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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孙 向 晨

摘　要:现代世界对于“家”的理解存在若干重误区:一是将“个体”与“家庭”理解为势不两立的价值主

体;二是将“亲亲”的生存论经验与“家”在历史上的机制化表现混为一谈;三是错误地把“家”的非对称性结

构理解为权力主从关系的起源;四是误认为家庭的角色责任与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不相兼容;五是只看

到“家”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面,没有看到“家”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存在.由此,现代社会忽视了“家”自身

固有的价值意义.重新建立一种饱含“个体自觉”的“家”观念,可以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澄清“家”的积极价

值,使“家”成为成就“个体”的有力保障,并对“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给予制衡;与次同时,现代世界还需重

建“修齐”与“治平”的关系,发挥“家”所具有的更普遍的意义.总之,“家”需要被重新理解为人类生存的基

本方式,为此,现代世界需要重新厘定“家”在“关系性”存在方式、“情感”境遇、“伦理性”原则、“理解世界的

方式”,以及“精神性超越的方式”等方面的本体论意义.

关键词:“家”的认识误区;饱含“个体”的家观念;修齐与治平;家的本体论意义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４．０１

“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拒绝

婚姻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现象普遍增多,以及各种性取向合法化,人们不免哀

叹“家”正在走向衰落.“家”之不存,通过“家”所理解的世界亦将倾覆.眼看着“家”之不振,一种

“家”的哲学却在当代中国又悄然兴起① .现代哲学在讲人的问题时,似乎所指的都是“个体”,在“个
体”之上则是“社群”“国家”.“家”这个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为熟悉的生存与价值的单元,在现代哲学

的范畴中却付之阙如.但是,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无论是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人伦关系,还是家

庭对于规范性秩序的确立,及其对于个体人格的培养,这些对一个成熟社会都是极为重要的.更关

键的是,“家”是我们理解周遭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本体论地位,“家”
及其衍生的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着一如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构成了社会的精

神性支柱.可是,如今“家”在现代哲学话语中处于一种缺失状态,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也处于一种

失语的境况.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缺失呢? 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家”失去了信心呢?
“家”的这种失落过程十分值得检讨.现代社会对于“家”有着多重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核心环节之

一是将“家”与“个体”严重对立,“家”的叙事由此亦因为被个体主义排挤而消失;核心环节之二则是

以现代性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教条性区分,限制了“家”的社会意义.鉴于此,我们需要在

现代社会重建“修齐治平”,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来理解“家”的本体论意义.

　

作者简介: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①　在哲学界,尽管关于“家”的哲学讨论不是主流,但却也始终有学者在努力推进.近年来的代表性成果有张祥龙:«家与孝:

从中西间视野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杨效斯:«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吴飞主

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等.而在此之前,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早已深切地

认识到“中国人的家是极其特殊的”(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７页),但现代中国始终没有尝试

通过直面“家”来建构一种现代文化.



一、现代世界对于“家”的理解存在多重误区

主导现代世界的无疑是一种“个体本位”的价值体系.无论是近代早期霍布斯用个体之间的契

约概念来重写“家”的逻辑,还是新文化运动以“个体主义”来反对“家族主义”;无论是«共产党宣言»
预言“家”的瓦解,还是当代社会完全超越“家”的价值观而建立的性别理论———在理论世界中,“家”
似乎是一个越来越远去的身影.可是,回望身边的生活世界,“家”依然是个体成长的港湾,是个体在

世界之中存在的倚靠,“家和万事兴”也依然是生活中强有力的法则,“家”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温暖的

眼神.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这句话鼓励我们认真地面对身

边真实的“道理”.
在笔者看来,“家”的尴尬处境主要源于现代世界对“家”的理解存在若干重误区:
误区一:认为个体与“家”的价值观势不两立.从霍布斯到洛克,从休谟到康德,他们在确立现代

社会与政治的个体化叙事之始,就清晰地感受到“家”作为一种古老的价值来源,对其现代性个体化

叙事有着巨大的破坏力.他们以各自的、理性的方式,质疑“家”的传统价值,并以“个体”的逻辑将

“家”的价值观的各个环节予以拆解,从而解构了“家”作为独立价值单元的地位①.欧克肖特在诊断

现代理性主义的特征时就已经看到,这些理性主义“不管观点、习性、信念多么根深蒂固,广为人接

受,他都毫不犹豫向其质疑,用他称之为‘理性’的东西判断它”②.“家”这一古老信念就是在这种“质
疑”中被瓦解的.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个体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近代西方哲学

所做的工作,甚至以更极端的方式敌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传统特别重视“家”的价值和意

义,然而在近代个体主义的攻击下,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中,它似乎已再难坚守自身立场.个体的价值

与家的价值显得势同水火.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家”的传统在衰落,“个
体”却并没有相应地确立起来,当代中国因而呈现出某种价值上的混乱③.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家”的
理解最为独到,而自成一体.中国文化传统中许多优秀的价值观念,都是通过“家”这个载体来进行

培育的,是在“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仅仅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更
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原型”.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而非衍自集

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④如果我们不采取“非此即彼”
的零和态度,而是重新梳理“个体”与“家”的关系,那么,在确认现代社会“个体”价值的前提下,“家”
的种种意涵在现代社会依然有重新发掘的余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努力的方向.

误区二:混淆“亲亲”的生存论经验与历史上的机制化表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价值体

系与“亲亲”的生存论经验有着密切关联.在希腊文化中,这种最基本的情感经验被聚焦在“爱欲”
(Eros)上,是一种生命的冲动和感性之爱,在这种基本经验上会延伸出各种爱,包括对智慧的爱.基

督教则提倡“圣爱”(Agape),一种无私的、利他的,更是神圣的爱.在中国,“亲亲”也即对于“亲人”的
爱,是一种最基本的爱的经验,«中庸»在讲到“修身之本”时,就回到了“亲亲为大”这个基本出发点.
中国文化传统,由“生生”这一本体论预设出发,落实在“亲亲”这一生存论经验中,积淀为“孝悌”等最

基本的德性,并在“家”这种社会组织中体现出来⑤.其间的逻辑关系非常严密,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

历几千年而不倒的原因;摧毁这一层层落实下来的文化结构,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就荡然无存了.
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戈一击,从这个角度看因而常常是致命性的,如傅斯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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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考拙作:«“家”在近代伦理话语中的缺失及其缘由»,吴飞主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第３２ ５３页.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页.
参考拙作:«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再反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２５８页.
参考拙作:«生生:在世代之间存在»,«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将“家”视为“万恶之源”①.当然,新文化运动这种极端立场也有其在历史处境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苦

衷.“亲亲为大”的生存论经验,在历史上必然会以某种机制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历经千年而形成沉

重的“家族”文化,“个体”意识与自由因此受到极大抑制,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创造力也受到极大压制.
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因而都在为现代的“自由个体”张目,吴虞、傅斯年、顾诚吾等人则相应地

激烈批判旧有的家族—家庭制度②,以致于直到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孙隆基还在继续批判中国人之个

体人格的不健全③.而要想超越这种极端思维,我们就一定要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存论经验与其

在历史上的机制化表达,做出一种清晰的区隔.这种生存论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核与基因,它
是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内在依据,有其自身的合理之处.当然,也不可否认,其在历史上的各

种机制化表达,尤其是传统的家族制度,对于“个体”成长确实亦有非常严重的压制,其所发展出来的

“家天下”政治模式也已经完全不适合现代社会了.哲学工作在于厘清各自的逻辑,正本清源.逻辑

上,在健全的现代“个体”得以确立的前提下,“亲亲”的生存论经验在现代世界将依然会有旺盛的生

命力.其在当代的机制化表达也有待进一步摸索,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制度性安排,像目前所采取的

诸如在传统的清明节、中秋节放假,重新重视婚葬礼俗等做法就是一种很好的开端.
误区三:混淆“家”结构的非对称性与权力的主从关系.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家庭”与“家族”制

度,之所以被诟病,关键是因为:作为儒家伦理思想重要体现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与现代世界普遍接受的“自由平等”严重背离.吴虞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家族制度”就是专制

主义之根源④.“三纲”是“家文化”在历史上的一种机制化表达,是汉代以后的产物.这种机制化表

达在历史上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一种权力的主从关系,从而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的

制度根源.从现代理论来看,“家”属于私人领域,而“君臣”属于公共领域,家庭内部诸如父子之间的

自然权力关系绝不能成为君臣权力关系的模板,其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此而言,中国文化传统

偏重“家”的私德,而公德阙如.然而,孔子最初揭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以及孟

子进而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在理论上并不必然演

变为一种权力上的“主从关系”,它更多地是在显示家庭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结构.这种非对称性结

构表现了“家”中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孔子的论述可以从“以其角色,尽其本分”的角度来加

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家”结构中的“非对称性”关系,可以在现代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予以新的理

解与阐释.“家”的意义正在于在这种“非对称性结构”中培养出各种角色的德性之爱,这同样是可以

有普遍意义的.换言之,在现代语境下,“修齐”与“治平”仍然可以以新的方式相接续.
误区四:过分强调家庭的角色责任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对立.新文运动对于“家”的严厉批判,集

中于其对“个体自由”的严重束缚这一点上.在巴金的«家»中,觉新的个性被长房长孙这个角色严重

地约束住了.这是传统“家庭”压抑“个体自由”的最鲜活画面.巴金向往个性自由的文学写作获得

了几代人的共鸣.但是,在充分承认家庭成员人格平等的前提下,成员在“家”中各有其“角色”就会

是一个完全可接受的概念.角色责任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紧张并非不可调解.安乐哲(RogerT．AＧ
mes)先生系统地论述了儒家角色伦理的特点:“它不是求诸‘抽象’的‘原理’价值或者‘德行’,而是从

根本上根据我们实际熟悉的、社会的‘角色’而找到‘指南’.这些‘角色’具有存在性指导意义,而不

是‘抽象’原则.依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在兄弟姐妹这样的‘角色’里,我们有实在性的直观体悟.”⑤关

于“角色”的理解,我们在“家”中有着最初、最直观的感受.一旦是某种“角色”,他在一个团体中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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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傅斯年:«万恶之源»,张忠栋、李永炽、林止弘主编:«社会改革的思潮»,台北:唐山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３９ ３４４页.
可参考张忠栋、李永炽、林止弘主编:«社会改革的思潮»,“‘个人主义’与‘家庭问题’”专题.
可参考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张忠栋、李永炽、林止弘主编:«社会改革的思潮»,第３２５ ３３０页.
[美]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孟巍隆译,田辰山等校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１７８页.



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个体,而是处在某种“关系”中,并在这种“关系”中承担起某种“责任”.“家”的环

境就是所有这种“角色”与“责任”的最初源起.在这里不存在任何主从关系,不存在任何不平等关

系.在关系中的“角色责任”与在人格意义上的“个体自由”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两者并行不悖.正如

黑格尔所论证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一种“主观任意”,它在现实中的实现,受限于“伦理生活”;在这个

意义上,每个人的自由的实现,与其在社会层面各自的“角色”密切相关.
误区五:混淆“家”作为组织形态以及“家”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文化.当人们谈论“家”的时候,主

要是围绕着“家”的内部结构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形态而存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击之下,传统的“家”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已经摇摇欲坠.事实上,“家”在中

国文化传统中,远不止是一种社会组织现象,而是一种总体性观念,是一种文化观念,是一种精神观

念.安乐哲先生曾深切地指出:“对于儒家而言,家庭关系之意义与价值,不仅是社会秩序性之根本

基础,家庭关系还具有宇宙与宗教性的喻义.”①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在现代世界做进一步的阐发.
在“家”的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围绕着“家”形成了一整套礼乐文化,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性超越的文化.“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

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礼记祭义»)以这种“慎终追远”的方式,回到自己生命的源头,安放自己

在绵延无尽“世代”中的位置,努力过好人生,表达生命的感恩.“家”在现代世界的没落,深深动摇了

这种作为“世界观”的“家”的观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礼乐文化在现代世界

亦不复有机会得到彰显.“家”的复兴不仅仅是一种伦理组织的复兴,更是一种精神复兴.
如果我们能在承认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破除上述对于“家”的理解的重重误区,重新思

考“家”的普遍意义,那么,“家”观念所内蕴着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也就可以在现代世界重新确立

起来.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个体的道德修为、家庭的德性观念、家国的炽热情怀、天下的共同体意识这

些课题的独到见解,就可以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新有所贡献于世界.

二、饱含“个体自觉”的现代“家”观念

在现代社会“个体本位”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我们看到,“家”的观念在西方近现代伦理论述中走

向衰弱,新文化运动则在批判家庭和礼教的层面上兴起.但是,“家”是中国文化传统生存论结构中

的“核心”,是一种体现生命连续性的共同体,通过“父慈子孝”等德性表达着对于生命的感激与保护;
“家”可谓是中国文化传统下伦理机制的源发地.在现代社会中,要重新确立“家”的地位,就必须真

正面对“家”与“个体”的关系,使“家”的观念能够容纳进“个体”的自觉.
事实上,“个体”和“家”之间并不必然处于一种“非此即彼”的两难局面,其间的关系并不像在西

方近代早期,或者在新文化运动时所表现得那么不堪协调.无论中西,“家”的观念在近代一再受到

压制,就在于它背离了“个体”原则,成为在现代社会贯彻“个体”原则的一种障碍.“个体”原则在现

代世界的出现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人类对于自身价值与自由的尊重最终将落实为对于每一个人的自

由、权利与尊严的尊重.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就丧失了其独立

的价值与地位.在尊重“个体”的前提下,我们有无可能拯救“家”在现代价值结构中的地位呢? 一种

饱含“个体自觉”的现代“家”观念是否可能呢? 一方面要尊重“家”中的每一个个体,另一方面又要超

越对个体性生命的理解.只有容纳了“个体”意志,“家”的作用才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家”作为

生命再生产和价值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才能继续在现代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的“家”观念,尤其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观念,就已经包含了两个“个体”之间相

互确认、相互尊重的意涵.两个“个体”相互之间的感情才是现代婚姻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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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就是从自由个体开始起步的.这与传统家庭的组成或出于家庭地位的联姻,或出于父母的包

办,有很大不同.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组成有着许多利益交换和等级上的限制,家庭的运作更多的

是父权制的体现.新文化运动伊始,首先遭到反对的就是这种传统的包办婚姻,与家庭中的父权

制,相关立论对传统婚姻家庭进行了彻底批判,颂扬了基于爱情的现代婚姻以及自由的现代

家庭①.
那么,婚姻家庭之于“个体”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现代婚姻的

主观出发点正是双方的爱慕.在婚姻中,两个有情感的个体希望能够统一起来,看上去他们好像是

要受到一种约束,其实在这种自由的互动中,他们在其中获得了自己实体性的自我意识②.在这个意

义上,个体自由在情感意义上的实现,恰是以与他人的结合为前提的.
“婚姻”之于个体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之间的结合,这种结合也是“个

体”获得完整性的一个必要环节.在黑格尔对“爱”的描述中,“个体”是不自足、不完整的.因此,
“我”需要在他人身上重新找到自己,也就是获得他人对自己的情感承认③.在这方面,黑格尔富于

洞见地认识到,只有在“家”中夫妻双方作为“个体”的人格才会得到更完满的成长.“个体”在情

感层面的不完整性恰恰是建构“家”的重要基础.就此而言,“家”并不是排斥个体的,反而是成就

了“个体”.
此外,作为家庭成员的夫妻双方,在“家”中是互惠地参与到对方的发展中;在家庭分工中,双方

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互补关系,从而组成了“家”这个生活共同体;同时,双方在相互适应中,形成了某

种伦理关系.黑格尔特别强调,婚姻不只是情感,不只是法律认可,更重要的是一种伦理关系,它使

得单纯的“个体”在“婚姻”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在相互的倚靠中发展出对于对方的关系.“个体”不
足的地方,也就是“伦理性”原则得以诞生的地方.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父亲与

母亲之间会有不平等的角色义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这种因分工不同而导致的不平等会逐渐消失,
原先不平等的角色义务会被一种更为平等的相互关怀所取代,伦理性关系变得更加纯粹.

婚姻只是“家”的基础,因为真正说来,“家”作为世代的承续,还必须有“子女”.这是“家”中出现

的第三个“个体”.在传统社会中,“父父”“子子”原则似乎决定了“家”中的主从关系,其实我们完全

可以在父子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中理解“子女”在“家”中的成长.这种“非对称性”关系并不妨碍

我们对于“子女”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当“子女”在父母的爱与信任中成长时,“家”作为一种伦理原

则主要是通过情感的方式在“子女”心中慢慢培养起来的.“子女”在这个过程中摆脱了最初的自然

性,在“家”中完成了社会化的第一步.所以说,“子女”是在“家”中实现其最初的筹划,为人格最终的

独立奠定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健康的“家”是培育现代个体的暖房.事实上,在“子女”作为“个
体”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作为教育者也有一个自我再成长的过程,这是父母子女人格共同成长的

过程.
在西方某些关于“家”的哲学中,“权利”(right)概念常常被用来理解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

其所关心的是夫妻之间的权利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关系,子女作为孩子所应该有的权利,以
及公共权力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介入“家庭”的关系中,如此等等.这种论述确实突出了“家庭成员”作
为“个体”的权利,但背后却依然是一套基于“个体”的政治逻辑,而并没有显示出“家”自身的独特价

值.“家”之作为一个共同体,其最大特征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具有强烈的感情纽带,这也是“个体”
在世界之中最为需要的情感保障.现代个体主义文化严重忽略了“个体”在情感方面的需求,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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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时常会出现“现代病”的原因所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情感纽带逐渐积淀出了家庭结

构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系列德性.在伦理性原则中,情感性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无论

是从霍布斯到康德的论述,还是现代西方关于“家”的哲学,其中缺失的恰恰是这种情感关系.“家”
的这种强烈的情感特征,反过来印证的是“个体”的不自足.这是现代世界在理解“个体”问题上的一

个巨大盲区.理性个体也许是自足的,但情感个体绝对是不自足的.在这个意义上,“家”在现代个

体主义的世界中是不可或缺的.在现代社会中,当“家”的各种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各种社会机构所取

代时,“家”作为情感培养场所的功能也就更为突出了.
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尊重,完全有可能在家庭环境中,促成一种人格平等的相互关系,并在

“家”的情感氛围中形成一种平等的作风.传统文化在强调“家”的价值观时,常把“孝悌”的德性与宗

法等级观念等同起来,过于强调服从和顺从的一面;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则更应该在“孝悌”中看到感

恩、敬重、仁爱与表率等方面的意涵.尽管“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天然的“非对称性”关系,尤其是

在孩子成长时期,但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成员有着比以往更加平等和更加彼此尊重的意识与环境,我
们因而完全可以在尊重“个体”的基础上,通过剔除等级观念来理解“孝悌”的现代意义,使之转变为

一种体现家庭成员相互“尊重”的方式.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更有条件来实现这些家庭德性观念

中的“尊重”意味.
在现代“家”观念中形成“个体自觉”,并不仅仅是指从正面去尊重“家庭成员”作为“个体”的价值

与权利;更重要的是,这种“在家”的“个体自觉”,也包含着对“个体本位”消极层面所导致的自我中心

主义、价值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问题的抵制与消解.现代社会在强调尊重“个体”自由和权利

的同时,对于“个体本位”的消极影响不能束手无策,它完全应该积极运用文化传统中的主流价值形

态对其进行有效的制衡,否则现代社会的价值秩序就会塌陷.在西方社会传统中,共同体生活是保

持现代社会健康运作的先决条件,托克维尔认为这也是抵御个体主义侵袭的最好办法.通过一种共

同体生活,“个体”能学会在适当范围内关心公共事务,获得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学会使自己适应共

同体目标,学会妥协与合作,建立以公共利益为重的行为准则.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家”正
是某种形式的最小共同体.在现代社会日渐个体化的格局下,“个体”如果不寻求联合力量,就会走

向一种虚妄.“家”是“个体”诞生后,接触的第一个自然联合的共同体.饱含“个体自觉”的家庭恰恰

可以造就一种“个体”相处的“原型”,为“个体”找到最自然的温暖环境,防止现代社会的种种伤害,制
止自我主义肆无忌惮所造成的相互冲突.一个健康家庭所培育的“个体”,也将会是现代社会各种社

群的健康成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观念的复兴将有力地制约现代社会中“个体

本位”的消极效应.
现代社会在“个体自觉”的基础上重建“家”的价值观念,这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生存论结构在

现代社会中的重新表达,同时也将促进现代社会中规范性价值的建设.如果这样理解现代社会中的

“家”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现代“家”观念是完全可以与强调“个体”的现代社会相协调的,现代

社会的“家”必然是一种被“个体性”所“中介”过的家庭.

三、现代世界中的“修齐”与“治平”

通过对“家”的种种分析,我们看到这一中国文化传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生活,并由此展开

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秩序.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们所最为熟悉的,简称为“修齐

治平”.“修身”似乎是这里的核心与基础,但“修身”的根底还在于建立起“家”的伦理,因此“修齐治

平”的关键还在于“家”的确立.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修身”与“齐家”属于私人领域,而“治国”与“平天下”属于公共领域.

如此,在古人一以贯之的“修齐”与“治平”之间,似乎有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修齐”与“治平”在

０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现代世界断为“两截”.“家”的叙事之所以在现代世界被忽视,还不仅是因为在“家”的逻辑中“个体”
的独立性容易被压抑,更是因为“家”显现为一种自然的权力结构,与现代基于个体平等的政治观念

相背离.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在个体公民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的,现代人难以接受以“家”为范式来

建构国家.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里,“家结构”的政治统治再也难以被接受.在近代早期,菲默尔

(RobertFilmer)曾系统地提出“父权论”①,试图以“家结构”来为君权张目,遭到洛克的迎头痛击②.
从此,“家结构”的政治框架在西方一蹶不振.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家—国”之间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因此,中国的老话说:“国之本在

家”,“积家而成国”③,«大学»讲:“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在家孝亲,推之事君;在家悌

兄,推之事长,通过“孝”与“悌”在价值观念上的延展,实现从“齐家”到“治国”的跨越,“家齐而后国

治”,以及最终达到德化天下的境地.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悌”所支撑的“家”,既具有生存论

上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社会的“修齐治平”层面上也居于核心部位.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恰恰在这

里,有着“公”与“私”的鸿沟:“家”似乎属于私德,似乎很难跨越到公共领域去.
在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家”与“国”的同构性关系一直受到很大诟病,似乎政治上的

专制与家庭的伦理观念有着极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家”与“国”则分属两界,有其不可通约之处.
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部位有所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修齐治平”就再难在现代社会立足.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在更为积极的层面上来理解“家”的作用.一如西方的宗教

改革,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贡献,如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所做的分析那样;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包括孩子对父

母的尊重,父母对孩子的恩爱与尊重,以及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培育出来的家庭关系对

现代社会同样非常有益.但是,在现代文化中,受限于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家”在政

治—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始终是缺位的.霍耐特在分析现代社会时非常敏锐地看到,“自由主义思想,
把家庭领域只是看成一种单纯给定的,没有什么进一步影响的结构,从而忽略了它在现代社会的政

治—道德的建设中的作用”④.这一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因自由主义作祟而

在认识“家”的社会作用方面所存在的盲区.
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要重构“家”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只有在现代社会重新确立“家”的更广泛

的价值与意义,突破现代性叙事中“公”与“私”的教条性区分,让“家”的观念冲破“私人领域”的藩篱,
“修齐”与“治平”才能在现代社会有一种新的联接.在现代语境下,黑格尔几乎是唯一一个认识到

“家”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哲学家.在黑格尔看来,现代世界尽管以“主观自由”为原则,但“个体自

由”要现实地实现出来,却有赖于人们的“伦理生活”.伦理生活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家庭”,“家庭”不
仅是一种伦理组织,更代表了一种伦理性原则,这种伦理性原则会渗透到社会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市民社会”同样需要有作为“第二家庭”的“同业公会”,补救以“需要”为原则的“个体”生活的

缺失.同时,国家也绝不仅是通过“个体性契约”建构起来的,“家庭是国家的伦理根源”⑤.黑格尔第

一时间就把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与“家神”联系起来,把“恪守家礼”与“政治德性”联系起来,把
一种“爱国情感”与“家庭情感”联系起来.在现代社会中,尽管不需要父子君臣的同构关系,用权力

的类比来建立“家—国”关联,但在情感层面上,当人们通过“政治情绪”来认同国家时,这与在“家”
中,“人们的情绪就是意识到自己在这种统一中的个体性”⑥,是非常类似的.甚至在国与国之间的关

１１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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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黑格尔也希望,最终“欧洲各民族根据它们立法、习惯和文化的普遍原则组成一个家庭”①.在

这里,“家”作为一种代表伦理性原则的“原型”,依然在现代社会中的各个层面发挥着巨大作用.黑

格尔深切地感到,现代社会单靠“个体性原则”是远远不够的,生活本身还需要另外的原则来加以补

充,这就是“伦理性原则”.黑格尔显然没有被个体主义的现代性叙事所蒙蔽,坚守了“家”的独特

价值.
站在社会的角度上,霍耐特在当代语境下给予黑格尔所谓的“伦理性原则”以新的解读.在«自

由的权利»一书中,他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一个民

主性的共同体,是多么依赖于它的成员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实现一种相互合作的个人主义,就不会长

久地一直否认家庭领域的政治—道德意义.因为要想让一个人把他原先对一个小团体承担责任的

能力,用来为社会整体的利益服务,这个人必须拥有的心理前提,是在一个和谐的、充满信任和平等

的家庭里建立的.”②霍耐特的论述有着强烈的实践智慧,具体点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家”的政治—道

德意义,算是一种现代版的“家和万事兴”.“家”不再是宗法式的共同体,“家”作为专制温床的时代,
也早已过去③.现代家庭恰恰是培养共同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机制.确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
性不是一个“个体”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家”中教化出来的德性之人.从对最亲近之人的爱“推及”到
对他人的爱,进而“推及”到对宇宙的爱,这正是“家”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功

能,是“个体”得以社会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家”所培养出来的善于合作的“个
体”正是健康社会的基础.

在“修齐”与“治平”之间找到新的联接点,中国文化传统重视“家”的传统,就可以在现代社会发

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价值观念有重大意义,这是其他价值观念得以发挥的基

础.没了这个基点,整个价值系统中的其他规范就会飘摇欲坠,社会就会迅速进入失范状态.

四、“家”的本体论意义

尽管“个体”的逻辑与“家”的价值观念有很大不同,但它们在现代世界并非不能共存.我们试图

在现代世界重建“家”的观念,正在于“家”有其内在的价值,有其本体论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
种系统性的价值形态正是循着“家”与“孝”的逻辑展开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最为丰富的对于“家”
的理解,这也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基.但在现代中国的变迁中,“家”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家”
的价值观念也越来越淡漠,建基在此之上的中国文化传统亦岌岌可危,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世界的

衰微似乎不可避免.针对这种现象,张祥龙先生认为,家庭本位是关键,一定要有所坚持,否则整个

中国文化传统将很难持守④.余英时先生也曾谈到,儒家的道德观必须在人伦秩序之中才能得以实

现,“在各层社会集合中,‘家’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环”⑤.这里,“家”还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组织

意义上的“家”,而更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家”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个体”的价

值形态所不能取代的.“个体本位”强调的是“个体”“理性”“权利”“原子”“拯救”,而“家”的基本价值

观念则是与“关系”“情感”“责任”“整体”“生生”等观念联系在一起.
“家”代表了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方式.这里的“关系”不是简单地由“个体”之间的结构来构成

的,“关系”在生存论意义上更加源初.“家”是一种“源初关系”的呈现,一种“在家”的存在方式.现

代世界制造了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体”假相.事实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在“家”中诞生的,这是一个

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３５０页.
[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２７５页.
[德]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第２７７页.
张祥龙:«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２页.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４７１页.



本体论事实.“个体”的“我”,抑或“在家”的“我”,代表了对于“我”的不同理解,以及“我”的不同存在

方式.“家”才是一种完整的存在方式.“家”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其中不单单是一个种类的关

系,“夫妇有别”“父子有亲”“兄爱弟敬”正显示了其中的多样化的组合:首先是代表阴阳的夫妻关系,
其次是代表世代的父子关系,再者是体现平等的兄弟关系,这是一个复合的“关系整体”.夫妻、父
子、兄弟都是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实现自身、定义自身的意义赋予者.不是单个“原子”的组合构成了

“家”,而是在“家”的关系中确立了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在“关系”中的角色决然不是由“个体”自身

所能决定的,这正体现了“个体”的欠缺,它需要在一种“关系”的整体中才得以自我确立.
“家”代表了一种“情感”境遇.现代世界推崇“个体”,与之相关的则是推崇自我的“理智”.与个

体主义兴起息息相关的,是一种理智主义世界观的崛起.但是,这种理解显示出现代世界对于“个
体”的理解存在着某种偏差.基于理性所理解的“个体”,其终极样态就是康德式道德自律的主体.
但理性纯粹如康德者,依然看到促进人们趋向道德法则的还是一种情感,一种“敬重”的情感.这与

他坚持推崇纯粹理性的立场相悖,于是他只能无奈地将“敬重”理解为一种纯粹由理性导致的情感.
而“情感”的源初发生之地就是“家”,就是“亲亲”.基于理性的自主“个体”,在情感层面上恰恰是不

自足的.任何一个“个体”在情感上都必须有所依托,这正是近代哲学在对人的认识上的重大缺失.
如果没有一种“情感”关联,那么,即便是在“关系”中存在,每一个成员也无非是这个关系网络中的结

点.而“家”则是“个体”健康生存的情感环境,从最源初的“亲亲”生存论经验开始,一种最直接、没有

任何意图与欲求的情感发生于亲人之间,之后无论是作为成长中的“个体”,作为夫妻中的“个体”,还
是作为兄弟中的“个体”,“个体”的情感境遇都是由“家”所支撑的,情感关系使“个体”之间有可能融

为一体.而“情感”的缺失与落寞也正是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这正是“个体本位”带来的恶果,而
一个温暖的“家”正是抵御现代情感荒漠的利器.

“家”代表了一种伦理性原则.“在家”层面的价值观念,有着强烈的情感结构,这就是家庭“德
性”的基础:父辈对后辈的“慈爱”,子女对父母、祖辈的“孝爱”,兄弟姊妹之间的“友悌”,正是在“家”
的基础上培育出来的德性系统.尽管从“家”产生出来的“仁爱”有差序结构,但这种自然而强烈的

“仁爱”基础,确立起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道德原点.不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有着如此重要的伦

理作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坚持把“家”看作是“伦理生活”的重要环节,代表了一种“伦理

性原则”.“个体”作为家庭成员在“家”中,与家庭成员互动而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家”形成了一种

区别于个体性的“伦理性原则”.伦理性原则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使人认识到,“个体”在道德上的完

整性必须依赖于他人,个体自由是以他人自由为前提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融合进一个整体

中,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在这种伦理关系中,“情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家”中表现为家庭成

员之间的“亲情”,在“市民社会”中就表现为“同业公会”中的兄弟之情,在国家中就表现为公民中的

“政治情感”①.这种基于“情感”的结合,在现实中会以某种习俗化、制度化的形态出现,从而具体地

体现出这种伦理性.这种“伦理性原则”最初是在“家”中形成的,且会进而在“社会”与“国家”中出

现.尽管“家”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在黑格尔看来,还保持着“直接、自然”的形态,但它在社会生活

的各个层面的作用却是一以贯之的.
“家”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对于“家”的这种关系性、情感性、伦理性的理解,为我们理

解周遭世界提供了一种样式,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即以“家”的方式来表达与宇宙万物

的关系.与个体主义相应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原子论的方式:通过“分解”,我们将世界还原为

对象,还原为基本粒子;然后再通过“综合”,将这个世界再现出来.这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机械论的理

解方式.现代的社会与国家观念亦是如此.我们作为独立于世界的“个体”,去感知、去经验这个世

界,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科学”地认识这个世界.但是,世界与我们关系的另一个面向却因此被遮蔽

３１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２６６页.



了.“家”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形态,则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形态,可以说,“家”创造出

了作为“家园”的世界,这标示了一种“我”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中,万物都不是以独立的“个体”
形态出现的,世界也不是在“对象”之间建立起来的整体;世界是“我”存在的家园.这个世界固然可

以被“科学”地理解,但它首先是“我”的“家园”,“我”在其中成长,“我”在其中生存,“我”在其中感受

温暖;同时,“我”对于这个养育“我”的世界也有一种“责任”,一种从“家”出发的“天人合一”.只有在

这样的世界中,周遭的一切才会像亲人一样存在.
“家”代表了一种精神性超越的方式.如果说,“家园”从空间上给予了“我”温暖的怀抱,而“家

庭”作为“承世”的载体,则在世世代代的承续中,从时间上给予了“我”无限的延展,生生不息的“家”
的文化显示了人类追求不朽的精神性超越.围绕着“家”,中国文化传统中形成了一套“礼乐文化”,
这不单单是传统与习俗,更是中国人精神性自我超越的方式.“个体”不是通过彼岸的神被“拯救”
的;在家族的祠堂中,在祖先的牌位中,寄托的就是一种精神性的超越,是一种生命“生生不息”的力

量.中国文化传统就是由此来抵挡存在之虚无的侵袭,在世代的连续中寻找精神寄托,给生命以安

顿,“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此给出了一种最为朴素的概括.
“家”的世界观的重新确立,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个体”以及对象化的世界理解.从某种意

义上讲,那种通过个体主义或者原子主义所理解的世界,正可以通过“家”的世界观而重新汇聚起来.
“家”作为一种源初的存在方式承载着每一个人.以这种方式,世界并不惧怕我们以多重方式去理解

它,去体认它.事情的关键在于,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中国人,必须重建对于“家”的信仰.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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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学,回归子学:现代儒学的思想形态选择

任 剑 涛

摘　要:儒学现代发展落定在经学形态的两个理由,一是儒家经典的政治权威性,二是经学曾经发挥

的政治整合作用.这两个理由既有事实依据,也有内在限制:它符合经学的历史真实,但它与儒学的现实

处境相左.子学更有利于儒家的现代发展.从儒学的创制与传承上看,正是相与诘难的诸子学,给予原始

儒学以巨大的思想活力;从儒学渐趋衰颓的史实看,正是儒学耽于权力的利用,明显丧失了思想活力与理

论创造力.处于多元的现代社会,儒学必须与权力相疏离,与经学偏好保持距离,坚持子学进路,激发思想

创造.这样才能在激烈竞争的思想市场中占据前沿位置,具备融汇各家理念的超级思想能力,并且为中国

的现代转轨提供精神动力,引导现代中国人的健康生活.

关键词:儒学;经学;子学;政治;现代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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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经学的儒家吁求,已经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个标配① .如果说这样的吁求是服务于经学史

的书写,那么它完全具有其历史确当性.如果说这样的呼吁是配合儒家现代形态的建构,那么就需

要探问究竟.这样的探问,并不是质疑研究者提出相关主张的权利,那是研究者自主决定的事项,而
是要检验这类主张的确当性,以及它在实践上可能产生的效应.这里所谓的实践,并不是政治 政

策意义上的,而是儒学发展意义上的.采取经学形态或是子学形态,对儒学的当下发展是一个不可

小觑的事情.如果真正试图为儒学的现代命运着想,激发儒学在现代背景下的思想活力,选择子学

形态,可能比选择经学形态,更有利于儒学的现代重建.

一、问题的提出

需要先行区分几个概念:经学,就是儒家由官方立为一尊,有政治权威支持,有学术经典捍卫,将
经典权威与政治权威融为一炉之学.将经学定为一尊,最明显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② .子学,就是在先秦诸子处于“百家争鸣”局面③ ,儒家仅是一家,它是诸子之一子,故其理论形

态曰子学.现代儒学,是现代学问进入中国之后,立于儒家价值的学问体系,也称儒家之学.儒学与

国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学,严格说来是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之际因普遍担忧而出现的学术

理念.当时中国学术界对自己国家能不能守持传统价值,能不能将传统学理转换为现代知识,能不

能抵抗西学对传统学术的冲击,明显缺乏信心,因此把研究传统的学问称之为国学.国学不仅包括

　

作者简介: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①　“大陆新儒家”认同“凭借经义”,提出“建国理念”.参见干春松等主编:«经学研究»第２辑“经学与建国”,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前言”第１页.至于坊间所见以经学命名的“大陆新儒家”书刊,所在多有,此处不赘.

②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流行的表述,«汉书武帝纪»记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董仲舒传»记为“推明孔氏,抑黜

百家”,三种表述,基本上都凸显了汉代新儒学取得官方权威的事实.

③　«汉书艺文志»:“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

诸侯.”(班固:«汉书»卷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４６页)



儒学,也包括诸子学,还包括传统医学、传统科学,以及相关传统的种种学问.就此而言,国学亦可称

之为隶属中国的国家学问,用以区分来自西方的学问,后者被称之为“西学”.
在现代背景中论及中国传统学问,涉及两个关联方:一是中国自己,一是作为参照系的西方.西

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学问的? 简单说来,有一个从欣赏到蔑视的转变:在１８世纪启蒙运动前

后,西方对中国非常欣赏.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他号召欧洲的君王谦恭地向中国学习.他的赞美几乎是不吝辞藻:“除了中国的法庭之外,几乎在任

何地方,法律、宗教、习俗都是极度的荒唐,加上一丝半点的明智.”①启蒙运动之后,尤其到了德国人

那里,态度丕变.德国著名思想家黑格尔,便把中国与“精神”生活区隔在两个世界.中国人的“显著

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

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②.到了２０世纪,情况复杂化了.一方面,
像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文化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③;另一方面,美国的纽约儒学派代表人物

之一狄百瑞,著专书阐扬中国的自由传统④.曾记否,严复在比较中西思想特质时,认定“夫自由一

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⑤.狄百瑞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却强

调中国有自己的自由传统,宋代那种文人教育,被他认定为是不弱于西方式的自由教育.可见,在西

方人眼里,中国的传统学问,不论其具体形态,在评价上历来存有两个极端:一方认为中国文化乃是

活生生的文化形态,它足以给当下生活的人们,尤其是西方文化中人以启发;另一方则认为中国文化

乃是落后,甚至死亡了的文化,它不过是一种历史遗产,虽给人启发,但不足为训.
从西方这个关联方来看,它提示人们,如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学术均有研究,并由

此确立起一种比较的眼光,循此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会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所得与所失了然于心,不致

要么全盘辩解,要么全盘否定,而是可因之确立一种理性、客观的审视进路.因为两相比较,中国传

统学问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需要看到中国传统学问转变、升华和现代转型的必然,所以比较

视野是非常重要的.据此不必在或取国学、或取西学两者间二者择一.
中国人自己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国学或者儒学,需要区分两个不同人群的态度.在学理形态上

讲,儒学、经学、子学这些划分,是儒学中人才会注重的倾向性选择.这样的划分,离普罗大众,甚至

非儒学的专业人士,都相当之远.因此,论及儒学,对其究竟采取经学还是子学的形态,是一个儒学

内部才需要清理的“圈子”问题.而在一般意义上,儒学,无论是经学还是子学,都只是国学的组成部

分,它是中国人传统认同的对象,是中国人文化血脉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顺口诵出“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但却不会在意出处,只有儒家中人才在意这是孔子的教诲.中国

人讲究养生,养生哲学、养气技艺是个悠久的传统,它是道家、儒家混生而成的.日常生活形态的儒

学或国学,不在人们的身外,而在人们的心内.既定的文化传统中总是可以提炼出时代精华以引导

人们的现代生活.今天研究儒学,或取经学进路,或取子学进路,都是想尝试引导中国的现代生活,
推动现代生活积极向上、健康发展,帮助人们树立确当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因此,不同圈子,
各有其理,但在影响儒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则需要明辨可否.

从中国这个内在关联者来看,将中国文化的历史处境及其贡献,处理为专家致力阐释与国人仅

需了解的两种认知态度,让中国传统文化既在经典价值与知识上得到很好诠释,又在大众传播中拥

有广泛受众.尤其是对儒学来讲,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思想体系,更需要对它的

观念形态与学术形态加以准确把握,以促使它获得更深厚的社会土壤、更健康的现代发展、更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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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就此而言,儒学现代发展究竟是取经学形态还是子学形态,就有了更多的辨析理由.
探析现代儒学究竟应当落定为经学形态,还是坐实为子学形态,对于儒学的现代发展,是一个关

涉儒学,进而关联国学现代发展状态的重要问题.在一个多元现代的处境中,究竟是推崇儒学之作

为子学的活力,还是注重儒学之作为经学的政治权威,实在是一个需要审慎以对的问题.在相关主

张者的眼中,两者都是可以激发儒学现代活力的研究进路,但稍加分析,经学推崇者和子学主张者的

儒学重建效果,是很不相同的.

二、儒学形态辨别:子学退隐与经学凸显

从历史与现实关联的视角看,儒学是取经学形态还是子学形态更有利于儒学发展,是一个难于

不加分析便明确给出答案的问题.因为在儒学发展的古典历史阶段,确实是经学之儒延续了儒家的

价值观念、社会活力与政治权威,但转换视角,从现代背景出发,是否能继续维持儒学的经学形态呢?
作出肯定回答的理由是,儒学的生命力正在于经学,无经不儒.循此可知,非由经学一途,儒学的现

代重建不足提上台面,但给出否定答案的人会指出,在一个多元现代背景中,儒家重建经学权威的可

能性非常之低,只有自觉地将儒学定位在子学的形态上,它才可能在激烈的思想市场竞争中,汲取丰

富的思想资源,形成儒学发展的现代类型,占据现代发展的思想前沿位置.
如果仅仅从儒学研究的偏好上看待两种主张的去取,二者绝对是相持不下的.因此,深探悠长

的儒学历史,审视儒学的现实处境,方可凸显儒学的恰当形态选择.
从历史上看,儒学是全面主导中国古代社会的完备性学说(comprehensivedoctrines)①.从古代

社会的贯通性上看,儒学从观念世界到生活世界,发挥着全方位的影响.由此呈现出生活儒学与观

念儒学两种形态.从相关性上讲,古典儒学不仅全面影响社会上层人群的精神生活,也会全面影响

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方式.而在儒学直接影响社会的视角看,生活儒学对显示儒学的完备性学说性

质,可能更为重要.今日人们看到,儒学的学理争辩在大众那里几无反响,但举旗儒学的大众行动却

具有强烈的社会影响:“女德班”作为近年与儒学发生关联的社会热点,便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办班

让人们阅读«三字经»«弟子规»«女儿经»的商业活动,也激起了社会同样热烈的反应②.对儒学来讲,
儒学有面对日常生活的智慧,如前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它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儒家色彩.
这就是最具有活力的生活儒学形态.

生活儒学中较具有观念自觉特色的是伦理儒学.孔子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
学而»).孝和弟在生活世界中体现为两种日常伦理:善事父母叫孝,善事兄长为弟,可知儒学原不在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外.即便在古典政治世界中,儒家所重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
也是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高度整合的伦理体系.儒学是内置于日常生活的规范,它在

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生活儒学、制度儒学、价值儒学等形态,显示了儒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面性.
观念形态的儒学自具其特点.观念儒学在历史纵向度与权力攸关性上呈现出两种基本类型:一

是疏离国家权力时期的原始儒学,二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儒家经学.原始儒学,在形成背景上

是“学在王官”变化为“学在民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体现出“学在民间”聚集思

想 学术资源的艰难;礼制三代相因、损益可知的感叹,证明即便是“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

年»)的情况下“从周”之困难.在思想创制上,当时儒家是在百家争鸣、相互攻讦的思想市场中,力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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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家之学,自证确当之论:孔子不得不在问礼于老子①的情况下,在荷 丈人的冷嘲热讽(参见«论语

微子»)中创制学说;孟子不得不呵斥杨朱、墨翟以张扬儒家价值,维护儒家思想地盘;最后在荀子

那里,以对诸家学说的思想资源所进行的拒斥与汲取功夫,总成了先秦儒家理念,为汉代董仲舒将诸

家吸纳于儒家一身,成功“抑黜百家”和“推明孔氏”奠定了思想基础.可见儒家正是在诸家学说之间

独辟蹊径,才成就了一家独尊的儒家思想体系.子学时代在诸家思想竞争中纵横捭阖的儒家,虽然

后来走向了经学,但儒家之所以具有吸纳诸家的思想能力,确实与子学时代的思想历练具有密切

关系.
儒家之学的经学地位,是与国家权力直接而全面结合的结果.按照经学史家皮锡瑞的论述,经

学自孔子删定六经肇始②,但有论者指出,“孔子时未能有六经”③,前述断定便显得可疑.从经学所

具有的两个基本意义来看,经学是专研上古文化重要典籍以为人确立人生法则,同时又为社会政治

生活奠立基本规则的学问④.据此断言经学始自孔子,也有其理据,但从经学为国家聚集正当性资源

和制度化模式而言,经学肯定不自孔子始,而只能始自国家权力对古代经典的政治升格,也就是将古

代经典升格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就此而言,经学是从秦朝确立起始点的⑤.秦朝官方设立

«诗»«书»博士,可谓经学的正式诞生,而“汉承秦制”,以“霸王道杂之”的政治建制尝试确立长治久安

之策,因此对经学所可发挥的古典意识形态功能高度重视.由此正式确立起儒家经学的传统.汉代

经学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按照论者的分析,今文经强调儒家经书的政治属性,古文经强调儒家经

书的史学属性.经学发展到宋代,开创了经学的宋学传统,论者认为它的特点就是对儒家经书进行

哲学解释⑥.不论今古文之争还是汉宋之争,其实都是围绕儒家经典从哪个侧面更有利于发挥古典

意识形态功能的分歧,它们都拥有与国家权力紧密勾连的古典意识形态属性.
经学有三个辉煌时期:一是汉代,二是宋明,三是清代.三次辉煌各有特点:汉代是经学与权力

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同时又是儒家全面介入国家权力的初试牛刀.双方的磨合,经由今古文之争,
呈现了儒家与权力结合的两种方式.宋明时期的经学,已经被人指认为借由经学阐扬理学,颇有点

“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但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都崇奉儒家经书,差别只在儒家经典的

“读法”而已.这样的争论,在“尊德性”一方露出禅意,在“道问学”一方显出空疏.“于是元、明二代

成为经学史上的衰落时期,而东汉古文学便乘之而复兴”⑦.只不过有清一代,专制高压,经学在思想

上不再有什么突破,长期以“小学”行世,到了晚清,经今古文之争才再次让经学放射出时代光彩.

１９０５年晚清政府正式终结经学历史,其标志性事件是为经学夯实制度根基的科举考试被清政

府终结.于是,依托于科举而兴盛的经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清政府之所以废除科举,
既是因为诵读经史之功赶不上声光电化威力,现代科学发挥的社会功能让科举及其相关社会惯习难

以自证其功,也是因为科举考试很难产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清政府觉得废之而不足惜.当诵读四

书五经不能再成进身之阶,经学研究也就限于国家现代转轨时期那些具有深厚经学修养的少数人

群,不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儒家经学的生命难以为继便在情理之中.
到了民国早期,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毫不讳言地强调“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

悟”⑧.在关乎本论题的理解上,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看一部中国历史,最后才发现儒家伦理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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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事,儒家中人认为属于杜撰,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礼记曾子问»,及«庄子»中«知北游»«天道»
«天运»诸篇,均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事,由此可知事属真实,细节有差而已.以孔子之好学深思,问礼于老子当在情理之中.

皮锡瑞指出:“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页.
[日]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俍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页.
参见[日]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俍工译,第２页.
秦朝设立«诗»«书»博士官,禁绝非官方即私人收藏«诗»«书»及百家语(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参见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第３页.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言”第２页.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９页.



不中用了.那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在于向西方学习.科举的终结,也就是经学的终结.经学的终

结,也就是儒家经典权威的终结.因此,必然开启两扇大门:一扇是批判儒学的大门,另一扇是学习

西学的大门.开启前一扇大门,意味着对儒学的“痛打落水狗”.“打倒孔家店”①,可谓批判儒学,尤
其是作为其核心的经学,达到鼎沸状态.尽管梁漱溟等人有“孔家店”被打倒了,孔子没法打倒的辩

护,但经学确实不再成为中国的主流学问了.不成为中国的主流学问,含义有二:一是儒学不再可能

与国家权力直接而全面结合起来,儒学不复再有高居庙堂之上的荣光;二是儒学试图维持经学形态,
只能在极少数思想性人物崇奉儒家经书,为中国文化探寻出路的单纯意义上作出尝试了.

但时变世易,曾几何时被人认为绝对不再可能重现辉煌的、被打倒的“孔家店”,会遇上百年未有

的再生契机.这一契机的浮现,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运:中国近数十年致力于治穷,因此从国家权力

方面到社会各界,几乎是一门心思致力于积聚财富.从总体上讲,中国的治穷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个
人走出了绝对贫困,国家的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列.但中国人在治穷的情况下忘记了治愚,国人的

价值观念、智力水准、思考能力,明显处在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的悖谬状态.在治穷过

程中几乎失落的价值关怀,开始重回中国日常生活的现场.在重寻国家价值定位的时刻,激进主义

不再具有号召力,自由主义处在多重夹击之下.因此,只有保守主义具有发挥价值重建功能的宽松

空间.于是,在接受并消化港台海外新儒家的儒学重建成果有年的基础上,“大陆新儒家”逐渐浮出

水面②.“大陆新儒家”坚定主张,改善中华民族困窘的精神现状,有效提契国人的困顿精神,一要教

人聚财之道,此所谓“君子爱财,得之有道”;二要教人追寻美好生活,确立儒家美德伦理;三要训导国

家权力,以«春秋»公羊学治世,以求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后者正是传统经学的典型进路.
因之,随“大陆新儒家”而起,经学重建的吁求高涨起来.

