,参与论辩的屈万里等人不过

是考据派的代表,如果说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台湾史学的中心,那身处东海

大学的徐复观无疑是学术权力边际的一个孤独的异类.某种程度上,东海正是要远离权力中心,因
为“如果校园近台北,台大的教授可以来兼课,东海很快就变成台大的附属学校了,而且靠近‘中央’
政治中心,东海难能独立发展.”⑧因此徐复观等新儒家学者不仅不可能参与共谋,更身处权力建立的

研究范式之外.在这种处境下的新儒家惟有反其道而行之,以民众为阅读受众,以社会为自己的据

点,以社会托命者自居,所谓凡人皆具“道德天性”自然便成为该群体所护持的思想基础.

六、结　语

在分析完战后台湾学术与权力关系的渊源以及各种群体、组织内部的勾结共谋后,不妨再回归

到徐复观身上,便不难发现其治思想史绝非仅出于学术的关怀,而是有着现实的诉求.覆察根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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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指责考据派在逐新的风潮下“远超过求理解,求真实之念”,乃至将学术研究建立在“以偏求全,
以想象代替逻辑推理的情况之上”①,其实质则在于沿袭“五四”以降对古典学术的冲击,所谓“采取最

狭隘的实证方法,首先否定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所以认为仁、义、礼、智等是人造的名词,在研究过程

中要与它们绝缘”②,而这无疑是引发近代经典与伦理危机的症结.在徐复观眼中,知识分子思考的

丧失和经学精神的丧失,使得现代学术与政权达成共谋,由此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殖民等现象面前选

择失语.当学术放弃现实批判,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自然只能建立在新史料或新解释等一套学术

内部标准范式之上.与“考据派”相比,新儒家群体真诚的动机毋庸置疑.然而正如韦政通所指出,
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西化派均暴露了同样的问题,譬如“过分看重思想的效能,忽略一历史现象的形

成,还有思想以外的复杂因素;除了学术性的和哲学性的活动之外,双方对传统文化的争议,主要有

情感作用、心理联想和价值判断所组成”③,而过分强调敬意与同情,很可能因此而妨碍到知识的诚实

与判断.以儒学、经学审视之,如果说固有的传统是在经典本具权威性的基础上,通过诠释来解决王

朝更替的政权合法性问题与礼俗、社会结构变化等危机,那么现代社会则首先面临经典本身成立与

否的合法性论证,进而要在现代学术范式、现代政体、现代民众生活习惯转变后,通过用新方式解释

经典,继续发挥经典引导与规范社会的作用④,但是徐复观以外的新儒家与传统文化群体似乎并未很

好纾解这一现代危机,因而难逃被纳入共谋的命运.
传统研究常集中于通过学者公开著述,讨论政治对学者的迫害及知识对权力的抵御.实则学者

从学理层面提出的治道不仅很难促成社会转型,反而往往本身便陷滞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在两

岸对峙形势下,看似独立的政治批判与史学研究背后蕴含着政治势力的隐性控制,而迁台后,台湾当

局仍然通过扶植学术研究、鼓励对其有利的传统文教,建构官师治教一体的治理术.相较于直接对

学术的封禁干预或强力规训所引起的抵触,权力永远试图寻找更为隐微与成本更低的方式来进行思

想管控.战后台湾的威权政治尽管制造白色恐怖,但更为稳固的是建立一套权力网络,其中既包含

宗教教义的诠释、大学学生的行为与组织规训,也包含看似无害的传统文化与标准正统的学术规范.
在整个机制自动运转中,体系中的个体对于自身被权力管控的情况难以识别,相反从学院派学者以

至普通民众,都笃信自己在追求标准的“学术规范”与“真理”,而恰恰是这一行为本身逐步完善了执

政者的权力网络.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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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徐复观在致胡秋原的信中所言,“传统之中国书生,先求救政治,不能,则退而求救学术.救学术乃吾辈之责任.”这不

禁让我们思考,如果说政治方面的挽救是指民主化与传统文化相调适,那么徐复观眼中的“救学术”又有什么具体指向? 又或者说,
自他迁至台湾后,台湾的知识分子群体究竟面临着何种危机? 在同一封信中,徐复观留下了一个线索,紧跟着他写道:“昨见许倬云

谈周初文化一文,真是荒唐幼稚,可谓谬种流传,拟写一文交«中华杂志»,芸书愿刊用否.”这里许倬云一文即指１９６８年１月许氏之

«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他所写则是同年９月刊布的«从学术上抢救下一代———以许君倬云有关周初史实的一篇论文为例».
见徐复观:«致胡秋原信»(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藏;«从学术上抢救下一代———以许君倬云有关周初史实的一篇论

文为例»,«中华杂志»第６卷第９号(１９６８年９月),第４０ ４３页.
徐复观:«三十年来中国文化的思想问题»,«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２７页.
韦政通:«当代新儒家的心态»,第４８页.
王晨光:«作为史家的新儒家———论徐复观与熊十力的歧异及其思想史策略»,«孔子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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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务实主义及其儒家哲学基础

姚　洋　秦子忠

摘　要: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务实主义.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相信真理的性质是历史和具

体的,而认知思维是情理交融的,认知系统是开放、现实和融合的;在实践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从目的出

发,相信如果目的是合意的,则手段就可以随情境而变.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还原为儒家的人性论.不同于

西方单一和不变的人性假设,儒家的人性是世俗的,因而也是流变和可塑的.人性的世俗性否定绝对真

理,人性的流变和可塑性为手段的多样性提供哲学基础.然而,儒家并不提倡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而

是强调个人修养以及礼仪对个人机会主义的约束作用.儒家人性论无法推导出法治,这不能不说是儒家

的一个缺憾;如同民主政治一样,儒家政治必须佐以法治才可能保证良政.

关键词:儒家人性论;儒家政治;务实主义;工具理性;实用理性;民主;法治;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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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体系恢弘而繁杂,其间不仅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等,而且还有外来

并被消融的佛家等,由此,描述乃至概括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整体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就其整体而言,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务实主义,学界并无大的争议.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务
实主义不仅是基层民众的行为基调,而且也是指导中国改革的哲学思想.务实主义让中国共产党冲

破意识形态的藩篱,成功启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学界对中国务实主义的内涵尚

无一致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务实主义尚无坚实的哲学基础.本文的目的是界定中国务实主

义的内涵,并为其构建儒家人性论的哲学基础,由此推动中国务实主义成为可以和现代西方哲学对

标的哲学学说.
韦伯是最早指出中国文化的务实主义倾向的学者,并以“工具理性”加以概括.工具理性虽然较

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务实主义在实践层面的特征,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忽视了中国务实主义

的其他面向;二是遮蔽了儒家价值理性的成分.李泽厚先生试图给出一个更加宽泛的定义.在«孔
子再评价»一文中,他从儒家仁学的四因素(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出发,总结了

儒学和中国人的人格特性:“这特性是一种我称之为‘实践理论’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态度.它构

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① 不同于韦伯,对于李泽厚来说,实用理性

(pragmaticreason)不仅包含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成分,而且还包含伦理论和存在论的成分,但这样一

来,实用理性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以至于(至少在哲学层面)无法进行精确的分析.再者,李泽

厚以“积淀论”来论证实用理性的认识论,抑制了中国务实主义发现真理的积极成分;而在实践论层

面,李泽厚没有分析实用理性的内在逻辑,特别是中国务实主义的能动性特征.最后,李泽厚对实用

理性的来源采取了人类学而不是哲学的论证方式,从而降低了这个概念的哲学意义.

　

作者简介: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秦子忠,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海南海

口５７０２２８).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第２２页.



　　本文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层面总结中国务实主义.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表述

为: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真理.用当代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

实践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表述为:目的的合意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合法性.用当代熟悉

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通过这样的界定,中国务实主义就不仅仅

是韦伯意义上的行为原则,也不是李泽厚意义上包罗万象的文化特征,而是可以和当代西方哲学对

标的清晰概念.
另一方面,本文从儒家人性论出发,建构中国务实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任何哲学理论最终

都必须能够还原到一种人性论,否则就是无本之木.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还原到儒家人性论.不同于

西方人性论对人性的单一认知,儒家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流变性和可塑性.因为人是认知世界的

主体,所以,由人性的流变性和可塑性可以推导出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真理这个结论.又由于人性

的多样性和流变性,人实现目标的手段应该是视情形而定的,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手段的多样性不能

成为否定手段合法性的理由.

一、李泽厚实用理性辨析

李泽厚对实用理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也许是受前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他用实用理

性概括全部儒家学说和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如前所述,这样做让实用理性变得过于宽泛,从而削弱

了它的哲学力量.本节主要讨论李泽厚在认识论层面对实用理性所作的论述,以期为本文对中国务

实主义的论述作出铺垫.
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李泽厚先生将实用理性归入第二部分“认识论纲要”,以便与第一部

分“伦理学纲要”和第三部分“存在论纲要”相对应.从概念上来看,“实用”是限定词,用以修辞“理
性”,作为中心词的是“理性”.李泽厚认为,这个概念是经验合理性(empiricalreasonableness)的概

括或提升,而“‘合理性’亦即‘理性’(rationality),它来自拉丁文ratio,有计算(reckoning)之意,与希

腊文的Logos粗略相当”①.就此而言,实用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逻辑形式,属于认识论的范畴.
(一)理性辨析

在认识论层面,李泽厚首先认为,实用理性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主张“一切都放在实

用的理性天平上加以衡量和处理”,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②.这种实用理性的原初形态“建
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

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③.在这个层面,实用理性和韦伯

的工具理性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李泽厚不把工具理性作为理性计算的工具,而是把它还原为亲

情和血缘关系.实用理性“讲求各个因素之间动态性的协调、均衡,强调‘权’、‘时’、‘中’、‘和而不

同’、‘过犹不及’等等”④.这种注重“掌握分寸,恰到好处”的观念,李泽厚先生将之概括为实用理性

的逻辑———“度”.人类及个体首先是以生存为目的,而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持肉体生存,即衣

食住行,由此这个“度”便首先产生并出现在生产技艺中.人类既依靠对于生产技艺中的“度”的掌握

而生存、存在,而维持族类的存在,“度”便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⑤.在

这个层面,实用理性大大超出了工具理性的范畴,扩展到人生态度和伦理层面.在这里,“度”是一个

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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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４页;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青岛:
青岛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５９页.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２２页.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２４页.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２５页.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２４０ ２４１页.



　　“度”作为物质实践(操作活动及其他)的具体呈现,表征为各种结构和形式的建立.这种

“恰到好处”的结构和形式,从人类的知觉完形到思维规则,都既不是客观对象的复制,也不是主

观欲望、意志的表达,而是在实践—实用中的秩序构成.人类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操作中,
发现了自身活动、工具和对象三者之间的几何的、物理的性能的适应、对抗和同构、契合,发现不

同质料的同一性的感性抽象(如尖角、钝器、三角形等等),由于使用工具的活动使目的达到(食

物以至猎物的获得),使因果范畴被强烈地感受到,原始人群开始了人的意识.这种种人类

意识的萌芽,都是在亿万次大量经验尝试错误中通由个体突发涌现出来的“完形”.出来之后,
被原始人群不断模拟(mimes)而得到巩固和传授.①

从根本上讲,“度”首先是行动而非思维,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见性,因此它不是理性的

逻辑(归纳、演绎)所能推出,而是与美、审美相连的含混的充满感受的开放过程②.在«实用理性与乐

感文化»一书中,李泽厚先生对实用理性的逻辑———“度”———作出进一步和较为细致的论述,他如此

写道:

　　历史本体论的实用理性所讲的A≠A±(即度)之不同于A＝A、A≠A,是因为二者不在一个

层面上.A≠A、A＝A 是由操作命令而内化为思维和语言的同一律规则.A≠A±(度)在实践

操作层面虽仍需遵循A＝A、A≠A才能进行,但它之所以不同于 A≠A,在于它指示的是这一实

践操作取得成功(达到目的)的现实可能性.只是A＝A、A≠A并不一定成功,它只是实践操作

规则.A≠A±,是遵守A＝A、A≠A的操作活动而取得成功(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和充

分条件.因之,它涉及的是维系人的生存—生活—生命的本体实在,是对这一实在的确认和见

证.而某一A≠A却与成功与否从而可以与人的生存或本体存在无关.可见,A≠A±(度)的范

畴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主体操作活动,而且也设定一个实体世界的存在.A≠A ±不能通由伦

理命令成为思维规则,而只能是由不断的尝试错误的操作实践中逐渐涌现出来.所以,它成为

人类通过实践获得生存的本体性的存在范畴.它不属于形式逻辑,而进入辩证逻辑.它不止于

人的操作—思维,而且进入人的生存—存在.③

从以上摘录的这段话来看,李泽厚先生所谓的实用理性是“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这种经

验合理性,实质上是引文中黑体字部分④,即 A≠A±(度)“它之所以不同于 A≠A,在于它指示的是

这一实践操作取得成功(达到目的)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它的现实化所形成的各种秩序.为此,以
“度”替代“存在”(Being)、“本质”(essence)、“实体”(substance)以及“物质”(matter)或“精神”
(spirit,soul,mind)作为其第一个范畴的实用理性,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而是历史建

构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的合理性.以下,笔者通过与古希腊哲人,以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杜威等

人的相关观点的对比,进一步阐述实用理性的内涵.
从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以来,便有“思维与对象是同一的”思想,至近现代虽经康德的批判,但到

黑格尔那里,他的“绝对精神外化”依然存在重新将思维实体化的倾向.与此不同,“‘实用理性’今日

明确认为,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都只是人类处理事物的方法,而并非事物或对象本身的性

质,即它们不能实体化、存在化”⑤.马克思和杜威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脱身出来,走向了日常生活的

经验和实践.杜威的“实验经验主义”(experimentalempiricism)详细论述了人类操作活动对认识的

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强调理性绝非本体而是工具,只是因为在劳动操作的社会实践中“出现了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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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２４２ ２４３页.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２４３ ２４５页.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２２页.同时参阅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２６９ ２７０页.
黑体字部分是李泽厚先生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摘引«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相关文字时才添加的,这显然意味着他

对这句话的重视,以及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１８ １９页.



地敲、削、切、锤”等等,以及它的节奏、尺度,才使人类将一个无秩序和不稳定的生存状态改造成一个

可控制和有秩序的生活世界,但是它仍然没有从哲学上充分重视作为历史积累的人类文化心理成

果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地位以及社会意识的能动作

用,但是它也同样没有充分重视更为复杂的作为历史积累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与此不同,实用理

性以辩证范畴强调作为历史积累成果的人类心理结构.最后,康德哲学所提出并论述的是使一切经

验成为可能的人类心理的普遍必然的结构形式,但其论述方式是先验的,即它将这个结构归之于无

所由来也无从解说的“先验”.与此不同,实用理性认为,这个结构是人类长久历史实践特别是劳动

操作活动的产物,即是积累沉淀而形成的人类独有的人性能力②.
李泽厚关于实用理性不等同于理性计算的判断,是对韦伯工具理性的一个纠正;同时,将实用理

性与“度”相勾连,也为这个概念填充了儒家元素———“度”与儒家的中庸思想显然具有相通之处.然

而,在摒弃理性计算之后,实用理性的内涵变得模糊了.经验固然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但如果总是相

信经验,则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可能被经验所困,就如同农人很难想到发明拖拉机来代替体力劳动

一样.实用理性要成为一种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哲学,就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可以不认可永恒

的真理,但不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如果说实用理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那么,实用

理性就肯定不是仅仅依据经验行事.尽管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石头的过程也是探索新的方

向的过程,在最低层次上,改革必须向未来敞开所有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的认识论着墨很多,对它的实践论则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缺憾.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后者受实践论的支配.从字面上理解,实用理性的目标是“有用”,
因而李泽厚可能认为,实用理性的实践论是不证自明的事情.然而,“有用”的目标必须经由一定的

手段才可能获得,那么,仅凭目标的有用性就可以肯定手段的合法性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构成

本文对中国务实主义实践论的主体论述.
(二)实用理性的哲学基础

实用理性是如何形成的? 由前述回顾已经可以看出端倪,“积淀说”是李泽厚实用理性的发生

学③.具体而言,“积淀说”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为原始积淀,即制造—使用工具,使人的行动的主体性(subjectality)积淀为人

的心理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其中包括对称、平衡、节奏、韵律等等秩序感、形式感的建立,当

然更包括动作语言(手势语)和发生语言(主要是语义).此即理性的出现.在西方,Nature
经常含有某种固定的意味,而我所谓 Humannature(人性)实际等同于 Humanpsychology(人

的心理),是变异的、进化的,是在动物生理基础上,人类自己塑建起来的.这 Psychology(心理

学)一词,我只把它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并不等同于今天实证的、经验的心理科学.(积淀的

第二层),那就是不同文化的不同积淀了.由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活

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都颇有不同,形成了不同文化.这便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积

淀.第三,就是上面两层积淀都必然落实在个体心理上.而个体因先天(如生理遗传)、后

天(如环境、教育、经历)的差异,每个个体心理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情理结构是并不相同

的,而且可以差异很大所以我一直强调“积淀”是一个前行的进程,是formaiton、process.④

依据以上摘引的论述来看,“积淀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积淀”具有开放性.由此,它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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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１４ ２０页.
李泽厚对“人文”和“人性”作了如下的区分:人以实践操作活动作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不同于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

语言、秩序、组织和各种物化亦即物态化的产物或符号,如仪式、文字、艺术等等,他将之统称为“人文”(humanculture);以及与之相

应,由此文化积淀而成心理的结构形式,他统称为“人性”(humannature).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３页.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３４ ３７页.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７ ９页.



构成了实用理性的历史根源,另一方面构成了实用理性的不断生成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积淀

说”与其说是实用理性的发生学,不如说是实用理性自身:它既是实用理性的根源、基础和内涵,又是

它正在生成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实用理性的形成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原初状态下

自发生成的认知模式:

　　“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又仍然不同.由于“巫史传统”,尽管一方面强调“用”即“体”,
“过程”即“实在”,工夫即本体,毋须发展出对象化的存在设定(客观性的人格神或物质世界或自

然律thelawofnature),也毋须发展出一整套主观的逻辑范畴即先验理性,从而有与实用主义

契合相通处;但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个“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仍然设立了虽由人道上升却要求

“普遍必然”的“客观”天道(而不像实用主义者从不设定这些客体对象),以作为自己行为的信仰

和情感的依托.①

“实用理性”恰恰由于不设定客观对象,它不存在 What问题,它不提出 Being问题,它只有

Becoming即过程、运动、功能.它无先验(或超验),无核心,无实体,也就无本质.从而它不可

能推崇理性至上.“实用理性”实际乃含认识与信仰、理知与情感于一身,常常不去做严格的辨

识区分.它确乎混沌,也不甚确定,但又仍然不离开人类实践和生存,主体性的实用功能非常

突出.②

总结起来,李泽厚对实用理性发生学的论述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积淀说揭示的是人

类理性的凝成过程,尽管它的内涵会因具体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以及个人先天禀赋、后天努力的差

异而在群体、个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它的形式具有客观社会性或普遍必然性.如果这个判断

是正确的,那么,实用理性就应该是所有文化所共有的特征.然而,李泽厚的初衷是用实用理性来概

括中国人文化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的发生学显然和这个初衷相背离.其二,实用理性在一定程

度上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但其发生学却是建立在人类不自觉的经验积累之上的,
因而涵括了伦理论和存在论;甚至,它首先是伦理论和存在论的,由此,它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阿

玛蒂亚森一样,笔者认为,“如果基本思想有着本质的模糊性,对这个思想的精确表述必须力图抓

住其模糊性而不是把它隐藏起来或干脆把它抹掉”③.李泽厚关于实用理性的模糊性并不完全来自

于其基本思想的模糊性,其论述的疏漏也是问题之一.结果是,实用理性这个范畴显得过于宽泛而

含混,既缺乏对其目标特征的一般性规定,也缺乏对其机制进行详尽的分析.其三,“积淀说”把实用

理性还原为人类的经验过程,因而它的论证是人类学而非哲学的.就实用理性是一个中国范畴而

言,这个论证过于宽泛;就实用理性是一个哲学概念而言,这个论证又过于松散.实用理性要成为一

个描述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同时又可供分析的哲学概念,就必须在哲学的范畴内被还原和论证.本

文的主要工作就是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层面来界定中国务实主义,并把它还原为儒家的人性论.

二、何谓中国务实主义?

如前所述,李泽厚先生关于实用理性的相关论述,尤其是关于“度”的论述,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中

国务实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特征.然而,实用理性被用来概括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不是一个恰当的称

谓,特别是它以“实用”来限定理性,让人感觉中国人就是没有原则、专攻算计的实用主义者.本文采

用“中国务实主义”这个名称,既可以承载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也可以被赋予哲学含义,成为哲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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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２５１ ２５２页.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２５５ 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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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①.那么,何谓中国务实主义? 一个简短的回答是:从认识论上讲,它不承认超验和永恒的真

理;从实践论上讲,它主张手段的合法性来自于目的的合意性.本节从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两个层面

对中国务实主义进行哲学探讨.这两个方面紧密关联在一起,但为了清晰起见,笔者先将它们分开

叙述,而后再论述它们之间的联系.
(一)认识论

１．真理的性质

在«充分理由»一书里,美国实用主义的当代代表人物之一布罗姆利说:“真理不是(一般人们所

认为的)一组命题(语言)与它所谈及的具体事物之间的‘准确映射’———即不是一种语言与事物(符
号与物体)之间的性质.‘真理’不是一种符号指称性的性质;相反,真理是一种关于某一事物的某一

种陈述(语言)的性质——— 一种在相互竞争的言语论断中生成的性质.”②但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人们

对真理的性质的认知并非完全相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区分了三种基本的人生

路向:(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③.他认为,中国

人采取的是第二种路向.尽管这种区分的合理性有待讨论④,但应当承认,它让我们对中国人的人生

路向有了大体的把握.从认知逻辑上讲,沿着“向前面要求”或“转身向后去要求”走下去,势必都会

超越人类及其社会,其认知边界将抵达作为最终存在的上帝那里,只是途径有所不同而已.与此不

同,沿着“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走下去,则不需要超越人类及其社会,其认知边界渗入或

内嵌于人类历史并随着历史进程而延展.这种认知边界的差异性,在某种意义上,型塑了不同文化

传统中的人们对真理性质的不同认知.这里把中国人和西方人、印度人作一个比较,以提供一个大

致⑤的说明是有意义的.
西方人注重人与上帝的关系,作为人的他们只因是上帝的子民而产生关联,并因背负原罪而需

要在凡间完成救赎.由此,凡间的父子、兄弟、夫妻、亲人乃至朋友等诸多关系,都是人神关系的附

属;或者说,遵行上帝旨意而非血缘才是界定人伦关系的(优先)根据.就此而言,上帝是最高的存

在,反映在认知上,上帝连同他所制定的支配整个宇宙(包括人类及社会)的秩序是完美的真理,而人

类是有限的存在,只有有限的理性.有限的理性不可能把握到完美的真理,因而这个真理对于人类

而言,是超验的、永恒的.
与西方人相近,印度人也具有宗教情怀,但是,印度文化的业报轮回观念,使它既有别于西方人,

也有别于中国人.业报轮回观念讲“三世因果”———前世的作为是现世过这般生活的因,而来世过哪

般生活是现世作为的果———在这个因果链条中,现世中的印度人,或者将现世生活视为前世生活的

结果而予以承认,或者将之视为获取自己向往的来世生活的手段,以至于都不重视,甚至贬低现世生

活.来世作为可欲的目标,反映在认知上,就是对“梵”和往返于“三世”的“我”的认知.因为“梵”(在
婆罗门教那里是“不变的实体”,而在佛教那里是“无常”)⑥是最高的实体存在或因缘条件,而“梵我同

一”,由此对“梵”的认知,可通过对“我”的认知来实现.西方人经由上帝探寻真理,而印度人采取的

路径是认知人自身.
中国人的认知系统渗入历史之中,它既没有如西方人那样表现为对超验和永恒的上帝的狂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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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化传统,其内部都有诸多流派,并且相互之间有征伐,但这并不妨碍每一种文化传统,在一般意义上,与其他文化传

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显然,这里的说明主要是在一般意义上对不同文化传统而言的.
姚卫群:«印度宗教哲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 ５页.



求,也没有如印度人那样表现为对人自身的苦行僧式探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具体而言,中国人以

家族为其生活核心,由此向外延展,最外围是天下.在这种生活中,个人为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所包

裹,内层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次层是亲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外层是公民关系、
天人关系,等等.中国人的人生幸福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持好自己在这些关系中的适当位置或角

色;相应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来世的关系(如果有的话),是次要的,是人际关

系的延伸与补充,或者说是承载人际关系的媒介.这些关系以及内嵌于其中的秩序,既不是固定不

变的,也不是超验存在的,而是人们世世代代生活所直接遭遇的.反映在认知上,真理作为一种关于

具体事物的陈述的性质,便是因事物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陈述或思想语言体系的主体是人

类的思维活动,由此,笔者转入到关于思维形式的讨论.

２．思维形式

中国人在真理观上的务实倾向与其认知宇宙人生的方法论关联在一起.这一方法论,就其精髓

而言,就是中国人的思维形式.在前文对李泽厚先生的实用理性的考察中,笔者已经触及了中国人

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形式,李泽厚先生将之表述为情理思维.如果说在«易经»等古籍中,这种思

维只显其雏形的话,那么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著述中,它不仅得到发扬光大,而且已内化为中国人普

遍的文化心理结构.
对中国人的思维形式的自觉意识,是近现代儒学者的一个集体性特征.在与西方思维形式的对

照性论述中,梁漱溟将中国人的情理思维表述为“以理智运用直觉”①.“所谓以理智运用直觉的其实

是直觉用理智,以理智再来用直觉,比那单是直觉运用理智的多一周折而更进一层孔子的直觉

生活实以理智为之先,此不可不知也;其理智之运用仍由直觉为之主,此不可不知也”②.钱穆则将情

理思维作为中西文化区分的基本特征,并且将这种情理思维视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他如此写道:

　　东方与西方,有绝然不同之态:西方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

当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斗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之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

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

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

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

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旦陷于麻木,
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③

李泽厚更进一步,明确地将这种思维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情本体”是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其
对应的思维是情理思维,它区别于西方的理性思维或感性思维.或者说,西方的“Logos”强调理性对

感情的主宰和统治,而中国传统则注重理由情生.«郭店竹简»一再说,“道始于情”,“礼生于情”,“苟
以其情,虽过不恶”,等等.情理思维产生于并作用于人际关系,以求得在复杂人际关系中的平衡.
在人类活动产生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自然、超自然都是它的构成要素.这种思维方式注重全体,以及

个人在全体中的位置④.
然而,中国人的这种寓理于情、浑然而整体的思维形式,在近现代遭受严峻挑战.随着科学的引

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遭受源自西方的理性思维的挑战,后者所支撑的西方文明让中国文明相形见

绌.反推过来的一个结论是,中国文明的落后源自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果真如此吗? 或者说,中
国思维结构是否也能开出与西方文明相当的东方文明? 这构成了包括梁漱溟在内的近现代中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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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５９页.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１６１页.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引论”第２４页.
李泽厚、刘悦笛:«从“情本体”反思政治哲学»,«开放时代»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识分子的终身问题.
理性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成就.人类理性对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摧枯拉朽,但与此同时,

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过渡.因此,当康德赋予人为自然立法的理性自信时①,
西方世界的理性已经沿着工具理性走出很远.韦伯特别强调,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是人类及其社

会的进展方向.他如此写道:“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犹如一套机械装置和非机械化

产生方式的关系.精确、迅速、明晰、档案知识、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严格的隶属关系、减少摩擦、
降低物力人力成本,在严谨的———尤其是独断形式的———官僚行政中都可以达到最佳状态.”②在下

一节对实践论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中国务实主义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特征;事实上,韦伯恰恰认

为,工具理性是儒家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我们相信韦伯对儒家的论述,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中国

在近代的落后归咎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落后”,而应该在其他方面寻找原因.
另一方面,理性(rationality)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面向,除此之外,人类社会还需要情感生活,而

儒家的人生观为此提供了一个可选的方案.在社会层面,理性是法治的基础,而后者成为现代国家

治理的基石;然而,仅有法治无法实现美好社会,因为法律不可能穷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仅有法

治的社会必然也是灰暗和无趣的.另一方面,以理性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是至今科学进步的基石,但
是,这种分析的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科学问题,特别是在量子世界里,整体方法比局部分析方法更

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性分析方法导致学科的过度专业化,已经是一个共

识;如何从整体出发,构建新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儒家的整体方法论或许可以提供帮助.
总结一下,中国务实主义的认识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不承认或不追求超验和永恒的真理,

真理的性质是历史和具体的;第二,它的思维形式是情理交融的、整体性的;因为第一、二两个特征,
所以,第三,它的认知系统是开放的、现实的、融合的.

(二)实践论

１．实践与真理

在前文中,笔者已从文化类型学角度阐述了中国务实主义的认识论:不追求超验和永恒的真理,
以及注重整体的思维形式.以下,笔者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阐述实践与真理之间的关系,然后进入

对中国务实主义的实践论的讨论.
在现实层面,思维总是个体层面的行为,由此,它探寻、把握具体事物的方式,除了其自身,还有

外化的语言、陈述乃至更为系统的理论.真理就是思维、语言、陈述、思想理论体系的性质,但是,即
便是面对同一具体事物,不同的个体也有不同的陈述或理论,如何确定这些互竞的陈述或理论的真

假,就成为一个问题.神学的进路是比较每种理论论证的严密性,欧洲的大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继

承了这个传统,直至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才得以改观.美国实用主义者继承了苏格兰经验主义的传

统,因而走得更远,把“有用”作为判断理论真伪的第一要务;换言之,理论的真伪不再是思维逻辑的

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在务实主义者看来,检验真理的过程可以区分为彼此相关但又具有相对独

立性的两个环节,暂且称其中之一为共识环节,另一为效果环节.例如,在某个共同体(学科共同体、
基层单位、地方政府,抑或范围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等等)中,对于 A 和B这两个互竞理论(或陈述),
如果它的所有成员在 A 优于B上取得共识,那么 A 的真值就更大,或者就成为所谓的真理.问题

是,有时候即便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其全体成员也无法在两个互竞的理论(陈述)之间作出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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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区分物自体与现象界,一方面限定了人类理性的边界,为信仰留出了立足之地,为灵魂、上帝等信仰的对象留出立足之

地,另一方面也赋予人类理性在现象界以无所不能的力量,即人为自然立法.康德给出了三条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１)要只按照

你能够同时意愿它也应该成为普遍规律的那个准则去行动.”“(２)你的行动,应把人性,无论是你自己身中的人性或是他人身中的人

性,始终当作目的而从不当作手段来对待.”“(３)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观念都是作为普遍立法的意志的观念.”[德]康德:«道
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７、６０、６３页.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２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１３页.



同意的排序,或者是因为 A和B一样好,或者仅仅因为它们不可比.由此进入第二个环节,这个环

节允许一定的试错空间,从而通过考察、比较 A、B在实践过程产生的效果,而赋予产生最优效果或

达到预期目的的那个理论(陈述)以更大的真值①.
作为故事的另一面,当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而展开后,它同时也对具体事物施加

了相应的影响.这个影响有时大到足够推进或改变具体事物的发展趋势,而这反过来又推动人类认

知系统的向前发展.因此,即便那些原先被证明是真理的理论,也有可能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

而被证伪或被修正———这尤其体现在社会制度这类具体事物之上.据此而言,务实主义认知系统的

开放性根源于务实主义实践活动的开放性.以下,笔者将以实践活动的核心范畴———目的与手

段———为切入点,阐述中国务实主义的实践论.

２．目的的世俗性

在引言中,李泽厚先生在描述中国实用理性时,他注意到“度”与形式逻辑的差异在于:“A≠A±
(度)在操作层面虽仍需遵循 A＝A、A≠A才能进行,但它之所以不同于 A≠A,在于它指示的是这一

实践操作取得成功(达到目的)的现实可能性.”但是什么是“成功”或“目的”? 李泽厚先生的论述是

不充分的.目的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概念,但具体如何构想它,不仅因人而异,甚至因文化传统的不同

而表现出族群层面的差异.这不难理解.从个人来讲,每个人都可以基于现在面向未来构想其目

的,或基于历史(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面向未来构想其目的,或仅基于未来构想其目的,由此产生变

革或遵循现在,等等.从集体来讲,在民主政治中,某个时段上的社会目的表现为公民个体目的的某

种加总(通常是遵循多数原则),而在贤能政治中,某个时段上的社会目的表现为代表全体国民的领

导层的集体目的(这个目的本身可能是通过某种程序产生的).由此,作为内嵌于文化传统中的务实

主义,会存在由其所运用其中的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为了便于说明,这里稍加介绍一下布

罗姆利的相关工作是必要的.
在«充分理由»一书中,布罗姆利发展了一种与民主社会制定公共政策过程相适应的构想目的的

方式,即基于未来(由此构想目的)评价/选择现在.并且,他区分了实用推理(practicalinference)三
段论中的两类推断:能动推断(volitionalpremise)和认知推断(epistemicpremise).能动推断是关于

行动目的的一次陈述,使用目的论的语言,我们可以把能动推断理解为一个未来的合理结果,或者

“什么是必须做的”,以至于我们现在必须实施一项特定的公共行为或公共政策.认知推断是为实现

能动推断所指定的目的,而利用科学和传统的信念提供对必要行动的可靠指导.认知推断———其形

式是:如果 Y,则X———连接了可能的结果(Y)和达到这个结果所必须的行动(X),并且规定了为实

现合意结果(Y)所必须做的事情(X),也同时预言了,如果采取特定的行动(X),合意结果(Y)就能够

实现.作为这个实用推理的结论,实用要件(practicalnecessity)是:为了达到能动推断所指定的目的

(Y),现实中必须使用认知推断所指定的方法(X)②.
布罗姆利的分析为我们呈现了务实主义实践论的基本逻辑.但是,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追问.

第一个问题,布罗姆利所发展的这套构想目的方式,是否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中国人,或者更具体一

些,适用于解释中国务实主义的目的因? 第二个问题,布罗姆利所述的实用推理,与李泽厚先生的实

用理性,是同一套推理的不同阐述吗? 因为第二个问题涉及手段,所以放到下一节.我们先来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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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这里的工作借鉴了布罗姆利所区分的“共识信念”和“价值信念”.在布罗姆利那里,共识信念被规定为:某个学科共同

体所有或大多数成员认同某个学科断言或政策建议,而价值信念则被规定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作为意见接收者的大众有权利坚

持要求某个权威断言(如某个学科群体提出的‘权威性’断言)必须向他们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充分理

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第１４８ １５１页).因为考虑到非民主社会等情况,笔者没有完全沿用布罗姆利的区分及其

名称,并赋予共识环节和效果环节以更广义的内涵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布罗姆利的“共识信念”和“价值信念”可以视为“共识环节”
的两个阶段,即从专业群体的共识扩展成非专业群体的共识.

[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第１３ １８页.



一个问题.
在前文论述中,笔者辨析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在认知边界上的差异性.这个差异性落实在实践论

上,便体现为目的在性质和范围上的差异性.具体而言,布罗姆利发展的构想目的的方式,即基于未

来构想目的,虽然摒弃了上帝这个最高存在或目的,但它依然带有欧洲大陆那种非历史的思维特征,
所以,由此所构想的目的,其性质缺乏历史维度,而其范围也可能比较狭窄.个体在构建未来的时

候,不可能不利用自身获得的经验以及生活其中的文化积淀,因而,未来是历史和当下的延续.但

是,布罗姆利的目的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务实主义的实践论具有借鉴意义.尽管李泽厚的“积淀说”
道出了中国人文化性格的一大特征,但这不是中国务实主义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不能描述改革开放

过程中务实主义的实践.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改革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就是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在这

个目标的驱动下,各种改革的手段才得以存活下来.即使是回到孔子的时代,儒家也不是被现实所

裹挟的卫道者,而是怀揣理想的改革者,差别可能在于,这些理想是生发于历史之中,而不是神授的

命令或先验的构建.
置身于五千年文明传统中的中国人,个人及其群体的认知系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嵌入历史

维度.在这样的认知系统之下,即在由过去经过现在指向未来所构筑的绵延历史这个基座上,个体

及群体构想目的的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并且其目的的性质和范围有着很大的伸缩性,如“达则兼济

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等等.
但这些追求又兼具明显的共性,即目的的世俗性,如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论:

　　除了渴望摆脱无教养的野蛮之外,儒家徒不企求任何“救赎”.他期待着此世的长寿、健康

与财富以及死后的声名不朽,并把这些视为对德行的报答.就像真正的古希腊人一样,他们没

有事先确定下来的超验的伦理,没有超世的上帝的律令与现世之间的对峙;他们没有对彼岸目

标的追求,也没有极恶的观念.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会断然拒绝持久地

背负“原罪”的重担,对任何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言,原罪这一概念是某种难堪的东西(etＧ
wasPeinliches),且有损尊严儒教不仅不奉行禁欲、冥思、苦行与遁世,而且还把它们鄙视为

像雄蜂一样的寄生虫.①

在这一段论述中,韦伯较为完整地辨析儒家与西方乃至印度在目的取向上的差异性.这个差异

性使得儒家实现目的的方式———用韦伯的话说———“清醒的、理性的自我控制”,确实有别于基督教

基于原罪而来的、以上帝的宽恕为目的的救赎,也有别于印度教基于业报轮回而来的、以求来世幸福

为目的的艰苦修行.但韦伯关于儒家的目的、手段的论述是静态的,它既没有涉及两者的关系,也没

有涉及相应的推理.由此,笔者转入前文提及的第二个问题.

３．手段

让笔者将第二个问题再阐述一遍:布罗姆利所述的实用推理,与李泽厚先生的实用理性,是同一

套推理的不同阐述吗? 答案是否定的.布罗姆利提出的实用推理的三段论,即能动推断、认知推断、
实用要件,只相当于李泽厚先生的实用理性的一部分内容,即“度”必须遵循的形式逻辑,而没有涉及

“度”“指示实践操作取得成功(达到目的)的现实可能性”.实用理性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形式逻

辑,另一部分是“留白”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的实用理性是开放的.这可以视为实用理性

在理论上没有能够做到完备的一个客观原因.实用理性既缺乏对目的和手段的说明,也缺乏对它们

之间关系的讨论,因而,实用理性是中国务实主义的一个比较稀薄的理论版本.
在笔者看来,布罗姆利的实用推理三段论,经过对其目的和手段的重释后,可以用来完善李泽厚

的实用理性中的形式逻辑部分.这是因为,在不考虑目的的性质和手段的性质的前提下,布罗姆利

的实用推理三段论是一套逻辑体系,与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属于同一个层次.一定意义上,这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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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务实主义的基本骨架或共享的部分,然而,因为它是抽象层面的理论,缺乏具体的内容,就本文的

目的而言,它也是一个稀薄的理论.以下即深入探讨中国务实主义实践论在手段方面的内涵.
与目的的内涵多维度相一致,儒家在追求其目的的时候,手段也是多元、可变和务实的.孔子说

“有教无类”,因而要因材施教,就如同他对不同的弟子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一样.在中国,秉持不同

智识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人生理想.儒家入世,冀望以世间的功名来实现成圣的理想;道家通过

遁世的苦练参透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普通人则多是以积累财富获得光宗耀祖的荣光.儒家坚持自己

的取向,但也不排除他人的主张;事实上,儒家的入世哲学极大地鼓励普通人对财富的追求.这与西

方以宗教为主线的文化传统是非常不一样的.在基督教那里,神是单一的,人生目标是单一的,而人

的生活方式也是单一的.如果没有宗教改革,西方就不可能走出黑暗时代.相比之下,中国在很早

的时候就进入世俗社会,因而文化、艺术、农业技术和国家治理比西方早成熟近千年时间.
另一方面,世间是无常的(«易经»),要实现世间的理想,手段就需要根据当下的情况而变化.在

道德教化和自身修养方面,孔子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但在具体行动上,他又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
比如,在从卫国到陈国的途中,他和门生们被卫国的叛军包围,被迫签字答应不去向卫国国君告发,
但一旦脱险,他马上回去告发.对于孔子来说,忠、仁是最高理想,不可改变,但是,实现这个理想的

手段却是可以变的.叛军对卫国国君不忠,是大逆行为;在这个认识之下,孔子认为,向叛军“守信”
是次要的.用当代的哲学语言来说,儒家对于手段合法性的判断来自于目的的合意性,即如果目的

是合意的,则能够实现目的的手段就大致上具有合法性.之所以要强调“大致上”,是因为这个论断

不能推向极致,也不能僭越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否则就会出现不择手段的状况.在当代,“猫论”是
中国务实主义的典范.“猫论”是邓小平在１９６２年提出来的①.中国的改革事业能够走到今天,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的“猫论”.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自己也不知道改革的最终目标,因此只

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断试验,结果好就推广,结果不好就停下来;对改革不设框框

(“不争论”),用实践来判断改革的成败和方向.
由此,儒家早于韦伯两千多年就提出了工具理性的原理,只是没有用这个词而已.这里有必要

对儒家的手段论与韦伯的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稍加说明.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将“工具理

性”列为四种社会行为的类型之一,并界定了它的基本含义:“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

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

标.”②在随后的对照性论述中,韦伯进一步阐述工具理性的内涵:

　　如果完全理性地考虑并权衡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这样的行为就是工具理性的.这就涉

及理性地考虑达到一个目的所要选择的手段,该目的与附带后果的关系,以及最后,各种可供选

择的目的的相对重要性.因此,由情绪或传统决定的行为就完全不属于这种类型.在可供选择

与相互冲突的目的和后果之间进行选择,只有抱着价值理性的态度才能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考虑到手段的选择,行动才是工具理性的.另一方面,行动者只是把这些目的当作

特定的主观意愿,并按照经过自觉权衡的轻重缓急尺度进行安排,然后据此采取行动,尽可能按

照这个轻重缓急的顺序去满足他的目的.因此,价值理性的行动与工具理性的行动就可能

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关系.③

从摘引的这段话和前文论述来看,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儒家的手段论一样,都强调理性地考虑并

权衡目的、手段与附带后果的关系,由此既注重目标的层次性和手段的多样性,也注重手段的合意

性.但是由于儒家和韦伯(更一般地说,中西方)在思维形式的认知上的差异,即情理思维与理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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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２３ 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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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差别,前者注重情理交融,而后者注重逻辑或算计,由此落实到手段或工具层面的选择上,韦伯

的工具理性的行动多是直接的、“斤斤计较的”①,而儒家的手段性行动多是迂回的、“留有情面的”.
综上所述,从目的来看,西方和印度的目的来自现世之外,而中国务实主义的目的来自当下的社

会;从手段来看,西方和印度考虑手段本身是否合意,而中国务实主义则从目的的合意性来确定手段

的合法性.据此,在吸收布罗姆利的实用推理三段论和李泽厚实用理性的基础上,笔者将中国务实

主义的内涵总结如下:

１．认识论:

１a．真理的性质是历史和具体的;

１b．思维形式是情理交融的;

１c．认知系统是开放的、现实的、融合的.

２．实践论:

２a．能动推断:确定什么是必须做的,即合意的目的(Y),但该目的可以随情境而发生变化;

２b．认知推断:为了达到合意的目的(Y),必须采取这样的手段(X),如果目的调整了,则手段也

要调整;

２c．实用要件:为了达到能动推断指定的目的(Y),必须采用认知推断指定的手段(X).

三、儒家人性论与务实主义

人性是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在根本上型塑以之为基础的文化理论的性质.
中国务实主义,就其哲学基础而言,可以追溯到儒家人性论.在«人性的差异性与儒家政治结构»一
文中②,笔者对儒家人性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本文从两个角度将儒家人性论与中国务实主义

相勾连,一个是儒家人性的世俗性,另一个是儒家人性的流变性;前者可以推导出中国务实主义的认

识论,即世间不存在超验和永恒的真理,后者可以推导出中国务实主义的实践论,即目的的合意性可

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合法性.
(一)儒家人性的世俗性与中国务实主义的认识论

希腊 罗马人对人性的认知始终与神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始显于荷马史诗,发展于柏拉图的

人性哲学,成熟于耶稣创立的基督教.荷马史诗是人类上古时期所特有的神话叙事,它关于英雄人

物的刻画与诸神的刻画交织在一起.柏拉图的人性哲学虽然展示人类思辨能力的光辉,但他关于人

性的论述仍然具有神话色彩③.在«圣经»中,耶稣接受了希腊神话中神造人的部分,但与柏拉图不

同,他不是主张人性的等级性,而是主张所有人同为上帝的子民而人人平等,并且强调人的原罪,因
而都需要遵守上帝戒律,多做圣功,以得到救赎,重回天上之国.