三、经学还魂?
“大陆新儒家”中人一般持有经学立场,但各自的进路相当不同.如按周予同的经学三分来看,

因应于今文经立场的大致是其中的“康(有为)党”,因应于古文经立场的似乎是其中的“钱(穆)党”,
近期又有所谓“章(太炎)党”的浮现,古文经学复加革命冲动的理路是清晰可辨的.此处所谓的

“党”,不是触及政治敏感神经的、现代政党意义上的“党”,而是提出关联度、相似度较高的学术与政

治主张之学者团队的命名③.康、钱、章这三种进路,都具有一种自觉的抵制经学中的宋学路数的显

著特点.“康党”“钱党”均明确认为像港台海外新儒学的那种“宋学”进路,将儒家经学应用于政治生

活的活力窒息掉了,而让儒学日益成为一种书斋学问.这是他们强烈呼吁重建经学的学理缘由.
“大陆新儒学”的儒家价值立场特别强,也特别具有排斥性.他们非常看重现代儒学的“判教”问

题,十分注重言分内外.对于那种直接从现代价值立场出发的儒家研究,他们是完全排斥的,并毫不

客气地以“鸠占鹊巢”加以定位④.在“大陆新儒家”内部,尽管有“康党”“钱党”“章党”之分,但总的说

来,他们,尤其是新生代“大陆新儒家”集群,是基于“更化”的政治时代认知,尝试重新建构经学的⑤.
所谓“更化”,在经学史上自然赓续汉代董仲舒的类似政治判断,不仅具有政治权力运作从无为转向

有为的意涵,而且具有儒家以占领意识形态地位的自觉去引领政治变化方向的意识.因应于当下现

实,则是策应中国现实政治从革命走向后革命、从颠覆走向建设、从物质主义走向精神重建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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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仲福:«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历史考察»,«孔子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
“大陆新儒家”至今还是一个很难作出明确概括的、面目模糊的思想群体,但他们自觉地聚集,并试图形成一种思想趋向,这

一特征则可以为人们所辨认.参见任剑涛:«重审“现代新儒学”:评“大陆新儒家”的相关论述»,«天府新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大陆新儒家”学者也明确强调:“‘康党’‘钱党’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修辞而已.”任锋:«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

运»,https://www．sohu．com/a/１２０２３７６２２_４８８６９４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
参见陈明:«鸠占鹊巢:自由儒学质疑»,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１４４００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任锋:«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变迁,提出儒家的经学主张,以主动引导中国社会政治的前路.
“康党”,或曰康有为党、康有为教、康有为主义,顾名思义,他们最欣赏和崇敬的人是康有为,力

图像康有为那样开辟一条儒家经学重建道路.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以儒家传统重建谋求中国现代

转向的意图非常明显,这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传统的现代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

经考»两书,贯穿了托古改制的明晰思想线索,他还成功游说光绪皇帝进行改革,成就了轰动全球的

“戊戌维新”变法,因此完全可以将之视为现代版的董仲舒.推崇康有为的“大陆新儒家”明确宣示:
“康有为思想包括了构建现代中国的三个维度:党国、君主制和国教论.”惜乎后两个维度被中国现实

埋没,“因此,今天要完成现代中国的构建,必须回到康有为,回到现代中国得以开始的原点,从而更

审慎而全面地思考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道路.并且,康有为作为晚清今文学的代表人物,回到康有

为意味着对古老学术传统亦即经学的回归,进而由经学上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并由此重新理解和

思考自己文明的特质.唯其如此,中华文明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由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①.
这可以说是“康党”的一个宣言,完整表述了相关主张的认同者们的基本立场:回到康有为,就是回到

经学,次第回到康有为建构现代中国的三个路子,回到它内在勾连思想与政治的理路.“康党”沿循

今文经学的政治进路之特质,由此透显.正像论者进一步宣示的那样,“对于‘大陆新儒家’来说,我
们需要的绝不只是一个‘文化中国’,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这是‘大陆新儒家’
的首要目标.此后,儒家才致力于接续中国几千年的道统,‘为往圣继绝学’,进而面对人类的困境,
提出普遍的问题和方案,‘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大陆新儒家’的担当,也是策略.此外,港台新儒

家只是关心建立人内心的秩序,至于‘大陆新儒家’,还要建立外在现实的秩序,即包括社会、政治、法
律、经济等各方面的秩序.就此而言,传统公羊学在这方面有着最充分、最完整的论述”②.“康党”雄
心,由此可见一斑.

“钱党”走的是另一条经学重建道路.钱穆擅长中国历史研究,尝试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

精粹的方式,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重寻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进路.“钱党”之所以倾慕钱穆,
是因为钱穆表现出的深沉的文化统绪意识与自觉的国家认同理念.论者认为:“钱先生最大的启示

就是,他深深地进入到我们这个学统、道统中去了.他能够以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学术传承、政治治理

的传统作为一个依凭,才有底气针对这个时代精神以及时代精神塑造下的权力政治,提出他那些非

常具有洞见的、独立的主张.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非常贡献.而他这个贡献,实际上在他对于中国

现代政治的发展展望当中也有很强的表现.所以,我观察到在他论述我们中国的法治和宪政的时

候,他有一个讲得非常好,他不断强调法治、法治,我们要引入它,就应注意到法治在文明系统中的一

些条件.是什么条件呢? 他讲了一个条件非常明白,他概括作‘尊师重道、自由讲学、独立思想’,他
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学统、道统之所以能够对政统、治统发挥提摄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义.”③这

样的吁求,显然不同于“康党”进路④.这是一种颇近于古文经学的理路,以全心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重

建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
“章党”,亦是一个修辞性说法,按照论者的自称是“章太炎主义”,他们之崇尚章太炎,是因为他

的“鼎革以文”.“章太炎的思想在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比如在总体文化观上,章太炎主张‘中
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章太炎认为１９世纪以来甚嚣尘上的‘文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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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亦:«“回到康有为”专题按语»,«天府新论»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曾亦:«“大陆新儒家”的目标绝非只是文化中国»,https://www．rujiazg．com/article/９６３５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任锋:«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https://www．sohu．com/a/１２０２３７６２２_４８８６９４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论者明确指认,“康先生的思路是在共和鼎革、易政之初,对于共和国精神根基与权威危机的对治.也就是说,君主制和国

教论是对共和初立期,人们过于强调共和的民主性,他提出强调共同体维系在精神上与体制上的传统维度”,而“钱穆先生是依托孙

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而做出一个深入的解释、论证与改善、改进.这一点,其实是他相较于康有为的一个重要时代价值”(任
锋:«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的政教之运»,https://www．sohu．com/a/１２０２３７６２２_４８８６９４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



话语,其背后乃是替近代西方列强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做文饰之辞,‘文明论’的实质并非‘文明’,而是

武力与侵略.在制度设计上,章太炎质疑近代的代议制是否真的能代表广大平民的利益,思考资本

与权力的结合将造成怎样的危害,探索如何才能设计出一种既符合中国广土众民、地域发展极不平

衡之现状,又能保障大多数人民基本权益的制度.他不像同时代以及后世的许多人那样,迷信近代

西方的各种制度乃亘古不变的真理,而是从平民而非资本、权贵、精英的立场出发,深入探究在中国

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与平等之基本条件.抚今追昔,章太炎虽已辞世多年,但今天确有形成一

种‘章太炎主义’的可能性.”①“章太炎主义”在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面相上,与“钱党”相差不大;在抵

制西学的意图上,与“钱党”一样明确,但在抗拒精英政治、倡导近乎民粹政治的主张上,与前两者确

实具有明显差异.
无论是康有为主义、钱穆主义还是章太炎主义,其实都是从中国现代早期的儒家经学立场出发

立定的现代主张,它们与古典儒家的关系,至少没有人们所以为的那么紧密.分析起来,“大陆新儒

家”的经学态度,其实就是想争取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修饰性外显,也就是试图重建儒学与国家权力

全面而直接结合的当下尝试.这对儒家的历史传承、文脉赓续来讲,自然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但

“大陆新儒家”重建经学的排斥性主张,且不说在其“判教”的“内部”已经难以整合,因此很难拿出一

个高度一致的、“儒家的”现代中国建构方案.即便是从“判教”的“外部”视角看,“大陆新儒家”可能

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现代认知障碍.简单地说有三点:第一,不能回应近代以来国人“睁眼看世界”迎
面碰上的“他者”问题.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是“万国”中之一国.因此中国和世界不可能是两不

相干的关系.一方面,中国确实不能够为世界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世界当然也不会为中

国遭遇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积极地互动,不只是寻求差异性认知,同时需

要寻找同一性感知,这才符合已经“走向世界”的中国利益.仅仅强调中西差异,则只能呈现“从中国

看世界”的两者关系的一个面相,而无法呈现“从世界看中国”的两者关系的另一个面相.
第二,从不同进路吁求重建经学传统的“大陆新儒学”,似乎颇不认同港台海外新儒家的中西比

较进路.那么,中西比较会不会因为“大陆新儒家”这样一种主张而显得多余呢? 答案是不会.原因

很简单,中国古典知识自有其重建的必要,以此解救被革命颠覆的古典知识体系自有其理由,但同时

中国的现代知识亦有其重要性,而只有在中西比较的背景条件下,才能获知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缺

口所在.“大陆新儒家”着紧中国古典知识转化为现代知识,因而它必须要把古典知识和现代知识的

通道完全打通,这种打通尝试是值得肯定的,但这样可能导致一种双失局面:一是将国人限制在古典

世界之中,而完全无法解决现代转轨的知识难题;二是可能将其源自西学的现代理念直接书写成古

典方案,因此完全陷入一种本是模仿却不自知的窘迫.这两种结局都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Ｇ
cyofmisplacedconcreteness)的产物,都是不知今夕为何年的认知错位.况且吁求经学的“大陆新儒

家”自身,也是在中西比较的差异性视角立论的,他们更是无法仅仅限于“中国的”眼光,就谋划好中

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事务.他们需要补足中西比较的共同性面相的认知,才足以准确定位其需要建构

的现代中国究竟为何物.
第三,将眼光盯着中国自身,也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如果这种紧盯的目的只是在于重述古典知识

的话,但须知现代中国的建构谋划,并不属于“大陆新儒家”独此一家的事宜,而是长期处在激烈的思

想市场竞争之中的各家各方的共同事务.因此,“大陆新儒家”那种站定经学立场,似乎就握有了思

想致胜法宝的自我判断,一种非我莫属的自负,很明显便是一种自外于思想市场的独言独语.对于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简单否定思想竞争者的存在,或者否定思想竞争者的思想价值,都是一种自我偏

执的表现.当下中国的思想界,姑且不说如何对待权力主流思想需要政治智慧,如何对待西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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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力,即便是如何合理对待兴起中的诸子重建学说,诸如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等等,也需要起

码的、敬重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典传统的历史智慧.在诸子百家争奇斗艳的当下,“独尊儒术”的经

学态度肯定有悖于今日中国的思想情势.

四、回归子学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诚如“大陆新儒家”所言,国家建构处在一个转折关头:进则成为现代国家,
退则打回落后原型.此时,对国家建构而言,最紧要的事务之一,就是开放思想市场,对国家建构进

行竞争性设计.因此必须杜绝那种封闭甚至禁绝思想市场的念想,否则就会因为思路过于单一而误

导国家发展:单一思路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确实可以发挥维持国家现存体系的作用,但却是以伤害国

家长远未来作为代价的.据此可以说,对儒学现代发展来讲,与其重建经学,不如回归子学.
现代儒学之回归子学,需首先确立超越经学的立场.经学是一种崇尚经典权威,尤其是经典所

具有的政治权威的思想进路.此进路自有其积极面———它因应于一个“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

下裂”(«庄子天下»)的思想剧变局面,力求整合各家思维长处,融汇为气象宏伟的新兴思想体系;
它还因应于一个天下重归一统的政治局面的权力亟需,试图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提供辩护资

源.这对处在“周秦之变”的中国来讲,具有及时雨的功用,但亦不可忽视其显著存在的消极面———
那就是窒息了诸子活跃时期充分显现出来的思想活力,终结了诸子相争展示的思想原创时代,开启

了学术全方位为政治服务的风气,造成了借一家之名言诸家之实的控制型思想局面.经学之立,最
多是利弊参半的事情,而不像“大陆新儒家”中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美轮美奂:非借助经学重建一途

不足以开现代中国建构之路.超越经学,就是要超越经学黜抑百家、独尊儒学的思想局面,超越思想

学术独为国家权力服务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开放的思想学术姿态回应时代提出的思想创制需求.
回归子学,即回归诸子学时代那种在思想学术创制上开放竞争,不以政治目的强求思想学术一

致的繁荣局面,各自充分展示自己因应于现实需要所设计的国家治理方案.诸子学时代的两个历史

背景值得重述:一是“王官之学”的必变处境,二是政治统治的各寻前路.春秋战国以前,“学在王

官”,其基本情景是:“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

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

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①仅有官学,绝无私学,思想学术绝对服从国家权力的需要.或者

说国家权力绝对主宰人们的想法与说法,成为“学在王官”时代的一大特征.王官之学,自然依赖王

权的权威性才能维续.一旦国家权力陷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局,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眼里,
哪里还有周天子的权威,他们各自称王称霸,号令天下.“天子”不仅成为虚名,而且为诸侯权力所挟

持.周代的礼治秩序自斯失效.孔子对此颇有感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

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王权已然不可维续,诸侯已然蜂起,王官之学势必分裂:执掌不同权力的王官,便将一统之学肢

解为一偏之学———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

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

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

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②.九流十家既然出自王官,因此

处在王权分离之际,必以其说货于诸侯,其学说之服务政治的特质依然十分明显.所谓诸子“皆起于

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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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此之谓矣.但在班固眼里,各持一说的诸子之学,宗旨仍然

是可以归一的:“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
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这一断定,在各家的最终意趣上看

是可以成立的,但在各家自立其说的角度看,则有不明“学在王官”变而为“学在民间”的历史机理

之嫌.
冯友兰撰述«中国哲学史»,将一部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就前者,冯氏指出:

“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
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①先秦诸子学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活跃状态,在冯友兰看来,最
为关键的就是因为那个大变动时代是一个自由时代:“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

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②子学来源于王官之

学,但子学之为子学,就在于它不同于“学在王官”时代受制于权力,它是民间之学.民间之学的最大

特点是不靠国家权力扶持,靠民间的思想竞争.植根民间的子学,学派众多,论题丰富,范围广泛,思
想活泼,系统深入,创发甚多.

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一旦进入经学时代,思想风气为之一变.这个由董仲舒而延续至康有

为的漫长经学时代,“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

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

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由此方面而

言之,则在中国哲学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皆中古哲学,而近古哲学则尚甫在萌芽也”③.冯友兰

对经学缺乏突破的断言存有争论余地,但从总体上讲,他对经学缺少活泼的创新思想的断定,无疑是

可以成立的.即便是借经学躯壳发理学创言的宋明新儒学,也因为局促于“立其大者”与经典细节,
断然分为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二派,前者耽于琐碎,后者流于空疏,终于耗尽儒学的思想活力.相比

而言,被经学家终结的子学时代,却始终以其思想的鲜活性、相互竞争的激烈性、时代对策的针对性,
主题探究的多元性、探入问题的深入性,而呈现出与古板、僵化的经学完全不同的思想氛围与精神

面貌.
从子学时代过渡到经学时代,历史是既定且不可假设的,但评价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对这

样的过渡,或怀遗憾,或生赞叹.不过像冯友兰那样将子学时代仅仅视作过渡时代,倒坐实了经学时代

的必然.如此说来,回归子学时代,似乎成为倒转历史的一种想象.如果人们不行走在以历史方式解

决现实问题的进路上,而是面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话,那么,这种回归不过也是冯友兰所说的旧瓶装新酒.
问题是,正像经学重建不可期一样,回归子学难道就能走出重建经学那样的历史悖谬处境吗?

在经学与子学之间为现代儒学作思想形态抉择,处境上有同有不同:同者,俱在为现实社会政治

出路筹谋;异者,二者思维进路迥然有别.经学的进路,如前所述,重在重建儒家经书的政治权威;子
学的进路,则重在参与思想竞争,旨在陈述富有思想竞争力的儒家之言、光大儒家俯视权贵的精神传

统、发扬儒家的批判性政治思维传统.作为诸子学之一的儒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

神,既是针对现实陷入“天下无道”局面而发的,也是针对权贵治国之失而议的.前者正是孔子思想

的基本趣意,后者则是孟子呈现的思想宗旨.作为子学的儒学,一定会呈现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旨

趣:可能已经见惯说客的梁惠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带来什么有利的东西给本人,孟子回答道,“王
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因为上下交征利,国家势必混乱,唯有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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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以实现天下无敌的政治理想.这是子学时代的儒学最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对话,展现了儒学对权

力的高位说服与强力引导姿态.与此同时,孟子与杨朱、墨翟论辩时表现出的气势,则显示了儒家在

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中,勇于进取和敢于挑战的精神气质.这是子学时代儒者的基本取势.即便是

在儒家阵营内部、师生之间,也存在相与质疑的怀疑精神.即如孔子,也会遭遇学生对“子见南子”的
质疑(参见«论语雍也»),而不得不展开自辩.这呈现了儒家内部臧否人物的平等性质.

回归作为诸子之一的儒家,当然不是在历史意义上回归先秦时期的儒家,在当时的儒家典籍中

寻章摘句,依其言行方式而循规蹈矩.回归子学,是确立“新子学”进路,在保有子学时代儒家精神的

前提下,积极回应现时代所需,为现时代提供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构想的宏大思路.“从历史中走来

的子学,其灵活多样的方式、鲜活的思想内容,总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保持着交互相通的关系.以

子学的思维方式为例,墨子不满儒家而另创墨家,庄子无所不窥而恢宏道家,孟子创性善、荀子主性

恶,诸子皆不依傍、不苟且,重独得之秘,立原创之见,倡导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百家争鸣,相互抵

异,而多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不迷信,不权威,多元而有序地自觉发展”①,这一对新子学的状描,虽有

理想化成分,但确实展现了“新子学”试图重光子学时代中国思想界争奇斗艳、异常活跃的思想态势,
及再现子学时代以原创思想因应天下亟需的行动旨趣.只不过“新子学”仍有落于窠臼的地方:还是

心存与西方对撼,与“国学”共存的念想②,其格局仍然偏小.唯有撇除权力念想,同时撇除古今中西对

立思维,方足以重现子学时代思想“大解放时代”的奇迹.这是倡导子学的现行方案容有缺憾的地方.

五、经学、子学与儒学前路

以冯友兰论,儒学从子学转向经学,董仲舒是一个标志性人物.董仲舒确实身当汉武帝自觉推

动更化的特殊时期,也确实以自己的洞察力和整合能力,提供了适于更化的完整社会政治论说.汉

武帝策问天下,求解天人关系,探问政治统治基本进路,而董仲舒洞穿武帝所需,提出治国新型方略

与深沉理念,既迎合了统治需求,又建构了统治理念.董仲舒最后独得汉武帝激赏,理由正在于此.
汉代皇权传至汉武帝,已历５０年无为而治的历史.何以此时要讲“更化”? 就是因为此时非改

变统治基本策略不可,否则会导致统治无以为继.一方面,董仲舒指出汉代更化的紧迫性:“为政而

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

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

舒«举贤良对策一»)另一方面,董仲舒强调,统治者必须“法天而治”:“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

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
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董
仲舒«举贤良对策三»)再一方面,董仲舒强调“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因此以天人遣告之说,震慑

当政者:“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
伤败乃至.”(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为了推行“法天而治”的新理念,董仲舒强调思想上归于一统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

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三»)“更
化”的传统一旦确立,如果儒生认定历史走到了更化的关口,那么就一定会步董仲舒的后尘,以“经
学”重建,张“更化”之说.

“大陆新儒家”致力重建经学的尝试,能够走通董仲舒之路自然是福,即使不能走通董仲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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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因应于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所需进行的积极探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尝试就只能以赞同

的态度相对,相反,在现代处境中,它必须接受思想市场的竞争与检验,以便人们判断其观念上的意

欲与实践上的设计是否值得期待和真正具有价值.为此,两个问题需要争辩:一是“大陆新儒家”为
经学吁求的方案,是不是一个真实回应时代所需、提升人类有尊严生活的方案;二是“大陆新儒家”有
没有真正规导权力,从而引导千百年来难以规训的国家权力走上规范轨道.

就前者来看,当代中国处在建构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近数十年中国尝试建构自古所无的市场

经济体制,可以说初尝甜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迅速上升到世界前列,但市场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

的诸现代条件仍然处于匮缺状态,其中尤为重要的条件就是现代国家体制的建构.缺乏现代国家制

度建构,中国已经取得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就有可能被断送.这正是近数年官民共同吁求深化改

革的重要原因①.这一改革的重头戏,就是在政治上回应安顿权力的现实急迫需要,从而保证权力的

合法、廉洁与高效运作.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可能陷入改革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泥

淖.因此,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复杂难治的深水区和攻坚期.
“大陆新儒家”以“更化”的理念引导,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当下亟需是了然于心的.在经学重

建的呼吁中,“大陆新儒家”明确强调,自己心中所念,并不仅仅是“文化中国”,其尝试为“政治中国”
提供建构方案的意欲是自觉和强烈的②.蒋庆的儒家三元制设计③,更是“大陆新儒家”致力于提供

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一个系统方案.通儒院、国体院与庶民院各司正当性合法性供给、基本制度制

定与维护和代表普通民众的责任,形成一个井然有序的政治体制.这是不同于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

中国传统政治之现代转变的产物.因此,似乎既保有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粹,又促成了中国现

代国家的建构.在其设计中,国教之设、君主重归、贵族治理、读经必要连贯而出,成为儒家回应中国

建构现代国家的一揽子方案中的重要元素.
应当说“大陆新儒家”是知晓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现实处境与制度导向的:决定中国发展未来的

重中之重,就是国家权力的合理化建构;制约中国未来走向的,就是分权制衡的权力体系建制.然

而,“大陆新儒家”以经学重建,包揽一切建国事务的取向,却让其主观意欲与实际后果明显疏离.这

种主观意欲,是具有完整独占性和绝对排斥性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先设性条件,让“大陆新儒

家”的主观意欲变成小圈子互相欣赏和捧场的政治噱头.从实际后果上讲,“大陆新儒家”本想为国家

开具一套引导其健康发展的政治方案,但因为排斥学界同仁而在思想后果上无法获得广泛呼应,在政

治上因为没有致意于既定权力、权力欲求与权力正当布局的决定性问题,注定成为一种政治玄想.
仅从现代建国理念的互动态势来看,“大陆新儒家”必须以健康的心态面对思想市场的竞争,其

三个主张都容有再考虑的必要:一是儒教要成为国教,尽管有人强力倡导,有“大陆新儒家”圈子的加

持,但却存在广泛的社会质疑.儒教的国教之设,完全受权力方面的因素制约,一个先在的条件是权

力愿意受儒教的约束,这本身就是一个玄想;儒教设定为国教,在社会向度上,首先需要建构一套儒

家的宗教建制,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已然引起政治警觉的三大世界性

宗教疾速发展,新设的儒教如何与之相处,是儒教能否在既定的宗教格局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前提条

件.无视既定的庞大宗教组织与儒教非组织化现实的巨大落差,忽视既有的、数量庞大的宗教信徒

与儒教小圈子互认的现实之间的社会土壤之别,让儒教的国教之设,更是成为小圈子的互相喊话.
二是“大陆新儒家”吁求的尊经、读经,尽管有人加以正当性与合理化的论证,并且提供了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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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同时获得“大陆新儒家”圈子的有力支持,而且确实可能有助于解决当代中国价值虚无、精神匮乏

的实际问题,但另一方面,尊经如果只是小圈子的倡导,小范围的呼应,那是远远无法实现相关吁求

的社会政治目的的.读经当然可以作为现代分科教育的一种补充,作为通识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读经的目的是为了崇拜圣人、匍匐在圣人脚下? 还是为了像圣人那样通晓事理、明察人生? 以“大
陆新儒家”对跪拜、女德和生硬诵记经典的倡导来看,恐怕后一含义居多.这就与创制儒家的孔子之

“圣之时者也”的定位相去甚远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相因相革,以最近于孔子的周礼发展最系统完

整,因此他不避殷代后裔的身份而崇周,就可知原始儒家原本具有因应于时代变迁灵活调整的强大

能力.今天“大陆新儒家”却将其限定在一个僵化的框架之中,颇有些违背“圣人教化”的嫌疑.
三是“大陆新儒家”念兹在兹的君主之设,尽管有人为之进行反复推论,试图让人认同君主制的

好处,而且其虚君共和制度的想象,也确实有再现当年康有为立足于中国悠久的君主制传统,复加英

国君主立宪制度的旁证,从而为君主制的好处作出一个似有说服力的辩解①.但君主制在中国复建

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都令人怀疑:一者因为中国人的君主制记忆不仅不美好,实际很糟糕.中国并不

存在不可缺少的君主这个政治认同符号.二者如何重设久已废置的君主,也是一个让人费神思量的

问题.儒家中人认为树孔子后裔为虚君是可行的,这与孔子作为素王、后裔作为权力礼敬符号的传

统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三者重建君主制的确当性究竟几何,也是一大问题.君主制的政治好处与

坏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进行了周全的罗列②,但这并不是一个普适的论证,因此对中国不一定适

用,而开创性的论证则会因其疏离现实难以成立,如此只会成为一个悬疑之论.
有此一问,“大陆新儒家”重建经学是否主张政教合一呢? 答曰是的.他们致力于将“儒家”宗教

化为“儒教”,就不仅是像传统儒家那样将政治与教化高度合一,而是直接将儒家的政治意欲与宗教

建制高度合一.就传统儒学而言,政治与教化的合一,乃是社会要素未能充分发育条件下的一种次

优选择.在社会要素充分发育与分化的情况下,教化只能用教化的手段解决,政治不能用教化的手

段来解决;政治只能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教化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霸王硬上弓.按现代通理,儒家传

统的政教合一势必走向政教分离.从现代社会处境来看,政治与宗教的分立,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

一大突破:它将宗教事务放置到社会领域,不再让其直接干政,避免欧洲中世纪那种教权与政权的恶

斗.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伟大突破.如果在“返魅”的处境中将政治与宗教再次混一,那么就会

再次引发教权与政权的激烈冲突,让生成已久的现代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同时须知,当代西方的“返
魅”不过是重启宗教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已,如果对之缺乏准确理解,就会陷入政教再次合一

的误判.可见,“大陆新儒家”激活经学以重建政教合一体制的尝试颇可商榷.至于在现代社会要素

高度分化的处境中,政治与教化的合一,也是可以想象,却无以兑现的目标.
进一步可以追问,如果儒学要获得现代重建,那么它究竟应该采取经学的形态,还是采取子学的

形态?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行肯定“大陆新儒家”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确实有着为家国天下前程

担忧的拳拳之心.惜乎家国天下的顺推结构已经不再自洽: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已然解构,流动社

会的建制隐然成型,循父子伦理建构的君臣伦理不再行世,国与国的结构性差异已经定型,超越万国

意识的天下情怀殊为可贵但须有现实认知相伴.因此,一个已经与中国传统社会完全疏离的中国社

会新结构的降临,让人无法再尾随古人而直接解决现实问题.周予同在分析孔教治国、六经致用时

已明确指出:“这些论调真有点非愚即妄.试问假使黄河决口了,你就是将«禹贡»由首一字背诵

到末一字,你能像灵咒似的使水平息吗? 孔子和‘六经’的相关度,以及‘六经’和致用的相关度,不仅

相去甚远,而且根本上还是大疑问.所以现在就是研究经学,也只能采取历史的方法,而决不能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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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微的汉儒‘致用’观念.”①这一断言在今天看来还是基本成立的.只不过基于个人价值偏好的孔教

表述与致用期盼,那是个人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的权利.人们愿意如此主张,那是无关他人的事情

了,他人无权禁止,但倡导者无权硬性推广.换言之,这种主张多半会区隔在公私两个世界.
现代儒学还是应确立现代精神.所谓现代精神,有三个基本指标:一是要有“公共理性”(publicreaＧ

son).既然现代处境无法逆转为“大陆新儒家”的个人意志,那么他们谈论所有社会政治问题,就必须遵

循“公共”原则.在“大陆新儒家”小圈子中的相互欣赏,无关圈子之外人士好恶,圈子中人乐意如何作为

都行,但试图要解决国家建构问题,那就涉入了公共领域,讨论的就是公共问题.何谓公共问题? 一句

话,关系到你我他共同的问题,就叫公共问题.秉持公共理性,才能讨论公共问题.基于公民个人自由

与权利平等的相与协商,是展现公共理性的基本方式②.就此而言,“大陆新儒家”对建国事务的经学

式、独占性表达,是需要提升其公共理性程度的.二是要致力达成“重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完备的宗教、道德与哲学学说共存.因此,需要这些完备性学说的代言人具备理性

对待各自完备性学说的立场,将国家建构的政治正义观念作为独立于完备性学说的观念.在此基础

上,确立宽容的原则,赞同现代公民的自由权利.唯有如此,现代政治制度机制才能稳定地建立起来③.
如此说来,“大陆新儒家”对其他完备性学说所持有的不宽容态度,是不太有利于达成重叠共识的.三是

要确立权利优先于善(thepriorityoftherighttothegood)的基本原则.权利或正当(rights)相对于善

(good)的优先性,是一种政治优先性.不同的善的理念,各自具有强势的完备性学说背景.不同学说的

善的理念,常常容易处在水火不容的状态.权利优先于善,可保人们将自己信奉的完备性学说置于理

性约束之下,从而为人所具有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的权利共识留下充分空间,由此形成稳定的立宪民主

共识.而“大陆新儒家”显然是秉持着善优先于权利的理念,这对完备性学说的理性化是不利的,也对立

宪共识与制度机制的建构是不利的.故此“大陆新儒家”的主张确有矫正的余地.
确立了子学进路的现代儒学,应认识到承诺思想市场的极端重要性.一旦乐意进入思想市场,

“大陆新儒家”就必须直面思想竞争———对中国传统诸子百家的现代转换所形成的诸家诸派,就必须

诚心接纳,认真对话,而不是以简单的拒斥将诸家诸派打入冷宫.就目前中国思想市场的这些流派

而言,新道家、新墨家、新法家、新兵家、新农家等等,“大陆新儒家”都需要与其互校长短,相互校正,
从而整合思想资源,以为自己的思想创制奠定扎实基础.对当今世界范围的各种宗教、道德与哲学

完备性学说,“大陆新儒家”应当谦恭了解、尝试对话,从而形成一个有利于“大陆新儒家”建构人类话

语的精神氛围.在这两种思想市场的认知上,港台海外新儒家的认知是领先于大陆新儒家的.尤其

是杜维明开创的“文明对话”论域,广泛敞开了儒家吸纳人类文明成果的精神空间④.“大陆新儒家”
需要正视的是,在现代多元社会的处境中,自己仅仅是提供善恶价值判准的诸家之一家,以所谓“更
化”而收拾诸家成一家,已经是不可再现的思想局面了;同时,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设计,也是“诸
侯”蜂起、百家异说,国家建构的顶层设计也无法逃避理性的竞争,一般公共事务的竞争性处置也在

情势之中.因此以“天人三策”的类似方式独会权力心门,也是无法再现的政治景象了.一个残酷的

事实是,如果儒家进入思想市场,加入竞争,有可能创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儒家;假如儒家拒绝进入

思想市场,拒斥竞争,那么儒家就会彻底失去其现代特质,完全变成自言自语、自娱自乐⑤.因此,在
这个特定意义上来讲,儒家必须超越经学,回归子学,并在子学重建中重新激活儒家的思想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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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经学历史»,第１０页.
参见任剑涛:«公共的政治哲学»第五章«公共理性、公共舆论与公意凸显»,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２８０ ２９７页.
参见[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四讲«重叠共识的理念»,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５２ １５９页.
参见杜维明:«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参见任剑涛:«现代变局与何以为儒»,«深圳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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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正义底线与血缘亲情的冲突悖论?
———与黄启祥教授商榷“父子相隐”的命题

刘 清 平

摘　要:黄启祥教授撰文指出,孔子在“父子相隐”的命题里并未提倡父子“互隐其恶”,而是提倡“隐父

而非隐罪”以彰显“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种新颖的解读既脱离了

«论语»的文本基础,也缺乏充分的论证理据,同时还与黄文自觉认同的“不坑害人”的规范性立场相冲突,

结果陷入了自败悖论而无法成立.

关键词:儒家;父子相隐;血缘亲情;正义底线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４．０３

黄启祥教授在«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以下简称“黄文”)一文中,通过解读大量文

本材料,认真梳理了十几年来国内学界围绕«论语子路»有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以下简称“父子相隐”)命题所展开的学术论战,具体分析了论战双方在立场观点、论证理据等方面

的优劣得失,然后将«左传昭公十四年»有关“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

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以下简称“不隐于亲”)的命题与“父子相隐”联系起来考察,
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接下来又诉诸«吕氏春秋当务»和«史记循吏列传»中的两个案例,指出

“父子相隐”并非提倡父子“互隐其恶”,而是提倡“隐父而非隐罪”① .笔者认为,黄文阐发了某些值得

反思的新颖见解,有助于我们将这场论战深入下去,所以想围绕若干问题与黄教授商榷.

一、学问史和理念史的研究视角

黄文最重要的新颖之处体现在,它通过引入“不隐于亲”的命题对“父子相隐”命题做出了与论战

双方都有所不同的理解,指出:虽然“双方对父子相隐的评价势不并立,但对父子相隐的理解却是相

同的,即都认为父子相隐是互隐其恶”;然而,“面对孔子对叔向‘不隐于亲’的称赞,无论是反方的闪

烁其词还是正方左支右绌的争辩都表明,他们对孔子‘父子互隐’之说的理解存在严重问题”.其实,
尽管我此前也注意到某些论者引用了“不隐于亲”的命题,并认为这种引用在学理上没有问题,却从

未就此展开讨论;而黄文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充分重视,恰恰是促使我撰写本文的直接动因,让我有机

会解释以往为什么会回避这个与“父子相隐”内在相关的命题.

　　细究起来,这种态度主要源于我的方法论考虑(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尚不明晰).我最初将“父子

相隐”“窃负而逃”“封之有庳”三个命题联系起来考察① ,属于通常说的“思想史”研究;但“思想史

(historyofthought)”一词的含义比较含混,不同学者的理解也各有特色,并且还会影响到他们的研

　

作者简介:刘清平,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①　黄启祥:«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３期.本文所引黄说皆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标注.

②　见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哲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究路数.我则是将它分成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的.
最广义的思想史位于实然性的维度上,涉及历史上的每个人都出过思想的简单“事实”,如同罗

丹的雕塑“思想者”暗示的那样,因此也可以名之曰“思者史(historyofthinkers)”.相比之下,另外

两个层面的狭义思想史则处在应然性的维度上,不再是一有了出思想的“事实”就会被并入思想者的

行列,而是还要具有“价值”方面的“应当”资格才能挤进去.比方说,孔子当年三千弟子中的大多数

人,肯定也出过自己的思想;但很不幸,他们的思想只是一些“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单纯事实,并不具

有什么“历史性”的价值意义,所以就没法与孔子、有若、曾参等人出过的思想相提并论了.
进一步看,应然性思想史的两个层面又可以分别称为“学问史(intellectualhistory)”和“理念史

(historyofideas)”,区别在于所涉思想的“应当”资格不同.学问史的意义是指历史上某些思想者出

过的思想,在后来以研究学问为业的人们看来,或多或少具有“理知”方面的价值,有必要挑出来加以

考察;当前高校的“哲学史”“政治学史”乃至“思想史”等专业,主要就是在这个层面研究以往思想者

的思想的.相比之下,理念史的意义则是指历史上某些思想者出过的思想,能够凭借其中包含的“原
创性深度理念”,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发挥重要的影响效应,乃至塑型他们的人生活法.例如,像老子、
孔子、墨子这类理念史层面的“思想家”,就是分别以“无为”“孝仁”“兼爱”作为各自的“标志性理念”
的(一看就知道哪个理念是谁提出的);而两千年来无数炎黄子孙的生命历程,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

了,都在不同方面或多或少打下了这些理念的积淀性烙印.
依据上面的区分,学者们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训练和能力,分别从学问

史、理念史或二者兼顾的视角入手(当然,这些视角本身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是研究的路数方法有

别而已).我当初在因为研究中国美学史而阅读«论语»和«孟子»的过程中发现上述三个命题的问题

时,自发地采取了理念史的研究路数,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我看来,这三个命题涉及的不只是如

何理解文本自身的单纯学术性问题,而首先是与人们的伦理生活息息相关的深度理念性问题(事实

上,我正是在研读这两部元典的过程中,第一次自觉意识到了孔孟思想对我的积淀性影响).第二,
我缺乏史料学方面的训练,几乎没有能力辨析«论语»之外各种典籍里以“子曰”或“仲尼曰”的形式出

现的大量命题是否确实出自孔子之口,而这些命题之间的相互抵触之处又非罕见.
有鉴于此,我在着手研究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将所考察的

原初文本集中在«四书»尤其是«论语»和«孟子»上;在涉及这些元典的注解诠释时,则优先参考朱熹

的«四书章句集注»;至于其他古籍里的“子曰”或“仲尼曰”命题,尽可能不引用.毋庸讳言,这种研究

视角肯定存在片面性的缺失,但由于以下原因,它在学理上还是可被允许的.
首先,虽然也有学者对其中的某些语句是否后世窜入提出了质疑,但«论语»和«孟子»毕竟是学

界公认的有关孔孟话语最可靠的经典文本(当然,我们今天在学理上仍然有必要注意:不要把其中的

所有命题都视为出自孔孟本人之口①).所以,将原初文本主要限定在这两部元典上,能够有效地减

少某些节外生枝的争议(如“这句话很难确定是孔子所说”),降低我的论证出现低级错误的风险.在

我的研究包含了针对孔孟儒学的规范性批评时,尽可能降低这类争议和风险无疑是可取的.
其次,在理念史的意义上,其他儒家古籍包括«五经»的重要性都难以与«四书»相提并论,因为后

者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作为科举考试的国家级参考书,对于国人(不单单是科举人士)的现实人生具有

的浸润式影响力,可以说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同时,这也是尽管不少论者认为朱熹的注释偏离

了孔孟原意(我也认为在不少地方的确如此,一个典型例证就是他在«论语集注为政»注中竟然声

称孔子已经认同了“三纲五常”的“礼之大体”),但我还是优先引用«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参照的主要

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朱熹也是重要的儒家思想家,系统阐发了“理”这一标志性理念):其他古代儒者

９２如何破解正义底线与血缘亲情的冲突悖论? ———与黄启祥教授商榷“父子相隐”的命题

① 例如,«论语颜渊»记载的子夏话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时常被归于孔子本人,而没有注意到朱熹在诠释这个命题时特

别指出:“盖子夏欲以宽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辞,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论语集注颜渊»)



的注释哪怕在学问史的意义上更切近孔孟原意,朱熹的注释在理念史的意义上也还是绕不过去的,
因为近千年来国人在依据孔孟理念塑型自己的活法时,都会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注释的影响———尽

管我们肯定不应当抱着“奉朱熹解释为圭臬”的盲目崇信态度,将其视为诠释«四书»的终极权威或学

界共识,而应当仔细地辨析其中存在的众多曲解.换言之,既然我主要是从理念史的角度考察父子

相隐问题的,那么对我来说,«论语»以及朱熹的注释就要比其他古籍或是其他儒者的注释更有意义.
我们甚至有理由假设,即便今天发掘出了两千年前的«论语»古本,里面没有“父为子隐”的命题而有

“不隐于亲”的命题,它在理念史的意义上也还是赶不上朱熹注释的«论语».理由很简单:前者或许

更切近孔子作为思想者的本来面目,并且因此具有学问史层面的重要价值,但却明显缺乏后者所拥

有的深沉厚重的“效果历史”,因为孔子作为一位影响了国人两千年的原创性思想家,归根结底还是

“真实”地“活”在了后者之中而非前者之中.顺便说一句,我们也能以类似的方式比较马王堆出土的

帛书版«老子»和流行了上千年的今本«老子».
按照我的理解,黄文可以说是从二者兼顾而偏重理念史的视角出发的,因为它是为了理解“父子

相隐”才把“不隐于亲”的命题纳入考察范围的.黄文在阐述自己的主旨时也指出:“通过对«论语»以
及相关文献的阐释,揭示久被遮蔽的孔子之言本身的意义”,明显呈现出看重«论语»胜过包括«左传»
在内的其他文献的意向.进一步看,虽然“不隐于亲”的命题不像“父子相隐”那样具有深沉厚重的理

念史意义,但黄文对它给予了高度重视无疑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尤其有助于我弥补以往回避这一

命题的片面缺失.有鉴于此,我将在认同黄文下述见解的前提下展开讨论:“不隐于亲”的命题出自

孔子之口,表明“孔子赞扬叔向不隐于亲,明确肯定叔向行事正义,可称之为直”.
当然,我的认同也有两个条件.首先是悬置了“不隐于亲”案例的具体内涵.邓晓芒教授曾对这

个案例做过细致分析,黄文认为他的某些见解“十分牵强甚至毫无道理”,我倒认为颇有道理,但为了

不偏离主题在此就不谈了.其次是我在拙著«忠孝与仁义»中曾论证说:孔子对“义”的看法比较含

混,因为«论语»里的“义”字更偏重于“君臣有义”①.就我的研读范围看,最早把偷窃杀人等坑人害人

行为界定为“不义”的先秦文献是«墨子非攻上»:“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
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 以亏人自利也.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杀一人谓

之不义.”此后,孟荀也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行一不

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张岱年因此认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

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②不过,鉴于孔子的仁爱观念潜含着“不可坑人害人”的
意蕴,并主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一切违反爱人助人原则的“不仁”行为都视为

“恶”,我们显然也有理由说,“不隐于亲”的命题与孔子的仁爱观念在下面这种规范性立场上是基本

一致的,因此可以视为出自孔子之口:“行事正义”的底线在于“不坑害人”,而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则

属于“坑人害人”的“不义”范畴.其实,如果说我在这场论战中的具体观点有所修正的话,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从最初围绕抽象笼统的“正义法律”揭示儒家的悖论,进展到了依据“不坑害人”这条规范

性的“正义底线”揭示儒家的悖论,并且由此将我的学术兴趣扩展到了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
值得指出的是,黄文也自觉认同了“不隐于亲”蕴含的这种规范性立场,明确把隐匿父亲的盗窃

行为视为不义之举,强调“如果父亲盗窃,子为父隐;儿子偷盗,父为子隐,这家人岂不成了相互包庇

的犯罪之家? 这个家庭岂不成了姑息养奸和藏污纳垢之所? 又有何正义可言?”,并据此批评正方

“论证隐恶的正义性乃至超正义性是于理不通的”.就此而言,黄文很难说是“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

场上”,因为至少在把“子隐父罪”视为不义之举这种规范性的立场上,它与反方基本一致,却与正方

０３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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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主要就是出于这种与黄文的规范性立场基本一致的考虑,接受了黄

文有关“不隐于亲”的见解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前提,因为在这种共同的立场上展开商榷,有助于澄清

我与黄文在理解“父子相隐”命题方面的内在差异.

二、“隐父而非隐罪”的自败悖论

黄文在第二节阐发了有关“不隐于亲”的上述见解后指出,按照正反双方对于“父子相隐”命题的

相同理解,他们势必面临一道难题———“不隐于亲与亲亲相隐不是正相矛盾吗? 孔子既然主张亲亲

互隐,又怎会称赞不隐于亲?”———并分析了正反双方的左支右绌和闪烁其词.然后,黄文在第三节

又结合«吕氏春秋»和«史记»的两个案例,论证了自己对“父子相隐”的新颖理解:“‘子为父隐’是为父

隐而非为罪隐,换言之,是隐父而非隐罪.”所以,它与“不隐于亲”并不矛盾,而是内在一致的,都彰显

了“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本节将集中论证我的一个看法:黄文的这种理解不仅缺乏

扎实严谨的文本基础和论证理据,而且还会陷入一系列逻辑上和规范性立场上的自败悖论.
为了消解两个命题的矛盾,黄文在解读“父子相隐”时首先指出:孔子既没有否认叶公说的“子证

父罪”具有正义属性,也没有赞同“子隐父罪”是正义之举,而只是“肯定”(更精确些说只是“描述”)了
后者是当时“常人的一种做法,也就是正方所说的司空见惯的常态”.在我看来,这种解读虽然新颖,
在学理上却似乎站不住脚.对语境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在叶公把“子证父罪”评判为“直”之后,孔子

立即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强调“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所以,在上下

文关联中,与“子证父罪”对应并且明显得到孔子赞同的“隐”,只能是指“子隐父罪”,而不是指黄文主

张的第三种选择“隐父而非隐罪”;否则孔子哪怕再惜言如金,至少也会做出某种解释,以便让叶公明

白自己在“直在其中矣”的评判性(而非描述性)短语中赞同的究竟是怎样一种“隐”.也正因为这段

文本的意思如此清晰,把“父子相隐”理解成“孔子公开主张父亲隐匿儿子的罪行或者儿子隐匿父亲

的罪行是最正直的美德”,就像黄文承认的那样,“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也是秦汉以降两千多

年来人们的一贯理解.”就此而言,黄文宣称“父子相隐”的命题并未表明孔子赞同“子隐父罪”的立

场,黄文相关论述虽是出于清除这个命题与“不隐于亲”命题之间矛盾的良好意愿,但似乎又扭曲了

这个命题自身所在的文本语境.
然后,黄文紧接着反驳了正方(其实也包括反方)与上述“一贯理解”基本一致的观点:“正方认为

孔子把这种所谓的常态称之为‘直’,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何曾有人把他人隐

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遗憾的是,黄文作为关键论据提出的这个反问,不仅不符合事实,
而且在它自身的语境中也潜藏着逻辑上的漏洞:不仅自古以来确实有许多人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

行为称为正义之举,而且正是黄文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证据.首先,当前论战中的正方明显主张“把
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否则他们就不会与反方展开十几年的论战,而黄文也无需

批评他们“论证隐恶的正义性是于理不通的”.其次,按照黄文的描述,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那些不

仅把孔子当作圣人尊崇,而且自觉接受了上述“一贯理解”的人们,当然也会“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

行为称为正义之举”.再次,黄文明确承认:在孔子的时代“常人总是为父隐罪”,而“子证父罪”倒是

“不同寻常,非一般人所为”.这岂不是足以表明,当时就有不少人把“为父隐罪”视为正义之举吗?
否则它怎么能够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呢? 所以,鉴于黄文已经凭借这些论述自败性地否定了自己

的关键论据,它从中推出的那个结论———孔子根本不像正反双方一致认定的那样赞同“为父隐罪”,
以及所谓的在这场论战中“孔子的立场实际上一直都不在场”,也就有些草率而无法成立了.

如果说黄文背离«论语»文本和大量事实否定了“孔子赞同‘子隐父罪’”已经让人惊异的话,那么

更让人惊异的是,它在接下来正面论证“孔子赞同‘隐父而非隐罪’”的时候,既没有诉诸«论语»的“父
子相隐”命题,也没有诉诸«左传»的“不隐于亲”命题,而是求助于«吕氏春秋»和«史记»的两个案例:

　　楚有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

１３如何破解正义底线与血缘亲情的冲突悖论? ———与黄启祥教授商榷“父子相隐”的命题



之,不亦信乎? 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 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
孔子闻之曰:“异哉! 躬之为信也! 一父而载取名焉.”故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
当务»)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

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

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

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史记循吏列传»)
不难看出,在石奢的案例中,孔子才是不在场的,更谈不上表明态度了①;而在楚躬的案例中,孔

子虽然出场了,却对其行为发表了不赞成的见解②.有鉴于此,哪怕我们接受了黄文极力论证的“躬
的故事只是实现了形式正义,石奢则要实现实质正义”的结论,所有这些又与孔子本人的立场何干

呢? 它们怎么能够证明“父子相隐”命题赞同的也是这类“隐父而非隐罪”的做法呢? 不管怎样,单凭

两个案例都涉及父亲犯罪儿子如何处理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它们与“父子相隐”命题在立场上

一致;因为无论从学问史还是理念史的视角看,孟子完全赞同舜将父亲“窃负而逃”的见解与它们相

比,都具有不知高出多少倍的实质相关度,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至圣和亚圣在倡导血亲至上主义

方面的师承绵延(对此我曾做了大量论证).事实上,黄文开篇也指出:“我们从孟子论舜可以知道他

赞同子为父隐”;鉴于舜将父亲“窃负而逃”的做法明显只有隐匿父亲杀人行为的一面,却不包含任何

出面指证父亲、事后登门道歉或最终自刎而死的情节,所以,如果承认了«论语»与«孟子»的相关度远

高于它与«吕氏春秋»和«史记»的相关度,我们只能得出“孔子也像孟子一样赞同‘子隐父罪’”的结

论,从而导致黄文再次陷入自败境地.
在指出这两个案例与孔子本人的立场没有实质性关联之后,现在来看黄文主张“为父隐”是正义

的见解本身.按照我的理解,黄文借助这两个案例强调的与“为父隐罪”不同的“只为父隐”,主要是

指在父亲偷窃杀人的情况下,儿子在指证或放走父亲后主动代父受刑乃至自杀而亡,以达到既“使父

亲不受法律的惩罚”,又“使父子亲情免受伤害”的目的③.黄文认为,这类代父受刑的做法因此实现

了形式正义乃至实质正义,甚至还有“与舍生取义内在相通”的崇高意味,彰显了“正义的家庭属性和

主动的道义担当”.但细究起来,黄文的这种规范性见解不仅与它在反对“子隐父罪”时认同的不坑

害人的正义底线正相抵触,而且也扭曲了这两个案例的本来面目,同样在学理上难以成立.
首先,撇开人格同一性以及与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相关的现代原则不谈,只要接受了“一人做事

一人当”“冤有头债有主”的传统信念,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既然是父亲从事了偷窃杀人的不义行为,
就只有他本人才应当接受正义的惩罚,子女没有理由基于血亲恩情的诉求,通过代父受刑豁免父亲

的责任,使父亲不受法律的惩罚,否则黑社会小弟主动请求代替对自己有恩的老大坐牢的哥们义气,
也将变成“实质正义”“与舍生取义内在相通”的崇高举动了.从这里看,黄文指出楚躬的案例表明当

时法律允许“儿子可以替父亲受刑,而且这种行为还被视为一种孝行”,并不足以证成代父受刑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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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值得一提的是,«韩诗外传»和«新序节士»在记述石奢案例时都加了一句“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但

我们与其将它看成是孔子针对石奢的“纵其父”行为做出的评判,不如将它看成是后人引用«论语»的这一命题表达了他们针对石奢

行为的评判,亦即按照秦汉以降对这个命题的“一贯理解”,认为这样做属于正义之“直”.所以,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把后人的这种引

经据典说成是孔子自己的评判意见.
诚然,黄文从孔子“一父而载取名焉”的不赞成见解中,进一步引申出了“躬可以把羊送还失主,登门道歉”的最佳解决方案.

但从学理视角看,黄文提出的这种大跨距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两千多年前孔子本人的立场,或许还有必要打上一个问号.
值得指出的是,黄文虽然明确反对儿子隐匿父亲的罪行,但在儿子是否应当指证父亲罪行的问题上却是前后矛盾的.一方

面,它依据孔子的不赞成见解,认为楚躬指证父亲会让“其父落得窃贼之名”,从而“造成家庭内部的不义,使父子亲情受到伤害”;另
一方面,它又赞同“石奢让人将父亲杀人之事报告楚昭王”,甚至还凭借跳跃式推理强调这一点表明孔子倡导的“子为父隐”是“为父

隐”而非“为罪隐”,却好像忘了石奢的做法同样会让“其父落得杀人犯之名”而“造成家庭内部的不义,使父子亲情受到伤害”.就此

而言,黄文可以说对自己选取的两个案例也采取了双重性的评判标准.



了“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因为这类法条恰恰是试图凭借子对父孝的血亲情理转移罪

责主体的不义规定.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朝廷曾站在维护君权的立场上,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所谓

“正义的家庭属性”,通过“连坐”“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等严刑酷法,把父亲谋反的所谓“大逆”罪责

强加到原本无辜的全家老小身上.所以,一旦考虑到这类为了维系君臣大义不惜毁灭父子亲情的残

忍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人做事一人当”“冤有头债有主”的质朴信念是怎样的难能可贵,而在父

亲偷窃杀人的情况下,子女代父受刑的所谓“道义担当”又是如何违反了“谁坑害了人谁就应当受到

惩罚”的正义底线的.
此外,黄文在论证“正义未必一定要以当事人承担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家庭承担的方式来

实现”的时候指出:“就偿还被盗者的损失而言,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家庭为主体来实现的.”但这

种论证似乎混淆了“行为主体的人格同一性”与“家庭财富的成员共享性”两个不同的问题,不仅把刑

事惩罚与民事赔偿混为一谈了,而且还把具有人格属性的个体之人与没有人格属性的家庭财富等同

看待,因此在学理、法理和哲理上都很难成立.
其次,这两个案例中的儿子严格说来并未代父受刑,因此也没有以“为父隐”的方式实现正义,倒

不如说仍然是以不义的方式“为父隐罪”.
先看楚躬.黄文指出:“从结果看,荆王最终赦免了他,也免其父无罪,父子完好.这似乎是一个

圆满的处理方式.”不用细说,荆王基于“楚躬代父受刑是个孝子”的血亲情理就赦免了他们,让父子

两人无需接受惩罚完好团聚,对于他们的确是再圆满不过了.但我们岂不是仍然有理由提出质疑:
这个“圆满”的处理方式彰显的究竟是坑人害人理应受到惩罚的正义底线得到了遵守呢,还是子对父

孝的血亲情理可以凌驾于这条正义的底线之上,以致只要儿子是个孝子,父亲偷羊的不义罪责就不

复存在了呢? 如前所述,黄文甚至指责楚躬指证父亲罪行的做法会让“其父落得窃贼之名”,“使父子

亲情受到伤害”;但这种指责岂不是恰恰体现了主张“事亲至上”的“子隐父罪”意向,从而与黄文自觉

认同的“子隐父罪”属于不义之举的规范性立场正相抵触吗?
再看黄文给予了更高评价的石奢.石奢自己的两次陈述可以表明,他自刎而死的原初动机,既

不是承担“其父杀人”的应受罪责,也不是惩罚自己“纵其父”的包庇行为,而是主要基于“废法纵罪,
非忠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的考虑,所谓“伏诛而死,臣职也”.就此而言,如果说这个案例显示了

“子为父隐与舍生取义是内在相通的”,那也不是“子为父隐”与“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的内在相通,
而只是“子为父隐”与“君臣大义(君惠臣忠)”的内在相通.所以黄文也指出:“他之所以毅然赴死,是
因为他把忠看得高于生命.石奢所面对的不是生与死的选择,而是生命与忠孝的抉择.让石奢自刎

的原因不是法律的裁决,而是灵魂的决断.”但很遗憾,在这场忠孝不能两全的“灵魂决断”中,真正进

入石奢视域的只有父亲和君王,那位被杀的受害者却一直不在场,以致石奢对他连一点愧疚也没有

表露出来.有鉴于此,我们有多少理由宣称:石奢通过“灵魂的决断”从事的“毅然赴死”举动,实现了

“不坑害人”意义上的实质正义呢? 毋宁说,如同舜在窃负而逃时主动放弃王位不足以证明他的圣洁

一样,石奢在纵父逃走后因为不忠之罪主动自刎同样不足以证明他的崇高;相反,两人在下面这一点

上倒是内在相通的:都遗忘了被自己父亲杀死的无辜受害者,尤其是遗忘了坑人害人理应受到惩罚

的正义底线.
更有甚者,黄文在称赞“当石奢释放父亲时,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死罪.而他之所以径直而为,是

因为他视孝重于生命”的时候,同样背离了它自觉认同的“子隐父罪”属于不义之举的规范性立场,转
而认为这类举动正当地体现了“孝父之心”的至高无上.理由很简单:石奢在“释放”父亲亦即允许父

亲潜逃的时候,明显是在以“子隐父罪”的形式包庇犯下杀人罪的父亲;至于他后来让人将父亲杀人

之事报告楚昭王以及自刎而死,并不会改变这个“释放”行为本身包庇嫌犯潜逃的不义特征.所以,
要是我们站在“子隐父罪”属于不义之举的规范性立场上,至少应该对这个“释放”行为表示一定的谴

责.但很遗憾,黄文却无保留地赞许它是“视孝重于生命”的“径直而为”,似乎没有意识到被石奢的

３３如何破解正义底线与血缘亲情的冲突悖论? ———与黄启祥教授商榷“父子相隐”的命题



孝父之心凌驾于其上的还有那位受害者的生命,结果就像石奢自己一样,仅仅把关注点聚焦在了对

父亲的“孝”和对君王的“忠”之上,却遗忘了对于无辜受害者的“仁”,从而再次陷入了自败的境地.
本来,倘若如其所是地直面这两个案例(而不是试图用它们来证成某种先入之见),我们很容易

看出,它们根本不可能彰显“为父隐”与“为罪隐”的实质性差异,因为在“父”犯“罪”的情况下,不管儿

子采用怎样的手法把“父”隐起来,都会相应地把“父”犯的“罪”也隐起来,结果是在不正当地使父亲

免受正义惩罚的同时,导致受害者的冤屈得不到伸张,甚至让原本无需担责的儿子受到不正当的惩

罚,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谈不上“正义的家庭属性”.例如,假如不是恪守忠君至上的不义法律,
而是按照不坑害人的正义法律,犯下包庇罪的石奢不仅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还能因为“释放”
的是自己父亲的缘故在受到惩罚时获得一定的“容隐”.当然,此处“容隐”中的“隐”字只能是指“为
父隐罪”的不义之举,而非所谓“为父隐”的正义之举,不然的话就谈不上减免刑罚之“容”了.换言

之,正如拙著强调的那样,正义法律允许的这种“容隐”,归根结底是指针对“为父隐罪”这种“不义之

举”的减免刑罚;因此,它与儒家语境里针对“视孝重于生命”这种“崇高之举”的讴歌赞美有着天壤之

别,不可是非不分地混为一谈①.
所以,尽管黄文在撇开“父子相隐”和“不隐于亲”的命题而孤立地围绕上述两个没有多少相关度

的案例展开讨论后,就以跳跃式推理的方式宣布:“孔子所说的隐是大隐,他把尊重亲情与法律而又

超越亲情与法律的大义作为自己的成德途径.”但只要回归黄文将这两个命题联系起来的立论语境,
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种种漏洞:黄文强调的这种能够等价于“大义”的“大隐”之“隐”,是否包括“不
隐于亲”的“隐”呢? 如果说两个命题里的“隐”都是“大隐”之“隐”,为什么孔子在前一个命题里要求

人们“隐”,在后一个命题里又要求人们“不隐”呢? 在“大隐”即“大义”的情况下要求人们“不隐”,岂
不等于怂恿人们去行“不义”么? 反之,如果说前一个“隐”是指孔子赞同的“隐父”之“大隐”,后一个

“隐”是指孔子反对的“隐罪”之“小隐”,同一个“隐”字的核心语义怎么会出现如此鲜明的断裂呢? 倘

若像黄文所说“不隐于亲”里的“直”字“非常准确地对应于叶公与孔子谈话语境中‘直’的含义”,为什

么这两个命题里的“隐”字含义却会出现天壤之别呢? 假如对这两个命题里“隐”字的核心语义都难

以做出前后融贯的清晰解释,我们又怎么可能消解它们之间的自相矛盾或深度悖论呢? 在我看来,
如果黄文不能澄清这些显而易见的逻辑漏洞,似乎很难摆脱闪烁其词、左支右绌的窘境.

综上所述,黄文将“父子相隐”理解成“为父隐而非为罪隐”的立论,不仅无法从«论语»以及«左
传»中获得文本基础方面的支撑,而且也无法从«吕氏春秋»和«史记»中获得论证理据方面的支撑,甚
至无法从黄文自身中获得事实性描述和规范性立场方面的支撑,结果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

盾,严重缺乏学理上的说服力.

三、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态度

公平地说,黄文不仅采用了兼顾学问史和理念史的研究视角,分析了古代文献和当前论战中的

大量材料,而且还自觉认同了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甚至对论战双方也都持批判性的态度,几乎可以

说是一篇没有片面性缺陷的完美论文了.那么,它怎么会在实质性立论上出现刚才分析的那些自败

悖论呢?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我想超出单纯商榷的范围就学术研究的方法展开一些讨论.
在我看来,第一个原因或许在于,黄文未能把针对正反双方的批判性学术态度一视同仁地贯彻

到孔子身上,而是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孔子是道德高尚的圣人,不可能赞同‘子隐父罪’的不义之

举”这个充满敬仰意蕴的预设前提上,结果不是依据«论语»的文本语境如其所是地考察“父子相隐”
命题,而是设法找到一切能将这一命题与“不隐于亲”命题融贯起来的案例,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案例

与孔子本人的立场没有实质性关联的简单事实,最终反讽性地遮蔽了“孔子之言本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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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黄文在第三节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子隐父罪”既为法律所不容,又违于伦理公

德,“克己复礼、奉公守法、正直无私、大智大贤的孔子如何会不明白? 他又怎会公然主张父子互隐并

赞其为正义的美德? 他怎会犯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错误”? 不难看出,一旦对孔子做出了如此完美

的价值评判,“父子相隐”内在包含的“将父子互隐其罪视为正义之举”的实际意蕴就已经被当成子虚

乌有的东西彻底消解掉了,以致黄文所有论证的目的可以说就是尽一切努力不让孔子犯下“如此简

单如此明显的错误”,哪怕它自己要为此付出犯下某些“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错误”的沉重代价.限

于篇幅,在此主要分析一个简单而明显的案例.
前面提到,黄文在批评论战双方对于“父子相隐”的一致理解时,给出了一个既不符合事实、也有

严重漏洞的反问:“自古以来何曾有人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从学理角度看,这
其实是一个混淆事实性之“是”与诉求性“应当”的常见谬误,将自己希望或倡导每个人“都应当持有”
的规范性立场说成是每个人“都实际持有”的规范性立场,在西方大哲那里也不时出现,不足为奇.
不过,黄文居然没有察觉到自己通过大量事实性描述提供的否定性证据,反倒以这个反问作为立论

的关键理据,却似乎主要基于下面的原因:只有凭借这个看似理直气壮的反问,才能通过下面的推理

清除“父子相隐”命题“将父子互隐其罪视为正义之举”的本来意蕴:既然自古以来都没有人把他人隐

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像孔子这样“克己复礼、奉公守法、正直无私、大智大贤”的圣人,就
更不可能通过肯定“父子相隐”而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了;所以,这个命题必定

与“不隐于亲”的命题内在一致,都体现了孔子反对“子隐父罪”、推崇“子为父隐”、“把尊重亲情与法

律而又超越亲情与法律的大义作为自己的成德途径”的崇高立场.也正是基于这个敬仰性的预设,
黄文中才会出现那些简单而明显的错误,诸如引入没有实质性关联的案例以求证成孔子本人的立

场,把同一个“隐”字生硬地区分出正义“隐父”之“大隐”与不义“隐罪”之“小隐”,脱离«论语»的语境

而将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人们的一贯理解说成是遮蔽了孔子之言本身意义的曲解,等等.
我的一点不成熟看法是:学者当然可以站在自己的规范性立场上,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某些人物

或思潮)怀有敬仰性的态度,甚至充分肯定和赞美他们本来持有的那些与自己立场根本一致的理念.
但在我看来,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却不应该基于这种敬仰性的态度,对于研究对象本来持有的那些与

自己立场正相冲突的理念视而不见,甚至为了维护他们的完美形象,不惜脱离原初文本的语境和材

料,设法掩盖这两类理念之间的自相矛盾或深度悖论.理由很简单:这样的做法无论有着怎样良好

的动机,都违背了如其所是地揭示事实真相的学术规范,突破了“更爱真理”的学术底线,把自己从学

术性的研究者变成了非学术的崇信者.当然,按照类似的道理,学者也不可以有意遮蔽自己不敬仰

甚至不喜欢的研究对象本来持有的那些与自己立场根本一致的理念,甚至为了抹黑而将他们本来没

有的理念强加在他们身上.换言之,学者的使命就是首先如其所是地揭示研究对象本来持有何种理

念的事实真相,然后再依据自己的规范性立场,对这些理念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就是

我所谓“批判性的学术态度”的基本内容.
我当然不敢断言自己已经将这种态度完全贯彻到了学术研究中,但的确是在努力落实.例如,

尽管我的规范性立场与康德倡导的“人是目的”大体一致,但我对他作为哲学大师的敬仰性态度,并
没有妨碍我依据他的文本揭示他建构的哲学大厦两大部分之间由于分别主张“理性在认知上不行”
与“理性在道德上很行”所生成的深度悖论,以及他自己将“自由”这块联结两个部分的“拱顶石”变成

了“绊脚石”的逻辑矛盾①.再如,虽然从发现了儒家的负面效应时起,我就对孔孟持不加掩饰的批评

性态度,但当我通过研读他们的文本发现普遍性的仁义理念蕴含着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时,我同样

给予了充分肯定,甚至在国内外儒学研究中率先提出了下面的见解:不仅孔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最早

５３如何破解正义底线与血缘亲情的冲突悖论? ———与黄启祥教授商榷“父子相隐”的命题

① 刘清平:«“理性”何以“实践”? ———康德实践哲学的深度悖论»,«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康德哲学的拱顶石怎么变

成了绊脚石: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解析»,«人文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意识到了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道理,“原创性地成就了人类道德意识上的一个伟大进

步对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而且孟子也主要是因为汲取墨子“公
义”理念提出了将“仁”和“义”联结在一起的原创性见解,才成为后世儒家推崇的亚圣①.换言之,我
并未因为批评孔孟的血亲情理精神,就闭眼不看或断然否定他们的普遍仁义理念,而是试图凭借学

术批判方法揭示二者之间的深度悖论,就像我在本文里试图凭借类似的方法指出“父子相隐”与“不
隐于亲”的深度悖论一样.在我看来,倘若不是采取批判性的学术态度直面研究对象的深度悖论,而
是想方设法加以掩盖,我们自己就有可能陷入“为了遮蔽某个悖论而生成更多悖论”的窘境.

不幸的是,在我看来,黄文似乎就陷入了这种窘境.例如,除了前面讨论的逻辑矛盾外,它还会

因为自己的观点和论证面对一个更棘手的自败悖论:既然窃负而逃既为法律所不容,又违于伦理公

德,倡导“仁者无不爱”的孟子如何会不明白? 他又怎会公然主张窃负而逃并赞其为正义的美德,犯
下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错误? 然而,由于按照孟子自己的描述,舜将父亲窃负而逃只有隐匿父亲杀

人行为的一面,却不包含任何出面指证父亲、事后登门道歉或自刎而死的情节,相反还直接进入了父

子二人“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的结局,黄文想破解这个由于敬仰性态度才会无中生有地形成的自

败悖论,或许远比破解孔子面临的类似难题更为困难.所以,在我看来,与其这样大费周折地为孔孟

儒学开脱,不如在保持敬仰性态度的同时,直面孔孟儒学原本包含的深度悖论,努力找到走出泥潭的

途径.毕竟,不管我们对孔孟怀有怎样的批判性态度,他们在以往理念史上的那份深沉厚重肯定都

不会因此烟消云散,相反还会由于悖论得以消除的缘故,在今后的理念史上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涉及到如何对待我所谓的“诸善冲突”.黄文对正反双方的主要批评是:正方

过于强调血缘亲情而忽视了正义法律,反方过于强调正义法律而忽视了血缘亲情,所以它才试图通

过对“父子相隐”的独特解读,找到一条既能使父子亲情免受伤害、又能维护正义法律的最佳途径.
黄文这种全面兼顾的良好意愿无疑值得称赞,却似乎忽视了正反双方的“片面性”源于其中的那个简

单事实:由于父亲偷羊杀人突破了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血缘亲情和正义法律这两种原本都是“可欲

之善”的正面价值已经处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冲突状态了,根本不可能在任何一方都不受到损失

的情况下全身而退,维持皆大欢喜的和谐美满.毕竟,假如父亲是个奉公守法的人,没有从事坑人害

人的行为,儿子只需其乐融融地孝父奉亲、共享天伦就够了,干嘛还要自寻苦恼地为“隐”还是“不隐”
的两难纠结不堪呢? 可是,一旦父亲从事了偷羊杀人的行为,这种浪漫美好的理想局面马上就破灭

了,以致儿子哪怕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都会构成看重血缘亲情却轻视正义法律的变相之“隐”.
事实上,正是由于在论战中反复考察了类似案例,我才在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发现了诸善

冲突对于人生在世发挥重要作用的内在机制:从元价值学视角看,任何人的行为都只会趋于自己意

欲的好东西,避免自己讨厌的坏东西,由此遵循“人性逻辑”的头号原则“趋善避恶”;而在两种好东西

相互抵触的诸善冲突(包括人际冲突)中,任何人都会进一步遵循人性逻辑的二号原则“取主舍次”,
通过权衡比较两种可欲之善的重要地位,做出以不惜放弃次要的好东西、忍受次要的对应坏东西为

代价,来确保重要的好东西而防止严重的对应坏东西的艰难选择.所以,只有凭借诸善冲突的机制,
我们才能说明为什么在善恶好坏的评判标准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确立是非对错(正当与不正当)的评

判标准的内在奥秘,澄清从“正当(right)”中怎样衍生出“权益(rights)”的语义绵延,揭示“意志自由”
如何可能及其与“行为自由(现实自由)”的微妙区别和相互关联②.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一旦引入了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我们很容易解释正反双方为什么都会

陷入黄文指出的上述“片面性”:面对血缘亲情和正义法律不可兼得的冲突局面,他们要么肯定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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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的至高无上而将不坑害人的正义法律视为次要的,并且因此把父子相隐的做法评判为“正当(正
义)”的;要么肯定正义法律的至高无上而将血缘亲情说成是次要的,并且因此把父子相隐的做法评

判为“不正当(不义)”的,从而形成规范性立场截然相反的两大阵营.换言之,虽然论战双方或许原

本都有既要血缘亲情、也要正义法律的丰满理想,但一碰上父亲偷羊杀人这种充满张力的骨感现实,
他们就不得不遵循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陷入黄文指认的那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性”了.

不过,一旦理解了诸善冲突的这种机制,黄文努力寻找的“亦此亦彼、折衷和谐”的第三条道路似

乎也就很难走通了.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前面分析的自败悖论中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它看重的那两

个与孔子本人的立场没有实质性关联的案例中看出来,因为它们没有一个实现了黄文希望的“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圆满理想,相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像正方主张的那样凭借血缘亲情压倒了

正义底线,落入了连黄文也视为不义之举的“子隐父罪”结局.如上所述,在楚躬的案例中,虽然父子

完好如初,但坑人害人理应受到惩罚的正义底线却被遗忘得无影无踪了.至于黄文赋予了悲剧色彩

的石奢案例,更可以说是陷入了“此”被根本否定、“彼”也荡然无存的两败俱伤,唯一得到维系的是对

君王的绝对忠诚:不仅那位被父亲杀死的无辜受害者一直不在场,以致坑人害人理应受到惩罚的正

义底线被践踏于无形,而且儿子由于忠君至上的缘故也在“灵魂的决断”中毫无必要地“毅然赴死”,
结果让犯下罪行的父亲失去了在余生中继续正当地享有亲情之善的机会,而不得不忍受刻骨铭心的

丧子之痛.就此而言,石奢案例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不过彰显的并非正义法律和血缘亲情

的可欲价值在冲突中均被毁灭的崇高伟大,而是具有严重扭曲效应的忠君至上原则的残忍冷酷.更

不幸的是,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残忍冷酷还在此后阳儒阴法的历史进程中绵延了两千余年,在许多

情况下以类似的双输方式既毁灭了正义法律,也毁灭了血缘亲情①.
黄文指出,反方鲜有人回应下面的问题:“如果你的父亲杀了人,你将抱持何种心态,采取何种处

理方式? 他们的沉默实际上表明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会陷入矛盾:他们驳斥父子互隐,却
可能在现实中选择父子互隐.”其实,拙著不仅回答了类似的问题,而且还回答了有关“郭巨埋儿”的
更棘手难题②,在此谨将我的立场简述如下:如果我父亲杀了人,我会先劝告他自首;如果他拒绝,我
会配合有关的调查取证,同时尽我所能为他找到称职的律师;在他入狱服刑后,我会定期前往探望,
而不会和他“划清界线”;哪怕他被判处死刑,我作为儿子也会安葬并祭奠他,以这种方式在恪守不坑

害人的正义底线的基础上维系父子亲情.诚然,从获悉他杀人的那一刻起,我就清楚地知道我再也

不能像以前那样与他一起正常生活、共享天伦之乐了;但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父子亲情遭受的这种

严酷打击,是由于他突破了正义底线我们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我绝不应该为了“使父亲不受法律

的惩罚”“使父子亲情免受伤害”,就违背正义底线帮助他隐瞒或潜逃;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不坑害人

的正义底线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要突破它才能获得的可欲之善(包括儒家特别看重的血缘亲

情在内),都将因为这种突破变成“不正当的善”,乃至沦为“邪恶”.
当然,上述两个原因只是我研读黄文后的一些粗浅印象,并不敢断言它们一定符合事实,就像我

不敢断言本文的见解一定能够成立那样.因此,我真诚地期待黄启祥教授和学界的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　邹晓东]

７３如何破解正义底线与血缘亲情的冲突悖论? ———与黄启祥教授商榷“父子相隐”的命题

①

②

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１５７ １７９页,其中也讨论了石奢的案例.
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６３ ６４、２８２ 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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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长安:唐代寺院的宗教信仰与日常饮食

孙 英 刚

摘　要:任何政治、社会、文化现象,都有其深刻的信仰、知识和思想背景.隋唐长安城区别于其他时

代城市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其带有强烈的佛教都市特征,林立的寺院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角

色.佛教所宣扬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是长安居民心中重要的行事依据.他们的心灵不但生活在

现实的长安,也生活在想象里的长安.两个部分拼接的长安,才最接近真实的长安.将信仰和戒律的因

素纳入到对中古社会史的研究中,从佛教戒律、寺院生活、宗教想象、灵验感通等信仰背景出发,探讨城

市生活,进而在隋唐长安城的神圣和世俗空间中,勾勒出当时的社会、思想场景,或许是一个可行的研究

路径.

关键词:长安;佛教;戒律;感通;饮食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４．０４

中古时代的佛教寺院,既是精神文化的家园,也是物质文化的汇聚之地① ,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

中古时代的日常生活和普遍观念.隋唐长安城中寺观林立,尤其是佛寺数量众多,佛教信仰在长安

城中占据主导地位,著名的佛寺如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青龙寺和西明寺等,都在长安的城

市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② .佛教寺院的日常生活及其相关的精神世界,构成了长安城市生活、风气

与精神的重要部分,并对世俗空间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目前对于中古时代寺院的研究,依然集中

于经济史和佛教戒律的探讨,并未给我们勾画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③ .隋唐长安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了解中古时代寺院生活的窗口.丰富的资料,使得我们在日常行为之外,能够深刻理解其背后的

思想意涵,将日常生活纳入到信仰、知识和思想史的语境中.
本文的主旨是探讨长安佛教寺院的饮食,但是完全区隔于一般物质史或经济史的做法.围绕着

长安城中偷盗僧食和破戒饮酒现象,笔者试图从佛教戒律、寺院生活、宗教想象、灵验感通故事等出

发,探讨寺院饮食问题,进而在隋唐长安城的神圣(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勾勒出围绕寺院饮食展开的

社会、思想场景.涂尔干(EmileDurkheim)、韦伯(MaxWeber)、埃利亚德(MirceaEliade)等最有影

响力的宗教学家都把人的经验分成神圣与世俗两大类,并将宗教归类于前者.而笔者认为,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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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体验,还存在想象的空间.笔者的一个基本理念是认为在现实的长安之外,还存在一个信仰

世界的长安,一个想象里的长安———政治活动也好,社会生活也好,都在一个思想和知识世界中进

行,并且受到它的影响.长安繁荣的时代,正是佛教昌盛的时期,佛教对死后世界的描述,对六道轮

回的渲染,使得长安的居民感觉自己不但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空间中,而且在这个空间之外,还存在着

一个六道轮回的世界.日常生活也好,信仰活动也好,长安居民的活动,都难以逃脱佛教知识和思想

世界的影响.只要将两部分的图片拼接起来,才能复原出真正的长安.
在展开本文之前,有必要对两类史料进行说明和剖析.第一类史料是佛教戒律.到底是哪些佛

律在影响着长安寺院的日常行为呢? 笔者认为,义净于８世纪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时
间太晚,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佛教僧侣.«百丈清规»和«禅苑清规»对了解唐代以前寺院生活的情况

意义不大.现存«敕修百丈清规»辑成于元代,不少材料是元代的,很难用以说明唐代的情况,即便成

于宋代的«禅苑清规»更多的也是反映了宋代的情况.而且佛教在禅宗兴起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很难用禅宗的清规来说明８世纪中叶之前佛教寺院生活的丰富内容.就佛教文献所见,对隋唐长安

佛教僧侣影响较大的是«摩诃僧祇律»(４１６年由法显和佛陀跋陀罗译出)、«十诵律»(４０４ ４１５年间

由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翻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４２４年由佛陀什翻译)、«四分律»(４０８年由佛

陀耶舍翻译).尤其是«四分律»,成为道宣７世纪作通经疏义文的基础①.最应该参考的记载,应该

是居住在长安的佛教高僧的书写,比如道宣(５９６ ６６７)、道世(? ６８２)、法藏(６４３ ７１２)、怀信等等.
道世在７世纪中叶的著作,尤其值得参考,他本人就是当时长安佛教社区的一员,他的记载、描写和

感叹,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长安的情形.
第二类需要着重澄清的史料是灵验记、感通记中对长安僧俗世界的描述.这些资料往往被认为

是荒诞不经之谈,最起码也只能算作是文学创作.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些作品的作者并不认为自

己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比如«冥报记»的作者唐临自序云:“具陈所受及闻见由缘,言不饰文,事专扬

确.”②«旧唐书经籍志»将其列入«史部杂传类»“鬼神二十六家”之一③.这些记载,实际上是最

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长安僧侣和民众的一般常识和普遍观念,这是他们日常行为的思想和知识基础,
他们面对一件事情所做的反应和解释,跟我们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脑海里的观念和知

识跟我们不同.笔者曾经用“想象中的真实”来形容从古人的知识和信仰出发的研究思路④.问题的

关键不在于我们相信不相信,而在于我们研究的对象相信不相信.只要研究对象相信,就会对他们

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历史画面.恰如其分地阐释这类记载反映的情形,对于

理解现实的长安和想象里的长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澄清史料之后,笔者下面从长安寺院的饮食展开论述.

一、作为三宝物的饮食

三宝物指属于佛、法、僧三宝的财物,分为佛物、法物、僧物三种.根据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

事钞»和«量处轻重仪»,佛物包括:

　　１．堂宇、衣服、床帐等佛受用物;

２．信徒施予佛陀使用的钱宝、田园、人畜等施属佛物;

９３两个长安:唐代寺院的宗教信仰与日常饮食

①

②

③

④

关于道宣的研究,可参考[日]藤善真澄:«道宣伝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２００２年;ChenHuaiyu,TheRevival
ofBuddhistMonasticisminMedievalChina(NewYork:PeterLangPublishingInc,２００７);王亚荣:«道宣评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２０１７年;以及近年来日本鹤见大学池丽梅教授的一系列研究.
唐临:«冥报记»卷上,方诗铭辑校:«冥报记　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２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２００６页.
孙英刚:«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和城市空间»,«唐研究»第１５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６３

１６７页.



３．供养佛的香灯、华幡、供具等供养佛物;

４．献给佛的医药、饮食、花果等献佛物.
法物包括:

　　１．笔、墨、纸、轴帙、箱巾、函帕、经架等法受用物;

２．专门布施给法宝所用的施属法物,如金银、奴仆等;

３．专门供养给法宝的花、香、灯、烛等供养法物;

４．敬献给法宝的饮食、瓜果、饭菜等献法物.
僧物包括:

　　１．众僧厨库、寺舍、众具、华果、树林、田园、仆畜等常住常住物;

２．饭饼等十方僧众皆可受用但只局限在本处的十方常住物;

３．供养僧众的物品,如衣、药、房舍、用具等现前现前物;

４．亡五众轻物,或檀越时施、非时施等十方现前物.
从上可知,佛、法、僧物中,都包括饮食、花果、菜蔬,只不过供养的对象不同而已①.既然佛、法、僧物

都包含饮食、果蔬在内,则对于寺院日常饮食和修行传教必然有所影响,这其中主要的一点即:三宝

物不得混用.敦煌的情形对此有所反映.比如９世纪后,敦煌寺院财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

“寺产”或“佛物”,另一部分是“常住财产”或“僧物”.敦煌文献所反映的时期,寺产大致分为“佛物”
和“常住”.它们不得互用,因此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机构管理,分别名为“佛账所”和“常住所”②.在敦

煌文献中,“僧料”或“僧食”与“佛食”有严格的区别,相关记载也非常明白③.高昌地区的寺院日常僧

食主要是以粟和糜为原料做成的饭和羹,而佛饼、水家饼是在“所有的转经和其他佛事活动中都要在

戒坛或特定的场合”所贡献的一种佛食,比如阿斯塔纳３７７号墓出土«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日用

斛斗帐历»第６０行“麦五斗,用买油,用作佛饼.麦一斗半,供水家饼”④.
敦煌和高昌的情形正是对佛教有关佛物、僧物不得混用规定的反映.长安西明寺高僧道世在回

答有关盂兰盆节造食献佛时云:

　　如似小寺,非是国造,无外献供.复无贵胜,临时斟酌,随僧丰俭,出常住僧物,造食献佛及

僧,此亦无过.以佛通应供僧数.所以诸寺每大小食时,常出佛僧两盘,故知得用.若是国

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所以

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⑤

理论上不能用僧物造食献佛.但是小寺财力贫乏,所以此戒可开,“此亦无过”.但是像长安西明寺、
慈恩寺这样的国家大寺,每年献佛的物品,由国家供给,就不应该再用僧物制造佛食.如果用僧物造

食献佛,仪式结束之后,食物依然入僧,僧人可以食用.但如果是寺院之外施舍而来,那么献佛之后

怎么处理呢? 道世进行了解释:

　　献佛之后,所有饮食馀长及生供米面之属等,并入常住僧,用以还供僧食.若施主局心

０４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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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学者对三宝物的分类多有误解.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佛物“得做佛像用”,法物“得造寺楼塔篱落墙壁内外屋舍等用”,僧物

“各给比丘用”,参看何兹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第６８ ６９页.也有学者认为,佛物包括

佛像、殿堂、香花、幡盖等;法物包括经卷、纸笔、箱函等;僧物包括田宅,园林、衣钵、谷物等,参看曹尔琴:«唐长安的寺观及有关的文

化»,«唐都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４２页.
[法]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余欣、陈建伟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５５ ５７页.
高启安:«唐五代敦煌僧人饮食的几个名词解释»,«敦煌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１３２ １３６页.高文并未讨论“僧料”和“佛

食”的区别.
赵海霞、茹毅:«５ ７世纪高昌地区的食物品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６１ ６７页.
道世:«法苑珠林»卷六二,[日]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５３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１９３４年,第７５０页.



唯献佛食,入僧自外杂物钱财,或入佛、入法、入现前僧等,随他施意不得违逆.①

也就是说,如果施主特别交代,这些食物只是要施给佛、法,或者僧的,要遵循他的意愿.如果没有特

别交代,则献佛之后所有的饮食馀长及生供米面,都成为僧食,僧人可以食用.而且道世指出,盂兰

盆节时,长安“诸俗人家各造献食,依经救亲,过事以后,并须送食向寺,不合自食.若元造唯将献佛,
不入僧者,自食无犯,然乖救母之意也”.也就是说,俗人在盂兰盆节造食贡献,事过之后要把食物送

到寺院,不能自己吃掉.但是如果强调自己仅仅是献佛不献僧的,则可自己食用.而且“佛前献饭,
侍佛比丘得食.若无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这也适用于供养佛塔,“供养佛塔食,治塔人得食”②.

道世不厌其烦地论述了寺院花、果的使用规范,严格区分什么花果可以供给佛塔,什么花果僧人

可以食用.大体上说,佛塔四周的花果用以供养佛塔,而空廓以外的入僧,僧人可以食用:

　　既知三宝各别,不得互用.初立寺时,佛院、僧院,各须位别.如似大寺,别造佛塔,四周空

廓内所有华果,得此物者并属塔用;空廓以外即属僧用.③

其又引«僧祇律»等强调:

　　初起僧伽蓝时,先规度好地将作塔处.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侵佛地、僧

地.应在西、在南作僧房.佛塔高显处作.不得塔院内浣染、晒衣、唾地.得为佛塔四面作龛,
作师子、鸟兽,种种彩画.内悬幡盖,得为佛塔.四面造种园林华果,是中出华,应供养塔.若树

檀越自种,檀越言,是中华供养佛果与僧食.佛言,应从檀越语.④

佛塔四周的花、果属塔用,僧园的花、果归僧用.如果佛塔四面的花木是檀越自己种植,而檀越说明

不但供佛,也供僧,则僧人可以食用其中的果子.但是僧园中的花、果,可以用来献佛.道世引«十诵

律»云:“僧园中树华,听取供养佛塔.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噉.”在一个寺院成立之时,“比丘启白众

僧,其寺内种植所有华果献佛,枝叶子实与现前僧食,并施一切众生.若不尔者,无问道俗.食者得

罪”⑤.关于寺院水果,下文中笔者会重点讨论.
私用或偷盗佛物会遭到业报.比如长安胜业寺(胜业坊)的大谅,“尝捡挍修葺殿中三大像,私用

像物,故被追摄”,在地狱中受苦⑥.京兆崇福寺僧沙门法藏撰«华严经传记»记载一个村民张晖夜里

潜入寺院,“私取佛油,瓮受五斗,背负而出.既至院门迷昏失性,若有所缚,不能动转”⑦.道世引«佛
说因缘僧护经»佛祖告僧护云:“汝见须曼那华柱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供养剎柱,
四辈檀越以须曼那华油用供养佛,比丘减取,以为己用.故堕地狱,作大须曼那柱火烧受苦,至今不

息.”⑧道世甚至谈到碰到盗贼如何处理佛物:

　　若塔僧物,贼来急时,不得藏弃佛物,庄严佛像,僧座具.应敷安置种种饮食,令贼见相.若

起慈心,贼问比丘,莫畏出来,年少应看.若贼猝至,不得藏物者,应言一切行无常.⑨

长安曾发生很多盗劫佛像等物的事件,我们或可揣度,其中偷盗佛食,应该也是其中一类常见的罪

行.不过,根据文献所记,偷盗僧食更为频繁,也更为佛教文献所重视.长安佛教寺院众多,和尚平

时需要大量食物供应,同时寺院又是花果、菜蔬、蜂蜜等食物的重要产地,发生大量的侵盗僧食事件

也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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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斋、解斋、破斋

僧食包括四种:时药、非时药、七日药和尽形药.唐贞观十一年道宣缉叙(乾封二年重更条理)
«量处轻重仪»中论述得极为清楚,“属僧伽蓝园田、果树,律断入重.谓寺院内外所有园田、果菜、谷
米众、具养生调度等”,共分七大类,其中一类是平时僧人所食用的食物,也即僧食:

　　现在四药,谓时药(米、面、酱、豉、曲、菜);二非时药(诸果、清汁);三、七日药(酥、蜜、油脂);
四、尽形药(盐、酢、椒、姜及五石、三建等).准律据义,断入常住.①

道宣长期在长安生活,他对僧食的理解和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了长安寺院的饮食情况.这

一点也被其他记载所证实.所谓时药,从早晨明相出现到中午日影正中,允许比丘进食,不违反戒

律,所谓过中不食.但由于寺院修行和传道需要维持体力和营养,所以允许比丘过午之后,可以饮用

非时浆,比如果汁和蜜水,这叫做非时食.又有一些比丘体质衰弱、疾病缠身,所以又规定可以食用

七日药,也即营养补品,比如酥、油、生酥、蜜、石蜜等,一次拥有,必须在七日限内服完.时与非时,皆
可食用.除了上述三种之外,还有尽形寿药,又称尽寿药、尽形药、终身药,是为治病而需服用的,但
不属充饥、资养性食物的药物,一般味道苦毒,不会带来食欲.所以允许僧侣储藏并随时使用.道世

在«法苑珠林»中引«摩诃僧祇律»云:

　　胡椒、荜茇、姜、诃梨勒等,此药无时食和者听非时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咸甘等,不

任为食者,听非时尽形作药服.
又引«善见论»云:“一切树木及果根茎枝叶等,不任为食者,并得作尽形药服.”②这些食物概念对长安

寺院戒律和日常生活都有重要的影响.
长安和敦煌的寺院进食并不相同.敦煌的僧人甚至住在俗家.敦煌僧团将生活在寺外的僧尼

称为散众.住在寺内的僧尼过着单吃单住的个体生活,寺院并不供应饭食.敦煌寺院收入和支出账

目中没有关于僧尼日常食用的支出.S．４７０７号文书记载了僧官马法律有房舍和厨房③.而长安的

寺院,文献所见,不论国家大寺还是需要自己求施的小寺,都实行聚餐制.“鸣钟一响,遐迩同餐”④.
比如胜业坊的胜业寺,寺主借众僧聚餐还没结束的时候,当众捶杀寺院奴婢,“因众僧堂食未散,召青

衣对众,且棰杀之”⑤.又如胜光寺,据该寺智保传云:

　　初住胜光,末居禅定.国供丰积,受用多亏.所以名僧大德,日陈形器.凭准神解,可以言

传.至于衣食资求,未能清涤.僧众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选香美.⑥

胜光寺是国家大寺,所以“僧众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选香美”.道宣记大禅定寺寺主童真云:

　　释童真,姓李氏.大业元年,营大禅定,下敕召真为道场主.辞让累载,不免登之.存

抚上下,有声僧网.又以涅盘本务,常事弘奖.言令之设,多附斯文.大业九年,因疾卒于寺住,
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怀亮,朋附高流.厮下之徒,性非倾徙.寺既初立,宰辅交参.隆重居

怀,未始迎送.情概天表,卒难变节.当正临食,众将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声骇震霆.一

众惊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端坐,依常执匙而食,容气不改,若无所闻.兼以偏悲

贫病,撤衣拯济,躬事扶视.时所共嘉,刚柔兼美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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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大禅定寺这样的国家大寺,也是聚餐制,而且也是“当正临食,众将四百”,一起吃饭的达到数百

人.童真是隋代高僧昙延的嫡传弟子,道宣在这里特意描写了一幅有意思的画面———正当数百僧人

一起进餐的时候,大堂的正梁爆裂了,和尚们一哄而散,许多人连鞋子都踩掉了,而童真丝毫不为所

动,“依常执匙而食,容气不改”.道宣认为这是一个高僧应有的进食典范.
除了在寺院中进食的和尚,长安坊市之中,也有一些仅靠化缘为生的和尚,比如赞宁«宋高僧传»

记载的神鼎:“释神鼎者,不详何许人也.狂狷而纯直,发垂眉际.每持一斗,巡长安市中.乞丐得

食,就而食之.”①神鼎似乎是在西市或东市乞食为生,化到什么就吃什么,并不计较.
佛教坚持斋食,过午不食,称为“持斋”.“斋”,又作“时”,“斋食”也因此又称“时食”.斋者谓不

过中食,也即正午以前所作之食事.若因特殊情况而解除这一饮食戒律,在“非时”也进食,“非时而

食”,就称为“解斋”.长安寺院中,并无有关僧侣解斋的记载,但是敦煌文献中关于“解斋”的记载很

多.比如P．２０４９背:“面柒斗,寺院和泥及上屋泥修基阶叁日众僧及功匠解斋斋时夜饭等用”,“面贰

斗,西窟众僧夜饭解斋用”,“面壹斗,八日用迎官家僧官夜饭解斋用”②.“夜饭”显然属于非时而食,
属于“解斋”.上述记载或许可推断,是因为僧人劳作热量消耗过大,需要补充热量和营养,所以解斋

夜食.这种情形在长安似乎很少见,或许长安僧侣不须劳作过度,也或许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不得而

知.然而从长安众多的破斋报应故事来看,僧侣破斋是非常严重的罪过.
主动解斋和破斋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很微妙的.根据发生在长安的佛教灵验故事,无意间破斋

都会堕入恶鬼,比如怀信«释门自镜录»记唐玄法寺僧玄真破斋受罪事云:

　　玄真俗姓邵,蓝田人也.幼奉名师,早怀识悟.尤攻转读,有声里邑.尝为患热,过中至极,
频犯破斋,未遑改肃.至永徽三年,于胜光寺听闰法师讲涅槃经.到五月十七日,忽于昼寝之

间,冥若殒逝.遍身稍冷,气息渐微.傍人候之,不敢惊触.经一宿乃稣.流汗战栗自说云,见

冥责破斋罪,令应受饿鬼之身.真悲恨无计,答云:“苦患热病,非是故心.若蒙恩泽,当为设施

百僧会.从今已往,不敢破斋.”因尔得还,罄舍衣资,如言设会.后经岁月,雅志不全,以显庆五

年八月,闰法师又于玄法寺讲涅槃经.真被摄如先,冥官瞋责问:“汝敢再来邪?”令二人将向北,
乃有坑涧数重,荆棘繁密.二人驱之使从中过,血肉流离,略无完处.既度坑棘,见千饿鬼.形

容憔瘦,针咽刺毛,争食脓血.旋睹己身,其状如彼.真惊悔投地,不觉称佛.起未卒间,了无前

相.二人还引向王前,王曰:“所见如何?”真叩头自责,誓永修改,于是放归,更无退转.③

这段记载中的闰法师,即当时长安非常有名的灵闰法师.永徽三年(６５２),灵闰在长安胜光寺讲涅槃

经;显庆五年(６６０),灵闰又在玄法寺讲涅槃经.玄法寺和尚玄真两次都去听讲,结果都被冥司所摄,
令受饿鬼之身,原因是他破斋.实际上,玄真破斋是无意的,他得了热病,不能自抑.但即便如此,后
果还是很严重的.胜光寺在光德坊,西边与西市一街之隔,南边与西明寺所在的延康坊相邻,同坊之

内又是京兆府所在地,地理位置相当独特,所以很多灵验故事都与这个寺院有关.玄法寺虽然屡屡

被佛教文献如«续高僧传»提起,但并不见于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和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
记载,«城坊考»和«坊里谱»都提到安邑坊元法寺,但都未指出元法寺就是有名的玄法寺,这一点可从

«太平广记»获得验证④.玄法寺在东市之北的安邑坊,距胜光寺甚远,一个在东城一个在西城,但是

玄真为了听灵闰讲经,从东边的安邑坊跑到西边的光德坊,这或许也反映了当时长安佛教社区之间

的联系和活动非常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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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佛说善恶因果经»:“今身破斋夜食者,死堕饿鬼中,百万万岁不得饮食.”①从上述玄真破斋的

遭遇来看,似乎正印证了«佛说善恶因果经»的理论,或者说«佛说善恶因果经»为玄真的遭遇提供了

解释的蓝本.
隋唐之际有很多高僧以持斋而著名,比如长安长寿坊崇义寺的高僧慧 :

　　和上讳慧 ,俗姓张氏,清河人也.武德之始,皇姊桂阳长公主,造崇义寺.久崇戒范,
义而居之.贞观十一年夏末,风疾屡增.召门人曰:“形势不久将毕大辞.宜各敦自爱,不

宜后悔.恨福业未就,以为虑耳.”乃割其冬服并用成之.又曰:“若识神自课,可有常规.恐脱

昏昧,非时索食,一无与法.”后将大渐,时过索粥.答曰:“斋时过矣.”便默然不言.其临终奉正

为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②

慧 担心自己在弥留之际神情恍惚,会“非时索食”,所以提前告知门人,到时候若发生这样的情况,
一定不能给.结果临终之时,要求喝粥,门人告知说,斋时已经过了.慧 默然不言,卒于所住.