从细节上讲,柏拉图与耶稣的人性学说有所差异,但在主干上都注重人性的神圣性(如柏拉图推

崇沉思生活、耶稣贬低世俗生活)与不变性(如柏拉图所谓的人性等级、耶稣所谓的人的原罪).从历

史上讲,这种人性学说与其说反映了希腊乃至罗马时期人性的现实境况,不如说折射了西方人对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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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这种人性境况的超越性期许①.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虽然从自然状态而非上帝那里推演其人性

论,但这种人性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建构和想象,而非对现实的描述.由此来看,希腊文化最终成为

西方文化之主流,是因为希腊文化的建构主义吻合了西方人对超越现实世界或征服自然的自我认

知,而其人性论的抽象建构与想象能为此提供不竭的思想之源.
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对人性的认知很早就摆脱了宗教束缚.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孔子通过研

究礼乐的沿革和推寻其本源,为注重礼治的中华文化确立了统一的哲学基础.正如钱穆所言:“中国

在先秦时代,早已完成了‘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合’两大事业同时中国民族的‘学术路径’与‘思
想态度’,也大体在先秦时代奠定,尤要的自然要算孔子与儒家了.但我们与其说孔子与儒家思想规

定了此下的中国文化,却更不如说: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里,自然要产生孔子与儒家思想.”②孔子结

束周游列国回到鲁国之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整理经典上面,由此可见上古思想对他的影响.以下,
笔者结合孔子看重的古籍,勾勒出儒家人性世俗性的来源,以便证明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

化的主流,是因为它的理论生成逻辑吻合了渗透在中国人生活里的务实主义传统.孔子以前的重要

古籍,流传下来的,主要是«尚书»«诗经»和«易经».这三部古籍分别记录了中国先人生活的不同

侧面.
«尚书»记录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言行、事迹和训示,这些记录虽有宗教色彩,但其旨意在引天

命交替来阐述历史兴衰,警示君臣敬德重民,以及明晰仁君治民之道与良臣事君之道.由此可知,中
国先人确实有宗教观,但是这种宗教观很早便被政治化或人文化了.具体说来,«尚书»对祭祀上帝

的描述,展示的是先人对上帝、祖先乃至民众(即公共意志)的敬畏,或者统治者已施行或应当施行敬

天保民的行为.这种祭祀活动不仅没有西方那种超验的或神话般的玄想,而且因为对上帝的吁请多

仰赖祖先神灵为媒介,因此这类宗教活动也便被人文化了.又因为平民百姓不能私自吁请上帝,而
只能仰赖天子,因此这类活动同时也被政治化了③.质言之,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教化是经由人,特
别是上帝的代理者天子来完成的,而天子也是人,天子的教化即是人的教化,在这个意义上,世间的

教化比上天的谕示更为重要.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有类似论断:中国文明是“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

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固然,皇帝也是祭司,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

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

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④.
«诗经»是一种民间性的诗歌和散文汇集,其中关涉祭祀上帝祖先的歌曲、帝王英雄征伐的故事

没有神话般的想象和荒诞,关涉男女两性恋爱的抒写“虽极执著极诚笃,却不见有一种狂热情绪之奔

放”,关涉民众生活态度的叙述“极悲痛极愤激,但始终是忠厚恻怛,不致陷于粗厉与冷酷”⑤.由此而

言,中国先人的生活态度很早时候就是非常实际的,不仅注重当下生活的喜怒哀乐,也注重以一种适

中态度或方法去处理它们.换言之,“中国民族是一个崇尚实际的民族,因此其政治性与历史性的散

１８中国务实主义及其儒家哲学基础

①

②

③

④

⑤

具体而言,希腊诸城邦均不能依赖农业生产以图自足,唯有对外贸易、殖民以求发展,由此在外诸城邦相互征伐、在内人人

相争以求城邦独立、个人自存.待至罗马时期,其帝国体系实质上是将希腊城邦制复制到其属国,由此希腊时期城邦相互征伐、人人

相争的情形并未减轻,而只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以至于最终帝国衰败、人人自危.面对这种人人自危的人性境遇,希腊人的人性哲

学是以神性呈现的.这种人人自危的人性境遇,在西方持续了很长时间,并影响了西方人对人性的认知乃至制度的建构,近现代政

治学者霍布斯的学说可以说是对这个传统的直接继承.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第６５页.
钱穆如此写道:“当知中国人观念里的上帝,实在是人类大群体所公共的,一面不与小我私人直接相感通,此连最高统治者

的帝王也包括在内.只要此最高统治者脱离大群立场,失却代表民众的精神,他也只成为一个小我私人,他也并无直接感通上帝之

权能.而另一方面,上帝也决不为一姓一族所私有.”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４６页.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２１世纪»第７修订版上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５５页.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６６ ６７页.



文早已发展成熟了,而后始有抒情文学出现.但这一种文学,依然不脱崇尚实际的精神,他们所歌咏

的,大部多以人生伦理为背景”①也正因此,«诗经»常被视为中国先人生活面貌的一种整体性反

映,而日后出现的推崇中庸的儒家思想也大致源于«诗经»②.从«诗经»颂扬世俗生活来看,中国人比

西方人早一千多年开始世俗生活(西方人开启世俗生活起自文艺复兴时期),从而世俗伦理而非宗教

训诫,从一开始就渗入中国人生活和社会组织纤维之中.
«易经»是一部研究变化以指示人避凶趋吉的古籍.因为变化意味着没有固定不变的存在或本

原,也即没有永恒的真理,它以多种条件的聚散为转移,因此对变化的把握不是去探寻最高的存在,
或永恒的真理,而是去探寻在特定条件(即时间和位置的特定组合)下人要做或不做什么.如何探

寻? «易经»以阳阴为基础,以六十四卦的变换组合为形式,占卜宇宙人生复杂精微的秘密,预知人事

吉凶,指示个人或群体避凶趋吉.看起来,«易经»形似迷信,但实际上,它是通过若干个空灵的符号,
将人生的复杂情形与天地自然的变化关联起来,以便能指导个人或群体依据条件的转移情况来避凶

趋吉.«易经»展示了中国先人独特的思维形式,即情理思维,也展示了它所达到的高度,因而可以算

作中国文化的哲学部分③.日后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学说,都常凭借«易经»来发挥他们的哲理④.
总而言之,这三部古籍都有不少关于祭祀上帝的记录,但无论是祭祀活动还是占卜人事吉凶,都

不诉诸非理性的信仰,而是出于敬畏天命和(或)敬德重民的务实态度,其指向的领域既不是超越世

间的天国生活,也不是前世生活或来世生活,而是人们(包括统治者)的现实生活,并且展示出情理交

融的思维形式.就此而言,上古时期中国人就具有注重现世生活的务实传统,但是,这种务实传统夹

杂在内容繁杂的古籍之中,并且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哲学.孔子的一大贡献就是删订古籍以成系统学

说并将之普及民间.孔子不仅懂得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还注意到礼的沿革和其本源.礼之最

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据曰“报本反始”.此即源于孝悌之心.孝悌之心根源于人性之仁,
而仁指向人类内心的自然倾向与自然要求.如此,生死、群己、天人等大问题,在孔子哲学中已全部

融为一体.孔子一面批评当时贵族之一切非礼,另一面广招学生经营其教育事业.孔子的教育事业

影响深远,他不仅将当时贵族之学普及于民间,使得贵族宗庙里带有宗教色彩的知识,转变为普通民

众共有共享的崇尚务实精神的学说,也使得该学说所提倡的仁、忠恕、贤能等成为中国务实文化的核

心要素⑤.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是上古时期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亦是此后作为中国主流文化之儒学

的开创者.
由此,儒家的人是社会的人,而不是如西方那样建构的人;人的目的在于现世的生活本身,而不

是救赎或来世.在西方,尽管摆脱宗教束缚才让科学得以发展起来,但西方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

坦)都直接或间接地相信,宇宙万物受神的支配,这促使他们去寻求永恒的规律.换言之,就认识论

而言,欧洲的世俗化并没有改变欧洲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中国人的认识论从一开始就是世俗化的,
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人的知识来自他对身边事物的观察.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西方的科学发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来自观察和实验.中国人和欧洲人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人不相信永恒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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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６８页.
钱穆如此写道:“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与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

百首.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源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

想,亦大体由此演生.”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６７页.
“«易经»虽是一种卜筮之书,主意在教人避凶趋吉,迹近迷信,但其实际根据,则绝不在鬼神的意志上,而只在于从人生复杂

的环境和其深微的内性上面找出一恰当无迕的道路或条理来.最先此种占卜应该是宗教性的,而终于把它全部伦理化了.而且此

种伦理性的指点与教训,不仅止于私人生活方面,还包括种种政治、社会、人类大群的重大事件,全用一种伦理性的教训来指导,这又

是中国文化之一个主要特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７１页.
成中英充分取材于«易经»,进而创造出体系化的中国管理哲学.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７年.
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９８ １０２页.



理,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物致知在中国没有市场.希腊人关注自然和人间社会的常态,因而倾

向于总结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不变”规律;中国人则关注自然和人间的非常态,把“变”当作支配宇宙

万物的规律.如前文所言,«易经»乃儒家滥觞之源泉之一.与«易经»对自然的关注不同,儒家关注

人的行为,探讨君子修身成仁的路径.儒家虽然没有把“变”作为其理论的核心范畴,但其思想显然

根源于对“变”的深刻领悟.例如,孔子劝戒君子时如此说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

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以往,这类教

诲往往被简单地看作是处世方式,本文更愿意把它们作为孔子基于其人性论和认识论上的推论.孔

子的这种态度,也被其他儒家学者所继承.如孟子在评论杨朱的极端利己和墨子的极端利人以及子

莫的执中时也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

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

上»)君子的本体追求是求善、成仁,但是,求善和成仁并不需要遵循一定之规,而是随情境而动的相

机抉择过程.
(二)儒家人性的多样性和流变性与中国务实主义的实践论

与世俗性相对应,儒家人性还具有多样性和流变性特征,后者确定了中国务实主义的实践论,即
目的的合意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合法性.儒家不追求超验和永恒的真理,但这不意味着儒家没

有目标,儒家的目标是成仁.不同于西方单一人性假设,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建立在日常观察的基础

之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人性是多样和流变的.与此相呼应,不同的人因其自身造化或环境的不

同,成仁的路径也不尽相同.据此,手段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唯一的评判标准,加之世界的变动是永恒

的,预先确定手段的合法性也成为一个问题.隐含在这层判断之后的一个推论是,儒家早于哈耶克

两千年就隐隐地注意到人的知识的局限性.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求助于经验以获得知识,即李泽

厚所定义的“度”;表现在实践论上,就是在实践中发现手段的合法性.
在«人性的差异性与儒家政治结构»一文中,笔者已经对儒家人性的多样性和流变性进行了较为

详尽的描述,此处只作简要的归纳.首先,孔子注意到“君子”和“小人”的存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

戚戚”(«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这种差异部分是天生的,即“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

货»),但是,中人可教.与孔子不同,孟子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四端,据此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
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但是,个人能否最终成为圣贤,取决于后天的教化和努力.
与孔子和孟子相比,荀子强调环境对人性的作用.他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
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

小人矣.”(«荀子儒效»)在文献里,孟子和荀子通常被分别当作儒家性善说和性恶说的代表,但是,
他们之间并非彼此排斥,在最低限度上,他们都注意到外在环境对人性最终走向的影响.整体来看,
儒家不认为人性定格于人出生的时刻,而是将它当作人生修行的一部分,人性最终的高低,与人的努

力和环境高度相关.据此,人性不仅是多样的,而且是可塑和流变的①.
这个判断并不常见于中国的学术界.笔者在此无意重复儒家性善性恶的讨论,而仅考察比较有

代表性的孙隆基对中国人的人性之论述.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孙隆基从儒家的核心理

念———仁———出发,借助中国人的口吻,将其自身的性质刻画如下:

　　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

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

定义.②

孙隆基对“仁”在儒家理想中的地位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仁是儒家的理想,孙隆基似乎过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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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姚洋、秦子忠:«人性的差异性与儒家政治结构»,«开放时代»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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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从“仁”来定义“人”.这个太快的过渡不仅造成了论述的断裂,也窄化了人的形象,从而一定

程度上遮蔽了人性的可塑性和流变性.仁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举直错诸

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的他者驱动意义上,二是在“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
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个体自我驱动意义上.仁既是一种他在的标准,同时也是自我发自内

心的追求.孙隆基的论述遮蔽了第二个意义上的仁,从而也否定了人性的可塑性.因为出发点不

同,所以在界定中国人的人性上,笔者与孙隆基并不完全相同.就相同之处而言,笔者和孙隆基都从

关系视角而非原子化视角来理解人性;就相异之处而言,孙隆基从“仁”字的破解开始,由此从“二人”
关系来定义人性,进而引入“相对‘遗传系统’而言的”①良知系统来阐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笔者则

从儒学对人性的经验总结开始,在统合孔孟荀人性论基础上,发现儒家注重人性的可塑性与流变性

特征.
进一步,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孙隆基的良知系统虽然帮助人们把握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但这

个视角相对于儒学而言依然较窄,因此难以融贯地解释儒学中看似分立的性善说和性恶说,也难以

融贯地解释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如佛教、马克思主义等)上的开放性与自我优化能力.与此不

同,笔者将儒家的人性还原为一个受到个人特质、个人努力和环境影响的函数,这不仅能将人的性善

或性恶解释为不同的个人努力和外在环境影响下的产物,也能解释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上的开

放性与自我优化能力②.
因此,在人性层面,当认知意向从聚焦“仁”这个已抽象化的概念转向聚焦“人性的多样性和流变

性”这个直观的事实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文本,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

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等等———借用孙隆基的术语———也便呈现在

“光”照之下③.
仁是儒家的最高追求,但不是人性本身.人性是多样的,因而实现仁的手段必定是多样的;手段

正确,愚人也可以成仁,所以,孔子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这显然与基督教对于人的看法

不同.在基督教那里,人无论贵贱愚直,在上帝面前赎罪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这似乎比儒家更近乎

人的平等,但事实上却抹杀了个人在理解上帝意志方面的差异,在现实中,它也没有能够阻止教会演

变成极其严格并极具剥削和压迫性质的等级机构.平等在西方文化中成为一个追求目标,还要等到

启蒙运动之后,那种把平等回溯到基督教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文化粉饰而已.平等是一个现代意义

的乌托邦理想,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不止西方这一条.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实

然判断,在此基础上设计追求平等的制度,将更加有效.不仅如此,儒家对平等的追求是以仁为前提

的,平等只在成仁这条路上才有意义,从而避免了当前西方因对平等的抽象定义和追求而产生的诸

多问题④.反过来,在成仁的前提下,手段并不需要整齐划一,而是可以因人而异.更进一步,因为人

本身也在成仁的路上发生变化,所以,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也需要不同的手段.
不仅如此,手段还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儒家尽管不愿与道家为伍,但也继承了上古时代中国

人对周遭环境的认识,认为世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这导致了儒家对终极真理的否定;在实践层面,
儒家把人的完善与环境的塑造结合在一起,并在荀子那里达到极致.荀子如此写道:“人无师法则隆

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
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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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７页.
据此,孙隆基以及其他论者所谓的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是否存在是可以存疑的.事实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中

国文化在明清之前发生了缓慢但显著的变化,到了近现代,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了.
如果我们将“光”比喻作某种认知意向在现象中看到的“本质”部分,又将“暗”比喻作它所看到的“非本质”部分,就会获得这

样的理解:将认知意向的方向转换,作为认知对象的“现象”的内容也会跟着起变化.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１２页.
姚洋、秦子忠:«人性的差异性与儒家政治结构»,«开放时代»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也.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

而为君子.”(«荀子儒效»)“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
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
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荀子性恶»)

荀子的这些论述,绝不应该仅仅从修身养性的角度加以解读,而是应该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上
升到哲学层面,看它们如何奠定了中国人的哲学观以及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早在两汉时

期,“荐举”和“考课”制度就成为帝国选拔官员的通行机制,而其精髓就是儒家化性移情的哲学思想.
隋唐确定的科举制度摒弃了荐举制度的弊端,但保留了考课制度的实质;而就其哲学基础而言,今天

的干部选拔制度也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回音.基于单一和不变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出

发点是限制私欲(包括权力产生的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教化和训练功能,原因在于,中国文化

相信人性的可变和可塑性.

四、儒家没有原则吗?

至此,笔者已详细论述了中国务实主义及其儒家哲学基础.接下来,笔者有必要回应批评者可

能对儒家的一些责难.其中最可能的一种批评是,儒家让中国务实主义缺乏原则.由此当然也引发

对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批评,即中国是人治社会,缺乏法治传统.对于第一个批评,笔者的回答

是,原则有高阶和低阶之分;仁是儒家的最高阶原则,它等同于儒家的最高理想.因为坚持仁这一最

高原则,立基其上的务实主义就不同于机会主义的务实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没有自身利益之外的

固定原则.但这一点并不否认在实践层面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从儒家人性论来看,实践层面可能

存在的机会主义是根源于人性的流变性,由此法治是必需的.缺乏法治,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

征,而且也是欧洲古代社会的特征;中国和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靠社会规范和个人修行降低机

会主义的危害,而欧洲依靠的是宗教教义和教廷的权威.由此,本节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儒家如

何对待并坚持原则;二是儒家的建制性问题.
(一)原则问题

对儒家价值的责难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１)儒家是否坚持信仰? (２)与(１)相关,依照儒家法则

行事,是否就会不择手段? 如果缺乏信仰,那么人就会不择手段,这既是一个经验总结,也是一个自

然的推理结论.笔者先考察第一方面的问题,即儒家有无信仰的问题.
儒家缺乏信仰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涉及关于信仰的界定.如果信仰指向一个超验、且

不能被理性所认知的对象,那么儒家确实没有信仰,因为儒家是世俗的学说,不是宗教教义.然而,
由此说儒家没有信仰或超越性目的,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以有无超验的对象及能否被理性所认

知来界定的信仰过于狭隘.其次,即便如此界定的信仰是合理的,也不意味着缺乏这种信仰的民族、
国家就必然会缺乏超越性的目的.最后,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形成超越性的目的存在多种不同的路

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仅有其超越性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落实在人生上便是追求成为具有理

想人格的君子或圣贤,如韦伯所言:

　　君子乃是儒家理想的人,其“典雅与威严”表现为对传统的义务的履行.也就是说,君子在

任何生活处境下都必须在典礼与仪式上得体.为了实现这一主要的德行,达到自我完善的目

标,他必须采取合适的手段:清醒的、理性的自我控制,抑制所有可能动摇心境平衡的非理性的

激情.①

因为君子或圣贤不是超验的上帝,也不是来世中的自我形象,而是现世人伦关系中的贤能特质

达到一定高度的个体,因此儒家追求超越性的目的不是求助于外在信仰,而是强调仁对人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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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如同乌托邦一样,没有人能够成为圣贤,而是只能无限逼近,但是,由追求成为圣贤所衍生的

行为准则,却是人可以做到的.仁是君子理想人格的内涵及其行为准则,因而也是儒家用以规范个

体和人际交往的最高原则.对于儒家而言,人性具有可塑性和流变性,因此一个人是否君子,一种检

测方式是看其在最高原则面前会不会动摇.如果始终不会动摇,即便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那么这个

人就是君子.如孔子力阻鲁君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和骏马,不惜因此丢掉官位,被迫流亡,这就是君

子之态.但这只是儒家对君子而非对所有人的道德要求.儒家确实强调人皆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

为禹,但是更强调后天的努力,从而非常务实地承认,在现实层面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或圣贤.
前面已经论证,中国务实主义承认手段的多样性.仁是儒家的首要价值,所有能够保障和促进它的

手段都应当加以采用,所有毁损和威胁它的手段都应当加以摒弃,即便这些手段已经被社会接纳为

圭臬.那么,这种态度是否会被机会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不择手段的借口? 毕竟,确定一个人的

动机总是非常难的事情,因此,当一个人说“我做这件事是为了追求仁”的时候,中国务实主义者就可

能会处于失语的状态.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手段的问题.基于以下

两个原因,笔者认为,儒家并不主张不择手段,相反,儒家对机会主义有足够的戒备.
其一,儒家强调个人的修行,以个人的修行来避免手段的失范.儒家承认人性的可塑性和流变

性,因而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约束,克己复礼、以达天下.仁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生为君子者

自然成仁,但绝大多数人需要通过自我的修行才能成仁.从根本上来说,儒家对手段的约束来自于

自我的修养.在这一点上,儒家与宗教,特别是佛教是一致的.这似乎与当代对制度约束的强调背

道而驰,从而让人不得不问,儒家是否适合于当代这样快节奏的陌生人社会.然而,即使是站在今天

的位置,完全否认个人修养的作用恐怕也是武断的.制度的实施者仍然是人,无法避免人的作用;哪
怕我们相信制度实施者可以如同机器一样实施制度,制度本身也不可能是完备的,不可能穷尽未来

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因而,当某个未料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制度实施者就必须发挥他的主观判断

能力,此时,他的个人修养的高度就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二,儒家强调义与礼对日常政治和百姓生活的规范作用.尽管仁、义都是儒家坚持的理想,但

仁、义是有层次的,仁在前、义在后.仁是一种道德理想,是儒家对人生和社会的美好构想,因而是儒

家追求的最高目标.相比之下,义产生于社会和家庭的人伦关系之中,如对君主之义、对家人之义、
对朋友之义、对誓约之义,转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伦理规范.当义和仁相冲突的时候,儒家要舍义

取仁,正如孔子在卫国所做的那样.不仅如此,儒家还强调礼对于实施仁义的作用.礼是固化的义,
接近于诺斯所定义的正式制度.孔子特别强调恢复周礼,其意不完全是对鼎盛时期周朝的向往,而
是以制度来规范君主、贵族以及平民的行为.这些制度不是无的放矢,而是要保证仁、义的实施.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把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简单地等同于人治,至少,孔子是重视制度建设的.当

然,孔子所推崇的制度,和今天意义上的法治仍然有巨大的差异.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把每个人当

作独立的个体对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社会契约,而孔子的制度是镶嵌在人伦关系中的行为规

范,其最终指向仍然是内省的.
然而,必须认识到的是,如何克服手段的机会主义,不仅是儒家社会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所有

社会面临的问题.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是靠宗教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宗教式微之后,西方找到了

世俗的解决方案.为此,霍布斯将人类的自然状态描述为“人与人争夺的丛林”,并由此推导出国家;
在此之上,洛克发展出一套自由主义国家和法治观.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此就要

诉诸世俗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受制于中国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或许是受制于人类知识的缺乏,彼
时的儒家发明了一套主要是向内求索的方案,强调个人修养和德性而不是法治对手段的机会主义的

抑制作用.在现代复杂和陌生的社会中,儒家的仁、义教诲不足以限制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
作为社会治理的根基,法治变得更为重要.西方的法治传统(包括理性),是摆脱宗教束缚之后不得

不接受的替代品,我们也不必为儒家需要法治的补充而感到害羞.为此,我们转入对儒家建制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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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讨论.
(二)建制性问题

在当代,儒家务实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约束权力的问题;毕竟,在日常政治运作中,仁体

现在具体的行动之中,而儒家对手段的宽容极可能导致掌权者对权力的滥用.因此,儒家需要一套

建制来消除对权力的滥用.具体而言,儒家的建制性问题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１)最高权力的

来源与更替问题;(２)权力的监督与制衡问题.关于最高权力的来源与更替问题,由于受制于当时历

史环境,在周朝及以前,天命(天道)及其转移曾被人们视为(皇权)最高权力的来源及其更替的合理

依据.这种观念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被儒家继承下来,但同时也作了很大的发挥.这种发挥主要体现

在儒家认为唯独贤能者(包括但不限于君主)才能承接天命,由此如若君主丧失贤能性,天命便会发

生转移.这种发挥的主要进路,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简称为道统.不应否认道统在处理最高权

力来源与更替问题上的合理性或可欲性,尤其是与霸统相较而言.但也应承认,传统儒家的道统并

没有摆脱天命 皇权叙事,因而显然相抵牾于民智开启的现代社会.这就需要现代儒家作出相应的

创造性发挥.因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笔者不仅揭示问题,也为解决问题提供相应的思路.
就最高权力的更替而言,从历史上看,有三种主要方式,禅让制、世袭制和革命.禅让制发生于

尧、舜、禹三王时期,此后便由世袭制所替代.革命常发生于世袭王朝堕落时期,由此推动改朝换代.
但是新王朝一旦建立并进入和平时期,最高权力的更替也便由世袭制来完成.就此而言,世袭制作

为最高权力更替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然而,不论是对古代儒家还是现代儒家而言,世袭

制显然都不是最高权力更替的最好制度.
世袭制大致起自夏朝,它替代原先的禅让制,而为商、周等后续朝代所因袭.尧、舜、禹三王时

期,禅让制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统帅(即君王)和平更替的制度安排,其所依循的首要标准是候选君

王的贤能程度,而不是与在位君王在血缘上的亲疏远近.与此不同,世袭制以血缘关系为首要标准,
而嫡长子继承制是世袭制下的一种具体规范.据此,从儒家传统对贤能理念的坚守来看,禅让制显

然更得儒家的青睐.世袭制不关乎继承者是否贤能,因此显然抵牾于儒家持守的贤能政治传统.然

而,在没有其他建制保障的情况下,禅让制难以顺利地解决最高权力争端问题,或者说与禅让制相

比,世袭制是当时解决最高权力争端问题的一种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由此,在数千年间的世袭统治

过程中,儒家所走的道路是在世袭制允许的范围内寻求儒化或制衡君主,以便最大程度地实现道政.
汉朝大儒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说,也许就有出于引天谴以警示君王为民谋利的动机.

若以上所论非谬,那么即便在古代中国,最高权力更替的理想制度安排,对于儒家而言,与其说

是世袭制,不如说是禅让制.问题是,在当今时代,社会条件是否允许人类实现禅让制? 这不是个容

易回答的问题.原因之一是,禅让制作为现代国家元首和平更替的制度安排,仍然面临如何解决最

高权力的争端问题.西方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取民主制.与禅让制不同,民主制赋予每个公民

以同等份量的选票,并通过多数决原则产生国家元首.具体而言,民主制在以下几个方面区别于禅

让制.
一是民主制是自下而上地选举国家元首,而禅让制是自上而下地让渡国家元首的位置.二是民

主是民众通过评判候选人的履历、竞选演讲和政治承诺来选择其所认可的候选人,而禅让制是在位

国家元首(及其核心成员)通过对可能合格的贤能者进行考核,并将最为贤能的人选推到元首之位.
三是在民主制中,候选人需迎合选民的偏好,而在禅让制中,自认为有望成为候选人的贤能者则需迎

合在位元首及其核心成员的偏好.
初看起来,这两种政治制度处在完全对照的位置上.但实际上,两者的差别并非是对立性的,就

纯粹形式而言,两者存在互补的可能性:禅让的标准是由少数人判断的贤能,而民主的标准是由多数

人判断的贤能,两者都可能选出贤能的领导人,但均不可能声称自己一定优于对方.
然而,历史来看,禅让制自尧、舜、禹之后陷入瘫痪,取而代之的是世袭制,说明在没有其他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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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情况下,它是不可持续的.在当代的语境里,禅让制备受诟病的地方是在位元首存在变质的

可能性.由此,禅让制存在这样的风险:变质的在位元首要么至死也不禅让,以至于其驾崩前后出现

政治动荡甚至灾难,要么不是禅让给德位匹合的贤能者,而是其亲信或后代,由此为昏君当道打开方

便之门.在当代,法治可以补充禅让制的不足.比如,引入强制性任期制就是一个补救的方法,依据

任期制,在位元首任期一满,自觉让出其元首之位并协助新元首即位,既是其应当履行的强制性义

务,也是其贤能之体现.另外,增加参与选贤的人数,也可以降低在位元首任人唯亲的风险.
现在笔者转入第二方面的问题,即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在古代中国,政治结构内部也有一定的

监督与制衡,如宰相等朝廷官员的参政议政就对皇帝有一定的监督和制衡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政治

最成熟的唐宋时期,这种监督和制衡表现得更为制度化.自明以后,中国社会陷入停滞,而政治也进

入黑暗时期,这与罗马帝国的经历是完全一致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文明能

够摆脱“起步 兴盛 衰落”这个周期律的.由此,古代中国政治结构衰败的原因,并不在贤能主义自

身.若此论成立,那么援儒入当代中国政治结构,或弘扬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中的贤能主义成分,在中

华文明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时候,就是合理且必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确定贤能主义在当代政

治结构中的位置? 以下,笔者将从监督与制衡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中,贤能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应当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贤能主义是通过个

人的言行举止来表现的,而任何从政者都存在丧失贤能性的可能.由此,对从政者的监督与制衡显

然是必要的.在«人性的差异性与儒家政治结构»一文中,笔者论及的选拔制和民意表达制,在某种

意义上,就具有监督与制衡功能.选拔制事先已经将非贤能者排除在从政者之外,民意表达制则从

外部对从政者进行多维度的监督与制衡.但是毋庸讳言,这并不够.选拔制的制衡是门槛意义的,
而民意表达制则是外部性的,它们难以察觉到从政者的变节或腐败.由此,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而言,
处理从政者内部变节或腐败问题的相应制度设计,在笔者看来,一是党内民主制,二是信用制.党内

民主制是贤能者间的相互监督.这种监督是内置性的,它既区别于西方的民主制,也区别于民意表

达制.信用制,则是通过设计体现贤能主义的指数,比如政治品德、政治才能、治理绩效,并据此记录

和评价从政者的贤能度,以贤能度高低作为从政者升职与否的主要依据.这种信用制兼具预防性和

持续性,并且对从政者起到柔性的激励作用.因此,它的监督功能不同于事先约定的三权分立制度,
也不同于事后执行的问责制度.如果人们能承认,人类社会不可能存在绝对完美的制度安排,那么

关键的问题就不是某个制度是否存在不足,而是在诸多可能的制度中,哪个制度的不足所导致的不

良效果更小.
民主制是将每个人都假设为理性人,并且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看护者.由此在事关每个人利益的

政治领域,选举政府官员尤其是最高首脑时,每个人都应当具有等同的权利或投票权.但是,并非每

个人都具有等同的理性,每个人也并非都具有同样的政治才能.虽然政治事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

务,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来处理政治事务,并公平地对待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人的利益.克服这些

不足的一种进路,是从直接民主制转向代议制.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密尔就采用类似的论证思

路来证明代议制优于直接民主制.代议制的精英主义色彩,能够更好地避免直接民主制允许非合格

人员进入从政者队伍的不足,并且有效地解决普通选民与候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①.但是,通
过代议制系统选举出来的议员,其是否徒有表演技能而缺乏实质的政治能力,并非是个可有可无的

问题.当然,代议制的支持者可能会如此论证说,若某个议员确实缺乏实质的政治能力,那么在定期

选举议员时候,人民会将其选下去.但是稍加留意,我们会发现这个论证诉诸的要点不是事先对议

员能力的充分了解,而是定期的竞选机制对议员构成的压力或事后问责.换言之,支持代议制的人

们可以接受出现貌似称职实则不称职的议员,只要制度能够允许普通选民在下次有机会将他或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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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
与代议制不同,依据选拔制,从政者不是由普通选民(民众)来选举,而是由既存的从政者来挑选

的;并且当从政者出现行为不端或貌似贤能实则不贤能的情况时,将之排除出从政者队伍的主体,不
是普通选民(民众),而是上一级的从政者或由它们构成的相关组织.但是,选拔制和民主制并非是

完全对立的.如果我们不被不真实的假设所牵引,或者说回归到现实场景中来,那么这两种制度安

排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般大,特别是在选拔制和代议制之间,差距就更小,两者都遵循贤能主

义路径.
无论是民主制还是选拔制,都需要法治的辅佐.民主制本身无法推导出法治.在罗尔斯以政治

自由主义消解自由主义的价值意义之前,民主制的基础是把个体看作道德的载体,从而,民主不是政

治的权宜之计,而是伸张正义的必由之路.正如雅典的民主时期,每个公民都具有投票和参选的权

利,因而每个公民都被假定具备管理城邦的德性和才能.这和儒家的贤能主义非常相似,差别在于,
儒家并不相信所有人都具备管理国家的必要德性和才能.这里的重点是,在个人德性的假设下,民
主并不需要法治,后者是自由主义的建构产物.自由主义的早期建构者,如霍布斯和洛克,是没有民

主的概念的,他们及他们的后继者对法治的论述,均来自人的自利性这个假设:人是自利的,因而社

会发展必须首先解决争利问题,而法治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法治和民主结合在一起,还是１９世纪的

事情.西方的幸运之处在于,它先有了法治,然后才有了民主,因而民主的运作比较顺利.然而,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民主制仍然遵循贤能主义传统,直到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时候.政治

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看作一个政治的权宜之计,以此为哲学基础的民主制因而也失去了价值意义,
成为纯粹的利益加总机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样来诠释民主制具有相当的可取之处,毕竟,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认可“不一致”是唯一确定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对于民主制

就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法治才能约束个体私利的无限膨胀.同样,选拔制自身也无法推导出法治,因
为,如果无论是在位者还是继位者都是贤能的,他们发自内心地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那法治就是多

余的.然而,人性是多样的和流变的,选拔制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选出贤能的人,也不能百分之百地

保证贤能者永不变质,因此,法治作为选拔制的一个辅助条件,具有十足的正当性.当然,与自由主

义传统相比,在儒家传统中引入法治更加困难,因为儒家相信贤能和教化(因而不需要外在约束),而
自由主义相信个体的自利性(因而需要外在约束).但这不是当代儒家排斥法治的理由,相反,它应

该让儒家更加坚定地弘扬法治,因为,在当今日益多元的社会,只有法治才能保障儒家伸张自己的贤

能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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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现.这一原则及其制度在今天仍有其意义.

关键词:道统;政统;儒家;选举制度;科举;知识分子;贤能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５．０６

一、天道观与知识分子参政

孔子说,“士志于道”.这包含对道的理解和士的定位.在儒家看来,宇宙万物和人间社会存在

着一个最高的正义秩序,这就是道.但这个道高远深奥,是理性有限的凡人不能完全把握的.然而

这不妨碍人们对道的追求.他们知道,如果能够对道有更多的认知和理解,就会更好地指导人们的

行为,从而使人们更为幸福,社会更为繁荣.因此,对于士来说,有一个高高在上又贯穿万物的道,它
至善至美,全知全能,只是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把握它,但可以通过努力接近它.所谓“志于道”,首
先是探寻道.

士探寻道的地方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上.这就是在人间社会,人们通过长期互动形成的习俗

与惯例.在夏、商、周时期,这被称作“礼”.儒家最初是一个专业化地主持和施行礼的群体.胡适在

«说儒»中提出,最早的“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① .殷人的特点就是重祭

祀,重礼仪,很自然地会形成专业运作礼仪的群体.在殷灭亡以后,这个曾经为贵族服务的群体流落

到民间,仍操持旧业,为普通百姓服务,如主持婚礼、丧礼、冠礼、乡饮礼和祖先祭祀等礼仪.在这几

百年的过程中,他们不仅熟知上层阶级的礼乐,也懂得普通百姓的习俗,积累了大量关于礼的知识.
所积累的这些知识不仅是儒家提供仪礼服务的核心技术,而且会发酵和升华.孔子是殷人后

裔,不仅继承很多殷人的礼乐知识,而且“少而好礼”,“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成为了一流

的礼学专家.他更在丰富的礼乐知识基础上思考和提炼了其中所含的社会规则与道德价值,形成了儒

家经典.在经典中,“礼”已经不仅是民间习俗的称谓,还包含了接近天道的价值表述,如从礼中提炼出

“仁”“义”“孝”“中”“和”等价值概念.因而,在儒家看来,天道在上,礼是天道在人间可见的形态.借助

于对礼的观察和思考,儒士们探寻着天道,并且在实际生活当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于天道.

　

作者简介:盛洪,独立学者.

①　胡适:«说儒»,桂林:漓江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４页.



　　在世俗社会,作为群体的人必须要循规则而动,否则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但作为个体,往往不遵

循规则而追求当下利益,所以人们不会自动地遵循规则.在部落间竞争中涌现出来的政府,是当时

的新发明.它一方面减少了个体之间互相侵害的现象,使暴力死亡率从１０％ ２０％降至２％ ５％①,
带来巨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挟持着政府的优越性,力图分割更大份额的社会财富.并且政府组织

仍然由个体组成,他们身上的人类弱点一点也不会减少,却会因为政府功能而放大.不同社会体兴

衰更替的历史告诉人们,有一种“最佳秩序”是社会所必需的.因此,如何组成政府,如何提供公共物

品,如何使社会首先是政府遵循最佳秩序,是一个社会能否安定繁荣的重要问题.
孔子的回答是,首要的因素是人.他说要“知人”,就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

渊»).子夏解释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

矣.”(«论语颜渊»)这里的含义是,只要把更理解天道的人选拔出来执掌公权力,不仁者就会远去,
政府就会运转得很好.这在夏、商和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对的.在那时,所谓“众”只是指政治

统治集团之人,所谓“仁者”就出在这个集团范围之内,如夏之皋陶、商之伊尹、周之周公.然而,到了

春秋时期,“道术为天下裂”,“天下无道,处士横议”,统治集团偏离天道,大量的士从贵族阶层中游离

出来.也就是说,政治统治集团和懂得天道的士集团分离开来,这带来了公共治理中的严重问题.
这就是道统与政统分离的局面.余英时说:“春秋战国之际,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出现以后,

首先便面临着如何对待政治权威的问题.从知识分子一方面说,道统与政统已分,而他们正是

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②尤其是在春秋战国的竞争局面下,政治统治集团很

清楚“志于道”的士在公共治理方面的重要性,包括政治合法性、社会规则和国际交往原则上的作用,
因而他们都竞相礼贤下士,聘请知识分子担任官职或顾问.聘任形式多种多样,如客卿、门客、稷下

学士等.这些事实说明,政治统治集团承认,知识分子比他们自己更接近天道.总体而言,“知识分

子代表道统的观念自公元前４世纪以来已渐渐取得了政统方面的承认”③.自那以后,这是中国政治

的基本原则.

二、为什么不用自家子弟?

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从总体上看,秦朝实施暴政,二世而亡,但
它也在政府体制中前进了一步.一方面,对地方的治理不再依赖于家族成员,如兄弟和子侄,而是依

赖于专业的行政官员;另一方面,在官僚体系中,也不再依赖于贵族成员,而是在全社会范围选拔官

员.因此,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完全瓦解.虽然经历了汉朝时的些微反复,这种政治结构基本被后

世的国家继承了.
对于这种变化,王夫之评论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

岂非理而能然哉?”这是大势所趋,并非秦的孤意.“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

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

非天下之公乎?”从整个天下来说,是一件好事.“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

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 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

者之不测,有如是夫!”④尽管秦是出于私心创建郡县,但殊不知上天假借其私而行大公;朝代未必长

久,而天下苍生却受其利.
这种趋势,是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所致.封建制是依赖于血缘亲情建立政治统

１９道统指导政统原则及其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关于知识分子制度化参政机制的讨论

①

②

③

④

[美]伊恩莫里斯:«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栾力夫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８１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９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９３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页.



治,看来很是可靠,但这种血缘关系会随着世代推移而发生变化,使得原来主要依凭的血缘纽带变得

不再可靠.封建制的第一个问题是,封建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会随着世代更替而淡化.一般而

言,只要没有联姻制度,四代之后,两个兄弟的后代之间的血缘关系只剩３．１％,形同路人.第二个问

题是,继承父辈的政治权力和家族主祭权力的只是嫡长子,所有非嫡长子都要降低身份.如天子的

非嫡长子儿子是诸侯,诸侯的非嫡长子儿子是卿,卿的非嫡长子儿子是大夫,大夫的非嫡长子儿子是

士,士的非嫡长子儿子可能就是庶人.无需几代,天子的后代可为庶人.他们与嫡长子出身相同而

地位不同,很容易引起忌恨和争斗.
因此,在新王朝创立数代之后,就会开始诸侯间的争斗,甚至会出现天子与诸侯的争斗.在西周

时就出现过周厉王时期和周幽王时期的危机.而到了东周,这种争斗就变得常规化了.在诸侯国内

部,非嫡长子集团也在觊觎嫡长子的权位,他们以国内的封邑为基础,依凭世卿地位长期掌握实权,
左右国家决策,架空君主,在时机成熟时篡夺君位,如鲁国三桓、三家分晋等.从秦朝统治者的角度

看,封建制不仅不能拱卫天子,反而是架空和瓦解天子权力的危险因素.尤其是数代以后的诸侯后

代,他们与天子形同路人,不可能有与天子一样的利害关切.在此时,血缘关系不仅不是正面因素,
因为其代表着有继承权位的资格,反而是更需警惕的竞争者.如果还由子弟分封诸侯,世卿世禄,掌
握国家实权,不啻是对天子家族的潜在政治威胁.所以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废封建、立郡县是为了消

除这样的隐患.
从社会角度看,这些政治变动的问题不在于谁有掌权的合法性,而是意味着封建制并非一个稳

定的政治结构.在贵族们争权夺利之时,民众也会遭受苦难.减少以致消除贵族间的争权夺利,对
民众也是有好处的.从郡县制的结果来看,这些问题都消除了.当然,郡县制会产生新的问题.但

正如王夫之所说:“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
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①郡县行政司法官员虽可能因选举不当,而出现贪官恶吏,但终究可以通过

罢免、贬黜的方法以结束或减轻苦难,与世袭诸侯相比,危害较轻.
郡县制的建立和文官体系的形成,不仅解决了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问题,而且建立了一个

新的政治原则,即要保证道统指导政统,就要在政治结构中坚持以道统标准而不是以血缘标准来衡

量人才.同时释放了新的政治空间,这就是腾空了原来的公职岗位,开放给全社会的成员,带来整个

官僚体系的大换血.其意义在于,这些公职并非一般人所能承担,而是要求更懂得天道的人来担任.
当士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当诸子百家时期形成了多个学术和文化传统以后,一个人是否更能

理解天道,不在于他是否贵族子弟.公共职位不是仅限于贵族子弟,而是向全社会开放,就会把更优

秀的人选拔到政府中来,这显然会对公共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虽然这一结果可能不是秦朝统治者的初衷,但正如王夫之所说,这是自然法则借助于秦的私心

成就了一项有利于社会和民众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后继的王朝也没有废弃这一制度的重要原因.
政治统治阶层不用子弟而用贤人,也说明了它的相对成熟,即从当下利益出发的短浅眼光为长治久

安的视野所超越.文官制度建立的意义不仅是在政治上向全社会开放,在宪制层次上,毋宁说是道

统指导政统、保证政治结构趋向天道运行的重要制度,是把孔子所说“知人”的原则制度化的机制,是
“士志于道”精神的落实.

据钱穆先生,汉代的官职称谓原来都是家臣的称谓.如九卿中,太常原是管祭祖的一个家务官,
光禄勋是家中的门房,大鸿胪是负责在主宾之间传达信息的官员.到了汉代各自变成了主管皇家祭

礼、负责保卫与司法的职位,以及外交官.这一变化,钱穆先生称之为“化家为国”②.也说明在废封

建和世卿世禄以后,家外之士取代了原来家中之人,改变了政治制度中的文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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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懂天道?

下一步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什么样的人更接近天道.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包括

了“诸子百家”的知识分子,且各家学说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有其不足.在战国体制的竞争中,法家

和纵横家占了上风.然而到了汉代天下一统,集举国之力从事战争的知识,和在多国间合纵连横的

谋略,在这时变得无用.墨家学说,有其独到之处.不过墨家的缺陷是,虽然它的许多成员来自民

间,但它强调秘密结社,缺少草根社会的基础,不能从乡间习俗中汲取智慧,而是依赖于个别精英,提
倡超越经验的“兼爱”,因而没有广泛的民间基础.从春秋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来看,虽然经历

了那么多朝代和分裂时期,但几乎没有一个政府试用过墨家学说,这也说明,墨家学说还缺乏现实可

操作性.
相比而言,道家崇尚自然,强调政府无为,得“道”之精髓.因而在汉初,黄老之说曾作为官方的

主流意识形态,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成就了文景之治.然而,道家学说有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这就

是无法保证这种遵从自然、清静无为的原则能够一直得到执行.有些政治人物违背这一原则,有时

也会被道家认为是“自然的”.从较长时段来看,这种认识并无错误.因为任何违背自然法的行为都

最终会受到惩罚,但在其过程中,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巨大损失.如果有些民众生不逢时,也许就会

遭受巨大痛苦和灭顶之灾.从“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这一角度,道家似乎还有瑕疵.
儒家也崇尚自然,但与道家的微小区别是,它假定道不能自行.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人间之道,要由人来推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并不是很自觉地遵循

道,这是因为,道是人间的公正规则,它不一定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对任何人有好处,它只是在大

多数人遵循道的情况下,从整体上和长远看有好处.而人有很多弱点,他们经常会只看到眼前利益,
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违背道以获小利.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个人,由于能够在短时间内运用大大超

过个人的力量,更容易为人类弱点所诱惑,作出严重偏离天道的事情来,这就需要有人来矫正.
因此,士志于道,还包括了匡君行道,替天行道,甚至以身殉道.这都是要求儒士们身体力行,在

国家决策、谏言纠错、司法监察、公共治理和地方行政等方面,尽人为之力,而不是默然旁观,让自然

法自动起作用.如果接受道家的理论,甚至不需要一个文官体系;而需要一个文官体系则意味着,必
须承认儒家关于道统与政统关系的主张,承认世俗政权若想不远离天道,就要由人来矫正,就意味着

承认儒家的基本理论框架.从而,如果要吸纳和选拔士人进入文官体系,就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

想.因而,选拔人才的价值标准,也就非儒家传统莫属了.
另一方面,与墨家相比,儒家生长于民间,深谙民间礼俗.儒家知道天意往往通过民意表达出

来,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而礼俗正是民众通过长期互动形成的规则,因而又

是“民意”的充分表达,也就更为接近天道.与道家相比,儒家作为一个祭祀礼仪的专业团体,将礼俗

记录和传承下来,从中思考和提炼出道德价值,是为了减少对礼俗的遗忘和再次生成的成本,并且可

以提升、普及和改进已有的习俗和惯例,因而更具实践性.与法家相比,儒家的制度和规则资源来自

民间,又比只从国家角度设立律法要更为优越.因此,在掌握接近天道的知识方面,同时在运用这些

知识进行公共治理方面,儒家也就显现出相对优势来.
儒家思想也不是一下子被接受的.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并非因董仲舒巧言善辩,而是经过一

个试用和认识过程.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儒家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听进了陆贾“马上不能治天下”的谏

言.陆贾就是一个精通«诗»«书»的士人.文景时亦有单科博士,如«尚书»«春秋»博士.汉文帝时的

贾谊用仁政思想批判暴秦,用礼乐知识设立朝廷礼仪;汉景帝时晁错为«尚书»博士,推行贾谊提出的

“众建诸侯少其力”,致力于“削潘”.在这一过程中,汉朝廷也逐渐能够体会儒家思想是一个接近天

道且实用的传统.最终,汉武帝建元元年(前１４０)设立“五经博士”,以«易»«书»«诗»«礼»«春秋»等儒

家文献为经典,成为选拔人才的价值标准与制度.这也是在表明,政治集团把儒家经典看作是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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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道的人间传统.
汉以后,除了某些时候有一些道家经典,儒家经典一直是政府衡量和选拔文官的主要标准.在

唐代,除了“五经”外,还增加了«论语»«孝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道家经典

则有«道德经»和«庄子»等.宋代也差不多,以这些儒家经典为主,略有增减,如增加了«孟子».此外

还会考一些历史和律令知识.到了明清,也基本如此,略有增减.这一事实表明,察举或科举等鉴别

和选拔文官的制度最重要的方面,是衡量的价值标准,而无论具体制度如何变动,其基本的价值标准

都一以贯之,就是儒家的经典.这也是传统中国的另一个政治原则,即以儒家经典为基础价值标准.
所谓天道,就是要用儒家经典作参照,予以近似地把握.

汉以后把儒家经典作为价值标准,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维度,就是不把政治领袖(无论是过去的

还当朝的)的文字作为经典,这表明他们很显然把自己放在这些经典之下,而经筳讲学制度则表明,
他们自己是儒家经典的学生,也是当朝大儒的学生.尽管在政治维度,讲学的儒士是臣,而在道统维

度,他们是师,所以在讲学时的座位是东西向的,这是一种平等的方位,以平衡君臣和师生这两种关

系.因而,从价值标准看,汉以后的选举制度最核心的含义,是道统指导政统.

四、文官做什么?

从政治角度看,皇帝是“君”,文官是“臣”.整个文官体系是在皇帝领导之下.这似乎与余英时

所说的“道统指导政统”不相符合.然而这种“道统指导政统”的观念意味着,在更高层次,在世俗政

治之上,在皇帝之上,有一个天道.从儒家公羊学传统看来,天子不过是人间一爵,即一个官职.只

是当他犯错误时,世俗政治结构可以劝谏或阻止,却无法直接惩罚,但天道会惩罚.如果承认儒士更

接近天道,他们的作用就是站在天道的高度,帮助皇帝避免严重偏离天道,从而避免天道的惩罚.惩

罚的结果,可能是皇帝本人被身后恶评(如周厉王的恶谥)、当世遭到罢黜(如海昏侯),或者失去天

命,即失去政权的合法性,而被推翻(如秦、隋).
在文官系统中,最高的行政长官被称为丞相或相国等,通常有“宰相”之称.“宰”即主宰之意,

“相”则有辅佐之意.钱穆说:“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

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

任.”①钱穆指出,在汉代,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皇帝的“秘书处”主要负责他的私人生活,而
宰相的“秘书处”则是整个行政司法机构②.因此,一个皇家政权是否趋向天道,取决于它的行政和司

法操作,而这又取决于宰相.皇帝的职责是选好宰相.因而,所谓选官制度,不是皇帝选择为自己服

务的臣子,而是选择其是否符合天道.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选择文官的制度本身仍然是落实“道统指

导政统”原则的一个制度.
第二个方面,是皇家政权的决策机制.例如唐代,皇帝若要拟诏书,需先经中书省和门下省开联

席会议讨论,拟后再发.如果不经此程序,可称为“斜封墨敕”.在宋代,皇帝先草拟诏书,由中书令

拟诏,如果中书令不同意,可以封还词头,或曰封驳,即退回到皇帝那里修改.即使中书省通过,还有

门下省可以批驳.最后,还要由宰相副署,才能生效.钱穆曾列举宋太祖任命赵普为宰相的故事,因
现有的三个宰相都已辞职,没有宰相可以副署.曾有人提出仿效唐时“甘露寺之变”之后的变通做

法,也遭反对,因而最后由开封府尹(时为赵匡义)副署生效③.这说明,文官体系在政府重大决策时

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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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是谏议制度.这方面我在«宪政结构中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中有过论述①.钱

穆说,“对皇帝才称‘谏’”②.简要言之,谏议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批评政治最高领导人偏离天道

的倾向,使其不犯或少犯错误,尤其是少犯重大错误.孔子说,“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

其天下”(«孝经谏诤章第十五»).显然,对于无道之君的过失,可以由诤臣的批评而得以纠正.苏

轼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说,“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风采所系,不问

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③.其中“乘舆”和“廊庙”,分别指皇帝和朝廷,
岂不就是对皇帝和朝廷的批评吗? 林语堂评论说,“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

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④.
第四个方面,就是地方治理.在汉代,地方政府并不是一个事事要向上级请示汇报的派出机构,

而是一个较小的治理单位.一个好的地方官,多是郡守县令,通常被称为“循吏”,虽然是代表皇帝对

地方进行治理,但他并不在皇帝的直接命令下行事.余英时说,循吏“所奉行的不复是朝廷法令,而
是大传统的中心教义”⑤.因而他是直接将接近天道的儒家文化价值实施于地方的公共治理之中.
他们治理地方的方法,是重教化,轻刑杀;既以儒家大传统为文化标准,又尊重民间风俗礼仪.这正

是儒家的本色,既从民间来,又将乡规民约提炼和上升为道德价值.这又是一个实现道统指导政统

的地方,所谓“政统”,可以理解为公共治理.
在唐代安史之乱后地方治理仍能正常运转,凸显了在中央权威衰落之后,文官体系相对独立地

治理地方的作用.虽然藩镇林立,但“几乎所有藩镇都是文官节度使”⑥.“这个群体自我生产的重要

机制是科举,身份认同的核心媒介是写作”⑦.他们除了强化虚拟的中央权威外,最重要的是依赖于

余英时所说的大传统对地方进行治理.这也说明,在正常时期,他们也主要依赖于大传统即儒家经

典,以及当地礼俗进行治理,而较少获得中央政府的资源.中央政府的意义在于有一个虚拟的中央

权威,以统摄地方.
由此可见,世俗政权选举士人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统治者挑选为自己服务的臣属的制度,而是一

个政治集团为了保住自己不失政治合法性,保证不太偏离天道的制度安排.在政治集团与士人集团

的博弈中,就形成了汉以后的政治结构.这个结构的目的,就是要保证道统指导政统,保证政治集团

从最高领导人到整个行政司法体系的实际运行,都要受到代表道统的士人的指导.余英时说,“汉代

的皇帝终于承认儒教的正统地位与其说是由于儒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威最后不得不

向文化力量妥协”⑧.

五、走向公正和有效的选举制度

关于“知人”,即选举公共治理的贤人,夏商周时期已经作了很多探索.例如当时就有明确的

“士”或“君子”的概念.所谓君子,最初是君主之子的称谓,他们是当然的公务人员,所以从小就要受

到相关的教育.然而到了后来,大量非嫡长子成长起来,并游离于统治集团之外,所以君子就被用来

称呼受过教育、探究天道并有道德操守的人.既然这些人要担任公职,就需要有一个被辨认和甄别

的过程.据«大戴礼记文王官人»和«逸周书官人»记载,对公务人员的选拔,已有一套观察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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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标准.人品观察标准有“六征”,包括观诚、考志、视中、观色、观隐、揆德,而每个观察标准又有多个

具体方面.能力考察标准有“九用”,包括平仁而有虑者、慈惠而有理者、直愍而忠正者、顺直而察听

者、临事而絜正者、慎察而絜廉者、好谋而知务者、接给而广中者、猛毅而度断者①.如此周密和细致,
说明当时“知人”的需求已经很强劲,制度也相对成熟.

汉代面临的情境是,一方面,由于废封建立郡县、废除世卿世禄,需要大量文官;另一方面,春秋

战国时的游士传统也不再适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较多,并处于竞争状态,因而对士的需求也较

多;而士也不见得局限于本国范围,而是可以到其他国家,甚至敌国做卿大夫的门客,甚或做诸侯的

客卿.并且游士更适用于法家和纵横家,他们看重在国家层面建功立业,而儒家更注重地方秩序,因
而未必倾向于毛遂自荐.汉代海内一统,郡县分明,它需要的士的类型也与春秋战国有很大不同;后
者需要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集中全国资源以用于战争;前者则要求进行长期稳定的公共治理.而

士要寻求公共职位,就只能向一个政权申请.
此时汉朝廷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秦朝所犯的错误,将汉朝廷的行为保持在不致严重偏离天道

的轨道上.刘邦已经明白了“不能马上治天下”,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争战,尚不具备公共治理的能力,也
不清楚什么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所以他发布«求贤诏»,其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

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汉书高帝纪»).把政治领袖的成功与贤人辅佐联系起来,直接与孔子的“知
人”相呼应,也是在接续春秋战国时期的道统指导政统的传统.他说,贤士大夫怎么能不与我共同治理

以利天下呢? 于是他下令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推荐贤人,开启了一个稳定政府向全社会求取人才的传统.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较多的士人中发现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更懂得儒家经典,从而更接近天

道,也就能承担起汉朝政府文官体系的重任.实际上,刘邦的«求贤诏»采取了一个最现成简便的方

法,就是要求现有的地方政府进行选择,这就是察举制度和征辟制度.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推举,后者

是自上而下的选任.虽然这两种制度都有一些问题,如地方官员或诸侯王更倾向于推举自己的子弟

和亲朋好友,但从长时期的制度演化角度看,汉代察举和征辟制度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央政府有意识

系统性地选拔人才,也是制度化地让士大夫群体进入公共治理领域的重要变革.钱穆说,“自从武帝

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汉朝的政府机构就被士人

充斥了,是为“士人政府”.
然而,对人的观察和判断是一件最为困难的事情,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智慧生物,他会思考、语言

和文字,但这种能力往往又是一种脱离真实世界的假象,甚至是一种可以用来欺骗的手段.在传统

中国,有过不少以假象欺骗的例子.如王莽和隋炀帝的例子.更何况,还有荐举者本人如地方官员

与皇帝初衷不一致的地方.他们可能想通过推荐人才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在汉代,因为有举孝廉

的激励,许多人伪装成孝顺、廉洁的形象以牟取官职;到了东汉末期,则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
父别居”的童谣,所以朝廷在察举制度之后又加设考试制度,以加强考察.到了曹魏时期,钱穆说,
“曹操以陈群为尚书,掌吏部用人事,陈群始创设九品中正制”②.

九品中正制就是由中央政府建立一个考察和评价人才的标准与体系,分成九个等级,从各地选

拔出大小中正官若干人组成团队,对士人加以考察,并记入档案.考察的依据,有时要“依据各地方

之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依然仍保留有汉代乡举里选之遗意”③.吏部也就根据这些考查表的评价对

官员进行奖惩和黜陟.然而这套制度最初是为了在魏代汉之际收编现有官员,只是一时的临时措

施④,到后来逐渐成熟,但也要严格依赖于人的判断,所以就会有很大的取舍空间,较难公正,并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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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仍是主观推荐,且大小中正官多来自世家大族,还是要更偏向于世家,所以到后来又有“上品无寒

门,下品无士族”之说.
对士人进行主观判断的察举制度,一直就存在问题,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察举与考试并行.考

试虽也有缺陷,但与察举相比,究竟是白纸黑字,出自士人之心之笔,减少了主观判断的不确定性和

重大偏差.实际上,汉代实行察举制度时,一直伴之以考试,如早在文帝时期,晁错就是经对策考试

而被重用;董仲舒也是在武帝考试策问时从一百多人中脱颖而出.直接以考试选举,在历代屡有尝

试,如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４６７)和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５６２)都曾开科考试①.到了隋朝,就正式地

将考试作为选举人才的主要方式,这就是隋炀帝大业二年(６０６)开始的“建立进士科以取士”的制度.
“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决定去取的选官制度,被称作科举制度”②.这一制度在后世又被改进和完善,得
以长期延用,直至清末.

虽然从汉代开始,察举制度一直伴随着考试制度,而科举制度不过是将考试前置,放在了所有考

察措施之前;任何一个人只要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然而这一小小的变化实际上有着重要意义.
这就是,完全排除了透明度低、主观性强、容易被操纵和把持的“初选”过程.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选

举制度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贵族和官僚把持着举荐或考察人才的重要环节,使得大量寒门子弟从

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尽管经举荐或考察选拔的人员还需考试,但已经把大量的人才淘汰掉了,而
科举制度一举解决了这一问题,使所有寒门子弟不需要经过筛选过程就能参加考试.据一项对宋太

祖时期进士的研究,在有出身信息的９３人中,８１．７％出身寒门③.
科举制度亦有问题,一是考试制度本身固有的问题,一是技术性问题.后者是关涉考试成绩真

实性的问题,这包括要防止考场作弊、考官漏题、判卷偏向、取士不公的问题.这可以用技术性和制

度性手段加以防止,如宋代将试卷重新抄写一遍,使判卷官员无法从字迹上辨别是何人所作;又如主

考官与其同事在判卷时,要与外界隔离长达两个月之久④.如果有人被怀疑与考官串通,就有可能遭

受严厉的惩罚,如明代唐寅的遭遇;如果有贿赂考官行为,重则会被判极刑,如周树人之祖父的下场.
而科举本身内在的问题,是文字考试的成绩仍不是全面判断一个士人的充分信息.这是因为,

人类的文本经典仍与理想的天道有所距离,过于拘泥文字,而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和理解,有可能

出现只知高调重复教条,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会作出错误决定的书呆子.这就是孟子所谓“尽信

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文字能力和实际的公共治理能力还不能划等号,完全凭考试成

绩不足以评判士人的能力.即使对试卷本身,也会因为主考官的倾向甚至偏见而作出错误的评判.
很多后来被证明出类拔萃的人,在当初多是屡试不中.如韩愈三试不中,王阳明两次落榜,文徵明则

是九试不第.
显然,文字考试是考察一个人对经典文献的阅读理解,以及如何用来解决当下国家与社会的问

题,这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有距离.对人的全面考察,应是除了文字考试外,对其工作能力予以

充分考察.实际上,更广义地看,文字考试只是选取官员考核的最初部分,历代的选官制度也包含了

对人的实际行为和工作能力的考察.毕竟,整个官僚体系是分层级的,一个考中科举的年轻人也只

能从最低级的官员做起.所以整个晋升的阶梯就不仅依据他的考试成绩,还要看他在岗位上的作

为.如在宋代,有比较成熟的官员考核制度,对于地方官员,宋神宗时考核“三最”,即“狱讼无冤、催
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

养之最”⑤.所有这些都是对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的考核,这实际上是比文字考试更硬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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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谁在主导选举制度?

在以往对中国传统选举制度的研究中,主流的看法是,选举制度是为政治统治集团服务的,至多

是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向知识阶层的让步.唐太宗看到大量士人踊跃参加科举考试,于是说

“天下英雄尽入我 中”.历朝历代,也经常有“野无遗贤”的说法.由于皇帝是政治结构中地位最高

者,人们往往就会想,是皇帝利用了士人的报国之心或功名之心,巧妙地用于一己之私利.其实这是

一厢情愿的说法.从智慧和思想高度来讲,显然儒家作为一个文化传统,儒士作为一个前后相继的

群体,可以说在大多数时间里高于和优于政治集团的成员.因而谁被谁利用的问题,尚可讨论.
如果我们从士人角度,或者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政治统治集团通过对自己长远利益的考虑,愿意

接受士人系统性制度化地进入到政治结构中来,既对全社会有好处,也能够发挥士人才干.关键在

于,如果我们把士人看作是对天道有所追求和把握的人,我们就更应该明白,在选举官员的问题上,
士人具有更清晰的认识和自觉.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即士人能够

纠正政治领导人心中的错误;其目的,就是更好地进行公共治理.朱熹说,“惟有大人之德,则能格其

君心之不正以归于正,而国无不治矣”①,王阳明说,“‘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

归于正’之义”②,是同样的意思,都是在说,儒士进入政府的使命首先就是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
实际上,一个好的制度,一定会在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所有人都有长远的好处,包括

对统治者.在政治现实面前,若想推动制度的变革,就要让当政者接受,而让他们接受的最好方法,
就是告诉他们这样做对他们有利.这不仅是一种游说技巧,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即存在着统治者利

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重叠部分.说服当政者的最好方法,就是突出两者重叠的部分.我们

看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游说就有着这样的特点.例如«孟子»一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

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

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

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在这里雄辩地告诉梁惠王,如果只讲“利”而把“义”放在后面,反而是欲壑难填,招致祸害;

只要行仁义,自然会有大利.再如«礼记大学»中有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也是这个意

思.前一句“利”是当下的利,国君自己的私利;而后一句的“利”是指大利,社会之利,也包括国君自

己的长远利益.
在«孝经»中,我们也看到这种看似诱导式的表达:“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

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孝经诸侯章第三»)告
诫诸侯要谦虚谨慎,并且诱导说,这样可以“长保富贵”,就是长远的利益.对于天子,孔子说,“爱亲

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孝经天子章第二»),这里所谓“天子之孝”,就是要永葆江山,就是天子的长远利益.用这样的长

远利益,去劝说天子要遵循儒家的道德原则.
我们也可以想见,在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制度建设,包括人才选举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儒家

士大夫提出,为皇帝所接受的.如刘邦下“求贤诏”,是受到了陆贾“马上不能治天下”的影响;董仲舒

在对策中说:“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

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汉书董

仲舒传»)就是说,虽然周朝的开国圣王逝去,其子孙却享国数百年,全赖礼乐制度以循天道;谁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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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此? 只是经常用非所人,由非所道.
所以,他提议说:“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
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
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汉书董仲舒传»)这里涉及了不

能仅从现有贵族、官吏子弟中选举官员的意见,以及贡士和太学制度的设置等问题.«资治通鉴»说: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①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加以重用.这段记载很清楚地说明,选
举制度的具体方案也来自儒士.

有些时候,因改朝换代或战乱,选举制度弛废,又会有士大夫进言,要求恢复选举制度.如东晋

太兴元年(３１８),晋元帝以世道离乱,想免除考试而录用官员,尚书陈 上书说,“宜渐循旧制,试以经

策”,晋元帝接受了他的意见,恢复考试制度.由于晋元帝诏书称“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许多

被举荐的秀才和孝廉就不敢进京考试,元帝又想将已经到京的秀才和孝廉免试,但尚书郎孔坦又奏

议,这样一来,那些有真才实学和奉公守法的人就会受到打击,反而让心存侥幸者得官,会败坏社会

风气.元帝也接受了他的意见.一直拖了七年才举行考试②.这个例子从反面说明,士大夫们不仅

提出和创设了选举考试制度,而且也有意识地维护和恢复之.可见这个制度就是由儒家士大夫们所

主导.
反过来,即使有选举考试制度,优秀的儒士也不以考取功名为最高追求,而是把这一制度看成是

实现行道理想的一种选择,这在儒家的出处进退原则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
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如果国家无道,则可辞去官职.伊川先生说:“古之人所以

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自为尊大.盖其尊德乐道之心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③如果政治

领导人不能尊敬士人,礼貌相加,则也不足以与之共事.所以真正的士大夫不会把科举功名看成是

最高理想.王阳明先生曾两次落第,但他不“以不得第为耻”,而“以不得第动心为耻”④.可以说,儒
家传统作为整体而言,其眼界是在选举制度之上.

七、结语:道统指导政统原则和选举制度的现代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国的选举制度中总结出几点原则.
第一,道统指导政统原则;
第二,“知人”原则,即实行上述原则,主要依赖于人;
第三,在具体制度上,要建立一套使社会精英常规化进入政治结构的制度;
第四,对人的评价标准是以儒家为主的经典;
第五,对人的选择,除了主观标准外,要进行文字考试;
第六,文字考试应该前置,即对任何人都不附带条件,任何人都有考试的权利;
第七,在考试基础上,对进入到公职系统的人员的政绩进行考核.
这几条原则在中国的现代社会中还适用吗? 我们可以逐条讨论.首先是“道统指导政统”原则.

道统既然是指天道或自然法,便是跨越时代的.现代社会仍然要在最高正义秩序的基础上组织和运

转,无论人们愿意与否,自然法都在发挥作用,因而要“道统指导政统”.
第二,关于“知人”原则.人类社会的原则显然是要由人来遵循、实施和维护.这些对人类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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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原则虽然对人类整体和长远有好处,但在具体情境中,不见得对具体个人或团体有好处,从而可

能会出现背离原则的现象.因此,维护原则需要人的努力,尤其是在公共领域中担任公职人员的努

力,所以现代社会仍要“知人”.
第三,关于“社会精英常规化进入政治结构的制度”.儒家认为,如果没有士人对政府偏离天道

的趋向加以防止和纠正,就不能保证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运行在遵循天道的轨道上,就可能带来政

治败坏和社会动荡.因而,需要士人进入政府,批评和纠正政治领导人的错误,参与决策,实施公共

治理.要“知人”,就要发展出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这就是选举制度.到了现代,虽然民主制度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权力,但仍有其缺陷,人性的弱点仍然明显,因而需要有一个吸纳社会精英的政治

结构.
第四,关于“对人的评价标准是以儒家为主的经典”.这在传统中国是大致不错的,在今天的中

国,儒家作为在本土发展起来的高级文明,仍是中国的文明经典之一.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那些看似完美而高明的唯理主义传统,却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而儒家传统既上追天道、下起草根,
其经典优美凝练,又非常注重实际,并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然而,在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的现代世界,还并存着许多其他高级文明,它们在各自的社会中都

扮演了道统角色,内含着接近天道的文化原则.这些原则或者与儒家原则有着高度重叠,或者从不

同角度诠释着自然法,因而可以被整合到现今中国的道统之中.当然,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还需要

相当长的时日才能完成.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以儒家原则为主,同时保持文化开放的姿态则是必需

的.选举的价值标准应随着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开放而包容更多的内容,尤其要重视各文化价值

的重叠共识部分,并将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容也包括进来.
第五,对人的评价与判断是综合的,但又是困难的.在诸种评价形式中,文字考试相对而言还是

具有优势.首先,文字考试比较综合地反映出一个人对经典的理解、价值取向、文字能力、分析能力

等等;第二,这种反映不会经过另一个人的主观判断而加以增减甚至扭曲.所以,对想要谋取公职的

人进行文字考试仍是一项主要的评价手段.在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中仍保留了“考试权”,并与

其他四权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监察权并列,也说明考试制度在近现代得到了肯定和继承.
第六,考试前置,或所有人有权利进入申请公职的文字考试,实际上是向全社会各阶层开放.科

举被废止以后,从进入公共领域的角度看,公平原则遭受伤害.因为没有制度化的文字考试,人才的

初选就更多地依赖于政治实力和官场关系,致使官僚体系出现退化.民国以后,由于原来的文官体

系坍塌,所以政治决策缺乏约束与批评,致使官场腐败丛生,地方治理混乱,乡村土豪劣绅横行.

１９４９年以后,选拔官员基本上是以现有官员的意见为主,形成了刚性的行政利益集团.“文化大革

命”时期,更是全面废除了考试制度,上大学必须单位领导同意和推荐,几乎退到了魏晋之前.其结果,
只能培养出听话的官员.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恢复了高考制度,但公务员的选拔只以考试成绩为参考,
导致整个官员体系呈现低能化倾向,缺乏批评精神.因而,将考试前置仍是我们今天要坚持的原则.
选举考试的制度设计,可借用现代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以保证考试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最后,文字考试只是对人的初步评价,也是所有评价中较小的部分.在取士以后,则根据士人的

表现进行表彰或惩罚,晋升或黜退,全过程地甄别和选择.用实际政绩评价官员,才是对官员整体评

价中的最重要选项.这一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似无需多说.不过在今天,对于官员政绩的考察,
则要在传统制度的经验基础上,借助于民主制度、协商制度和公共服务评价制度,以更为接近真实和

公正有效地考核.
看来,传统中国的“道统指导政统”原则具有普适性和持久性,由此衍生出来的选举制度所包含

的原则,也具有普适性和持久性.既如此,也是我们今天应该予以传承的.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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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的“富德两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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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修养是否必须以物质富裕为前提? 先秦儒家对此表达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我们可以

将此解读为早期儒家的“富德两难”问题.对此问题可以提出四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即分别主张:(一)对上

述问题的正反两种解答一对一错;(二)物质富裕与物质贫困分别对应不同德性;(三)物质价值与道德价值

相互独立;(四)上述矛盾命题分别针对着不同的说教对象.然而,这四种处理方案,各有其文本解释与学

理上的局限性.区分个人和社会两种视角,一方面强调个人在道德选择上肩负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另一方

面从统计科学的角度看待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与物质贫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或为解释物质富裕与道德修

养关系问题的有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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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针对物质富裕和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达了两种观点:一方面,一定程度的物质

富裕是人可以进行道德修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即便缺少充裕的物质条件,人也仍然可以进行道

德修养.这两个观点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既然儒家将道德修养视为人生最根本的追求,如果人们

可以无视物质条件而修养自身,那么又有何必要追求物质富裕呢? 而反之,如果物质上的富足是人

们在道德上提升修养的必要条件,那么贫穷之人如何可能在道德上完善自我呢? 此可谓是早期儒家

的“富德两难”问题.本文拟检讨此矛盾问题,提出几种可能的解答,并进而提出在我们看来最为合

理的解释方案.

一、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

本文所讨论的“物质富裕”,指的是人在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及医疗需求等物质条件方面达到一

个较合理的水平.此水平线当在最低的生存限度之上.尽管它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

有相应的变化,但总体上可以将其界定为是令人体面和舒适的水平.儒家将有德性的生活视为最高

理想.«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的终极目标是“明明德”,亦即弘扬

光明的德性.在这一前提下,物质财富的价值需要被置于与道德修养的关系之中进行考量.若物质

财富对于修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其价值便得以确立.若反之,则不能认为物质财富不可或缺.先

秦儒者表述过两种看似矛盾的言论:一是道德修养以物质富裕为前提,二是道德修养不以物质富裕

为前提.以下将就此两种命题分别进行讨论:
(一)道德修养以物质富裕为前提

先秦儒者普遍倡导“富民”的政策.在这方面,儒家哲学与其他宗教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别.早期

基督教哲学明确反对追求物质财富.«圣经»中提到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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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１９:２４,«马可福音»１０:２５,«路加福音»１８:２４ ２５)①.佛

教哲学对物质追求也持有类似的(但相对温和的)态度.佛陀自己放弃了王子的富裕生活而寻求开

悟.在佛教教义中,苦难被认为是由欲望而产生,对财富的追求就是欲望之一.佛教以超脱世俗为

理想,至少并不提倡追求物质上的富足②.与此两者不同的是,孔子明确地提倡富民的政策,满足人

们对物质条件的渴望.在儒家眼中,贫穷并非好事,而是应该加以避免的,而富足一般被认为是值得

肯定的,应该加以促进.«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孔子有云,“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言

下之意,在物质富足时,人们不仅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且可以获得长寿.孔子继而还说道,“省力

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孔子家语贤君»),政府应通过尽量减少徭役和税收来使人民生活富裕.
显然,对孔子来说,富裕不仅不应被排斥,而且是值得追求的.

当然,孔子的政治理想并非仅仅停留在“富民”上.«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冉有的如下

对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

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孔子在对话中指出,为政分三大步骤:首先要使人口丰足,其次使人民富裕,最后则是对人民进

行道德教化.在这段话中,孔子似乎暗示应在道德教化之前首先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要在人民达

到富裕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教化.«孔丛子刑论»记载孔子之言道:“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者寡

矣.”也就是说,当人们在基本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很难保持道德水准而不为非作歹.依这

样的逻辑,物质富裕可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基础.
孟子以一种更为明确的方式表达过相近的观点.他所阐发的“仁政”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核心观

点:一方面,在经济上使人民富足;另一方面,在道德上培养人民,这两点是紧密联系的.他延续了孔

子的思想,说道:“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治理田地和减轻税负是使人

民富裕的具体手段,而使人民富裕是为政者的主要目标之一.他也坚持认为,好的政府必须使人民

像获得水和火那样轻易地得到充足的粮食,“使有菽粟如水火”,更进一步,在这样物质富足的基础

上,人们便可以在道德上有所提升,“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当然,这
并不是说,当人们有充足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时就会自然变成道德上的完人,而是暗示人们在富足

时更易于实现道德上的提升.
孟子还更加直接地将物质富裕与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他说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

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与孔子相似,孟子也看到了财产对于人们

道德养成的重要性,他认为从一般意义来说,有物质保障也即有“恒产”的人才能够秉持追求道德的

“恒心”,没有这样的保障,人们很容易行为失当、失去操守和底线.他还认为若要建成一个有德的社

会,政府必须先让人民富裕起来,其曰:“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

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为政者在满足人民

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再“驱而之善”也即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民众就会比较容易遵从.从以上两条言

论也可推知,当人们处在缺衣少食、无处容身的贫困之中时,是很难要求他们追求道德修养的,有物

质富裕做基础的人们则更容易建设起一个有德的社会.
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王道以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为起点.他用了很多的笔墨来叙述为政者应

给予人民物质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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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和其他很多传统一样,基督教中对此类经文也存在着不同诠释与多种理解,例如,加尔文教派便持不同立场,主张要积累物

质财富.

DavidLoy在«佛教与贫穷»一文中提出了与上述一般看法相反的观点,可参见 http://www．buddhachannel．tv/portail/

spip．php? article３７０７.另外也有诠释认为,佛教的“中道”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反对物质财富.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

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话表现了普通人民对于一定水准的物质条件的渴望:当社会经济繁荣时,老者不需要从事

繁重的劳动,而可以在吃穿上得到满足.在孟子所处的时代,衣帛食肉是物质富裕的表现.在种植、
养殖、田耕等方面保证人民的衣食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建立学校,对人民进行仁义孝悌的道德教育,
这构成了孟子政治思想的整体图景,也是他的“王道”理想的具体展开.

儒家的“王道”思想,并非只是停留在让人民富足的地步,而是以培养人民的德性作为根本目标.
物质富足是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前提,这样的观点可以在很多先秦文本中得到印证,并非儒家经典所

独有.例如«管子牧民»中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名句.由于食物短缺是造成社

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古代中国哲学家一般相信充足的食物供给是构成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充足的食物供给下,人们可以生产其他的物资以满足生活所需,也将有能力在道德的修养上有所

投入.在物质与道德的关系上,这种信念意味着人们将物质的富足视为道德修养的先决条件.上面

所述的孔孟的言语,也都是这一观点的体现.
(二)道德修养不以物质富裕为前提

孔子和孟子虽然都强调了物质富裕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要作用,但这并非他们唯一的主张.孔子

同样强调个人修养需要超越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很多情境下,他也表示:贫穷并不妨碍人们获得美

德.如他赞美弟子颜回道:“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

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可以无视经济环境而求道,箪食瓢饮的贫困生活并不能阻止其完善

自己的道德品质,因而被孔子称赞为“贤”,足以为道德之模范.实际上,孔子还曾在一般意义上表

示,如果一个人有志于道德养成的话,经济条件并不重要.他甚至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
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不能忍受恶劣环境的人不足以称得上是求道者.而他也赞美子路“衣
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论语子罕»)的表现.虽然子路穿着破旧的衣服,但在华冠丽

服的富裕者面前毫不自惭形秽,这说明他内心自信,有着超越于物质的追求.孔子认为,立志追求道

德的决心可以使人无视物质条件的阻碍.更进一步来说,艰苦的物质条件甚至可能有助于人的道德

养成.孔子有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正如严酷的气候反能凸显松柏的耐

寒,贫苦的环境也可以检验一个人的意志和品格.
孔子在政治主张上表达过对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但有时似乎又不太关心贫困问题.他似乎将

贫穷视作一个相对的概念,并认为当财富均匀分布于社会时,就不存在贫困问题,所谓“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较之富裕,孔子更重视社会的和谐①.当社会没有巨大的

贫富差距时,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和谐的人们能够彼此关心,一起培养美德.在这种情况下,即
便贫穷,社会也还是稳定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似乎并不认为经济贫困与道德修养有着必

然的联系.
孟子同样认为,无论经济条件如何,人们都应培养自己的品德.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士”,需要

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不论是在不如意的困境之中还是在富足通达的顺境中,都需要保持对道

义的坚持,更具体而言便是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的

“穷”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贫困,也包括窘迫潦倒的境地.孟子甚至还认为道义比生命更为重要: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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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
在义与生命发生冲突时,君子宁可为道义而舍弃生命.道义既然重于生命,那么,它也必然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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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儒家的和谐哲学,可参考LiChenyang,TheConfucianPhilosophyofHarmony,Routledge,２０１４．



财富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物质条件.可以推断,是否遵守道德是一个人自己的抉择,物质条件并不能

成为阻碍一个人坚守道德的理由.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孔子和孟子所表达的两种观点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虽然他们没有

将这些观点显题化,但从他们的言语中不难推出这种矛盾关系:一方面,物质财富是道德修养的先决

条件;另一方面,道德修养可以独立于物质财富而得到实现.这是我们解读早期儒家时遇到的“富德

两难”问题.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

二、协调富德关系的四种可能方案

在本节中,我们来讨论解决“富德两难”问题的四种可能方案:
(一)二命题之一为假

解决这一矛盾的最简单的方案是,断言上述两命题之一可能是错的,也即:物质富裕不是道德修

养的先决条件,或者,道德修养不可能离开物质富裕而实现,二者只能居其一.这种思考方式有一些

依据,毕竟孔孟都没有明确地论述过这两个命题:例如,孔子并没有明确肯定物质福利是道德修养的

必要条件,因为他也认为即便没有令人满意的物质条件,人们依然可以养成德性.由此或许可以推

知:物质富裕并非道德修养的先决条件.
然而,这种理解有其局限性.正如上文已经引述的,孔子确实认为物质富裕对道德修养至关重

要,孟子在这一点上的表达更为明确.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说,在缺乏充分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一
个人的确难以得到全面的发展,而有德之人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否认物质是道德修养

的必要条件,并不像它乍看上去那么有说服力.更进一步,从社会教化的角度言之,传统儒家确实反

复强调物质富裕对于一个良性社会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在以有道德的社会为最终目标的同时,儒家

的政治哲学也主张以民生为基石.否定物质条件与道德修养之间的联系,可能会影响到儒家主张政

府事务应以民生为优先的正当性.
但是,如果接受物质富裕是道德修养的先决条件,则又无法解释儒家道德规范对贫穷人的有效

性.一般说来,儒家的伦理规范对于所有人都是适用的,若认为必须在富裕之后方可进行道德修养,
则可能为穷人的失德提供开脱的借口,这并不符合孔孟的原意.孔子主张“贫而乐(道)”(«论语学

而»),孟子提倡“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都对困境之中的美德表达了推崇.就此而言,贫
穷虽然可能是道德修养的阻碍,但这并不代表贫穷者就失去了发展德性的资格,相反,贫困之中所发

展出来的美德更是弥足珍贵的.
总之,不论是认为道德修养可以独立于物质条件,还是认为必须以物质富裕作为道德修养的前

提,在理论上和先秦儒家文本的解释上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
(二)不同物质条件对应不同德性

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或许比第一种更有说服力:孔孟的观点可以被理解为,人们需要财富来

培养某一些德性,而另一些不同的德性则不需要以财富为基础.事实上,他们的一些言语中确实暗

示了如此解读的可行性.
例如,孔子曾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中

庸»),强调君子应安于其所处的环境,不论贫富,各有其处事之道;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者应该做

的事,处在贫贱的地位,就做贫者应该做的事.孔子还论述了“贫而无怨”“富而无骄”(«论语宪

问»)等德性,因为贫穷的困境往往易使人怨天尤人,而充足的财富又往往会让人傲慢自大,因此,贫
穷有助于培养忍耐之类的德性,富裕则为人们培养谦逊之类的德性提供了机会.

孟子也有类似的言语,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滕文公下»)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人在面对不同的条件时,可以培养出不同的德性,分别是在富贵时

不骄奢淫逸、在贫贱时不改变节操、在面对威胁时不轻易屈服,这样一来,不淫、不移和不屈便可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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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针对不同物质条件的不同德性.
然而,这种解决方案的主要问题是,它使贫穷和富裕对于道德修养的作用显得毫无区别:虽然财

富有利于某些德性,但贫穷亦有利于发展其他种类的德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儒家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有德的社会,而不论贫穷富裕,德性都能得到平等的培养,那为什么孔子和孟子都刻意推动

社会经济走向富裕,而不是对物质生活漠不关心呢? 此外,如果人们需要贫穷来更有效地培育某些

德性,那么社会是否应该刻意创造贫困呢? 合理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第二种解决方案也并

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可靠.
(三)物质价值独立于道德价值而存在

第三个可能的答案是,尽管物质富足不会比贫穷更能促进道德修养,但它在其独立的层面上改

善了人民的福祉,因此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按照这种想法,人的生存是多方面的,除了道德追求

外,也有物质需求.儒家提倡能满足人之欲求的生活,由此便可理解为:既包括满足人们的物质需

求,也包括满足人的道德或精神需求.因此,无论对道德修养的影响如何,物质富裕本身是需要的.
这个想法通过将道德与物质分开,证明追求物质价值有其合理性.这个看起来十分务实的叙

述,实际上也有其弱点.在孔子和孟子思想中,物质与道德这两个维度并不是分离的.在这方面,儒
家所倡导的德性伦理与康德的伦理观完全不同.儒家伦理强调的是培养道德人格,而非道德决策.
后者在当代道德哲学中,通常强调伦理决策的“闪现”而非延续———其过程是“以单独的决策为导向,
将决策视为与其他决策脱节,忽视或轻视承诺延续性在道德上的重要性”①.而儒家伦理则注重人格

的培养,一个有品格的人需要具备道德知识和实践德行的倾向.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善的生活

学说有着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说:

　　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

事.许多高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②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幸福是一种合理的生活.善的生活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以一种优秀或有德

的方式实践作为人的机能.但是人类行为中的优秀品质或者说德性不能完全脱离外在条件,包括物

质条件而实现.因此,善的生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物质富裕的.
在儒家传统中,德性是通过修养而获得的.道德修养通常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一个人在固定

的环境中经历一系列的行为过程,便是修养的过程.人格的养成需要一定行为进行习惯性训练,这
就需要充足的物质条件.举例而言,儒者的一个重要美德是“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和对书本

知识的学习.虽然一个人无论在任何经济条件下都可以向身边的人学习智慧,但要学习书本知识则

需要适当程度的经济基础,至少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是如此.因此,培养这一美德就需要有一定程度

的物质支持.在这个意义上,物质富裕似乎是道德修养的必备条件,物质与人格修养不是相互孤立

的.由此,第三种回答也会遇到困难.
(四)区分不同的说教对象

“富德两难”问题还有第四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即区分不同的说教对象.按照这种观点,孔子和

孟子都认为,志向坚定的或者已经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的人不需要依赖物质条件进行道德修养,但
对于志向不坚定的人或者道德修养欠佳的人,则需要首先关心他们的物质水准,以使他们可以进一

步在道德上得到培养.孔子和孟子深深地意识到这种社会现实,并相应地发展了他们的哲学.他们

针对物质条件的不同言论,也可以被视为是针对不同人群而发的.
我们可以找到支持这个二分观点的文本证据.例如,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他还说“君子固

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已经修养良好并且形成了坚定品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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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贫穷并不会改变他们的道德追求,然而,对于一般人,也就是那些还没有形成坚定意志的人来

说,当他们面临穷困时,大概很难保持相应的操守.例如,当一般人面临饥饿时,他们很可能去偷食

物,当他们寒冷时,也很可能会偷衣服或者侵入别人的地方以保暖,而只有道德品质高的人才能忍受

艰难的环境而继续保持操守.
孔子曾区分了四类人: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

季氏»)
我们应该从逻辑的可能性来理解孔子的分类.生而知之者是一种逻辑的可能性,在现实中可能

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一定是很少见的.大多数人都必须通过学习获得知识.“学”不仅仅是掌握自

然知识,更重要的是获得关于道德的知识.物质财富对于成德的主要意义便在于,它为“学”提供充

分的条件.中国古代有“凿壁偷光”的故事:“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

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①匡衡家境贫寒却懂得借邻家之光勤学苦读的故事,在历史上反复激励着

中国的求学者.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少有人能像匡衡一样坚定和勤奋,大多数人在一整天的劳作

之后,就会上床睡觉休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需要通过正常渠道接受教育,同时需要外部和内部

的力量共同作用才能培养道德品格.
«礼记»中记载的“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其主角便是在道德操守方面已经达到很高水准的

例子: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

饮,曰:“嗟! 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

死.(«礼记檀弓下»)
这个故事与孟子“舍生而取义”的选择类似.它指出,真正的“士”在任何情境下都应该保持尊

严,即使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承受贫穷甚至死亡的后果.可以说,缺乏衣食等生活必需品并不意味

着一个人必然要放弃他的正直或道德,但这种坚持是道德修养较高的人才能做到的.因此,孔子说

士人“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孔子家语五仪解»),孟子也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人的道德水准不会因贫穷或微薄的地位而改变.
尽管已成德之人可以无视物质条件,但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人.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孟子强

调物质水准和道德修养的紧密关系的言论中,他特别指出这是为普通人,即“民”而作的.对于平民

百姓而言,物质福利对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正因为如此,尽管孟子的最终目标是整个

社会道德的完成,但他还是强烈地主张首先推动经济繁荣.对于孔子和孟子而言,立志于求道的人

们可以在各种物质条件下都坚守正道,而一般人则需要在追求道德修养之前先满足其物质需求.
将孔孟的教言视作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而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上述道德和物质之间的矛盾

问题.实际上,不同教言之间的矛盾性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传统之中,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我

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共通之处.例如,在基督教教义中,人必须遵循上帝的诫命才能进入天堂,那些违

犯诫命的人将会受到相应的审判并在地狱中受到惩罚.然而,也有教导说人们不能依靠自己,而必

须依赖上帝的恩典才能进入天堂.如果犯了罪恶,只要忏悔,取得上帝的原谅,就仍然可以进入天

堂.在佛教中,一方面,业力约束着人的行为,恶的行为导致恶业,造恶者需要付出代价;另一方面,
也有关于人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一切只在于自己内心的佛性.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

的教言,可以视为是针对不同的人而发.例如,惩罚的威胁是针对可能做坏事的人,并且是为了防止

他们做坏事,而救赎则是给那些已犯错但希望改过之人.在这里,恰如其分地对说教对象进行区分

是至关重要的.若将目标对象颠倒,则无异于彻底放弃了那些已犯错之人,或者等于告诉人们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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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关紧要的,这样显然收不到好结果.对儒家而言,既强调普通人需要以物质福利作为成德的基

础,也指出君子在任何物质条件下都能保持道德操守,这种双重言说兼顾了不同人群的特点.
虽然这种解读有一定的理据,但问题在于:它似乎与儒家认为道德失败是由于人的内在弱点而

非外部因素所致的普遍观点有所冲突.孔子有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在他看

来,一个人是否有德的根本因素在于他的内在决心或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等外部因素.孟子也遵

循类似的思路,认为德性不是由外界强加于人的,它们有着内在的根源.一个人如果能够反求根本,
便能够扩充其端绪并成为有道德的人;如果放弃努力,则很容易失去本心.孟子认为君子即使在贫

困中也能坚持正道,这表明外部条件并不会充分决定人的道德发展.
综合上述,以上四种解读各有其困难.