三、偷盗僧食与随僧就斋

敦煌宝藏的一篇«四分律杂抄»给“常住”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常住,谓僧众厨、库、寺舍、众具

华果树林、田园、仆、畜等,以体通十方,不可分用.”童丕(EricTrombert)指出,此处的“常住”是“僧
物”的同义词,意为僧人的财产.这些财产是不可剥夺的,并严格用于公共用途③.僧食,也是常住之

一,尽管其置于特定寺院之中,是十方僧众所共有的财产.“纵一切比丘集亦不得分”,也就是说,就
算天底下所有的僧侣都到场了,都不能分.但“义通域外,事限坊中”,“体通十方,唯局本处”,因为毕

竟不可能把天底下所有僧侣都召集来食用.
当寺院中举行斋会时,一旦当饭煮好,便敲钟和击鼓,这就是因为十方僧人在这类财产中都有自

己的份额④.道宣撰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指出:“若取僧食,别自受啖不与僧同,或遮客僧,或
不作相,是盗僧祇.”⑤这里面有几层意思,其中所谓“作相”,道宣在别处解释道:

　　僧祇食时应作四相(谓打犍椎等相),令界内闻知.然此四相必有常限,不得杂乱.若无有

定,不成僧法.若无四相食僧食者,名盗僧祇,不清净也.又不问界内比丘有无,若多若少,作四

相讫,但使不遮比丘,若来不来,无过.虽作相而遮亦犯.若大界内有二三处,各有始终僧祇.
同一布萨若食时,但各打楗椎,一切莫遮,清净无过.⑥

楗椎又作揵槌、揵迟、犍稚、揵植、揵锤、犍地,与鸣钟、击磬有同样的功能.道宣在其«行事钞»和«量
处轻重仪»中反复强调,不打钟食僧食者犯盗,“若客比丘来,旧比丘不肯打磬,客僧自打食者无犯”,
“若至空寺,见树有果.应打楗椎,无者下至三拍手,然后取食,不者犯盗.饮食亦尔”⑦.将僧食拿回

自己僧房之中犯盗,这是佛经反复阐述的内容,也为唐代僧人熟知⑧.
僧食为十方僧众共有财产,所以若一个寺院的僧人不打钟而进食,则是侵犯教团常住资财,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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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无异.佛教文献中有大量的灵验故事和戒律规范是有关遮蔽客僧,私自进食的.比如道世在

«法苑珠林»中引«佛说因缘僧护经»佛祖告僧护云:

　　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诸檀越奉送苏瓶,供养现前众僧,人人应分.此当事人,见有客僧,
留隐在后.客僧去已然后乃分.以是因缘,入地狱中作大肉瓶,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又:

　　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狱.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诸檀越,施僧杂食,应

现前分.时有客僧来,旧住比丘,以悭心故,待客出去,后方分物.以是因缘,入地狱中,噉

粪屎食,至今不息.
又:

　　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不打揵稚,默然共饮众僧甜浆,恐外

僧来.以悭因缘,故堕地狱,饮噉融铜,至今不息.①

在僧传中,许多高僧以不遮客僧,主客同庆而获得赞扬,比如隋代的国师昙延.道宣«续高僧传»记其事云:

　　释昙延,俗缘王氏,蒲州桑泉人也.移都龙首,有敕于广恩坊给地,立延法师众.开皇

四年下敕,改延众可为延兴寺.面对通衢,京城之东西二门,亦可取延名以为延兴、延平也.然

其名为世重,道为帝师.而钦承若此,终古罕类.而延虚怀,物我不滞,客主为心,凡有资

财,散给悲敬.故四远飘寓,投告偏多.一时粮粒将尽.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两食.”意欲

散众.延曰:“当使都尽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车,大众由是安堵.惑者谓延有先见之

明,故停众待供.未几帝又遗米五百石.于时年属饥荐,赖此僧侣无改.②

昙延不遮客僧,所以投靠者过多,以至于其所在的长安延兴寺粮食耗尽.另外,唐初长安普光寺高僧

玄琬也以款待客僧著称:

　　初琬自始及终,意存弘济.生善福智,无不缀心.武德之初,时经剥丧,粒食勇贵.客僧无

托,乃自竭余力.行化魁豪.随得货贿,并充供给.日到寺厨,亲问丰约,故主客同庆焉.③

据段成式«寺塔记»,长安寺院都有钟楼,“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
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竟,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

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④.段成式这里谈的是平康坊菩提寺,其他寺院钟楼在东,而菩提寺的东

边是李林甫的宅邸,所以钟楼建在西边,似乎是为了避免钟声骚扰李宅.
唐代寺院鸣钟而食,也可从«唐摭言»所记王播的故事得到证明:

　　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后二纪,播

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名,皆以碧纱罩其诗.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

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
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⑤

和尚们嫌弃王播,不想让他“随僧斋食”,因此斋后鸣钟,王播诗所谓“饭后钟”即指此事.而长安作为

帝国首都,从各地来应试的举子、选调的官员、求利的商人等等汇集于此.可以想见,随僧就斋的俗

人更多.“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

章,谓之‘夏课’.七月后,投献新课.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⑥举子宋济就曾在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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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的西明寺僧院过夏,许浑在落第之后也曾寓居在崇圣寺①.据«唐摭言»,“韦令公昭度少贫窭,常依

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②.选人王立调选入京,寓居大宁坊,“穷
悴颇甚,每乞食于佛祠”③.“刘相国瞻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④可见

白衣俗人到寺院随僧就斋,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长安城中的一道风景.
根据道宣的«行事钞»,寺院接待俗人就斋有一定规矩:

　　俗人本非应斋食者,然须借问能斋与食.不能斋者,示语因果,使信罪福.知非为吝,怀欢

而退若不守佛教,随情坏法(谓听俗人不斋而食,有来乞请,随情辄与).令诸众生不知道俗

之分,而破坏僧法,毁损三归.既无三归,远离三宝,令诸众生沉没罪河,流入苦海.⑤

俗人来就斋,僧人应问其能否持斋,如果能,就接待他吃饭;如果不能,就不能接待,而且要给其讲明

因果,说明并非出于吝啬.若依此规定,刘瞻、韦昭度等人随僧就斋,应该是答应和尚持斋了.不过

实际的情况可能并非完全依律而行,从权的情况应该不少.如果俗人施舍财物于寺院,就能获得随

僧就斋的机会.比如长安青龙寺,有新昌坊民病入膏肓,“医巫莫能疗”,希望借助寺院的神圣力量获

得救治,所以“厚施主僧,服食于寺庑”⑥.根据«十诵律»等,即便外道前来就食,佛教和尚也可以给其

饮食,不过不能亲手给予⑦.
僧食“本质具有双重性:它们都是一些共同财产,但也是神圣财产”⑧.偷吃寺院食物而转生为畜

生类,或者到地狱或恶鬼受苦的灵验故事非常多.宗教中,罪孽和债务的含义是重合的.侵吞僧伽

财产,或者不能偿还寺院债务的人,或会变成畜类和奴婢,到寺院成为僧伽的常住.道世在«法苑珠

林»中不厌其烦地引用«佛说因缘僧护经»强调偷盗僧食的严重后果.比如“为僧当厨,软美供养,在
先食噉,麤涩恶者,僧中而行”的人、“作饮食时,美妙好者先自尝噉,或与妇儿,麤涩恶者方僧中行”的
净人、“使用供养,过分食噉,或与眷属、知识、白衣”的净人、拒绝揵稚集僧施食的僧人、“以僧厨食衒

卖得物,用作衣裳”的寺主等,都会堕入地狱受苦,永恒受苦⑨.长安大庄严寺就有净人用僧食喂狗:

　　次知直岁,守护僧物,约勒家人曰:“犬有别食,莫与僧粥.”家人以为常事,不用伦言.犬乃

于前呕出僧粥,伦默不及之.后又语令莫以僧粥与犬,家人还妄答云:“不与.”群犬相将于僧前

吐出粥以示之.于时道俗咸伏其敬慎.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怀信«释门自镜录»、道世«法苑珠林»都以释弘明解救因盗僧厨食而

堕入厕中,常噉粪秽的沙弥这一灵验故事说明偷盗僧食的严重后果.怀信«释门自镜录»记唐京师

慈恩寺僧玄辩被冥官追捉事:

　　玄辩俗姓王,长安人也.幼入缁门,少参流俗.虽沾法雨,不萌焦种.曾为众差充同州庄直

岁.乃弗思业累,畅此无厌,私用众胡麻三十硕、大豆二十硕.既苞藏积岁,莫知陈忏.至永昌

年中,忽遇苦患,自见身在火坑中,又有大蛇欲来吞噉,身色红赤,两脚焦烂.宛转号叫,酷毒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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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僧众见之,毛竖流汗.中少醒,即遣傍守一人代书,并召引寺僧景先,先时身在,辩已见先在

火坑内.辩罄割衣资,克己陈忏.经二十日,乃见冥官将五六百人器仗来取,辩但知叩头叩头,
于是而卒.于时华严法师在中讲说,道俗数百,咸悉知之.又开业寺神德,亦多用常住物,忽暴

亡.新丰人姓刘,亦暴亡,见德头如火山,身作镬脚.又引同寺上座将去,并引都维那仁敬.师

舍衣物陪常住,晓夕精修,遂免追摄.①

这是典型的佛教精英讲述佛教灵验的例子.怀信所讲的所有人物、地点都是真实的,事件也确实以

某种形式在长安的城市空间中演绎过.怀信以佛教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理论将其解释阐发如上述

故事,进而强调佛法无边,僧食神圣,众生应当尊重三宝物.在这个故事里,玄辩是大慈恩寺的和尚,
以私用“胡麻三十硕、大豆二十硕”而被追入地狱.此事想必当时在长安僧俗中反响强烈,因为怀信

强调,当玄辩遭到报应时,华严法师正在慈恩寺讲法,听众僧俗数百人都一起见证.麻子,又称胡麻

子.如阿斯塔纳３７７号墓出土«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日用斛斗帐历»第１０行“五斛,得钱十文,
买胡麻子五斛,供佛明”,阿斯塔纳１５４号墓出土的«高昌传供酒食帐»第４行吴尚书得“麻子饭五

斗”②.佛教戒律中专门规定,“得胡麻食残不尽,即煮取油七日受之”③.也就是说,如果化来的胡麻

吃不完,则煮取油脂,用作七日药.
怀信提到的开业寺僧神德,也因为私用常住物堕入地狱.怀信«释门自镜录»还记载了下面这则

灵验故事,发生在法界寺尼和开业寺之间:

　　法界寺尼妙觉身当直岁,将钱二十六贯,凭开业寺僧玄湛,籴官粟二百硕,欠一十三贯钱粟,
未还其钱.官典腹内其僧,苦索不得.遂经三年,至圣历元年九月内,尼妙觉在房,忽得重病.
遂有人追云:“王追师.”即随使至阎罗王所.王问:“阿师何以用寺家钱?”尼妙觉云:“一生不曾

用寺家钱.”王言:“身当直岁,用钱十三贯粜粟.粟既不得,钱何不还?”尼妙觉云:“此钱僧玄湛

将付官典,妙觉实不自用.”王急遣觅僧玄湛对当其尼.玄湛遂即立帖求还,云到明年腊月

内不还,乞现在房内物总与任阿师取.其尼病遂差,其僧于后至腊月内,还钱遂了.两寺徒

众并具知之.④

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法界尼寺和开业寺都在丰乐坊.法界尼寺在西南隅,有双浮图;横街之北为

大开业寺,本隋胜光寺,蜀王秀立,大业元年徙光德坊,于此置仙都宫,即文帝别庙.武德元年高祖改

为证果尼寺,贞观九年徙崇德坊,于此置静安宫,即高祖别庙.仪凤二年(６７７)废宫置开业寺.也就

是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同坊相邻的两所寺院.怀信在故事结束时强调,这件事“两寺徒众并具知之”.
正如其他的发生在长安的灵验故事一样,讲述者并不认为自己在编造故事,而是反复强调自己转述

的实实在在发生在长安城中的真实事件.在多数长安居民的脑子里,长安城除了现实的空间之外,
还存在一个佛教描述的六道世界,这个世界由因果轮回、功德业障的规则主导着.

偷盗僧食后果严重,乃至“盗与盗受,一团一撮,片盐片酢,皆死堕燋肠地狱,吞热铁丸”⑤.在灌

顶纂«国清百录»中,就记载隋代高僧僧照私用僧盐的故事:

　　同学照禅师,于南岳众中,苦行禅定最为第一.辄用众一撮盐作斋饮,所侵无几,不以为事.
后行方等,忽见相起.计三年增长至数十斛.急令陪备,仍卖衣资买盐偿众.此事非久,亦非传

闻,宜以为规,莫令后悔.⑥

灌顶在文末强调,“此事非久,亦非传闻”,而是确曾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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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海霞、茹毅:«５ ７世纪高昌地区的食物品种»,«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６１ ６７页.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１１８页下栏.
怀信:«释门自镜录»,«大正藏»第５１册,第８２０页下栏 ８２１页上栏.
道世:«法苑珠林»卷九一,«大正藏»第５３册,第９５６页下栏.
灌顶:«国清百录»卷一,«大正藏»第４６册,第７９９页.



在僧传中有很多因为严守戒律不擅食僧食的例子,比如隋代高僧、大兴善寺的智藏:

　　时居兴善,官供频繁.愿存乞食,尽形全德.纵任居僧务,夏雨冬冰而此志不移,终不妄噉

僧食.①

当时大兴善寺由国家供养,僧食也由朝廷提供.而智藏坚持化缘的本色,而且在担任寺院管理工作

时,严守分际,“终不妄噉僧食”.有的高僧获得施舍给自身的食物,也贡献入僧食,比如释慧布,“陈
主诸王并受其戒,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参众食,敕给其乳牛.而布回充入众”.因此道宣感叹道:
“茕茕谨摄,实高僧焉.”②隋代释慧暠,“精励在先,日止一餐.七十余载,随得便噉,无待营求.不限

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部丰都芬羞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门.暠并命入僧,自无一受.旦讲若下,
食惟一碗.自余饼菜,还送入僧”③.

又,僧食归全体僧伽所有,任何人都不能多吃,一切平等,无问凡圣.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

钞»指出:

　　«僧祇»云:若行食时,满杓与上座者,上座应斟量,得遍当取,不得偏饶上座.若沙弥、净人,
偏与本师大德者,知事人语言,平等与僧,食无高下也.«五百问»云:上座贪心偏食僧食犯随.④

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论道:

　　述曰:一切僧食,并须平等.无问凡圣,上下均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与上座者,
上座应问:“一切僧尽得尔许不?”答止上座得耳,应言一切平等与.若言尽得者应受.僧上座法

不得随下便食,待行遍唱等供已,然后得食.上座之法当徐徐食,有得快餐竟在前出去,应待行

水随顺祝愿已然后乃出.⑤

道世又引«佛说因缘僧护经»佛祖告僧护云:“汝见第一驼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寺中上

座.长受食分,或得一人二人食分.以是因缘,入地狱中,火烧号噭受苦.至今不息.”⑥

四、偷盗果子:日常生活与宗教想象

水果是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的重要食物来源,不但可以作为时药,而且还可以在过中之后榨汁饮

用,补充能量,也就是作为非时药.水果对于佛教的重要性,可以从佛经屡屡出现的佛祖关于水果的

谈话、佛教文献中数量众多的有关水果的记载,以及佛教史籍和感通、灵验记中大量的有关偷盗寺院

水果堕入地狱、恶鬼、畜生道的故事窥见一斑.隋唐长安寺院林立,水果种植与消费是寺院生活的一

个重要面相,偷食果子也是戒律和佛教灵验故事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不但反映了当时寺院生活的现

实情况,也勾画着佛教对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想象世界.这一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共同构成了长

安城居民的思想世界.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世界中,长安城的僧俗们通过理解世俗与神圣、现实与想

象做出自己的日常选择,过着自己的生活.
最能说明偷盗寺院果子现实与思想意义的例子,当属学者们屡屡谈到的高法眼被冥界所追的故

事.其故事情节与思想意义已经被反复阐释,此处不再赘述⑦.然对于其被阎王所追的原因,之前并

未做细致的剖析.这其中大有深意,值得再作决发.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世«法苑珠林»、唐
临«报应记»和慧详«弘赞法华传»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记载,说明:第一,这一发生于公元６６３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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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中的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二,这并不能仅仅作为一则荒诞的灵验故事看待.这

一点从四位记载者的态度就可以窥知,比如道世强调这一事件“京城道俗共知,不烦引证”,道宣更是

强调主人公“今见在化度寺圆满师处,听法忏悔”.事件发生于６６３年,«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完成于

６６４年,«法苑珠林»成于６６８年,唐临和慧详也是同时代人,唐临«冥报记»撰于６６３年①,托名唐临的

«报应记»也不会相去太远.慧详的«弘赞法华传»也完成于７世纪中后期,它们都属于同时代的作

品.另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则记载中,托名唐临的«报应记»做了重大修改.其他三则都是弘赞«法华

经»的,高法眼是由于诵读«法华经»获得救赎.然而«报应记»却将«法华经»换成了«金刚经»,宣扬的

是«金刚经»的法力和功德.唐临«冥报记»似乎就有宣扬«金刚»灵验的特色,这其中仍有馀意有待阐

释,不过本处不再赘述,兹引述相关情节如下:

　　吾入地狱见阎罗王,升大高座,嗔责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师房内食常住僧果子? 宜

吞四百颗热铁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当地狱一年,四日便了.从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便尽,或日食百颗.当二十六日惺了之时,复有诸鬼取来法眼.复共鬼斗,相趁力屈不加,复闷

暴死,至地狱令吞铁丸.当吞之时,咽喉开缩,身体燋卷变为红色,吞尽乃苏.②

见阎王云:“君何盗僧果子? 何事说三宝过?”遂依伏罪,无敢厝言.王言:“盗果之罪合吞铁

丸四百五十枚,四年受之方尽.说过之罪合耕其舌.”因放令出,遂苏.少时还终,口如吞物,遍

身疱赤,有苦楚相缠,经日方醒云.③

高法眼被冥界所追的重要原因,是他偷食化度寺的僧果.道世说他偷食的果子,是在化度寺僧明藏

房中吃常住僧果子.据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若将僧家长食还房得偷兰”④.即便明藏当

值僧食,也不会将食物拿回自己房中.可知是高法眼盗取果子之后,躲在明藏的房中吃掉.据慧详

«弘赞法华传»,高法眼当时在跟随明藏读«法华»«般若»,这或许解释了为了高法眼能够躲在明藏房

中吃偷来的化度寺果子.
水果对于佛教僧侣来说非常重要,故偷食僧果会堕入地狱、恶鬼、畜生中受种种辛苦.道世«法

苑珠林»引«大集经济龙品»云:“吃噉四方众僧华果饮食,由彼业缘,于地狱中,经无量劫.大猛

火中,或烧或煮,或饮洋铜,或吞铁丸.从地狱出堕畜生中,舍畜生身生饿鬼中,如是种种,备受辛

苦.”道世述曰:“今见愚迷众生,不简贵贱,不信三宝.苟贪福物,将用资身.或食噉僧食,受用华果;
或骑僧杂畜,将僧奴随逐;如是等损,具列难尽.静思此咎,岂不痛心?”⑤被广泛引述的«佛说善

恶因果经»云:“若有众生入寺之时,唯从众僧乞索借贷;或求僧长短,专欲破坏;或噉僧食,都无愧心,
饼果菜茹,怀挟归家,如是之人,死堕铁丸地狱.”⑥这或许是高法眼被惩罚吞服数百颗热铁丸的理论

依据.不但盗食水果会吞热铁丸,违反佛教饮食“一切僧食,并须平等,无问凡圣,上下均普”原则的,
也会吞热铁丸.东晋法显译«佛说杂藏经»云:

　　复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热铁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烂,出复还入,何因故受此罪?”目

连答言:“汝前世时作沙弥行果苽子时,到自师所敬其师,故偏心多与,实长七枚,是故受如此罪,
此是华报,后受地狱果.”⑦

强调盗取寺院水果会遭业报是佛教文献的一个重要主题.除此之外,高法眼(实际上其本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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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化度寺关系密切的佛教徒)盗食化度寺果子这样一件我们看来再小不过的事情,被众多佛教

高僧反复渲染的缘由,或许还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众所周知,化度寺内有信行所立的无尽藏院,“钱
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在武则天将其移

往东都福先寺之前,这里是长安乃至唐帝国佛教寺院的重要物资和财富基地,对佛教社区而言,意义

非同寻常①.但是这样一座寺院,却在贞观中,因为监守自盗而招致重大损失,相信这一损失对于当

时整个的佛教世界都有震动:

　　贞观中,有裴玄智者,戒行精勤,入寺洒扫.积十数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
后密盗黄金,前后所取,略不知数,寺众莫之觉也.因僧使去,遂便不还.惊疑所以,观其寝处,
题诗云:“放羊狼颔下,置骨狗前头.自非阿罗汉,安能免得偷!”更不知所之.②

律藏规定,出家人拥有价值贵重的或者明显具有世俗特点的财产为“不净”.律藏甚至禁止僧众直接

接触上述财产.僧众通过公有制的方式拥有地产、牲畜和贵重金属,但是必须通过中间人“净人”来
代替他们从事一切必须接触不净物的活动:农业、牧业、商业、烹饪.长安的寺院中存在数量众多的

净人,有时候他们被叫做家人,这些人在长安的寺院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西明寺建立之时,
国家“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两,绢布二千匹.征海内大德高僧凡五十人,广京师行业童

子凡一百五十人”③.不过净人对僧物的侵夺也是普遍存在.很多偷盗僧食的,正是为僧人服务

的净人.这里的裴玄智,应该就是化度寺的净人之类.
化度寺无尽藏的失窃,对佛教社区而言是切肤之痛,这或许也是在贞观之后,无尽藏“常使名僧

监藏”的原因.高法眼的事件,不管其发生的机理与真相到底如何,显然触动了道宣、道世、慧详、或
者还有唐临这些佛教精英的神经,为他们大肆宣扬佛教三宝物之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机会.既然偷

盗小小的果子都会遭到吞服铁丸的下场,那么谁还敢打寺院财富的脑筋呢?④

果树是寺院的重要财富,道宣«量处轻重仪»规定:“属僧伽蓝园田,果树,律断入重.谓寺院内外

所有园田、果菜、谷米众、具养生调度等(其类有七):一、园圃所种菜蔬二、栽种五果之树.”五果

包括壳果(胡桃、栗等)、肤果(梨、柰、木瓜等)、核果(桃、杏、枣、柿等)、角果(山泽诸豆)、桧果(松柏子

等).这些都“准律据义,断入常住”⑤.水果是时食的重要成分,可以与面、饭、饼、菜一起食用.同时,
水果又可以制作非时浆,在过午之后饮用,为僧侣补充能量和营养.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

　　«善见»:舍楼伽浆(谓莲华根捣取汁澄清者)、一切木果、一切叶、除菜一切华、一切草果、除

甜瓠子、冬瓜、甜瓜、椰子果已外,得非时服.«毘尼母»:得种种果多食不尽者,破取汁饮.
四分八种浆,古昔无欲仙人所饮,梨、酸枣、甘蔗、蕤果、蒲萄、舍楼伽等浆也.若醉人不应饮,饮

则如法治.«伽论»:要须漉除滓,澄清如水.若有浊汁,与时食杂,若咽咽饮,随犯波逸提.⑥

以瓜果制作非时浆,是为饥渴的比丘开遮的.而且必须水净才能引用,果汁也滤去果渣,澄清如水.
虽然有这些规定,实际中遵守的情形并不理想.所以道宣感叹道:

　　今有愚夫,非时妄噉诸杏子汤、干枣汁、果浆含滓.藕根米汁、干地黄、茯苓末诸药酒煎非咸

苦格口者非时噉之,并出在自心.妄凭圣教,不如噉饭,未必长恶.引误后生,罪流长世.⑦

道世在«法苑珠林»中也对此类不遵守戒律随意饮用非时浆的情况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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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０ ９６页.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１１８页中栏 下栏.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１１９页上栏.



　　述曰:比见诸人非时分中食于时食,何者是耶? 谓边方道俗等,闻律开食果汁浆,遂即食干

枣汁或生梨、蒲萄、石榴,不捣汁饮,并子总食.虽有捣汁,非澄使清.取浊浓汁,并滓而食.或

有闻开食舍楼伽果浆以患热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饭浆饮,或身无饥渴非时食苏油

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汤.如此滥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诵,非前远行等五种之人不

得辄食,食便破斋.见数犯者多,故别疏记.①

以隋唐长安的佛教寺院看,水果也是僧侣的重要食物来源.隋代高僧法藏(非唐代华严法藏)在
隋文帝弘扬佛教中扮演重要角色.杨坚担任丞相操纵北周政局之后,恢复被武帝摧毁的佛法.大象

二年(５８０),法藏与杨坚对论三宝经宿,杨坚赏赐其“法服一具、杂彩十五段、青州枣一石”.杨坚称帝

之后,置大兴善寺,召法藏入寺,开皇二年(５８２),内史舍人赵伟宣敕,“月给茯苓、枣、杏、苏油、柴炭,
以为恒料”②.每月供给枣、杏等水果,足可证明水果在僧侣饮食中扮演如何重要的地位.法藏并非

唯一入住大兴善寺的高僧,兴善寺其他高僧的情况,或有可类比之处.唐代枣子以青州为美,故杨坚

赏赐法藏一石青州枣.佛教和尚为了在寺院种植枣树,甚至长途跋涉去青州取种:

　　释慧觉,俗姓范氏,齐人也.又闻往生净土,园施为功.不远千里,青州取枣.于并城

开义寺种之.行列千株,供通五众.日呈茂美,斯业弘矣.③

长安律藏寺(安定坊)的和尚通达,以不食五谷,唯食蔬果著称,“常以饮水啖菜,任性游纵,或揽

折蒿藋生宛而食.至于桃、杏、瓜、果,必生吞皮核”.通达跟当时的宰相房玄龄关系密切,房玄龄将

其“迎至第中,父事隆重”.房玄龄宅在务本坊,距长安西城安定坊的律藏寺颇远,可见通达专吃蔬

果,生吞皮核的名声广为人知④.但是也有僧人对是不是吃果核持完全不同的态度,长安胜光寺高僧

智保吃水果时,“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随便进噉.皆留子实,恐伤种相”.智保以持戒律

著称,“寺有草物堪为僧用者,必拾掇鸠聚,身送厨帐”,“处众而食,曾无盈长.残水余腻,并以饼拭而

噉之,一滴无遗.恐损施福故也.尝遇重病,每食有余一两匕者,停贮多日,可得升许.亲看温煮,命
净人食之”⑤.关于胜光寺和智保,后文还有论述.此处说明水果在长安僧侣的日常饮食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也因为如此,长安寺院对于种植果树和防范盗窃非常重视.
佛寺广种果树,其实并不局限于长安.王梵志有诗云:“出家多种果,花蕊竞来新.后园多

桃李,花盛乱迎春.”⑥敦煌的佛寺也大量种植果树,报恩寺和安国寺有桃园,普光寺有栗树园,净土寺

也有果园.P．４６６０５«禅和尚赞»称:“合寺花果,供养僧食.”从敦煌资料看,寺院主要种植柰、桃、栗、
枣⑦.高昌地区则多见枣和梨,比如阿斯塔纳１５３号墓出土的«高昌曹张二人夏果园券»第６行“梨
枣”,第７行“与冯寺主梨两斛”⑧.

虽然敦煌和高昌地区的佛教寺院也广泛种植和消费水果,但是其水果种类似乎并不丰富,与长

安相比,要贫乏得多.从文献看,从文献看,唐长安普通果品有李、梨、杏、桃、樱桃、枣、栗、梅、柑、柿、
葡萄、石榴、林擒、猕猴桃等,其他珍稀品种也是屡见不鲜.如果我们依照«全唐诗»中出现次数排序,
或从某种程度上获知什么水果最为普遍食用.通过电子检索,«全唐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桃、李、
梅,分别出现１６６０次,１３０７次和１０５８次,其次是杏,出现４８８次.排除诗歌感性与象征的因素,比如

桃树、桃花比枣更容易嵌入诗歌的意境中,至少说明桃、李、梅、杏,加上枣、梨等,是长安僧俗最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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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食用的水果.
长安寺院种植果树历来就有传统.北周时,“释道臻,姓牛氏,长安城南人.于昆池之南置

中兴寺,庄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合.近贞观中,犹存古树”①.崇

业坊玄都观有千株桃园;晋昌坊大慈恩寺有千株杏树、柿子树;长乐坊大安国寺、崇化坊龙兴寺、通义

坊兴圣尼寺都有柿树;大总持寺有梨树;修德坊西北隅兴福寺北有果园,复有藕花池二所;兴宁坊清

禅寺竹树繁森,园圃围绕,京师殷有,无过此寺.其他西明诸寺,都有大片果园.在自己种植之外,僧
人还可以自寺外购买水果.裴明礼在金光门外种植各类果树;丰乐坊郭橐驼以种植果树著称,还能

嫁接种培育出长安本土的金桃;平康坊张住住货卖姜果②.
蔬菜的情形与果树类似,比如西明寺以种植一种白色美味的茄子著称.“茄子僧人多炙之,

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院中,有其种.”③偷盗寺院瓜、果、蔬菜在隋唐长

安应该非常普遍,因此唐初护法高僧法琳在其«辨正论»中抨击:

　　岂止犯菜、偷鱼、窃瓜、私枣,兼以盗僧鬘物,用常住财.恶求多求,以利生利.曾无愧邑,都

不介怀.何独带累见前信? 亦殃咎后世.④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也记载有一个忏悔盗食僧果的事件:

　　岐州岐山县华阳乡王庄村凭玄嗣者(不信佛法,烧毁佛像,堕入地狱受苦)于时京邑大

德行虔法师等百余僧,为众说法.裴尚官比丘尼等数百,俗士五六千人,咸见玄嗣五体投地,对

舍利前,号哭忏悔不信之罪.又忏犯尼净行,打骂众僧,盗食僧果.⑤

在佛经中有大量关于私用僧果堕入地狱受苦的描述,这些记载又为隋唐时期的僧侣所转述和渲染.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私自盗食和挪用僧果,成为非常恐怖的事情.这种恐惧对佛教宣传和维护寺院

和僧伽的神圣性非常重要.下面胜光寺僧孝贽取果噉亲得报的故事,也是发生在长安宗教和世俗空

间的一件大事,其中牵涉的因素异常复杂,既有大族的角色,又涉及戒律的规定和宗教想象,非常生

动地描述了小小的果子在佛教宣传和僧俗互动中的重要意义.
怀信«释门自镜录»云:

　　孝贽,俗姓窦,华国公诞之子也.弱而笃志经戒,驰心释教.贞观二十三年出家,住胜光寺.
寺既密迩廛闬,兄弟亲姻,往来颇剧.贽数以寺果噉之.无几,得呕血之疾,发便仅死.气息绵

绵,哀叫酸楚,见者莫不股栗.少间苏而血止,自说云:“辄欲吐血前,睹赤衣使者,将贽往黑林

中,扇大风吹贽肢节,使令分散.俄顷复引贽向一明处,台观闲敞,上有人,仪容可畏.厉声谓贽

曰:“何乃以寺家果饲亲等耶?”言已而失.如此经月以为常候.显庆五年六月二十四卒于寺,春

秋二十一.⑥

文中所谓“华国公诞”,当为莘国公窦诞,是窦抗第三子,贞观朝大臣,尚高祖女襄阳公主,其墓志１９８５
年在顺陵出土.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窦诞于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年薨于辅兴坊私第.有子三人,窦孝

慈、窦孝谌、窦孝礼⑦.不过根据«僧镜录»,窦诞还有一子窦孝贽,也是以“孝”字辈行.孝贽生于贞观

十三年(６３９),死于显庆五年(６６０).依此推算,孝贽是在其父窦诞去世之后第二年,也就是贞观二十

三年出家为僧,年仅１０岁.窦氏是关陇贵族中显赫的家族.庶出子弟众多,很多子弟的名字不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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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史料记载,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孝贽很可能是在父亲去世之后,迫于家族内部压力,被送到胜光

寺为僧的.或许这是其名字不见于其他记载的原因.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孝贽已经出家,脱离俗

世,所以不再算入行辈.
胜光寺在光德坊,“寺既密迩廛闬,兄弟亲姻,往来颇剧”,也就是说,胜光寺和孝贽的兄弟亲姻相

去不远,所以往来异常频繁.据«窦诞墓志»,窦诞宅在辅兴坊,嘉会坊有窦氏家庙,加上窦氏世代皇

亲国戚,亲姻众多,所以与胜光寺“密迩廛闬”,不难理解.
僧果归全体僧侣所有,僧人不得私用.正如道宣反复强调的,僧食为“四方常住僧物”,理论上归

所有僧侣共有.若取为己用,则“准共盗僧食”,也即跟偷盗僧食是一样的①.北凉昙无谶等译«大方

等大集经»云:

　　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现前僧物,笃信檀越,重心施物,或华或果,或树或园,饮食资生,床褥

敷具,疾病汤药,一切所须,私自费用或持出外,乞与知识亲里白衣,此罪重于阿鼻地狱所受

果报.②

也就是说,如果僧人私自将果子送与俗人的亲戚朋友,罪孽深重.这正是孝贽最后吐血身亡的理论

依据.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佛说因缘僧护经»中.«佛说因缘僧护经»,失译人名,今附东晋录.在此

经中,世尊复告僧护,有九种人,常处阿鼻大地狱中.其中就有食众僧物和食佛物者③.道世«法苑珠

林»反复引用此经来说明偷盗僧食的严重后果,其中数条都与果子有关,佛祖告僧护云:

　　汝见大瓮者,迦叶佛时,是出家人.为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涩菜,然后与

僧.或逐随意选好者与.以不平等故,入地狱作大肉瓮,火烧受苦,至今不息.④

汝见华树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僧果菜,园有好华果为己私用,或与白衣.
故入地狱,作大华树,火烧受苦,至今不息.

汝见果树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人.当僧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噉,或与白衣.
故入地狱,作肉果树,火烧受苦,至今不息.⑤

这里道世所引的内容也强调,如果将僧果私自送给俗人,会堕入地狱.为了避免无意中犯盗僧果,道
宣在其«行事钞»中强调:“若至空寺,见树有果,应打楗椎;无者下至三拍手,然后取食,不者犯盗.⑥”
其在«量处轻重仪»又强调,“至空寺不击磬,而食果者亦犯盗”⑦.也就是说,如果进入寺院,即便寺院

没有僧人,如果要吃寺院种植的水果,也要打楗椎或击磬告知,如果寺院没有这些设施,要拍三下手,
然后才能吃.不然就等同于偷盗僧食,造成恶报.

五、长安寺院的蜜和糖

糖和蜜是佛教寺院的重要食物,对佛教僧侣的修行和日常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柯嘉豪

(JohnKieschnick)专门探讨了糖和佛教的关系,认为早期制糖业就跟印度寺院关系密切,糖为佛教

徒所必需,而寺院又满足了制糖的一切条件⑧.佛教僧侣禁止食肉,而且过中不食,要满足繁琐的修

行、诵经、布道所需的体力,糖和蜜就显得异常重要.我们从７世纪长安西明寺的道宣和道世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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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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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述参看道宣:«量处轻重仪»,«大正藏»第４５册,第８４８页中栏 下栏;«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４０
册,第５５页下栏 ５６页上栏.

«大方等大集经»卷四四,«大正藏»第１３册,第２９２页下栏.
«大正藏»第１７册,第５６５ ５７１页.
道世:«法苑珠林»卷九二,«大正藏»第５３册,第９６７页中栏.
道世:«法苑珠林»卷九二,«大正藏»第５３册,第９６９页上栏.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２２页中栏 下栏.
道宣:«量处轻重仪»,«大正藏»第４５册,第８４８页下栏.

JohnKieschnick,TheImpactofBuddhismonChineseMaterialCultur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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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窥见一斑.道宣和道世长期居住在长安,而且都以律学著称,他们对僧侣食用蜜、糖的记载或许

更接近于当时的一般情形.
道宣在其«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提到“非时浆”,引用«摩诃僧祇律»云:“非时浆者,«僧祇»:一

切豆、谷、麦煮之头不卓破者之汁,若稣油、蜜、石蜜、十四种果浆、生果汁,要以水作净,若器底残水被

雨溅等亦名净.”①僧人过午不再进食,但是可以饮用非时浆,不算破戒.非时浆可以由粮食、水果等

制成,其中酥油、蜜(蜂蜜)、石蜜做成的浆水是普遍饮用的几种.道宣的同学道世在其«法苑珠林»中
对此记载略同,并且引«十诵律»云:“石蜜非时不得辄噉.有五种人得非时食,谓远行人、病人、不得

食人、食少人、若施水处,和水得饮.”又引«五分律»云:“听饥渴二时得饮(故知无病、非时,纵是石蜜、
苏油等亦不得食).”②也就是说,石蜜(包括蜂蜜和砂糖)做的浆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非时饮用,这个

条件很宽,饥、渴的时候就可以饮用.不饥不渴饮用则破斋.但是实际上破斋的情况很多,所以道世

在«法苑珠林»中感叹“身无饥渴非时食苏油、蜜、石蜜等”的情况很多,“见数犯者多,故别疏记”③.
蜜、糖必须以为水作净才能引用.«法苑珠林»引«僧祇律»云:

　　佛住梨耆阇河边,时世尊钵比丘钵共在露处.时有猕猴,行见树中有无蜂熟蜜,来取世尊

钵.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无恶意.”便持钵取蜜奉献,世尊不受,须待水净.猕猴不解佛意,
谓呼有虫,转看见钵边有流蜜,乃到水边洗钵.水湔钵中,持还奉佛,佛即受取.④

糖、蜂蜜、石蜜等除了能够在过午之后给僧人增加营养之外,还能作为七日药使用.佛陀允许比

丘服用的食品及药物共有四种,包括时药、非时药、七日药、尽形寿药.七日药是给具有营养的补品,
体质衰弱、营养不良生病的僧侣可以食用,一次拥有它,必须在七日限内服完.道宣在«行事钞»中
写道:

　　七日药者,«四分»:稣、油、生稣、蜜、石蜜等五种,世人所识.当食当药,如食饭干饭,不令麤

现.«伽论»:糖浆亦得七日受.有四百四病,火大熟病用稣治之,水病蜜治.⑤

酥、蜜、糖浆都可以做七日药给生病僧侣补充营养.甘蔗在给僧侣提供糖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道宣

引«十诵律»云:“甘蔗是时药,清汁是非时,分作石蜜,是七日,烧作灰是尽形.”⑥也就是说,甘蔗是时

药,持斋可食,榨成清汁(无渣),可做非时药;做成石蜜,则属于七日药;烧成灰,就变成了尽形药.尽

形药,又称尽寿药、尽形寿药、终身药.是为治病而需服用的,但不属充饥、资养性食物的药物.它被

准终身使用,储存在僧房中.既然已经烧成灰,甘蔗的甜味全然消失,此时食用就没有欲望在里面,
所以可随时使用,不破戒律.鉴真在天宝二年(７４３)第二次东渡日本,在其准备的物品中,就有“石
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⑦,可以验证蜜和糖对中古时代僧侣的重要性,可谓是必

备的食物和营养品.
对糖及蜜的物质史研究非常丰富,此处不须赘述⑧.薛爱华(EdwardH．Schafer)在谈及石蜜时

提到,石蜜是将甘蔗汁晒干制作成糖,然后用糖制作石蜜,需要掺入牛乳.长安生产一种味道甜美,
并且可以长期保存的石蜜,这种石蜜是用白蜜与凝乳调制而成的⑨.除了石蜜之外,从现存史料看,
蜂蜜在长安佛教寺院也相当普遍.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六«唐京兆圣寿寺慧灵传»记载宣宗时期的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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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１１８页中栏.
道世:«法苑珠林»卷四二,«大正藏»第５３册,第６１３页下栏 ６１４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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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１１８页下栏.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４７ ４８页.
比如梁家勉认为,唐代的糖分为石蜜、砂糖和糖冰三种,其中石蜜是用冰、牛乳、米粉和煎,乃得成块.参看梁家勉:«甘蔗史

证»,倪金根编:«梁家勉农史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５６ ３６０页.
[美]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４ ３２７页.



持寺以梨花蜜出名,甚至贡献给皇室食用:“寺中常贡梨华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蜡房所取者.”①所谓梨

华蜜,顾名思义,当与梨花有关,这是将种植果树与酿蜜结合起来了.刘禹锡有诗云:“何处深春好,
春深兰若家.当香收柏叶,养蜜近梨花.”②可见寺院(兰若)种植梨树并养殖蜜蜂在唐代并不稀见.

大总持寺为隋文帝所建,在长安最南边的永阳坊.将种植果树与养殖蜜蜂结合起来并不限于永

阳坊.正如前文所论,长安的寺院需要大量的蜂蜜,而唐人素食较多,也需要蜂蜜,这为蜂蜜生产提

供了广阔的市场.«太平广记»引«御史台记»云: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

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

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即积.预聚杂果核,具黎牛以耕之.岁馀滋茂,连车而鬻,所收

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
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古(右)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

常卿.③

长安城西边有三个城门,中间为金光门,金光门西趣昆明池,东入城经一坊之地就抵达西市.围绕西

市与金光门,附近区域众多寺院环伺,包括西明寺、化度寺、胜光寺、延兴寺、普光寺、宝昌寺、慈悲寺、
醴泉寺、妙胜尼寺、开善尼寺、慈门寺等等.加之繁华热闹的西市是长安城重要的货卖交易中心,其
对更远城区寺院形成辐射作用,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寺院消费需求网络.而且除了寺院需要大量的蜂

蜜之外,唐人素食较多,也广泛食用蜂蜜.裴明礼在金光门外种植花果,广置蜂房,将果树栽植和蜂

蜜生产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了地利之便和广阔的市场需求,所以能够赚取巨额财富.
寺院花果茂盛,又养蜂取蜜,甚至有人到寺院偷窃蔬菜被蜜蜂所螫的事情发生:“释昙询,杨氏,

弘农华阴人.时有盗者来窃蔬菜,将欲出园,乃为群蜂所螫.询闻来救,慈心将治,得全馀命.”④

因为蜜是僧侣的重要食物,所以偷盗僧蜜的情况也就时有发生.道世引用«佛说因缘僧护经»佛
祖告僧护讲述两段故事:

　　汝见比丘手捉斲斤自斲己舌,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沙弥.为僧当分石蜜,斲作数

段.于斧刃许少着石蜜,沙弥噉舐,故受斲舌苦,至今不息.
这个故事是关于沙弥偷吃石蜜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蜂蜜:

　　汝见泉者,是地狱人.迦叶佛时,是出家沙弥,为僧当蜜,先自尝噉,后残与僧,减少不遍.
故入地狱作大肉泉,火烧沸烂,受大苦恼,今犹不息.⑤

类似的偷吃石蜜或蜂蜜的故事在佛经故事中很多,说明这种情况很早就广泛的存在.僧食为全体僧

团共有,僧人私自食用属于偷盗.净人偷蜜的情况也存在,比如释法进预知净人盗蜜:

　　有时与僧出山赴食,欻尔而笑.人问其故,曰:“山寺净人,穿壁盗蜜耳.”及还果如所说,斯

事非一.⑥

净人盗蜜的故事是为了左证法进作为高僧的神通,而更多的关于盗蜜的故事,则在彰显佛教三宝的

神圣性,触犯者会堕入地狱,永恒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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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寺院与酒:破戒、开遮、业报

在佛教戒律中,饮酒被列为十戒之一,属于严格禁止的①.但是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晚唐五代

的敦煌僧人经常集体饮酒.饮酒似乎已成了生活中的常事,比如S．６４５２«净土寺诸色解斗破历»:
“十四日粟壹斗就汜家店沽酒,周和尚、三界寺张僧正吃用.”“七日粟贰斗沽酒,汜都头就店吃用.又

夜斗粟贰斗沽酒,张僧正、李教授就汜家店吃用.”“酒伍升,李僧就少汜家吃用.”敦煌诸寺用酒总量

相当大,为此敦煌佛教团专门设有管理酒类酿造和支用的机构常住库司②.
实际上,不但敦煌的和尚酿酒喝酒,长安的和尚也酿酒喝酒.酒和长安寺院的关系围绕着戒律

和业报的观念展开,又与日常生活有关.
本节依然以长安胜光寺的例子展开.怀信«释门自镜录»记载长安胜光寺僧智保死作塔神事云:

　　释智保,河东人,少出家,以戒行驰誉.英猷茂实,僧传具之.而立性刚毅,寡于慈顺.及将

终,告友人慧满曰:“余欲死矣.而来报精神,不得超胜,似作守寺之神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频以

法遣之,卒不能离.”言讫便绝.自尔西院佛殿,人罕独登.时辄须开,无不栗然毛竖.及后百馀

日,尝有老姥,内怀酒食,将遗一僧.行至寺门,忽遭神害.身死委地,器物流离.寺众惮之,知

其有征也.③

智保是胜光寺著名的高僧.根据«释门自镜录»记载,他死后变成了胜光寺佛塔的守塔之神.后来有

一个老妇人送酒食“将遗一僧”,结果被其杀死,“身死委地,器物流离”.道宣«续高僧传»也记其事:

　　以武德末年,遘疾将渐.而正气明爽,告友人慧满曰:“余其死矣,而精神不得超胜,如何?”
有问意故,答云:“观其来荫,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频以法遣之,卒不能离.”言

讫便绝.自尔所陈殿宇,人罕独登.时须开入,无不啬然毛动.及后百日,尝有老姥,内怀酒食,
将遗诸僧.行至寺门,忽被神害.身死委地,器物流离,斯亦严厉之所致也.④

道宣所记与智保所记,最大的区别在于,智保称老妇送酒食“将遗一僧”,而道宣说是“内怀酒食,将遗

诸僧”.如依道宣所云,则饮酒似乎普遍存在于胜光寺诸僧之中.道宣对当时寺院处罚饮酒的方式

非常不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长安僧侣饮酒情形的广泛存在:

　　寺别立制,多不依教.饮酒醉乱、轻欺上下者,罚钱及米,或馀货赇.当时同和,后便违拒,
不肯输送,因兹犯重;或行杖罚,枷禁钳锁,或夺财帛,以用供众;或苦役治地,斩伐草木,鉏禾收

刈;或周年苦役;或因遇失夺,便令倍偿;或作破戒之制,季别依次;鉏禾刈谷.若分僧食及以僧

物、科索酒肉、媒嫁净人,卖买奴婢及馀畜产,或造顺俗之制,犯重囚禁,遭赦得免;或自货赇,方

便得脱;或夺贼物,因利求利;或非法之制,有过罪者;露立僧中,伏地吹灰,对僧杖罚.⑤

玄宗开元十二年(７２４)诏令:“迩闻道僧,不守戒律.或公讼私竞,或饮酒食肉.”⑥«全唐文»卷五一○
陆长源«僧常满智真等于倡家饮酒烹宰鸡鹅判»⑦,都揭示当时在长安僧人破戒饮酒的情况广泛存在.

长安普光寺的明解,以饮酒破戒而堕入饿鬼.怀信、道宣、道世引用郎余令«冥报拾遗»都记其

事,道世更强调这件事“京下道俗,传之非一”⑧,以此证明所言非虚.怀信记其事云:

　　明解字昭义,姓姚,吴兴武康人也.童幼出家,住西京普光寺.为性聪敏,少有文藻,琴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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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相关论述,参看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１ ２４５页.
相关研究,参看郑炳林、高伟:«唐五代敦煌酿酒业初探»,«西北史地»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２９ ３６页;李正宇:«晚唐至北宋敦

煌僧尼普听饮酒———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二»,«敦煌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６８ ７９页.
怀信:«释门自镜录»,«大正藏»第５１册,第８０９页上栏.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唐京师胜光寺释智保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６１３页.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２１页中栏.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影印版,第７１０页.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一○陆长源«僧常满智真等于倡家饮酒烹宰鸡鹅判»,第５１８３页.
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九引郎余令«冥报拾遗»,«大正藏»第５３册,第８７７页中栏 下栏.



青,时无与竞,颇种三绝.然矜名浅识,滞酒荒情.盖为文侠者所知,贞淳者所弃.每见无学问

僧,多号之驴子.显庆五年,天皇大帝造西明寺,搜集龙象以居之.其取一人,令弘福寺灵闰法

师详择可否.时有僚宰数人,俱来闰所,共荐明解.闰曰:“公等国器名臣,出言不易.宜求戒定

慧学,增长福田,何乃举酒客画师以当洪寄?”官等失色,流汗逡巡俯退.明解因其致憾,尤轻法

化.卒于东都择善里,即龙朔元年八月也.后托梦于相知洛州净土寺僧慧整曰:“明解为不

遵内教,今大受罪.非常饥乏,愿有故念,赐惠一餐.”①

明解为普光寺和尚,被弘福寺灵闰法师鄙视为“酒客”,当显庆五年高宗造西明寺的时候,灵闰法师负

责选拔高僧入居.虽然有高官的推荐,但是明解还是被排除在外.其死后遭到报应,“大受罪,非常

饥乏”.普光寺是唐朝前期的重要寺院,为太宗太子李承乾所供养.弘福寺灵闰法师在«续高僧传»
有传,云“风格弘毅,统拟大方”、“正行伦据,不肃而成”.灵闰先在大兴善寺跟高僧灵粲学习,贞观八

年太宗造弘福寺,将其召入寺中②.
来长安在慈恩寺留学的新罗僧人元晓也以喝酒著称,“同居士入酒肆倡家”,因而“诸德恶其为

人”③.华严高僧京兆崇福寺法藏在其«华严经传记»也记载京师延兴寺苑律师,于贞观年中,途经灞

桥,舍于逆旅,碰到异僧“淳醪良肉,快意饮噉”④.甚至唐初著名的护法高僧法琳,根据«太平广记»卷
九一引«感通记»的描述,也以喝酒著称:

　　唐武德中,终南山宣律师修持戒律,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律师

在城内,法琳过之,律师不礼焉.后法琳醉,猝造律师.直坐其床.吐于床下.(道宣

以)功德钱,纳之袖中径去,便将沽酒市肉,钱尽复取.⑤

唐代的酒肆以现钱交易为主.东、西两市是长安酒肆比较集中的地方⑥.法琳买酒的地方或许就在

东西两市.太宗时,北斗七星化为人,“至西市饮酒”,太宗“乃使人往候.有婆罗门僧七人,入自金光

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椀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⑦.从金光门往东一坊之地,就
抵达西市,这里显然是酒肆集中的地方.

与敦煌和高昌相比,长安的酒不论种类还是品质都要高出许多.唐五代敦煌酿酒的原料(酒本)
有麦、粟、青麦、豆等,根据用料不同及所酿出的酒的成色不同,敦煌的酒有粟酒、麦酒、青麦酒及清

酒、白酒.麦酒,指用麦酿造的酒,这是敦煌唐五代酒类中档次最高的酒.而长安,根据李肇«唐国史

补»:“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
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京腔、虾 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
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⑧长安为帝国首都,物质文化最为鼎盛之地,各地

美酒荟萃,域外珍稀酒品也能购置⑨.有关研究颇多,此处不须赘述.
长安寺院僧人也酿酒.比如平康坊南门之东的菩提寺,据«历代名画记»,内有吴道玄、杨廷光、

董谔、耿昌言画.据«寺塔记»,会觉“以利施起宅十余亩.工毕,酿酒百石,列瓶瓮于两庑下,引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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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怀信:«释门自镜录»,«大正藏»第５１册,第８１０页上栏 中栏.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五«唐京师弘福寺释灵润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５４５页中栏 ５４７页上栏.
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７３０页上栏.
法藏:«华严经传记»卷四,«大正藏»第５１册,第１６６页中栏.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九一引«感通记»,第６０４页.
黎虎:«唐代的酒肆及其经营方式»,«浙江学刊»１９９８年第３期,第１０４ １０９页.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七六,第４７９页.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６０页;王赛时:«唐代酒品考说»,«中国烹饪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第２１ ２７页.王赛时等以西京腔为长安之酒,郎官清、阿婆清为虾 陵之酒,显误.通读这段记载,可知所依«唐国史补»标点有误,
西京腔、虾 陵、郎官清、阿婆清皆为长安之名酒.以逻辑推敲,长安名酒也断然不会仅有一种,又全文中,李肇论某地有某酒时,均
以“之”标识,可知.

例如葡萄酒,参看[美]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第３０９ ３１６页.



子观之.因谓曰:‘檀越为我画,以是赏之.’吴生嗜酒,且利其多,欣然而许”①.布政坊法海寺寺主慧

简曾为秦庄襄王的鬼魂准备酒:

　　释道英,不知何许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见鬼物.寺主慧简尝

曰:“晓见二人行不践地,入英院焉.”简怪而问之.英曰:“向者秦庄襄王使使传语,饥虚甚久.
以师大慈,欲望排食,并从者三百人,勿辞劳也.吾以报云,后日晓具馔,可来专相候耳.”简闻之

言,以酒助之,及期果来.英指酒曰:“寺主简公将献.”②

佛教僧人对酒的认识和规定,充分反映在道宣和道世的著作中.道世«法苑珠林»云:

　　佛告诸比丘: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酒有二种,谷酒、
木酒.谷酒者,以诸五谷杂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茎叶果,用种种子果草杂作酒者是.酒

色、酒香、酒味饮能醉人者,是名为酒.若尝咽者,亦名为饮.若饮谷酒,咽咽犯.若饮酢酒、若

饮甜酒、若噉曲能醉人者、若噉糟、若饮酒淀、若饮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人醉者,并随咽

咽犯.若但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及余饮者,皆不犯.若依«四分律»,病比丘等,馀药

治不差,以酒为药者不犯.颠狂心乱,病恼不觉知者亦不犯.③

所谓“咽咽犯”,谓每咽一口,即犯一次.根据道世的描述,如果饮料有酒的颜色,但是没有酒香、酒
味,不能醉人,则可以饮用;若需要以酒入药,也可开遮.道宣«行事钞»云:“若非酒而有酒色香味,并
不合饮.若病余药治不差,以酒为药.若用身外涂创,一切无犯.”④又云:

　　若以酒煮,时、非时、七日药得服者,谓无酒性得服.今时药酒令昏醉闷,气味具足.为贪服

之,必加苦毒,亦不附口,以此二途,验知情性,去道全远.得种种果多食不尽者,破取汁饮,
若不至初夜变成苦酒者,不得饮.以酒两已成故.若醉人不应饮,饮则如法治.净苦

酒,无酒气,无糟者过中得饮.蒲萄浆,持戒者应饮.若变作酒,不应饮.若变为苦酒,还复

得饮.⑤

如果酒煮之后,或者添加苦毒之物,以示并无饮酒之欲,则可饮.所以葡萄汁变成酒,则不能饮

用,但是变成苦酒,则又可以饮用.依照«十诵律»:“若蒲萄不以火净,汁中不以水净,及互不净,不应

饮.俱净得饮.”⑥所谓火净,是五种净食之一.一切瓜果等物,先以火烧煮使熟后方食,谓之火净食.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在面见突厥可汗时的饮食,就包括葡萄汁:

　　须臾,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
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蒲桃浆奉法师.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

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刺蜜、蒲桃等.食讫,更行蒲桃浆,仍请说法.⑦

长安流行的胡酒三勒浆,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属于类酒的饮料.呵梨勒、鞞酰勒、阿摩勒在佛教定

义里都属于无尽形药,有病无病,时与非时,随意皆食.
对于以酒入药,道世论述道:“必须实病,重困临终.先用馀药,治皆不差.要须酒和得差者,依

前方开.”但是他也感慨道:“比见无识之人,身力强壮,日别驰走.不依众仪,少有微患.便长情贪,
不护道业.妄引经律云:‘佛开种种汤药、名衣、上服,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诡诳道俗.”⑧这说明饮酒

在僧侣中并不稀见.敦煌医学文书的各类医方中,常常以酒入药.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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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但是也有僧人在缮造之时拒绝用酒,比如玄鉴:“数有缮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遗酒食.鉴云:‘吾今所营,必令如法.乍

可不造,理无饮酒.’遂即止之.”(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五,«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５４２页上栏 ５４２页中栏)
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八«唐京兆法海寺道英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８２７页上栏 中栏.
道世:«法苑珠林»卷八八,«大正藏»第５３册,第９３０页上栏.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中,«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８５页中栏.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１１８页中栏 １１９页上栏.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１１８页.
慧立撰,彦琮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２２７页中栏.
道世:«法苑珠林»卷九三,«大正藏»第５３册,第９７３页中栏、下栏.



药入酒的故事:

　　高齐初有异僧,投邺下寺中夏坐,与同房僧亡名款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与之.客

曰:“不可也.”名曰:“但饮酒.虽是戒禁,有患通开.”客颦眉为饮,患损.①

以饮酒治疗痢疾,亡名所依据的就是“虽是戒禁,有患通开”.但是也有持戒甚严的高僧,就算得了痢

疾,也不饮酒.比如上文中谈到的长安胜光寺的智保:“又尝患疟,寒则水淋,热则火炙.渴则急盐塞

其口,痢则绝食取差.”②智保得了痢疾之后,采取的严守戒律的极端治疗方法.
尽管有种种规定,但是显然僧侣饮酒依然存在,甚至欠下酒钱.所以道宣专门对赊欠酒钱进行

了规定:“若赊酒不还便死,取衣钵还.若无者取僧物偿.”③也即若去世的僧人赊欠酒钱,则先用其自

身的财物偿还,如果不够,则取常住僧物偿还.

七、结　论

长安城是隋唐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其区别于其他时代城市最为重要的特点,是
林立的寺院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角色.这是一个神文主义的时代,几乎所有的社会和文

化现象,乃至人类的心灵世界,都笼罩在佛光的照耀之下.佛教寺院的日常生活和戒律,不但使其成

为长安城中带有神圣色彩的空间,区别于剩下的世俗空间.同时,佛教寺院引领的时代潮流,又不可

避免地影响到整个长安城的生活场景.比如佛教所宣扬的素食和持斋,深刻地塑造了长安居民的日

常生活.长安城中有大量持斋的人口,他们过午不食,虔心信佛.素食也成为长安城的一大风景,一
方面是佛教感召的影响,一方面是政治人物的有意提倡,使其成为国家规定④,吃素者在人口中占据

相当大的比重.国家不断的断屠,必然深刻地影响了长安居民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
总结起来说,任何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都有深刻的信仰、知识和思想背景.佛教所宣扬的六

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是长安居民心中重要的行事依据.笼罩在这种宗教氛围下的长安居民,相
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六道轮回的宗教世界.他们的心灵不但生活在现实的长安,也生活在

想象里的长安.两个部分拼接的长安,才最接近真实的长安.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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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大正藏»第５２册,第４２４页上栏.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唐京师胜光寺释智保传»,«大正藏»第５０册,第６１３页中栏.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大正藏»第４０册,第１１８页中栏.
仅据基本史料统计,高祖武德元年断屠杀一次;则天如意元年一次;圣历三年一次;中宗景龙元年、二年两次;玄宗先天元

年、二年两次,开元十八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三次,天宝五载、六载、七载三次:肃宗至德二年、乾元元年两次;德宗建中元年、贞元

六年两次;文宗开成二年一次;武宗会昌四年一次;宣宗大中二年、五年两次;懿宗咸通十一年一次;哀帝天佑元年一次.在这些时间

里,人们禁止吃肉.作为首善之区的长安,自然执行得更加坚决,必然影响到长安居民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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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臆想与真实之间:黄遵宪«朝鲜策略»新论

张 礼 恒

摘　要:黄遵宪所著«朝鲜策略»并非如中外史家所褒奖的那样完美,而是存在着逻辑上的严重缺陷,

将臆想中的“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将一种潜在的、可能的变量,视为一种业已发生、存

在的事实.这种以臆想抑或推演代替现实的论证方式明显带有牵强附会的意味,叠加了极强的主观意志,

纯粹是为现实目的服务的“先入为主”之见,究其实不过是为了配合清政府调整对朝鲜政策的应景之作.

立论的先天不足或缺陷,必然影响到黄遵宪所提方案的严谨性、准确性,其“结日本”抵御俄国的主张,明显

存在着战略上的误判,对其个人尤其是其«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必须重新评判.

关键词:«朝鲜策略»;黄遵宪;何如璋;“俄国威胁论”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４．０５

黄遵宪所著«朝鲜策略»自问世至今,广受中外史家褒奖.日本人称之为“影响深远之书”① ,朝鲜

“国王高宗以及为数不多的政府首脑对此文的主张产生共鸣”② ,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一部划时代的

文件,决定了近代国际关系历史的一部命运性的著述”③ .中国学者则称其为近代中国“颇有建树的

外交家”④ .几乎所有的论著都从正面表述«朝鲜策略»的远见卓识,称赞黄遵宪敏锐练达的外交才

干⑤ .其实,这些观点的论述都存在着不够全面和深入的缺憾.尤其是对作为黄遵宪«朝鲜策略»立
论的前提即“俄国威胁论”形成的背景和过程,都缺乏必要的历史性考察.笔者认为,黄遵宪在«朝鲜

策略»中把“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将一种潜在的、可能的变量,视为一种业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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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在的事实,其策论带有极强的功利性.本文将从“俄国威胁论”的真伪、“俄国威胁论”的由来、
朝鲜对“俄国威胁论”的回应等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还原于历史的真相,为重新诠释和解读

«朝鲜策略»提供史实依据,进而对黄遵宪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作出更客观、真实的评述.

一、«朝鲜策略»的撰写背景与中心观点

«朝鲜策略»约成书于１８８０年６ ７月间①.该书写于清政府调整对朝政策的大背景之下.１９世

纪７０年代,日、英、法、美、德等国家纷纷插足朝鲜半岛,清政府在无力驱逐的前提下,决计在朝鲜推

行“以夷制夷”策略,引进欧美国家,借用西洋,遏制东洋,以图实现“保藩固边”的双重战略.１８７９年

８月２１日,清朝光绪帝发布密谕,指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借用与朝鲜重臣李裕元的私人关

系,劝说朝鲜放弃闭关锁国政策,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②.与此同时,因１８７６年«江华条约»签订后,
朝日两国交往频繁,时有使臣往来,全面负责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又电令驻日公使何如璋介

入其中,从国内、国外两条途径对朝鲜展开劝说、游说.现存史料没有发现总理衙门下达给何如璋的

相关记载,但何如璋的信函却证实确有其事.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１８日,何如璋向总理衙门汇报了撰写«朝
鲜策略»的原委,其中提到:“先是朝鲜金使之将来,如璋欲劝令外交,荷承总署指示.”③１８８０年５月

２１日、６月７日、６月１１日、６月２９日,何如璋在致总理衙门信函中所禀报、论述的问题,都佐证了他

在遵从总理衙门的指示,按照清政府调整后的对朝政策开展工作④.仔细比对则会发现,这四封信函

所表述的有关俄国调兵、欲侵吞朝鲜等观点,都与此后的«朝鲜策略»主旨相一致.换言之,正是这四

封信函搭建了«朝鲜策略»的基本框架,«朝鲜策略»就是在这四封信函的基础上凝练而成.
在此,就涉及一个谁是«朝鲜策略»的作者问题.现存史料显示,«朝鲜策略»应当是何如璋与黄

遵宪的合著.何、黄两人对此均有过说明.１８８０年９月６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东京对朝

鲜修信使金宏集说:“仆平素与何公使商略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

言.知阁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见面,不达其意,故迩来费数日之力草,虽谨冒渎尊严上呈.”⑤

１１月１８日,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称:乘朝鲜修信使东来之机,“因命参赞黄遵宪作一朝

鲜策略,设为问答论难之辞”,“即今笔记中所谓册子是也”⑥.据此可知,何如璋、黄遵宪早就开始留

心朝鲜问题,并在与金宏集交谈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若干相对成熟的意见.«朝鲜策略»是何如璋、黄
遵宪集体讨论的结晶,黄遵宪是执笔人,何如璋是其中心观点的提供者.至于«朝鲜策略»仅署以“广
东黄遵宪私撰”一事,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也作了说明,“中有如璋碍难尽言者”道出了事实

的原委.何如璋深谙,驻日公使是朝廷的命官,清政府的官方代表,外交官的言论稍有不慎,就会引

起国际外交上的纠葛.再加上,当时清政府对朝鲜奉行“内政外交向不过问”的既定国策,署有何如

璋的名字,很可能招致朝鲜政府的反感甚至是抵触,反而不利于对朝鲜开国的劝说、游说.这就是世

人谈及«朝鲜策略»,言必称黄遵宪而遗忘何如璋的原因所在.
«朝鲜策略»的面世,始于１８８０年９月.同年８月１１日,朝鲜修信使金宏集奉命前来东京,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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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使驻留汉城、朝日之间关税征收及仁川开港等问题.这就为何如璋劝说朝鲜开国通商提供了

一个契机.从８月２０日到９月６日,何如璋、黄遵宪与金宏集先后有过六次交谈.交谈中,何如璋、
黄遵宪剖析了闭关锁国政策的虚妄性,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指出了朝鲜面临的空前危险,认为

“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
倘若试图以闭关锁国来抵御列强的侵袭,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长此以往,只会使国家陷入万劫不

复的境地.黄遵宪说:“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

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者必矣.万一不幸,俄师一来,力不能敌,则诚

恐国非己有.”①“今日之急务,在力图自强而已.”此番高论可谓是如雷贯耳,金宏集直言“自强二字,
至矣,尽矣,敢不敬服!”②遗憾的是,由于语言交流上的困难,中朝使臣之间的交谈只能通过“笔谈”来
进行,这就限制了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为了全面、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何如璋遂指派黄遵宪利用

数天的时间,将早已写好的«朝鲜策略»誊抄了一份,于９月６日交给了金宏集.１０月２日,金宏集将

«朝鲜策略»呈送国王.从此以后,«朝鲜策略»才为世人所知.
«朝鲜策略»区区六千余字,核心观点是:为免遭俄国的蚕食鲸吞,朝鲜必须“亲中国”,“结日本”,

“联美国”,“图自强”.否则,就有灭顶之灾.在«朝鲜策略»的开端,黄遵宪充分展现了其汪洋恣肆的

想象力,用典雅流畅、质朴易懂的语言,讲述了朝鲜面临的俄国威胁:“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

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狡

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

八荒之心.其在中亚细亚、回鹘诸部,蚕食殆尽.天下皆知其志之不小,往往合纵以相拒.土耳其一

国,俄久欲并之,以英法合力维持,俄卒不得逞其志俄既不能西略,仍幡然变计,欲肆其东封.十

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踞高屋建瓴之势.其经之营之,
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

势日亟.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③黄遵宪寥寥数笔,将俄国描绘成了一个侵略成性的凶神恶煞,
并用勿庸置疑的语言指出,朝鲜将是俄国吞并东亚的首选目标.

既然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信誓旦旦地宣讲“俄国威胁论”,后世治史者不禁要问,何、
黄倡言“俄国威胁论”的依据何在?

二、«朝鲜策略»所提“俄国威胁论”的由来

揆诸史实可以发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俄国威胁论”在清政府的决策层可谓是甚嚣

尘上.为了收复被俄国抢占的伊犁地区,清政府先后两次派使赴俄交涉.１８７９年１０月２日,崇厚与

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又称“崇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九城,但以南、以西的大片领土却划归

俄国.中国朝野舆论大哗.１８８０年２月,清政府遂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交涉改约事宜.俄国

除在谈判桌前蛮横拒绝外,还向远东地区调派舰队,扬言要向中国开战.严峻的现实与惨痛的历史

记忆,引发了清政府对俄国威胁的新警觉,自然也会影响到何如璋、黄遵宪对俄国威胁、远东局势走

向的判断与思考.而其言论、观点也就助推了“俄国威胁论”的发酵与扩散.１８８０年５月２１日,何如

璋致函总理衙门,汇集各方面的情报来源,对其“俄国威胁论”的由来作了集中阐述.
其一,英国外交官观点的影响.英国渲染“俄国威胁论”,既有全球战略上的考量,又有在远东地

区防范、抵御俄国南下的现实需要.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起,英国的全球战略步入收缩阶段,俄国却在

欧亚四处扩张.１９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英国的全球影响力达到顶峰,
战略防守成为常态,俄国则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攻守转换折射出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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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９９页.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２卷,第１７３页.
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第３９３页.



易代,制造、散布“俄国威胁论”便成为英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围堵遏制俄国扩张的折冲手段①.丑

化俄国自然成为英国舆论的核心话题,“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俄国乃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国家,乃是

暗中行动的鬼蜮魍魉”;“俄国变得像封豕长蛇一样,无法停止吞噬.人们怀疑,俄国就是包举囊括了

五大洲,边远地方的疆吏仍会纯然由于习惯的缘故而开始互相火并”②.在这些字里行间的背后,渗
透着英国对俄国挑战的厌恶、恐惧,流溢着英国对稳定现有国际秩序的焦虑与渴望.现存史料显示,
英国在东亚地区渲染“俄国威胁论”是从日本开始的,经由阿礼国③、巴夏礼④两任驻日公使的鼓噪完

成的.阿礼国在任职期间,极力渲染俄国威胁的严重性.他认为,日本是维护英国远东战略的前哨

阵地,俄国必起侵吞之念,“俄国为了获得在西方没有得到的不冻港,也为了在中美海上贸易中尝到

甜头,在亚洲的东端,一定会推行入侵政策”,“如果其他欧洲诸国后退的话,在不远的将来日本一定

会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这几乎是可以肯定了”⑤.为此,“他曾经告诫英国政府,对于俄国在远东

地区的入侵活动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具有领土野心的俄国,英国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态度”,
“同时也不断地向幕末的官员宣传其主张”.正因为如此,日本史学家将阿礼国称为英国向日本渲染

“俄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田村纪之说:“对日本宣传警戒俄国威胁的是英国外交官阿礼国.”⑥巴夏

礼作为阿礼国的继任者,“忠实地执行了英国的基本方针,他是阿礼国路线的继承者”⑦,并且将“俄国

威胁论”与朝鲜问题捆绑到了一起.１８６８年９月５日,巴夏礼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预判俄国必

定会侵占朝鲜的永兴湾.他说,“无论将来俄国是沿本国海岸线向朝鲜方面扩张,还是维持目前的俄

朝边界线,恐怕都要根据永兴湾提供的‘自然方便条件’的程度而定”,“但是,俄国即使在朝鲜获得港

口,如果不占有港口与永兴湾之间的朝鲜领土,该港口也难以保证永远为俄国拥有和占领”⑧.
前后２３年在华任职的经历,使巴夏礼深悉,中朝宗藩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

与中国联为一体.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英国欲把朝鲜打造成防御俄国的远东支点,几乎是不可想

像的.尤其是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单独对朝交涉失败后,英国吸取教训,实施迂回策略,借用中国为朝

鲜宗主国的特殊身份,由中国出面,劝说朝鲜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构筑完整的御俄防线.而说服中

国的理由依旧是“俄国威胁论”.早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时任中国海关总督的英国人赫德就从“俄国威

胁论”的视角,评议美国侵朝失败的后果.他说:“如果美国在这件事上就此停步的话,朝鲜将会像一

个长熟了的梨子,落到俄国的嘴巴里.”⑨此后,秉承政府的旨意,渲染“俄国威胁论”,敦促、游说中国

加入围堵俄国的统一战线中去,成为英国驻外使节的使命所在.１８８０年初,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

总理衙门建言,“中国的各个藩属小国的继续坚持闭关自守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它们本身,都是一

种危险的根源”.１８８０年５月２１日,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称,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在会晤之时,直
截了当地提出:“中国何不劝高丽与各国通商,既不能闭关,即多与一二国结好,亦有益无损,否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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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恒:«“俄国威胁论”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英国远东政策»,«历史教学»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年»,许步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２８８页.
阿礼国(SirRutherfordAicockKcb),生于１８９０年５月,病逝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２日,英国医生、外交官,曾任英国驻清朝领事.

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任英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１８５９年１１月升任英国驻日全权公使.写有多种关于日本的著述,其中«大君之都»介
绍了开国后日本幕末的社会、政情,是研究开国后日本社会、外交政策、日英关系的权威史料.

巴夏礼(SirHarrySmithParkes),生于１８２８年２月２４日,病逝于１８８５年３月２２日,英国外交官,１８６５ １８８３年担任英国

驻日公使.任期期间,向英国外交部、家人朋友撰写了大量公文、书信,后由其部属整理并出版«巴夏礼传———驻扎日本的日子».该

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日]オールコック:«大君の都»(下),山口光朔译,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６２年,第９８页.
[日]田村纪之:«近代朝鮮と明治日本———１９世紀末の人物群像»,神奈川:现代图书,２０１２年,第２１１页.
[日]田村紀之:«近代朝鮮と明治日本———１９世紀末の人物群像»,第２１２页.
[日]冈义武:«黎明期の明治日本»,东京:未来社,１９６４年,第１５０页.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３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页.
[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年»,第７７ ７８页.



为俄人所吞噬.”①

据此可知,英国外交官的渲染,助长了“俄国威胁论”的蔓延、发酵,使之在东亚地区大行其道.
何如璋、黄遵宪作为清政府的驻日外交官,平素与英国驻日公使多有接触,受其观点的影响自然也就

在情理之中.
其二,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影响.“俄国威胁论”或“俄国警戒论”,在日本是一个历久日新的话题.

从幕末起到明治初期,“俄国威胁论”始终是日本政界挥之不去的梦魇,如同游荡在日本上空的幽灵,
钳制着日本的思想,操纵着日本的行动,甚至是把持着日本国家政策的整体走向.“俄国威胁论”在
日本的出现,是由幕末时期日俄两国围绕北方虾夷、桦太②领土归属问题而引起的.１８６１年３月,俄
国海军占领对马岛事件的发生,使“俄国威胁论”达到了顶峰.在１６０多年的时间里,日俄争斗的基

本态势是俄国强,日本弱;俄国进攻,日本防御.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之前,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带
有明确的内向性,是对来自俄国现实威胁的真实反映.朝鲜人就曾说过:“日人畏俄如虎,虽与之通

商,常存不虞之戒.”③“人每言露,皆比‘耽虎’”④.而明治维新后,在朝鲜问题上,日本渲染“俄国威

胁论”则呈现出外向性特征,是对本国整体战略的遮掩,带有明显的欺骗性.无论是力主“征韩”的木

户孝允⑤、宫本小一郎⑥、西乡隆盛⑦、榎本武扬⑧,还是反对“征韩”的大久保利通⑨,都深谙朝鲜对于

日本开土拓疆、走出海岛、染指大陆的重要性,皆视朝鲜为日本国家的生命线、日本战略的延长线;同
时,他们也深知,如果朝鲜一旦落入俄国的囊中,就等于关上了日本西进的大门,封死了日本通往亚

洲大陆的命脉,日本将局促于海岛一隅,依旧品尝千年来与大陆隔绝的苦涩.此种局面一旦成为现

实,日本“八纮一宇”的庞大国家战略将成为水中花镜中月.为防止噩梦成真,渲染“俄国威胁论”实
属必然.１８７４年８月,曾任日本驻釜山领事的森山茂在与朝鲜官员的谈话中称:“俄国占领满洲之

地,又沿鸭绿江逼近贵国国境,清国萎靡不振,无能为力救助贵国,吾国与贵国有同感之处.吾国亦

与俄国边境比邻,不能不警戒防备.如果贵国被俄国人加害,我土亦不得安宁.”这是目前看到的日

本向朝鲜推销“俄国威胁论”,宣扬日朝一体、唇齿相依的最早记录.１８７６年６月,日本外务卿井上馨

两次向朝鲜修信使金绮秀宣讲“俄国威胁论”.金绮秀记录道:“井上馨,春间来沁都之副官也,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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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璋:«出使大臣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

４０３页.
桦太岛,即库页岛,原为中国领土,１８５８年、１８６０年俄国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

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朝鲜]赵准永:«闻见事件»,[韩]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２篇第１２卷,首尔:韩国国学资料院,２００１年,第

５９８页.
[朝鲜]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草»,[韩]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２篇第１２卷,第２２６页.

１８６９年９月２５日,木户孝允在«朝鮮国一件伺书»中,认为“眼下包括俄国在内,其他列强都将朝鲜视为口中之肉,垂涎不

已.为此,我皇朝应以公法维持,承匡救扶绥之任,除此之外,别无他策可选.若皇朝将其搁置度外,那么,俄狼等强国必定乘机吞噬

而来,此为皇朝永世之大害,燃眉之急也”(日本外务省调查部编纂:«大日本外交文书»第２卷第２册,东京:日本国际协会,１９３６年,
第８５６页).

１８６９年９月２５日,时任日本外务省权少丞的宫本小一郎在«朝鲜论»中表示:“与朝鲜交际虽无益处,但不能搁置不顾.如

搁置不顾,俄必将其蚕食,此为日本最极之害也.故我国帮助朝鲜就是爱护朝鲜,爱护朝鲜就是爱护日本.”(日本外务省调查部编

纂:«大日本外交文书»第２卷第２册,第８６３页)

１８７４年１月,西乡隆盛宣称:“俄国今日内来袭必定无疑,到那时,小队长要身先士卒,率领同志勇敢作战,当今政府更要觉

醒.我定要出征征讨俄兵.”([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１９９８年,第６４页)

１８７５年１月,榎本武扬向日本政府递交桦太、朝鲜问题意见书,内称:“俄国虽然对朝鲜已有野心,但鉴于其地理位置以及内

政外交缓急事务,目前尚无见到其对朝鲜出手.在此问题上,我国必须先于俄国行动.若不然,万一俄国像攻占我对马之地一样攻

占朝鲜某地的话,那时我国的海防将失其攻效.”(日本外务省调查部编纂:«大日本外交文书»第８卷,第１７４页)

１８７３年１０月,大久保利通在«意見七ヶ书»中,反对“征韩”.他认为:“俄国在北方占地囤兵,有紧逼桦太,一举南征之势.
不仅如此,如今彼我之间亦有不快之事,彼我之关系可谓让人忧虑.如果此时与朝鲜操戈动武,如同鹬蚌相争,俄国坐收渔翁之利,
此点尤为注意.为防止俄国,我国也不能与朝鲜操戈.”(日本史籍协会编:«大久保利通文书»第５卷,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６８
年,第６３页)

日本外务省调查部编纂:«大日本外交文书»第３卷,第１４９页.



馆所,谓余曰:‘露西亚之有动兵之渐,吾于沁都,已有言之者,而我国之人,每往彼地,见其日造兵器,
多积粮于黑龙岛,其意将何为? 贵国须先事而备,缮器械,练兵卒,以为防御之策可也.’并再三表示:
‘所以勤勤以此告贵国者,愿贵国先事而谋,俾无他日之侮也.幸先生归去必申勤致语于贵朝廷,无
负此至意,区区之望也.’”当金绮秀登门拜访时,井上馨再次灌输“俄国威胁论”.对此,金绮秀有如

下记述:“井上曰:‘日昨申告之事,公非有心人耶? 露西亚之注心贵国,吾已言之缕缕,吾非疾风伤性

之人,苟无所见,则何必不惮烦至此也.公之归去,须勿弁髦我言,力告于贵朝廷,早自为备可也’.
仍出地球全图一轴曰:‘以此奉赠,携归去,时时观察一度,度各有程里,以此推一定之规,露西亚之距

贵国几里,亦可知也.吾今奉使欧罗诸国去,六七年后方可归来,苟无所见,何苦为此缕缕之言也?
公可谅此苦心也.’”①

据此可知,日本渲染“俄国威胁论”,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考虑;既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国

家战略,又是一种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研判后的精明设计,是为了实现国家战

略构想的一种需要②.作为驻日外交官,日本畏俄如虎的心结,自然会影响到何如璋、黄遵宪对俄国

威胁的判断.１８８０年４月３０日,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向何如璋大谈俄国威胁论,“寺岛云,去岁英法

欲与俄立约,在图门江口通商,俄人拒之,其意可知.又言俄人屯兵图门江口,朝鲜流民归之者极

众”.寺岛宣称日本与朝鲜缔结条约的目的,纯是借以自保,并为此建议“中国似宜遣使往驻朝鲜,属
其及早筹维”.何如璋称“其言殊足动听”③.５月６日,寺岛宗则再次会晤何如璋,点评了英俄两国

的区别,宣扬俄国对朝鲜、对东亚的威胁论,提醒中国应未雨绸缪,防范俄国,否则,亚洲局势堪忧.
寺岛宗则称:“英如狐,俄如虎,一图利,一图土地,均宜防也.彼因言俄近在图门江口屯兵,垦辟日拓

而南,朝鲜流民归之者约有二三万人,其用心殊不可测.我与朝鲜结约通商,亦愿藉此为自保之计,
非别有所图也.中国似宜遣使往驻朝鲜,属其及早筹维,且思所以保护之,并时遣兵船游巡,以习水

道为万一之备.否则朝鲜一失,亚洲之大局深为可忧.”④对俄国侵略有着切肤之痛的何如璋、黄遵宪

对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说教,自然会有一种认同感.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关注,引起了何、黄对“俄国威

胁”的共鸣,在自觉与不自觉当中,充当了日本“俄国威胁论”的赞倡者、传播者.
其三,日本报纸新闻的报道.１８８０年前后,日本对俄国向远东地区调派军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

关注,«朝日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大阪日报»«读卖新闻»等主要报纸均进行了连续报道.而这

些新闻报道都成为何如璋渲染“俄国威胁论”,凝练«朝鲜策略»核心观点的主要证据.１８８０年５月

２１日,何如璋以日本的新闻报道为依据,向总理衙门禀报俄国在东北地区调兵遣将,意欲对中国开

战.他说:“近又据新闻纸言,俄人在黑龙江一带缮甲完郭,计增马队四千五百人,又增步兵三千人,
增炮兵六百人,水兵二千人,兵船四艘.”⑤６月７日,何如璋再次依据日本的新闻报道,渲染“俄国威

胁论”,提醒驻新疆清军万不可轻举妄动,贻俄国开战之把柄.他说:“新闻纸称俄国兵船在中国海者

甚多,虑其乘我不备,仓卒开衅,似亦为近来盟约之国所无,惟暂时曾袭侯方在启程,新疆一带两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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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朝鲜]金绮秀:«日东记游»,«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５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７２页.
日本在此问题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专家的成果中:冈义武:«黎明期の明治日本»,东京:未来社,１９６４年;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１８５３ １９７２»第１册,东京:每日新闻社,１９７４年;«千島樺太交换条約»,«国際政治»日本外交史,东京:每日新闻社,

１９５５年;安冈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１９９８年;«明治初期の対露警戒論に関する一考察———朝

鮮半島をめぐって»,«法政史学»第１３号,法政大学史学会,１９６０年;山室信一:«日俄戦争の世紀———連鎖視点から見る日本と世

界»,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５年;池井优:«日本外交史概説»增补版,东京:庆应通信,１９７３年;增田毅:«幕末期の英国人»,神户大学研

究双书刊行会编,东京:有斐阁,１９７０年;田村纪之:«近代朝鮮と明治日本———１９世紀末の人物群像»,东京:现代图书,２０１２年;佐野

真由子:«オールコックの江戸———初代英国公使が見た幕末日本»,东京:中公新书,２００３年.
何如璋:«出使大臣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

４０４页.
何如璋:«出使大臣何如璋与日本国外务省卿寺岛宗则问答节略»(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

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４０５页.
何如璋:«出使大臣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

４０３页.



望,亟应严饬士卒毋许滋事,以贻口实,乃为稳著耳.”①６月１１日,何如璋仍以日本的新闻报道为依

据,渲染俄国染指朝鲜.他说:“传闻俄国欲与朝鲜通商,在咸镜道开口,经已派使前往,方在议论间,
未知果否.”②６月２９日,何如璋继续援引日本的新闻报道,渲染俄国向伊犁、黑龙江大举增兵,欲图

在西北、东北两线对中国发动战争.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称:“新闻云:俄国政府议于黑龙江伊

犁两处各增兵一万二千人.又云,俄国于乌拉山(在伊犁之西北,俄京之东),修缮道路,豫防他日开

战便于转运云.”③据此可知,作为构成何如璋、黄遵宪«朝鲜策略»主体观点的这四封信函,都深受日

本新闻报道的影响,都将新闻报道的内容当成了真实存在的事实来看待.而这种对待新闻报道的态

度是值得商榷的.现代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依靠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和先进的传播技术与

产业化手段,具有大规模信息生产与传播的社会功能.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报纸就是他们掌握、了
解信息的源头,至于信息的对错、有无,受众者是很少去探究的.只要产生了传播的效果,办报者的

意图也就达到了.可以说,以«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日本报纸有关俄国兴师南下的报道,强烈刺激了

受众的视觉、心理,渲染、营造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社会舆论场,操纵了受众者的思想,甚至于支配了

受众者的判断力.置身于此种氛围的何如璋自然也不例外.
其四,“兴亚思潮”的影响.关于“兴亚会”性质与地位的评价,因学术界已有广泛研究④,笔者在

此无意赘言.不可否认的是,该会在１８８０年成立前后所宣扬的“同文同种”“联合抗欧”的主张,形成

了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思潮,赢得了众多中国人的赞赏.１８７０年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游说中

国与日本立约通商,声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

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⑤流露出明显的中日结盟,抗击

欧美的意思.李鸿章出于“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的考虑,力主“联为外援,勿使西人

倚为外府”⑥.１８７６年１月２４日,李鸿章向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再提中日联合,共同抵御欧美的设

想.他说:“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

住.”并以此劝告日本放弃侵朝行动,“高丽与日本同在亚细亚洲”,“我们一洲自生疑衅,岂不被欧罗

巴笑话”⑦?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终其一生来看,李鸿章的防日远胜于联日,他在此时的话语,更
多是一种外交谈判中的权宜之计.时任香港«循环日报»主笔的王韬也是一位“联亚防俄”思想的鼓

吹者、宣传者.１８７９年３月,王韬应邀访日,与日本学界、政界多有接触⑧,回港后,仅在１８８０年的

«循环日报»上,就发表了«论御俄»(１８８０年４月１７日)、«再论御俄»(１８８０年４月１９日)、«论俄人备

豫启衅»(１８８０年６月１日)等有关防俄拒俄的论文３４篇⑨.何如璋、黄遵宪则凭借着驻日使领的特

殊身份,一方面与国内保持着密切联系,洞悉国内舆论的动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１８８０年２月３
日,何如璋致信王韬:“日本似不足患,然兄弟之国,急难至此,将何以同御外侮? 虎狼之秦,眈眈逐

逐,彼其志曷尝须臾忘东土哉! 祸患之来,不知所届,同抱杞忧,吾辈未知何日乃得高枕而卧也!”清

楚地表达了“联日抗俄”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凭借着深厚的文化素养,与日本友人吟咏唱和,纵论时

势,提倡中日朝三国联盟,共同对付亚洲最危险的敌人———沙俄.黄遵宪的诗«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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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璋:«日本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４０７页.
何如璋:«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五月初四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４１１页.
何如璋:«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４１２页.
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盛邦和:«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

主义»,«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
期.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１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第３１页.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１卷,第３５页.
«李鸿章与森有礼晤谈节略»(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２８３、２８７

页.
王韬撰,陈尚凡、任光亮点校:«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日]西里喜行:«王韬和循环日报»,«东洋史研究»第４３卷第３号.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何如璋信函».



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就清晰地表达了此期中国驻日使领的外交思想.诗中写道:“同在亚细亚,自
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慝.解甲歌

太平,传之千万亿.”①当１８８０年３月,“兴亚会”成立时,何如璋、黄遵宪加入其中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就连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也是“兴亚会”中的一员.② 因而,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极力渲

染“俄国威胁论”、鼓吹中日朝联盟也就完全合乎逻辑.郑海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称赞:“黄遵宪是近

代中国第一位从亚洲全局角度提出中日朝三国联盟以拒俄主张的人.”③

其五,个人的主观判断.何如璋依据英国外交官、日本外交大臣的观点,日本报纸新闻的报道,
完成了自己的判断并推演出俄国侵略朝鲜的行动路线.他认为,“合一切传闻之词,情形当属实也.
窃以为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俄人虎狼之心,固天下万国所共知者”,“俄之经营东土,非
伊朝夕”,“俄人所属海口,冬阻于冰,欲于高丽各口肆鲸吞”.倘战争一开,“俄用兵必先高丽,直趋咸

镜道”,强弱相较,立判胜败.“高丽若亡,蛇蝎之患,近在心腹,中国岂有安时?”为朝鲜计,更为中国

东北安全计,何如璋呼吁,“我东三省之应如何设法筹划屯守,绸缪未雨,宜急图之”④.
总之,何如璋“俄国威胁论”的思想来源,既有对俄国侵略成性历史的追溯,又有对中国在朝鲜问

题上持“支持”立场的英国外交官的善意提醒,更有日本报纸言之凿凿的新闻报道,可以说兼具了历

史与现实,权威与共识,因而,对推高国内的“俄国威胁论”发挥了催化、发酵的作用.应该说,１８８０
年５月２１日致总理衙门函,是何如璋众多畅谈“俄国威胁论”的通信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它也就

成为评判何如璋“俄国威胁论”的最权威依据.

三、«朝鲜策略»所提“俄国威胁论”的真伪

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的叙事逻辑显示,朝鲜之所以要践行“亲中国”“结日本”“联美

国”“图自强”四大举措,是因为朝鲜面临着俄国严峻的现实威胁这一大前提,即文中所言:“朝鲜今日

之急务,莫急于防俄”⑤.换言之,“俄国威胁”这一前提,是何如璋、黄遵宪«朝鲜策略»叙事的基石,立
论的发韧点.何如璋、黄遵宪正是沿着这一预设逻辑,全面阐释了有关朝鲜问题的外交战略构想.

事实果如何如璋、黄遵宪所言,俄国已挥师东进,剑指东亚,志取朝鲜吗? 笔者参阅现有研究成

果,依据包括俄罗斯档案在内的史料,认为何如璋、黄遵宪所论存有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之嫌,并不符

合历史实情.
美国学者安德鲁马洛泽莫夫所撰«俄国的远东政策:１８８１ １９０４年»⑥是学界公认的探讨、研

究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俄国远东政策的史学名著.该书在充分占有俄国档案的基础上,用
翔实的史料,全面、系统论述了俄国此期的远东政策.据此可知,１８６０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俄
国虽然“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⑦,由于受制

于恶劣的环境,漫长的冬季,落后的交通设施,尽管采取了诸如鼓励移民,屯田拓殖等措施,对远东地

区的经略却鲜有成绩.“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８５年的这段时期里,俄国的主要兴趣在于西方、近东和中亚

细亚.俄国在远东没有力量采取进取的政策.因此,二十五年来在远东并未取得什么

重要的成就”.“在这二十五年里,最能说明俄国忽视其东亚政策的例子,是它对朝鲜的态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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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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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上卷,第１３０页.

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６日,中国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致函总理衙门,介绍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榎本武扬时说:“榎本系海军中将,在
东京创立兴亚会,意在联络东方之国,以兴起亚细洲为名.子峨(何如璋字)星使与庶昌俱入会中.”(«出使日本国大臣黎庶昌致函总

理衙门»(光绪八年八月初五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３卷,第８９８页)
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５８页.
何如璋:«出使大臣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

４０３ ４０４页.
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第３９４页.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１８８１ １９０４年»,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年.
[德]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３７页.



１８６０年以后,俄国和朝鲜就是邻邦,但直到１８８４年俄国从来没有试图使朝鲜对俄国的贸易开放,也
从没有试图签订一些使已有的贸易合法化的条约”①.尽管１８８４年７月７日,俄国在美英法德等国

业已缔结条约的基础上,签订了«俄朝修好通商条约»,就其实质而言,其象征意义大小实际价值.驻

日公使黎庶昌的奏报当是对俄国缔结俄朝通商条约心态的最好揭示.１８８３年黎庶昌致函总理衙门

称,８月１６日,日本外务大书记官田边太一来访,谈及与俄国驻华公使交谈的一段往事.当时,朝美

条约已经缔结,田边质问:“俄与朝鲜相邻,固宜及早结约,而被美著祖鞭,似不得策.渠微哂,徐曰:
‘壤虽相接,国小民贫,无有贸易之利,何必结约? 且我方与中国争伊犁,事渐有貌,未知将来能如今

日否? 不如舍朝鲜以为后图.’”②此段史料表明,俄国的对朝政策并没有由此引发根本性的变化.
此后发生的两次“朝俄密约事件”和“巨文岛事件”,也佐证了“俄国对朝鲜的政策仍然不是积极

的,而且几乎是毫无关心的”③.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１４日,时任朝鲜政府外交顾问的德国人穆麟德秉承国

王李熙的旨意,利用赴日本谈判之际,私会俄国驻日公使达维多夫,提请把朝鲜置于“俄国保护国”的
地位,并派遣士兵保护国王,回报的条件是朝鲜租借给俄国一个不冻港作为军港④.外交大臣吉尔斯

闻讯后,对此事作出了风险评估,认为俄国若接受朝鲜的请求,“既要和中国发生冲突,也会激化和日

本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很努力,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而这些付出大概勉强同我们获得的有限的好处

相抵消”⑤.后在清政府的高压下,第一次“朝俄密约”无疾而终.１８８６年７月,“朝俄密约事件”再度

上演.朝鲜国王李熙为实现“背华自立”的夙愿,遣人与俄国勾结,求请保护.８月５日,近臣闵泳翊

拜访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声称“只有俄国能把朝鲜从绝境中解放出来”.韦贝对此表示拒绝,并认为,
如果俄国答应朝鲜的请求,“中国会利用俄国在乌苏里江地区军事力量的虚弱,吞并朝鲜”⑥.最终第

二次“朝俄密约”事件草草收场.１８８７年４月,在由英国挑起的“巨文岛事件”中,俄国虽多有抗议,但
终因军力不济,被迫妥协.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２５日,俄国驻华公使拉德仁与李鸿章达成口头协议:中俄两

国约明不改变朝鲜现状;如果英国撤离巨文岛,俄国将不在任何情形下占领朝鲜的领土.⑦ 由此可

见,无论是“朝俄密约事件”,还是“巨文岛事件”,俄国都是作为被动一方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既缺

乏介入的动力,也无介入的目标,只要外界稍加干预,它都会主动后撤.
无独有偶,现存的官方档案和决策者的回忆,也证实了此期的俄国并无侵吞朝鲜的计划.１８８８

年５月８日,俄国在圣彼得堡举行会议,专门商讨朝鲜问题.会议围绕着三个议题展开:(一)俄国占

领朝鲜是否合适及可能发生何种后果? (二)朝鲜方面是否会威胁我们的安全? (三)我们应采取那

(哪)一些措施去反对中国人对朝鲜的计谋? 经广泛讨论,会议形成如下决议:“朝鲜之占领不仅不会

给我们任何益处,而且一定会引起非常不愉快的后果.朝鲜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所以它不能成

为我国有利的商业市场,尤其因为我国在太平洋方面的本国领土缺乏工业”,“朝鲜位于满洲边境,在
相当情况中它可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据点,但此一战略据点由于防卫的不便及困难,所以此种意义

也就消失.朝鲜离我们有足够武力的中心太远,阿穆尔军区的资源亦有限,所以我国土地的任何扩

张,尤其在我们必需保卫朝鲜三面环海的漫长海岸线时,会成我们的负担.最后,朝鲜之占领不仅会

破坏我国与中国的关系,还会破坏我国与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也在觊觎上述国家”⑧.俄国参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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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官员维别尔中校的意见是:“在战略上‘我们可以完全不管朝鲜.如果满洲发生军事行动,朝鲜这

个侧翼是安全的.作为盟国,它没有什么用处;作为敌人,它没有什么力量.’”①据此可知,时至１８８８
年５月,在俄国政府的心目中,朝鲜形同“鸡肋”,并不具有现实的战略价值.俄国的对朝政策表现为

徘徊、观望,维持现状,并不具有攻击性、侵略性.财政部长维特的回忆也佐证了俄国对朝鲜问题的

漠视.他在点评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的俄国远东政策时说:“实在地讲,当时很少有人对中国、朝鲜、日
本的地理状况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 罗斯托

夫斯基公爵对远东事务也毫不了解.他的知识只相当于一个低年级中学生的水平”,“他熟悉西

方的所有情况,但对远东却没有丝毫兴趣,因而关于远东他也就一无所知”②.
已有的研究成果与国家档案、政策决策者的回忆均已清楚地显示,截止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俄

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远东政策,更无蚕食鲸吞朝鲜的行动方案.这也反证了何如璋、黄遵

宪写于１８８０年六、七月份的«朝鲜策略»所提俄国威胁,并无事实作为依据,而是用一种近乎想象的

方式演绎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俄国威胁论”,将“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这种以臆

想抑或推演代替现实的论证方式明显带有牵强附会的意味,叠加了极强的主观意志,纯粹是为了达

到某种现实目的而“先入为主”地主观发挥.时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此曾有过清楚的交待.１８８１年

１２月７日,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函中说,劝告朝鲜开国通商本是清政府１８７９年确立的既定方针,“先是

朝鲜金使之将来因于其来也,危词异语,面为开导,渠颇觉悟.复虑言语未通,不能尽意,中亦有

如璋碍难尽言者,因命参赞黄遵宪作一朝鲜策略,设为问答论难之辞,先告以防俄”③.据此可知,何
如璋、黄遵宪作«朝鲜策略»是奉总理衙门之命而行事,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一行来到东京,为其“欲劝

令外交”提供了契机.为了完成使命,何如璋先是对金宏集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后又考虑到语言不

通、笔谈难尽其意,遂命黄遵宪用中朝两国官员都能读懂的中文写成«朝鲜策略»一文,强化宣传鼓动

效果.在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与金宏集的当面笔谈,还是«朝鲜策略»中的遣词造句,何
如璋、黄遵宪均使用了“危词异语”.这四个字清楚地表明,何如璋、黄遵宪为了贯彻落实清政府的既

定国策,劝导朝鲜开国通商,实现“防俄”战略,怀着强烈的主观动机,不惜夸大敌情,故作惊人之语,
以期收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据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迟至１８８８年在俄国尚无明确的远东政策,更无

具体的侵朝计划的背景下,何如璋、黄遵宪就于１８８０年明确提出极具现实迫切性的“俄国威胁”的缘

由了.显然,何、黄二人将有可能要发生的“俄国威胁论”当成了现实中的“俄国威胁”,并将这种不具

有确定性的“可能”当作«朝鲜策略»的立论基础.因而,完全可以说,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
故意偷换概念,虚张声势.«朝鲜策略»中的“俄国威胁论”只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四、朝鲜对“俄国威胁论”的回应

朝鲜感知“俄国威胁论”是由中国、日本传递、灌输的.尽管初期曾有过迟疑,但在中日两国的反复

游说下,“俄国威胁论”终成朝鲜王朝的集体意识,朝鲜王朝最终加入到了“俄国威胁论”的大合唱中去.
朝鲜感知“俄国威胁论”始于李鸿章与李裕元的通信.１８７６年１月９日,奉使来华的朝鲜重臣李

裕元通过永平知府游智开致函李鸿章,“道其仰慕”之情,咨询治国之道.１月１０日,李鸿章在回函

中,“远引汉唐故事,近论洋日情实”,纵论天下大势,剖析朝鲜的现实与出路,“略书外交策旨”.李裕

元连称:“大抵俄洋事状、日本情形,若非下布之纤悉,漠然尚在暗室中矣”④.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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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间岁每一通函,于备俄人、应付日本之方,常为道及”①.朝鲜王朝由此获悉“俄国威胁论”.１８７９
年８月,清政府确立劝告朝鲜与欧美各国立约通商,实施以夷制夷策略之后,向朝鲜王朝渲染“俄国

威胁论”就由李鸿章个人的行为,变成了国家的大政.担负劝说使命的李鸿章在与李裕元的通信中,
以俄国攻打土耳其为例,大谈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严重威胁,指陈朝鲜面临着重蹈琉球灭绝之危险,
游说朝鲜引进西洋各国,形成制衡态势,防止日俄吞噬,并乐观地认为,只要朝鲜“先与英、德、法、美
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②,制日御俄之策,莫善于此.遗

憾的是,李鸿章的游说效果并不显著.朝鲜王朝虽然知晓了“俄国威胁论”存在,但却拒绝采纳、实施

清政府制定的“以夷制夷”策略.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称:“现其君相虽幡然变

计,有联络外邦之意,国人议论分歧,尚难遽决.”③

金宏集的日本之行和«朝鲜策略»的带入,成为朝鲜王朝接受“俄国威胁论”,并改变国策的开始.
１８８０年８月１１日,朝鲜修信使金宏集一行到达东京.日本外务省大辅上野景范、驻朝公使花房义质

直言俄国将由朝鲜入侵中国,渲染“俄国威胁论”.④ 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则先后６次与

金弘集会晤、笔谈,纵论天下大势.９月６日,黄遵宪将«朝鲜策略»交与金宏集,“先告以防俄,而防俄

在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９月６日,金宏集回国前,“如璋复执其手告之曰:‘今俄海军

卿率兵船十五艘屯泊珲春,若天寒南下来劫盟约,未便抗拒,虑遭翦灭.’”⑤大谈“俄国威胁论”,恳请

金宏集归国后,务必上呈国王,依计施行⑥.１０月２日,金宏集将«朝鲜策略»上交国王,汇报了在日

本的见闻.１０月１１日,朝鲜国王李熙召开御前会议,集中讨论«朝鲜策略».会议上,朝鲜君臣对中

日两国渲染“俄国威胁论”的动机提出了质疑,对“俄国威胁论”的真伪表示了怀疑.明朝万历年间日

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给朝鲜造成了巨大灾难,朝鲜君臣对日本人存留着浓厚的提防心理,因
而,对于日本人主动提及的防范俄国人的提议,朝鲜君臣上下抱有怀疑之心,并质疑其动机的纯洁

性.“日本人之言,则似是渠之所畏在俄,而要朝鲜备之,其实非为朝鲜,而实为渠国也”.领议相李

最应更是明确地称“日本真世仇之国也”.朝鲜国王也流露出对日本在«江华条约»之后在朝举动的

警惕,称“俄罗斯则虽为虑,日本人则毕极尽之探矣”.话虽如此,但当闻知“俄罗斯近颇强盛,中原亦

不能制之矣”之时,自忖国力有限的朝鲜国王还是发出了“中国犹如此,况我国乎”的哀叹.领议政李

最应、左议政金炳国等一批朝廷重臣则完全赞同何如璋、黄遵宪的观点.“领相曰:臣毕见之,而彼人

之诸条论辨,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见而束之阁者也”⑦.从此以后,重视并接受«朝鲜策略»所提包括

“俄国威胁论”在内的建议也就成为必然.
多管齐下的游说、劝导,终于获得了成效.１８８１年２月１８日,朝鲜委员李容肃赴天津面见李鸿

章,禀报朝鲜政府近况.在所呈递的朝鲜政府节略中称:“大人(指李鸿章)前后书教,无非为敝邦指

示迷昧,俾知宇内大势,窃不胜感激无涯.而敝邦壤僻人拙,常多歧贰之论,曩者信使之回,获见何侍

讲笔谈,黄参赞策略,节节竅要,于是乎廷议回悟,大臣有奏于前席,信使寄书于何公,可见二三廷臣

之协赞,而犹有持论之不合者矣.”⑧此段史料表明,经过清廷各方面游说、劝导,朝鲜政府内部已经发

生分化,赞同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者有之,反对者有亦有之.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朝鲜国王李熙在

领议相李最应的辅佐下,表现出了少有的果敢与勇气,检讨盲目排外国策的失误,将本不是敌国、仇
国的美国视为敌人,将美国主动求好结约的动机视为不轨,致使朝美结怨,树立新敌,表示愿意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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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缔结友好条约,允许西学在朝鲜传播;严惩以兵曹正郎刘元植、岭南儒生李晚孙、江原道疏首洪在

鹤为首的顽固保守势力,强力支持改革派;选派金允植、李容肃、卞元圭等人前往天津,与李鸿章洽商

与美国通商事宜①.１８８２年５月２２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策略»得到了朝鲜

王朝的贯彻执行.«朝鲜策略»成为了朝鲜改革开放的加速器.
回顾朝鲜王朝采纳«朝鲜策略»的历程,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尤其是李鸿章、何如璋、黄遵宪等人

渲染的“俄国威胁论”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论,当时俄国并没有明显的侵略朝鲜举

动,朝鲜也没有感受到来自俄国侵吞的危险.因此,所谓的俄国“威胁论”与俄国“侵朝行动”是两回

事.但是,中日两国都把俄国威胁论当成了俄国的侵朝行动,把可能要发生的,当成了即将要发生的

看待,夸大了俄国因素,诱导朝鲜接受基于本国利益考虑的战略计划.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李鸿章向总

理衙门递交的报告,典型体现了对朝政策的利己性.他认为,“该国(朝鲜———引者注)军额极虚,饷
力极绌,诚虑无以自立,而所据形势实为我东三省屏蔽,关系甚重”.“自应乘机开诚晓谕,冀可破其

成见,固我藩篱”②.在此,李鸿章是沿着这样一种逻辑基线思考问题的:朝鲜是中国东三省的重要屏

蔽,如果一旦失守,东三省将直接暴露在列强的攻击之下,为确保东三省安全,就需要朝鲜紧密配合,调
整国家战略,与欧美国家立约通商,借用列强之间的矛盾,遏制日俄的侵吞.明显可以看出,李鸿章是将

中国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作为思考、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虽也有考虑朝鲜国家安全利益的因素,但与

中国国家利益相比,朝鲜利益只能退居次席.名为朝鲜,实为中国.中国如此,日本亦无例外.
在此,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何朝鲜政府最终相信、接受了中日两国的建议,同意在防范俄国

侵吞的大前提下,改变既定国策,与欧美各国立约通商呢?
一是见识短浅所致.在前近代时期,朝鲜偏居东亚一隅,因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给外界一

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后被西洋人赐予一顶“隐士之国”③的桂冠,暗含守旧、孤立等贬意.长期的闭关

锁国政策,导致了朝鲜上下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在其已知的世界里,中国、日本就是天下,东亚地

区的交往准则就是天下万国的相处之道.至于其他,既非它所愿想,又非它所能思,只要各安天命,
守疆保民,就算履行了王朝的职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理应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只要所提要求超

出了容许的范围,己方有权终止,拒绝接触.殊不知,随着新航路的开通,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产

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

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

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

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可悲的是,朝鲜王朝不思时代之巨变,墨守陈规,抱残守缺,
当“数千年未遇之强敌”不请自至之时,表现出的只能是惊愕、困惑和忿怒.１８６７年２月１日,在向清

政府递交的咨文中,国王李熙清晰地表述了朝鲜王朝的立国之道,谴责英法两国的蛮横行径,力持拒

绝通商、传教的合理性.咨文写道:“敝邦与英法两国本不交涉,何有失和? 通商传教则以邦禁而拒

绝之,教士则以异国莠民变服诳惑而斥除之而已.凡天下各国相与征战,必先详究情实,明执衅端,
始可兴兵,而今法人瞰我未备,闯入江华府,焚毁全城,剽攘财货,即一劫掠残暴之寇也.通商者果如

１７在臆想与真实之间:黄遵宪«朝鲜策略»新论

①

②

③

④

«直督李鸿章奏请朝鲜陪臣金允植密陈该国王议商外交情形相机开导折»(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四日),王彦威纂,王亮辑:«清
季外交史料»(一)第２６卷,第１６ １８页.