三、从社会整体视角看问题

在上述四种解决方案中,相比较而言,第四种最有说服力,可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第四种解

说针对具体的个人,认为:有些人意志坚强,即使在艰难困苦中也能成为有道德的君子;有些人已经

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道德修养,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进取不辍;另外一些人则不得不依赖外在物质条

件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问题在于,孔子关于“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主张是否只适用于一部

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不适用呢?! 对于社会上的道德修养失败的那些人,是否可以为他们开脱说,
他们的失败不是由于自身的意志不够坚决,而是外在条件不好呢? 按照孔孟哲学的基本精神,这是

不成立的.他们会坚持说,只要努力,即使缺乏充裕的物质条件,个人的意志也可以克服外在的困

难,使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理论难题呢? 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从个人和社会这两个层

面,区分看问题的角度.孔孟关于人可以无视物质条件而进行道德修养的言论,是针对个人层面而

发的;而他们强调道德教化要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言论,则是针对社会层面而发的.不难看到,孔子

所赞许的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孟子所推崇的贫贱不移、穷不失义的“大丈夫”,都是在困境之

中能够坚持操守的个体典范.而他们所极力主张要保障衣食丰足、使其富裕的对象,则往往是“民”,
也即作为整体的社会大众.从个人层面上看,道德修养是以每个个体的内在的意志为动力,所以孔

子才强调“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讲“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任何人都可以

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仁人君子.既然人可以由自己决定是否成德,那么当一个人德行有亏时,他自

身首先需要承担主要责任.
但是换一个角度,从社会的层面上看,总有一些人无法仅仅靠自己的坚强意志实现道德的目标,

而成为失败者.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 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的根本不同,在于社会现象服从统计学

的概率规律.从统计学的概率角度看,在一个社会里,必然会有不成功的人.这是因为大数据现象

有其不可避免性.如果有三万人参加马拉松比赛,就很难避免有参赛者摔倒、受伤,甚至跑丢.为了

增强说服力,我们可以把以上的例子想像得更困难一些,设想我们的马拉松比赛正好赶上一个冰雨

天气.由于路滑,大多数参赛者都会摔倒.在比赛开始前,很难说具体哪一个人会摔跤.有这类马

拉松活动的组织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概率性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从个人的层面看,参赛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摔倒、不受伤、不跑丢,但从整个比赛的全局视角来看,又必然会发生这些现象.
儒家对成仁成圣的难度估计得很高,不下于我们所设想的马拉松比赛的难度.两者有一定的可比

性.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区别,在于社会不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当个体的数量足够庞大时,其走

向会呈现出一定的不可控性.失败的现象必然会发生,而相应的措施则可以影响其发生的概率.
我们对社会物质环境与道德修养的关系也可以做类似的解读.虽然每一个个人都可以有在艰

难困苦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的能力,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从社会层面看,总是有

人,甚至是不少的人,需要比较好的物质环境才能实现道德修养.提升全社会的物质水平,便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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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个体出现失误的概率.也就是说,虽然在贫穷条件下也会出现有道德操守的人,但这样的人毕

竟是少数,孟子所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现实,“若民,则无恒

产,因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大部分民众是很难在没有物质支持的情况下保持对德性的追求

的.对于整体社会而言,物质水准和道德水准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人民越是富足,能够达到较高的

道德水准的个体便会越多,失德的现象发生的比例便越小.由于这样的原因,孔子和孟子都主张创

造良好的社会物质环境,以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修养.如孟子说“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尽心上»),极大地肯定了物质的满足对于提升人民道德的作用,更进一步,“黎民不饥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王道”理想的实现,也是以人民在衣食上得到满足为

前提的.虽然孟子的表述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富足的社会中,合乎道德的人会更多,却应

是不争的事实.通过提升物质水平虽然无法完全消除失德的现象,但却能够减少其发生概率.因此

站在社会的角度,可以说,良好的物质条件是建设道德社会的必要前提.今天,我们在社会层面利用

统计学规律的概率理论,能够为早期儒家针对物质和道德关系所发表的一些看似矛盾的言论给出一

个合理的解释.
最后再来看儒家如何看待道德失败者的责任归属问题.如果承认很多人需要经济基础来培养

道德,这是否会给贫穷之人不做修养以借口呢? 儒家的回答不是仅从单一的角度立论,而是兼顾了

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一方面,儒家强调个人努力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一个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

成为有德之人,修养的成败取决于他的意志与决心,因此,个人需要为自己在道德上的失败承担(很
大一部分)责任.另一方面,从社会的层面看,儒家确实认为社会,特别是政府,对未能教化年轻人是

负有责任的,至少是部分的责任.«三字经»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育是传递道德

价值的重要环节,一个孩子是否被教育得好并不完全取决于孩子自身,其所处的环境也是关键性的

影响因素,若一个人得不到很好的培养,他的父辈和师长也应该被责备.因此,在儒家看来,政府对

普通民众因经济境况不佳而无法成德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推行教化,儒家希望通

过营造更好的社会整体环境达到培养仁德君子的目的.从社会整体层面看问题,更有助于理解先秦

儒者对社会经济条件的要求.
总而言之,儒家认为,物质和道德两种价值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紧密关联的,物质富裕对人的道

德修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有一部分具备坚定意志和信念的个体能够不依赖于物质条件而

培养德性,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说,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物质富裕,方能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得以

通过学习而实现道德的完成.因此,为了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政府必须注重民生,帮助人们过上体

面的生活,从而为实施教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孔子和孟子关于“富民”“仁政”的论述,都反映了

对物质与道德关系的认知,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体现.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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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

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

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

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

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２０１８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

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

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

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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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先秦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沈长云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２４)

我们这一代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四十年前,即１９７９年,我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商周史

专业读研究生,因为同时又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对比改革开放前后先秦史研究的具体状况,深深感

到改革开放对于先秦史研究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勃勃生机.
在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里面,先秦史研究涵盖的时间应是最长的,从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到秦

代.为免琐碎,这里不讲具体问题,仅从两个方面对四十年来先秦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一些归纳:一个

方面是有关理论的研究,一个方面是有关史料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先秦社会形态.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牵涉到先秦时期的社会性

质,也牵涉到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便取得了根本

性的突破.最重要的一点是突破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文革”之前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包括

先秦社会性质的僵化论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出发,我们不再按照所谓

“五种社会形态”去规范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不认为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之后一定是经历了奴

隶制社会,然后又经历封建社会这样一套发展模式.这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

突破,破除了过去人们笃守的中国不能没有奴隶制社会这样一个“框框”,然后又进一步对五种社会

形态的说法提出质疑.当时不仅是先秦史学界,还有经济史学界、民族史学界,甚至考古学界的很多

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其中有中青年学者,也有老一辈的专家.经过讨论,大家很快就达成了这



样一种基本共识:中国没有经历过什么奴隶制社会,所谓“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普遍必经的社

会发展阶段的说法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意思,而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苏联学者自己的归纳.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新认识,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

条化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在理论上的收获和突破,这是首要的

一点.
第二点,在有关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方面的探讨中,也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突破.上面谈

到的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认识,可以说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学习所取得的

成果.而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方面的理论认识,我觉得更大程度应当归纳为引进.我们的改革开放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开放对于社会科学理论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引进,引进

一些国际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比如美国塞维斯(ElmanR．Service)等人有关

早期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学者或简称之为“酋邦理论”,这是当代西方学界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过去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最早是蒙昧阶段,就是原始群;然
后进化到野蛮阶段,有了氏族和部落;然后是从氏族部落状态发展到国家.现在新的进化论提出人

类进化的四个阶段说:最早的一个阶段叫“游团”,相当于过去的原始群;然后是“部落”这个阶段,相
当于野蛮时代.再往后,新进化论者提出了新的理论构思,就是在国家和部落之间加进了“酋邦”这
个阶段.所谓“酋邦”,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氏族部落结构.新进化论者提出在平等的氏族社会和国家

之间加进这么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组织阶段,使得人们对国家自然发生的过程看得更为清晰.新进化

理论并未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却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学说,这无论

对中国先秦史有关国家产生和起源的研究,还是对现代考古学有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研究,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点,关于早期国家的理论.早期国家是指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一批国家.在我国,就是最

早进入国家状态的夏商周三代国家.这是对三代国家形态作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括.过去人们没

有“早期国家”和“成熟国家”这种区分,只笼统地讲我们何时何地进入国家状态,产生了国家.如今

我们意识到夏商周三代在国家形态方面确实还很不健全,还有很多氏族社会遗留的东西,其中最主

要的是氏族血缘关系还一直被保存着,三代国家实际不是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而仍然是建

立在各种氏族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这样一种既保持有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公共权力,又普遍存

在着氏族、宗族组织的国家,我们称之为“早期国家”.这种归纳,应当也是一种理论的突破.这个理

论一半来自于国外,另一半来自我们自己的总结.在国际学术界提出早期国家概念的同时,国内学

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也体会到了我们的夏商周三代不同于战国秦汉以后的领土国家形态,应当称

之为早期国家.这种认识对我们理解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非常有益.当然这也牵涉到对马克思

主义有关国家形成标志的理解.通过早期国家理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的概念与中国古代

社会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也是先秦史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还有一些具体理论,包括考古学领域的,例如文明产生的标志,文明产生在物质形态上有哪些具

体的表现.这些也是从国外引进的理论,这里就不具体谈了.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史料运用和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也总结了如下三点:首先,我们对

传世古文献资料的把握,比过去更有理性.建国前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派提出对古史古书不要

盲从,要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对之进行认真考辨.这样一种对于古史和古书的理性态度当然是值得

肯定的,但他们怀疑过了头,造成了对于某些古史古书的“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以李学

勤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要求对古史资料抱以尊重为主的态度,并对上述“冤
假错案”进行甄别.一个是“疑古”,一个是“走出疑古”,这两种态度都牵扯到对古代文献、古代史事

的认识问题.到底应当采取何种正确的立场? 包括先秦史学界在内的古史学界对此是经过认真讨

论的.记得我们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就为之组织过全国性的研讨会.经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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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见的相互碰撞,应当说大家在这个方面的认识是有所提高的.如今学者对古书、古文献的认识

更加趋于理性,既不一味地疑古,也对古史资料保持科学审视的态度.这无疑是我们对传世古史资

料把握上的一个提高.
第二点,我们对地下出土文献的研究与利用,也比过去上了一个台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近年大批新的出土文献的涌现.这些文献的涌现并不完全与考古有关,因为很多东西不是考古发

现的,而是盗墓贼偷盗出去,然后花高价从海外买回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地下出土的大批古文献

资料,对于先秦史研究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先秦史研究过去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新材料,如今大批

地下出土文献资料尤其是大量简牍资料的面世,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从改革开放之初公

布的云梦秦简开始,到之后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等,每一批资料的公布,都促使

大批先秦史学者和古文献学者投入到相关的研究领域之中,促进先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大规

模的对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利用,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第三点,是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跟近年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很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我们在田野考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陆续揭示了一系列震惊学术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首先

是四川的三星堆、中原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接着是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山西南部的

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等等.这些考古发现使得研究者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田野考古方面来,
通过历史与考古的结合,提出新问题,探讨新的未知事物,使我们取得了先秦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也
取得很大的收获.

以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简单回顾,下面再简单对四十年先秦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进

行一些反思.我个人总的体会是,历史研究一定要坚持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因为四十年先秦史研究

所取得的成绩是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说,可提出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的思想路线,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坚

持实事求是,坚持思想解放.比如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新认识,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从中国

历史的实际中总结出来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是从夏、商、西周一个个社会的具体情况总

结出来的.三代社会哪来那么多奴隶? 商代的基本社会生产者是“众人”,西周则是“庶人”,这些人

都不是什么奴隶,为什么一定要说三代是奴隶社会呢? 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出发,以前所谓的奴

隶社会的框框一定要打破,这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认识.到现在为止,从事先秦史研究的主

流学者对于中国无奴隶社会这一点可以说基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学术界也在这

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前几年我参加国家博物馆新馆陈列大纲的讨论,当时他们对中国古代社

会的陈列就不按照五种社会形态进行阶段划分了,这反映出中国古代未曾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在

社会上也取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我也注意到,目前一些搞教条主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又有所

回潮,我奉劝这些先生,走回头路是没有出息的,因为那些旧的思想主张是与历史实际背道而驰的,
早晚还会被人们抛弃.

第二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不搞教条.例如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标志这个问题,我们提出

早期国家的概念,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不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搞成教条.我

们提出的这么一种概念,既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也尊重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不只是古代中国,我
们的四大文明古国应当都比较适合这么一种说法,也都可以称作是早期国家.我们不跟马克思主义

相冲突,但是我们不搞教条,所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目前有部分学者,主要是

考古界的学者,对于早期国家有一种错误解释.他们提出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

是邦国阶段,第二是王国阶段,第三是帝国阶段,认为所谓邦国即是早期国家.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

非的说法.所谓“邦国”时期是指五帝时代,那时天下有很多的“邦”,合称为“天下万邦”,他们称这些

大大小小的“邦”就是早期国家.其实这些邦并不是什么国家,而是现代人类学者所说的酋邦,也就

是一些氏族血缘组织.所谓“五帝”也不过是各地区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酋邦集团(姓氏集团)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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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或其奉祀的祖先,与国家并无何种关系.希望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三点,要坚持对外开放,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刚才我已经谈到了新进化理论

即酋邦理论,这是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非常重要的一项理论.现在一些学者还在抵制酋邦理

论,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学说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
第四点,要继续加深对传世文献的研究.我们既尊重传世文献,同时不应放弃对古书真伪及其

时代的考察,以及包括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等手段对史料具体的考证,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史料的

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放弃过去传统的做法.
第五点,对新出土文献资料在加强运用的同时,也要具体分析.对地下出土文献不能陷入盲目,

不是说凡地下出土的就是可信的.我们现在出土的主要是大批的竹简,甲骨和金文出土的不多,而
竹简是战国、秦汉的东西,除少数流传下来的“书”类文献外,绝大部分只能看作是战国秦汉时期的文

献.作为历史资料,那上面记载的史事只是战国秦汉时人对过去时代,比如对西周甚至对更早时期

的回顾和总结,不能因为它们是地下出土的东西,就把原来«左传»«国语»的有关记载都一概推翻.
第六点,要坚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过去我们通过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解决了许多重要

的历史认识问题,今天我们仍然提倡这二者的结合.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原则似乎有些受到冷落.在

一些历史问题上,搞历史的和搞考古的说不到一起去,考古学者说对方不懂考古,搞历史研究的说对

方不懂文献,双方互不买帐.这确实影响到对一些重要历史环节的研究.例如夏代历史的研究,就
因为双方缺乏沟通而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最近«历史研究»编辑部就曾组织了两次历史与考古的

对话,一对话,确实发现双方存在着不少误解.当然这也伴随着争论,因为确实有些是非问题需要澄

清.但不管怎样,历史与考古双方一定要互相尊重、互相结合,保持对话与沟通,这样才能把我们的

大历史写好.

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等断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楼　劲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讲座教授,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２;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１０１)

对四十年来断代史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很多问题都要结合前三十年,结合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

来的状态加以考虑.以下着眼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谈几点个人感受.
第一,在成果上,这四十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推进最为明显的,集中在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

活领域.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中国大陆每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数量已从几十篇增至２００
篇上下,所增部分多在这三大块上.到近些年,大约已各占每年同行论文总数的１/５,在专著中比例

还要更高一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法制、礼制等诸多制度的面貌,到此期的宗教信仰、思想观

念、学术文化之况,再到人口、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性别、生态等方面的状态,现有的认识已非

前人可比.总的看来,这些方面研究的长足推进,已明显补上了以往研究的短板,从中涌现的新问

题、新观点、新方法,又催动了政治、经济、民族及门阀士族等传统领域的进一步探索.这都显著提升

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水平,其影响及于汉、唐以至整个古代史研究.
讨论热点转移和领域扩展的这种态势,与前三十年研究的成果、局限及史观、史料等方面的态势

相关,同时也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驱动,各断代史恐怕都有类似态势.制度研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人

们切身体会到制度的重要,意识到制度发展往往是历史发展的中心环节.思想文化研究的迅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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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要重新看待思想,重新认识文化,以揭示化育各种历史现象的人文、观念状态.社会生活研究

的异军突起,既是现实生活日渐丰富,社会变革趋于广泛的反映,也是更为深入地刻画历史发展机理

的必要.若再推溯,清末民初以来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思考路径,也正是从器物进至制度层

面,再到切关乎制度效能的思想文化要素,以至于特定思想文化赖以扎根成长的社会状态.对古代

有关历史的研究也相继展开,所涉重要领域的奠基性成就在２０世纪３０至５０年代均已出现.因此,
这四十年来上述三大块研究的较快发展,无论是对前三十年的纠偏补缺,还是与时俱进另辟蹊径的

部分,总的仍是中国现代史学对古代社会所作剖析的延伸,是在一再重现的时代主题之下,继续展示

这种剖析所要证明的现代化困境和历史发展逻辑.正其如此,对此的反思与总结,也终将指向这种

剖析本身的得失,指向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局限和问题.
第二,在理论上,四十年来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像各断代史一样,呈现了反思前三十年史学理

论教条化,回归重视实证的“社会科学化”和“史料考订”路向的历程.总的研究倾向趋实趋细,以往

的宏大叙事多被解构,历经淘洗以后仍在发挥一定作用的,则是那些带着不同理论色彩而针对中古

史特有现象的学说.
就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而言,这类学说主要有五:一是“贵族制社会”说,围绕士族门阀的形成和影

响,解释了其背后的社会机理和面上的各种历史现象,以之为“中世”时期的突出标志.二是“唐宋变

革论”,把唐宋之际的一系列变化解释为“中世”终结和“近世”到来的转折,其中自然包括了士族所以

衰落及相关社会进程的讨论.三是“东亚世界”说,把东亚地区视为同一历史单元来考虑其共性和秩

序演变,在各区域的密切互动中解释古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其说多涉

汉唐及其影响,也就不能不关系到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是“融合 征服王朝”论,区分了北族所建

王朝的类型,勾勒了以北魏为典型的“融合王朝”至辽金元清为代表的“征服王朝”的递嬗脉络,这对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五是“魏晋封建说”,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时期,尽
管这些年来社会形态的讨论几乎绝响,但有关理论、学说对研究框架影响仍大,此说对先秦、秦汉众

多事态至魏晋以来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的研究,在理解魏晋南北朝史各领域的发展过程时仍有重要

意义.
上列学说的形成,皆在２０世纪的前五十年,尽管有若干集成之作出现于８０年代.其中前三种

皆为日本东洋史学者所创,要在梳理古今日本的历史;第四种主要由美国学者基于内亚研究而提出,
也主要生根开花于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这四家之说虽续有调整、丰富,其落脚点却都不在中国,也从

未被中国学者全盘接受.魏晋封建说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分期说之一,是对魏晋以来历

史讨论最为深入的一家,但其认定的社会形态转折节点,亦未为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认同.总的看来,
这些学说着力诠释的,确为所涉时期至为重要的历史现象,其中也确有真知灼见,故至今虽局限愈显

而作用仍无所不在.相关研究一旦需要上升到相应层面来作归结,就总是需要面对或修正、发挥其

说,即便是“关陇集团”“法律儒家化”和“南朝化”等突出的原创成果,大体也不出这些学说的涵盖范

围.研究理论、学说的这种状况,当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些年断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上的限度.
其“改革”主要是回归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以来的发展态势,“开放”亦表现为研究再度与国际学界同

步,这四十年与时俱增的大量成果基本上都基此而来,其得失利弊亦复重现.因此,在充分肯定这四

十年研究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长期存在的症状还在延续,还有待新说的不断涌现,以积聚足够

的基础、张力,才有望在研究体系上取得突破.
三、在价值取向上,各断代史研究这四十年,可以说与前三十年有着更大的一致性.主要表现是

对古代中国社会在根本上持一种否定、批判态度,即否定其基干部分的现代价值,对之展开反封建、
反复辟意义上的批判.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对当时的名士放达、玄学清谈、儒释道交流等思想文

化事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往往概之为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其说正是以认定某种总的束缚、禁锢

氛围为前提的.对士族集团、占田均田等方面的讨论,需要评价时大体也限于“当时有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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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归结的血缘关系发达及私有权受限等问题,亦所以证明其为今人之累.至于统治层面上的禅让

易代、专制皇权、王朝体制之类,对之的严厉批判一直都是一种“政治正确”,能够引为鉴戒不加嘲弄

已属不易.当然近些年来其况已有些变化,大量具体研究往往只论有无而不及是非,但类此的价值

取向在其问题的预设、旨归及其所处背景中仍终难回避.更何况,讨论古代中国的话语体系既被多

年一贯的否定、批判过程渗透,其影响社会各界的程度更甚于业内同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
这种以否定、批判为基调,愈是涉及统治体制及其核心秩序就愈甚的价值取向,显然植根于对中

国现代化曲折历程及其症结的思考,又被前三十年史学及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主流观点所强化.除

和者甚寡的若干少数派外,无论是时人提出的“历史主义”,还是更早时候主张“了解之同情”,实际都

是时代大潮裹挟下的不得已之论,是在认同批判的大前提下纠其偏颇,这四十年中却均被重提,也就

多少说明了长期以来其况之甚,以致于时代主题已屡变迁,学术主体已更数代,史学的这种价值取向

却到今天还转不过身来.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而文明灿烂的大国,其现代史学对自身历史却长

期抱持根本批判的态度,对其阴影面、消极面的揭示鞭挞,几已成为本土研究者无可推卸的专业责任

和道德责任,抱怨本国历史漫长沉滞及其形成的种种“劣根性”则一时成风.这是非常奇怪也断难为

继的现象,对此恐怕只能解释为特定现代化阵痛的产物,是外在标准长期主导史学评价尺度的结果,
也是现代中国史学迄今还在幼稚阶段的标志.

四、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引进借鉴和开拓创新,在各断代史中也

是比较突出的.由于这段历史的基本资料相当匮乏,上世纪初以来几宗大的资料发现,包括其陆续

扩展的部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只有简牍和敦煌吐鲁番文书沾了点边,其比重之小,也像近年关

注的新出墓志之类,属于唐宋的已达数万,隋以前的仅有数百.研究过程受此制约,从史料分析到问

题的提出,也就不能不更大程度地拓展视野,更多地借鉴跨学科和域外史学的各种方法.这在早年

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奠基的老一辈学者那里即已开始形成了传统,又经一代代研究者在不同时期竞

相探索,在成就斐然,各领域深耕细作已达相当程度的同时,也在各时期错杂涌现的多种方法及其所

获成果的兼容性,在如何借鉴运用不同方法来展开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
从大的形势影响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现状来看,这当然也是各断代史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

题.在总结其长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时,我想基本的一条,还是要围绕历史实际的认识来讲求方法,
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其道理很朴素:方法是用来认识历史的,讲求方法十分重要,其本身却不

是研究目的.能否推进对历史实际的认识,达成相关历史知识的有效增长,才是评判所用方法价值

的唯一标准.研究过程及其所用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如果不是聚焦于史实的认识,聚焦于历史知识

的有效增长,也势必沦为漫无边际的泛泛之论.应当看到,无论是这四十年,还是前三十年和更早时

期的研究,均是在反省检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展开的,都伴随着方法上的大幅转换或扬弃.但无论

运用何种方法,凡是具有恒久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无不是在史实的认识上有所推进,并与前人已

获的知识相互发明和补充,其中突出的更在事关古今中国发展而久被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上获得了

进展,也就都是历史知识有效增长,继承与发展良好衔接的典范.其反面则是方法愈新愈奇,结论左

冲右突,研究不断重起炉灶,历史的说法虽与时变化,对史实的了解则粗疏如昔,最终盘点则并未在

历史实际的认识上有多少推进.这一正一反两种情况所提供的鉴戒,至今仍是深值吟味的.
总之,作为基本的时代特征,四十年来中国史研究受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至深,乃是一百多年来

中国史学受现代化进程影响至深的一个片断.在回顾这一总的历程时,应当看到其各大阶段的代表

性成就,主要表现为相继揭示了以往少所关注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发展机理,同时也都存在着局限,逐
渐积累了一些深层问题.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一开始就抛开了中国古人对于自身社会和历史的思

考,转而取据外来理论和别国模式来剖析和建构本国历史,为其先后关注、勾勒的历史要素及其相互

关系,大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亦多打有现代中国革命的鲜明烙印,其与世界各国和中国

古代历史的要素、关系,在相通之下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其整个探索过程,从少数志士仁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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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之先的认知,到逐渐形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一直都是在进一步立足中国实际,在更长时段和

更大视野下不断突破其原有局限而向前开拓的.这四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即是在新的条件下重

现、升华了这样的过程,对之的总结与反思,已是当代中国史学亟待展开的课题.

走向深化:辽宋夏金史研究展望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各断代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有目共睹,辽宋夏金史领域也不

例外.我在«近四十年辽宋夏金史研究学术回顾»一文中,对其概况已有所归纳①.不过关于这一史

学领域的研究展望,所言过简,谨此略作补充.

一

近来学界有不少回顾与反思四十年来学术史的佳作,对于推动这一时期学术进步原因的探讨,
多有共识.

具体就辽宋夏金史学术领域而言,在我看来,重要原因首推随着国家社会生活趋向正常,史学研

究也首次赢得基本正常的学术环境,起码能够相对安定,各项工作才有可能从容展开.也正是受这

种大环境转变之赐,社会一步步地走向开放,由此带来的思想的解放,对于史学领域而言,影响最为

直接的,是对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离弃与批判.这就使得学者们观察历史社会的分析方法产生了明

显的弃旧扬新现象,以及研究议题的移易.依据经典理论提出来的那些传统议题,被新兴起的以社

会史与文化史为中心的新议题所取代,以至有学者因为意识到新格局下存在着研究议题的失衡现

象,呼吁政治史研究“再出发”.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与逐步发展,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学术研究得到

了更多的经济支持.无论是学者生活境况还是研究条件的改善,都是推动研究的不可忽略的正面因

素.与此同时,４０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奇迹般地发展,国力大幅度提升,使得国人对于民族历史的自

豪感大增,也直接促使了学界调整对辽宋夏金时期———尤其是赵宋王朝———历史的看法,从以前鄙

视其为所谓的“积贫积弱”之世,转向了誉之为“最适合生活的朝代”.学术史上的这些转型与推进,
更在学术人员的更替换代上集中体现出来,新一代研究人员的主体,当数在文革后经高考进入高校

学习,复经研究生课程的训练,在九十年代起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学界生力军的那个研究群体.所谓

新一代之“新”,主要体现在他们是在新的学术环境之下培养起来的、具有新学术立场与学术思想的

研究主体.此外,受高教“大跃进”之赐,进入本领域的研究人员数量成倍增长,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

因素.
不过,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四十年来的学术推进与学术扩张,“造就”了本研究领域的

现状与其基本特点,成为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某种“前置条件”,值得我们认真的总结与思考.
首先,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就是在疏远了传统的教条学说之后,

学者们却表现出了某种不适应感,觉得“丢失了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的线索”.也有学者认为,近四十

年来中国古代史差不多每一个知识点都得到了重新的研究,但是获得的认识并未能整合成一个新的

体系.具体到辽宋夏金历史时期而言,许多学者所面临的主要是对其时代定位的困惑,以至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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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２０世纪初提出来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在９０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界大行其道,成为学者们

理解那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框架性认识.因此之故,人们开始批评史学研究中的所谓“碎片化”现象,
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叹目前史学研究中“理论”的缺失,这就是笔者此前曾经撰文讨论的“理论饥渴

症”.
其次,显而易见的是,经过多年的扩张,每年刊布的专文专书近乎海量,可以说,举凡存世资料相

对丰富、足以展开讨论的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学者撰写了专著,更不必说数量无法统计的论文了.
一些热门的议题,研究“论著”更是集中.但是,这样的“盛况”所带给这一领域学者们的,更多的并非

欣喜,却是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一方面,四十年来平面梳理历史现象的讨论,仍占出版物的大多

数,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面扩张,自然会碰上资料不足、议题枯竭的瓶颈.大量硕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选题之不易,正是这种困境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种种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之下,简单重复已经

成了一种可行的选择.研究的平庸化遂不可避免.如何在论著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提升研究的质

量,也就成为有责任心的学者们一种无法释怀的心病.
第三,具体到辽宋夏金史研究,除了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出版对西夏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外,这个

领域既不像前期各个断代,在大量简牍纸帛文书发现的刺激推动之下,对整个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不像帝制后期的明清等断代,除数量远超前代的存世文献外,还存在着海量的地方文书、档案文献

等等对于学者个体而言绝难全面掌握的资料,因而有着更多议题拓展的余地.缺乏核心新资料注入

的辽宋夏金史领域,一如既往地平淡沉寂,刺激研究创新的因素有限,这样一来,研究平庸化的困境

似乎就更加凸显了.

二

那么,在“后”４０年时期,本领域的学术创新如何可能?
首先必须面对的自然是关于唐宋时代的定位问题.李华瑞曾撰文,批评本领域从上世纪９０年

代以来普遍以“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为基本认识框架来讨论宋代历史现象①,认为将内藤湖

南的这一假说视为“公理”,甚至泛滥化,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变革论”,既无视这一假说的帝国主义

学术背景,更忽略了它对当时中国历史发展全景的狭窄化,而仅以赵宋王朝、甚至以疆域空间日趋狭

小的南宋来代表整个辽宋夏金历史整体.其批判目光十分敏锐.不过,如果我们将其与学界对经典

理论的疏远相联系来思考,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指出,除了某种可能的跨越朝代体系的用意之外,这一

假说之所以能够流行,还在于它给了学者们一个比较清晰的、对于唐宋时代定位的替代性的概念.
也正因此,在某次学术会议上讨论如何“走出”唐宋变革论时,就有学者提出了“那我们将以怎样的概

念来替代它”的问题.李华瑞也认为:“要走出‘唐宋变革论’,就需要中国学者对唐宋历史做出符合

我国历史发展原貌的断代分期说.”
这无疑反映了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总是希望有一种现成、统一、正确的认识

框架,来供自己利用.定位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事实上,关于宏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基本规律的“历史理论”,学界从无异议,本无需赘言.学者们所纠结的,是那些相对具体的讨论取

径与分析方法,即所谓“史学理论”问题.笔者以为至少有三条可能深入的取径是具有潜力的:
首先,走向多元化.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探索真相的取径则不妨多元化.更何况任何学术研

究总是始于假说,真理的追求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元化的探索有助于我们一步步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在这方面任何排斥异说、唯我独尊的心态都是不科学的.近年来,有一些学者通过强调历史的某一

侧面特征,试图以此来指称甚至概括整个唐宋时代.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自两宋时起进入所谓

“富民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农商社会”等等.坦率地说,这些努力都具有明显的试探性,无论在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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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原还是论证的周全等方面,都还有不少不足之处,这些论点最终是否得以确立,有待于时间的检

验.但这些都是我们走向历史真相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尝试.
其次,更强化的全局意识.学者们所批评的所谓“碎片化”,大致有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略有差别

的层面.除了前面所讲对历史发展总线索的困惑之外,对特定历史阶段通观性知识的缺乏也比较明

显.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者,深受现代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设问在先,读书在后,历史文献数据库

的大行其道更加强化了这种倾向;而不是通过精读体悟基本历史文献,读书得间,再从中发现值得探

究的历史问题.因此对历史的观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知其一,不及其它,以至无法将具体知识与

历史演变的大背景相联系.新一代学者知识结构的特点,以及学术大跃进环境之下多攒快写的学术

生态等等,都是造就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应对之道,唯有追求更强的全局意识,无论在纵向还是横

向两方面,都是如此.
关于纵向观察,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本领域已经成为共识的看法是,辽宋夏金时期的史事,无论

是国家制度还是社会现象,都应该跨越断代的间隔,从更长的时段来观察.近年来,不少学者强调五

代在其中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并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发现.此外,笔者认为,纵向的长时段

观察不应局限于向前的追溯,也需要注意到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

史,前观后瞻,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辽宋夏金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其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
对前期彰显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尤其是南宋时期的许多史事,例如经济活动、基层社

会控制等等,如果不能了然它们后期演进的基本路径,想要把握到位,是困难的.
至于横向观察,具体就本领域而言,除了一般意义的全局观之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如何跨越各

不同民族政权的隔阂,对整个１０至１３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个全局性的关照.这就是先师邓广铭先

生所倡导的“大宋史”的理念.邓先生在为«宋史研究论文集»(１９８２年年会编刊)所撰写的«前言»
中,明确指出:“宋史研究会的会员同志们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决不能局限于

北宋或南宋的统治区域.”他提出要除破在辽宋夏金史领域“严格划分此疆彼界,而相互不越雷池一

步”的现状,做到通力协作.不过,学术界的现状距离真正落实先师提出的这个重要理念,仍有明显

差距.实际所谓“大宋史”,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非要同时涉足辽宋夏金史的专题研究,身兼数

职,邓先生提出这个理念的落脚点,在于我们要从一个全局眼光来观察历史.无论是讨论赵宋王朝、
还是契丹辽朝的某个具体议题,都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政权的立场,而要考虑到当时几个不同政权

同时并存、相互角逐的大格局,这样一来,对于历史因果关系的观察,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第三,深化核心议题的探讨.历史现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其间的各种关系不可能等量齐观,

而必然有某些侧面更具基础性,可以视之为观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核心议题.不断深化对这些核心议

题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那个历史时期有着引领性的意义.尽管关于这些核心议题的讨论积累一般

都比较丰厚,但由于它们所涉及的历史要素比较复杂,有关历史资料也相对丰富,所以也不太可能全

无深化的余地.就笔者相对熟悉的两宋历史而言,就颇有一些为人们所熟知实际却并未真正深入的

重要议题,有待学者们的智力投入.
若就相对宏观的议题而言,例如学者们无不熟悉的严复(１８５４ １９２１)的名言:“中国之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大多数学者也认同两宋对

于帝制后期中国历史的结构性影响.但是宋人究竟怎样“造就”后世中国? “造就”又具体表现在哪

些社会生活的层面上? 鲜有深入客观的分析讨论.事实上,我们只有厘清了两宋社会与后世历史之

间的复杂关系,无论是诸如后世缙绅阶层的源起、国家制度的衔接演变,还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前后嬗

递、关于它的历史定位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答案.又如,从历史演进的大趋势来观察,辽宋夏

金史可谓是南北民族关系的大变局,中国历史不仅再一次进入了多民族政权共存的时期———有学者

称它是“第二个南北朝”,而且在此之后直到近代,中原地区就长期处于北方民族的统治之下.其间

虽有朱明王朝的中兴,其影响力亦远逊于汉唐.所以才有如刘子健所论,从南宋以降,中国文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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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内在”.这里既有南北民族关系演变的外部原因,更有中原农业文明趋于精熟之后的内在因

素.无论如何,这样的内外影响必然渗透于人们历史活动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且

不论落入女真政权统治之下的北宋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①,即便在南宋政权的

行都临安府,据记载其风俗也是“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②.当然,从文化性情到生活习俗

的“熏蒸渐渍”,也必然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叉影响的.不过这样一幅极其重要的历史画面,学界显

然尚未将其描绘清楚.对于“走向内在”的方方面面,也还只停留在一般的概念表述而非史事的

实证.
有的时候,这些宏观的观察可能更适合作为一种讨论的视角,内化到其它一些具体的议题之中,

而不是非得作为单独议题来专门探讨.这当然需要论者具备更为强化的全局意识.若就相对微观

的层面而言,关系到辽宋夏金史时代性格的一些核心议题,例如经济史研究,近年来推进就明显迟

缓.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精熟化的原因与表现等议题,已较少为年轻一代学者们所关心.商品交换的

发达及其与农业经济以及国家财政制度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也不是本领域学者所习惯的“发展模

式”这一单向性的思路所能够探究清楚,更为精细的史实复原与多元化的观察取向,是研究深化的必

要前提.此外如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所带来的整个中原地区经济地理乃至文化地理格局的大调整,是
我们理解那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它对于各不同地域之间的具体影响,特别是在江南的一些边缘

地区(例如两淮),以及作为“旧中心”移出的中原核心地带的境况等等,不乏深化的空间,自不应该满

足于宏观式的通论,分地区细致的个案式探讨实有必要.但是它们所受到的关注与其在分析结构中

的重要性,仍无法形成正比例关系.
最后,在所有的核心议题当中,最具有引领性意义的内容,无疑是那些直接影响了一定历史时期

的国家制度以及最后规范了那个时期人们行为的国家政治及其走向.因此才有学者指出,许多具体

领域的问题最后都得回到政治史的层面来解决.尽管几年前已有学者呼吁辽宋夏金政治史研究应

该“再出发”,但其与那些热门议题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并未消失.

三

前文谈到了我们应该以多元的取向与更强的全局意识,认真探讨辽宋夏金时期一些核心议题,
以此作为深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关于研究工作究竟如何具体展开,下面再提出三点建议.

其一,更敏锐的批判意识.这里所说的批判意识,指不盲从于一切成说,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质

疑之,验证之.笔者并非倡导哗众取宠式的史学翻案之作,而是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关于辽宋夏金史

的知识框架,是由上世纪三四十年以来前辈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所构建起来的,其中的一些基本内容

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甚至视为既定事实,并引以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４０年来的研究虽然进

步显著,但一方面集中在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关于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则相对有限,认识基调未

改;另一方面,学术史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实例,有一些我们不假思索地引以为常识的内容,常
常被证明在史实重构或者认识方法上都存在着无法忽略的缺陷.有一些案例,当新的研究揭示了历

史的另一面相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而且会发现史实真相其实相当简单,诧异此前自己为

什么未能思虑及之.这一切与我们常常迷信于权威,对成说丧失了批判能力不无关系.实际上,前
辈学者在研究条件上远不如今天,有一些甚至连基本史籍都无法齐备,更不可能有功能强大的历史

资料数据库可资利用.在近代史学发展的早期,学术积累有限,认识或失周全,不可避免.所以笔者

以为,本领域的许多基础知识,都有待于重新验证.而且,只要有耐心真正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就会

发现,它们都存在着一定的深入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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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更扎实的基础研究.笔者这里所说的基础研究,指关于辽宋夏金时期的史事复原工作.
近４０年来的学术史,从某种角度来观察,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种趋势

推动着史学从业人员急迫地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寻找更为新颖有效的解释工具.４０年来,主要是从

域外引入众多新方法、新观念,尽管从它们原初的规定性来看,都相当有意义,但最后往往不免被泛

化,甚至歪曲.无论是在经济史研究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所谓新文化史的研究方

法,都不能例外.至于辽宋夏金史领域关于“唐宋变革”的假说,更是如此,以至有学者不得不专门撰

写一篇题为«何谓“唐宋变革”»的专文以作澄清.有一些当今社会流传的热门词汇,也常常被人在一

知半解之中生搬硬套,直接借引到史学研究中.例如,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像市场化、城市化、
开放型市场、外向型经济等等概念,就常见有人将它们应用到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之中.每当某个所

谓的新方法被译介吹捧,大量的专文专书应运而出,等兴奋过后,潮水退去,我们才发现,留在沙滩上

的金子不过一星半点,其对于本领域历史核心问题研究的推进极其有限.
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因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科学所

研究的是现代人类社会,其研究对象客观存在.虽然有社会调查或取样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环节,
但研究者不必为某一社会现象之存在与否,大费周章.历史学则不同,研究者首先不得不花费极大

的精力来复原史实,再在准确的史实复原的基础之上,展开分析讨论,对历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易言之,历史学研究是一门必须做到史实复原与现象解释并重的学问.因此,尽一切努力,走向细

节,复原史实,不得不成为所有深入研究的起点.
在辽宋夏金史领域,经过多年的积累,看似专文专书近乎海量,以至新入门的年轻学者无处着

手,冷静分析下来,简单重复式的文字仍占大多数,是不争的事实.也有一些论著,虽然主观上力求

有所发现,但仍不免失于粗枝大叶,满足于通论式的铺叙,其所依据的史实,浮于表面,未能花功夫深

入细节,讨论分析之无法深入,也就可以想象了.实际上在本领域,一些基础性的史事,无论是核心

的国家制度,还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史实细节,并不能说已经发掘殆尽.我们不必一一举

例,近年来一些有实质性推进的研究论著,包括不少水平上乘的博士学位论文,都昭示着这种基础性

研究的重要意义.几乎所有新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新的史实复原的基础之上的.有的时候,我们

不一定要纠结于什么研究方法、时代定位等等观念性问题,等到将此前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新的历史

细节发掘出来之后,关于现象解释的新思路往往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三,更坚定的常识立场.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类社会,尽管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

人们的社会生活已今非昔比,但在许多基本规律方面,却与传统社会具有相当的共性.对于中国这

样文明长期延续的研究对象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有时候相比于那些看似高明的理论方法或者稀

见的资料,基于常识的判断反而可能更为重要.那是因为通过历史资料所复原的史实总不免是零碎

的与片面的,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也总不免是主观的,所以对于任何有悖于常识的研究结论,都应

该持十二分的警惕.例如关于宋代城市史的研究,笔者曾经吐槽有些研究者太过浪漫,大笔轻松一

挥,就在两宋大地上描绘出了众多数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全然不顾那些都市人口吃不吃得饱.要知

道在北宋时期,赵宋朝廷动员全国的财力,才做到每年从东南地区漕运６００万石粮食,以满足京师开

封府人口的消费需求.其它的那些大都市既无开封府那样来自朝廷的财力支持,又如何满足其庞大

人口的粮食消费需求呢? 事实上到了南宋时期,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发现不少城市粮食供应不足

的蛛丝马迹.如本人生活多年的杭州市,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的主城区面积比南宋时期的临安

府城已经扩大了三四倍,常住人口不过百万;直到近年,主城区面积扩大了十来倍,常住人口也不过

３００万.所以每当看到有学者提出南宋后期临安府人口已超过百万,就直觉不太可能,因为它有违

常识.后来的研究也证明了笔者这种基于常识的直觉的合理性.
历史研究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无所不包,因此相对于人文

学的其它学科,历史学对从业人员知识面的要求也最高.说句通俗的话,在人文学诸门类中,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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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最接“地气”的一门学问.研究者当然不可能天生样样都懂,所以就应该视研究课题的需要随

时学习,补充常识.这里所说的常识,除了日常生活知识之外,还包括与研究议题相关的各专业门类

的基础知识.譬如试图研究宋代的农业经济,却对农学知识一无所知,五谷不分,想要做到研究的精

进,岂非南辕北辙?
以上所论,不过一得之见,有待识者指正.不过最后笔者仍然要重复一句旧话:有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能够开始自觉地审视、理性地反思如何改进自己的研究,这才是本领域研究进步的最终保障.

谈谈明清史研究的再发展

赵轶峰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从明清史发展的角度看,过去４０年是中国新史学开端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国新史学在民

国初年展开,但整个民国时期战乱不断,虽然有诸多伟大的学者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奠定新史学的

基础,但新史学因应当时社会急剧转型而兴起,既要厘清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观念与方法和对中国历

史在世界史中地位的基本认识,又要回答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转变途径,以及中国边疆与民

族关系原委等一系列与现实选择直接关联的问题,对明清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断代研究无法全面着

力,仅成开端.接下来的“十七年”,明清断代研究逐渐展开,但当时整个历史研究都有过分浓重的革

命史色彩,受苏联历史学理论很大影响,教条氛围既浓,视野也比较狭窄,且人才、文献、经费资源稀

缺,主要是在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一些较重要成果,其他方面平平而已,分支领域也没有全面铺

开.“文革”时期,整个历史学扭曲严重,明清史研究同样难以正常发展.“文革”结束后,伴随普遍的

思想活跃、持续的社会安定和资源充足,明清史研究才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条件.改革开放的突出特

征是变化发展,是面向世界.明清史研究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取得较大进展是合乎逻辑的.赵世

瑜教授前不久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过一篇回顾四十年明清史研究的长文,已经把发展的主要

表现讲得很全面,其他的学者也做过回顾,这里谨从宏观学术史的角度再作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明清史断代研究的基础条件全面夯实.明清本是中国各断代史中得到研究的时间最短、

根基最浅的一个领域.原因很简单,中国现代历史学直接的本土渊源是清代学术,而清人重古典,且
颇有忌讳,故虽有官修«明史»,学者却不大研究明史中的具体问题,对清朝本身的历史则因贴近而多

记述,少研究.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在接受一些现代史学理论观念前提下,继续清代学术的脉络,首重

先秦,依时序下推,对明清史比对其他断代关注少些,堪称名家者,仅有孟森、萧一山等不多几人.这

样,明清断代史的学术体系,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成型.郑天挺、傅衣凌、王
毓 、王钟翰、谢国桢、吴晗、戴逸、李洵、李文治、梁方仲、洪焕椿、许大龄等学者,在这个时期发表的

一些重要著述,为中国的明清史断代研究奠定了基础.人文学术研究的价值实现,需要一个相对较

长的沉淀期.明清史奠基学者们研究的意义,其实是在近４０年间才得到充分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

也是在这个时期始得到广泛散播.此间,奠基学者群中的一些学者继续发表论著,渐趋隐退,恢复大

学招生后进入大学的一代人成为第二代明清史学者主体,他们培养的新人也逐渐成为明清史研究的

中坚.奠基学者的研究与新理论、新方法结合,引发了诸多视野更为宽阔的后续研究,带动了大量功

力深厚的专门研究,也催生了一批优秀学者.大型清史的编纂,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已经开始酝酿,
到２００２年作为一个国家工程启动.这项工程最终成果的学术水平要在将来逐渐定论,但是无论如

何,这是一项注定载入史册的重大学术举措,其实施过程本身,已经极大地推动了清代文献资料的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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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整理、翻译,培育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带动了诸多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对明清时代中国历

史的总体理解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努力出现,甚
至经历了“范式转变”.