李鸿章:«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绪七年二月初三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
第４８１页.

第一个使用“隐士之国”表征朝鲜的,是美国人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１８４３ １９２８).此人身兼多种角色,既是教师、牧
师、作家,又是日本学和东洋学学者.１８７１年来到日本,执教于福井与东京.１８７５年回国,致力于著书立说,介绍日本和朝鲜.１８７６
年在美国发行TheMikadosEmpire.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是日本通史,第二部是个人游记.１８８２年由 KessingerPublishing出版

社发行了CoreatheHermitNation,中文名为«朝鲜:隐士之国».该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出

版发行,到１９１１年先后再版９次.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０页.



是乎? 传教者果如是乎?”①此段史料典型彰显了朝鲜王朝错愕的复杂心态,披露了朝鲜王朝应对时势

变迁的严重滞后性.可以说,一个无近代国际常识的国家或民族是缺少思辨能力的,是最容易盲目相

信外人尤其是其信赖依靠的国家(清朝中国)的说教的.在中日两个近邻用同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劝

说、诱导下,朝鲜自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不可避免地信以为真了,践行了“三人成虎效应”.
二是“依附理论”所导致.历史事实揭示,依附强者是朝鲜立国的原则;长期依附,成为朝鲜的民

族属性、思维模式.在文明相对封闭状态之下,中国身居东亚文明核心,成为文化或文明的输出国,
其创造的汉语书写、典章制度,成为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模仿、效法的对象.久而久之,这些国

家对中国产生了事实上的依附感.明清鼎革之后,朝鲜将清朝中国当作靠山,清朝旨令,视为圣旨,
“天朝上国”几乎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有的代名词,听从中国指令,成为朝鲜的惯性,久而久之养成

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现象,遇事难有真正的判断.重要的是,朝鲜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后,遭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新问题、新敌人,它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从旧有的治国宝库中寻求应对之方,但效果不佳,时常

上演武力,造成重大损失.此后发生的与法国、美国等国的纷争,由于清朝中国的介入,化干戈为玉

帛,避免了事态的激化,事实上就让朝鲜王朝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看不清这个世界,找
不到灵活自如的应对方案,听信清朝中国就更加坚定.金允植在１８７９年前后的陈述,典型体现了朝

鲜官员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与对中国的依重心理.他说:“我国素无他交,惟北事中国,东通日本而

已.”安南、缅甸、琉球亡国,就是因为“此三国不愿广交,专仗一国以为可恃.事久变生,渐加侵凌,国
势积弱,无以制之,他国则素不立约以局外处之,不敢过问,孤立无援,遂值倾覆”,“中国鉴于此三国

之祸,为我国深忧之”,“北洋大臣李少荃中堂鸿章屡致书于橘山及山响相公,开陈利害,劝与各国修

好.不然则将为狎邻所制,悔之无及矣”②.
再有,保守固执与盲目轻信常常联系在一起.朝鲜是保守固执的,数百年来恪守宋明理学,高举

“小中华”旗号,以中华文化的真正传人自居,蜇居东亚一隅,自成一体,但在与欧美国家的数次较量

中,朝鲜这个“隐士之国”均铩羽而归.受挫后的朝鲜,只能是更加顽固地据守传统阵地,紧捧祖宗衣

钵,表现出极端化的排外言行,以“守经为正理,斥和为清议”,叫嚣“与其通洋而存,不如绝洋而亡”,
宣称“不必讲武,恐滋事也;闭境自守,无如我何?”③但这种固守与其说是信仰上忠于传统,倒不如说

是现实中的自保自救之策.其实,剥去这层貌似坚硬的外壳,里面存留的却是脆弱的本质,在貌似自

信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自卑的心.当为其所信赖的国家(清朝中国)反复游说之下,日本以现实的

强盛示范之下,依附者心态便展现无遗,听从强者的安排、决定也就成为必然.

五、结语:在臆想与真实之间

钩稽«朝鲜策略»出台的前后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何如璋、黄遵宪打着为朝鲜谋生存的旗号,
精心为之设计了一套突出重围的锦囊妙计.然而,就其成色而言,却是在臆想与真实之间.心理学

原理揭示,恐惧畏怯乃人之天性,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说教、布道者为让受众信从,正是利用了人性

的这一先天弱点,首先营造一个令人恐怖的场景,随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最后实现初

衷,完美收场.从这种意义上说,何如璋、黄遵宪堪称心理学大师,«朝鲜策略»当属活用心理学原理

的上乘之作.当朝鲜以“内政外交向来自主”为依据拒绝执行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策略时,远在日本

的何如璋、黄遵宪与国内的李鸿章等人遥相呼应,上演了一出纵横捭阖的精彩外交游说戏,“俄国威

胁论”和«朝鲜策略»分别是这出戏的由噱头和剧本.单从文本本身而论,«朝鲜策略»无可挑剔:立论

明确,说理透彻,逻辑清晰,语言典雅,堪称佳作.然而,该文毕竟是一篇以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时

务策,真实客观理应是第一位的.倘若失去本真,以臆想代替真实,用臆想遮盖真实,无论文本构思

２７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朝鲜国王为覆陈致»(同治六年正月三十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４３页.
[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９３),第２０６ ２０８页.
«谨将朝鲜陪臣金允植投递密书照抄恭呈御览»(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四日),王彦威纂,王亮辑:«清季外交史料»(一)第２６

卷,第１６页.



如何巧妙,设计多么合理,都会给人一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之感.如果作者明知如此,却又强行为

之,硬性兜售,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别有用心! 前述研究运用中、日、韩、俄、英等多国史料,从正

反两个方面,立体性地考证、辨析了“俄国威胁论”的真伪问题,显示了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
中,将推测、预判当成事实,以臆想取代真实,言之凿凿地把本不存在或有可能发生的“俄国威胁论”
当成了业已发生的俄国威胁来讲,可谓是用心良苦.

概言之,中日英三国组成的合唱团,在朝鲜问题上,齐唱“俄国威胁论”,其实各有算计,都把己国

的利益放在首位,皆将对方当成遏制沙俄南下的阻击力量,争取己国在朝鲜和远东地区利益的最大

化.这种各怀鬼胎的“同盟”,注定是松散的、短命的,甚至于是向反面转化的.对中国而言,渲染了

多年的“俄国威胁论”始终是一种说教,反倒是一起高喊“俄国威胁论”的日本变成了真实的威胁,并
最终将中国驱逐出朝鲜.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日英三国在共演“俄国威胁论”大合唱的时候,都打

着“为了朝鲜”的旗号,牢牢占据着道义高地,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朝鲜只是三国整体战略棋盘上

的一粒棋子,至于如何安放,是确保,还是放弃,全凭三国对棋局形势的判断.棋子只有工具功能,鲜
有战略价值,至于充当了“弃子”的棋子,命运就更加悲惨.“俄国威胁论”下的朝鲜大致如此.

立论的先天不足或缺陷,必然会影响何如璋、黄遵宪所提方案的严谨性、准确性,譬如何、黄所提

“结日本”一事.史料证明,朝鲜王朝对何、黄之救亡图存策略大部分是接受的,唯独对此条最初是反

对、排斥的.金允植对“亲中国”“联美国”大加赞赏,对“结日本”则闭口不提,认为“其策有联美、亲中

国二者为最要”①.在此且不说«朝鲜策略»存在整体布局上的缺陷,“其中提出的‘中、日、韩、美’四国

联合论,并没有考虑日本与美国能得到什么利益”②,注定了这种单向度的外交策略难有成效.
单从民族感情上讲,让朝鲜与“真世仇”的日本结盟,确是勉为其难.如果从清政府的对日政策

来说,何、黄所提此条的问题就更大了.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清政府及主持晚清外交的李鸿章就感

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潜在危险,称“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久大患”③,防范日本成为国家

的外交中心.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基于«江华条约»签订

后,日本在朝势力大增的现实考虑.因此,防止日本对朝鲜的侵吞,自然成为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

的重中之重.从这个角度上看,何、黄在«朝鲜策略»中所提出的劝告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
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④的外交构想,与清政府的整体国家外交战略是有相抵

触之处的,背离了清政府调整对朝战略的初衷,表明何如璋、黄遵宪还是一个从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封

建官员,尚未完成从翰林侍讲、举人到外交官的角色转换,由于缺乏系统的外交从业者的培养与训

练,厘清不了政府决策与个人观点之间的主从关系,带有浓厚的犯颜直谏的士大夫情结.
１８８２年９月８日,张謇就对何、黄的«朝鲜策略»尤其是“结日本”一策提出了质疑,称“曾览悉,大

意固好.亦闻其人有志于时务者,其素行不知耳.结日本云云,以其身在该国,议论虽不能不如此,
亦有未可尽信者.贵国交邻之道,如事鬼神,可敬而不可亲也,但不激变生事可矣”⑤.据此可知,何、
黄“结日本”抵御俄国的主张,明显存在着战略误判,对其个人尤其是其«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与价

值必须重新评判,因为仅就对日本国家本质的认识程度而言,何、黄显然还无法达到李鸿章的认识高

度.遗憾的是,各有考量的中、日、英等国,在“俄国威胁论”大幕下,利用了朝鲜王朝的愚昧、盲从,将
存在着结构性矛盾的«朝鲜策略»推广到了朝鲜半岛,使本已波谲云诡的东亚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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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９３),第２０８页.
薄培林:«晩清中國官僚的中日韓聯合論—«朝鮮策略»中的“結日本”策»,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编:«アジ

ア文化交流研究»(５),第４６８页.
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１０页.
何如璋:«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２卷,第４３８页.
金昌熙:«东庙迎接录»,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卷,第１７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总第３７３期) No４,２０１９(SerialNo．３７３)

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
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宋 培 军

摘　要: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中发现的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原件,是研究清末民初国

体、政体因革问题的珍贵资料.袁世凯在上面进行手批的底稿,既非张謇拟«内阁复电»,又非张謇家藏本

«拟清帝逊位诏»,由此可补辞位诏书生成史的诸多缺环.与此同时,这一发现也使诏书中袁世凯、张謇各

自思想的分辨成为可能.对“逊位”“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领土”话语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清末民初

五族共和国体建构对民族边疆的统合意义.

关键词:辞位诏;袁世凯手批;共和政体;民主国体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４．０６

对清帝逊位诏书的不同版本及其改动,历来记载不一,且多系传闻.近年研究成果涉及此诏书

者甚多,但笔者认为,有两个人的考证成果特别有价值.吴讱«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

图›»一文厘定秋夜草疏、冬日诏书两者的先后关系,基本认定诏书出自张謇之手① ,傅国涌«百年辛

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则搜集了更多文献,作了目前为止最为详尽的考证,并有一些推断② ,只
不过判定诏书“不可能出自一个人之手”③ ,反而对张謇稿的基础地位有所忽视.根据台湾学者张维

翰、吴相湘的介绍提示,洛宝善、刘路生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发现了«袁氏密函»,尤其珍贵的是袁世凯

的手批逊位诏书原件④ ,他们主编的«袁世凯全集»«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也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先后出版⑤ .这为进一步重构诏书文本的生成史提供了不仅可靠而且直观的第一手资

料.杨天石认为袁世凯添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⑥ ,显示尚

未利用这一发现,其根据仍是胡汉民自传;桑兵提到洛宝善、刘路生“比对原稿,得以还原真相”———袁

　

作者简介:宋培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重点课题“唯物史观与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以及“中国统一多民

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董正华、魏光奇两位导师对此文写作的指导,谨贺两位先生七十大寿.

①　吴讱:«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图›»,«民国档案»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②　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０９、３０８页.比如说徐世昌添改“岂不懿欤”,此说没有

提供任何根据,又比如说１９１２年“２月６日«大公报»曾披露２月２日就将退位诏书的草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同日呈给隆裕太后,胡汉

民说的‘内阁复电’很可能是张謇对这一草稿的修改稿”,这是说２月２日后张謇很可能修改了致南京稿,似乎又提供了一条不同的查找

思路,但是根据也不足.详见下文.

③　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３０３ ３１０页.

④　洛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前言”第３页.

⑤　刘路生、洛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

⑥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５９页.



世凯仅仅把“与民军”三字从“组织”二字前后移①,并未注释具体出处,显然未及全面利用这一发现.
对逊位诏书相关文本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填补辞位诏书生成史的既有缺环,而且有助于揭示民

族边疆的国体建构和领土统合意义.这是因为,清末民初南北和谈之际,伴随着清帝从“逊位”“退
位”到“辞位”的话语转变,“共和政体”的南方话语,经过“共和国体”“共和立宪国体”的北方转圜,最
后达成“民主国体”“五族统一”的新共识.这是笔者考察之后的基本认知.

一、“张謇原稿”既有寻找思路的不足

从«拟清帝逊位诏»入手探寻“张謇原稿”的真实面貌,进而考证其草拟时间、地点、修改、流转,是
传统的研究思路.«袁世凯全集»编者认为,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显然并非胡请张执笔的原

稿本或其副本”②,«张謇全集»编者也认为,南通张府所藏«拟清帝逊位诏»是传抄本③.两者的根据

都是胡汉民１９３０年致谭延闿书信的如下说法:“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

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辞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

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张謇

之子张孝若在编«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时自言,听说“此项亲笔原稿现存赵先生凤昌处”④.赵

凤昌之子赵尊岳曾就张謇于赵家惜阴堂拟稿、保存和流转回忆道:“就其案头八行横笺,不具首尾,书
数百字,文甚朴雅”,“手稿存惜阴堂有年,某年«申报»国庆增刊,属余记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⑤.
但是,据吴讱查证,“民国期间历年的«申报»国庆增刊,都未见赵尊岳纪念文章以及张謇原稿影印件,
此说肯定有误”⑥.在笔者看来,原稿及其影印件在此辗转过程中散失也未可知,赵说未可全然否定.
就此而言,笔者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１０册⑦,并未发现此稿,或为佐证.至此,查找

张謇«拟清帝逊位诏»手书原稿的传统思路势必需要反思.
目前张謇拟«内阁复电»的编排,在«张謇全集»中是放在«复内阁电»(１９１１．１１．２７)之后,以«附

录:内阁复电»的形式出现的,这是遵循了«张季子九录»在«复北京内阁歌电»之后排«附内阁复电»的
先例⑧.张謇«复内阁电»(１９１１．１１．２７)表示:“政体关系人民,应付全国国民会议.”⑨与此一致,张謇

拟«内阁复电»也有类似表述,最起码在编者看来,也意味着后者拟定的大致时间坐标:“前因民军起

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遣派专使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

民会议,公决政体.乃旬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政体

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予惟全国人民心理,既已趋向共和,大势所趋,关于时会,人心如此,天
命可知.更何忍移帝位一姓之尊荣,拂亿兆国民之好恶? 予当即日率皇帝逊位,所有从前皇帝统治

国家政权,悉行完全让与,听我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其北京、直隶、
山东、河南、东三省、新疆,以及伊犁、内外蒙古、青海、前后藏等处,应如何联合一体,着袁世凯以全权

与民军协商办理,务使全国一致洽于大同,蔚成共和郅治,予与皇帝有厚望焉.”

«张謇全集»«袁世凯全集»的编排方式似乎显示,除了«内阁复电»,张謇还另外草拟了«拟清帝逊

５７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桑兵:«接收清朝与组建民国»,«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５４６页.
张謇:«拟清帝逊位诏»,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１«公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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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３４页.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１«公文»,第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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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诏»,现在看来,恐怕这里有误解.细思文意,«内阁复电»与“此项亲笔原稿”应该有共同的所指,在
内容上完全可能是一个东西.与胡汉民书信①更清楚地指向«内阁复电»不同,其在«自述»中的说法

则使用了更为模糊的用词,即“退位宣言草稿”:“清帝溥仪退位之宣言,由张謇起草,交唐绍仪电京使

发之,乃于最末加‘授袁世凯全权’一语,袁殆自认为取得政权于满洲,而做此狡狯也.先生见之,则
大怒责其不当;而袁与唐诿之清廷,且以其为遗言之性质,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正之理.”②张謇拟

«内阁复电»与所谓“退位宣言草稿”是否一致的问题,遗留至今,长期没能解决.自然胡汉民所谓“授
彼全权”或“授袁世凯全权”的实际情形,亦难水落石出.

洛宝善、刘路生在日本发现«袁氏密函»,为解决上述遗留问题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袁世凯的手

批逊位诏书原件③,在他们主编的«袁世凯全集»书前彩页中被命名为«手批清帝退位诏书»,在正文中

则被称为«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稿»④,而在他们主编的«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中则被

称为«清帝辞位诏书草稿(二)(袁世凯手批本)»⑤.名不正则言不顺.到底退位、逊位、辞位三者,哪
个命名更准确,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在笔者看来,“逊位”“退位”字眼,尤其是前者,为张謇所习惯使用,孙中山亦用⑥,因此影响甚广,
延续至今,很多论著相沿称呼“逊位诏书”“退位诏书”,其实按照当时南北达成共识的说法应该是“辞
位”,此诏书应该叫“辞位诏书”或“辞位诏”.可以看到,早在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伍廷芳、张謇等四

人联名电监国摄政王载沣主张共和,对“大位”要“以尧舜自待”:“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

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

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荷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

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不特为安全满旗而已.否则战祸蔓延,积毒弥甚,北
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又岂能独存.”随后致函庆亲王奕劻,明确告知“电请皇上及监国逊位,同赞共

和”⑦.１１月１３日,张謇«致库伦商会及各界电»表示“清帝退位,即在目前”⑧.直至唐伍南北议和,
伍廷芳仍把“逊位”视同“辞职”⑨,而张謇也把孙中山１月５日所言自己“逊位”等同“退位”.张謇

拟«内阁复电»使用的就是其常用的“逊位”字眼:“予当即日率皇帝逊位”,尽管判定此电的时间目前

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逊位”字眼的使用看,可以为推定其拟定时间提供线索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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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９页.同电标为«张謇来电»(宣统三年十一月上旬,１９１１年１２月下旬,据１２月２６日«复张謇电»推断),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

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０７页.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６期)说此电发出时间为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０日,但是并未明白显示其依据.



这是因为“内阁袁世凯”曾先后明确反对“退位”“逊位”字眼,最后南方代表同意改为“辞位”,从这个

角度来说,在袁世凯的文件题名中出现“逊位”或“退位”字眼,恐怕不太合适,应该还原到双方最后达

成共识的“辞位”之名.对“退位”字眼,袁世凯«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转唐绍仪电»(１９１２．１．
２６)明确表示反对在正文中出现:“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

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①,对“逊位”字眼,随后的袁世凯«致唐绍仪转议和南方全权

代表伍廷芳电»(１９１２．２．９)也表示反对:“‘逊位’二字,尤为北方军民所骇异,必须改为‘致政’或‘辞
政’.”«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电»(１９１２．２．９)则表示“力求迁就”改为“辞位”.２月１０日,张“与竹

君诣少川”②,基于“伍昨复阁电种种优待专为辞位二字之代价”而电劝袁世凯“践廿四(２月１１
日系停战期终了之日———笔者注)发表之约”③,唐绍仪亦电袁世凯:“至优待条件发生于辞位,若云辞

政,则十九条已无政权,何待今日.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明日入觐,务肯力持办

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④至此,“辞位”成为南北共识.此时尽管张謇日记内“逊位”二字照旧使

用⑤,但他若此日晤唐之际草拟出尚带有“逊位”字眼的公文即«内阁复电»,恐太不合时宜.２月１１
日袁世凯致电唐绍仪、孙中山,将要于１２日正式发布的辞位诏书已经全文在内⑥.事后«伍廷芳通告

全国文»(１９１２．２．１７)对“辞位”字眼的使用也有一个说明:“参议院所坚持者,在‘辞位之后’四字.”⑦

基于此,本文行文一般采用“辞位”“辞位诏书”的说法.

二、袁世凯对辞位诏的四点手批改动

通过对比,可以很容易看出,袁世凯在上面进行手批的诏书底稿⑧,既非张謇拟«内阁复电»,又非

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张謇拟«内阁复电»、辞位诏书、«拟清帝逊位诏»三个文本应该是先后

生成的关系.
辞位诏书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由清宣统皇帝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的形式颁布天下:“朕钦奉

旨: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

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

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

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
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

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

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

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

成,岂不懿欤? 钦此.”⑨

由于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稿»的发现,我们可以明确获知袁世凯本人的修改信息.就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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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致议和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转唐绍仪电»(１９１２．１．２６),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
«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９３页.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８«柳西草堂日记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７３３页.
张謇:«致汪荣宝陆宗舆电»(１９１２．２．１０),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２函电(上),第２８１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２４２页.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３１０页.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８«柳西草堂日记»,第７３３、７３４页.
袁世凯:«致上海唐绍仪南京临时大总统孙文等电»(１９１２．２．１１),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

«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５３０页.
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５５４、５５５、５６４页.
刘路生、洛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第６５ ６６页.
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５４４页,“徒以国体一日不决”中“国体”误

为“团体”,“总期”误为“堪期”.«宣统政纪»卷七十“宣统三年十二月下”,«清实录»第６０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９３页.章

永乐:«旧邦新造:１９１１ １９１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０页有影印版图片.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桂
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４页录诏书３１９字全文.



诏书的最终定稿来说,袁世凯有非常具体的改动.这集中在如下四处:
第一,添加“多”字,定稿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
第二,把“统治权暨完全领土悉行付畀国民”中的“暨完全领土”删除,把“悉行付畀国民”先改为

“完全公诸全国”,又把“完全”圈掉,定稿为:“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顺便

一提,“统治权”有的地方被南京临时政府误抄为“统制权”①.
第三,把“全权”之后的“与民军”后移,定稿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

商统一办法.”隆裕太后对“全权”由载沣到袁世凯转移及其实际意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辞位诏下,
隆裕治事如常,久不见有人来奏事,问“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太监回:“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

问家事可耳!”隆裕“发现民国优待条件与张兰德所言完全不符,遂终日抑郁,逾年而殁”②.
第四,在“五族”后添加“完全领土”,定稿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

国.”似乎解读为把前面特意删除的“完全领土”后移至此,也未为不可.«汪荣宝日记»辞位诏发布当

日日记自言:“大清入主中国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这
里统治权的付与对象仍然表述为“国民”而不是袁世凯改后的“全国”,“合五族为国”表述也

不是袁世凯强调的“五族领土”,或可显示袁世凯手批底稿中汪荣宝的思想痕迹.
通过比对可知,袁世凯四条手批改动即共和条“多倾向共和”、统治权条“统治权公(后者改为:归)诸

全国”、全权组织政府条“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领土条“五族完全领土”在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
即«清帝逊位诏书各种修改稿»(四)稿上都有体现③,这就意味着,与通常的理解不同,«拟清帝逊位诏»
的形成不是早于而是晚于辞位诏书的出现.«张謇全集»页下注显示:“«校补稿»原注:传记列此

文不备,今本传抄者补入字句略有异,尚无碍于大体.曹文麟识.”④应该说,作为张謇的弟子,曹文麟

这一认识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其一,坚持张謇在«内阁复电»之外草拟了逊位诏书,其二,把袁世凯的

手批混入张謇思想.张謇家藏传抄本所谓“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前半

句在张謇拟«内阁复电»并未出现,后半句与“应如何联合一体,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协商办理”意
思一致,与«清帝逊位诏书各种修改稿»(三)稿相比,“与民军”字眼的位置正是袁世凯改动后的情

形⑤.由此可见,张謇家藏本肯定传抄自正式颁布的辞位诏书,作为张謇拟«内阁复电»、袁世凯手批

内容的杂糅产物,裹胁了张謇所不能认可的“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这很难再说“尚无碍于大体”.
据叶恭绰回忆,“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

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

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⑥据刘厚生回忆,“辛亥十二月”,张謇“既彷徨于执笔责任,又踌躇于如何落

墨,见询予于陋室(即上海小东门大生二厂办事处)”,此稿由他“在二三十分钟草就”,张謇“略易数

字”,“传与唐绍仪,唐据以电告北京”.他听闻电稿到京后,汪荣宝认为“不类季直手笔”,“遂援笔修

改”将原稿末句“有厚望焉”改为“岂不懿欤”⑦.从他所录该稿来看,实系«内阁复电»缩略本.据«民
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末三语为天津某巨公所拟,末一语尤为人所称道,盖分际轻重,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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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袁世凯为通报清帝宣布退位诏书事致唐

绍仪伍廷芳孙中山等电»(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１日)第５５３页为“特率皇帝将统治权”,«袁世凯为通报清帝宣布退位诏书事致唐绍仪伍廷芳

孙中山等抄电»(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１日)第５５７页为“特率皇帝将统制权”.
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十年经过记»,转引自«徐世昌评传»,第１７５页.«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７７页.参见傅国涌:«百

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３２１页.
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５４６页.
张謇:«拟清帝逊位诏»,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１«公文»,第２３８页.
«清帝逊位诏书各种修改稿»(三)(四),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

５４６页.
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２３页.
刘厚生:«张誉与辛亥革命»(严服周笔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六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２６１ ２６２页.吴讱:«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图›»,«民国档案»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征引

此文献时把«辛亥革命回忆录»(六)误为(二).



欲易以他语,实至不易也”①.由上可见,“某太史”“天津某巨公”当系汪荣宝.既有资料使我们可以

约略知道两点:其一,与赵尊岳所言张謇于赵家惜阴堂拟稿不同,刘厚生说该稿系他“在二三十分钟

草就”、张謇“略易数字”定稿,从用时来说与胡汉民所说“不移时,脱稿交来”也可兼容,不过刘并没有

具体说明张的改动,笔者核对后发现“旬月以来”其自引是“旬日以来”②,不知到底是张的改动所致,
还是严服周笔记有误.不管如何,南方一稿成于张謇并由唐绍仪电京,当为双方承认.其时在十二

月二十日即２月７日前后,是目前所见史料最为明确的时间记载.其二,在南方一稿电京后,又经过

多人之手,比如“某君修改定稿”、汪荣宝改定“岂不懿欤”.
但是,从初稿“务使全国一致洽于大同,蔚成共和郅治,予与皇帝有厚望焉”到定稿“予与皇帝得

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似乎尚有不小距离.李健青

认为定稿的这几句“是幕后人刘厚生的手笔”③,辛亥时身为上海交大学生的他对此显然只是“听闻”不
可为据,因为这有悖于刘厚生自己的说法.新发现的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显示,“予与皇帝但得

长承天眷,岁月优游,重睹世界之升平,获见民生之熙皞,则心安意惬,尚何憾焉”以及后两语被手批改为

“岂不懿欤”④,应该是两者之间的修改状态,这为我们重构辞位诏书文本生成史提供了一把钥匙.
与«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对文件影印呈现的直观效果⑤相比,«袁世凯全集»对

«清帝逊位诏书各种修改稿»(一)(二)稿的编排方式本身妨碍今人发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编者所

谓(二)稿其实是在(一)稿上的直接手批,也就是说,编者所谓(二)稿“右侧空白处,有两行与内文修

改字迹相同的旁批谓:‘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⑥是写在(一)稿这一底稿上的.
«清帝逊位诏书各种修改稿»(一)稿指出:“前经降旨,召集国会,将国体付诸公决.近日东南留

寓诸大臣及出使大臣并各埠商团纷纷来电,咸称国会选举节目烦难,非一日能以解释,吁请明降谕

旨,俯顺舆情,速定国体,弭息战祸各等语.”后一句话在(二)稿上被删除了.由此是可以大致确定

(一)稿及其手批的草拟时间的.查此次“降旨”的时间是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这一天,袁世凯内阁

联名上奏«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唐绍怡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

代表,将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公决之一法.其最近两次来电略谓,彼党坚持共和,不认则罢议,罢议则

决裂,决裂则大局必糜烂君位贵族岂能保全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令

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事关存亡,解决非阁臣所敢擅专.”⑦基于此,«清廷致内阁»«与
诸国务大臣会衔副署上谕»«会致各省将军督抚都统等电»,后两者内容完全一致,三份文件都出现的

是“共和政体”⑧.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６日袁世凯密奏的«内阁请速定大计折»(１９１２年１月５日前,有研究

考证时间为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２６日间,这些时间判定恐怕都有问题⑨)显示,袁世凯在“国体”“政体”

９７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凤冈及门弟子谨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７ １１８页.傅国涌:«百年辛亥:亲
历者的私人记录»,第３０７页.

刘厚生:«张誉与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２６２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５页.
刘路生、洛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第６４页.
刘路生、洛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第６３ ６４页.
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５４５页.
袁世凯:«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

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０９ ２１０页.
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１页.
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３０１页提到此密奏日期,说其依据是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

１９６４年,第２８页.杨天石:«帝制的终结»,第３５６ ３５７页也提到此密奏日期,说其依据是溥仪:«我的前半生»,第３８页.笔者核对

该书(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５页记载“有一天在养心殿的冬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

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袁世凯———笔者注),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右边”,第３６页对此密奏时间

有一个确认:“我查到了这次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十一月二十八日.”冯耿光:«廕昌督师南下与南北

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３６８页,把“全体阁员合辞密奏恫胁

隆裕采用共和政体”置于“批准唐绍仪辞职”与腊月初八段祺瑞电立定共和政体之间.



上有所区分,后者“只政治之改革而已”.袁世凯认为“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末减皇室之尊崇”,“民
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公,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表示“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烂逞兵威,贻害生

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共和政体只关系政治体制,君公宗社、帝位邦家才关系君主国体,总
理大臣作为行政官①负责“全国之枢机”,于国体问题无权“擅断”②.两折的内容分别是建议召开宗

支王公会议决大计、召开皇族会议定大计,“君主国体”的表述非常明确,“共和”更多与“政体”而非直

接与“国体”连用.
«内阁请速定大计折»明白揭示“奏为和议难期”,“臣世凯奉命督师,蒙资政院投票选举,得以多

数,依例设立内阁(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组阁———笔者注).组织虽未完备,两月以来,将士用命现

期已满,展限七日,能否就范,尚难逆料”③,这可以为我们判定此折草拟的大致时间提供参照系.１
月１日扬州徐宝山电“清廷一再议和,略无眉目,闻近又展期五日”,此“展期五日”之说是“听闻”,恐
怕没有明令.１月８日伍廷芳庚三电复袁世凯,提到袁“前电谓停战延期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前八时

止”即十五日延展期(１９１１．１２．３１．８ １９１２．１．１５．８)④,此处“前电”指的是１月２日盐二电,３日伍电

袁对此延期提议未置可否,但表示:“昨(即２日———此日同意唐辞职,唐还在与议重大事项———笔者

注)与唐使签字定约,嗣后两军须得有全权代表电报述和议决裂、战事重开,始可发令开仗”⑤,似乎默

认了袁的延期提议,不过直到８日伍才电孙中山、黎元洪向二人同时报告延期到１月１５日⑥.值得

注意的是,早在３日伍觉电致黎元洪是单独报告,表示“唐代表请展停战期七日,以履行其清帝退位,
表决共和”,４日黎元洪电伍允准,５日收电⑦.电文没有说明唐请展的七日的具体起止,不过据情理

推断,只有三种可能,其一上次停战终止之后的七日(１９１１．１２．３１．８ １９１２．１．７．８),或者从３日开始

的七日(１９１２．１．３．８ １９１２．１．１０．８),或者从８日开始的七日(１９１２．１．８．８ １９１２．１．１５．８).无论哪

一个七日,应该都不影响作出如下判断:不仅１９１２年元旦前有一个七日停战期,元旦后也有一个七

日停战期.与桑兵基于前者不同,«袁世凯全集»的编者也许正是基于后者,把速定大计折判定为草

拟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５日前.笔者认为,这一判定还可进一步斟酌.
从孙中山北伐的实际进程来看,并不顺利.尽管１月４日孙中山致电广东代理都督表示“和议

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⑧,９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成立后黄兴亦曾计划六路会攻北京,但是１１
日孙中山任北伐军总指挥才开始进行北伐,１３日推进到徐州后便因财政缺乏、湘鄂山陕二路不配合

行动等原因难以为继.孙中山北伐局限于东部一线,黎元洪或许是基于对“唐代表请展停战期七日”
的允准而采取不配合态度的.

从袁世凯电商的实际进展来看,也不顺利.袁世凯在敬二电即１月１２日电中说两人直接电商

“讨论旬日,迄未就绪”⑨,伍廷芳盐一电即１月１４日电(«共和关键录»作“盐一电悉”,«袁世凯全集»
作“盐二电悉”,似乎«共和关键录»的判定更能与宥第三电内容衔接)亦表示同意并且把责任归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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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复张謇电»(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６日),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
第２０７页.

袁世凯:«内阁请速定大计折»(１９１２．１．５前),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
卷,第２６０页.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考证认为«内阁请速定大计折»拟定及可能

上奏的时间大约在１２月２５、２６日间,在«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之前.
袁世凯:«内阁请速定大计折»(１９１２．１．５前),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

卷,第２５９页.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１编,上海:著易堂书局,１９１２年,第６７ ６８页.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２编,第１５０页.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２编,第１５３页.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２编,第１５１页.
孙中山:«致陈炯明电»(１９１２．１．４),«孙中山全集»第１卷,第７页.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２编,第１５６页.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２编,第１５７页.
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２２页.



电商方式:“讨论旬余,全未就绪,直接电商不易奏效,本代表前已屡言及之”,对于袁世凯“以和平解

决为词,提议延期”的要求,伍确定了延期期限:“本代表承认再展期十四日.”①针对此电,袁世凯宥第

三电即１月１４日电进一步确认“停战展期十四日,应从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前八时起,接算至十二月

十一日午前八时止”②,即１月１５ ２９日.
基于以上两点,如果按照当事人溥仪认定的１６日作为密折出奏日期,拟稿日期应该更早.根据

１２日袁世凯提出没有具体延期天数的请求、１４日接电允准延期十四日这一情形,笔者认为,该折很

可能拟于１月３ １３日.
据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和谈正式开议前的某一日,唐绍仪、杨士琦往访伍廷芳,伍言:“为今

之计,惟推翻清室,变易国体,以民主总揽统治权,天下为公,与民更始.舍是别无它策”③,唐杨将此

意电袁世凯后,袁电示已“训示北洋诸镇将及驻外专使,旅沪疆吏,令联衔劝幼帝退位,以国让民,一
举而大局可定.另拟优待皇室条件,征南方同意”④.延及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清廷“授袁世凯以全权

研究”优待条件,这一授权的前提条件也是所谓“前据岑春煊、袁树勋等暨出使大臣陆征祥等、统兵大

员段祺瑞等电请,速定共和国体,以免生灵涂炭等语”⑤.查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出使俄国大臣陆征

祥、出使荷国大臣刘镜人致电外务部请代奏清帝“人怀民主”、“追踪太王”⑥,此电被认为“语意趋重共

和”,次日内阁建议“留中”⑦,陆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９日再次请代奏“慨允共和”、“逊位得名”⑧.１月１５
日袁树勋电内阁代奏“自初九日奉上谕,政体由国会议决乃十二三以后,改议选举章程,节目繁

难应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岑电代奏“组织共和政治”⑨,２２日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爕电“举
国趋向共和”,２６日段祺瑞电请用词仍为“立定共和政体”.２月３日,出使意国大臣吴宗濂电主

张“速决”,５日段祺瑞电提到“共和国体”字眼并指出“国体一日不决”咎在皇族之二三王公阻挠,同
日出使德国大臣梁诚电“决定共和”,６日出使奥国大臣沈瑞麟电“既难速付公决,不如断自宸衷”,
“请速定大计”.由上可见,“共和国体”这一新表达于朝廷谕旨中首次出现当为２月３日,“共和立

宪国体”一词的使用不会早于此时点.也就是说,«清帝逊位诏书各种修改稿»(一)稿及其手批稿即

(二)稿当草拟于２月３日之后.
底稿上的“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筹备共和立宪事宜”被手批改为“应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政府,

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领土保全.满、汉、蒙、回、藏五族仍能合为一大中国,即为至

幸”,底稿上的“予与皇帝但得长承天眷,岁月优游,重睹世界之升平,获见民生之熙皞,则心安意惬,
尚何憾焉”末两语被手批改为“岂不懿欤”.从旁批的语气来看,此手批改动当为袁幕僚而非袁本人

所为;从两点“略”的内容来看,其实(一)、(二)稿都“省略”了,只有(三)稿齐全,张謇拟«内阁复电»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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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来电»(１９１２．１．１４),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１９卷,第３２３页.
袁世凯:«复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电»(１９１２．１．１４),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１９卷,第３２２页.
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１６页.
甘簃:«辛亥和议之秘史»,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１８页.
袁世凯:«副署上谕»(１９１２．２．３),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４５７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５４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５４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７０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７１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７４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７８ １７９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８０页.
«清帝辞位诏书草稿(一)»,刘路生、洛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第６３ ６４页.洛宝

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５４５页.



有前者而没有后者;从参照对象来看,张謇拟«内阁复电»、(三)稿的出现时间要早于(二)稿,否则也

就谈不上“略”.(二)稿中的“满、汉、蒙、回、藏五族仍能合为一大中国”到(三)稿即袁手批底稿则改

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为一大中华民国”①.可以肯定的是,(二)稿上述改动都绝非张謇拟«内
阁复电»所有,如果“岂不懿欤”四字的改动确实出自汪荣宝而非徐世昌②之手,则该旁批人也应是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二)稿保留了(一)稿对国体问题的表达“自应将权位公诸天下,即定为共

和立宪国体”.«优待清室条件各种修改稿»第七稿,编者所谓“首行右上端有另一种笔迹批写的‘此
稿不用’四字”③,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其实,除此之外,底稿上还在第一款前批写“今因大清皇帝宣

布共和国体,以权位公诸天下”,并有其他批写④,尽管从笔迹上尚难断定此批写人就是上述旁批人,
但是同属袁世凯一方当无疑.

上述“以权位公诸天下”字眼出自何人,也有线索可寻.２月９日,负责在北京与梁士诒直接沟通

协商的同盟会会员朱芾煌、李石致电汪精卫:“已向袁、梁尽力交涉,舌战良久惟退位事,字样改

为‘以权位公诸天下’.又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数字,须改为‘大清皇帝尊号源(延)缆(续)
如旧’等字.芾思此数字名异实同,似不妨少为退就;为彼留对付清后地步.据梁云,若民军能照此

答复,必能即刻宣布共和.”１０日,再电“已将逊位诏拟定呈进”⑤.由此可见,包含“权位公诸天下”字
样的«清帝逊位诏书各种修改稿»(一)稿,很可能同样出自梁士诒之手,时在２月９日.译电人甘簃

在«辛亥和议之秘史»中曾指出“伍袁互通之电文,属袁者,出士诒之手,属伍者,乃兆铭之笔.唐杨致

袁之电文,大都士琦所草拟.袁复唐杨者,则士诒与阮忠枢分任其稿也”⑥,亦可佐证这一可能.
与辞位诏书、袁世凯手批稿、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相比,张謇拟«内阁复电»中的“议开国

民会议,公决政体”被改为“议开国会,公决政体”,“政体一日不决”被改为“国体一日不决”,“所有从

前皇帝统治国家政权,悉行完全让与,听我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同组织民主立宪政治”被
最终改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这就意味着张謇的政体表达逐渐变为袁世凯认

可的政体、国体表达.
张孝若编«南通张季直(謇)先生传记»谈到张謇的思想时指出,“革专制国体的命,而改建共和国

体各种族在国体上,是地位平等;在政治上,是机会平等不久内阁即日逊位的复电,来到我

父的手中了”,随即录有«内阁复电»的缩略本⑦.孙中山去世后,张謇论辛亥国体改革指出:“至辛亥

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⑧在张

謇那里,把共和直接指为国体,始终未见出现,共和政体则是与专制国体相对的概念,所谓国会公决

政体,其“政体”就是“民主立宪政治”,其必要内涵之一则是五族共和.
«伍廷芳通告全国文»自言“迨十二日下午,得前清内阁回电,已全体承诺.同日,清帝辞帝之诏亦

已宣布.自此,清国统治权全归消灭,中华民国统一全国,永无君主之余迹矣.”⑨所谓“迨十二日下午,
得前清内阁回电”,即２月１２日下午伍廷芳就看到了“内阁回电”,早在１１日已发出与辞位诏书完全一

致的上谕并电伍廷芳、孙中山,但是孙中山直到１３日上午“十点得退位诏”,张謇日记显示,２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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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以是日逊位”,１８日在家“见逊位诏,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①,三人见诏无疑有一个时间

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伍廷芳所谓“内阁回电”,孙中山所谓“退位诏”,张謇所谓“逊位诏”,内容是完

全一致的.胡汉民所说“退位宣言草稿”,所指比较模糊,与之比较,胡汉民、张孝若所说的“内阁复电”更
为确定,其实就是张謇拟«内阁复电».两者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不过从伍廷芳的说法上,可以说明“内阁

回电”与“内阁复电”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这里的悖论在于,张孝若所谓“来到我父的手中”的«内阁

复电»恰恰不是张謇见到的“逊位诏”,而张謇“见逊位诏”,预感“来日正难”,其隐忧或在两者的差别上.
由上可见,张謇拟«内阁复电»的大致时间范围是: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１９１２年２月７日前后,其

实可以进一步确定时点.查«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也录有胡汉民１９３０年致谭延闿书信,但是

并没有考证胡汉民“适至沪”的具体时间,只是提到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胡护送孙由港抵沪、１９１２年４
月３日又护送孙由宁赴沪②.基于胡汉民的书信,断定张謇拟«内阁复电»的时间,最起码要有三个条

件:第一,“是时优待条件已定”,最起码已经基本确定.第二,胡汉民“适至沪”.他公务繁忙,这样的

机会恐怕不会很多.第三,张謇经常往来于通、宁、苏、沪之间,当时也在沪,并且“不移时,脱稿交来,
即示少川先生”,也就是说必须张謇、唐绍仪、胡汉民三人同在沪.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这一时段,即符合张、唐、胡三人同在沪的条件.据«赵凤

昌藏札»,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张謇«致赵凤昌»表示“所谓专使须得妥人”③.１２月７、９日,唐绍仪、伍
廷芳先后被袁世凯、黎元洪电委北南双方全权议和代表④,１１日唐到汉口当日张电唐赴沪与伍谈

判⑤,１７日唐抵沪.１２月２５日晨⑥从国外归来的孙中山偕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⑦抵沪,同日张“至
沪”⑧.«张季子九录»版年谱张謇增记“孙文自海外归,晤之.(１２月２９日下午———笔者补)各省代

表公推孙任临时大总统”⑨,尽管未记两人会晤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是否会晤胡,但是从孙于１２月

２６日往惜阴堂晤赵凤昌乃至“其后屡至”、赵尊岳回忆张謇系于惜阴堂拟稿这两点来看,张胡很可

能在２６ ３１日之间两人会面,其后胡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８时护送孙中山由沪之宁就任临时大总

统.不仅如此,这一时段还符合１２月１８日唐、伍首次谈判以来也就是“旬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这
一张謇拟«内阁复电»的时间界定:到２９日唐、伍第三次会议开列待遇清帝、满蒙回藏各五条“提案”
(其中包括最主要的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清帝及其退居颐和园两条)即超一旬,从张謇获知议和专

使之事算起则满一月.该提案３１日唐电袁并且说明如下:“皇室优待事须由国会决定,此时不便提

议.惟密询彼辈,已拟有大纲,将来决定共和,再交国会决定细目.”就当时的报刊舆论来说,张、胡
抵沪当日,“逊位”已经声满沪上.２５日当天«申报»“自由谈”专栏“游戏文章”名目之下刊发«冥王逊位

诏»一文,言“朕自酆都即位以来,无日不以超拔幽冥为念,只以用鬼不慎,牛头马面悉握大权”,乃致“鬼
怨沸腾”,“全冥鼎沸”,“朕不忍以一人之身而贻全冥无穷之惨祸,今自愿逊位,先行贬去酆都大帝之名号

而列于共和平鬼之列,并将无常判官、牛头马面诸皇族悉令解职,听命于共和总统”.在去帝号、皇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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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职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张謇逊位出居热河的密电①显示他对逊位退居颐和园的提案应该有所了解.
而胡“适至沪”,请张按照优待条件的意旨,草拟«内阁复电»,“不使措辞失当”,确实有很大可能.

当然上文提到叶恭绰关于十二月二十前后的说法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拟稿参照时点.他说“至十

二月二十前后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

稿”②,其实张謇拟稿、唐绍仪电京只可能时在十二月二十即２月７日之前,不可能之后.据«柳西草

堂日记»,１月２３日张“至沪.知道逊位诏初三日(２１日)本可下,以南方一电疑而沮”③.２月３日张

“去苏.闻慰亭以是日入宫,陈说逊位及优待条件”④,４日“闻慰亭已有议优待条件之权”⑤.２月９
日袁世凯电伍廷芳,明确反对在正式电文中使用“逊位”字眼.１０日,张“与竹君诣少川”⑥,同日基于

“伍昨复阁电种种优待专为辞位二字之代价”而电劝袁世凯“践廿四(２月１１日辞位诏———笔者

注)发表之约”⑦,此时尽管张謇日记内“逊位”二字照旧使用⑧,但他若此日晤唐之际草拟出尚带有

“逊位”字眼的公文即«内阁复电»,恐太不合时宜.２月１１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将要于１２日正式发

布的辞位诏书已经全文在内⑨,就此时点而言,若于２月１０日一日之内不仅要张謇拟订诏书稿,而且

要袁世凯在其上进行手批,即使有可能,恐怕时间也过于紧张.由此可见,１月２３日 ２月２日张謇

在沪,３日去苏,１０日在沪,去苏后何时返沪无载.如果２日北京电南京逊位诏书草稿属实,南京政

府把此反馈给在沪的张让他当日在沪拟稿恐怕时间也来不及,而４ ５日胡在南京与赴宁的唐绍仪

讨论退位条件,也就是说,胡、唐均不在沪.
叶恭绰所谓“修改定稿”的“某君”没有具名,不过据２月９日«大公报»报导,很可能是徐世昌:

“逊位之诏,皇太后已命徐太保拟定,昨将草案交由袁内阁核阅,袁以此次皇上退出政权,断非历代亡

国可比,逊位二字未能牵入,刻已将原案缴还内廷,俟将来颁诏时,拟由阁撰定请旨颁布.”照此看

来,“逊位”二字不只是在张謇拟«内阁复电»中出现过,在２月８日徐世昌提交袁世凯校阅的所谓“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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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同日呈给隆裕太后,胡汉民说的‘内阁复电’很可能是张謇对这一草稿的修改稿”(第３０８页),这是说２月２日后张謇很可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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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拟草案呈进,闻秉笔者系为华世奎、阮忠枢两人秉承袁内阁之意见而订拟,由皇太后钦览后又由各王公贝勒公同参核,酌易数字,
已交世徐两太保敬谨收存,恭候皇太后懿旨,即行颁布.”这里不仅提到秉笔者华世奎、阮忠枢,还提到“措辞只为推卸政权并无禅让

字样”.由此措辞可见,所谓“推卸政权”与«优待清室条件各种修改稿»第四稿第一款“大清皇帝以政权公诸国民,自推出政权后”云
云表述一致,很可能都出自华世奎、阮忠枢之手.见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６０页.

«逊位诏之详慎斟酌»,«大公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１９１２．２．９)第二张.



案”中可能出现了①,但在即将由内阁撰定的正式诏书中则绝对不会出现.也就是说,张謇拟«内阁复

电»作为内阁撰定稿的雏形,带有“逊位”字样,草于２月７日之前,与袁世凯于２月９日电伍廷芳明

确反对在正式电文中使用“逊位”字眼,并不矛盾.据«清帝辞位诏书草稿(一)»,“又何忍争君位之虚

荣,贻民生以实祸”句中“君位”改“一姓”,“民生”前加“万”字后圈掉“生”字成为“万民”②.最后呈现

在袁世凯面前的是“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对此袁未有改动,与张謇所拟“更何忍

移帝位一姓之尊荣,拂亿兆国民之好恶”相比,显然袁世凯手批底稿明显脱胎自张的表达.如果此稿

“权位公诸天下”字眼出自梁士诒,则可以认定«清帝辞位诏书草稿(一)»强调“君位”“权位”的底稿系

华世奎、阮忠枢、梁士诒三人的思想,在其上的手批尤其是“岂不懿欤”系汪荣宝的思想,秉承袁世凯

不出现“逊位”相关字眼的要求,“君位”或“帝位一姓”最后改为“一姓”很可能出自徐世昌的意思.
综上,就辞位诏的形成史来说,张謇拟«内阁复电»最早可能时点是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５ ３１日,最迟

可能是１９１２年２月６ ７日,袁世凯手批则很可能在９ １０日.无论如何,«张季子九录»把«内阁复

电»作为附件编排在«复内阁电»(１９１１．１１．２７)之后,给人的一个错觉是«内阁复电»也草拟于此时,这
是需要纠正的.即使就最早草拟时点来计算,也提前了一个月,而这对于考察张謇的逊位思想变迁

来说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三、共和:从政体到国体

就“共和”而言,到底是政体,还是国体,很多专门研究者也未加区分③,有的索性称为“国会公决

国体政体”④.其实,在清末民初的语境下,还是有微妙的区别.辞位诏书所说的“政体”,其诉求在于

君主立宪,实际上强调的是立宪,与强调共和的“共和立宪国体”并不一致.“共和政体”,张謇、孙中

山、蔡元培,甚至唐绍仪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上海第四次和谈会议上⑤采用的都是这一组合表达;
“共和国体”,是因应唐绍仪、袁世凯提出的所谓“国体问题”,是基于国会公决君主、民主(共和)这一

“转圜之法”而产生的组合表达.共和由政体变为国体,其具体情形需要揭示.
根据张謇拟«内阁复电»以及张謇同期类似言论比如“众议政体”“会议政体”,可以更准确地把握

张謇的“国体”“政体”思想.在张謇拟«内阁复电»中,“政体”出现了两次:其一,“公决政体”,同于辞

位诏书;其二,“政体一日不决”,辞位诏书改为“国体”.张謇拟«内阁复电»说的是“民主立宪政治”,
辞位诏书为“共和立宪国体”,后一表述恐怕并非出自张謇.

可以看到,张謇曾把政体区分为“少数政体”与“多数政体”⑥,并在早年区分“立宪国”与“专制

国”⑦的基础上,把“专制”到“立宪”之变视为“改革政体”⑧.在武昌事变的新形势下,在依据中西政

治家之学说区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基础上,又依据日本政治学者关于“君主政体之下,自治无

由发达”之论,张謇倾向于“共和主义”而非“君主立宪主义”,并主张“谢帝王之位”,“许认共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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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２日第二版):“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

世昌删订润色.”吴讱«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图›»(«民国档案»１９９１年第１期)谈到徐世昌有一个说法:“不愿承担‘逼宫’
之名,根本不肯插手«退位诏书».”这一说法似乎来自刘厚生所谓“怕担‘逼宫’之名,亦不愿草拟”(刘厚生:«张誉与辛亥革命»,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第２６１页),并不能由此否认徐世昌参与“删订润

色”.
«清帝辞位诏书草稿(一)»,刘路生、洛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密牍:静嘉堂文库藏档»,第６３ ６４页.
丁贤俊、喻作凤«伍廷芳评传»在“关于政体问题”的标题下显示唐电袁“非共和政体不可”,“共和国体”的说法则出自作者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０８、２９７页),由此可见,评传两位作者对此问题没有注意区分.
桑兵:«袁世凯‹请速定大计折›与清帝退位»,«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第四次会谈录»:“今者中国已变为共和政体,但无明文尔.”(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

８６页)
张謇:«日本议会史序»(１９０６),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６«艺文杂著»,第３１９页.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８«柳西草堂日记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第７１４页.
张謇:«致铁良函»(１９１１．１１．８),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２«函电(上)»,第２８１页.



推逊大位,公之国民”,“不经(国民)会议而出以宸裁”①.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中,他以“共和

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②并列,认为“若南主共和,而北张君主”则“领土以分”③.
张謇对“国体”字眼的运用,很多是与“政体”在同一电文出现的.张謇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帝

辞位诏书发布当日因反对汉冶萍与日本集股合办向孙中山请辞实业部长后,又因反对政府未经议会

许可的财税权而以江苏省议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等:“共和政体,首重民权,支配财政,应得议院及地

方议会之许可,非如专制政体可由政府任便支配,随意取与.近闻扬州徐总司令、上海陈都督,俱有

征收该处丁漕等项情事,移文苏都督且以大总统批准为词,全省人民不胜骇异.江苏者,江苏人民之

江苏,非都督之江苏,亦非大总统之江苏.民国初建,方欲合汉、满、蒙、回、藏为大团体,而独于临时

政府所在地之江苏,任其政权紊乱,且以财政支配问题未得人民同意即予批准,大背共和原理.想系

传之非真,否则民国前途、福利安在? 如果有此等请求,祈交参议院,或饬苏都督交省议会核议,以正

国体,而释群疑.”④此处“正国体”,当为以议会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意思,在“首重民权”的“共和原

理”之下,无论都督,还是大总统,自然都被排在议会之后.胡汉民«建设共和政体»指出:“共和政体,
广义有三:曰贵族政体,曰民权政体,曰民权立宪政体.盖民权立宪之政,非独不同于贵族,抑与民权

专制者,亦大有别也.”言专制分为君主专制、民权专制;言立宪,分为君主立宪、民权立宪,而民权立

宪即共和立宪⑤.可见,民权专制当可对应袁氏总统制,民权立宪当可对应议会内阁制即张謇所谓

“正国体”.
张謇在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１日撰写的«革命论»中视“专制”为“国体”⑥,但是他«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１．

１１．１９)所谓“保国体”很难说是“保专制”.庚子事变后,他主张“须亟改革政体,未获采陈”,而立宪诏

下“三年以来,内而枢密,外而疆吏专制且视前益剧,无一不与立宪之主旨相反.枢密、疆吏,皆
政府而代表朝廷也.人民求护矿权、路权无效,求保国体无效,求速国会无效,甚至求救灾患亦无

效”⑦.由此可见,在张謇看来,专制、民主是“国体”之别,是最高政权机关问题;而君主、共和是“政
体”之别,是政权组织形态问题.前述“共和国体”与“专制国体”对称,是他儿子张孝若对父亲思想的

理解,“共和国体”的表述在张謇本人同期的著述中,未见出现.张孝若对“国体”与“政治”区分的阐

发,即“各种族在国体上,是地位平等;在政治上,是机会平等”,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张謇“民主立宪政

治”的内涵.
尽管上海和谈开始之前法部副大臣梁启超表达过“国会定国体”的思想、上海留守各省代表电袁

世凯使用了“共和国体”这一字眼⑧,但只有汉口各省代表联合会对“共和政体”的使用才是共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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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致内阁电»(１９１１．１１),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２«函电(上)»,第２８８ ２８９页.参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３１年,第４１ ４２页;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王兴科、何广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８
册,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５４ ２５５页.

张謇:«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１９１１),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４«论说演说»,第２００页.
张謇:«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１９１１),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４«论说演说»,第２０１页.
张謇:«致临时大总统陆军财政两部等电»(１９１２．２),«申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１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２«函电

(上)»,第３１８页.
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节录),胡汉民著、文明国编:«胡汉民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４ １９５页.
张謇«革命论»(１９１２．１．１１):“夫是故二千年来革命不一,而约其类又四:曰圣贤之革命,曰豪杰之革命,曰权奸之革命,曰盗

贼之革命.汤武圣贤也,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几? 其次类皆出入权奸盗贼之间.此诚专制之国体有以造之.”(李明勋、尤世玮主编:
«张謇全集»４«论说演说»,第２０７页)

张謇:«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１．１１．１９),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２«函电(上)»,第２８６页.
故宫档案馆编:«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法部副大臣梁启超致内阁电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上海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电»,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１４４页.前电落款是“各
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其实是留守代表,只是通信机关,不具有非法定资格,不能代表汉口“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行事,因此具有

个人表达而非共识表达性质.



１２月９日伍廷芳作为１１省总代表①奉派谈判,１２月２０日第二次唐、伍会谈之际双方对“民军主张共

和立宪”有明确的共同认知和完全一致的表达,在续停战条约议定后,唐首先提出“现时民军主张共

和立宪,应如何办法?”伍廷芳言:“民军主张共和立宪,君如有意,愿为同一之行动”,进而表示把“君
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并列,认为“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可以立宪,即可以共

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今日尔我所争者,一国之事,非一民族一省一县之事.且改为民主,
于满洲人甚有利益,不过须令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皇位尤然.现实规制,满人株守京师,无
贸易之自由.改革之后,满人与汉人必无歧视,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必保存君

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民主.”唐绍仪表示:“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但此为

同胞之事,今日无清廷,即可实行.既有清廷,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

妥善.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请示办法.”伍廷芳说:“今日已言

及此,则我等最注意者,宜使中国完全无缺,不被外人瓜分.君既赞成共和,则我等所求者息事

后之和平办法而已.”伍廷芳问:“对于共和民主之宗旨如何?”唐言:“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

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②１２月２８日夜得袁世凯电后,次日举行第

三次会议,唐提议会商“招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并言“国民会议将来必为共和”,最后议

定“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问题”③,１２月３１日下午第五次会议临终之际伍言:“未决定国体以前,彼
此猜疑甚多.故速决为佳.”唐言:“所以问优待皇室之事.”伍言:“先决定国体问题为宜.”④至此,“民
主”,尤其是“共和”对应“国体”,这一南北共识逐渐形成,“共和国体”这一表达也呼之欲出.按照唐

绍仪的说法,第五次会谈之际,“伍谓共和国体与蒙人有益,譬如免为奴才、免其进贡等事”⑤,似乎伍

廷芳已有“共和国体”的说法,不过查«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第五次会议录,未见涉及蒙古人的

相近意思表达,更亦未见出现“共和国体”这一连用表达⑥.这一情形至少可以说明,第四次会议上依

然延续“共和政体”说法的唐绍仪,在第五次会议终了后已改用“共和国体”字眼.袁世凯于１９１１年

１１月２３日谈到的政体构想———“君主立宪共和政体”———正说明其共和政体认知是在君主国体之下

的杂糅形态,南北双方由此获得了和谈的必要的政治思想基础,伴随着谈判进程,１９１２年２月初“共
和国体”表述几乎为南北谈判双方同时采用.由“共和政体”到“共和国体”,不仅是名词之别、表述不

同,更是清末民初历史变革的内涵跃迁.
这里值得注意的表达细节是,唐、伍会谈之际,伍廷芳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在与“君主立宪”对

比的意义上使用“共和立宪”,但“共和立宪”一词是唐绍仪提案在先⑦.唐绍仪所谓“召集国会,举君

主民主问题付之公决”这一“转圜之法”⑧,他自己又表述为“速开国民大会,征集各省代表,将君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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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西、四川、安徽、山东、河南、直隶１１省代表２３人于１１月２９日 １２月３日先后到达武汉,１１
月３０日汉口召开第一次会议,１２月６日议决次日同船去南京.参见胡绳武:«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华中师范大学

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２０世纪中国———１９９０ １９９９年辛亥革命论文选»,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９４ ２９５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７６ ７９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８２、８４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８),第９４页.
«议和北方全权代表唐绍仪致内阁电»(１９１１．１２．３１),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

第１９卷,第２３７页.
伍廷芳:«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１９１１．１２．１８ ３１)第五次会议录,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４０１ ４０４

页.
伍廷芳:«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１９１１．１２．１８ ３１)第二次会议录１２月２０日,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下册,第

３９０页.
«议和北方全权代表唐绍仪来电»(１９１１．１２．２７),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

卷,第２２５页.



和问题付之公决”①,清廷则表述为“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②,可见在唐绍仪那里,“君主

共和问题”“君主民主问题”“国体问题”具有同等的含义,共和、民主都是国体表达,辞位诏书中的“共
和立宪国体”这一表达本身很可能是北方话语.张謇把“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③或“民主立宪”④

对举,不见其有“共和立宪”的表达.由此或可佐证,辞位诏书,尤其是“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一句,并
非出自张謇之手,而是出自袁世凯的幕僚.

“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一改前底稿同样出自袁世凯幕僚之手.相较于张

謇拟«内阁复电»所说“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协商办理”“统一”事宜,“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

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改后文字,凸显了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把“与民军”字样后移,显然

降低了民军在南北共和、组织统一政府中的地位.
对于有意袁世凯作为自身权益的保障人,隆裕太后有两次类似意思的表达:“这样下诏岂不是把

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吗? 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只有这样我才放心,如其把天

下交给革命党,叫我束手无策,就不如和他们支持一阵.”唐在礼作为侍从武官,其回忆自然有可采信

之处,但是他本人即表示:“当时关于诏书的传闻是不少的,究竟如何,很难确定.”⑤也许正是出于隆

裕太后对革命党的担心,袁世凯才实际上充当了辞位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四、国体:从共和到民主

杨天宏«比较宪法学视阈下的民初根本法»主张的“比较宪法学”视角与高全喜主张的“政治宪法

学”或“宪法学”⑥视角,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体研究.杨天宏认为,民国政府

“制定并颁布«临时约法»,确定中华民国的国体和政体,宣布民国的主权及统治权之所属,并着手制

宪”⑦,高全喜也认为,借用日本宪法的概念,«临时约法»第一条“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规定了

现代中国的国体⑧.他们都认为,尽管退位诏书已经规定了“共和立宪国体”,到«临时约法»才把国体

与政体确定下来.他们之所以有这一认识,恐怕是把国体与主权(或组织政府权)、政体与统治权在

法理上等同了,更可能没有注意到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速记录提供的如下的历史一幕:１９１２年４月

３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参议员出席３０人.在政府交议新法律未颁行以前暂适用旧有法律案开

第二读会之际,江西参议员文群⑨提议将“共和政体”改为“民主国体”,以１５比１４人多数举手表决通

过,陈命官提议文末添加“惟一面应由政府饬下法制局将各种法律中与民主国体抵触各条签注或签

改后交由本院议决公布施行”,以１４比１２人多数举手表决通过,全案最后２０人起立多数通过.南

京临时参议院北迁北京之际,参议员们开会专门就“民主”“共和”是“国体”还是“政体”的问题进行表

决,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小题大做,但在当时恐怕是巨大的制宪难题,而且必须加以解决.尽管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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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诸国务大臣会奏拟恳召集宗支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折»(１９１１．１２．２８)转述唐绍仪电称,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
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卷,第２０９页.

«与诸国务大臣会衔副署上谕»(１９１１．１２．２８),洛宝善、刘路生主编,刘路生、洛宝善、黄俊华本卷主编:«袁世凯全集»第１９
卷,第２１０页.

张謇:«致内阁电»(１９１１．１１),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２函电(上),第２８８ ２８９页.
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２«函电(上)»,第２９３页.曹从坡、杨桐编:«张謇全集»第１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１９１页.
唐在礼:«辛亥前后我所亲历的大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

集,第３３８ ３３９页.
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３４页.
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第４１页.
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上海泰东图书局,１９１４年初版,１９１７年再版,«附民国议会人物表»第３页.
李强选编:«北洋时期国会会议记录汇编»第５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２６、１８３ １８４页.«新法律未颁行

以前暂适用旧有法律案»(１９１２．４．３)有“现在国体既更”“民主国体”云云,见张国福选编:«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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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２日辞位诏书规定了“共和立宪国体”,尽管３月１１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已经通过了«临时约法»,
参议员们还是认为«临时约法»并没有规定国体问题,此前各省代表联合会使用的“共和政体”概念也

不能因为南北方谈判代表对“共和立宪”的共识、南方谈判代表对“共和国体”这一北方表述的接受而

简单转化为“共和国体”,这样才会后延半月有余,通过表决,在法理上确定下来,定名“民主国体”,而
非“共和国体”.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是这样静悄悄地完成了“共和国体”到“民主国体”的话语变奏,而
“共和立宪国体”这一辞位诏书话语本身则是透视清末民初历史统一性的一个关键词.

“联省自治”“五族联邦”思潮在近代中国的起起落落,不仅有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子,还有西方联

邦制即合(united)众国的参照.如何看待行省、藩部与清朝中央的关系,也就是说,行省是不是联邦

单位,如果行省不能构成联邦单位,那么藩部是不是联邦单位,辞位诏书“仍合五族”的国体联合(uＧ
nited)意义需要进一步予以揭示.行省、藩部两者何以最终都不能构成联邦单位,便成为近代中国国

体研究的问题意识.
清末民初,联邦制的呼声与反联邦制的声音交织.反联邦制的声音,以军谘府军谘使王赓的上

书为代表:“联邦制万不可仿行.外藩.应派专员研究宣抚办法.”①对于行省作为联邦单位的可

能性,梁启超表示:“吾屡言我国联邦无历史之根柢,若必于无中而强求其有,则行省差为近之.”②这

或许源于他对行省与中央各部同级即今天常说的省部级有清晰的定位:“现制各省督抚,与中央各部

尚侍,立于同等之地位,非有部属之关系,彼此同对于君上而负责任,督抚曾无服从部臣之义务.”③

对藩部之于清朝国体的建构意义,与王赓、梁启超不同,杨度有独到的认识:“举全国土地之面积

四百二十七万余方里,此其中为汉、满人所世居而能左右之者,不过一百八十九万余方里,乃二十一

行省之地也.此在全国土地之中仅占其小半,而大半之二百三十七万余方里,则蒙古、回部、西藏三

种人实分有之,而各为其地主.”④所谓蒙回藏“各为其地主”,是清帝作为五族范围之内所谓“中外共

主”的国体基座.后来,这一思想在民国时期也有延续.北洋政府唯一的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
于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颁布,其第一章标题是“国体”,该章只有一条,即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永远

为统一民主国.”此前的４月２３日,内蒙西三盟上众议院请愿书:“内外蒙以及西藏、青海,土地之广,
实大于中华本部数倍,物产之丰,更难数计;且重以种族宗教之关系,实为天然之一大国体.民国建

立之初,吾族见国体之变更,不无观望,嗣因«蒙古待遇条例»议决公布,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之条

文,各盟始一律倾心,承认国体.”⑤可见,在“共和国体”之下,蒙藏自认为系“天然之一大国体”的思想

并未消灭,而杨度关于蒙回藏“各为其地主”之论恐怕亦非没有历史根据之谈.同样,在“统一民主国

体”之下,蒙藏青海地方改行省县两级制的立法规定尽管被视为“统一”字眼的基本内涵,但是实际上

已经添加省得制定省宪这样的联邦制要素.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下,张謇的“合五族”才能更好定位.
五族如何实行中外结合呢? 五族结合的基本方法,张謇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致库伦电中有所

揭示:“结合共和政治,以汉之财卫蒙,以蒙之力捍汉”⑥,“纳两族于共和之中”这一思想无疑对于纳五

族于共和之中具有相当的适用性.这一“汉财蒙力”结构是“中(中国内地)财外(边疆藩部)力”模式

的缩影,其实也是清帝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遗产,«与署理度支部大臣绍英会衔副署旨批袁大化奏片»
显示,新疆巡抚袁大化“奏新疆四年赔款仍由协饷内拨解”,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３０日获旨“度支部知

道”⑦,可见直到清亡内地协饷制度都未断绝,只是挪为赔款而已.另外,也可说明,国务副署自１９１１

９８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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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清朝采行“责任内阁”一直延续未断.
张謇«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１．１１．６)建议“采众论以定政体”,这里“政体”待定论的思想是明确的.

“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以汉、满、蒙、回、藏组成合众国内之响应

者已有六省”,实际上点出了主张共和政体与主张五族合众国(即联邦)国体的省份不同.而“满族将

来果有人材,何尝无被举总统之望”①,则预示着五族之人皆可当总统,而此总统是美式总统.张謇

«致袁世凯函»(１９１１．１１．２７)则直接出现了“共和政体”的概念,指出:“至会议政体,固宜先谙不私帝

位之谕旨,公亦须有他人反对之防闲.满、蒙、回、藏,幅员辽阔,风俗不一,共和政体,能否统一,此诚

绝大研究之问题也.于此亦窥见公盛恉之所在.二三同志,私相讨论,参酌英与印度制,则汉、满以

大总统名义领之,而兼蒙、回、藏皇帝.政治则军政、外交咸统于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与各省为

两级;财政、民政各省自定,而统计于中央.此就全局之舆地、民俗、政教、习俗、现状之事实,各方面

为之计画,调停于共和民主之间.”②这里,“共和政体,能否统一”的说法,表达出了张謇的担忧.由

“调停于共和民主之间”可见,共和、民主,在张謇那里,是有比较明确的区分的,共和政体、民主国体

的思想隐含其间.在共和政体与民主国体之间的调停,在大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调停,在汉、满大总统

与蒙、回、藏大皇帝之间的调停,表达了张謇在统合清末疆域方面的思考.而从“会议政体”的说法来

看,倒是与辞位诏书“议开国会,公决政体”十分接近.从清末预备立宪的进程来说,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３
日宪法“十九信条”颁布后,政体(是改行君主立宪政体,还是改行共和立宪政体)由“国会公决”,成为

清政府拖延立宪的“转圜”之法.从武昌首义后的政治形势来说,共和政体或共和立宪国体不必经过

“国会”议决,皇帝宣布承认即可,乃势所必然.张謇由最初主张逊位宸裁到拟«内阁复电»时主张逊

位公决,历史的发展正走了相反的行程.
辞位诏书所谓“仍合五族”,所秉承的是“满蒙一体”“满汉一家”这样的国家制度遗产,其运作实

际上经常游移于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具有“行为联邦制”③的特点,由此成为民初国体建构的重要方

面.据居正«辛亥札记»载,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６日“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宋钝初主张

内阁制,总理力持不可.克强劝钝初取消提议,未决”.２７日,黄兴、宋教仁同赴宁,向代表会阐发,
最后定议采用总统制④.据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３１日又特派黄兴、宋教仁由沪之宁到代表会

陈说必须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理由.当晚,宋教仁等提议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

官规并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此议当晚虽然获得通过,但是１９１２年１
月２日马君武复提出异议,主张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

制官规及任命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其结果前日议决第五条之修正案仍为无

效,馀如议而问题遂解决”.“馀如议”语意模糊,查«临时政府公报»第１号、第２号连载公布的«修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⑤,其中并未包括宋教仁等提议修改而当晚未来得及议决的第十七条修

正案:“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⑥由此可见,官制

官规的制定权集中于大总统,其同意权与原有的国务员、外交员同意权都归诸参议院,大总统与参议

院两者基本同步扩权.
在南京议定«临时约法»之际,曾爆发宋教仁中央集权与胡汉民地方分权的争论,现在想来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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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联邦制的意见更为中肯,尽管他主张“在内治未健全时代”“最宜采用有限的集权”①,在思想上坚持

联邦制,但是,二次革命之际,在凭借广东地位举兵反袁问题上,他却行动迟滞,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被袁世凯免去都督之职并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通电辞职②.宋教仁谓:“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
而中央等于缀旒,不力矫其弊,将成分裂;且必中央有大权,而国力乃可以复振.日本倒幕,是我前

师.”胡汉民谓:“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满清末造,惟思以集权中央,挽其颓势,致当时有中央有权而

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之讥,而清亦暴亡,则内重外轻,非必皆得.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以日本

为比.美以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既无反复,法为集权,而黠者乘之,再三篡夺,我宜何去何从? 况

中国革命之破坏,未及于首都,持权者脑中惟有千百年专制之历史,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立被

推翻,何望富强?”宋教仁谓:“君不过怀疑于袁氏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
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胡汉民谓:“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
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踏俄国一九○五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 今

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伏.倘

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③最后,孙中山表示“我今只说要定一条”于«临时约法»即主权条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而以“创制五权宪法”这一并非能够一蹴可几的远景政治构想暂时结

束了这一争论④.宋教仁任法制局长期间,拟订«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规定责任内阁制,这是

他此前思想的延续,居正认为宋教仁本人反对«临时约法»由改组的法制院起草,而主张由参议院“组
织起草委员会”草拟⑤,当是１月３１日该组织法草案被“咨还”⑥政府之后的无奈选择.南京参议院１
月２８日成立之前,各省代表联合会在«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基础上已经起草了主张总统制的

«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南京参议院成立之后,２月７日上午编辑委员会重新提出了«临时约法

草案»,责任内阁制经审查成为定议⑦.宋教仁２月６日呈文启用法制院印信,他担任法制院长对«临
时约法草案»即使有影响,也不会是直接的,我们应该更多从当时的形势寻求政体变化的原因.

对于总统制到内阁制的民初政体变革,谷钟秀有一个被后人批评为“因人立法”的解释:“各省联

合之始,实有类于美利坚十三州联合,因其自然之势,宜建为联邦国家,故采美之总统制.自临时政

府成立后,感于南北统一之必要,宜建为单一国家,如法兰西之集权政府,故采法之内阁制.”⑧孙中山

的政体主张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从１８９５年的“创立合众政府”、１８９７年的“作联邦于共和之名下”⑨而

倾向联邦制,到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１日南京临时政府阁议主张中央集权,１９１３年则明确主张内阁制:
“至于政府之组织,有总统制,有内阁制之分.法国则内阁制度,美国则总统制度.内阁若有不善之

行为,人民可以推倒之,另行组织内阁.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责任,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
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

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为佳.我的[国]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孙中山、谷钟

秀依据政府组织形态的不同把政体区分为总统制、内阁制,与梁启超的政体概念是一致的,但是孙中

山把联邦制、单一制视为政体,则与梁启超视之为国体不同.现在看来,联邦国体需要加强中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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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很多奉行总统制政体,而君主国体富有集权专制传统,改制虚君议会内阁制比较普遍,如果当时

能够充分重视胡汉民的各省联邦总统制思路,而非单纯依靠没有实力保证的参议院、内阁,更有利于

制衡大总统的集权专制.
蔡元培作为迎袁专使曾谈及总理的组阁问题,认为当时袁“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

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①.蔡元培对政体、国体②

概念都有使用,“共和政体”也未与国体混同.而“由专制政体改为共和政体”这一“过渡之时代”③的

特殊历史际遇,无形中提升了唐绍仪作为首任内阁总理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加重了总理对总统组阁

权的制约.对于国务员副署权,宋教仁早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即主张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添
加此权,但１９１２年１月２日并未获得通过,而«临时约法»添加此权恐怕不能仅仅归结为宋教仁担任

法制院长.笔者认为,所谓«大纲»与«临时约法»之间存在着总统制到内阁制的政体变革,说法未免

有简单化之嫌,谷钟秀所谓国体政体配伍论(联邦国体配总统制、单一国体配内阁制)也难说没有法

理和事实根据,关键是对因人(孙中山、袁世凯)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临时约法»第三十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第四十四条:“国

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五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

令时须副署之.”第四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总统总揽政

务,国务员(内阁总理、各部总长)辅佐、副署,两者都对参议院负责,在法理上可谓是带有某些内阁制

特征的总统制.
从辞位诏书的“共和立宪国体”,到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的“民主国体”,再到«中华民国宪法»

(１９２３．１０．１０)第一章“国体”第一条规定的“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即“统一民主国体”,“国体”
的表述日益清晰,从辞位诏书的“仍合五族成国”被排除出“共和立宪国体”的内涵之外,到“统一”的
内涵中包含联邦制的某些要素,看似矛盾的表述之下,无法回避的是藩部、行省的地位这一张孝若所

说的“国体”问题.无论实行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在梁启超看来,亦是国体问题.由此,“统一”问题被

规定为国体的内涵之一,便有了法理依据,国体的另一内涵为“民主”.与袁世凯“国会专制”的论断

不同,杨度承认总统制下行的是“总统专制”.在杨度«君宪救国论»看来,“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

宪政”,因为“人民程度不及法、美”,只能“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改行君主立宪④.这就意味着国体由

共和改为君主.«中华民国宪法»(１９２３．１０．１０)第十三章宪法之修正解释及效力之第一百三十八条

规定:“国体不得为修正之议题.”这保证了“永远”的效力,“统一民主国体”的表述再次得到确认.从

事实来说,在君主立宪政体(虚君共和政体)与共和立宪国体之间,历史的发展选择了后者,但不能因

此漠视君主立宪政体(虚君共和政体)曾经是清末的政体选项.拖延立宪政体,招致君主国体不保,
这就是清政府的历史命运.至于如何限制统治权,代表人民的参议院如何限制对外代表国家的大总

统,还不是辞位诏书发布之际的核心议题,易言之,历史先解决了君主改民主、仍合五族这一国体问

题,把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这一政体即立宪问题留了下来.

五、结　论

上文对辞位诏书袁世凯手批的文本考察,尤其是对“逊位”“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领土”三个关键

词的变迁发掘,有助于揭示清末民初国体建构对民族边疆的统合意义.
第一,由于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的发现,对清帝逊位诏中,袁世凯、张謇各自思想的分辨成

为可能.可以看到,“辞位”作为清帝优待条件谈判的正式电文、公文语言,逐渐取代了张謇、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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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关于“退位”“逊位”的表述.张謇拟«内阁复电»是清帝逊位诏书的最初形态.袁世凯四条手

批改动即共和条、统治权条、全权组织政府条、领土条在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都有体现,肯定

出现于正式诏书发布之后.
第二,１９１２年４月３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议决“共和政体”改为“民主国体”,其意义应该放在

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角度理解.既往宪法学的研究视角往往从宪法性文本中找寻国体、政体条款,
这对考察«临时约法»来说,也许是徒劳的,在辞位诏书“仍合五族完全领土成国”思想与“共和立宪国

体”表述的基础上,南京临时参议院对“民主国体”的议决正是补充了约法制定的不足.政体、国体概

念在清帝辞位诏书中先后出现并被袁世凯认可,与袁世凯的思想变化与清末民初的形势变化是一致

的.袁世凯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３日谈到的政体构想———“君主立宪共和政体”———正说明其共和政体

认知是在君主国体之下的杂糅形态,南北双方由此获得了和谈的必要的政治思想基础,伴随着谈判

进程,１９１２年２月初“共和国体”表述几乎为南北谈判双方同时采用.由“共和政体”到“共和国体”,
不仅是名词之别、表述不同,更是清末民初历史变革的内涵跃迁.在退位共和———逊位公决———辞

位宸裁三步曲的共识脉络逐渐清晰的同时,清末民初国体共识的三步曲也逐渐达成:君主国体———
共和国体(共和政体)———民主国体.南下和谈代表严复由汉转沪之前于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致信陈

宝琛对共和与民主的区分或有先见之明:“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天]得,以民主宪纲[钳]
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种之秘极耐思索也.”①伯理玺

[天]得,总统之谓也.
第三,辞位诏书“仍合五族成国”的思想与“共和立宪国体”的表述,出自袁世凯幕僚之手,两者合

在一起,是«中华民国宪法»“统一民主国”这一国体表述的重要思想源头.五族框架是架在帝国“五
族共主”与民国“五族共和”之间的制度桥梁,而国体民族、政体民族的分殊(即满蒙回藏作为国体民

族,汉作为政体民族及其通过辛亥革命上升为国体民族),或许有助于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更好

地反思近代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问题.袁世凯对清帝辞位诏书的手批,强调了对蒙藏土地的领土

意味、主权意味.蒙藏地区作为二十二行省之外的地方单位,对其地位的认知有一个逐渐拓展、深化

的过程,先是伍廷芳坚持作为二处②议定,随后袁世凯作为六处提出,«临时约法»确定为内蒙古、外蒙

古、西藏、青海四处.民族机会平等与民族地位平等,前者是行政体制即政体问题,后者是政治体制

国家体制即国体问题.更好厘清共和国体(民主国体)与共和政体(立宪政体)的分野,正如孙中山对

政权(五权宪法)与治权(行政权)的分野一样,必将有助于开拓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３９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①

②

本书编辑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５０ １５１页,转引自傅国涌:«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

记录»,第２８３页.
北京«正宗爱国报»中华民国元年１月５日国事要闻栏:“蒙古、西藏幅员虽广,而人民实居少数,加以库伦独立,达赖依违,皆

为民军所藉口,该代表衹允作为两省.”尽管当时议定称为“处”,但是媒体还是习惯于比定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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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认识论

倪培民 撰　钱　爽 译

摘　要: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拙于认识论.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关注是真理认

知,而中国哲学传统则更关注知“道”.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认识论需要突破其真理认知的狭隘框架,形成

一个包括技能之知、默会之知、熟识之知、程序之知等知识种类的广义的知识———“功夫之知”,或生活的艺

术———的学问.所谓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是功夫认知中既互摄而又不能单纯归约为其中某一方的两种

形态,而这两个形态也并非功夫认知的全部.功夫认知远比真理认知丰富得多.功夫认知要求体身化,即

身体的参与和把所知变为身体的内容,它还要求知道“不知”甚至“弃知”的价值.功夫认知需要对语言的

语用功能有足够的认识.从描述功能而言,语言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使人倾向于个体化的思路,它具有重要

认知价值,但也不利于把握事物的关联和变化.就非描述性功能而言,语言更是丰富的行为方式.描述性

的理论体系要求线性的逻辑关联,而功夫体系则遵循功法开展的要求.功夫认知要求功夫主体的全面修

炼,即人的内在转化和面向万物的扩展,而不仅仅是理智的培养和资讯的获得.这种修炼的主要方法不是

靠接受语言信息,而是通过对楷模的模仿(不同于简单的重复)进行.

关键词:功夫认识论;真理认知;技能之知;体身化;德性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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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拙于认识论.之所以如此,诚如当代美国中哲史名家孟

旦(DonaldJ．Munro)教授所言:“在中国,一个哲学家接受一个信念或主张时,很少关心希腊意义上

的真理或错误;这些是西方人关心的.中国人关注的重点是相关信念和主张的行为导向.”① 也就是

说,哲学在西方一向致力于“求真”(thepursuitoftruth),而素以“诸子学说”著称的中国哲学传统则

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它从未有过这一取向.它更专注于认识人生之道,正如中文的“知道”一词所

表达的,其原意就是“认识人生之道”.
对纯粹客观真理缺乏兴趣,或许可说是造成中国自身科学技术滞后的原因(这是一个颇具争议

的话题,须另作他议),但这却使得中国先哲由此而开发出了被宋明儒者们称作“功夫”的丰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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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术语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生活的艺术”.从功夫论视角出发,我们发现被狭隘地限定为“有关真

理认知的学问”的“认识论”观念必须加以扩充,以便把那些被描述为实践之知(practicalknowlＧ
edge)、技能之知(know how)、默会之知(tacitknowledge)、熟识之知(knowledgebyacquaintance),
以及程序之知(proceduralknowledge)等的知识种类都包括进来.通过对“知识”概念进行如此这般

的拓展,我们将会发现“知”与“思”的一些新特征,并由此而使认识论的诸多被忽视的方面得到彰显,
这其中也将包括我们对“真理认知”的理解.

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尝试对知识所应包含的范围作一考察,并对此种广义的知识的本质———
笔者用“功夫”这一术语标示之———加以讨论.继而,笔者将简析这种功夫知识与真理认知的关联,
随后再对功夫认知(gongfuknowing)的一些突出特征作出概述.本文虽不敢声称是对功夫认识论

的全面阐释,但的确力图通过陈述各类可能涉及的问题,来倡导对这种阐释的建构.笔者意识到,我
们必须通过更为细致而广泛的研究,才能完成对这些问题的充分探讨.

一、功夫大师所具备的是何种知识?

我们首先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展开讨论:功夫大师所具备的是何种知识? 凡功夫大师,无
论是武术大师,还是足球大师,抑或是语言大师,皆须具备某种与其所擅长的功夫有关的知识.虽然

火能燃木、水可溺人,但我们并不把它们的这些能力称为“功夫”.我们以为,功夫是一种涵盖知识与

智慧在其中的能力.那么,何种知识或智慧是功夫所必须具备的呢?
(一)技能之知(Know How)的“发现”
在我们脑海中直觉地闪现出来的一种回答是,功夫大师所具备的是实践之知,或者说是与命题

之知(know that)相对的技能之知(know how).
尽管早在古希腊时,哲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实践之知与理智之知的不同,但很大程度上却是通

过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Ryle,１９００ １９７６)富有开创性的著作«心的概念»(TheConceptof
Mind),西方哲学探究的灯光才照到了技能之知的领域.赖氏对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的著名区分,
响亮地提醒人们去关注一个看上去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的知识范围不仅仅只包含关于“是什么”之
类的命题,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怎样做事的知识.关于技能之知的本质,大多数人会认为这

种知识是无法用命题性陈述来加以把握的.一个人也许可以把他所有骑单车的技能用命题性陈述

表达出来,但实践意义上的有关他如何骑单车的知识却并不存在于他的这些命题性的理智意识中.
在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的知识来源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虽然一个人可以通过读书或经验观察学到

有关骑单车的命题之知,但此人仍须从事相关的实践,才能最终学到这门功夫.至于如何评判知识,
我们通常用真/伪来评判命题,而以有效性和美学价值来评判技能.

鉴于技能之知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它与命题之知相比所受到的关注之少,确实令

人感到惊异.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以其对认识论问题的特别关注为傲,但对技能之知却几乎完全沉

默.从历史上说,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的这种区分可以直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对“理论”(theoria)、
“实践”(praxis)和“制作”(poiēsis)的区分.希腊人把理论智慧称为sophia,即理智智慧(intellectual
wisdom).“理论”(theoria)一词源于观察或思考某种神圣对象的行为,因此“理论”的对象被看作是

更高、更实在的永恒圣域中的存在.与“实践”(praxis)相对应的智慧则是明智(phronēsis)或实践智

慧(practicalwisdom).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有文化的人主要以两种生活为追求目标———１．以追求

城邦正义为核心关注的公民政治实践生活;２．以“为求知而求知”作为核心关注的哲人理论思辨生

活.“制作”(poiēsis)这一范畴指的是对客体对象进行工艺制作或生产与制作流程这种日常或普通

的生活行为.与“制作”相关的知识被称为技艺(technē),或生产性知识.历史上,“技艺”被希腊人看

５９知“道”———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认识论



作是与希腊城邦的自由领域有别且较之更低级的领域,而更不用说和纯粹理论思辨相比了①.
古希腊的主要哲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这些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互排斥的.它们在当

时还依然被公认为是古希腊人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指的是

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人类理性行为,因此无法与“理论”完全分离;而“理论”同样也需要训练和教导,是
对第一原理、理性和知识的积极追求②.然而,他们的观点已然设定了这样一种等级次序:“理论”比
“实践”更完美,而“实践”又高于“工艺”.此外,这些哲人自己的著作多集中于探讨理智智慧.中世

纪新柏拉图主义思想者们最终将“实践”与“流程”归在了一起,把它们降格为平民领域的活动.同

时,他们通过思辨把“理论”与完全超越的绝对者相结合,从而扩大了思辨生活与实践生活之间的距

离.通常意义上的哲人参与城邦生活或实践生活的需求则不复存在,或者说是被下放至那些亟待从

对物质财富与权力的追逐中解放出来的俗人那里去了.结果是,技能之知的这种实践知识被进一步

地贬低,成了不配被哲学严肃考察的对象.“哲学”(philosophy)一词由philos(爱)与sophia(理智智

慧)组成,而非philos phronēsis(爱明智)或philos technē (爱技艺),这一事实已然暗示出了实践

智慧与技能之知的上述命运.虽然对理智智慧的爱本身并不排除哲人们把实践智慧作为他们理智

探究的主题,但“philosophy”(爱智)一词却还是很容易诱导(或者毋宁说是误导)学者而更加关注甚

至只关注理智理性③.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虽然很具有革命性,但近代思想者们,无论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明显

受到了中世纪理智主义倾向的影响.真理认知占据了他们的整个哲学事业.技能之知这种实践知

识似乎要么被看作不配成为哲学严肃探究的对象,要么则被归约为命题之知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赖尔对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的区分成了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实践智慧的醒世之钟④.
(二)对技能之知(Know How)的争论

然而技能之知与命题之知之间的关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赖尔的这一著名区分

在当时迅速获得了广泛反响,同时亦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其中的一个主要反对声音,就来自“理
智主义者”(intellectualists).他们认为技能之知实际上是命题之知的一个种类.例如,杰森斯坦

利(JasonStanley)就表示,当一个人学会如何游泳时,他学到的实际上是有关游泳的某些真理,尽管

它们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真理.斯氏还表示,一个人关于如何去F 的知识可以用命题描述为该人

具备这样一种知识,即“w 是F 这一行动的方法”.说“‘张三知道如何开门’或者‘一条狗知道如何接

住飞盘’都是命题之知”,这并不意味着张三或者这条狗必须通过概念来描述或思考这种知识.尽管

这条狗只能以实践的呈现模式(apracticalmodeofpresentation)来显示它具有这种知识,这并不意

味着它所得到的知识性质不是命题性的⑤.
然而,我们可以用语言把这条狗的所知用命题性陈述表达出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条狗有

关如何做这些事的知识可以被归约为命题之知.而且,诚如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
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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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当然,这一概括只是对总体趋势的一个描述,并非意在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皆对这些

话题有着复杂的看法.正如孟旦所云:“在希腊人看来,学问的意义既在于它本身,也在于它对行动的引导(不管怎么说,柏拉图确实

写了«理想国»,苏格拉底也认为‘知善者必行善’),但他们所青睐的,首先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学问.”([美]孟旦:«早期中国“人”的
观念»,丁栋、张兴东译,第５８页;英文原文见 Munro,TheConceptofManinEarlyChina,５５.)

皮埃尔阿多(PierreHadot)表示,亚里士多德“无意构建一个关于实在的完备体系.相反,他希冀训练他的学生在逻辑

学、自然科学和伦理学方面掌握使用正确方法的技巧”.参见PierreHadot,PhilosophyasaWayofLife(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１９９５),１０５.

此处对这一历史渊源的概括得益于笔者一位名叫凯西里奇(CaseyRich)的学生在其本科毕业论文中所做的出色工作.
不过,“knowthat”与“knowhow”这两个英文术语是约翰杜威(JohnDewey)于１９２２年首次提出的.
参见JasonStanley,KnowHow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



　　尽管当一个人在反思的时候可能把各种背景条件视为若干特定的信念,例如当你站立时应

该与他人保持多远距离的信念,这些行为方式既不是作为信念而学到的,也不是作为信条从而

以因果的方式对我们的行为举止发生作用的.我们不过是在做着我们已经被训练去做的事.
而且,作为实践,当它们一旦被转变为命题之知时,其所具备的灵活性就会消失.①

斯坦利似乎从未明确表述过他所谓的作为命题之知之特殊类型的技能之知的特征是什么,但是

他确实赋予了命题之知以理智主义者通常不会归之的内容.理智主义者通常把“知”仅仅视为是与

认知有关的,即更多地体现为信念的心理表征而非行动;而斯坦利却不仅认为命题之知可以是“非惰

性”的②,他还承认,要具备命题之知,就需要具备某些倾向性状态(dispositionalstates)③.上述这

些,加之斯氏本人提出的技能之知的“实践的呈现模式”或命题性事实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使他看

上去更接近于所谓的“极端反理智主义”(radicalanti intellectualism),而非“反理智主义”(anti inＧ
tellectualism).

极端反理智主义恰好是理智主义的对立面———理智主义主张技能之知实际上就是命题之知,而
极端反理智主义者则认为所有的命题之知实际上都是技能之知④.在过去几十年里,表象主义(repＧ
resentationalism)已经遭到了来自许多不同方面的攻击,如现象学、认知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

及实用主义等.许多哲学家早已指出,我们的知识并非是简单的对于实在的心理表征.希拉里普

特南(HilaryW．Putnam)表示,知道某一术语的含义并非是一例命题之知,而是一例技能之知———
即正确使用这一术语的能力;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表示,掌握语言并非意味着知道规

则,而是意味着学会技能;大卫刘易斯(DavidLewis)表示,“黑白玛丽”(Black and white MaＧ
ry)⑤这则公案中缺乏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技能之知———即辨别红与非红的能力⑥;后期维特根斯坦

表示,理解本身类似于一种能力,它涉及“一项技艺的掌握”⑦.上述哲学家都指向同一方向———命题

之知如果不是等于技能之知,也至少是依赖于技能之知.
斯坦利的立场与这些极端反理智主义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比诸如赖尔等反理智主义者更加拉

近了技能之知和命题之知之间的距离,从而使两者联系得更加紧密.当然,这两者的重大差别,就在

于他们的趋向是相反的:像斯坦利和威廉姆森这样的理智主义者设法运用有关命题之知的语言来描

述技能之知,而极端反理智主义者则尝试反其道而行之⑧.
(三)第四种立场和“功夫认知”
笔者欲提议的是,除了这三种立场(即:１．反理智主义,主张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是知识中的两

个不同种类;２．理智主义,主张技能之知可以归约为命题之知;３．极端反理智主义,主张命题之知可

以归约为技能之知)之外,还可以有第四种立场,即:技能之知和命题之知各自既无法归约为另一方,
也无法完全分离.技能之知和命题之知是彼此不同的,但二者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命题

之知都牵涉到技能之知,就连“知道５＋７＝１２”中也包含有运算能力.一个熟记５＋７＝１２但却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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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HubertDreyfus,“HolismandHermeneutics,”TheReviewofMetaphysics３４(１９８０:１):８．
参见JasonStanley,KnowHow,４．４．
参见JasonStanley,KnowHow,Chapter５末.
译按:这里的“反理智主义”是有关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的一种特殊观点,与平时人们所说的那种对理智的怀疑和敌视的

“反智主义”无关.
一位假想的科学家,她具有关于颜色的所有科学知识,但却从未经验过颜色.问题是:一旦她经验到了颜色,她是否学到了

新东西呢?
参见 DavidLewis,“Whatexperienceteaches,”TheresSomethingaboutMary,editedbyPeterLudlow,YujinNagasawa,

andDanielStoljar(Cambridge:MITPress,２００４),７７ １０３．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Hoboken,NewJersey:Wiley Blackwell,４thedition,２００９),１９９.
参见JasonStanleyandTimothyWilliamson,“KnowingHow,”TheJournalofPhilosophy９８(２００１:８):４１１ ４４４．



进行运算的人,算不上是“知道５＋７＝１２”.在中国古代的墨家文献中,有一则关于儒家关于“知仁”
的文字:

　　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

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

其取也.(«墨子贵义»)
凡技能之知亦包含命题之知.诚如斯坦利所指出的,即便是一条狗所具备的接飞盘的知识,也

包含有它知道飞盘在朝它飞来(尽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条狗并不知道该物名曰“飞盘”)———无

论这种命题之知在这条狗的头脑中是以命题的形式还是“以实践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技能之知与命题之知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显然,知道保险丝熔断可以使人知道如何修

复电路.波兰尼举例所说的用拐杖探路的盲人,是通过知道如何探路来得知路况的.因此,技能之

知和命题之知就像太极图里的阴阳两极,不可分离但又各有区别:首先,不可分离的意义是指每一方

都包含在另一方之中(正如太极图里黑鱼的白睛和白鱼的黑睛);其次,每一方都是整体的一部

分———二者皆是人类知识的特征;再次,二者可以彼此相互转化———命题之知能够使人获得技能之

知,技能之知又可以产生命题之知.反理智主义的问题在于把二者过分严格地分离开来,而理智主

义和极端反理智主义的问题则在于,这两派都力图把其中的一方归约为另一方.一个人唯有在既具

备了命题之知又具备了技能之知时,才得以有知,尽管某些“知”表现出更多的命题之知特征,而某些

“知”却又表现出更多的技能之知特征.
然而,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这种二分的概念框架依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仍把一

些重要的知识种类排除在外.例如,它并未把“熟识之知”(knowledgebyacquaintance)包括在内.
当我们说张三认识李四或者说张三熟识他的家乡小镇时,这种知识就属于“熟识之知”.熟识之知是

我们实践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明显它既不是命题之知的一个种类,也非技能之知的一个种类.
熟识之知不同于命题之知的是,它不可以用“真/伪”来评价.它亦不同于技能之知.张三有从一大

群人中辨认出李四的能力,这仅仅是他相识或熟悉李四的一种表现,并不等于他之熟识李四就在于

他有此能力①.另一种在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这种二分的概念框架中被遗忘的知识是鉴赏力(conＧ
noisseurship),它是对艺术的一种良好而精微的品味能力.一方面,它可以既是命题之知也是技能

之知(例如,一位品酒师可以感知一种好酒所具有的微妙口感,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将其同其他酒的口

感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它亦不同于命题之知,并且也不同于技能之知(例如,品酒

师对口感的审美品味).
就这一点而言,使用与“理论之知”相对的“实践之知”这一概念也许效果会更好,因为这一术语

要比技能之知更具囊括性,并且它可以更自如地把其他非理论之知容纳进来,诸如熟识之知和鉴赏

力.不过,把实践之知同理论之知区别开来,就会遮蔽理论之知亦具有的实践导向(practicalimpliＧ
cations)的一面.“默会之知”这一术语强调了实践智慧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它可以恰到好处地表征

“熟识之知”.但由于与非默会的“显知”(explicitknowledge)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分,它略去了那些

或多或少可以显性化的技能之知(如操作指南).“程序之知”(proceduralknowledge)则是与“陈述

之知”(declarativeknowledge)相比较而言的概念,但实践智慧中的知识却可以同样包含陈述之知在

内.此外,把体现在技能使用中的知识定义为程序之知,往往会使人们聚焦于技能的程序性方面,而
忽视了技能的体身化(embodiment,即转化为储存在身体中的能力).

若把这些概念及其对应面视作语言手段而非构成宇宙的零部件本身,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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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设张三在做了一些外科手术后完全改变了他的样貌,从而使得李四无法认出他,但这并不会影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张

三熟识李四.



自有其特性,能够按照不同的使用目的而有效地发挥功用,同时它们各自亦存在着局限性.为了让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知识类型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语言手段的实践导向,除了现存的对各种不同知识

的分类概念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把握住我们对待知识(无论这种知识是命题之知或技能之知,还
是其他类型的知识)的视角的概念.

“功夫”似乎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概念.它对主流哲学界而言足够新颖,以至于不会携带进来太

多的包袱;同时,它亦允许我们容纳上述概念簇所带来的各种洞见,并允许我们富有创造性和成效性

地使用它.将“功夫认知”这一术语作为研究知识的视角,我们进而可以探索的不是它与哪一种知识

不同,而是可以探索哪些知识在理智主义的倾向下被忽视了.在“功夫认知”这一概念范围内,我们

可以确定这样一些知识维度,它们或者是技能之知的成分多于命题之知的成分,或者是默会之知的

成分多于陈述之知的成分,等等.