第二,明清史研究接近国际化.先前的明清史研究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似,有着很强的封闭性.
原因一是学术资讯条件不佳,二是研究者多不掌握外语,三是研究的范式反差过大,难以融通.资讯

不畅自然造成反应迟缓,外语能力不足造成对域外研究非经翻译出版不能处理,范式差别则造成对

域外研究的人为疏远.曾经有一些西方研究,如费正清的作品,在翻译印刷时要标明是供批判使用.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外明清史研究已基本成为不通声息的两个世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郑天挺

先生在南开大学组织国际明史会议,在当时产生震撼性的影响.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国门从此开放,
域外学者走进来,中国学者走出去,交流常态化,合作研究也逐渐展开.前代学者文献熟稔、考据扎

实,但对域外明清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大多以现实立场为基点画界自异,很少置评.新一代学者则总

体而言掌握文献比域外学者坚实厚重,在理论方法层面也可以与之直接对话.以往的明清史论著在

做学术回顾的时候,对域外研究不甚理会,或只是略加提及,近年来则已经形成把明清史视为一门国

际性学术的普遍意识,大家都尽可能对域外研究及时了解、纳入考量.国际化体现在研究信息的共

享中,也体现在争鸣中.近年来,中国明清史界对美国学术界的“冲击反应”模式、加州学派、“新清

史”等话题,都做过回应.长短犹在互补,疑义相与辨析,阻隔已然消失.经过这４０年的发展,中国

明清史研究总体而言居于世界前沿水平,在材料占有方面超过西方和日本学者,在理论方法方面还

是中国学者借鉴外边的多一些,但水平趋近.
第三,这四十年是一次史料大呈现时期.明清史存世文献虽然早就非常丰厚,但其中大量为少

数图书馆收藏,长期难以有效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数量巨大,影印公布的更

多,且随着互联网和文献电子化技术广泛应用,可利用性极大提升.同时,随着研究视野趋于开阔,
大量域外文献被纳入研究视野.田野文献的搜集整理、档案整理与公布,在在成就斐然.近年明清

史文献虽非如民国时代那样可称“史料大发现”,研究者可利用的史料确然迅速扩张,已无数倍于先

前时期,可以称为“大呈现”.如此则研究的深入,为自然之事,且其发力,尚在将来.
第四,明清史研究多元化.改革开放突破了教条主义,释放了思想活力,明清史研究可以被视为

思想文化多元绽放的一个缩影.先前的历史研究,以国家政治、农民战争、经济发展、思想文化为主

要分支,在社会发展史的统一视角下呈现出“五朵金花”,其间成就很多,但无论方法还是视域都还偏

于狭窄,新时期则有了一些“百花齐放”的意味.其中比较醒目的是社会史.先前也有社会史的名

目,但社会学作为学科门类既已取消,社会史研究就仅仅贴附于经济、政治史的边缘.新时期社会史

与社会学内在结合,致力于对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日常运行与演变的面貌加以分区域的叙述和解释,
形成了专门化的研究理路.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史类似,丰富了方法、扩展了史料范围,推进了区

域史探索,也增强了历史研究的国际性,拓宽了研究的全球史视野.经济史从主要关注生产关系,扩
展到对财政、货币、商人群体、生产力水平的深入研究.政治史也从阶级斗争和统治政策研究扩展到

政治文化研究.先前研究极其薄弱甚至阙如的领域在这个时期也多有收获,如对女性、医疗卫生、生
态环境、移民、社会群体、社群生活等问题的研究皆有发展.明清史界的“华南学派”以人类学方法考

察华南等地基层社会组织与状态,声势所及,甚至成为国际学术界密切关注的中国历史研究学派.
明清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与中国的现实关联最密切,明清史的基本文献和遗迹在中国,中国

有最大的明清史研究学者群体,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明清史研究本就应该是世界一流的,也
应该是不断进步的.以前中国的明清史研究俨然瞠乎他者之后,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经费资源不

足,二是社会环境不稳定,三是理论薄弱.现在前两者都已经大幅度改进,第三点则还有些问题.新

史学兴起之前,中国的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证之学都有深厚根基,但解释历史的理论漫漶陈旧.新史

学兴起后,各种理论涌入,各取所好,辨析未精,后来又落入教条的窠臼.近年来能够克服教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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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是开放,但以借鉴为主要路径.借鉴得好,可以不落后于他人,却难以超过他人.要超过他人,
既需借鉴,更需创新.明清史只是历史学中的一小部分,在纯理论层面不能也无需独立创新,但在具

体研究中,却需有足以统摄该时代历史之整体与特点,并将之与现实充分关照的具有一定理论性的

观念与方法,也可以将之称为一种“中层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作用,是保持对研究基本观念的批

判性思考,透视各种相关研究之间的关联和整体性,辨识各种研究的认识价值,寻找知识进步的症结

点.建立这种理论,需要对既有人文学术的基本状况达成一定程度的理解,也需要把握明清史作为

一个整体研究对象的特点,非经整个明清史研究界持续努力不能达成.这里仅就明清史与其他断代

相比较的特殊之处略陈己见:
第一,这是存世原始文献最多的断代领域.明清两朝处于印刷业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且距今

最近,故存世文献比其他时代丰厚得多.任何人穷一生之力,无法读完明清两朝中任何一朝的史料.
这意味着明清史的研究不可能与研究先秦以及帝制时期的其他断代一样,用穷尽史料的方式或者经

学家本领来做,又应比其他断代做得更精细,所以对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要求更高,需能别出手眼.
第二,明清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收结时代,是现代中国的前夜.中国历史传统的诸多方面,经

过明清时代的最后一轮沉淀、嬗变而投射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现代中国的版图也直接承继于明清,因
而明清是定位和认识现代中国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关键时段,也是观察中国自身传统实践后果最真切

的时段.传统中国如何收结、现代中国如何发生,是明清史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却不是其他断代的基

本问题.
第三,明清处于全球化展开的时代,也是欧洲工业化发展时期,全球各个文明、社会体系直接联

系起来,整个世界改变了面貌.同一个中国,在大变迁而又日益紧密关联的世界中,扮演了怎样的角

色,如何作用于外部世界并接受外部世界的作用? 这与先前各断代的外部关系有根本不同,因而要

求明清史研究有更具体、真切的全球史的视角.
第四,基于文献充沛、社会转型、时代变迁,明清史是一个各种方法都可以充分施展的断代领域.

各个断代都可以运用多学科方法加以研究.所谓多学科,其实主要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比历史学

更注重量化,更注重解释的模式建构,而这些都需要系统化的数据、案例和细节,明清史在这方面具

备相对充分的条件,可以展开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证潜能.又因明清距离现代最近,而人类各种

人文社科理论主要针对现代社会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可关联度超过其他时代.所以,明清史研究可

以更直接运用跨学科知识,也需要对新理论和新方法足够敏感.
明清史学界的各种关涉全局的范式、流派、模式背后,其实都有对上述特色的关照,或者在同一

层面所做的其他思考.
前面说到明清史研究在近年的诸多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环境的开放.开放性是学术创

新的基本外部条件,它自然而然地带来多元化,带来多种可能性.学术探索未知,无人能够事前确知

有意义的创新在何处,所以不能崇尚权威,不能闭门造车.各种思想、流派、主张在宽松的环境中争

鸣,学术就会发展.至于“宏大叙事”还是“碎片化”,虽然值得讨论,却从来不是根本问题,二者不是

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也无需纠结于在二者间如何取舍.历史的内容既涉宏大,也涉微观,都要有人

去研究,然后交流,互相补足,无价值的自然会被淘汰.这些年来学术环境中的主要缺陷,其实是学

术评论没有发展起来.学术评论的主要功用,一是把学者各自的研究迅速联通,使之进入社会性思

想的网络———这其实对于克服“碎片化”非常有效;其次是及时形成价值判定,把一些高水平研究的

学术成果的引领作用传导开来,把一些低水平研究筛汰出去———这比行政评价体系要有益得多;还
可以把一些学术分歧的症结很快辨识出来.回想一下,民国、“十七年”的学术评论也是相当活跃的.
民国时期有多次学术论战,“十七年”也有诸如“五朵金花”这样的争鸣.论战或争鸣,其实就是群体

性参与的学术评论,与个别的评论一样,都是学术进步所必须的条件.近年来,学者间很少相互评

价,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一是交给资讯媒体和市场,二是被期刊和出版社的等级机械替代,学术界就

２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因而颇有些江湖或者官场的气味了.前不久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有学者在分析当下明清史研

究中的主要问题时指出:我们同行缺乏共识,不知道哪些问题是基本问题,缺乏基本的共识和一些总

体的理解.这种情况,其实不会发生在学术评论活跃的学术共同体中.建设活跃且常态化的学术评

论氛围,才有可能形成一流的学术共同体.
既然说到这里,应该就学风和评价体系略说几句.近年的学风总体还好,但有些令人担忧之处.

好的方面,大多数学者注重实证研究,并且普遍关注国际学术动态,积极消化扬弃,扎实且有创新意

识地推进各个分支的具体研究.不好的方面,主要是学科评价体系和行政化学术管理带动了功利化

的研究心态.这些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人不辨行业领域,把经济管理的逻辑移用来“管理”学
术,放纵使用报酬激励之法,使得学者不得不瞄准激励目标,计算权威刊物论文发表量,就业、提职、
成名,无不被行政化评价体系左右.大量抄袭、剽窃和更多的朦胧搅拌低水平作品,也应运而生.这

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奇异现象,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代历史学家都没有遭遇这种境况,而管理者面对无

数批评,乐不思蜀,一意孤行.学者是人,要谋生计,自然不能不考虑报酬,所以多数学者无法超然于

评价体系之外.但真正高水平的人文学术,追求的是对于人类说来的真知灼见,必须投入人类情怀、
自由精神、心血才情.对这样的事业,一味做行政化的评价,会使学者逐渐失去理想,纠缠得失,为等

级所困,也为行政管理者支配.以利害驱动思想者,令其境界如水赴渊,绝不是追求国际一流学术的

机制.愿沉迷此道者叩问良知,为学术之未来计而有以更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黄爱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

确立,学术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４０年间,清史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取得

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又可以２０００年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末

改革开放的前２０年,即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末,是清史研究打破坚冰,冲破壁垒,拓展领域,夯实

基础,回归清史本身的阶段.
从研究对象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在现行学科体系之下,清史被切割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鸦

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归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则称为中国近代史.就前半段而言,鸦
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特别不受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三千年历史当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尾巴.
大学的中国古代史课,宋代以前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明代已然比较简单,清史则是一带而过,研究

更是被打入冷宫,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后半段即１８４０年以后的历史极受重视,但它却是近代

史,主要依据毛泽东阐述的“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

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过程)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重
视“三次高潮”(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

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关注帝国主义侵华史.实际上是

从革命史的角度研究这８０年的历史,而不是从清王朝的角度研究清史.
改革开放以后,清史研究逐渐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界限,不再以鸦片战争为断限将清史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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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刀两断,而是把有清一代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从而使清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一代

王朝的历史.如«清代全史»１０卷本(１９９１年),就是对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历史进行全面梳理和探讨

的多卷本著作.又如«清代人物传稿»２０卷本(１９８４ ２００１年),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传统意义上的

清代人物传记,下编则是１８４０年以后清史人物的研究成果,二者基本囊括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的

重要人物.清史研究对象的拓展和确定,堪称是一个根本的革命性变化,奠定了整个清史研究发展

和兴盛的基础.
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是研究视角的变化.清前期的历史摆脱了中国古代史附庸的地位,清后期的

历史则突破了革命史的叙述模式,学界开始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对从清朝开国到王朝覆亡的历史

进行探讨,力图阐明清朝从崛起到发展、鼎盛,再到衰败和灭亡的过程,同时展现有清一代政治、经
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在研究方法上,清史也跟各断代史的研究一样,突破了改革开放之前那种教条主义的框架和模

式,趋于实事求是,趋于客观理性.与此同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鉴,并引入到清史领

域的研究当中,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等等.
与此相应,清史研究的领域也大大拓展.改革开放之前,清史研究主要着眼于经济形态、阶级关

系,重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关注满族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改革开放

之后,清史研究的领域拓展到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制度史、宫廷史、地方史、边政

史、边疆民族、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此外,对清代重要历史人物,如康熙、雍正、乾隆等历朝皇帝,洪
承畴、李光地、曾国藩、慈禧等有争议的人物,对重大历史事件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
要历史现象如康乾盛世、边疆开发等,也都有研究或争论.可以说,对有清一代历史的研究已开始进

入一个全方位、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与清史研究发展相辅相成的是大量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文献如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在内的«四库»系列丛书,
各种地方碑刻资料、契约文书等;档案如«清实录»、起居注、朱批奏折、上谕档、宫中档、海关密档,地
方档案如孔府档案、四川巴县档案,以及人物档案如吴煦、盛宣怀、达赖喇嘛等.这些文献、档案的大

规模整理出版,为方兴未艾的清史研究夯实了丰厚的资料基础.

二、新世纪以来(２０００年迄今)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２０年,可谓是清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得到迅猛发展,研究视角、方法和研

究领域日趋多元化的阶段.
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清代特殊的历史地位日益凸显,清史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也愈益受到关注.

清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又经历了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距离今天最近,
许多问题诸如疆域、人口、民族、宗教、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都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影响到

今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尤具参考价值和借

鉴意义.清史研究也因此而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大事,就是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纂修的开展.这项工程于２００２年底正式启动,
迄今已整整１６年.海内外学术界先后有１０００余名学者参与了此项工作,不仅从事清史、近代史研

究的学者大多参与其中,而且有关学科专业如财政经济、天文历法、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专门领域

的学者亦有参与.日前,新修«清史»全书１０６卷约计４０００万字已提交送审稿,参考文献汇总、索引

制定等后续工作尚在进行中.可以肯定,新修«清史»的告成,无疑是对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４０年

来清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同时也标志着清史研究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
在国家修史工程开展的同时,学界对清史研究的视角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将有

清一代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观察、进行研究的视角成为学界共识,新修«清史»即以九卷“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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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挈领,梳理有清一代自崛起、入关、统一、鼎盛,到中衰、自强、救亡,直至覆灭的历史.对清代历

史上的一些关键节点,学者也注意从不同的视角予以探讨.如辛亥革命,以往多从革命史的角度对

其进行研究,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清王朝自身,试图从清朝本身的角度探讨一代王朝走向没落和衰

亡的缘由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与清朝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相应,学界的全球化视角也日益

拓展.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学界开始把清史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当中,从政治、军事、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研究,出现了«１８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代表性成果.新世纪以来,
清代中国的边疆民族、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以及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联系等问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更

多的关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新清史”学派的出现及其争论.“新清史”本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美国兴起的一个清史研究的学派,其后逐渐影响到中国学界.总体而言,“新清史”提倡从满族

视角看待清朝历史,重视满洲特性和民族认同,强调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过程中的贡献,强调清朝统

治中的满族因素,并且重视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文字的利用.这一研究视角,对于纠正学界以往只

讲满族汉化,或者某种程度上贬低满洲和清朝历史的偏向,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一定的学

术价值.但据此否认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否认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
则是不科学的、片面的.目前,有关“新清史”的讨论仍在继续,相信通过深入的研究,清代历史的面

貌会更加全面、清晰,我们对清史的认知也会更为客观、理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清史领域得到了更广程度的拓宽,诸如书籍史、阅读史、女性史、日常生活

史、医疗卫生史、生态环境史、家族宗族史、民间信仰、秘密社会等以往不太关注的方面,都受到学者

相当程度的重视,故宫学等新的学科概念的出现,也成为清史研究的新亮点.与此同时,清代历史的

一些重要问题和重要事件,进一步得到学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如对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

评价的研讨,有关戊戌政变袁世凯告密问题的争论,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反思,对光绪皇帝死因的鉴

定和研究等.而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如“e考据”的出现,各种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也成为促

进清史研究的重要推手.
在图书资料方面,以新修«清史»工程的文献、档案整理为标志,清史研究的资料建设和文献基础

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清代文献如«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稿抄本»等大型丛书对清人诗文集以及珍

稀著述的发掘和整理,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黄遵宪、梁启超等个人全集的重新整理出

版,档案资料如«清代中南海档案»«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清宫热河档案»«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

务府档案»等诸多珍贵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出版,都为清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优越条件.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清代文献档案的数字化建设.如清代档案总量约１２００万件,目前已开发约

７００万件,其中不少档案在«清史»工程内部的“中华文史网”上得以开放利用.又如,«清实录»«东华

录»«清会典»等诸多基本史料均已数字化,不仅可以阅览,还能检索下载,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知识的普及和全社会对清史关注度的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

清史的通俗读物大大增多,各种题材的清宫剧也盛行一时,虽然不免存在编造的弊端,有的甚至误导

民众,但在清史知识的普及方面仍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三、问题与反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清史研究发展迅猛,成果丰硕,可谓是自清王朝覆灭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清

史研究开展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成就最高的历史时期.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是清

史研究开展一百多年来最好的时期.当然,其中也不免出现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有的是各断

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理论指导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弱化,研究选题以及研究本身的碎片

化趋向,以及一味追求新奇甚至怪异,刻意做翻案文章等.不仅如此,由于清史本身的特殊性,其研

究还极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的清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曾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环

５２１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如清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立场、近代史的革命叙述模式,以及教条化的倾

向、以论带史的弊端等.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并未完全消除.不仅国内学界

如此,即如海外“新清史”的出现及其争论,也不完全是研究视角的不同、学术观点的差异问题.就此

而言,在清史研究中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

题.亦因如此,在当前和今后的清史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要从联系、发展和变化的观

点去考察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要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

分析研究,尽可能作出客观、理性的评价,从而使我们的清史研究既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成为一

门真正的科学,又能够发挥历史的“资治”作用,为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路径与方向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东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史各个断代的研究都取得很多重大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在整体上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我所从事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同样,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其他断代或专

门史的变化更引人瞩目.这不是说我们做的比其他领域的学者好,而是因为明清社会经济史本来就

是在２０世纪新史学的体系下发展起来的新领域,在传统史学里,并没有这样一个领域,本来就缺乏

深厚的学术基础,更没有体系化的理论和方法.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明清社会经济史不仅有了

基本的问题格局,方法上初步自成体系,形成了与传统史学明显不同的学术议题和研究范式.
但是,就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由断裂或转折划分出

来的独立阶段.事实上,至少在前二十年,大致上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这个时间点很难清晰

划断,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到今天还在延续),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基本上是延续着五六十年代

的路径发展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转变的时间标志,那这个转变不是五六十年开始的路径的

转变,而是重新回到五六十年的路径上.我们都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的改革都是以“拨乱

反正”为目标的.这个“正”,就是五六十年走出来的“正”,这个“乱”则是十年动乱期间对学术的摧残

和后来的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影射史学.所以,七十年代末以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是把

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脉络接续起来,在当时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大风气下,明清社会经济史一度热闹

起来.当时活跃的学者,主要包括了两代人,一是在五六十年代开创并奠定了明清社会经济史基本

格局的老一代学者,一是五六十年代开始跟随上一代学者进入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之门的当时还年

轻的学者.这两代学者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问题和积累的研究经验基础上,在七十年代末以后的十

多二十年间出版了一批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研究集大成的总结性的成果,建构

了一个关于明清社会经济的比较完整的知识和解释体系.这个社会经济史的体系影响之深,今天仍

然主导着知识界对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理解,很多年轻一代的研究者虽然越来越少提及这个

时期的成果,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摆脱或者超越这个经济史体系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例如资本

主义萌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地权形态和租佃关系、商品经济与

市场结构、市镇与城市发展、海外贸易等等议题,都是从五六十年代提出来,到八九十年代才真正形

成比较系统化的解释.这些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主题和基本内容.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引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没有发生巨大转变的认识,也不应否

定或者贬低这个转变在中国史学转向的意义.前面所说的延续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的路径,固然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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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承前,但实际发生的影响和意义,更体现在启后.
首先,前面提到的两代学者,在继续推进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开始努力展开的研究方向的时

候,通过深化和总结其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在已经提出的问题框架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解释,更把

他们研究中发现的问题的许多疑惑提了出来,尤其是原来的理论框架不能自圆其说的,与历史事实

不能吻合的,从既有的逻辑上引申出来的,由于新发掘的史料和史实导出的,种种的新问题,都在八

九十年代逐渐萌生出来.当时的研究有一种比较共同的处境,就是一方面仍然有一套似乎定型的大

家深信不疑的理论,另一方面,在研究中被认识到的越来越多细致复杂的事实,直接套入这套理论

时,常常要面对逻辑上的矛盾乃至陷于悖论中.于是,打通历史事实与固有理论逻辑之间的关联,在
理论上提出修正或建立新的解释,成为当时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种努力的方向.例如,封建社会

长期延续的理论假设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显著的发展变化事实之间矛盾,地主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

系,小农经营方式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松解与宗族社会发展的关系,全
国性市场的性质与国内市场发育程度的关系,江南市镇经济的繁荣与江南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等等,
都隐含或呼唤着新的历史视角,新的议题和解释逻辑,甚至潜在地引出新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方向的

追求.老一辈的学者不仅把几十年的研究推向深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不满足于一些教

条化的历史解释,从历史事实出发去推进社会经济史解释体系的建立,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把研究

方向拉向新的领域,为后面二十年的学术转向奠定了基础.
这种学术转向的另一重要的动力,来自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新一代研究者的探索.从１９７８年开

始,随着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一批年轻人通过研究生的渠道进入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他们在上面

说到的两代学者的指导下,一方面直接继承了前辈开辟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更努力去探索向前推

进的方向.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历史学界都在热切地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路径,战后哲学社

会科学各学科发展出来种种学说和方法,也触动着研究者的思想,打开研究者的眼界.与此同时,欧
美、日本和台湾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许多成果也给大陆地区新一代学者提供了启发和刺激.在

这样的学术气氛下,在前二十年,年轻一代学者主要还是跟随上两代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套路,在
此基础上,先从扩大视野,拓深问题入手,引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开出新的领域,逐渐形成社

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格局.到后二十年,当这代学者逐渐成熟的时候,一些新的方向和课题已经渐见

明晰起来,他们后来指导的学生,越来越多在新的研究框架中拓展新议题.
因此,我们回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新进展时,既要立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一以贯之的学

术传统的延续,又要敏感地把握着这种在延续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新方向.沿“旧路径”走出“新方

向”,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发展的一个特色.之所以能够这样走过来,一方面是

因为从历史学的整体上看,我们这个学科的所谓“旧路径”本身就是“新方向”,从一开始就是以用新

材料研究新问题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年的所谓“新发展”,也主要是研究新材料的大规模

拓展,推动了研究问题的不断更新.
所谓新材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传世文献利用的大规模扩展,这点可能是与宋元以前各断代史

相比,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明清时期由士大夫、文人、官员制造的文献典籍,流传下来收藏在各种公

私机构的数量,是以前历朝无法比拟的.但在９０年代以前,这些文献大部分都不容易被研究者看

到,在研究中得到全面利用就更是无从谈起.那个时候,我估计９０％甚至更高比重的传世文献,或者

是研究者没有很好利用的,或者是其中很多根本就看不到.例如明代的地方志、明人文集,过去能看

到还被利用的,就相当少.记得９０年代以前的研究者,很多还依赖«古今图书集成»中辑录的文献,
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抄录的明代到清初的地方志,从一些类书中转引也是常见的方式,很少能直

接利用原书原版.还有各种政书,如«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还是最常用的资料来源,各种则例、
条例很少能被研究者利用,甚至连«明实录»研究者使用起来都不是很方便,利用在研究中也还不是

很普遍.至于文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贺长龄的«清经世文编»和６０年代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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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文编»,还是研究者引用文集文献的主要来源,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四部丛刊»里收入的少量文

集.８０年代以后,大量的明清时期的传世文献被编辑影印出版,尤其是几部“四库”丛书的编集出

版,乃至近年来各种珍本稀见本丛书的出版,在明清史学者面前展开一个浩如烟海的文献世界.
与此同时,利用传世文献建立的各种古籍数据库,甚至更大型史料丛书的电子版的私下流传,对

于明清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入门者来说,更是开启了通往文献海洋的捷径.虽然大

家也都懂得史料需要完整细心阅读的道理,但对苦于耗终生之力也无法涉猎本朝史料之万一的明清

史学者来说,各种古籍数据库的建立,不但大大增多了可以阅读到的史料,更令史料的可用范围大大

扩展,从不同史料的关联和比对中揭示新史实和历史细节的能力也大大提升.
虽然就形式上看,这好像只是传统史料的量的增长,但这个量的增长实际上包含着质的变化,史

料性质以及史料的呈现能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因此我把这看成是新史料的一种形式.这种史料

利用的扩大,对明清史,尤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近年来很多

年轻人的新研究,特别是研究题目越来越细小,发掘出来的历史细节越来越清晰,甚至揭出很多过去

几乎不知道或者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事实,包括制度的细节和史实的构成,过去很多只有笼统了解

的典故,其复杂性和层次感都被细致地展示出来,都不能不承认是这种“新史料”推动的结果.
由于近来来的这些新成果,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大大丰富和

鲜活起来.这种历史细节的丰富和具体化,隐含着大量的新问题,重新思考和构建一种新的关于明

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解释架构呼之欲出.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材料,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民间文书的和地方

档案的大量发现,以及有计划的整理和初步的研究.这个方面的进展,也许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在这个方面,９０年代以前,民间文书的收集和利用,主要在于各种契约和工商

业碑刻.研究的重点特别集中在土地契约和租佃契约上,老一代学者的研究奠定了民间契约研究的

基础,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和方法架构.最近二三十年,民间文书的收集和研究,在种类上大大丰富

起来.除了契约文书,账本、地籍册、户籍册、赋役册、分家书、日记、宗教文书等等,都大量进入研究

者的视野,开始了单种或多种综合的研究.此外还有也应该归类到民间文献的家谱族谱,成为很多

研究者的竞相追逐的材料,利用族谱的研究成果更是蔚成大观.地方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成果硕

然.还有地方衙门或机构档案的整理,也成绩斐然.对这些新材料的发掘、考释和研究,不仅形成了

很多新的学问和研究技术,更将历史研究的视角和认知与解释方法,大大抛离了传统史学的套路.
这种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目前正方兴未艾,俨然有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主流学术方向之势.

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进展,最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新史料

的利用上,至于理论和历史解释,在整体上和基本的结构上,我认为基本上还仍然沿着以往的路径惯

性地推进.然而,新材料的利用和研究,已经大大扩展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尤其是最近２０年,通过新

材料发掘出很多过去根本不入学者法眼的现象和话题,学者投入关注的史实比起以前成十倍、百倍

地增长.我们走进书店看看明清史近年来出版的书名就可以知道,很多话题过去是想都不会去想,
甚至根本不知道,现在很多都成为热门话题.这种新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两种新史料途径的

拓展.
学界有一种声音质疑这种由新材料引出来的历史和社会的细节搜剔考辨,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

有多大.我不能说每一位专注于这种细节研究的学者都一定有足够的学术自觉和清晰的理论思考

或追求,不排除很多研究者可能是追随他人的兴趣纠缠在许多细节上;也不一定每一个研究都一定

先有明确的理论预设和问题意识才会专注于这些具体的情节,很多也确实是出于个人某种兴趣或为

从众心态驱使.但是,这种利用新材料展开的研究,在其总体的方向上,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宏大的历

史关怀和学术追求下发展出来的,这种追求就是顾颉刚在«民俗»周刊«发刊词»上提出的:“要探检各

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在这样的信念下,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细节,都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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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成为历史学者认识整个社会的基础.事实上,在新材料中发掘出种种民间社会的物事、现
象、规制、俗例、实践方式等等细节,也许在传统史学的视野和架构下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对坚信通

过新史学,打开人类理解自己社会和历史的新视野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头脑里都有非常清晰的理论

关怀、非常明确的目标追求,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对那些细节产生敏感和兴趣.怀疑和轻视这些细节

研究,只是因为不明白这种研究具有更宏远的理论追求而已.更重要的是,即使单个的研究者专注

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精细勘查考释时,也许比较盲目,但我们要相信,只要历史中的新的事物和新的细

节被认识,被厘清,被重构,累积起来,一定要引出对宏大问题的思考,一定会引出对既有知识的质疑

或修正,也一定是建构新历史体系不可缺少的工作.我们从近年来许多研究的进展,已经看到明清

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解释体系,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悄然地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例如在回应当今

国家和社会特别关注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问题时,由明清时期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引出来的

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已经显露出理论和方法创新的价值.
回顾四十年来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走过的路,我们有信心,只要坚持从对历史事实的兴趣出发,

在新材料中发现新问题,从新的问题发展出新的理论关怀和思考,这个中国史学的年轻领域就一定

可以为重写中国历史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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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

———李泽厚对我的影响及我与李泽厚的分别

杨 泽 波

摘　要:“积淀说”最早是李泽厚在美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将思想重点转向中国哲学后,又用来说明中

国文化的特点.我三十多年来坚持以伦理心境解读性善论,最初就是受到了李泽厚的影响.与“积淀说”

相比,我对性善论的诠释可以叫作“结晶说”.“结晶说”虽然脱胎于积淀说,但二者又有多方面的差异:“积

淀说”重在文化 心理结构的分析,重在解说“先天而先在”,重在建构“情本体”,而其实质是放弃本体;“结

晶说”重在性善论的解读,重在阐发“后天而先在”,重在重构“仁本体”,目的是将道德本体讲透彻,坚持好.

二者之同异,不可不察.

关键词:“积淀说”;“结晶说”;“情本体”;“仁本体”;伦理心境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５．０９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文学界将思想重点由美学转到中国哲学,并以“积淀说”解说中国文化的特

点以来,李泽厚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同时也伴有很大的争议,“是中国近三十年

来最有影响、最受关注的哲学家”① .我三十多年来坚持以伦理心境解读性善论,最初就是受到了李

泽厚的影响② .平心而论,环顾四周,在中国哲学范围内,迄今为止,我可能是唯一沿着这个方向努力

并具有自觉意识的学者了.与“积淀说”相比,我的思路可以叫作“结晶说”.因为有此背景,人们往

往认为,我的研究只是将“积淀”改为“结晶”,换个说法而已,其实不然,“结晶说”并不是“积淀说”的
简单复本,二者之间有着多方面的差异,乃至原则性的不同.本文即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梳理和

澄清③ .

一、文化 心理结构分析还是性善论解说

李泽厚的“积淀说”最初是在美学研究中提出来的,意在表明,不是个人的情感、意识、思想、意志

创造了美,而是人类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美,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生产活动才是美的真正

根源,美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
后来,他又将这一思路扩展到中国哲学方面,用于说明中国文化的特点.１９８０年,李泽厚发表

　

作者简介: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①　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３８９页.

②　以伦理心境解说孟子的性善论,是我从事儒学研究以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最早的成果表现在我的博士论文«孟子性善论研

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具体提法多有变化.后来又分别出了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和再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这项工作为我后来的学术生涯,特别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③　此前我曾发表过«仍是一偏:评李泽厚的新旁出说»(«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７年第７期)一文,对李泽厚判定象山、阳明为旁出的

做法提出了批评,敬请参阅.



的著名论文«孔子再评价»①可视为这一转向的标志.该文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孔子

的仁是一种思想模式,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四方面构成.自原始巫史文化崩

毁之后,孔子是提出这种新模式的第一人.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

(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具有实

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成为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构成了一种民族的文化 心理结构.
“尽管在当时政治事业中是失败了,但在建立或塑造这样一种民族的文化 心理结构上,孔子却成功

了.他的思想对中国民族起了其他任何思想学说所难以比拟匹敌的巨大作用.”②李泽厚将这种用于

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称为“广义积淀说”,而将此前单独用于美学领域的方法称为“狭义积淀说”.
李泽厚建立“广义积淀说”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用来解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深层结构系相对

于表层结构而言,表层结构指的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

序、意识形态,深层结构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势、情感取向.深层结构并不纯是理

性的,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情绪、欲望,却与理性相互纠缠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与理为主干的感性形

态的个体心理结构.李泽厚特别指出:“这个所谓‘深层结构’,也并非我的新发现.其实它是老生常谈,
即人们常讲的‘国民性’、‘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等等,只是没有标出‘文化心理结构’的词语,没有重视

表、深层的复杂关系及结构罢了.”③由此可见,李泽厚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通过“积淀说”对中国文

化的深层结构加以解说,尽管这一结构大家都习以为常,但并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李泽厚将这种深层结构概括为两个方面: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又叫实践理性,特指

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与当时无神论、怀疑论思想兴起相一致,孔子对‘礼’作出‘仁’的解释,
在基本倾向上符合了这一思潮.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热狂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

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知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
不是对人对己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均衡.”这种理性的重点

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难点,而是更加看重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妥善处理问题,这也成

了中国文化后来没有走上纯认知道路的重要原因.乐感文化是孔子思想的另一个特点.在李泽厚

看来,孔子释礼为仁,把外在的礼改造为文化 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

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

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

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④中国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量,历经数千年内忧外患却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在全世界独此一份,与孔子体现的这种

乐感精神有密切关系.
这一用心后来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一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

通过分析对神的看法,对忠孝、生死的不同态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日彼此相邻,文化相近,但又

有很多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都集中在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方面.他还把自己的方法与弗

洛伊德相比较.在他看来,弗洛伊德治病的方法是用意识将无意识唤醒,将无意识意识化.他谈文

化 心理结构,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弗洛伊德是对个体的分析,他谈文化 心理结

构则是针对文化群体,“将积淀在群体心理中的文化现象及特征描述出而意识化,发现其优长和弱

１３１“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李泽厚对我的影响及我与李泽厚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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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该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后收入«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这是一篇

重要文章,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普遍比较陈旧,虽然不再满足于唯物、唯心那套范式,但大多只是在材料

中挣扎,很难提出新的观念.«孔子再评价»以积淀说解读中国人的文化 心理结构,以此对孔子进行新的评价,打开了一个新的窗

口,将人们带入一个新的领域,实有开拓之功.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经历那段特殊时光的人才能体会到,后人很难理解.
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７页.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２７６页.
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３、４２页.



点,以提供视角来‘治病救人’.”①

将李泽厚“积淀说”的相关论述归总起来,可以清楚看出,其重点始终在于文化 心理结构的分

析,而不在孟子的性善论.«孔子再评价»可为证明.该文原为三节,分别是“礼的特征”“仁的结构”
“弱点与长处”,后又增补了第四节“附论孟子”.在这一节中,他特别强调,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孟子

的特点是“在承继孔子仁学的思想体系上有意识地把第二因素的心理原则作为整个理论结构的基础

和起点,其他几个因素都直接由它推出”②.这里,他的重点仍然是文化 心理结构的分析.
与此不同,我提出“结晶说”重点在于性善论的诠释.我从事儒学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选

择的第一个项目便是孟子性善论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以至于有学者将其誉为中国哲学

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③.历史上孟子研究从未中断过,但这些研究往往只是简单重复孟子的说法,
满足于将良心认定为“我固有之”,或将其直接归为上天的赋予,即所谓“天之所与我者”,而未能对其

中的道理作出深层次的理论说明.我的研究不再满足于此,而是试图对人何以有良心、何以有善性

予以哲学层面的解释.恰好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李泽厚的那篇文章,大受启发,经过数年艰苦努

力,终于有了自己的心得,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在我看来,性善因为心善,心善所以性善,性善论的基

础完全在于良心.人之所以有良心,一是因为天生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倾向,我简称为“生长倾向”;二
是受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影响,在内心有一种结晶物,我概括为“伦理心境”.“人性中的自然生长

倾向来自天生,是人的自然属性;伦理心境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来自后天养成,是人的社会属

性.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是性善论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它,我们没有办法对人最初的向善

动因以及伦理心境的附着之地等问题给出合理的说明,无助于将成就道德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伦
理心境是性善论研究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整个研究的枢纽,没有它,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明人的良心本

心是如何形成的,良心本心何以能够成为道德根据的问题.”④一言以蔽之,良心不过是建基于生长倾

向之上的伦理心境罢了.这样,我便以自己的方式对性善论进行了诠释,为破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

这个重大难题作出了自己努力,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积淀说”和“结晶说”的重点各不相同.“积淀说”的重点在于分析中国文

化的深层结构,以说明中国文化何以如此不同,“结晶说”的重点则在性善论的诠释,以说明人为什么

有良心,有善性.“结晶说”虽然脱胎于“积淀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是“积淀说”的具体运用和发

展,但二者的对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我没有像李泽厚那样着重以文化 心理结构的分析为基

础,从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角度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李泽厚虽然在此过程中也讨论过人性问题,
但没有像我一样专门以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为根基,对孟子的性善论予以系统的理论说明.这是显

而易见的,相信不应有太大的争议.

二、“先天而先在”还是“后天而先在”
因为“积淀说”的重点在于揭示特定的文化 心理结构,所以李泽厚十分重视历史性问题.在他

看来,有两种不同的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历史性指一时一地的具体环境和状态,意即环境和

状态都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而他所说的历史性则是指一种历史的积累.“我以前讲自然人化,包括

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都是指它们由(原文如此———引者注)积累和沉淀的‘历史’成果,人有如此这

般的工具、环境,人有如此这般的能力、本领,都是通由历史(就人类群体说)和教育(就个体说)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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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３４２页.
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６页.
姜广辉曾撰文指出:“作家徐迟在有关陈景润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个比喻,认为数论好比是数学的王冠,而哥德巴赫猜想则

是王冠上的明珠.我们可以把同样的比喻用于中国哲学,那么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王冠,什么又是王冠上的明珠呢? 对这个问题可能

会有不同的回答,而我认为,心性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王冠,良知论是王冠上的明珠.”(«良知论———中国哲学王冠上的明珠»,«孔子研

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这是明确将良知问题、性善问题比作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再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７页.



可能.作为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正是如此.”①

李泽厚进而用这一道理解说形式美的来源.形式美是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克乃夫贝

尔曾提出过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特别重视审美的纯形式,为后期印象派绘画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他无法合理说明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来源.李泽厚认为,“积淀说”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在他看来,
仰韶、马家窖的某些几何纹样已比较清晰地表明,这里有一个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符号

化的过程.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
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在后世看来似乎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

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

礼仪的图腾含义的.”抽象几何纹饰并非某种形式美,它就来自生产劳动与生活实践.“正因为似乎

是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意义)已积淀(溶化)在其中,于是,才
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也正由于对它的感受有特定的观念、想象和积淀

(溶化),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因此,“有意味的形式”并不神

秘,“正是这种积淀、溶化在形式、感受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感情”②.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将人类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从而具有了美的形式.

李泽厚自我评价说,他的这种解说可以叫做“先验心理学”,以与康德哲学相区分.“这‘先验心

理学’不同于 Kant的是,如已申说,Kant将它们归之于无所由来也无从说解的‘先验’,历史本体论

则认为它们乃人类长久历史实践特别是劳动操作活动的产物.但它们一经产生,便具有存在论的本

体意义.这‘本体’不是独立于人的身体而存在的实体,而是依附于肉体生存的人类心理功能的结构

形式.这结构形式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时代的经验内容,实际乃由此经验内容经由极为漫长的历史,
逐渐积淀而成.”先验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支点,按照西方哲学的一般看法,既然是先验就不能再

追问了.李泽厚则从历史本体论出发,坚持认为所谓先验,所谓本体,都是可以追问的,都由极为漫

长的历史积淀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历史本体论是由 Marx回到 Kant,即由 Marx的人类学实

践宏观视角(社会—工具本体)回归到 Kant的普遍必然的文化 心理本体,论证由操作 实践的人类

长期历史活动中建立起来专属于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人性能力,此即积淀说.”③后来,他用三句话

对自己的观念加以概括:“由历史建成的理性,由经验变成的先验,由心理形成的本体.”④

这一致思取向对李泽厚关于人性的看法有直接影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

尔逊通过包括遗传基因在内的新型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人的利他行为实际是以个体及其最邻

近亲属的利益为目的的,“利他主义自然要服从生物学法则”,“这种自我献身的冲动不必解释为神圣

或超验的,我们有理由去寻找更为常规的生物学解释.”李泽厚高度评价这一研究,进而指出:“所谓

‘同情心’、‘恻隐之心’、‘不安不忍’的真实根源,不过如此.”⑤李泽厚甚至还将希望寄托在自然科学

的未来发展之上.２００６年４月«科学的美国人»杂志发表了一篇瑞士人类学家的研究报告.报告指

出,科学家通过对苏门答腊某一猿类的野外观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智性产生于文化”.李泽

厚看到这一成果后非常高兴,指出:“这一实证科学的假说与我３０年前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哲学观

点完全吻合,读后感到非常高兴.”“未来脑科学也许能揭示所谓理性就个体说,乃大脑皮层某区域某

部位(如与左脑语言中枢相关)或整个大脑在外在文化环境作用刺激下所形成的某种神经机制.它对

人的动物生理反应产生的各种不同作用、关系、通道、结构,便形成了人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区别于

其他动物族类.我认为人的理性首先产生于制造 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中,所以从根本上我是将两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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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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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９２页.



名的关于人的古老定义即‘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沟通联结了起来.”①

对李泽厚这一思路,我持有高度的警觉,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其一,我坚持认为,人之所以有善

性,有良心,最为关键的是伦理心境,而不是生长倾向.如上所说,我诠释性善论有两个着力点,一是

生长倾向,二是伦理心境.生长倾向是人的自然属性,因为它来自天生,所以可叫做“先天而先在”.
“先在”或“先在性”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说法.所谓先在,简单说就是先于问题而存在.在处理伦理

道德问题的时候,生长倾向早就有了,所以说它是先在的,或具有先在性.李泽厚从生产生活实践证

明“形式美”和“善端”的来源,与“先天而先在”较为接近,但光有这一条还不行,还必须再讲一个伦理

心境.伦理心境是人的社会属性,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

后天的,但诡谲的是,这种来自后天的伦理心境同样是先在的,具有先在性,因为在处理伦理道德的

时候,它已经存在了.这种已经存在,就是它的先在性.正是这种先在性,保证了由后天而来的伦

理心境可以成为道德的根据.因此,要破解性善论之谜,说明人为什么有道德根据,眼光不宜集中

于生长倾向,而应聚焦于伦理心境.准确把握和认清伦理心境的来源,特别是其“后天而先在”的
性质,才是破解性善论之谜整个工作的关键.反之,如果将重点放在“先天而先在”的生长倾向上,
着力证明由经验而成的“形式美”或“善端”如何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遗传给后人,且不说能否有力

地证明这一点,即使可以证明,生长倾向在道德根据中也不占重要比重.这是必须再三加以强

调的.
其二,不能以生物遗传的方式证明生长倾向.李泽厚以生产生活实践说明“形式美”和“善端”的

来源,这种做法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当今条件下,再按照传统的方法,无论将之归为先验还是上天

赋予,都已经没有太强的说服力了.我解说性善论除着重讲伦理心境之外,一定还要讲一个生长倾

向,也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但我关于生长倾向的讲法与其不同.李泽厚强调,无论是“形式美”还
是“善端”,都来源于人类长期创造和使用工具的生产活动,康德的先验只有按照这种方式才能得到

合理的理解,这也是他自称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理由.在我看来,李泽厚的这种做法隐

含着一个根本性问题:既然形式美或道德的先验根据来自人类长期的生产活动,那么每个具体的人

身上所具有的这些内容,就只能从生物遗传的角度来加以说明了.这就可以解释李泽厚为什么会对

«科学的美国人»的那篇报告(见上文)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兴奋异常了.我的性善论诠释尽管也讲生

长倾向,但我坚持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证明,必须是哲学式的,不能借助包括生物遗传在内的任何自

然科学.这是哲学研究中经常会有的一种混淆.过去我也犯过这个错误.«孟子性善论研究»第一

版原有一个小节,标题为“良心本心的生物根源”②.这个标题本身即已说明,这是以生物遗传来说明

性善的原因.后来我意识到了这个缺陷,在修订版中对这一节作了彻底改写,着重从哲学的角度加

以分析,以证明人作为一种有生命之物来到世间,一定带有一种生长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既可以使

其成为自己,又有利于其类的有效发展.与此同时,我特别强调,“必须将讨论严格限定在哲学范围

之内,必须就此打住,老老实实承认这就是整个性善论研究的起点,再不能往前走一步,哪怕是一小

步了”③.常见一些学者对我这种做法不理解,批评这种证明不够有力,过于单薄,但我认为,这个原

则必须坚持,一旦这个地方松动了,其研究就不再是哲学,而是自然科学了.自然科学当然可以对这

个问题进行自己的研究,但我们的专业是哲学.哲学的任务是为其他科学确立可靠的起点,一旦过

于谦虚地将这个责任委托给其他学科,它的死期也就随之到来了④.我注意到,尽管李泽厚也曾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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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他的立场是哲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但如果按照他以人类的生产活动来解说“形式美”和“善端”
的话,那么他就很难摆脱自然科学的阴影,从而不断受到非议.

三、“情本体”还是“仁本体”
在建构“积淀说”的过程中,李泽厚十分重视情感问题.«孔子再评价»讨论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看

法的时候,这种倾向已经很明显了.李泽厚认为,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向外在的崇拜或神秘

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之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
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并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学

信仰大厦.“这一点与其他几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准

宗教的角色,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较为罕见的.不是去建立某种外在的玄想信仰体系,而是去建立

这样一种现实的伦理 心理模式,正是仁学思想和儒学文化的关键所在.”①这就是说,孔子把三年之

丧的传统礼制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从而决定了儒学虽然

不是宗教,却起到了宗教的作用.
在«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明确提出了建立新感性的主张.“从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

来看美感,这是一个‘建立新感性’的问题,所谓‘建立新感性’也就是建立起人类心理本体,又特别是

其中的情感本体.”李泽厚一直坚持认为,要特别注意研究理性的东西是怎样表现在感性之中的.他

提出积淀这个概念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可以累积沉淀成个体的、感性的、
直观的.这同样是一个“自然的人化”的过程.“它是对人类生存所意识到的感性肯定,所以我称之

它为(原文如此———引者注)‘新感性’,这就是我解释美感的基本途径.一句话,所谓‘新感性’,乃
‘自然的人化’之成果是也.”②在李泽厚看来,孔子思想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因为孔子特别重视

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交融统一.“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

基础、实体和本源.它即是我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情理结构’.”③在另一处,他更明确强

调,“这是我数十年没有变动的人性论的观点圆心”④.
李泽厚进而用这一思想说明儒学四期发展的问题.他不同意学界普遍认可的儒学有三期发展

的观点,认为儒学发展当划分为四期,即先秦时期、两汉时期、宋明时期、近现代时期.其中,最值得

关注的当然是第四期,而第四期的一个核心特点,便是情感问题,他称之为情欲论:“对我来说,第四

期的儒学主题便是‘情欲论’,它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全面展开,仔细探究现代人生各种不同层

次和种类的情感和欲望及其复杂的结构关系,它以情为‘本体’,其基本范畴将是自然人化、人自然

化、积淀、情感、文化心理结构、两种道德、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等等.个人将第一次成为多元发

展、充分实现自己的自由人.”⑤«美学四讲»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文字:“于是,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

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everydaylife)中来吧! 不要再受任何形上

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来迎接、组合和打破这积淀吧.”“个体先天的潜力、才能、气质将充分表现,它
迎接积淀、组建积淀却又打破积淀.于是积淀常新,艺术常新,经验常新,审美常新;于是,情感本体

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⑥如此饱含浓意,充满激情的文字在李泽厚著作中并不多见,足见其对

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用心,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出他写下这段文字时那种神采飞扬,自信满满的样子.
对于李泽厚的“情本体”,学界已有不少评论.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专辟一章加以讨论,意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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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三卷(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５页.
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９３、５０１页.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前言”第１６页.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８页.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４ １５５页.
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８０页.



分集中,较有代表性.在陈来看来,李泽厚关注生命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仅讲生活生命,没
有指明方向,这是儒家所不能满意的.如同历史上佛教讲作用是性,没有设定伦理方向,遭到理学的

否定和批评.事实上,熊十力也指出过,只讲生命活动,还不是儒学.我们认为,生生虽然不必是道

德自觉一类的精神、意识,但生生必须和仁体连接在一起,才能成为儒家的本体大用.”这是批评李泽

厚不讲仁体,失去了儒学的大本大用.根据儒家的一贯传统,讲生活、生命完全正当,但这种讲法必

须以仁体为基础,否则很难保证正确的方向,很可能滑向堕落.陈来进而指出:“在我们的立场来看,
仁是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实在,而爱的情感只是仁体的显现之用,而李泽厚对仁的理解始终限制在

‘经验性的仁爱’,因此就不能肯定仁体的观念.又由于他的立场是某种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反对

以道德为本体,最多他也不过是想把情感性内容注入康德的理性伦理本体而成为实用理性(亦即情

理交融的感性),所以他必然不能走向仁本体.”①这是批评李泽厚对情感的理解不透.儒家也讲情

感,如喜、怒、哀、惧、爱、恶、欲,但这些情感只是仁体的具体显用.李泽厚脱离仁而谈情感,将对仁的

理解限制在“经验性的仁爱”的层面,远未达到仁体的高度②.
我了解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初衷.李泽厚看到儒学历史上强调心体、性体固然有其意义,但

也造成了压抑人性的问题.与法律是外在强制不同,道德是内在的强制,是理性对个体欲求的压制,
使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符合规范.中国古代的“习礼”,孔夫子讲的“立于礼”,俗话说的“学做”,以至

于今天儿童教育中的种种区分对错好坏,都有类似的性质.“道德在心理上是人类所特有的理性凝

聚的成果,这种‘理性凝聚’对个体感性存在所起主宰、支配力量之强大,使康德称之为绝对律令(catＧ
egoricalimperative),中国宋明理学则冠之曰‘天理’(朱熹)、‘良知’(阳明).”③无论是康德的绝对律

令,还是儒家的“天理”“良知”,都造成了对人性的压抑,使人趋于异化.要避免这种情况再度发生,
必须提出有效的预防办法.回到新感性,建立“情本体”,就是李泽厚设定的方案.回顾历史,这其实

是近代以来儒学研究关注的中心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本体”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我完全不同意他回到新感性的主张,甚至根本反对“情本体”这一说法.情是儒家哲学的

重要内容,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宋代之后尤其如此.情有两种,一是物欲之情,二是道德之情.物欲

之情表现为人对物欲的需要.比如,饿了想吃,渴了想喝,累了想歇,到了一定年龄对异性有所需求,
这些都是物欲方面的情感.道德之情则表现为对道德本身的需要,或满足了这种需要后内心的感

受.李泽厚的“情本体”旨在建构一种“先验心理学”,从情理融合的角度对道德根据进行新的说明,
所以他说的情主要是道德之情,而非物欲之情.但因为情有双重含义,“情本体”这个概念本身并不

特别清晰,容易造成混淆.人们完全有理由询问:这里讲的是物欲之情呢,还是道德之情? 如果是物

欲之情,它是如何成为道德根据的? 如果是道德之情,它与理性又是什么关系?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最为重要的是“情本体”目的是不讲本体,打掉本体.且看李泽厚是如何表

白的:“这个‘情本体’即无本体,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这个形而上学即没有形而上学,它的

‘形而上’即在‘形而下’之中.‘情本体’之所以仍名之为‘本体’,不过是指它即人生的真谛、存在的

真实、最后的意义,如此而已.”④这就是说,“情本体”的实质是无本体.之所以还用“本体”一词,不过是

取其本源、根源、最后的实在的意思,与康德的用法有异.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李泽厚有很大的不同.我

以结晶说诠释良心善性,不是否定本体,而是对本体作出合理的说明,把它讲清楚,坚持好.在我看来,
自孔子创立仁的学说,孟子创立性善论以来,儒家道德学说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建构了道德的根据,这
就是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因为孟子论良心来自于孔子论仁,良心和仁只是说法不同,没有本质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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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４０１、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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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统称为仁体或仁本体①.在儒家学理系统中,本体为本根、本源之意,与用相连,有体必有用,其用

必有体,不同于西方哲学的ontology.儒学讲道德一定要讲本体,这是儒家道德哲学的重要特点.不重

视这个特点,去除了本体,没有了根据,道德岂不成了水上之萍,无根之木,怎么能讲好呢?
李泽厚之所以提倡“情本体”,不讲本体乃至打掉本体,与其头脑深处感性、理性两分的思想方法密不

可分.在研究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李泽厚正确地看到了仁含有情感,与康德道德哲学有很大差异.在康德

那里,理性不能包含情感,否则无法保证其普遍性.为了凸显仁的情感性,李泽厚想到的办法就是将仁归

为感性,当然是一种新的感性.因为这种新的感性既包含着理性,又包含着情感,有情理交融的特性,故称

为“情本论”.与李泽厚的思路不同,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始,儒学就没有沿着感

性、理性两分的路线走,实际遵循的是一种欲性、仁性、智性的三分模式.以此为基础,我提出了一种新的

研究方法,即三分法.按照这种新方法,欲性和智性虽然也有自身的特点,但与西方道德哲学的感性和理

性基本相似.儒家道德哲学可贵之处在于多了仁性这个部分.仁性简单说就是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
西方道德哲学也有类似的内容,但他们对此一般并不重视,更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儒学就不同

了,仁性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部分,与智性一样,都是道德的根据,同样不可欠缺.
在三分法视域下,我们可以给情一个合理的定位.在欲性、仁性、智性三个要素中,智性要保证

公正性不能包含情感,欲性和仁性则都有情感的因素.与欲性相关的是物欲之情,与仁性相关的是

道德之情.欲性和仁性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各自包含的情也有不同的性质,不应混淆.李泽厚没有

三分法,尽管正确看到了情的重要性,但没有办法给其一个准确的定位,直至最后标出一个“情本体”
来,使读者不得不在物欲之情还是道德之情之间游荡.更有关键的是,在三分法视域下,仁性即是本

体,即所谓仁体.按照前面的解释,通过伦理心境对性善论的诠释,仁也好,良心也罢,均来自社会生

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这种情况与李泽厚讲的“理性凝聚”有一定的相似性.仁体其实是社

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凝聚”出来的.但我并不把这个“凝聚”的结果归结为情,而是归结为仁,归结为

仁体.仁体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根据,是区别于西方道德学说的根本法器,是一大宝贝,必须强力保

留,丝毫不可动摇,须臾不可消除.
当然,李泽厚说的不错,如果固守传统的思路,仁体(不管为它起什么样的名称,心体、良知、天

理,皆一样)也会出问题,阳明后学的重重流弊即是明证.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对待.现在常见一些学

者讲到良心,讲到良知,讲到心学就兴奋无比,尊为圣人之学,学脉正宗,完全不计较阳明后学的那些

深刻教训.就这一点而言,李泽厚较这些学者要高出许多,但解决这一问题不一定必须走放弃本体

的路子,完全可以想别的法子.依据我现在的理解,以三分法为基础,在仁性与智性的辩证关系上动

脑筋,做文章,是一个相当有前途的方向.如果能够充分动用智性的力量,启动智性反思的功能,运
用智性对仁性进行再认识,完全有能力克服和杜绝仁体可能产生的诸多弊端.我对牟宗三三系论形

著标准的批评,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视为这一设想的预演②.李泽厚没有能够从这个角度考虑问

题,希望建立“情本体”,以取消传统的本体,这不仅不能保持儒家道德的良好传统,而且依据我的判

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路子.老实说,当我看到“情本体即无本体”,“‘情本体’恰恰是无本体”这类说

法的时候,心中有一种莫名的遗憾,感叹这位对我有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

[责任编辑　李　梅]

７３１“积淀说”与“结晶说”之同异———李泽厚对我的影响及我与李泽厚的分别

①

②

仁体的说法古已有之,历来为人们重视.牟宗三尤其如此,他十分看重仁体的意义,指出:“就本心仁体说,察是先识仁之

体,是察识此本心,是逆觉此仁体,察识同于逆觉;养亦是存养此本心仁体.是则察养唯施于本心仁体也.不是单察养那未流之情、
未动之气之自身也.工夫施于体,而收其果实于情流之中节,气动之不悖,是即为察而养之于未流未动矣.若不以体为标准,单察养

情与气之自身,难有果实也.”(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６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４６１页)
牟宗三划分三系有两个标准,一是形著论,二是活动论.这里涉及的只是前一个标准,而不涉及活动问题.参见杨泽波:

«贡献与终结»第二卷«三系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０ 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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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人生:从海德格尔到佛教

李 章 印

摘　要:海德格尔对人生的理解既不是陷入具体生存之中,也不是完全外在于生存,而是属于一种既

跳入人生又跳出人生的生存论现象学.它大致有以下环节:１．描述人生本身的开展、抛出和占有;２．分析

人生本身的非本真理解和本真理解;３．区分人生的非本真意义和本真意义;４．展示本真生存的可能性;５．
表明本真人生的本真缘发性和顺随性.海德格尔对本真缘发和顺随的现象学分析可以开启一种对佛教

缘起学说及其随缘主张的新阐释,而他对非本真生存和本真生存的分析则可以给出一种对佛教因果轮回

学说的生存论解读.

关键词:海德格尔;佛教;人生;非本真生存;本真生存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５．１０

理解人生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中心话题.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海德格尔的基本问题是存在问题,但
在海氏那里存在与人是相互归属的,对存在的追问同时也是对人生的追问.对人生的追问或理解有

多种不同的方式,而海氏的生存论现象学方式在西方哲学中是最为独特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

因为海德格尔开始于但并不局限于对人生本身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海氏对人生的理解截然不

同于西方的任何其他方式,它能够与东方的古老思想相互沟通和激发,也因而能够与佛教的思想相

互勾连和阐释.

一、理解人生的四种方式

人生即人的生存(humanexistence),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Dasein)① .每个人都理解着

人生或此在,但理解的方式却可能是极不相同的.我们可能陷入到具体生存事务之中来理解人生,
也可能跳出具体生存事务而从外部来认识人生;我们可以通过跳出和跳入的方式而从生存论层面来

理解人生,也可以通过模糊的、不自觉的跳出和跳入而前生存论地(pre existentially)理解人生.
陷入具体生存事务之中来理解人生,这属于“具体生存层次的理解”(existenziellVerstehen,exＧ

istentiellunderstanding).日常偶发的、文学的甚至很多人文主义哲学家(比如祁克果等)的人生思

考,特别是当人们陷入某种苦恼或痛苦时对人生的思考,大多属于这种层次的理解.这种在具体生

存层次上的理解可能非常生动,也可能非常丰富,但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盲目性和片面性,无法从整

　

作者简介:李章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现象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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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学雪庐基金的支持.

①　英语文献对海德格尔Dasein一词的处理方式之一就是把它翻译为humanexistence,另一种处理方式则是不翻译,亦即保持

Dasein的德语形式不变.在英文中不翻译是更好的,因为 Dasein既指人这样的存在者,又指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即人的生存.但

翻译为humanexistence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之生存或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这种含义是更为本质性的.这里就是在人之生存或人

这种存在者之存在的意义上来使用 Dasein一词的.



体上把握人生本身.这种“具体生存层次的理解”也被海德格尔叫作“具体存在层次的理解(ontisch
Verstehen,onticalunderstanding).

理解人生的第二种方式是“客观化认识”(objektivierendenErkenntnis,objectifyingcognition),
亦即,跳出具体生存事务而从生存之外来客观地认识人生.这种跳出具体生存来认识人生的方式始

自柏拉图,并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越来越得到纯化,最终以自然科学为标准而形成了科学的认识

方式.心理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理学等学科主要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认识人生的.由于

西方近现代主流哲学和自然科学已成功塑造并普及了一种主客二分的客观化思考方式,所以,不仅

研究人和人生的诸学科采纳了客观化的认识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往往把人和人生作为

外在对象来加以客观地把握.这种认识方式在本质上仍然停留于具体存在层面,却又突出地表现出

客观化的特征.客观化特征同时也决定了它是把人和人生作为外在对象来加以把握的,它所把握的

因而就不再是人和人生本身,而是作为对象的、被置入某种特定框架并因而被改变了的人和人生.
理解人生的第三种方式是“生存论层次的理解”(existenzialVerstehen,existentialunderstandＧ

ing)或者说“生存论 存在论层次的理解“(existenzial ontologischVerstehen,existential ontologiＧ
calunderstanding).这种方式不是陷入人生具体事务,也不是从人生之外来把握人生,而是进入人

生又不陷入具体生存事务,是既跳出人生又跳入人生.这种既跳出人生又跳入人生的生存论理解就

是生存论现象学的方式.胡塞尔现象学是跳出个人的经验意识而跳入纯粹意识之中来把握意识现

象,但意识现象还不是整个人生.海德格尔现象学则跳出具体生存事务而又跳入生存本身的实行之

中来把握生存,这种生存论现象学因而就是对整个人生的把握.考虑到原在(Seyn,Be ing)和本真

缘发(Ereignis)等也都是与人生亦即此在密不可分的,可以说,“生存论现象学”这种称呼也可以同时

涵盖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
那么,这种生存论现象学如何既跳出人生又跳入人生呢? 海德格尔说,现象学就是“让那显示自

身者以从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方式而从其自身被看见”①.当“显示自身者”作为此在或人生而自行

地“从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时候,它的自行显示是模糊的和不自觉的,也会陷入具体事务并因而会

有所遮蔽,甚至由自行显示所导致的进一步显现(Erscheinen,appearing)还会把原初的显示(zeigen,

showing)给遮蔽起来,但是,当现象学“让那显示自身者以从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方式而从其自身被

看见”的时候,这种“让被看见”就跳出了具体生存.当然,“让被看见”既然跳出了具体生

存,也就有可能经由这种“跳出”而跳到了生存的外面.如果是这样,那就有可能变成我们前面所讲

的第二种方式,亦即客观化的认识方式,但现象学的“让被看见”并不是跳到人生的外面,因为现

象学“让”“那显示自身者”“以从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方式”“而”“从其自身”“被看见”,亦即“让”人生

或此在“以从其自身显示其自身的方式”“而”“从其自身”“被看见”.这就使得现象学的“跳出”并没

有跳到人生的外面,而是“跳入”人生本身之中.亦即,既跳出了人生,同时又跳入到人生之中,从而

实现对人生或此在的“生存论层次的理解”.
由此,生存论现象学的“跳出”就是“跳入”,其跳出人生同时就是跳入人生.这里的“‘跳出’就是

‘跳入’”,并非一种形式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所谓“跳出”,是从陷入具体生存事务的角度来说

的;所谓“跳入”,则是从“客观化认识”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有一种“角度”的转换,说的是从这个角度

所看到的这个事情实则相当于从另一个角度所看到的另一个事情.生存论现象学之从具体生存事

务的“跳出”,如果从“客观化认识”的角度看,其实并没有跳出生存,而是仍然保持在生存之中,并且

实施着对生存结构的整体性通观.生存论现象学之从生存之外的“客观化认识”那里“跳入”人生,如
果从具体生存层次来看的话,这种“跳入”其实也没有“跳入”具体生存事务之中,而是仍然保持着对

９３１理解人生———从海德格尔到佛教

① MartinHeidegger,BeingandTime,translatedbyJ．MacquarrieandE．Robinson(Oxford:BasilBlackwellPublisherLtd．
１９８５),５８．



具体生存事务的某种超脱.生存论现象学的“跳出”是为了与“具体生存层次的理解”区别开来,生存

论现象学的“跳入”则是为了与“客观化认识”区别开来.
理解人生的第四种方式可以叫作“前生存论层次的理解(vorexistenzialVerstehen,pre exisＧ

tentialunderstanding)”.这种理解其实也就是人生的自行显示,也就是说,这是作为“显示自身者”
的人生“从其自身”而“显示其自身”.之所以叫作“前生存论层次的理解”,还因为这种理解方式从某

种意义上说也具有某种程度的“跳出 跳入”之特点,只不过其“跳出 跳入”是模糊的和不自觉的.
据此,这种前生存论的理解同时也是前现象学的理解.另外,这种前生存论的理解作为人生的自行

显示,也会陷入具体生存事务并有所遮蔽,但这种陷入具体事务不同于第一种方式的陷入具体事务,
因为第一种方式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在具体生存层次上理解人生,而这里的第四种方式则是无意识

地、不自觉地通过具体生存事务来自行显示自身.由于第四种理解方式不是专门地去理解人生,而
是日常生存本身对本身的理解,所以,这也就是作为生存本身的理解,或者说等同于人生本身的理

解.这种人生本身的理解由于其无意识性和不自觉性在通常情况下都是难以觉察的,但海德格尔对

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把这种理解给展示出来.下面我们就基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来梳理这种理解.

二、人生本身的理解

人生本身就理解着.即使不专门去理解,我们的生存本身也理解着———理解着自身的生存,理
解着他人,理解着周围的事物和世界.这种理解是人生之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一旦没有了这种理

解,也就没有了人生.人生本身之所以就是理解,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此在(Dasein).
“此在”(Dasein)即“此”(Da,there)“在”(Sein,Being),亦即“空 间”之“开展”(Erschlossen,

disclosure)”.“此”意味着空 间,“在”(存在)意味着开展,但“此”和“在”在“此在”中又是相互归属

的.一旦“此”和“在”在“此在”中结合在一起,“此在”之“此”就既意味着空 间,同时也意味着开展.
由此,“此在”之“此”就是开展和空 间相统一的展开(Erschlossenheit,disclosedness).海德格尔

说:“在‘此’这个表述中,我们想到的就是这种本质性的展开.”①由此,“此在”就是开展这种展开(to
disclosethedisclosedness),就是“是其展开”或“成为其展开”(tobeitsdisclosedness)②.这也意味

着此在的存在就是“是其‘此’”或“成为其‘此’”(tobeits‘there’)③.“是其‘此’”或“成为其‘此’”的
名词化就是“是 此”或“成为此”或“在此”(Da sein,Being there),而“是 此”或“成为此”或“在此”
(Da sein,Being there)就是作为此在之存在的“理解”(Verstehen,understanding)④.由此,人生

本身的理解就是“是 此”或“成为此”或“在此”,就是开展这种展开,或者说,就是开展和展开.
这种开展和展开意义上的理解是由“抛出”(Entwurf,projection)⑤构成的.理解的这种抛出性

质就使得被抛的人生具有主动性和可能性.人生在世,此在被抛在一个世界之中,但此在自身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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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MartinHeidegger,BeingandTime,１７１．
MartinHeidegger,BeingandTime,１７１．
MartinHeidegger,BeingandTime,１７１．
MartinHeidegger,BeingandTime,１８２．«存在与时间»第３１节的题目就是“作为理解的‘成为此’”(DasDaＧseinals

Verstehen,Being thereasUnderstanding).
海德格尔的Entwurf是一种先于理性的生存的原初发生,陈嘉映在中文版«存在与时间»中把它译为“筹划”.“筹划”一词

虽与日常德语的Entwurf相对应,但“筹划”也像日常德语中的Entwurf一样,常被理解为理性的计划,如此其意思就完全被弄反了.
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曾试图把Entwurf译为“突开”或“抛开”,但“突开”被认为是人为制造的一个词语,而“抛开”则易被误解为“撇
开”意义上的“抛开”.孙周兴颠倒“抛开”而把 Entwurf翻译为“开抛”,但“开抛”本来也不是一个中文词语,而且意思也不是很顺.
另外,张汝伦把Entwurf翻译为“投开”,如果单纯从海德格尔式的词源学和构词法来看,这种翻译是很妙的,但是,“投开”首先也是

人为制造的一个词语,其次,更重要的是,“投开”之“投”主要是单手投出的动作,而海德格尔的entwerfen(Entwurf的动词形式)更类

似于双手甚至全身的动作.基于以上原因,我最终决定把Entwurf翻译为“抛出”.这种译法的好处,一是可以以海德格尔的词源学

方式与Entwurf的动词词根 werfen(抛,扔,投)及其前缀ent (分开,开始)很好地关联起来;二是能很好地表达出海德格尔所赋予

它的特定含义;三是能与海德格尔另一个相应术语 Geworfenheit的中译“被抛”或“被抛状态”很好地对应起来.



也抛出其世界.此在的存在就是抛出一个世界并占有这个世界,人生就是抛出一个世界并占有这个

世界.此在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在抛出和占有意义上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在世界之中的

“可能存在”(Möglichsein,Being possible)①,就是“在世界之中能在”(Sein können in der
Welt,potentiality for Being in the world)②.此在“因”(um willen,for the sake of)其“能
在”(Seinkönnen,potentiality for Being)而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的理解作为此在的存在,就是

“这种能在之存在”③.
作为抛出和开展的能在之存在,此在的理解所要抛出和开展的是此在自身的本己存在(eigenst

Sein,ownmostBeing).但是,此在的本己存在并不是一个人的独自存在.此在的本己存在同时地

既是与他人的共在,又是依寓于随己之物(Zuhandene,theready to hand)的存在.此在的“在世

界之中存在”因而就是与他人共同地“依物而寓世”.所以,此在在抛出和开展本己存在的时候,亦即

当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时候,同时也抛出和开展着他人的共在和随己之物的存在.他人和随己之物

的存在体现于此在所抛出和开展出来的一系列因缘(Worumwillen Wobei,for the sake of
whichandin which)之中,而此在的本己存在也正是由这些因缘所构成的.所以,当此在通过理解

而抛出和开展本己存在的时候,同时也就通过理解而抛出和开展这些因缘.这同时也意味着,此在

也通过理解而抛出和开展世界的意蕴(Bedeutsamkeit,significance),因为世界的意蕴就是由这些因

缘所构成的④.
不过,当此在通过理解而抛出和开展这些因缘和意蕴的时候,它还只是抛出和开展出生存的可

能性,还没有实现和占有这种可能性.要实现和占有这种可能性,理解就必需发展为“解释”(AusleＧ
gung,interpretation),而解释是通过“作为”(Als,as)而实现和占有理解的,“‘作为’补足了被理解

的东西的明确结构”⑤.比如,当此在的居住通过理解而指涉出“防风避雨”,“防风避雨”又指涉出“加
固门窗”,“加固门窗”又指涉出“锤打”,“锤打”再指涉出“锤子”的时候,此在就通过抛出和开展而理

解了诸如此类的因缘,并在这种理解中释放出“锤子”这个随己之物,但只要“锤子”没有“作为”“锤
子”,只要“锤子”没有被使用,此在就没有实现和占有这些因缘.一旦此在使用了“锤子”,一旦“锤
子”“作为”“锤子”,此在也就实现和占有了这些因缘,也就实现和占有了这样一种可能存在.这种使

用和“作为”就是把一个随己之物明确为“用来干什么”,就是“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就是实现

和占有某种被理解到的可能存在,就是解释⑥.

三、人生本身的理解与人生的意义

人生本身的理解必然要发展为“解释”,而解释作为对某种可能存在的实现和占有,就是“勾出”
(Artikulation,Articulation)⑦.当解释把一个随己之物“作为”某种东西的时候,它是从理解所抛出

的种种因缘中把这个随己之物所特有的因缘给勾出来.从不醒目的因缘整体中所明确勾出的特定

因缘就是“意义”⑧.“意义”(Sinn,meaning)不是“意蕴”(Bedeutsamkeit,significance),而是从“意
蕴”中明确勾出的东西,是“意蕴”的一部分.

由于“意义”是此在(亦即人生)在实现和占有理解的解释中所勾出的,因而就是此在所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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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生所拥有的.就此而言,“只有此在才‘拥有’意义”,“也只有此在才能是有意义的或无意义

的”①.所谓此在(人生)是有意义的,是指此在(人生)勾出并占有了某些因缘.所谓此在(人生)是无

意义的,是指此在(人生)没有勾出和占有某些因缘,但无意义并不意味着此在(人生)没有任何理解,
无意义的此在(人生)仍然理解着,只是不醒目地抛出种种因缘,只是没有明确地勾出和占有某些因

缘,只是由于没有明确地勾出和占有一些因缘而把这些因缘给遮蔽起来了.
人生的意义需要从抛出的意蕴中勾出来,但一旦勾出某种意义,一旦实现和占有了某种可能存

在,此在(人生)又会遮蔽其余的因缘,又会遮蔽其它的可能存在,所以,作为对意蕴的勾出,意义同时

也是对意蕴的限制和遮蔽.作为对理解的发展,解释同时也是对理解的限制和遮蔽.意蕴之所以会

被意义所限制和遮蔽,理解之所以会被解释所限制和遮蔽,除了意蕴和理解的模糊性和不醒目性之

外,还因为意蕴和理解通常都是非本真的.
此在(人生)首先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常人的支配下依据随己之物及其因缘而理解生存的.

由于这种理解首先来自于世内存在者而不是本己的自身,所以,此在的理解通常都是非本真的.在

日常 状 态 下,此 在 (人 生)不 是 让 其 实 际 生 存 “因 于 照 料 着 的 能 在 (umwillendessorgenden
Seinkönnens,forthesakeofthatpotentiality for Beingwhichcares)”②,而是忘记其本己被抛的

能在,沉沦于所照管(Bersorgen,concern)的世内存在者,依据它实际照管的、可以照管的或必需照

管的东西来理解自身,依据“可能的成功或失败”来理解自身③,“依据促成或消除所照管的东西”来
“期备”(gewärtig,await)自己的能在④,从而使得“此在从所照管的东西那里来到自身”⑤.

在这样的非本真理解中,此在(人生)所抛出的意蕴和因缘也是非本真的.由于在非本真理解

中,此在总已离开自己的本己能在而沉沦于世内事物,所以,当这种非本真因缘中的某些特定因缘在

特定解释中被勾出的时候,亦即当它们在特定情况下被实现和占有的时候,此在也就只能更加陷入

它所占有的因缘.当此在更加陷入它所占有的因缘的时候,它就很难再勾出它在理解中所抛出的其

他因缘,并因此而遮蔽其他因缘.当其他因缘被遮蔽的时候,如果此在所实现和占有的特定因缘又

由于某种原因而突然失去,那么,此在就会进入无意义状态.进一步地说,由于因缘总要聚集并体现

于某个随己之物,所以,当此在陷入它所占有的特定因缘的时候,它也必定同时陷入那聚集并体现这

种特定因缘的随己之物.当此在陷入这种特定随己之物的时候,它也就无法再拥有新的随己之物,
并因而完全执著于既有的随己之物.一旦失去既有的随己之物,它就会顿时陷入一种无意义状态.

至此,此在(人生)就完全迷失于特定因缘和特定事物之中,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当初背离了自己

的本己能在,都是由于当初理解的非本真性.那么,本真的理解就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吗? 当实现和

占有本真理解的解释勾出在本真理解中所抛出的因缘的时候,这种勾出就不会遮蔽其余的因缘吗?
就不会限制其它的勾出吗? 就不会挤压其它的实现和占有吗? 从本真理解中所勾出的意义就不会

限制和遮蔽本真理解所抛出的意蕴吗? 作为本真理解之发展的解释就不会限制和遮蔽本真理解吗?
本真理解来自于此在自身的本己能在,它通过先行的“本愿”(Entschlossenheit,resoluteness)而

在“当前化”(Gegenwärtigung,makingpresent)之前就已经本真地抛出种种因缘,并因而能避免非

本真的当前(Gegenwart,Present).实施本真理解的先行本愿是使此在先行地让自身作为本己能在

而来到自身的一种愿望或决心,它因而能够接管并重演总已存在的自身,同时也能够在“即时”(Au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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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blick,momentofvision)①之中欢喜地游走于任何随己之物,而不是沉沦和迷失于特定的随己之

物②.所以,在本真理解中所抛出的因缘也都是本真的,它们都是以本己能在为基础的,因而也都是

空灵的.虽然这些因缘也是不醒目的,虽然它们也不会被一个特定解释活动所穷尽,但是,实现、占
有和勾出这些因缘的解释活动可以随机应变.作为本真理解之发展的本真解释在随机应变的灵动

中实现和庇护着本真的理解,在勾出和占有某些特定因缘的同时也让其余的因缘得以葆真.一种勾

出不会限制其它的勾出,一种占有不会挤压其他的占有,一种实现不会妨碍其他的实现.从本真理

解中所本真勾出的本真意义不会压制其他的本真意义,而所有被本真勾出的本真意义也都不会限制

原初的本真意蕴.进一步地说,在本真理解中所抛出的任何本真因缘都可以体现和聚集于任何随己

之物,由本真理解所发展出来的本真解释可以在任何随己之物那里实现和占有任何的本真因缘.在

这种情况下,此在(人生)的意义就可以随时随地地从意蕴中勾出,随时随地地在任何事物那里涌现

出来.
由此,由本真理解所牵动的人生也就随时随地地拥有着本真的意义.换句话说,在本真的生存

中,恩典时时降临,法喜处处充满.“一沙一世界,一花一菩提”,“时时有佛,处处有佛”的境界也就可

以进而从这种本真理解中开显出来.

四、人生的非本真意义与本真意义

人生不仅可以是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而且即使是有意义的,其意义也可以是非本真的或本真

的.由于人生的意义是从人生本身的理解中勾出的,由于人生本身的理解有非本真和本真之分,所
以,人生的意义也有非本真和本真之别.从非本真理解中勾出的意义是非本真的,从本真理解中勾

出的意义是本真的.非本真的意义会限制它所从出的非本真理解,而且也会丧失自身,从而使人生

处于无意义状态.本真的意义则不会限制它所从出的本真理解,而且也不会丧失自身,不会使人生

处于无意义状态.
由于人生的意义就是从理解中所勾出的特定因缘,由于非本真理解基于世内存在者和常人意

见,而本真理解则基于此在的本己能在,所以,勾出非本真意义的非本真解释活动最终也是基于世内

存在者和常人意见,而勾出本真意义的本真解释活动最终也是基于此在的本己能在.这也就是说,
人生的非本真意义是基于世内存在者和常人意见的,而人生的本真意义则基于此在的本己能在.由

于人生的实际理解总是要把世内存在者和他人牵扯进来,而只要把世内存在者和他人牵扯进来,人
生就有可能陷入世内存在者和常人意见,所以,人生所实际拥有的通常总是非本真的意义,并且也总

会陷入特定的非本真意义,拘泥于并执著于特定的非本真意义.
一个在大学求学的学生需要住校,需要床位,于是床就被释放出来,被释放给一个因缘整体.在

这个因缘整体中,他的能在作为“因”(Worumwillen,for the sake of which)导致他的求学,他的

求学作为“缘”(Wobei,in which)导致他的住宿,他的住宿又作为“缘”而导致他的床.另外,他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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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Heidegger,BeingandTime,３８７ ３８８．



又指涉出床的位置、邻床的同学、床的材料、床的品牌、床的制作者等等.他由此就抛出了由其能在、
求学、住宿、床、床位、同学、材料、品牌、制造者等等所体现的一系列因缘.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或
者说,当他把床“作为”床的时候,他就勾出和占有了其中的因缘,并因而拥有了一种意义.

他通过床而拥有的意义是从他的理解中勾出的,但他的理解可能并不是基于其本己的能在,而
是基于常人的意见,这种常人的意见又使他的理解进一步基于文凭、学生会、教室、宿舍、床等世内存

在者.就床而言,如果他的理解没有从他自己的本己能在出发,他就会沉沦于床的特定因缘之中.
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或者说,当他把床“作为”床的时候,他也会陷入由此而勾出和占有的特定因

缘.他在这种情况下所拥有的意义也是由这些特定因缘所构成的.由此,他就会执著于特定的住宿

条件,执著于床的特定位置、特定结构、特定品牌等.如果他的床远离门口、靠近窗户、光照充足,他
就会很享受由这种位置所体现的因缘.如果他的床正对门口,得不到阳光,他就会很厌恶由这种床

位所体现的因缘.如果床的位置、结构、品牌等都让他很享受,那么床的特定因缘整体对于他来说就

是一个“天堂”,反之,则是一个“地狱”,但是,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他对这种特定意义的执著都

会限制床的因缘,遮蔽其它的相关因缘,比如求学.另外,他所执著的这种非本真意义也易于丢失,
比如当调换床位的时候.当然,如果原来的床位对于他是一个“地狱”,那么,由调换床位而导致的意

义丢失可以很容易被另一种意义所替补,但如果原来的床位对于他是一个“天堂”,那么,由调换床位

而导致的意义丢失就很难被另一种意义所替补,他就会一时陷入无意义状态.
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当他把床“作为”床的时候,他也不是不可能拥有本真的意义.当他出于

本己能在而求学、住宿和使用床的时候,床的因缘整体就可能是本真的,床就有可能由本真的求学、
住宿和使用所释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床的特定位置、特定结构、特定品牌等都不重要.一旦真正

摆脱了常人的意见,任何位置、任何结构、任何品牌的床都可以“作为”床,都可以体现床的因缘整体,
都可以聚集床的因缘.由此,就可以通过任何“作为”床的东西而勾出和占有相应的因缘,从而拥有

相应的意义.由于从本真能在而来的因缘可以聚集在任何一个被“作为”床的东西之上,所以,与床

相关的人生意义也就可以从任何一个被“作为”床的东西那里生发出来.这样的意义既不会限制相

关因缘,也不会失去自身.由此,一旦拥有了本真的意义,人生就不会处于无意义状态.
本真的意义既不是让人享受的,也不是让人受罪的,而是属于人之能在的.实际上,只要意义属

于人之能在,它就既不会让人享受,也不会让人受罪,因为能够让人享受或受罪的只能是非本己的东

西,比如没有本真地纳入本己生存的高级别墅或破屋烂舍.另一方面,本真意义作为本己的东西,虽
然无法让人享受或受罪,但它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欢喜.所以,拥有了本真的意义,也就拥有了这种

欢喜,只不过对这种欢喜的“拥有”不同于对享受或受罪的“拥有”.对欢喜的“拥有”其本身就是对本

真意义的“拥有”,而对享受或受罪的“拥有”则要受制于对非本己东西的“拥有”.由于非本真的意义

脱离人的本己能在,所以对它的“拥有”可以是享受它,也可以是为之所苦.由此,脱离本己能在的非

本真意义也就具有了非本真的好坏善恶之分别,并且会被执著.本真的意义不脱离人的本己能在,
没有非本真的好坏善恶之分别,超越非本真的好坏善恶之外,也不会被执著.能够被执著的非本真

意义会导致人的非本真快乐或痛苦,而不会被执著的本真意义则不会导致人的非本真快乐或痛苦,
而只会伴随本真的快乐.拥有本真意义的人既不是生活于“天堂”,也不是生活于“地狱”,而是生活

于“缘起性空”和“性空缘起”的欢喜之中.

五、人生的本真意义与对人生的生存论理解

人生的本真意义来自于人生本身的本真理解,但人生的本真理解极其罕见,人在通常情况下总

是处于非本真理解之中.人生作为此在,虽然在本质上就是开展和展开,但其开展和展开总是非本

真的,总是背离自己的本己能在而沉沦于世内存在者.人之背离自身和沉沦于世在人生本身的前生

存论理解中有其根源.人生本身的理解总是前生存论的,由前生存论理解而来的解释也总是前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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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人对人生意义的拥有因而也总是前生存论的.另一方面,前生存论的解释活动和意义拥有又

会反过来限制和影响前生存论的理解,使人生失去可能性,陷入非本真之中.
既然人总是拥有非本真意义这种实情是由于人的前生存论的拥有方式,那追求本真意义的一条

可能途径就是超越前生存论而采用生存论的方式.前生存论的方式是不自觉的,而生存论的方式则

是自觉的.自觉的理解人生是追求本真意义的可能之路,但是,自觉的理解人生未必都是生存论的,
而且首先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生存论的.由于人生的非本真意义总是非本真地区分好坏善恶,
所以这种非本真意义不可能总是好的和善的,人总是会拥有坏的和恶的人生意义,总是会陷入“地
狱”之中,总是会有痛苦.这种痛苦促使人反思人生,有意识地理解人生.但是,当我们从前生存论

的理解进入到有意识的自觉理解时,我们首先不是从前生存论层次进入生存论层次,而是首先陷入

具体生存层次.虽然前生存论的人生理解模糊地、不醒目地抛出了人生的可能性,但正像前生存论

的解释活动限制了前生存论的理解,从而使人生失去许多可能性一样,当我们有意识地理解人生的

时候,我们也会丢掉人生的可能性而专注于人生的特定具体事务,从而仅仅在具体生存层次上有意

识地理解人生.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第一部分所指出的第一种方式.由于这种方式的片面性、盲目

性和固执性,虽然它是从人生的具体事务出发的,但它必定拘泥于某些特定的因缘,而无法开展各种

可能的因缘和意蕴.这种方式看似基于人生本身,但最终只能基于特定的世内事物,它所勾出的意

义也只能是非本真的.
至于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理解人生的第二种方式,亦即客观化认识,虽然它是跳出人生而从人

生之外来客观地认识人生,虽然它跳到了具体生存事务之外,但它与第一种认识方式一样,仍然局限

于具体存在层次,而且与第一种具体存在层次(具体生存层次)的理解相比,这第二种具体存在层次

的客观化认识完全脱离了人生,从而也脱离了人生的意义.它所认识的东西在本质上已经与人生意

义无关了.一个受过专门科学训练的大学生可以客观地把握其床铺在其求学过程中的意义,也可以

通过测量而精确把握其床铺周围的温度和湿度、其床铺与其他床铺之间的距离、其床铺与门窗之间

的距离、以及阳光射进宿舍的角度和强度等等,但是,这种客观的科学认识与其实际人生之间的关系

却是一种“两张皮”的关系,而且更不可能把握人生的各种可能性.由此,通过第二种理解人生的方

式,我们也无望把握人生的本真意义,甚至人生的非本真意义也没有进入这种理解方式的视野之中.
至此,从前生存论理解方式所演变出来的两种有意识的理解方式都不能把握人生的本真意义,

都无能改变人生意义的非本真性,甚至还会脱离人生意义本身.对于前生存论的理解来说,虽然它

通常都是非本真的,虽然从中所勾出和占有的意义通常也都是非本真的,但前生存论理解毕竟也包

含着一种本真理解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从前生存论理解方式所演变出来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不

仅不是一种进化,反而是一种退化,它们或者继续陷入非本真意义,或者在根本上与人生意义无关

了.由此,诉诸这两种理解方式来追求本真的人生意义将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能期望通过进

一步发展这两种理解方式来追求人生的本真意义.看来,要追求本真的人生意义,我们有必要再一

次重新回到前生存论的理解方式,再一次重新回到人生本身的理解.
但是,所谓“再一次重新回到”,并不是消极的、完全的重复,而是以自觉的方式跳出地跳入

人生之中,重新以人生自行显示的方式而从人生本身来理解人生,并在对人生的这种重新理解中来

把握人生的生存论结构,进而通过对生存论结构的把握来寻求本真的人生意义.这正是生存论现象

学的理解方式.这种生存论现象学方式超越具体存在层次的理解而进入生存论层次,但它不是从具

体存在层次直接发展而来,而是跳离具体存在层次,从具体存在层次跳回前生存论层次,并从前生存

论层次生长出来.它因而不像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那样,从前生存论层次掉入具体存在层次,而是

从前生存论层次跃入生存论层次.从前生存论层次掉入具体存在层次是单纯地跳入人生或跳出人

生,而从前生存论层次跃入生存论层次则是跳出地跳入人生或跳入地跳出人生.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通过海德格尔所给出的现象学定义而展示出生存论理解的可能性,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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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存论的理解方式我们能够把握人生的本真意义吗?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亲身经验到的意义

通常都是非本真的,对于本真的意义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亲身的经验.对于这种几乎没有任何经验的

本真意义,我们又如何能够从生存论上加以理解和把握呢? 我们不否认个别人在个别时候确实经验

过本真的理解,甚至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也确实占有过本真的意义,但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确实既没

有经验过本真理解,也没有占有过本真意义.我们通常所经验和占有的都是非本真的东西,而所谓

非本真的东西,就是我们所陷入的世内事物的特定因缘.我们通常就沉沦于这些世内事物的特定因

缘之中,亦即,背离我们的本己能在而逃到这些世内事物的特定因缘之中,但是,“这种具体生存—具

体存在层次上的背离,由于其开展性质,在现象上就使我们得以从生存论—存在论层次上把捉那种

此在临之而逃的东西,并且把捉那种东西本身.在这种背离所包含的具体存在层次的‘离开’中,那
种此在临之而逃的东西就可以通过一种现象学阐释方式的‘转向那里’而加以理解和把握”①.当我

们以生存论现象学的阐释方式理解和把握了那种此在“临之而逃”的东西,也就是理解和把握了本己

的人生本身,理解和把握了此在的本己能在.当我们真正理解和把握了此在的本己能在,我们就能

够基于这种本己能在而开展本真的因缘,并进而实现和占有这种本真的因缘,勾出和拥有本真的

意义.

六、海德格尔的“顺随”与佛教的“随缘”

此在的本己能在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存在,而是既依寓于随己之物同时又与他人共在.这也

就是说,在沉沦中此在“临之而逃”的东西与此在所逃向的东西本来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由此,对此

在本己能在的理解必然也包含着对事物和他人的理解.本真理解与非本真理解的区别只在于,这种

理解是不是拘泥于特定事物和常人意见.凡是拘泥于特定事物和常人意见的开展和抛出都是非本

真的理解,凡是不拘泥于特定事物和常人意见的开展和抛出都是本真理解.由于非本真理解拘泥于

特定事物和常人意见,所以从非本真理解中所勾出和占有的意义也必然是拘泥的和执著的,亦即非

本真的.由于本真理解不拘泥于特定事物和常人意见,所以从中所勾出和占有的意义也就可以是空

灵的和灵动的,亦即本真的.
不过,即使人生所占有的本真意义也并不是在本真理解中所开展和抛出的全部因缘,本真生存

只能“即时地”占有某种特定意义或特定因缘.在只能占有某种特定意义或因缘这一点上,它与非本

真生存是没有区别的.与非本真生存所不同的只是,本真生存是“即时地”占有某种意义,亦即,它在

占有某种特定意义的同时也向其它的可能意义敞开,在勾出某种特定因缘的同时也拥有勾出其它因

缘的可能性.所以,本真的人生并不是“即时地”占有所有的因缘,而是在任何一个“即时”中都向所

有的可能因缘敞开.这种向所有可能因缘的敞开也就是向存在的敞开.人生作为此在(Dasein),既
是开展(sein)一种展开(Da),同时也是朝着存在(Sein)而敞开(Da).此在就是存在之敞开,就是存

在的显示之所(Da).在这种意义上,此在是存在之所需,而存在则是此在之所向.存在抛出此在,此
在承纳存在.此在在本质上是被存在所抛出的.日常的被抛是非本真的,是被特定事物和常人意见

所抛出,而本真的被抛则是被因缘而起的可能因缘(存在)所抛出.被特定事物和常人意见所抛出的

日常此在可能会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实体性自我”,而被因缘而起的可能因缘所抛出的本真此在则

是一种“本真缘发之我”.由于存在不是一种普遍的实体,而只是存在者的存在,只是万事万物的因

缘而起,只是本真缘发(Ereignis),所以,被这种本真缘发所抛出的本质意义上的此在,作为“本真缘

发之我”,其本身也必然具有本真缘发的性质,并且顺随而不是抵抗这种本真缘发.
“顺随”是海德格尔后期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德语的名词形式是 Gelassenheit,而名词 GelassenＧ

heit来自于形容词gelassen,后者的意思是:镇静的、沉着的、冷静的、释然的、泰然的.在英语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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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们把 Gelassenheit翻译为releasement①,孙周兴的汉译则是“泰然任之”②.这里之所以不采用

“泰然任之”而改译为“顺随”,是因为 Gelassenheit虽然是形容词gelassen的名词化,但海德格尔也

从构词法和词源学的角度为gelassen增加了动词的含义.其中,前缀ge 是用来加强语气的,而词

根 lassen则具有让、允许、听任、放出、放进、放弃、放下、使保持原状、留下、悉听尊便等动词含义.
由此,“顺随”就比“泰然任之”更能体现这种动词含义.另一方面,“泰然任之”比较适合于海德格尔

所表达的对现代技术的“态度”,但不能很好地适应海德格尔其他语境中的意思.对于海德格尔来

说,此在不仅要顺随正在促逼着我们的现代技术,而且更要顺随整个存在的本真缘发.这种对整个

存在之本真缘发的顺随来自于人的本质,亦即,来自于此在之被存在(本真缘发)所抛这样的实情.
这种顺随当然不能是对常人意见的顺从,也不能是对沉沦的顺从,而只能是对因缘而起的可能因缘

的顺随.对常人和沉沦的顺从是非本真的生存,而对抛出人生之可能因缘的顺随则是本真的生存.
至此,海德格尔以生存论现象学方式所实施的对人生的理解也就在某种意义上达乎其终点,亦即,从
分析生存本身的理解开始,通过辨析日常的非本真理解和可能的本真理解,最终在生存论上展示出

本真生存的顺随性质.
海德格尔的“顺随”作为对存在的顺随,同时也是对本真缘发和可能因缘的顺随,这让我们一下

子想到大乘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的“随缘”.“随缘”本来并不是佛教的基本主张.«长阿含经»«佛说

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缘起经»«缘起圣道经»等佛教经典在讲到十二

因缘的时候,都把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等视为苦恼的根源,并把消除十

二因缘作为消除苦恼的根本.«增一阿含经»在“四意断品”中所提出的、被视为“四法印”的所谓“四
法本末”,亦即“一切诸行无常”“一切诸行苦”“一切诸行无我”和“涅槃为永寂”③,也因此而把灭掉因

缘的“涅槃”作为人生的最佳归宿.但灭掉因缘的这种“涅槃”以及这个“灭”本身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却始终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龙树及其所创立的大乘佛教主要从“诸法实相”的角度来理解这种

“涅槃”和“灭”:一切都“非常非无常,非苦非乐,非我非无我,非有非无”,“舍一切观,灭一切言语,离
诸心行,从本已来,不生不灭如涅槃相”,“一切诸法相亦如是,是名诸法实相”④.由此,这种“灭”和
“涅槃”就不是“断灭”和“顽空”,而只是消除掉对“常”“苦”“乐”“我”“有”“无”的执著,破除这种执著

的观看方式、说话方式和思维方式,一切都顺随事情的“本”“来”.这样的“诸法实相”也就在“缘起性

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性空缘起”的维度.这也就是说,虽然万事万物都是缘起性空的,虽然在本质

上都是空的,但也毕竟缘起了.所以,严格说来,一切都是非有非空、亦有亦空.中国当代人间佛教

的“随缘、惜缘而不攀缘”正是从这种大乘佛教的“不二”法门中开启出来的.
不过,究竟如何从“缘起性空”和“一切诸行苦”走向“空有不二”和“随缘、惜缘而不攀缘”? 究竟

如何理解“空有不二”和“随缘、惜缘而不攀缘”? 这种“随缘”和“惜缘”如何不同于陷入幻相? 如何不

同于沉沦和顺从常人意见? 这些问题都还需要从学理上加以分析、阐释和论证.中印历代高僧大德

和佛教学者当然已经对此做出很多令人敬佩的工作,但海德格尔对本真生存之顺随性质的生存论现

象学分析无疑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可以使我们以当代的崭新方式去理解和阐释、分析

和讨论其中的学理依据和人生意蕴,从而也有助于我们增强对人间佛教的把捉力度.另一方面,海
德格尔对人生此在的生存论现象学分析是纯哲学的,他不涉及甚至极力避免对实际人生的指导和教

化,而佛教则是佛的教化,是明确指导人生并服务于人生之解脱的,由此,佛教的维度又可以反过来

帮助我们把握和挖掘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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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现象学与佛教的因果轮回学说

中国当代人间佛教的“随缘、惜缘而不攀缘”是从佛教“缘起说”引申出来的,但谈到佛教的缘起

说,就无法绕开与之密切相关的因果轮回学说.后者是为了更有效地指导修行而在前者的基础上提

出来的,也因而成为佛教的一种基本教义.对于因果轮回问题,接受现代科学的当代人总会斥之为

迷信,它与现代科学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一方面,佛教是不能否定因果

轮回学说的,无论历史上的还是今天的佛教法师都不能把它从佛教教义中剔除出去,因为从某种意

义上说,否定了因果轮回就等于否定了佛教本身;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科学的时代,佛教又是无法

否定科学的,因为否定科学无异于自取灭亡.佛教如何能够既不否定因果轮回学说又不否定现代科

学呢? 另外,许多研究佛教的学者也深感因果轮回学说在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中具有某种正面的积

极意义,但对于这些试图发挥因果轮回学说之道德教化作用的学者来说,同样也面临如何化解它与

现代科学之间的矛盾问题.
当然,人们也早已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大致来说,这些努力的基本思路几乎都是试图“证明”二

者的一致性.具体来说,这些做法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做法是,撇开现代自然科学最新理论的独

特语境和含义,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去解读最新科学理论的意义,进而把科学理论与佛教因果轮回学

说关联起来,并以此“证明”二者在学理上的一致性,但对最新科学理论的这种解读方式是不可能被

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所接受的.第二种做法是,不再顾及因果轮回学说与现代科学理论在学理上

的差异,试图单纯从“事实”的角度来“证实”因果轮回学说,并以此来表明它是科学的.为此,人们不

厌其烦地列举各种因果轮回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真正被学术界所认可,它们并不具

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格的可重复性,而且即使某一个或几个事情得到承认,那也不能由此而“证
实”因果轮回学说.证实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十分天真的哲学,为了捍卫因果轮回学说而求助于这种

天真的哲学,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没有力度的.第三种做法是,不再从学理和“事实”两个方面去“证
明”因果轮回学说,而是坚称佛教是最高的科学———虽然迄今为止的科学只能解释佛教的一小部分,
但科学必定会越来越趋近佛教,并最终证明因果轮回学说.与前两种做法相比,这第三种诉诸未来

科学的做法就学术而言就更没有力度了.
上述做法虽然也能“忽悠”一些不懂科学和哲学的人,甚至也能“忽悠”个别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但在学术上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另外,这些做法不仅不能成功,而且还会导致对科学和佛教的双

重误解,从而既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在本质上也不利于佛教教义的彰显.那么,人们是否还能“化解”
因果轮回学说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既肯定现代科学又保留佛教因果轮回学说的想法是

不是一种兼得鱼和熊掌的奢望?
其实,当佛教在这个问题上貌似陷入绝境的时候,实际上完全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

想与来自于西方的主客二分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完全没有在本来的意义上理解因果轮回学说.
或者说,当我们在这里感觉到只能“二选一”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完全误解了“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

本来的因果轮回学说,我们是以主客二分的客观化思想来误解“天人合一”的因果轮回学说,从而把

“天人合一”的因果轮回学说理解为一种客观化的学说.当因果轮回学说被理解为客观化学说的时

候,这种学说就是一种极其初级的、粗糙不堪的客观化学说,它与现代科学这种高级的、精致的客观

化学说无法兼容.如果因果轮回学说是一种客观化的学说,那它就是不成立的,它必然要被现代科

学所否定,但问题是,因果轮回学说也可以并不是一种客观化的学说,因果轮回也可以并不是脱离生

存的一种客观化事件.
对于深受主客二分思维支配的现代人而言,如果说一个东西不是客观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

否定了这个东西的真实性,真实的非客观化事件已经不能被这样的人所理解了,但只要人们无法理

解什么是真实的非客观化事件,人们也就无法真正理解另一种意义上的佛教因果轮回学说.由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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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主客二分思想影响的现代人很难理解因果轮回如何不是一种客观化事件,他们也因而无法“化解”
因果轮回学说与现代科学的“矛盾”,无法既坚持科学又相信因果轮回,无法解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的问题.由此,问题的关键也就在于,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另一种意义上的佛教因果轮回学说.中国

古人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这另一种意义上的因果轮回,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天人合一的,但今天的“现
代人”已经不懂什么是“天人合一”了,因为他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其实已经被客观化了,已经把

“天人合一”变成“天人二分”了,已经是伪“天人合一”了.那么,如何才能走出主客二分的客观化思

想? 如何才能还原“天人合一”的“本来面目”? “天人合一”本来是与客观化思想相抗衡的,但古人的

“天人合一”只能抗衡古人的初级客观化思想,而无法抗衡今人的高级客观化思想.要想抗衡今人的

高级客观化思想,就需要一种经受过这种高级客观化思想洗礼的、新的“天人合一”思想.海德格尔

的生存论现象学就是这种经受过高级客观化洗礼的新的“天人合一”思想,它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理解

另一种意义上的因果轮回并“重建”另一种意义上的因果轮回学说,正像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帮助”
基督教“重建”了基督教的末世论以避免其与现代科学的冲突一样.

前文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讨论可以大致表明生存论现象学如何是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思想,亦
即,如何把事物理解为人的生存之中的随己之物而不是脱离人生的脱己之物,如何以跳出 跳入的

现象学方式来理解人生而不是以脱离生存的客观化方式来认识人生,人的本真生存如何顺随因缘而

起的事情而不是强求某种东西.具体而言,前面关于非本真生存和本真生存的生存论分析,可以为

我们提供一条理解因果轮回学说的崭新途径,并由此而重新揭示已为现代文明所掩盖了的因果轮回

学说的另一种意蕴.一言以蔽之,这另一种意蕴就是:佛教所讲的因果关系可以不是客观化的、脱离

人生的、脱己的因果关系,而是人的生存之中的、本己的或随己的因缘关系;因果轮回学说所描述的

地狱界、饿鬼界、畜生界、阿修罗界、人界、天人界等,可以不是客观意义上的世界,而是分别占有不同

非本真意义的非本真生存境界;而超出六道轮回的佛菩萨界也可以不是客观意义上的世界,而是占

有本真意义的本真生存境界①.
也许,只有通过这种生存论的现象学解读,才能真正地把因果轮回学说从迷信中解救出来,并为

保留这一学说甚至发挥其积极意义而提供一种既不与现代科学直接冲突,又能在学理上站得住脚的

阐释和论证.

[责任编辑　李　梅]

９４１理解人生———从海德格尔到佛教

① 关于海德格尔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因果思想的意义,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亦有讨论,参见李章印:«如何理解佛教的因果

思想»,陈坚主编:«闻是佛学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９ 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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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１９３０年代上海“真美善作家群”的
形成及其文化姿态

王 西 强

摘　要:在１９３０年前后上海出版业兴盛、文化事业繁荣的历史背景下,曾朴、曾虚白父子以独特的文

化姿态创办“真美善”书店、杂志,取得了丰硕的出版业绩.“真美善作家群”是在曾氏父子的努力号召下聚

拢起来的,他们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文化市场获得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形成了“法国式沙龙”文化生活方式和

内部层级性文化交往模式.他们展现出这样的文化姿态:改革新文学,使之走向“伟大”;放弃启蒙立场,转

向培育“文化的班底”;实行文学的普及,建设“群众的文学”;也喊出了打倒、“超过任何派”等不切实际的

“狂飙”式口号.“真美善作家群”在参与文学变革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典型性特征,也

显现在他们借鉴外来文化资源的过程及其选择的较为独特的路径之中:在译介外来文化资源方面,他们

有意识地追求系统性和经典性,接受并使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成果,以语体文、白话文忠实移译,力

避欧化,反对全盘西化.对于如何“别求新声于异邦”,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文化的、审美的和历史的美好

愿景和技术路径设计.

关键词:曾朴、曾虚白父子;“真美善”书店;真美善作家群;文化姿态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５．１１

从文化演进和文学变革的角度来看,许多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过渡时期就已初具现代意识的中国

知识分子在遭遇“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在精神上期待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成为中

国文化现代复兴的一个重要契机,但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是“五四”成了一场被革命打断的文艺复兴,
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文化运动.对“五四”的“新”寄予深望的知识分子们在“五四”展开的当时和

“后五四”时代,不断表达着对“未完成的五四”的遗憾与失望,那些翘首期待中华民族文艺复兴大潮

到来却最终失落的文学从业者们,也在不断指责着“五四新文学”的不尽如人意.在这诸多五四新文

化与新文学的企盼者和批评者中,就有一位在清末以创办“晚清四大小说名刊”之一的«小说林»杂
志、创作“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而蜚声文坛的曾朴(字孟朴).１９２７年９月,游宦二十

余年已厌倦官场的曾朴,怀抱着对文学的热诚,携长子曾虚白在上海法租界赁屋创办“真美善”书店

和同名杂志,在自家客厅搞文艺沙龙,聚拢起了一群文学志趣和审美取向相投的文友作家,以明显的

群体性姿态向文坛展现了他们改革中国文学、建设“群众的文学”的文化姿态,形成了一个文学旗帜

鲜明、风格独特的“真美善作家群”.

一、１９３０年代的上海租界:现代文艺的沃土

１９２８年前后,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革命矛头的北指,以北京为中心的１９２０年代文学格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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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被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所指认命名的“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结束.自１９２８年前后始,原
来活动在北京、东北、四川、广州等地的很多作家纷纷聚集到华洋杂处、绚烂多姿的上海.此时的上

海正像一块文化的磁石,吸引、凝聚了全国的文气,吸附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文学“粉丝”和
自日本、欧美学成归国的青年留学生.“这一段时间,是中国新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上海的新书店

开得特别的多,而一般爱文学,写稿子的人,也会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来是商业中心的这一角海

港,居然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地.”①鲁迅、沈从文、东北作家、“创造社”诸公、“新月”诸先生、“新
感觉派”文人等,或群体迁移,或只身前来,纷纷投身到上海的文学大流中,他们或易地继续经营自己

的文化事业;或另起炉灶,重新组织文学社团,创办书店、杂志,寄住在上海的租界亭子间,啸聚在咖

啡店、茶馆或沙龙里;或编辑出版图书,或靠着著译卖文为生.这些聚拢在上海的文化人因其各自文

化理想或审美趣味的不同而形成了以不同书店、杂志、刊物或若干位著名文化人为核心的文艺/文学

团体,彼此间或笔墨驰援、抑或口诛笔伐,摇着各样各色的文学旗帜,或主张“文艺为人生”,或宣扬

“为艺术而艺术”,看似派别林立、壁垒森严,却又不时打破“主义”的间隔,相互往还.他们在大时代

的变迁中不停地上演着文艺战线上的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就在此时,中国文学现代化演进的一个

重要环节和助推力———文学的商业化②———也已初步完成,“新文学与商业打成一片,是北伐前一年.
那时节北方的作家遭受经济压迫,慢慢向南方移动,与上海剩余资本结合,作品得熟于商品分派技术

的人推销,因此情形一变”③.文学商业化的初步完成及其继续深化(即作家翻译家的职业化、出版传

媒的专业化逐利化、读者群体的分类化和文学消费方式的快餐化等)不断推动着文学生态的繁荣多

元与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行业的人员流动和结构重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文学因其自身商

业化和资本化的日渐深化而变得空前繁荣.“据统计,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书籍不但占全中国的９０％,
每月出版的刊物也有六百多份、出版的每日刊及三日刊约有百种,占全中国的三分之一以上.”④

至１９３０年前后,中国文学在经历了近百年西风东渐的“欧风美雨”的熏染洗炼、尤其在经历了自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十年的“文学革命”运动之后,已经在“新文学”作家队伍的培养、文学传播

渠道和手段的开发以及读者群的培育等方面朝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大大地迈进了.来自西方的、更为

“现代”的各种文艺文学思潮冲击、改变着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文艺观念,使处于自鸦片战争至２０世

纪２０、３０年代社会大过渡期、大变革期的中国文学在创作和翻译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和不

俗的成绩.尽管此时中国内陆各地的文学消费仍因地区经济和教育水平发展不均衡呈现出较大的

地域性差异,“新文学”却已在上海的文化市场占据了较大比重的消费份额.尽管“新文坛”上仍存在

１５１论１９３０年代上海“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化姿态

①

②

③

④

郁达夫:«炉边独语»,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０页.
文学的商业化主要是指由现代版税稿费制度催生的作家职业化(和职业化背后“为稻粱谋”的文学生产的逐利化,导致文本

拖长,小说、戏剧创作繁盛,作家名利心重等文坛弊病)、由现代传媒技术进步带来的文学复制和传播的便利化以及商品化、由现代教

育普及带来的读者大众化、文化消费化和快餐化等文学现代化特征.在“作家—作品—传媒(商业资本)—读者”这一个文化产品生

产流通及消费链条上,控制着传媒的商业资本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通过稿费版税制度影响、甚至控制作家的文学生产活动,通
过书店、出版社和杂志控制文学传播的渠道、方式、质量与密集度,甚至通过资本博弈和利润竞争“捧红”或“封杀”作家,他们还会根

据读者的认可度决定“买”哪位作家的、什么样的文稿,当然他们也会为了商业目的把读者的阅读趣味引向自己所“操控”(以私人交

情或稿酬高低拉拢,主要是通过买断版权或趁作家经济危机时预付稿酬等手段)的作家的文本,从中渔利.最可怕的是,随着文学商

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传媒集团会通过资本竞争来实现传媒的“托拉斯化”,从而控制文学生产的整个链条,而一旦传媒资本与

政治势力合谋,那么,这条“政商资本”大鳄除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将整个文学生产的目的最大化逐利外,还会操控文学以为政治

张本,从而左右公众视听,导致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那么文学及其生产、流通和消费者也就成了被“政商资本”绑架的“肉票”,被搞

得面目全非了.而这也是掌握资本的文化人出资办书店、一般文化人搞同人杂志的目的所在,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要还文学以其本

来面目,要为文艺“松绑”,甚至为了文学的独立与自治呼吁“为艺术而艺术”,呼唤“纯文学”,追求“文艺唯美”,反对对文学进行“阶级

论”、“阶段论”等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涂抹.可以说,“真美善”书店、杂志的创立,“真美善作家群”的召集,就是曾氏父子(主要是曾朴)
为实现“松绑”、“解放”文学的目的而做出的“文化动作”,所以,“真美善”的文艺口号的提出不纯粹是为响应法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

的口号,而是有其现实的考量的,那就是追求文学的“文学化”.
沈从文:«“文艺政策”探讨»,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３页.
陈硕文:«上海三十年代都会文艺中的巴黎情调»,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第８２页.



诸如俗雅的争执、流派的争斗以及曾氏父子所批评的创作与翻译上的“贫与弱”、文学成了“骂人的艺

术”以及文学界的自我封闭等问题,但在艰难时局之中蹒跚着走向现代化的２０世纪中国新文学还是

蔚然成风了.
此时,全国绝大多数的作家、文艺家和出版机构云集海上,上海成为了中国文艺的中心.作为近

代贫弱中国耻辱标志而享有治外法权的上海租界在客观上为对现实不满而饱具批判性的活跃知识

分子和文化机构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存场所和文化环境,“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租界的文学市场给了他们卖文为生的机遇;对于有着留学背景的欧化作家来说,十里洋场可以看作

西方都市生活的模拟环境,适宜于他们借鉴、传播或模仿、贩卖在留学经历中所获得的西方现代文学

经验;对于熟悉传统社会的作家来说,租界新奇的都市景象和人事状况,无疑是一个‘陌生化’的文

本,能引起他们叙述的冲动”①.对曾氏父子来说,上海是曾朴数度闲居、经商、交游和经办«小说林»
杂志的地方,是曾虚白读书、生活了六年的地方.与那些初到上海的外来“文化迁移者”们相比,有着

上海生活经验的曾氏父子,对于上海不会有多么新奇的感觉,与有着欧美国家生活经验或海外留学

经历的留洋派们相比,曾氏父子全无他们“模仿、贩卖在留学经历中所获得的西方现代文学经验”的
本钱,他们看中的是上海的文化氛围和租界(尤其是法租界)的都市景象及其浓郁的异国情调,这种

陌生的、异质化的都市景象和异国情调是他们在多年外国文学阅读经验中反复体验和想象过的,是
他们要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异国文化摹本,而要推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当时国内西

化最甚、近现代程度最高、有着鲜活的西方都市生活样板———租界———的上海,无疑是最佳的文化策

源地.最吸引曾氏父子的是上海的文化氛围、上海的“文化磁场”效应和文人群落生态———一个当时

国中最成熟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文化交际空间”,一个他们可以“领导群伦”的“文化场

域”,一个“艺术的皇都妙史(Muse的音译,今译为缪斯,引者注)的金阙”②.
对于生活在１９３０年代的普通国人而言,出国留洋并非易事,要近距离地观察体验异国风情和别

样文化更是难上加难.对于曾氏父子这样“一般守株祖国没有跋涉过异国山水的同胞,在上海也可

以多少享受到一点异国情调的生活”③,上海的租界,正可为那些艳羡西方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

生活方式的国人提供一种可以近距离观摩体验的异域文化生态样本.对于当时的作家们来说,租界

是一种活色生香的动态文化展览,他们能够置身其间并从中获得创作灵感,那些带有鲜明的异域文

化色彩和符码的异质文化标志风物,对他们来说正是创作上的“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一词

的音译,意为“灵感”).曾氏父子对欧美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有深入研究,对法国文学作品所展现出

来的法国文化魅力充满向往与痴迷,他们生活其间的法租界为他们提供了亲炙这一异域文化的绝佳

机会和鲜活的体验场.
上海租界令人着迷的异国情调,促使曾氏父子最终决定选择在法租界赁屋开办书店以编辑出版

图书杂志、发起客厅文艺沙龙以召集文艺同志.那么,租界里什么样的异国情调或者说租界里的哪

些异质文化标志风物引发了他们如此浓厚的兴趣和钦慕呢? “霞飞路有‘佳妃座’,有吃茶店,有酒

场,有电影院,有跳舞场,有按摩室,有德法俄各式的大菜馆,还有‘非摩登’人们所万万梦想不到的秘

戏窟.‘这不夜城’,这音乐世界,这异国情调,这一切,都是摩登小姐和摩登少爷乃至摩登派的

诗人文士所赞赏不已的.”④也就是说,是租界里具有现代生活气息和浪漫情调的异域生活方式,暗合

了“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者”曾朴和他的文艺同志们的生活和文艺理想,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一种由

西式而洋派的公共文化空间所营造出的“异域文化情调”———一种他们在西洋文学阅读经验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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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东:«租界文化与３０年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６２页.
东亚病夫:«病夫日记»,«宇宙风»１９３５年第１期.
张若谷:«写在卷头»,«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９年,第９页.
郑伯奇:«深夜的霞飞路»,«申报自由谈»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５日,第１８版.



经常邂逅、反复想象却无缘真实体验的异质文化氛围.这种令他们迷恋的“公共文化空间”,就是他

们在文中笔下反复咏赞的“咖啡座”:“小小的咖啡(原文作“珈琲”,本文依习惯用法改为“咖啡”,下
同)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咖啡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

渐的兴起了.咖啡座不但是近代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也不止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
它的最大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咖啡座的确是近代文学灵感的一个助长物.”①正是

借助咖啡座这一带有异国情调的西方式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曾氏父子可以召集文艺同好们纵情谈论

他们所熟知的、热爱的法国文艺作品和作家文事,并在纵谈之中商定一些图书出版计划和刊物编辑

思路,苏雪林的«蠹鱼生活»和张若谷的«珈琲座谈»等书的出版以及«真美善»杂志“女作家号”的发

起、征稿与推介等都是在这样的咖啡座文艺谈话中敲定的.
当我们把“３０年代”“上海租界”“出版业兴盛”“一群痴迷法国文艺的青年”和“咖啡座”等文化与

文学史关键词放置在一起时,便可大致勾勒出“真美善作家群”诞生的天时、地利与人和,曾氏父子的

“真美善”文化事业,就是在这样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氛围中隆重开场的.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日②,曾朴“倾其二三十年来宦囊积余的十万元”,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真美善”书
店,由其长子曾虚白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就此开始了他们“全心全力开创父子合作共享文艺生活的新

路线”③.自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真美善»杂志“创刊号”出版至１９３１年７月书店歇业、杂志停刊,曾氏

父子努力维持“真美善”书店、杂志近四年.期间,曾朴、曾虚白父子和“真美善作家群”的诸作家勤于

著译,在“真美善”书店、杂志出版、发表大量翻译和原创作品.
现据«病夫日记»和«曾虚白自传»来看,曾朴在“真美善”书店、杂志创办之初,就有意要在文学著

译和经营办事能力上锻炼曾虚白,所以他与曾虚白一起著译、一起“进修文艺”、一起合力办“法国式

沙龙”“广交文友”,以期能“构成几个法国式沙龙中心,蔚成一时风尚”④.

二、“法国式沙龙”:“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聚集

从曾朴、曾虚白父子经营“真美善”书店、杂志的整个过程和路数来看,他们对１９３０年代的文坛

生存法则和书店、杂志作为“公共文化话语阵地”在现代文化场域中的作用是有较为充分认识的.所

谓文坛生存法则,是指当时文化产业中出版商与书店老板、刊物编辑者和作家们的生存规则,是“文
学场的生成和结构”法则⑤.在作为当时中国文学中心城市之一的上海,作为文学生产活动和流通行

３５１论１９３０年代上海“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化姿态

①

②

③

④

⑤

张若谷:«代序»,«珈琲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店,１９２９年,第７页.
笔者遍查«病夫日记»(«宇宙风»,１９３５年９月第１期、１０月第２期)、曾虚白编«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定稿,«宇宙风»,１９３５

年１０、１１、１２月第２、３、４期)、«曾虚白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等直接资料和时萌编«曾朴生平系年»(见时萌:
«曾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苏雪林的«曾孟朴的‹鲁男子›及其父子的文化事业»(«畅流»,１９７９年１月,第１５ １９
页)和«‹真美善›杂志与曾孟朴»(«畅流»,１９８０年２月,第１６ １８页)等间接资料,均未见“真美善书店”创办的确切日期,相关回忆文

章也只是笼统地指为１９２７年.此处所用“真美善书店”创办日期是依据李培德著、陈孟坚译«曾孟朴的文学旅程»(台北:台湾传记文

学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四章:作家、出版家和翻译家”中“只看他在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创办‘真美善书店’之后不久,立刻出版他底四

部译著:如雨果底«欧那尼»«吕伯兰»«吕克兰斯鲍夏»和莫里哀底«夫人学堂»”,而查这四本书的初版本,出版时间均注明为“民国十

六年九月出版”,书店地址标记为“静安寺路斜桥总会对面一二二号”(第１０３页),可知书店的创办日期至迟当在九月初,又李培德为

撰写此书曾两度从美国赴台湾专访曾虚白,故依其说.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８３页.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８３页.
皮埃尔布迪厄指出:“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

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习性的产生,也就是支配权系统,这些系

统是文学场(等)内部的社会轨迹和位置的产物,在这个位置上找到一个多多少少有利于现实化的机会.”(见[法]皮埃尔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１页)我们对于“真美善作家群”的讨论基本上是

关于他们在１９３０年代上海文坛“文学场”内部活动轨迹的讨论,即关于他们为寻找自己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定位

的活动的讨论,同时强调他们作为一个文人群体在“占据位置”时所采取的文化姿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异于其他文化群

体的个性化特点和共性化特征.



为组织者的出版商、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们是影响文学生产和流通过程及其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他们同时以文学传播者的身份与作家、作品、读者共同构成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整体生态

产业链.他们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与文化声誉,与他们所集结、拉拢的作家作品质量和文学产品营

销队伍(即发行渠道)的营销能力呈正比,作家作品的质量和营销队伍的发行能力,决定了他们投入

到文化出版业中的资本的升值空间和他们作为文学生产与流通活动的组织者在文学生产场中的地

位.因此,他们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作家、艺术家进入自己的文化阵营,利用文学场的生存法

则来规约、支配他们和他们所创出的文学产品,以便最大化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同时,作
为文学生产主体的作家们也是有类差的:第一类,无名文学青年,一般要先谋定一份糊口的职业,业
余从事创作,四处投稿,结交编辑,想办法发表文章以求文坛知名,这几乎是每一位“穷”作家的必经

之路,典型者如成名前的沈从文;第二类,成名作家,凭借一支笔著译不辍,在其他文化机构如学校兼

职,或做职业作家,投稿卖文为生,也要搞好与书店老板、杂志编辑的关系①,甚至也要为卖稿托人找

关系;第三类,已有文名、拥有一定私人资本且怀抱有某种文学理想或文化主张的作家,为了获得创

作上的自由和文学实体经管上的独立权力,会募集股本,办一个同人书店或刊物,既能保证有发表作

品的阵地,又进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在质与量上影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如“新月”“真
美善”和“金屋”等实体书店(出版社)和杂志的创办都属此类:“开书店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发表一

些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也可借此拉拢一些文艺界的同志,朝夕盘桓,造成一种法国风的空气.”②

因此,在１９３０年前后文人汇聚的大上海,当曾朴、曾虚白父子创办经营“真美善”书店、杂志的时

候,他们就已经在上海文学场的产业链中占据了顶端的位置,获得了在众声喧哗的公共话语空

间———文坛上———发声的话语权.因为同时拥有书店老板的资本身份和杂志主编的文化身份,曾氏

父子还获得了通过代为出版图书、编发文章以授予他人(其他作家)话语权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正是

他们可以号召同好的资本———一种由金钱资本衍生出来的话语资本.书店、出版社的资本越雄厚,
出版发行能力越强,依托于书店、出版社的杂志的版面容量越大,发行量越大,出版周期越短,书店、
出版社老板和刊物编辑们在文学生产场中拥有的话语权和号召力就越大,他们所能获取的组建以自

己为核心的作家群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作家、经销人和读者)就越雄厚.
然而,“文化生产场”是有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法则的.一个作家群的诞生,要受到种种外在和内

在条件的制约.在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容许他们存在的外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之后,他们还

内在地需要一个或数个在创作、批评和理论建设上都有一定成绩和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一种目标相

近、路径趋同的文化理想,即一种以文学宣言的方式公诸于外、规约于内的群体性文学理念,一个有

相近地域文化因缘或相似审美气质的作者群,至少一种可以作为作品发表阵地的定期出版物,以及

一种群体成员们一致接受的内部私密、外部公共的文化交际方式,即一种群体成员共享的在私密领

域和公共文化空间中都适用的文学生活方式.
作为当时中国开放尺度最大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租界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上海为生活其间的

作家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相对宽松、在经济上相对舒适的生存环境.自清末即享文名的文

坛前辈、法国文学的深入研究者和译介者加上“真美善”书店老板和«真美善»杂志主编等诸种身份,
使曾朴具备了担当“真美善作家群”领袖人物的文化资本;曾氏父子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通

过译介、镜鉴外国文学来改革中国文学的文化主张,是他们鲜明的文学宣言;“真美善”书店和«真美

善»杂志使曾氏父子拥有了用以吸引聚拢文化、文学同人的“公共文化话语空间”和发表作品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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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郭沫若在忆及当年“创造社”依附泰东书局办刊时的情境曾说:“我们之为泰东服务,其实又何尝不是想利用泰东.
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以从事创作;创作了,表现了,不能不要发表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那种迷梦正酣的时候,
泰东书局无论怎样苛刻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效用的.”(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

１６７ １６８页)由此可窥书店老板与编刊文人、作者关系不平等之一斑.
曾虚白:«曾孟朴先生年谱»(下),«宇宙风»１９３５年第４期.



言论的舆论阵地.可以说,曾氏父子及其“真美善”文化事业具备了上列构建作家群六项必要条件中

的四项.为切实实现其建构同人作家群的目标,他们还需要聚拢、培养一批与自己文学理想和审美

气质接近的作家,还需要找到一种内部私密、外部公共的文化交际方式,以团结同好,共享“文学生

活”,并相对一致地对外宣扬其文学理想,实践其文化主张.
因为曾氏父子“开书店的目的决不想赚钱,只想开创社会提高文艺价值与爱好文艺兴趣的风

气.想借这书店的激励,增进自己对文艺的进修,特别要透过翻译的努力吸收西方文艺的精英,
来补充中国文艺的不足”①,他们不想做追名逐利的腐儒文人或文化商人,而是要为振兴中国文学造

一种“风气”,以“取长补短”,同时“广交爱好文艺热心研究文艺的同好,经常往来,交换心得,构成几

个法国式沙龙中心,蔚成一时风尚”②,召集队伍,组建起一个以自己为核心、有趋同的文学理想、有相

近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观念的文化生态群落,即一个审美气质相对和谐一致的作家群和对应的读

者群.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曾朴在«真美善»第１卷第１号(创刊号)上发表了«编者的一点小意见»,提出了

“真、美、善”的文学“改革”宣言,以“真”指“文学的体质”,强调“艺术真实”、“情节真实”和“情感真

实”;以“美”指“文学的组织”,强调形式美学对于实现“艺术真实”的重要性;以“善”指“文学的目的”,
承认文学的“多目的性”,强调文学要能为“求真理”而“发生作用”③.“真美善”的文学理想是曾朴在

法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的影响下,结合其中西文学阅读经验与理论修养,充分考虑到中华民族文化

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提出的文学标准,绝不是对法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口号的简单照搬与复制.
如果说«编者的一点小意见»是一面宣扬曾朴的文学理想与“主义”的旗帜的话,那么下列言论,无疑

是曾氏父子招募文学改革“义勇军”的“招兵告示”了:

　　本杂志欢迎投稿不论文言白话凡与同人等宗旨相同有文学价值之作品皆当尽量采录.④

我们这只独木舟并不是专预备给自己坐的,不时的溜着眼光向两岸的人群里寻找那同舟的

伙伴.深望站在那里看热闹的诸君个个跳上船头来,做一次文艺界金羊毛的远征吧.⑤

我们知道委托给自己的使命未免过分重大,决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够收圆满功效的,所

以希望同志协助的心比什么多急切.你说的‘实际上的表现’就是我们创办这份刊物的宗旨.
我们知道主义的成功全靠着试验的努力.文学也是这种的,我们就想供献这分(份)杂志给

我们的同志大家来充分表现一下子.⑥

本店创办的宗旨在«真美善杂志»里边已经说得狠详细的了.我们希望爱好文艺的读者,不

光拿空嘴说白话的赞美来鼓励我们,却愿大家给我们实质的协助,来加入这个奋斗的团体.所

以我们正伸长着脖子在这儿盼望诸君的佳作的哩.
如有长篇创作或是译述可以刊成单行本的送来,更是我们所渴望的.既是一个旗帜底下的

奋斗者,待遇如何当然再用不着多多饶舌的了.凡是取费或抽版税均可当面或通信妥议的.⑦

这些“启事”既要征稿,强调文稿要“与同人宗旨相同有文学价值”,又要“征人”,呼吁“爱好文艺

的读者”,都“来加入这个奋斗的团体”,做“一个旗帜底下的奋斗者”,“充分表现一下子”.在这些“小
意见”“小言”和征稿启事中,曾氏父子以“真”“美”“善”的文艺标准,号召文艺同好和“真美善”书店、
杂志的作者们通过译介世界文学经典来为改造中国文学提供可资镜鉴的文学样本.当然,他们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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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８３页.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８３页.
病夫:«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１９２７年第１卷第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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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白:«读者论坛一服兴奋剂»,«真美善»１９２７年第１卷第３号.
真美善编辑部:«征求文稿»,«真美善»１９２７年第１卷第３号.



道这“使命未免过分重大,绝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够收圆满功效的”,进而提出了要召集起那些在

“一个旗帜底下的奋斗者”来成立一个“奋斗的团体”.除声明“宗旨”要“相同”外,还许以“待遇”不错

的物质“诱惑”,声明“凡是取费或抽版税均可当面或通信妥议的”.这是曾氏父子通过«真美善»杂志

为“组建”“真美善作家群”在作者队伍召集方面所作的宣传努力.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海选”方
式,他们收到了一些自由来稿、招募到一批自由撰稿人,这些撰稿人多为当时在文坛并不知名的作

者,对其中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曾氏父子奖掖扶持有加,其中如苏雪林、徐蔚南、陈锦遐、穆罗茶、卢梦

殊、崔万秋(时为留日学生)、叶鼎洛、孙席珍、小瑟、俞牗云、行泽、陈明中、王佐才、王坟(时为东南大

学学生)等后来都成长为«真美善»杂志的固定撰稿人,有些更在“真美善”书店出版了他们的作品集

或著作单行本①,借以登上文坛.
然而,数量和质量都不稳定的自由来稿是远不足以支撑起曾氏父子的“真美善”文学事业的,而

要据此在书店刊物林立、竞争异常激烈的上海文学场中立足更无异于痴人说梦.虽然曾氏父子办书

店杂志不为盈利,但要维持经营并实现其文学理想,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乎自己文学标准

的撰稿人与作者队伍和稳定的优质稿源,因为刊物间的竞争,首先是对优秀作者和优质稿源的争夺.
为此,曾氏父子主动出击,他们首先瞄准的是“真美善”书店、杂志的近邻———同样设在法租界里、邵
洵美开办的“金屋”书店、杂志和那些出入其间、与自己有着较为接近的文学理想和审美追求的作

家们.

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在上海出版的«六艺»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幅题为«文坛茶话会»、署名“鲁
少飞”的漫画,这幅漫画生动地描绘了１９３０年代文坛知名作家的众生相,鲁迅、茅盾、老舍、郁达夫、
沈从文、田汉、林语堂、穆时英等共２７位当时闻名海上的作家均入画图,而被作者放在茶话会主人位

置上的,正是“金屋”书店的主人邵洵美.很显然,这是一次虚构的“文坛茶话会”,在当时当地的上

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没有这样一场文坛盛会,但这幅漫画却形象地为我们再现了一位被长久

遮蔽的现代文学史人物邵洵美的当年风采.在１９３０年代的上海文坛上,邵洵美被称为“小孟尝”,是
一位兼有出版家、书店老板、期刊主编、翻译家和诗人等文化身份的文坛闻人.他交游甚广,各派文

人他都相与交好;他出身官宦家族,家资雄厚,爱好文艺,身具浪漫气质,主持和赞助文化出版事业不

惜资财.他先后创办“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出版«狮吼»«金屋»«时代画报»
«论语»和«人言»等１１家杂志.或因于此,他才会被漫画家鲁少飞虚构性地摆放在“文坛茶话会”的
主人位上,也正因如此,这样的摆放才多少具有了些历史的真实感.邵洵美“广交游”的原因有二:其
一,他个人精神气质浪漫多感、不拘形迹,“乐于交游”,加之他家底雄厚、乐善多施,他人“乐与交游”;
其二,他很早就有明确的“文化群落”意识,素来主张要为繁荣文艺事业培育“文化的护法”和“文化的

班底”,也为此广交文艺界人士.他曾在１９３５年发表«文化的护法»和«文化的班底»两篇文章,前文

提出要通过“文化会社”和“交际社会”(“小规模的交际社会,便是‘文艺客厅’了”)来组织和培养文艺

的“护法群”②;后文指出“所谓的‘文化的班底’,便是一切文化工作撑场面的人物,是一种基本捧场

者.原来一切文化运动,一定少不了‘班底’”③.这两种观点虽是在１９３５年提出的,但却是邵洵

美在与曾朴的交往中相互激发而明确了的,下文有述.从邵洵美的文化主张来看,他清楚地意识到

了建立“文化群落”对于繁荣文艺事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建构方法.所以,他的金屋书店和家

中客厅就成了当时上海乃至南北各派文人聚谈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
据郁达夫回忆:“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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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文化的班底»,«人言周刊»１９３５年第２卷第２０期.



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们的座上,我方才认识了围绕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群少壮文学

者,像傅彦长、张若谷诸先生.”①从这段回忆我们大致可以做如下推断:其一,１９３０年代上海文坛各

作家群、各文学派别之间并非壁垒森严,他们在上海的文化生态群落里频相往还,而且网络交叉、相
互渗透,文学史家贴在作家身上的派别和流派标签恰恰遮蔽了作家本身文化追求的多样化和当时文

学界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其二,围绕着曾朴的作者们也围绕在邵洵美身边,他们共享着一个审美趣味

相投的“文艺朋友圈”,在一个审美气质相近的“群落”里共存.那么,曾朴和邵洵美之间有何共通点

呢? 从刊发在«真美善»杂志上的邵洵美的文章来看,他也是希罗古典主义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崇

拜者,与曾朴有着共同的审美气质.况且,他是金屋书店的主人,在上海文学场中建构并支配着一个

唯美主义文学的“文化班底”.邵洵美的文学活动在文化场域和人员构成上,为曾氏父子在其“真美

善”文学事业起步阶段的文化社交活动提供了便利与平台,而他本人也无疑是以曾氏父子为核心的

“真美善作家群”的重要成员.虽然曾、邵二人的文化理想未必一致(他们也不求一致),但他们对于

组织群体性文学生活的方式的意见却很相洽.曾朴在１９２８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载下了他

们谈话的情景:“傅彦长同了金屋书店主人邵洵美来了.开首讲了些出版界的事情.后来讲到

文艺界太没有联合的组织,何不仿法国的客厅或咖啡馆,大家鼓些兴会起来.”②因为曾朴对法国风文

艺沙龙式文学生活方式的热切向往,他希望自己的文艺沙龙能够有“地道”的法国味,所以迫切“希望

能产生一位法国式的沙龙中心女主人”③.他们甚至具体讨论了请陆小曼或王映霞来做这文艺沙龙

女主人的可行性.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发见一个将他们联系到一起的重要文化纽带———法国

文化气质里的浪漫情怀、异域情调以及这种文化情调所能带给他们的对于异域文化的现代性想象和

关于国族文化自强的热切期望.他们之所以要住在法租界里,除了因其自身经济富裕之外,又何尝

不是因为法租界可以给他们提供体验异国情调和异域文化风采的生态场呢? 他们看准了法国式文

艺沙龙对于像自己一样的异域文化爱好者所具有的吸引力,所以,就不遗余力地学习模仿筹建起属

于他们自己的客厅文艺沙龙来.
尽管追求和目标相近,但曾家客厅和邵氏书斋的文化氛围还是有较大差别的.曾朴明确提出要

把“真美善”书店办成法国式文艺沙龙,其客厅文艺沙龙带有浓重的法式贵族气.当然,这种氛围的

获得,主要是雅聚其间的沙龙人物在曾朴的引导下通过对法国沙龙文化生活的文本阅读和跨文化想

像与模仿实现的;邵氏书斋的文化交际方式,更偏向于传统的、中国贵族式的酒肉场上的雅集,或者

是中西合璧式的.对此,郁达夫均有记述,在曾家客厅里“我们有时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

抽烟,吃水果,喝酽茶”;而邵氏书斋则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④.仅从这“茶”与“酒”二字,我们

就可以大致想见两家沙龙的差别:在曾家客厅里,一群围绕在文坛老将曾朴身边的文艺青年在活跃

中相对安静,一种法国贵族式的安静;在邵氏书斋中,一群同龄文艺青年喧闹自在,一种竹林放浪式

的喧闹.曾虚白曾回忆说:“这些人,来者自来,去者自去,踏进门不一定要跟这位谈风正健的主人打

招呼,要想走,也都那么默默无声的溜了.我父亲就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气氛,感到这才有些像法国

的沙龙.”⑤

邵洵美除了在自家书斋里会聚文友外,还不时摆宴召集文艺界朋友、作家们雅聚,时为«真美善»
杂志作者之一的赵景深曾收到他的这样一封招宴请柬:“阴历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下午六时,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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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越风»(半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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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越风»(半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１期.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９５页.



薄酌作文友小集.同席为东亚病夫父子、若谷、彦长、达夫等,尚乞驾临.”①由邵氏执笔的«金屋谈话»
中还曾以“新雅酒楼”为题记录下另一次文艺聚会:“(１９２８年)十月二十八日新雅酒楼的一个集合.
并不一定都是预先约定的,到有曾孟朴父子、傅彦长、郑振铎、张若谷等十余人.他们谈到国术

考试,谈到元曲的孤本,谈到邵洵美家藏的旧书,谈到包罗多的小说.吃完了饭,便到郑振铎家里,于
是又谈到«海外缤纷录»,谈到«孽海花».”②据笔者推测,邵洵美们在自己主持、编辑的刊物上刊登此

类文坛消息的目的,可能是要向文坛和读者界展示其“文化护法”和“文化班底”的实力,展示其文化

交际的状貌,在“炫示”的同时,也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和“追星”心理.当然,也在客观上为我们留下

了当时文艺界作家交集往还的生态图景和文学史资料.
出于拉拢聚集文艺同好的目的,曾氏父子在其“真美善”文学事业开创之初积极参与“文学生

活”,逐渐加入到上海的文化生态群落之中,他们是邵洵美所聚拢起的文艺团体的后来者.对此,张
若谷曾有回忆:“你(指朱应鹏,引者注)与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诸位兄长

都是有资格的咖啡座上客.最近又新得到东亚病夫父子两人,参加我们的团体.”③正是通过参加邵

洵美召集的文人集会,通过这些私人化的文化会社交际活动,曾氏父子慢慢将邵洵美的“护法”和“班
底”部分地转变成“真美善”书店、杂志的“护法”和“班底”,使之成为曾家客厅文艺沙龙的常客和«真
美善»杂志上常见的署名作者.曾家客厅的“来访者都是透过真美善杂志的关系的一些文艺爱好者,
其中尤以爱好法国文艺者受我父亲最诚挚的欢迎.现在回忆,走得最勤的该算是邵洵美带头的张若

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一般人.因为邵洵美自己也开一家书店名‘金屋书店’,这些

人经常在他那里聚首,不约而同的再向我们家里来转转.此外来我家的文人,我现在能想得起的有

郁达夫、李青崖、赵景深、郑君平、顾仲彝、叶圣陶、陈望道、朱应鹏、江小鹣、钱崇威、俞剑华等,当然现

在想不起的要比这些人数多过好几十倍”④.这个人群的构成比较复杂,流动性也大,多数人与曾氏

父子之间的往还是浮泛的礼节性文坛交际,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和曾朴、曾虚白父子在文化气质、
审美追求和文学理想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在文学上的“道”与“谋”均有不同,对“真美善”书店、杂志

的发展多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因此,我们仅将其中在“真美善”书店出过书或在«真美善»杂志上

发表过文章的那些作家称为“真美善作家群”的“曾家客厅沙龙人物”.
曾氏父子曾在«真美善»第３卷第５号的«编者小言»里发布过一个“长期作稿”人员名单:“撰稿

方面除本刊病夫虚白外,已约定邵洵美、徐蔚南、绿漪、傅彦长、张若谷、赵景深、叶鼎洛、孙席珍、崔万

秋、顾仲彝、马仲殊、谢康等诸位先生长期作稿,尚有许多同情我们和赞同我们的作家也已经供给我

许多珠玉般的文字预备逐期给读者相见的.”⑤在第３卷第６号的封底页上也曾刊布过一个“长期执

笔”人员名单:“病夫　傅彦长　邵洵美　赵景深　张若谷　孙席珍　顾仲彝　叶鼎洛　马仲殊　王

坟　虚白等长期执笔.”⑥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名单上的人物称为“«真美善»杂志特约撰稿人队伍”.此

外,还有若干在以上两个名单里都没有提到却长期为«真美善»杂志的某一栏目撰稿的作者,如鹤君、
周章等长期为“思想的花园”栏目撰稿,师鸠长期为“读物杂碎”和“文艺零讯”栏目撰稿,毛一波长期

为“书报映象”栏目撰稿,陈雪清独力为“文学家林”栏目撰稿等,我们可以将这些作者归为“«真美善»
杂志专栏撰稿人队伍”;此外,还有一群较为稳定地、相对长期地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文章或在“真
美善”书店出版作品集或单行本的作者,如王佐才、邵宗汉、陈学昭、傅红蓼、季肃、王家棫、味真、成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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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海珠:«文气相投的朋友圈子———从邵洵美的一封邀宴信说起»,«浮沉之间———上海文坛旧事二编»,上海:汉语大辞典出

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３页.
佚名:«金屋谈话»,«狮吼»(复活号)１９２８年第１０期,第３２页.
张若谷:«咖琲座谈»,上海:真美善书店,１９２９年,第６页.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９３页.
佚名:«编者小言»,«真美善»１９２９年第３卷第５号.
真美善编辑部:«封底»,«真美善»１９２９年第３卷第６号.



雪、朱庆疆、孙佳讯、穆罗茶、朱云影、俞长源、周承慧和荷拂等,他们构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真美善”
书店、杂志固定投稿人队伍.以上四组人物共同构成了以曾朴、曾虚白父子为核心,有着趋同的文化

气质和审美追求、以文学交谊相呼应、有一定层次感的“真美善作家群”,他们基本认同曾氏父子提出

的“真”“美”“善”的文学理想和文学改革主张,以积极著译投稿、参与刊物编辑和撰写书评和文论文

章等方式,在«真美善»杂志或其友好刊物上同声和气、交相呼应,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中国文坛

上蔚成了一道“真美善”的文学风景线.
“真美善作家群”的作家们同出于对异质文化的热爱,出于对文学艺术美的尊崇,努力追求文学

的自在和多样性发展,他们集合在曾氏父子的文学旗帜下,构成了一个被称为“２０至３０年代初纯文

学期刊的散兵游勇”的“真美善作家群”,他们“以其独立和坚韧的精神,呈现出那个时期相当一批作

家对艺术的执着、对美的纯朴追求.它们的存在,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表征”①,
他们的集结具备了构成一个作家群最重要的三个文化要素:其一,他们有鲜明的文学理想和文化主

张,有纲领性的文学宣言②,有明显的群体意识③;其二,他们有曾朴、曾虚白父子和邵洵美等核心组

织者,有组织地进行经常性的文艺聚谈和组稿活动,并筹划出版专刊专号等;其三,他们有定期的出

版物、实体出版机构(即书店,兼具编辑和出版功能)和发行所,有相对稳定的撰稿人队伍,这就保证

了他们有稳固的言论阵地和畅通的传播渠道.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们有可以相互帮

衬、互为首尾的兄弟刊物,如«金屋»«狮吼»(复活号)«申报艺术界»«咖啡座»«雅典»«白华»«新月»
和«当代诗文»等,这些同人刊物的编者和作者中有很多都是曾氏父子客厅文艺沙龙的常客或“真美

善”书店、杂志的作者.

三、客厅与书店:作家群体内部的文化交往

虽然民国时期作家群的聚合与组织方式因时局多变和作家个人因素大多较为松散,但当一个作

家群满足前述六项条件聚合形成之后,便会在群体内部生成一种成员集体认同的“组群文化”和精神

规约,并以此规范群体成员行为和各种内部活动、邀约或拣选其他试图加入群体的“后来者”、推动

“入群”作家以群体方式参与文学场话语权的争夺和资源配置.身处文学生产场话语权中心位置的

核心人物,尤其是那些有文化抱负、通过资本介入获得了文学场内主导性或较大权重话语权的领导

者和“已在场”的人物(即组群成员),在其意识深处(尽管他们没意识到或不愿承认),都有掌控群体

的话语权力和资本(金钱或资历)走向的欲望和愿望.在论及文学场的“法则和界线的问题”时,皮埃

尔布迪厄说:“这些行业(指报纸、电视、电台等传媒———引者注)的功用在于把它们的占据者放在

‘环境’的中心,在这环境中传播构成作家和艺术家的特定竞争的信息,建立关系并获得有利于出版

的保护,有时取得特殊权利的位置———出版者、杂志、文集或全集的主编身份,通过出版、赞助和建议

等从新来者那里获得承认和尊崇,这就有利于特定资本的增加.”④为了获得特定资本以不断强化其

核心人物的文学主张对群体内部其他成员的影响,或者说为了不断加强一个由有思想的作家们组成

的作家群的内部人际和谐,有效提高作家们的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文学场中各种参与话语主导权

和“资本”支配权角逐的力量———在本文的论述中具体为“真美善作家群”———就不能不重视其内部

“文学生活”的质量和频次,并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人员使用有效的交际手段和拉拢方式,以保证

群体在文学场中的持续“在场”和良好声誉.
每个社群组织的核心人物与其内部个体成员间关系的疏密度都不一样,这就造成了社会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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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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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芬等著:«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１８９７ １９４９)»,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８０页.
曾朴的«编者的一点小意见»一文是曾朴文学理想的集中体现.见曾朴:«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１９２７年第１卷第１号.
曾朴曾号召说:“愿大家给我们实质的协助,来加入这个奋斗的团体.”见真美善编辑部:«征求文稿»,«真美善»１９２８年第１

卷第３号.
[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２７４页.



组织内部关系的层级差异.“真美善作家群”的个体成员在生存地域、艺术追求和个人气质等方面存

在很大差异,他们与其核心人物曾朴、曾虚白父子关系的疏密度和往还频次也各有不同,因此,这个

作家群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也是颇具层次感和层级性的.同时,为有效参与文学场上的生存竞争,他
们在其核心人物曾氏父子的领导下不断与其他文艺团体和规约因素发生联系,并适时调整其文化姿

态、加强内部人员部署,以求能适应环境,促使群体的“特定资本”———现实利益和文坛声誉———延续

或增加.对以曾氏父子为核心的“真美善作家群”而言,他们需要处理好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种种关

系,在个人化的聚会场合展开内部私密性交往,在公共文化空间展开外部公共性交际.同时,因为其

内部的层级性结构及其与外部其他组群间的层级性关系,他们需要展开侧重点和方式均有所不同的

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层级性文化交际和文化公关活动.
“真美善作家群”主要由四个层级构成:“曾家客厅沙龙人物”、“«真美善»杂志特约撰稿人队伍”、

“«真美善»杂志专栏撰稿人队伍”和“‘真美善’书店、杂志固定投稿人队伍”.这几组人物在人员构成

上多有交叠,特约撰稿人名单上的人物基本都是“曾家客厅沙龙”里的常客,但很多曾家客厅沙龙人

物如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郑君平(郑伯奇)、钱崇威、梁得所等却从未在“真美善”书店出过书,也
从未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尽管他们与曾氏父子声气相投、常相往来,但却未必完全认同他

们的文学主张.曾氏父子及“真美善作家群”与他们的交往,是这个作家群的“礼节性”对外文坛交际

活动,这种文人往还丰富了１９３０年代上海文坛作家间的文化交际活动,为不同文学群落间互通声气

提供了一个私人管道.正是借助这个管道,曾朴成功地向当时的新文学界宣传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可.郁达夫在回忆他做客曾家客厅的情景时,曾这样描绘曾朴当年的风采:
“孟朴先生的风度,实在清丽得可爱”,“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似流水的语调,那一

种对于无论哪一件事情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了一辈子也不会厌”,“先生所特有的一种爱

娇,是当人在他面前谈起他自己的译著的时候的那一脸欢笑.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像春风似的

慰抚.”①郁达夫的浪漫气质和名士作派,与曾朴的浪漫清丽、热情洋溢最相宜,他们两人的相互吸引,
是在精神气质上的彼此欣赏和文学成就上的相互悦服.试想如果没有在曾家客厅里的竟夕长谈,郁
达夫又怎能“一晚不睡”,彻夜读曾朴赠阅的译作«肉与死»“直读到了早晨的八点”②,并进而与曾朴日

夕纵谈深入了解、赞同他的文学理想呢?
那些既是曾家客厅沙龙人物,又列名«真美善»杂志特约撰稿人队伍的作家③,是曾氏父子通过客

厅文艺沙龙聚拢结交的“文艺同好”,是“真美善作家群”的核心圈子,他们在曾家的客厅文艺沙龙里

聚谈文学理想与社会人生,共同谋划“真美善”文化事业,一起制定书店的出版计划,为杂志撰文,展
开“集群作战”,集体对外宣扬他们的群体性文学主张,一起为“女作家号”和“法国浪漫运动百年纪念

号”的编辑、出版和营销出谋划策,或号召文艺同好为“真美善”供稿,或亲为撰稿.“真美善作家群”
的这种“文学集体操”,给我们展示了这一作家群的文化姿态和文学理想.作为作家群核心人物的曾

朴和曾虚白父子积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除参加邵洵美组织的文艺宴饮和文学聚会外,他还经常“主
动出击”,“听说虹口北四川路有家广东茶馆是文艺作家们在下午三四点钟经常聚会的地方.他老先

生竟兴致高得要我陪着他好几次闯得去做不速之客.当然,他一到在座者欢声雷动,一谈又是一两

个小时”④.此外,因为法国式文艺沙龙不仅是曾朴所私淑的文化生活方式,更是他借以聚拢其“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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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越风»(半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１期.
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越风»(半月刊)１９３５年第１期.
其中王坟、马仲殊、孙席珍、崔万秋不在客厅沙龙名单中,因为他们的生活地域不在上海,如王坟在苏州念书,崔万秋在日本

留学,但是他们的确都是“真美善”书店、杂志上的活跃分子,又在“特约撰稿人”名单中,因此也当划入“真美善作家群”的核心圈子.
曾虚白:«曾虚白自传»,第９５页.



善作家群”的一个“文化磁场”,他着意把沙龙办得在精神气质、活动氛围和组织形式上都颇具“法国

风”①,曾朴租住的法租界就为其法国式文艺沙龙提供了一个外在的理想的异域文化场.在自家的客

厅文艺沙龙里,曾朴“于著述之余总喜欢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同志,作一种不拘行迹的谈话会.那时

候他的寓所中,常常是高朋满座,一大半都是比他小上二十岁三十岁的青年,可是先生乐此不疲,自
觉只对着青年人谈话反可以精神百倍,所以一般友好,都取笑他是一个老少年”②.徐蔚南曾这样当

面评价曾朴:“您不仅能了解比您年纪小一半的青年的心情,而且要和青年人做伴侣,加入于青年队

中.因为您有着这样‘白头少年’的精神,所以您会忘却您自己在近代文坛上的权威,而毅然决然再

跃入新的文坛里了.”③曾朴从不以知名文人自恃,他热烈易感的性格以及他对文学的热情,使他能够

营建起一个广受文艺青年喜爱的法国式文艺沙龙.在这个半私人化的文化生活空间里,曾朴既得以

与文坛友好聚谈,展开近距离、小范围的对外交流与宣传,又能与“真美善作家群”的内部成员交流文

艺思想,商量策划书店出版和刊物编辑计划,以通过出版图书和杂志向外界展示其群体的文学成就

和文化姿态.之所以要强调曾家客厅文艺沙龙的半私人性,是因为从出入其间的文学人物的构成来

看,它还有着对外营造“真美善作家群”这一“文化群落”的形象魅力和吸引力的作用,那些慕名前来

聚谈的作家如郁达夫、郑君平、叶圣陶等人的身份名头,对曾氏父子及其“真美善作家群”来说是一种

声援和精神激励,对外人而言,则具有名人广告效应,可以为他们吸引更多的文坛关注.因此可以

说,曾家客厅文艺沙龙是一个半私人化半公共化的文化空间.
从“«真美善»杂志专栏撰稿人队伍”和“‘真美善’书店、杂志固定投稿人队伍”聚合到曾氏父子周

围、在“真美善”书店出书或在«真美善»杂志发表文章的时间来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向«真美善»杂
志投稿时受到曾氏父子赏识,进而受邀为杂志某一栏目长期撰稿的,此类有如毛一波、师鸠等,他们

中有些人甚至可以被称为«真美善»杂志的“专栏作家”、“编外编辑”或“专栏编辑兼撰稿人”;此外,还
有几位文坛新人在投稿时因文才卓越受到曾氏父子赏识而得以在“真美善”书店出版单行本的④,此
类有如苏梅(雪林)⑤、王坟等;还有几位作者是因在其他同人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引起曾氏父子注意而

受约撰稿的,此类有如朱庆疆、陈雪清等;通信是曾氏父子与文友交流、进行文化交际的重要方式,有
多位在读学生和留学生中的文学青年因与曾氏父子通信而成文友,进而受邀为杂志撰稿并在“真美

善”书店出版图书,此类有如王坟、朱云影和崔万秋等.从«真美善»杂志刊发的一些编读往还信件来

看,曾氏父子对这些无名青年作家非常关心,与这些在空间上距离较远的作家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

络,鼓励他们致力于文学著译,有些劝诫堪称苦口婆心,如在«悲哀的号哭»⑥一文中,因“真美善”排字

房遭受火灾而致王坟«现代作家»的手稿被焚毁,虚白写信极力劝慰,提出要代王坟誊抄稿件,其情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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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朴在谈到与张若谷的相识时曾说:“我们一相遇,就娓娓不倦的讲法国的沙龙文学;路易十四朝的闺帏文会lespréciosités
desRuelles;邸馆文会 Unenouvellepréciositedesalon;梅纳公夫人的印庭LacourdesceauxdelaDuchesseduMaine;朗佩尔夫人的

客厅LeSalondeMmeLambert;兰史碧娜斯姑娘的客厅等.尤其喜欢谈罗曼派诺甸CharlesNodier的亚尔那的SalondAeseale
第一次客厅,嚣俄的王家场Placeroyale住宅;金百合房的LaChamoleonLisdor第二次客厅.”见东亚病夫:«东亚病夫序»,张若谷:
«异国情调»,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９年,第７页.

曾虚白:«曾孟朴先生年谱»(下),«宇宙风»１９３５年第４期.
徐蔚南:«代序»,«都市的男女»,上海:真美善书店,１９２９年,第１１页.
曾朴在“女作家号”上作诗称赞苏雪林是“女中青莲、闺中大苏”.原诗如下:“此才非鬼亦非仙,俊逸清新气万千,若向诗坛

论王霸,一生低首女青莲.亦吐风雷亦散珠,青山画集悔当涂,全身脱尽铅华气,始信中闺有大苏.”见病夫:«题苏梅女士诗集»,«真
美善女作家号»,１９２９年２月２日.

苏雪林对曾朴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晚年还曾连作两文颂扬曾朴的“真美善”文学事业,两文标题为«真美善杂志与曾孟朴»
和«曾孟朴的‹鲁男子›及其父子的文化事业»,笔者未见原刊,转录自朱传誉:«曾孟朴生平概述»,台北:天一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８１
８５页.该书为相关文章的原刊影印汇装本,只见目录页两文后简单标注为“畅流６９．２．台北”和“畅流６８．１．台北”,两文原刊页码分

别为１６ １８和１５ １９,«畅流»为半月刊,仅根据所标月份无法判断卷次和期次.
见«真美善»第４卷第３号“文艺的邮船”栏目.



殷,感人至深①.这些受曾氏父子赏识的“通讯作者”们反过来也都很关心奖掖、提携他们的曾氏父子

的“真美善”文化事业②,踊跃供稿以为支持.
针对“真美善作家群”成员在审美气质、文学声誉、生活地域和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异,曾氏父子

在群体内部展开了层级性、多管道、个人化和私密性的文化交际活动,通过半公开半私人化的客厅文

艺沙龙和信函交流③来聚合并沟通着他们“真美善”文学事业的人脉资源和人力资源.

四、“领导群伦”:“真美善作家群”的文化姿态

从从事文学活动的地域范围和力度看,“真美善作家群”的作家们多是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上海

文坛的活跃分子,是著译成绩均较丰实的作家、翻译家,其核心人物如曾朴、曾虚白和邵洵美等都是

拥有一定资本的出版家,其成员包括文艺期刊编辑、大众媒体人、大学教授、在读学生或留学生,均有

较为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外国文学知识储备与鉴赏能力,具备使用一两种外语进行翻译的跨语言文化

交际能力.他们出生和活动的地域较为接近,多为在上海及周边区域生活、工作、求学的江浙籍知识

分子,他们在自办刊物及同人刊物上发表作品,互为声援,同声和气,他们具有清醒的文学改革和文

化建设意识,较充分地认识到了国外异质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价值,认同

并基本践行了其核心人物曾朴倡导的“真”“美”“善”的文学著、译和批评标准,并据此有序地移译国

外文艺作品以启发国人、创造新作.曾朴、曾虚白父子创办“真美善”书店杂志、发起“真美善”文学事

业(包括邵洵美创办«金屋»«狮吼»等杂志)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１９１９ １９２７年

间)的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的成绩不满,又因其素来怀抱以文学“发生作用”而“求真理”即通过变革

文学来“革故鼎新”的文化理想,他们因而试图通过开书店、办杂志以纠合同志,通过翻译、著述来参

与到中国文学发展变革的洪流之中.曾氏父子及“真美善作家群”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变革与探索路

径的设计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以文学出版活动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理想

充满自信与自豪.
为实现其文化理想,曾朴、曾虚白父子明确表达了要“领导群伦”通过译介、镜鉴外国文学来改革

中国文学,以建设开放、包容的“群众的文学”的文学普及者的文化姿态.同时,基于既不排斥中国旧

文艺、又不满意“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心理,“真美善作家群”的主要干将如邵洵美、张若谷和王坟等也

在考察、思考中国文学新旧之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文艺主张及文学革新思路.邵洵美发现“新
作品永没有机会可以使旧作者领略;旧作品便也缺乏人为他们做新价值的估定:双方的发展都有一

种停顿的可能.这中间缺少一座桥梁,所以,我常说:‘我们没有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因而指出:
“新文学的出路是一方面深入民间去发现活辞句及新字汇;一方面又得去研究旧文学以欣赏他们的

技巧、神趣及工具.我们要补足新文学运动者所跳越过的一段工作:我们要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

代’.”④他的这种文化理想,不同于曾朴要“在改进文学的长途上,做个收拾垃圾的打扫夫”的低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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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通信原文摘录如下:“朱雯(即王坟,引者注)先生:我当时听见了蔚文排字房失火,就为你着急(因为我急于给你出版,
叫他们把这本稿子,提前排印,我知道它一定在排字房中).所以匆匆自己赶到火场去查问,吓! 果真,他们说«现代作家»竟遭劫了

的确,你是我最近发现的宝玉,虽不敢过份恭维你是怎样‘色泽晶莹无正配’,可是蕴藏在你内在的,倘能尽量地发展开来,准可

以吐出光明的异彩,我确信你将来的造就,所以我要坚持着请你继续的努力,并且无论如何这部«现代作家»我是要给你出版的.
倘有原稿,也许你心情恶劣不能下笔,那就请你捡齐了挂号寄下,我来设法给你抄写,以赎我处理失当的罪衍,你道如何?”(王
坟、虚白:«悲哀的号哭»,«真美善»１９２９年第３卷第３号)

崔万秋曾谈到他在东京时关注“真美善”书店、杂志出版物在日本的销售情况:“贩卖部可以说是上海出版界的缩图.近年

上海小书店勃兴,贩卖部代卖的,差不多都是小书店的书籍.因为我和真美善书店的关系深些,便首先注意到真美善出版的书.我

译的«母与子»和«草枕»,此处都有代卖.病夫虚白父子合译的«肉与死»,也已经来到了,其他如张若谷的«咖啡座谈»虚白的«潜炽的

心»也都有卖.我很想问一问«真美善»销路,但找了半天,不见司事的人,终于没有问得成.”(崔万秋:«到东京来»,«真美善»１９２９年

第４卷第５号)
若不发表,属私密信件,若公开发表,则属公开信,此指前者.
邵洵美:«文学的过渡时代»,«人言周刊»１９３６年第３卷第３号.



明确放言要造一个“文学的过渡时代”.当然,尽管他们“改进文学”的姿态高低不同,但其对“五四新

文学”的不满却是一致的,他们提出的改进文学的路径和方法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曾朴要做“群众

的文学”,强调语言的民族性,要“整理国语”:“用各省最流行的官话,做白话文普通用语”①;邵洵美要

“深入民间去发现活辞句和新字汇”,两人都强调要追求、打造具有民族性和民间性的文学语言.如

果说以上所引因为是邵洵美在１９３６年发表的言论,似还不足以凸显他作为“真美善作家群”干将的

文化姿态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他在１９２９年«金屋月刊»的发刊词«色彩与旗帜»一文中所抱持

的话语姿态:“这个时候在文艺上是一个动摇期”,“我们对于这个时候的文坛的不满意,«金屋月刊»
便因此产生.我们要打倒浅薄,我们要打倒顽固,我们要打倒有时代观念的工具的文艺,我们要示人

们以真正的文艺”②.与曾朴提出的“改进”、“改革”文学的目标和口号不同,邵洵美使用了颇为时髦、
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打倒”一词;与曾朴提出的具体而微的文化建设、文学改革的策略、方针和路

径(“把外潮的洶涌,来冲激自己的创造力”③,即要系统翻译西方文学以为改革中国文学的样本的“文
学改进”思路)不同,邵洵美既提出了较为笼统的目标和口号:“我们要超过任何派”④,也提出了具体

而别致的通过“办画报”⑤来组织“文化的班底”⑥的文学普及策略.
张若谷与曾朴、曾虚白父子一样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与他们有着趋同的文学爱好,在创作上

也一样受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影响⑦,他同样对“五四新文学”的著译成绩不满意:“那时我正

热衷于读国内新出版的西方文学作品,———直到如今,我只还喜欢读翻译品而不大喜欢看创作物,或
许这是我的偏见拗病,但是实际上历年内文学创作出版物方面可以使人满意的作品也实在太少

了.”⑧正是出于对当时文坛产出的不满意,张若谷建议曾氏父子编辑出版«真美善»“女作家号”,来向

全国文艺界展示女性作家的创作成绩,以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在回应当时部分文艺界人士关

于编辑出版“女作家号”的质疑时,他引述曾虚白撰写的征文启事以明心迹:“中国荒凉紊乱的文坛

上,几年以内却已有好多位天才的女作家向着我们发出异常可羡的光辉;然而,感觉不十分灵敏的群

众对于这种现象却淡漠得很;这也是我们老大民族的老脾气,没有人大声叫嚷,他们的耳朵永远是聋

的,眼睛永远是瞎的! 因此,我们想趁着«真美善杂志»周年的机会发行一本‘女作家专号’做一个摇

旗呐喊的先锋,让聋盲的群众认识她们(指女作家)全体整个的伟大.”⑨这段引述正可表明张若谷对

３６１论１９３０年代上海“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化姿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病夫:«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１９２７年第１卷第１号.
邵洵美:«色彩与旗帜»,«一个人的谈话:文艺闲话»,第５１、５３页.
病夫:«编者的一点小意见»,«真美善»１９２７年第１卷第１号.
原文为:“我们的作品,可以与任何派相像,但决不属于任何派.我们要超过任何派.我们的写实,要比写实派更写实;我们

的浪漫,要比浪漫派更浪漫;我们的神秘,要比神秘派更神秘;我们的假使我们做得到.我们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见
邵洵美:«色彩与旗帜»,«一个人的谈话:文艺闲话»,第５３ ５４页.

邵洵美在«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中说:“新文学运动到现在已多少年了,但是除了一部分的学生以外,他曾打进了何种地

域? 以群众为对象的普罗文学,它所得到的主顾,恐怕比贵族文学更少数.但是画报是走到了他们所走不到的地方了:所以普罗文

学刊物的销数一千;非普罗文学刊物的销数有一万;而画报如«时代»«大众»及«良友»之类便到过六七万.人家也许要误会我用销数

来定价值;其实我是用群众欢迎的程度来证明它存在的理由.”(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文艺闲话»,第７４ ７５页)
邵洵美在«文化的班底»中说:“七年前(«文化的班底»一文刊于１９３５年«人言周刊»第２卷第２０期,文中所谓的‘七年前’应

在１９２８年,引者注)就想到了要去组织这个‘文化的班底’.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当然不能顾全各方面;自己又是喜欢写文章的,
所以便从出版方面进行.第一便是要设法去养成一般人的读书习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从通俗刊物着手,办画报,办幽默刊

物,办一般问题的杂志;五年来总算合计起来已有近十万的读者.这近十万的读者,无疑地是一个极大的‘文化的班底’了.我希望

他们把看杂志当作娱乐以外,再能进一步去探求更深的修养,那么我初步的计划便成功了.”(邵洵美:«一个人的谈话:文艺闲话»,第

１００ １０１页)在此,邵洵美表达出的是一个有气魄的出版家为培育理想的读者群体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学、文化修养的美好愿

望,他的七年发行“十万”册画报以养成“文化的班底”的说法是与其在１９３０年代的上海的出版史实相符的.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实

实在在的“新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和实干型文学活动家.
张若谷在«十五年写作经验»一书中自陈其学习法国文学的经历时说:“在我这十五年来的写作方面,我承认我是多少受到

几个法国作家的影响.”(张若谷:«十五年写作经验»,上海:谷峰出版社,１９４０年,第５８页)
张若谷:«珈琲座谈»,第６页.
张若谷:«关于女作家号»,«真美善»１９２９年第４卷第１号.



曾氏父子“文学普及”观念的认同,当然,也表露出了他对于文学启蒙立场的认同.此外,在文学上摆

出明确姿态的,还有王坟,他因“苏州虽离沪不远,而文坛却出人意外的冷寂”,而发起成立“白华文艺

研究社”,出版文艺旬刊«白华»,“要在沉寂的苏州,激出一些文艺的呼声;而仗这悠悠的海水,鼓起一

股小小的波浪”①.这是他受曾氏父子影响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组织上的文化作为.
此外,“真美善作家群”在参与文学变革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典型性特征,也

显现在他们镜鉴外来异质文化资源的独特路径和过程之中.他们出于对法国文化的崇爱,选择了法

国风文艺沙龙式的文学生活组织方式和文化交游方式,试图以此来号召聚拢文艺同好、凝聚文气.
通过系统翻译、介绍以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为代表的外国文学名著,他们获得了“真”“美”“善”的文学

理想和进行文学创作的灵感.他们冀望以外来异质文化资源激发本国的文艺创作,并以之为镜鉴来

检讨、总结本国文化传统与文学资源,进而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优势资源,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上实

现中国文学与文艺审美现代化的历史性蜕变.正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他们更进一步,把涵盖面更

为广泛的其他国别优秀异质性文化资源也在刊物上予以翻译、介绍,通过编辑出版文化、文学专号和

主题相对集中的单期杂志,来凸显他们的编辑思想和文化建设、文学改革理路.在译介外来文化资

源时,他们有明确的系统性追求和经典意识,强调要有统系地译介国外一流文艺作品,同时接受并使

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既得成果,以白话文、语体文进行忠实的移译,力避欧化,反对全盘西

化.他们通过批判、讨论和反思著作界、翻译界存在的问题和不良状况来引起文坛关注,同时进行译

品状况调查统计,辑成«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出版,在«真美善»杂志上刊发«中国翻译欧美作品

的成绩»和«俄国文学汉译编目»两文,发表文章逐字逐句地讨论译品的得失与价值,努力按照曾朴、
曾虚白父子提出的理论路线去实践、实现他们预设的翻译和创作目标.另如曾虚白在«翻译的困难»
一文中提出了具体而微的翻译人员培养“训练法”;针对具体文体如诗歌的翻译,曾朴提出了译诗的

“五个任务”等.由此可见,“真美善作家群”的作家们不纯粹是因为喜欢推崇外国文学而进行译介工

作,而是在深入了解、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有见地地为如何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出了

既有远期规划又有具体操作规程的建议和计划,他们对于如何“别求新声于异邦”有着自己独立的文

化的、审美的和历史的美好愿想和技术路径设计.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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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坟、虚白:«苏州文艺的曙光»,«真美善»１９２９年第５卷第１号.



Abstracts

ReflectionontheMayFourthMovement:RebalancebetweenChinaandtheWest,andtheAncientandModern

YangGuorong,LuoZhitian,WenRumin,HeZhonghua

　 InMay２０１９,theeditorialofficeofJournalof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heldaforumwiththe

themeof“TheValueofConfucianismandItsModernFate:OntheCentennialoftheMayFourthMovement,”

andthisgroupofpenconversationsarepartoftheachievementsoftheforum．Throughthecomplicatedrelation

betweenthecoreconceptsoftheMayFourthMovement(scienceanddemocracy)andcoreideasofConfucianism

(benevolenceandrites),YangGuorongpropoundsthatalthoughthe“MayＧfourth”thinkerstendtodemarcation

andoppositionbetweenthetraditionalandthemodern,theyarestillrelatedtotraditionindeepermind．Luo

Zhitianstatesthatalthoughtheattentionon“individual”intheperiodoftheMayFourthMovementwasaffected

morebythoughtsfromabroad,weshouldnotneglectthattherewasanindividualofindomitablespiritin

Chinesetradition．The “characteristicofmodernChina”asthe MayFourth Movementcontextualizedthe

individualalienatesfromtheideasonindividualinmodernWestandancientChina．WenRuminholdsthat,itis

superficialtoregardastheMayFourthMovementopposingtraditioncomprehensively,andthetruehistoryis

thattheMayFourthMovementnotonlyoverturnstradition,butalsocontinuesandrenewtradition;andthe

criticismofConfuciancodeofethicsbyMayＧFourthpioneersmeansaturnbutnotdisasterofConfucianism．He

Zhonghuapointsoutthatthe MayFourth Movementdidnotfaceandaskthehistoricalresourceandsocial

foundationinthebehindofdemocracyandsciencein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materialism;andthecultural

determinismtriestoreversemodernpoliticalandeconomicsystemoutoftheaspectofidea,whichconstructa

kindofinversionofcausality．

TheBankruptcyofReconciliation:

　 aStudyoftheSongCourtPoliticsduringtheLast１８monthsofSimaGuang(１０１９Ｇ１０８６) ZhaoDongmei

　 After１５yearsofretirement,SimaGuangreturnedtotheSongCourtastheChiefCouncilor．Holdingthe

politicalauthorityasamorallyhighＧmindedleaderofWangAnshisoppositionandthepoliticalpowercoming

fromhishighofficialpositionandesp．thetrustoftheregentEmpressDowagerGao,SimaGuangpursuedfor

twogoals．OnewastooverthrowallthepoliciesofWangAnshiandEmperorShenzonginordertosavethe

people．Theother wasareturnbacktothediversitypoliticaltraditionviareconciliationofthedivisive

bureaucracy．Thetwogoalswerecontradicted．Besides,asthetopleaderofthereconciliation,SimaGuang

sufferedthelackofpersonnelresourcesandthescarcityofstatecrafts．Beingnotawareofhisroleasaleaderin

realpoliticssothatindulgedinhispersonalmoralperfection,SimaGuangfailedtomake‘hispeople’astrong

team．Theremonstranceofficialsandcensorswerenotalwaysinhisline．SimaGuangandhisfellowtopleaders

encouragedtheEmpressDowagertoreleaseanedictofpoliticalreconciliationtorefreshthemajorityofthe

bureaucrats．Theedictwasreleasedfinally whilethepoliticalreconciliation wordswereerasedunderthe

pressureoftheremonstranceofficialsandcensors．Thelackofpersonnelresourcesdeteriorated．SimaGuangs

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ofthereconciliationwas“thesonscorrectionofthefatherswrongswasthefilial

obligationofanemperor”．ThiswellＧestablishedtheorywasoverwhelmedbyatheoreticallyweako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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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herscorrectionofthesonswrongs”whichledtofurthersplitofthebureaucracy．Thispaperprovideswith

thedetailsofthebankruptcyofthereconciliationandconcludesthatSimaGuangcouldnotescapetheblamesor

takealltheblamesofthebankruptcy．

TheSinoＧJapaneseRelationsduringtheHongwuEmperorsReign(１３６８Ｇ１３９８) MaGuang

　 ThediplomaticrelationshipbetweenChinaandJapanintheearlyMingdynasty(１３６８Ｇ１６４４)mayserveasa

connectinglinkbetweentheprecedingYuandynasty (１２７１Ｇ１３６８)andthefollowingperiods．Whenprevious

scholarshavestudied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ancientEastAsia,traditionally,theyhavemostlyexploredit

fromtheperspectiveofthetributarysystem,andhaveemphasizedceremonyandtradeasthecrucialfactorsin

thetributarysystem．Itshouldberealizedthatthis monochromatic modeldoesnotfitintotherealistic

relationshipbetweenChinaandJapan．TheWokouwereaseriousthreattoChinassecurity,anditwasthemost

importantfactorinfluencingtherelationsbetweenChinaandJapanintheMingdynasty．ByreＧanalyzingChinese

andJapanesemissionsactivities,Iarguethatnationalsecurity,ratherthanceremony,wastheprimarytargetof

NortheastAsiandiplomacyatthetime．

HowCulturalandEducationalCirclesMadeCollusion:

　 ThePowerContextoftheFormationofAcademicsinTaiwanaftertheSecondWorldWar WangChenguang

　 Aftertheyear１９４９,ChiangKaiＧshekregimewhoretreatedtoTaiwanattachedmoreimportancetothe

utilizationofculturalfiguresinHongKong．Ontheonehand,theTaiwanauthoritiesgaveeconomicassistance

tointellectuals,andontheotherhand,theyexertedimperceptibleinfluenceonidentityonideologytoform

recessivecollusionamongthem,thuscultureandeducationarealienatedintotheappendantofpoliticalforms．In

thesituationofcoldwar,scholarsontraditionalculturewhomovedtoTaiwanaredifficulttobreaktheshapeof

power,andtheacademiceffortsinethicizingpolitics waschangedintotheoreticalresourcesforpower

centralizationandeveninstrumentforcontrollingpeoplesthoughts．Meanwhile,theTaiwanauthoritiesutilized

thepoweroftheAmericanchurchtomakeantiＧcommunistpropaganda,whiletheAmericanchurchconducted

culturalcolonizationbycontrollingtheculturalandeducationalsystem ofTaiwan．Amongtheacademia,

intellectualsshelteredunderprivilegeconcentratedontextualresearch,andkeptsilentbeforepoliticalandsocial

chaos;whileresisterssuchasXuFuguanwerepushedasidetotheedgeofpower．

TheChinesePragmatismandItsConfucianPhilosophicalFoundations YaoYang,QinZizhong

　 OneofthedefiningChinesecharactersispragmatism．Attheepistemologicallevel,theChinesepragmatism

believesthattruthishistoricalandspecific,epistemologicalreasoning mixesreasonandemotion,andthe

epistemologicalsystemisopen,realistic,andabsorbing．Atthepracticallevel,theChinesepragmatismstarts

fromthepurposeandbelievesthatthemeanscanchangewithcontextaslongasthepurposeisdesirable．The

philosophicalfoundationoftheChinesepragmatism canbetracedbacktotheConfucianideaaboutman．

Differentfromthewesternmanofasingularandperpetualnature,theConfucianmanissecular,andhisnature

canevolveovertimeandberemolded．Manssecularitynegatesperpetualtruth,andtheevolutionandremolding

ofhisnatureprovidesthephilosophicalfoundationforthediversityofmeans．However,theConfucianrejects

opportunisticmeansandbelievesthatpersonalperfectionandliarethewayouttocurbopportunism．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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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tfulthatitisimpossibleforConfucianismtodeducttheruleoflaw．Likedemocracy,Confucianpoliticshas

torelyontheruleoflawtoreachgoodgovernance．

ThePrincipleofGuidingthePoliticalsystembyNaturalLawand

　 It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inTraditionalChina:

　 ADiscussionontheInstitutionalizedＧparticipationMechanismofIntellectuals ShengHong

　 ThenaturallawguidingpoliticalsystemisthebasicpoliticalprinciplethatChinahasformedanddominated

thehistorysincetheSpringandAutumnPeriod．Toimplementthisprinciple,weneedtojudgeandselectthe

scholarswhoexploreandpracticethenaturallawaccordingtotheConfucianvalueswhichisclosesttothe

naturallaw．Aftertheobservationandrecommendationsystem,thefairＧjudgementＧbyＧnineＧstandardsystemand

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thetraditionalChinesesystemofselectingscholarshasbeencontinuously

improved,andfinallytheexaminationswerepreＧexistedbytheimperialexaminations,excludingany“primary

selection”system,sothatallscholarscanenterequally．Theselectionprocessofpublicofficeandthe

measurementofpoliticalachievementsaftertakinguppublicofficehaveenabledtheprincipleofguidingthe

politicalsystembynaturallawtobebasicallyrealized．Thisprincipleanditssystemstillmakesensetoday．

ASolutiontotheDilemmabetweenMaterialWellbeingandMoralCultivationinPreＧQinConfucianism

LiChenyang,LiuLinna

　 Is material wellbeing a preＧcondition for moralcultivation? Or moralcultivation can be achieved

independentlyofmaterialwealth,andpovertycanevenbeconducivetoonesmoraldevelopment? Twolinesof

contradictorypositionscanbefoundinpreＧQinConfucianism．Weexaminefourpossiblesolutionstothispuzzle,

thatis:１．oneofthehornsinthedilemmacouldsimplybefalse;２．materialrichnessandpovertyprovide

differentenvironmentstoattainrespectivevirtues;３．materialvalueandmoralvalueareindependentofeach

other;４．differentteachingsaimatdifferentkindsofpeople．However,allofthefoursolutionshavelimitations

anddifficultiesintextualinterpretationandtheoreticalconsistence．Oursolutionistodifferentiateindividual

perspectivefromsocialperspective．Ontheonehand,apersonisresponsibleforhismoralcultivation;onthe

otherhand,thereisapositiverelationshipbetweenmaterialwellbeingandsocialmoralstandardsinstatistical

sense．ThistwofoldaccountsolvesthedilemmabetweenmaterialwellbeingandmoralcultivationinpreＧQin

Confucianphilosophy．

ReviewandReflectiononDynasticHistoricalResearchinChinainthePastFortyYears

ShenChangyun,LouJin,BaoWeimin,ZhaoYifeng,HuangAiping,LiuZhiwei

　 Inrecentfortyyears,alongwiththereformandopeningＧupaswellassocialtransformation,thestudiesof

ancientChinesehistoryalsoexperiencereconstructionofdiscipline,extensionofdomain,renewalofmethod,

andchangeoftopics,gainingunprecedentedachievementsandgrowingsocialinfluence．Thestudiesmainly

proceedinformofdynasticresearch,andacesstonewknowledgeonalmosteverypoint,butitseemsthatthese

achievementshavenotformednewholisticview,andevenshowatendencyoffragmentization．Howtoevaluate

thetotalresultsintheperiodbecomesanimportantissuethatscholarsmustconfrontdirectly．Theauthorsof

thisgroupofreviewsarerepresentativescholarswhoexperiencethecourseoffortyyears,andtheir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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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benefitthe“newstart”ofstudiesofancienthistory．

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ftheTheoriesof“Accumulation”and“Fruit”:

　 LiZehousEffectonMeandDifferentiationbetweenUs YangZebo

　 Thetheoryof“accumulation”wasfirstputforwardbyLiZehouinhisaestheticresearch,andusedto

illustrate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culture．Theauthorhasbeeninsistedoninterpretingthetheoryof

originalgoodnessofhumannaturewithethicalmood,whichwasinitiallyaffectedbyLi．Comparedwiththe

theoryof“accumulation,”theauthorsinterpretationoftheoriginalgoodnessofhumannaturecanbecalledas

thetheoryof“fruit．”Thoughthelattergrowsoutoftheformer,therearemanydifferencesbetweenthetwo:

theformerfocusesonanalyzingtheculturalＧpsychologicalformation,interpretingthe“congenitalpreexistence,”

andconstructingthe“noumenonoffeeling”withtheessenseofabandoningthenoumenon;whilethelatter

foucusingoninterpretingthetheory oforiginalgoodness of human nature,elucidatingthe “acquired

preexistence,”andreconstructingthe“noumenonofbenevolence”withthepurposeofexhaustingandadhereing

tothemoralnoumenon．

UnderstandingHumanExistence:FromHeideggertoBuddhism LiZhangyin

　 Heideggersunderstandingofhumanexistenceisneitherfallingintotheexistentiell,norcompletelyoutside

theexistence,butbelongingtoanexistentialphenomenologythatbothjumpsintoandspringsforthfromthe

humanexistence．Ithasfollowingstepsroughly:１．describingthedisclosing,projectingandappropriatingof

Daseinitself;２．analyzingDaseinsinauthenticandauthenticunderstanding;３．distinguishingtheinauthentic

andtheauthenticmeaningofhumanexistence;４．showingthepossibilityofauthenticexistence;５．manifesting

theauthentichumanexistencescharacteristicsofEnowningandreleasement．Heidegger＇s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oftheEnowningandreleasementcanturnonanewinterpretationofBuddhistdoctrineaboutyuanqiand

suiyuan,andhisanalysisoftheinauthenticandauthenticexistencecangiveanexistentialinterpretationof

buddhistdoctrineofkarmaandsamsara．

AStudyoftheFormationofthe“Truth,Beauty,andGoodness”WriterGroupinShanghaiinthe１９３０s

　 andTheirCulturalPosture WangXiqiang

　 Underthebackgroundofflourishmentofpublishingandcultureinthe１９３０sinShanghai,ZengPuandhis

sonZengXubaifoundedthebookstoreand magazineofthe “Truth,Beauty,and Goodness,”andgained

plenteousperformance．The“Truth,Beauty,andGoodness”writergroupwascollectedunderZengsefforts．

TheyacquiredtheirowndiscoursespaceincompetitiveculturalmarketofShanghai,andformeduniquecultural

andlivingstyleinsalontype．Theyshowedtheculturalpostureofreformingnewliterature,abandoningthe

enlightenmentstandpoint,practicingliteraturepopularization,andalsoshoutedsomehurricaneＧtypeslogans．

Ontranslatingandintroducingforeignculturalresources,theyconsciouslyheldthepursuitofsystem and

classicsbyacceptingandusingtheresultof “literaryreform”which means makingfaithfultranslationin

vernacularChinese,aswellasavoidingandopposingwholesalewesternization．Abouthowtoabsorbnew

nutritionthroughforeignculturalresources,theyhaveindependentcultural,aesthetic,andhistoricalvisionand

pathdesign．

８６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2019.5封面
	文史哲5期目录
	文史哲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