二、功夫认知与真理

理智主义存在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它无法设想除了认识“真理”(truth)之外,还能在什么意

义上谈论“知”.在本节中,笔者将考察功夫认知与真理认知之间的基本差异,并解释为什么从功夫

认知的角度看,认知的内容远不止于真理,而且有时它还需要认识“不知真理”的价值.功夫之知关

涉到这样一种认识,即任何信念,无论它是真是伪,都同时是行为.
(一)知识远比真理认知丰富得多

真理认知与功夫认知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者旨在获得真理,而后者则以有效性为依归.因此,
比如说同样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这句话,便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根据真理认

知式的解读,这句话是一个形上命题,是对实在之存在状态的描述,即宇宙之运行乃是包含有阴之翕

力和阳之辟力的交互作用的统一,有如那阴阳双鱼构成的太极符号所示.而根据功夫式的解读,该
命题则是指导人行动的指示或教导,它告诉人们要在翕辟、动静、常变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上述区分使我们发现,２０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诠释大都是从真理认知的视角来加以解

析的,并因此错失了对于中国哲学传统而言至关重要的功夫认知维度.这也使我们认识到西方理智

主义哲学家的局限所在.通过把对认知的理解限定为真理认知,把技能之知归约为命题之知的一个

种类,这些哲学家代表的是拒绝珍视功夫之知的潮流.假设张三是一名典型的学分析哲学的学生,
他渴求真理,但是现在他也渴望获得对骑单车这门功夫的更好理解.在理智主义为显学的当世,张
三通过阅读斯坦利的专著KnowHow 能学到什么呢? 的确,他将学到命题之知对于技能之知而言

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他几乎不需要这样的提醒.告诉张三他需要知道的命题之知是“w 是F 这

一行动的方法,在这里F 代表的是骑单车”,这肯定是毫无帮助的.恰恰相反,他将被误导,从而认为

他所需要做的无非就是学习一些命题.这就是禅宗所说的“错把指月之指当作了月本身”.理智主

义者呈现给我们的这个有关技能之知的理论,好比是通过一幅某人的照片来告诉我们此人是谁.虽

然这幅照片捕捉到了此人的形象,但其本人却因此而被平面化到了一个生机与精神并失的二维世界

之中.
与此相反,反理智主义与极端反理智主义的各种论述则代表了克服理智主义倾向的逆流.考虑

到理智主义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反理智主义与极端反理智主义作为理智主义的逆

流有助于我们克服理智主义的局限性.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那个想从哲学中学到功夫的张三,便可

以从反理智主义与极端反理智主义这些立场中获得启发.他可以学到,仅仅追求有关事实的理智之

知不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反理智主义与极端反理智主义这些立场亦有其潜在的问题.就反理

智主义而言,对技能之知与命题之知进行对立二分可能会遮蔽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极端反理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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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而言,它会混淆技能之知与命题之知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且会有走向拒斥理论之知的潜在危险(尽
管总的说来,极端反理智主义在这方面的问题,比作为其对立面的理智主义要轻).

说到真理,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半杯水,既可以被描述为“半满”,又可以被描述为“半空”.这两

种说法的真值并无差别,但它们却涉及到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态度.“我将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
且唯有真相”①这一表述显然是一个虽然善良但却不可能办到的承诺,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够说出全部

的真相.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如我按一个开关,都可以有不计其数的真实描述,例如“接通电源”
“开灯”“照明房间”“惊动一个正在行窃的盗贼”“在开关上留下指纹”“加剧全球变暖”等.每当你描

述它时,你总是同时也忽略了它的某些其他方面,因此你选择的描述方式就已经把你的主观偏好引

入了你的描述.没有一个真相可以在不涉及诸如语词选择、语调使用、微妙的肢体表达、表达时机的

把握等因素的情况下说出来,也没有一个听闻者所接收的真相可以不通过听闻者的各种特定“背景”
成分的诠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最后说出来的故事的“真实性”.的确,整个当代诠释学能作证,
不存在简单的真实故事.“诠释学”这个词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依赖于诠释”的意思,这使得“客观诠

释学”这一表述成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不过,以上所论并不意味着我们选择用以描述事实的诸方式之间毫无区别.说半杯水为“半满”

是乐观主义的心态,它使人看到其所已拥有的,并由此而增强信心;不过,它亦能使人感到满足,从而

不再去尝试实现更多的目标.说半杯水为“半空”则是悲观主义的心态,它使人看到了尚有提升的空

间,却又有可能使人气馁,感到没有价值,以致放弃.真知应当包含对这些实际差异的理解,并促使

人们去相应地使用各种不同的表述.
所有的命题之知都包含有技能之知.这一认识意味着只要一个人不知道相关的“如何”(how),

就不能说是真正知道与之相关的“是何”(what).这一点早已被一些哲人强调过.有些人甚至进一

步提出,除了知道那相关的“如何”,真正的知“是何”还必须伴随适当的感受和采取相应的行为的倾

向.例如,在孔子看来,所谓“知父母之年”应当包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样一种心态(«论语里

仁»)———喜父母之寿考,惧父母之衰老也;所谓“知人”应当包括“举直错诸枉”,以“使枉者直”的能力

(«颜渊»);所谓“知«诗»”应当包括从«诗»中获得德育意义的能力(«论语学而»«论语八佾»),以
及在政务或外事中用«诗»应对的能力(«论语子路»).对于孔子来说,真知亦包括愿意并能够采取

适当的方式,甚至以恰当的态度来行为.孔子会说,一个仅仅具备有关“礼”的理智之知的人并不能

算作“知礼”(«论语八佾»«述而»);一个不知道如何用恭敬有礼的方式对待自己父母的人,也不能

被称为“知孝”(«论语为政»).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不知道如何适当地道歉的人,
可以说是不知道何为道歉;一个不知道如何适当地驾驶的人,可以说就是不知道何为驾驶等等.

熟悉西方哲学的人会立刻发现,这里涉及了一个从苏格拉底起就为人熟知的所谓“意志薄弱”
(weaknessofthewill)的问题.苏格拉底表示,没有人明知是恶而故意为之.信念是一种承诺———
人们不可能真正地认识到某事而对它没有任何承诺②.或许有人会说,人不只是受自身理性(或最佳

判断)支配,我们的行为也受到自身的情感和欲望的控制.但功夫大师会回答说:如果你能够做某件

正确的事,却选择不去做它,那就说明你其实并未真正领会到这事是正确的! 真正的技能之知意味

着能够将自己的理智意识和情感、欲望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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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译按:这一表述取自英美法系证人宣誓.
尽管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所指出的,承诺的程度取决于你所面对的选项是否“真实”(genuine).所谓“真实的选

项”,詹氏意指是活的而非死的、是无法回避而非可避免的、是重大而非琐屑的.一个选项是活的还是死的,由当事者是否愿意按此

选择去行动来衡量.由此,则信念被定义为行动的意愿.“在任何有行动意愿的地方都有某种信念的趋向.”参见[美]詹姆斯著,万
俊人、陈亚军编:«詹姆斯文选»,万俊人、陈亚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３８页;英文原文见 WilliamJames,The
WilltoBelieveandOtherEssaysinPopularPhilosophy (NewYork:Longmans,Green,andCo,１９１９),３.



这就需要进一步引入被称为“知识的体身化”(embodimentofknowledge)的问题.对于理智主

义者而言,“知识的体身化”这一措辞本身就显得非常奇怪,因为在他们看来,“知”是心(或灵魂)的职

责,无关乎身体.而对于那些从未把身心截然分离的中国古代诸子来说,知识的体身化是不言而喻

的.一如徐复观和杜维明所指出的,在中文中experience被称为“体验”,understanding被称为“体
会”,examination是“体察”,knowing是“体知”,reflection是“体悟”,recognition是“体认”.孟旦解

释道:

　　当“体”在把自我与事物联系起来的语境中用作动词时,它的意思是使事物成为身体或自我

的一部分———简言之,即“体身”之.“体认”这一复合词表明,“体身化”包含某人与某事物之关

系的扩充,也即超越对有关事物的常规知识.①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身化亦是成圣之道.圣人兼容并包,能够与万物为一体,恃万物以成其形②.
更具体地说,“体身化”有两层相互关联的含义.它首先意味着身体参与到了认知过程中来,如

“体感”“体认”等.主体并非被动地接收印象,也不会只用理智进行推理,而是通过身体的参与去体

验,带着身体的倾向去体会,依靠身体的感受去体察.这些事物皆只能通过体行(bodilypractice)的
积极参与方可理解.那些追求学识但却仅从理智层面把它当作理论话语来追求的人,很难理解是什

么使得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在生活拮据之时仍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论语述而»),也很难理解是

什么使颜回如此心驰神往以至于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这就解释了为何传统上中国人先是记

诵并恪守经典,而后才设法领会之.他们用实践体验和反复诵读来发展更深层次的体会以及体鉴

(appreciation)所需的精湛技艺(virtuosity).诚如宋儒程颐所云:“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

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③可以毫不牵强地说,用理智主义的路径方法去读

儒家经典,就好比是镜花水月.
人们通常通过阅读入门指导和规则的方式开始学习功夫,但指导与规则更像是程式,而不是律

令或描述性真理.它们旨在使人得到能力,而非给人们设置约束限制或使人们用理智去认识某事某

物.其实,传统上衡量一个人的功夫艺术的标准,就是看此人是否能够自由超越既定的教导———不

仅是能够权衡何时适合于不去遵循这些教导,而且能够自发地、不假思索地以这样一种适当的方式

作出回应.这就是孔子认为的最难以掌握的“权”的艺术(«论语子罕»).“权”字原意是测定重量

的衡器,并由此引申出“权衡”或“判断”的能力.一名功夫大师并非是教条本本的机械拥趸,而是一

位艺术家.
其次,体身化意味着所获得的知识应当真正成为身体或人身的一部分.具备键盘打字技能的

人,会觉得他们对于每个按键位置的知识,与其说是储存在大脑中,还不如说是在手指中.这种“肌
肉记忆”体现在他们无须思考便能自动触及正确按键的处理过程中.他们亦会发现,借助键盘打字

这项技能,键盘成为了他们身体的延伸.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三节谈及“对‘知者’的培养”时,会进

一步加以讨论④.
(二)为何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掌握真理?
按照求真的要求,“知”总是好的,“不知”则是不好的.«老子»第七十一章中的“知不知,上;不知

知,病”这一表述通常被诠释为“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最好的;本是无知却认为有知,是一种恶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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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J．Munro,ImagesofHumanNature,ASungPortrai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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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梅洛 庞蒂(MauriceMerleau Ponty)、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汤浅泰雄、张再林等.



王弼却认为这句表述应当作如此解读:“不知知之不足任,则病也.”①对这一段话的更与众不同的解

读是把第一个“不”字当动词“弃”来读:“抛弃彼所知者,乃为最佳;追求知彼所不知者,乃是病态.”②

尽管最后这一种解读与我们的普遍观念相悖,但却是与«老子»第四十八章的以下思想相一致的: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常规的知识总是限制着我们的头脑.当我们说“这是一台洗碗机”时,我们常常忘记这亦是一台

制造脏水的机器.当我们学习一门语言时,我们得到的是一种特殊的描绘世界的方式.一个人必须

卸载掉所学的东西,才能够摆脱常规的束缚、无端的假设、不良的思维习惯等,从而回归到思维原初

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
庄子亦谈到了“弃知”的益处.«庄子齐物论»通篇都在讲摒弃常规区分.他说:“六合之外,圣

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庄子最著名的一则寓言极好地阐明了这一点: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

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

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庄子用其典型的嘲讽语气表示:“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 孰知不知之知?”(«庄子知北游»)正
如何莫邪(ChristophHarbsmeier)所说,“因此不知(not knowing)绝不是无知,它是道家的docta

ignorantia(有学问的无知)的高级版.它不是对科学知识的反理智主义式的拒斥,它本身就是一种

先进的科学理论化的产物”③.何氏指出,在西方传统中亦可以发现相似的洞见.库萨的尼古拉

(NicholasCusa,１４０１ １４６４)的杰作«论有学识的无知»(Dedoctaignorantia)就是以题为“为什么知

识就是无知”(Quomodoscireestignorare)的章节作为开始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EmＧ
piricus,活跃于１８０ ２００年间)和伊利斯的皮浪(PyrrhônofElis,约前３６０ 前２７０)都像庄子一样

“培养了一种怀疑的态度,以此作为一种达到心平气和、心神安宁(思想的安定平衡)的方法”④.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须对“欺骗(无论是自欺还是欺人)永远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一断言提

出质疑.一旦我们将认识论视野拓宽至一般意义上的对知识的哲学考察,并且从功夫的方法来反思

对真话实言的执着时,我们就会发现,诚如罗伯特索罗门(RobertSolomon)所指出的,“并非所有

的假话都是恶意的,也并非所有的欺骗都是谎言.真话实言有时伤人甚至害人,但假话谎言有时却

可以护人励人,欺骗有时亦可以出于高尚的目的”,“真话实言是为伦理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由伦理

为真话实言服务”⑤.尽管欺骗有明显的危害性,但它有时却可以为产生积极效果而发挥重要的

作用.
儒家传统中有无数故意欺骗(或自欺)的例证.其中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圣王尧、舜和禹都是实

际存在的.有关他们卓越品行的故事在传统时代从未遭受过质疑.这些故事是这种人道主义文化

的共同资源,对它们提出质疑只会使人类的生活资源贫困化.有圣诞老人的世界要好过没有圣诞老

人的世界.“汝终有一死”当然是一句真话,但并不适用于生日祝福.“无物常驻”亦是一句真话,但
没有人愿意在婚礼上使用它.在获得功夫的过程中,欺骗(或自欺)常常是掌握功夫之知的必要环

节.对于某些人来说,“精明的自我修炼者可以通过说服自己他所期盼的自我转化触手可及,用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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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Harbsmeier,“ConceptionsofKnowledgeinAncientChina,”EpistemologicalIssuesinClassicalChinesePhilosoＧ
phy,ed．byHansLenkandGregorPaul(NewYork: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９３),２５．

Harbsmeier,“ConceptionsofKnowledgeinAncientChina,”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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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calEnquiry,ed．byRogerT．Amesand WimalDissanayake(Albany & New York:StateUniversityofNew York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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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激发自我的工具”①.然而,对于另一些人,则更适合反其道而行之.正如索罗门所提到的,一些

高僧大德诱导沙弥相信他们自己“乃最恶之人”作为策略来促使他们提升自我②.我们当然可以对这

些培养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但问题在于———我们的评估并非是要弄清楚哪一种方法揭示了真

理,而是考察在何种条件下它们会趋向于产生什么效果或影响.激励法对于那些已经发现提升点但

却缺乏勇气和决心的人也许更加有效,而反激法会对那些尚未发现有提升必要的人有着更好的效果

或影响.
事实上,正如索罗门所非常确切地阐明的,“没有谎言这层隔膜,我们最简单的社会关系都将不

复存在”③.从真理这一点来说,“我是对的,你错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从功夫来说,我
们则会问:“这一问题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厘清微不足道的真理果真有助于夫妻更加和谐同处吗?
还是恰恰相反? 无论是关于朋友为我们策划的惊喜派对,还是关于某个我们认为可以破解的谜语的

谜底,或者是某个朋友的私生活秘密,乃至政府的机密信息,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下,我们都会说“我不

想知道”.
当然,这一洞见并非意味着拥有知识总是不好的而不知才是好的.通常,那些选择忽视由过去

积累而来的知识的人往往会一事无成,甚至更糟.问题在于智慧并非总是由拥有某种知识来衡量

的.道家的圣人是睿智者,尽管在有小聪明的人眼中,他们或许像是低智商的愚昧无知者.在道家

圣人的理解中,智慧并不同于拥有许多真信念,而且信念无论是真是伪,都有自我实现的功能.我们

通过认识某物是x,从而不仅把它当作x,而且亦使其成为x! 正如庄子所言,“道行之而成,物谓之

而然”(«庄子齐物论»).这亦是潜藏在佛教“思即行”的信念背后的道理所在.面对同样的半杯

水,是那些视之为半空的人使之成为半空的,而那些认为是半满的人使之成为半满的.认为你有病

就可以使你生病,认为你良好就可以使你身体好转.对社会产生混乱的普遍焦虑可以导致社会混

乱.当所有人都认为股市即将崩盘时,股市就会崩盘.大多数情况并不是如此极端,但仍然会或多

或少地有这样的效应.新闻记者常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报道真实故事,但他们的报道往往

会影响到他们所报道的事情,从而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揭示了这种现

象在社会与人际关系中是多么常见:

　　例如,你是否喜欢我? 在无数的例证中,你是否喜欢我都有赖于我是否主动迈步迎向你,而

且愿意相信你必定喜欢我,并给予你以信任和期望.就我个人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能使你对我

产生喜欢的条件就是我先前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你对我的喜欢是存在的.在此,对某种

真理的希冀,就是导致这个特殊真理的存在的原因,这在其他不计其数的情形中亦是如此.④

简言之,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就是在塑造我们的世界.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自己所

选择的信念构成的.

三、功夫认知的特征

功夫视角亦对“知”或“思”的方法有着重要意义,因为“知”和“思”的方法与所知或所思的对象是

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许多主流西方哲学家并不愿意承认中国传统思想是哲学.其背后的一个主

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哲学著作常常显得支离破碎、含糊其辞、自相矛盾而且多有无根据的断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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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合法化为哲学著作,现代中国哲学学者力图采取西方的方法使中国哲学理性化①,诸如对关键术

语提供定义并分析之、以时兴的辩论方式重构理论,乃至善意地对文本中出现的令人费解或玄秘深

奥的部分视而不见.但通常来说,中国哲学这些所谓的短处事实上却是其功夫导向所要求的.因

此,按照西方标准来重构中国哲学,将会遮蔽中国传统思想文本中有独特价值的内容.所以,我们应

当把方向调转过来,从功夫的视角对以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为典型代表的西

方哲学方法论及理性进行考察②.
(一)对语言的建设性和诊疗性使用

大部分理智主义者都含蓄地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能够知道的事物都可以用语词明确地表

达出来.这一点是功夫认识论将明确提出质疑之处.我们的生活似乎告诉我们,我们的大量经验都

不能通过语词明确地传达出来.当一名品酒师表示酒的味道就好像在舌尖上跳舞,或者当一名中国

书法家表示行笔如仙人腾云驾雾时,他们并不指望读者无须凭借具备一定造诣才可获得的相关经验

或体验就能够理解他们的用意所在.人们不会去抱怨这些术语是否得到了明晰的界定,因为缺少了

相关的经验或体验,这些术语的内涵便注定是含糊不明的.
西方哲学是如此执着于清晰而明确的思考,以至于模糊性和晦涩性被认为是比谬误还要糟糕的

情形———它们几乎与混乱、不通和无感知能力同义.笛卡尔把理解定义为具备清晰而明确的感知能

力,他甚至提出把清晰性和明确性作为真理的标准.毫无疑问,清晰的思考与感知不仅对于认知真

理,而且对于过上好的生活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一旦被视为思考的唯一方法,就会阻碍

我们超越那些可以被明确描述出来的东西.
这一点对于艺术来说是特别成问题的(须知功夫是一门生活的艺术),因为艺术需要体身性和创

造性,但这一点甚至对于真理认知来说也带有局限性.坚持主张清晰而明确地看待事物,将会使人

们形成一种原子论的世界观,把每个对象都视作本质上无差异性、无变化且无实在联系的个体.在

这种原子论的观点看来,“一物与一物毫无二致.在这种存在被理解为没有变化的学说中,差异

性恰好是对存在的否定.自我同一性严禁事物发生改变,除非它确实不再存在.由于有了这种自我

同一性,真正的存在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③.笛卡尔正是从其坚持主张的清晰而明确的思维方式出

发,逐渐走向了身心分离、主客分离及物质和运动的分离.当他用明晰的方式去思考每一事物与众

不同的抽象“本质”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可调和的二元论与两极分化的世界当中.
沿着相同的理性路线,休谟(DavidHume)陷入了一个各自有别的观念世界之中.他发现,他找

不到任何一种能够把那些观念“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就因果关系而言,休谟发现我们能够经验

到的不过只是“恒常连结”而已(它仅意味着一件事紧接着另一件事发生,这是恒常的,而人们察觉不

到这两件事之间的任何实际联系);就人格同一性而言,休谟发现自己有的不过只是“知觉束”而已

(即知觉以“捆束”的形式出现,但没有任何一个存在于不同的知觉之间的“绑定”是可以被感知到

的).在这两种情形中,休谟的问题就是———“心灵在各别的存在物之间无法知觉到任何实在的联

系”④.他所感知到的存在物都是惰性的(inert),既不能彼此相互关联,又不能发生任何变化.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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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一种单纯的“西方的方法”存在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西方人也采用多样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不过,在西方被广泛接受

的观点是,思想的清晰性和推理的逻辑性是好的思维的两大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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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enneGilson,BeingandSomePhilosophers(Toronto:PontificalInstituteofMediaevalStudies,１９４９),１１．
[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６７４页;DavidHume,ATreatiseofHuman

Nature (SecondEdition),ed．byL．A．Selby Bigge(Oxford:ClarendonPress,１９７８),６３６.



认为,是我们把因果联系和人格同一性投射到不同的知觉上去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之所以无法感

知到联系,原因就在于他预先就把自己观察的视角设定在了“清晰和明确”那一档上.
与此相反,以«易经»为首要代表及后来反映在儒、道两家著作中的中国传统世界观,都是用整体

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认为世界处在转变与转化的恒常流变之中.世界的静止和单纯性只能在相

对的情形下来加以理解.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主观地将事物个体化的兴趣使然,另一部

分原因则是由于存在本身会有相对静止的凝聚收缩的阶段.由于“变易”是事物本身的性质,模糊性

和差异性并非是对事物存在的否定,因为事物恰好是通过转化为他物而彰显自身并证实其存在的.
陈汉生(ChadHansen)把中西这两种观点同中西语言的差异作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联系①.他表

示,在西方语言中,名词术语的单复数之分表明,西方思想事先就有了把世界设想为是由不同的个体

对象集合而成的意向或倾向.故而,西方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将事物进行个体化来思考并感知的

训练或程序化过程.学习如何使用“cow”这个单词,就是在学习何者才算是一头乳牛,以及何者才算

是同一头乳牛.与此相对比,中文名词一般来说更接近于西方语言中所谓的“不可数名词”(mass
nouns),没有“可数的多”与“不可数的多”(many/much)、“可数的少”与“不可数的少”(few/little)之
分.这表明,中国思想事先就有了把世界设想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意向或倾向,尽管这个连续统一

体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分解.西方语言使其言说者们事先就有了把恒常不变者(它赋予个别对

象以自我同一性)视作实在的意向或倾向,而中文则不是如此.
从功夫的观点来看,以分析的方式清晰而明确地看待事物,和以合乎情境的方式整体性地看待

世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实用价值.当你在驾车时,你不会想让你所能看见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但
同时你也会希望从整体的角度和在变化当中把握路况.在接受外科手术时,你会希望你的医生用刀

非常精准,也希望他能够运用精密的命名体系对你身体的每一个错综复杂的部位都加以区分;不过,
你也会希望医生把你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并认为你身体的各部位是与作为整体的你有着错综

复杂的联系的,而不是武断地强行使二者判然割裂开来.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不需要分析型思维方

式,而是在于除了发现区别和“个体事物”之外,功夫还要求我们发现联系、趋势和事件.笛卡尔式的

理性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自诩是解读世界的唯一正道.笛卡尔的方法成为解读世界的主导方式后,确
实成就斐然,尤其是在科技方面;但是,它亦对我们理解和重视事物的联系、转化和空无制造了诸多

困难.在极端情况下,分析法甚至会要求我们把“我跑步”和“我以每小时１０英里的速度跑步”当作

两件不同的事情②.不错,从逻辑上是可以把这些非常清晰地区分开来,但这样就丢失了万事万物之

间的联系,最终也将无法理解何谓“变”! 在一个我们自以为明晰地看待事物,而恰恰因此而对这些

方面全然熟视无睹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想到模糊性具有的建设性和富有成效性的功用.
上述这一点使我们引出了这样一个对比,即真理认知的认识论假定语言的功能仅仅在于陈述命

题性真理,而功夫认识论则对语言的使用所具有的非描述性功能更敏锐入微.功夫大师在提供指导

及传达其知识时,经常使用他们的语词来影响或感染其学生,而不是去描述事实.注意不到这一点,
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误解.

陈汉生受孟旦的启发,表示:

　　西方哲学有关语言的论说采用的是柏拉图哲学的实在论方式,聚焦于形上学和认识论.我

们把我们的哲学活动设想为是研究如何在我们的大脑里客观地反映出实在.与此相反,中国哲

学家有关语言的话语采用的则是儒家的实用主义方式,聚焦于用来塑造使行为与道德相符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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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情感的社会—心理技艺.①

中国哲学家不试图去获得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也不试图去援用证明、知识或信念来获得支持,而是

试图去保证“名”的可接受性.陈汉生表示,在西方,“语句信念陈述(sententialbeliefstatements)表
征的是人与所信的语句之间的关系,[而中文的]词信念陈述(term beliefstatements)则把人刻画成

具有使用与某一对象有关的特定用词的倾向.在中文中,词信念表征的是一种回应的方式,而非一

个命题性内容”②.
的确,中文从一开始就把定名看作是把对象明确化的行为,是将语言活动放到实践生活情境中

去定位,而不是把它当作指称某一事物的方式.汉代许慎在其编著的字典«说文解字»中就表示: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③

正是因为功夫认知需要对狭隘地用理智看待事物并仅把语言当作描述的工具这样一种强大的

习惯进行制衡,所以佛教禅宗发展出了刻意使用荒诞不经而又振聋发聩的陈述的激发手段,使思想

从执着中解脱出来.这种语词的治疗用法亦可见于“后现代”西方哲学,如萨特(Jean PaulSartre)、
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和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著述中.

(二)一种不同的体系

一个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者会建立一套线性的理论体系,其成分通过逻辑推理而与一系列的结

论联结在一起;而一个功夫大师的学说体系则通常依据修行水平、行为的实践导向以及对环境的特

殊回应而建构起来,所有这些都旨在帮助人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出类拔萃.按照评价一种理论建

构的方式去评价功夫体系,就好像要求菜肴要像菜谱那样陈列出来,或者(更糟糕的)像美食杂志文

章那样呈现出来.一个人可以用一种线性的、逻辑的方式把一个菜的各种用料成分讲清楚,但菜谱

并非菜肴本身.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诸子(比如孔子)所教授的哲学与典型的哲学话语很不一样.孔子从未

以系统的讲学来表述其观点.他的学说大多是通过简短而直接的教导提出的.有时,这些学说是孔

子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提出的.从«论语»可以看出,当弟子向孔子问“仁”时,孔
子从未试图去定义“仁”本身.他谈及一个“仁”人会是何样,他们会如何行动,并根据每位弟子的特

殊条件给予教导,从而使他们知道他们应当在哪种层次或水平上以及在哪一方面开始或继续他们的

实践.这种教学方法确实是功夫大师而非哲学教师的典型方法.倘若孔子仅仅用言语来描述“仁”,
他将会误导弟子们进入纯粹的知性理解的歧途中去.在知性理解中,“仁”的真精神是不存在的,这
就好比隔靴搔痒一般.

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对中国经典文本中许多看上去前后矛盾不一致之处,也同样开始有了理

解.例如,我们发现孔子赞扬他的得意门生颜回时表示,“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

罕»)、“不贰过”(«论语雍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但我们亦发现孔子还有这样

的表示:“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
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他亦哀叹道:“已矣乎! 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

冶长»).在我们责备«论语»文本的内容前后自相矛盾之前,应当认识到孔子很有可能是有意夸大其

词,就像中国家长经常对他们的子女做的那样,向他的学生提出挑战,让他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是

错的.
又如,功夫路径方法亦让我们理解了为何一位佛教高僧大德会打发他的新弟子去扫地打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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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也不去教授他任何东西.尽管扫地或打水与涅槃之间没有丝毫的线性逻辑联系,但是像这样

做一些烦琐的体力劳动有助于使一个人戒骄戒躁.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一个人虽不骄躁,却可能

缺乏实现更高的完满境界的抱负.因此,师傅同时亦须在恰当时刻促使其弟子理解到众生皆有佛

性、人人皆可成佛.当弟子处在错误地认为这两件事(即扫地和实现涅槃)是完全分离的两个阶段

时,师傅就必须进一步教导该弟子去发现通过平常行为亦可以立地成佛.这里的“逻辑”和儒家经典

«中庸»里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一样的.
(三)对认知主体的培养

功夫之知的这些基本特征对于如何获得功夫之知具有深刻的导向作用.这里的重中之重是实

践.陈汉生在描述中国古代的“知识”概念所具有的特征时表示,这里的“知识是在训练的意义上的

学习结果,而不是获得所谓概念和事实资料意义上的学习结果.其所学得的范式性的东西,是传统

儒家的德性”①.他的“是此而非彼”的概括受到了何莫邪的挑战.何氏指出,在中国古代,“也同样存

在事实和科学范式”②.麦高思(AlexusMcLeod)对于早期中国哲学里的真理理论有过更加系统和

公正的梳理③.的确,如果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如我们先前所希望厘清的那样,是明显不同但又不可

分离的话,那么,资讯的获得和训练也应当是不可分离的.不仅所有的训练中都必须包含有资讯的

获得,所有的资迅获得亦需要训练.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就好比阴阳统一体的两个不同方面.但

是,考虑到人们通常倾向于把知识看作是信息的获得,强调训练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方式是很重要的.
受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启发,当代认识论学者也相应地开拓出了一条所谓“德性认识论”的新路

径.诸如公正、清醒、勇敢、勤奋、果断、守纪、好奇、谦逊和坚毅等理智德性(intellectualvirtue),由于

它们对于获得知识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倍受关注.德性认识论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可能需要

准备并磨练我们已经具备的能力(例如,去除或避免可能会妨碍我们的能力正常发挥的障碍),同时

发展我们学习的能力以及做出适当回应的能力.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哲学已经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以众所周知的“思想的开放性”(being

open minded)这一理智德性为例,它意味着我们承认自身的可错性,愿意倾听并考察与自己不同的

观点,并且如果被说服自己的观点是错的,就愿意改变那些信念.这对于功夫学习来说当然是重要

的.但“思想”这一概念本身就非常具有理智主义色彩.具备“思想的开放性”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倾

向,即人们会认为理智是我们认知过程中的唯一相关成分.功夫学习则要求在具备思想开放性的同

时,还要使我们内心世界的情感方面———“心”———也具备开放性.有趣的是,与英文单词“mind”大
致相当的中文“心”,在词源学上亦有“heart”(心灵)之意.“心”具有“思”与“感”的功能,因而它并不

是非物质性的.与笛卡尔哲学中作为与“身”相区别的本体论实体———mind不同,中文的“心”字指

的是贯通整个人体的身体器官.这也就是为何大多数学者会把“心”字翻译为“heart mind”的原因

所在.虽然这种翻译不那么简练,但它把握住了身与心、思与感之间的联系.诚如«大学»所云: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几乎所有的东方哲学传统都发展出了有关如何“正心”的精致学说.这些传统所使用的一种常

见方法,便是“入静”(meditation).对于中国哲学家而言,入静不仅与所思想的内容有关,而且也是

关于“心”的预备工作,以使其能够作出适当的回应.在佛道两家的哲学中,“心”经常被比作“镜”.
镜必须平滑,其自身不可有“成见”或“偏见”,以便能够清晰而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老子»第十章).
但正如凯伦卡尔(KarenL．Carr)和艾文贺(PhilipJ．Ivanhoe)所观察到的,对于中国古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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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并非只是信息的被动‘反映者’;无论何物在其面前出现,它们都能提供精确而恰当的回应”①.镜

样的心不仅能理智地接受,亦能在情感上作出回应,并以恰当的方式作出回应.这种入静不仅需要

理智的参与,也涉及到整个人,其中包括调整身体姿势、调整心理状态、调整呼吸、并运用想象力来进

入某种存在状态.这种实践是中国古代哲人达致其洞见的方法.庄子所谓“坐忘”(«庄子大宗

师»),朱熹所谓“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大学»所谓“意诚而后心正”,都是在

给予我们这类有关如何转化人生的教导.
主体的预备工作还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对于“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功夫实践者常有这样的体

会,在长期勤恳地实践功夫后,恍悟的瞬间会随之而来.一个未经训练的耳朵并不会注意到一段音

乐的错综复杂.品酒师需长期的训练以发展出其所需具备的敏感性.“理解一种特定的智力行为所

需的知识,恰恰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做出那种行为的知识.”②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以可以理解的方式

使用一门语言,你就无法理解其他使用该语言的人在说什么③.如果你从未练过花样滑冰,你就无法

成为一个优秀的花样滑冰裁判.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认知主体的训练也牵涉到学习如何协调波兰尼所谓的“集中意识”(focalawareness)和“隐附意

识”(subsidiaryawareness)④.在演奏一段音乐时,钢琴家须意识到其手指的动作,但他的注意力须

集中在音乐上而非集中在手指上.如果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其手指的感觉上,那么他将会磕磕绊绊甚

至不得不停止演奏.这个例证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例外.试想如果你在讲话的时候一直把注意力

集中在你嘴唇和舌头的运动以及你声带的振动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你很有可能完全无法说

话.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对唇舌、声带等的隐附意识,你也无法说话.因此,学习知道如何做某事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使你的集中意识从隐附意识的拖累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能够自然而然地以潜意识的

方式对这两种意识加以综合并作出反应.这正是道家所谓的“无为”,或曰“为无为”.
与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身与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之间的弹性界线.“通常,我们

都认为自己的手脚都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物.这太理所当然了,以致只有在这些部分偶然

受到疾病困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那只是一种预设.”⑤另一方面,外在于我们身体的对象物通过我

们的隐附意识亦可以成为我们自身身体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运用锤子和盲人使用拐杖的方式都表明,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把我们与被

我们视为处于自己之外的物体相接触的点向外延伸.当我们依赖于一件工具或拐杖时,它们都

不被当作外部物体来处理.我们把自己倾注于它们之中,把它们吸收为自己的存在的一

部分.⑥

我们越是能够吸收外部世界的事物,自我就会变得越发广大,我们也就能够调动更多的外部世界事

物.这种培养过程并非是试图涤除主观性,从而使人能够具备纯粹的客观知觉而毫无任何偏见.这

种客观性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人们能够获得之也是不可取的.毋宁说,这种培养乃是转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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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主观性使之达到最佳状态,从而使其能够以一种最为和谐且最富建设性的方式与世界产生共

鸣.在培养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内化其所学到的东西,使其与自身的主观条件相和谐,同时还可以把

人的主观性向外拓展乃至与天地同流.
从这层意义上说,培养自我和走向世界就变成了同一个过程.诚如詹启华(LionelMJensen)所

言,对于宋明新儒家来说,“‘致知格物’并不是一种智力训练,而是对‘神’与‘气’的物理调节,其结果

可以消解内与外、今与昔的界线”①.孟旦在评论朱熹“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四书章句集注

中庸章句»)的观点时指出,“对于无偏者而言,万物皆成一体”———这是儒者修身的一种理想状态,
通称“天人合一”②.

有记载说,许多宋明儒者、道者和释者在他们静深冥思时,都曾有过达到与万物为一的体验③.
确实,有关这些体验及其相应力量的记述都是神秘玄奥的,它们似乎也与我们的常识及近现代科学

相悖,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它们来设想,就逻辑的可能性④而言,我们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可能与客

观世界为一 ———这就好像万事万物都变得与盲人手中的拐杖一样! 事实上,中文对此有一专名曰

“感通”,王怀聿对其含义作出了精辟的概括:

　　“感通”一词所蕴涵的字面意义即“向对方开放自身,并使自身受到对方的影响”.在中国古

代文本中,它常常在非常广泛的含义上使用,用以描述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神、人与自然事物之间

的各种交互作用与交流.⑤

王怀聿也指出,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与“感通”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确,中文对于缺乏敏感性的

一种常用表达即“不仁”.“程颢视‘仁’为宇宙内所有事物相融合的基础.因此,成仁就是向周遭世

界开放自身,以便参与到世界的运动中并对其作出回应,就好像所有其他存在物和自身都作为一体

在发生作用.”⑥他援引牟宗三“仁以感通为性”一语,认为牟氏此言“揭示了程氏这一表述的核心意

义”⑦.
这一吸收过程是相互渗透的.我们不仅让外在的东西进入到我们之中(犹如盲人的拐杖变成其

身体的一部分),亦把我们自身———我们的主观性、价值以及目标———扩展到客观世界中去.
(四)学习楷模与权威

由于功夫之知不只是关乎“真理”,它更关乎“道”,因此学习功夫之知的主要方法不是靠接受言

语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而是通过摹仿师傅或楷模.这种学习的一个特征,就是在遵循教导和楷模的

时候不首先要求甚至永远也不要求要有知性的理解.诚如波兰尼所言:

　　通过示范学习就是投靠权威.你照师傅的样子做是因为你信任师傅的办事方式,尽管你无

法详细分析和解释其效力出自何处.在师傅的示范下通过观察和模仿,徒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

了那种技艺的规则,包括那些连师傅本人也不外显地知道的规则.一个人要想吸收这些隐含的

规则,就只能那样毫无批判地降伏于另一个人进行模仿.一个社会要想把个人知识的资产保存

下来就得屈从于传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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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会发现与此相关的功夫大师与哲学教师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

有趣而重要的哲学问题.源自理智主义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即老师是来

训练学生使用其已具备的理性的.其教导方式是使用语词或其他符号来呈现事实,通过言语的厘清

及论证来诉诸学生的理性从而说服之.这种教育方式鼓励学生问“为什么?”并寻求其所学到的一切

事物的理由或原因(除非它是对理性而言不证自明的).从具备理性这一点上来说,学生与老师是平

等的.
东方的主要哲学传统里的功夫师徒关系则肇始于另一种假设,即一个人的理性必须求助于开发

了的直观和通过个人体验方可获得的了悟.学习功夫须先假定修行良好的师傅处在较高的位置,他
能够发现未经培养的徒弟所无法察觉到的事物,同时师傅所察觉到的东西是无法单凭语词来传达给

徒弟的.因此,徒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接受教育———不是主要靠言语陈述和说服的方式,而是

通过摹仿典范,接受更多的作为徒弟应当遵循的个性化教导,并落实到相应的实践中去.有时,师傅

甚至不允许徒弟问“为什么”,这是因为没有尝试去体验,言语的回答会容易误导学生,使他以为自己

已经从语词中理解了答案.面对一位有修行的师傅,最好的立场就是做一名谦诚的学习者;最坏的

立场则是自以为已经具备了认知所需要的全部条件,甚或是自以为已经知道了所有能够知道的东

西,并且自信有能力去评判师傅.
这就自然而然会导致一连串艰难的问题出现,例如如何选择正确的师傅或模范来摹仿,哪一种

教导或传统应当遵循等.如果你不知道师傅引你所走的方向是否正确就盲目跟从,这似乎与理性背

道而驰,甚至是很危险的.要是你错选了导师怎么办? 要是你接受的教导会使你误入歧途怎么办?
驱动整个西方启蒙运动的那种精神,就是要摆脱对权威和传统的盲目信仰,并且只相信人的理性之

光.康德著名的«什么是启蒙?»一文开门见山地表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

脱出来.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指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引,他就不能应用他自己的悟性”①.德国作家戈

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EphraimLessing,１７２９ １７８１)亦提出,“如果上帝一手拿着

真理,一手拿着寻找真理的能力,任凭选择一个的话,我将选择后者”.这种理性精神告诉我们只能

接纳经由我们自身理性批判性评估后的东西.在当代后现代哲人吉亚尼瓦蒂莫(GianniVattimo)
那里,这种精神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以致于他声称,“共同体越大,帝国主义越多”②.对于他和与其志

趣相投的西方思想者而言,理想的认知主体是理性的、自主的个体.
在此,我们立马发现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你无法辨识一位导师,或者你无

法理解这位导师对你的教导,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师从他;但如果你能辨识一位导师,并且理解他的教

导为何是好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然而这种能力应该只能在你已经接受了

导师的指引、践行了相关的艺术之后才能开发出来.
不过,这种两难困境不仅存在于功夫认知中,它也同样存在于柏拉图所谓的“研究悖论”(paraＧ

doxofinquiry)之中———当你不知道你在寻求什么的时候,你如何发现某事物? 如果你已经知道它

是什么,那么你就无需发现它;但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无法开始你的研究,以至于即便你碰

巧遇到了正确的解释,你也可能并不知道这就是正确的解释③.
这对于功夫之知以及有关命题之知的传统认识论而言都是一个难题.我们大多数的信念都有

赖于天生的轻信.在我们出生以后到明白什么是谎言和什么是欺骗之前那段时间里,我们不凭借任

何证明、而是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的权威和证词,便接受了大量的信念.笛卡尔会认为这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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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然而,正如托马斯里德(ThomasReid)所言,轻信是来自造物主的恩赐,否则我们将因为

缺乏知识而消亡.

　　正如在他们(孩子们)能够自食其力之前需要去喂养他们一样,在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判断

去发现诸多事物之前,必须要让他们接受各种指教.①

的确,如果没有轻信,我们甚至就无法和任何人说话,因为言语交流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

础之上,即对方一定是像我们一样地在使用他们的语词.如果我坚持要找出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对

方是在与我一样的意义上使用语词,甚至在我和她打招呼之前就先证明她通常不会说谎,那么我怎

么可能和她交流呢?
不要以为如果我们防范那些不确定的信念,我们就能成为毫无偏见的独立思想者.事实并非如

此.一个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或那种力量的影响,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这个人的生活态度.这些

影响会封锁一些认知的可能性,它们有好有坏.诚如威廉詹姆斯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

“活的”(live)、“不可避免的”(forced)和“重大的”(momentous)问题,选择不去相信,并不是把自己从

犯错误的可能性中拯救出来,而是剥夺了自己正确的可能性②.看来,轻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它甚

至是“知”的必要条件.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传统中国,孩子们总是在能够

理解经典之前就被教导要背诵经典,正如一名孩子在学弹钢琴的时候,被要求无条件地遵循老师的

指导一样.对老师的言辞产生质疑或提出挑战并非是一个选择信念的行为,而是阻碍一个人的成长

道路的行为.
在真理认知的认识论领域中,这就意味着走入了绝境.现代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发展都指向了

这样一个结论,即不可能有绝对客观的真理,因为没有人能拥有不带任何视角的观点! 然而,在功夫

认识论中则不同.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衡量功夫之知的显著标准,就是其有效性、适宜性以及审

美性.其中没有一种标准要求我们超越主观性从而走向物自体或自在之物(ding an sich/things
inthemselves)的领域.这些标准都与人类体验息息相关,而这些标准瞄准的价值也恰恰处于人类

体验当中.
楷模学习的另一个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既摹仿却又不机械复制楷模③.恰当理解和实践下的模

仿应该远非是纯粹的复制.这里的关键在于把摹仿同重复和单纯的形式相似区别开来.摹仿应当

理解为获得能力、艺术或功夫的一种过程.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坚持认为摹仿并不是“重
复”;相反,摹仿是“跟着做:跟从而来的制作.摹仿在本质上就在于距离,并且就是通过距离来定义

的”④.德里达也发现,“真正的摹仿[存在于]两个生产的主体之间,而非两个被生产物之间”⑤.实

际上,摹仿是人获得创造能力的过程本身———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并不是指完全无中生有地制造出

某种新东西,而是指把自身的创造力建立在模范的优秀性这一根据之上.例如,在中国武术和书法

中,摹仿大师总是作为一项基本功被加以强调,这是因为多半情况下一个全然没有根底的人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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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更糟糕的是会成为这个人获得发展其真实创造力机会的障碍.正如任何一种教

导都可以被机械地或适当地采用一样,对典范的摹仿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不过必须谨慎、注意的是,
在摹仿楷模的时候必须要对文化、历史及其他特定的具体条件,以及某些特定典范所具有的局限性

进行反思并保持对它们的敏感度①.这种危险并不比缺乏适当指导所导致的危险系数小,而且人们

在内化了不良影响之后,便会失去成为君子和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

四、结　语

行文至此,笔者希望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对认识论进行系统延伸的必要性,以便使其能够把各种

被笔者统称为“功夫认知”的那些认知模式(或者借用孟旦的术语“特征簇”[clusteroffeature])包括

进来.“功夫认知”是依据其有效性和美学价值,而非依据真理价值来加以判断的(虽然真理价值可

以作为影响有效性的一种因素).它虽然与技能之知接近,但却比技能之知更丰富.功夫之知的内

容超出了可以用命题表达出来的知识内容.虽然它不能没有命题之知,但却不能归约为命题之知.
功夫之知必须体身化,并且必须成为超越对规则或程式加以机械应用的实现能力.认知远比真理认

知丰富得多,它甚至包括在实践生活中认识到真理的局限和信念的力量.
功夫认识论要求我们对一些常见的假设提出挑战,例如认为清晰性和逻辑一致性具有绝对的价

值.它提醒我们注意语言的行为功能和功夫体系的独特之处.功夫认知更多地要求认知主体的培

养与转化,因而它除了认知方面的意义,还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获得功夫之知的过程更多地是一种

训练而非资料的收集,它更多地涉及到对典范的摹仿.
功夫认识论虽然最初是作为真理认知认识论的补充被提出来的,但它亦可以囊括真理认知.与

传统的真理认知认识论忽视了大量的认知领域不同,功夫认识论并不忽视真理认知的合法性.相

反,通过承认真理认知与其他认知模式的不可分性,功夫认识论可以说是对真理认知的一大推进.
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一样,功夫认识论着眼于信念和思维方式的实践价值.但是,它又不像那

种粗糙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把真理只视作能产生效果或有利的东西.功夫认识论并不改变我们通常

的真理观念———即准确描述实在的陈述.它不否定获得真理的可能性,虽然它并不依赖于对这样一

种可能性的认可.它提出了一套不同的问题,诸如一个相关的信念(无论它是真或是伪)是否有助于

产生积极的影响或是否有益于生活———而恰恰因此,这种功夫认识论会充分认识到真理对于实现美

好人生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功夫认识论亦不同于粗糙版的实用主义认识论,后者把认知主体简单

地当作天生给定之物.相反,它把对认知主体的培养置于中心地位.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一名

词源自希腊文 (pragma),意即“行为”或“行动”,它更易于让人关注行为举动及其结果,而不易

引人关注到行为的主体.在缺乏“功夫”观念的情况下,实用主义者在谈到实践意义的时候总是容易

陷入粗糙的有效性中去,却很难意识到培养主体的必要性.甚至连特别强调教育哲学的约翰杜威

(JohnDewey)都称其哲学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工具通常被理解为外在于主体并且只

被主体所利用的外在实用手段.一个把“行动”(pragma)和“工具”作为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关键词的

理论,从一开始就把它自身放在一个不利于探讨自我转化这一主题的位置上.此外,与容易被误解

为追求有用性的粗糙实用主义不同,功夫视角本身就包含了它所固有的艺术的视角.这种起点上的

细微差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续影响.例如,功夫认识论很容易产生对“生活风格”(styleoflife)的
重要性的认识,而这一点甚至通常都不会出现在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词汇中.

同德性认识论一样,功夫视角把认知评价的关注焦点从真伪上转移开来,并更加专注认知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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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涉及解释为何认知德性有价值时,它们的意见就不同了.德性认识论学者要么退回到真理

领域,如“可靠主义者”(reliabilists)认为认知德性的价值在于它们有利于导致真理,“责任主义者”
(responsibilists)认为它们的价值在于能使认知主体为获得真理而肩负起道德责任;要么简单地拒绝

这个问题,主张认知德性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因为这些德性本身就是构成一个良好的理智生活的内

容.就这一点而言,功夫视角对德性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看待德性的观点一致———它们有利于实现

生命之善,但它们并非生命之善本身.然而,功夫的视角却又不同于亚氏,它并不依赖于目的论的形

上学来定义什么是生命之善.它也没有为人类生活设定一个前定的“普遍的善”的观念,而是相反着

眼于具体效用———善于做某事(goodat)、擅长某方面(goodin)、宜于行某事(goodto)、对某人或某

事有好处(goodfor),以及善于对待某类对象(goodwith).功夫视角承认不确定性,因而对不同的

卓越性保持开放态度.就像在对待艺术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好的艺术形式或风格只有一种一样,功夫

亦允许善和创造性的无限可能性.但这却并不同于简单地否认善的标准;相反,它使“善”植根于具

体的、可以被感知到的人类体验之中.同德性认识论一样,功夫认识论亦承认需要培养我们对善的

鉴赏力.虽然衡量“某人知道如何跳好舞”的标准可能并不像衡量“某人知道桌子上有本书”的标准

那样清晰而且“客观”,但基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善的鉴赏力的标准,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某些善的观

念意识属于低级趣味,而其他的则好一些.但美德或善的鉴赏力终究是要靠人类体验来衡量的.

[责任编辑　邹晓东]

３１１知“道”———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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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

———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胡 大 雷

摘　要: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

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

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

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

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

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

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关键词:他者生成;体系;学术渊源;胡适;学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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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话语形态,大致先是政治实践,后转化为学术话语建构.诸子学说追求理论化的进程,经历

论辩、退而著述、成于众手而最终文本定型的过程.上述是诸子学说的自我生成,但其生成,还依靠

着社会的接受与阐释,此可谓诸子学说的他者生成.

一、先秦诸子的相互评论

诸子学说在创建之时主要是从事于实践的,其核心观点在实践中突出,学术话语的表述并未得

以凸显.诸子创建其学说的目的,当然是期望世人接受其思想而推广到实践之中,尤其是期望君王

对其思想的接受.不同于诸子学说的运用于政治实践时的全面推行,君王以及世人对诸子思想的认

识,往往是针对其学说的核心观点的;诸子间的论辩,也是针对其核心观点的.可以说,诸子学说的

核心观点往往是经过世人的评论尤其是诸子间的评论而定型的.因此,诸子学说理论化的生成乃至

体系的生成,是由诸子间的评论以及社会的评论所决定的.相对于诸子学说的自我生成,这种情形

我们称为诸子学说的他者生成.诸子学说的他者生成经历过两个阶段,一是诸子间相互评论阶段,
二是诸子争鸣时代之后的学术总结阶段.

先秦诸子对其他诸子学说的评论,往往以相互攻讦对方的形式出现,就事论事、就观点论观点,
并不系统有序.而到诸子争鸣的后期则出现系统化的总结概括诸子学说特点的倾向,这往往以理论

化、学理化的话语来进行,又往往围绕诸子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展开,于是促发了先秦诸子话语由政治

实践向学术话语的转换.如«庄子天下»,就对先秦诸子理论的历史渊源、来龙去脉进行总结概括,
其对惠施与“天下之辩者”的话语采取抽绎化、摘录化处理,如称惠子的辩论曰:“卵有毛,鸡三足,郢
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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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
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显然,这不是惠子论辩过程

的客观再现,而是惠子论辩的理性总结,于是总结出名家惠子的十个命题,即“历物十事”:

　　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

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
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①

这是对一家学术的概括与总结.先秦诸子的话语,很多没有完整保留下来,但通过当时人或稍后人

们对其总结概括的评价,其话语以一定理论形态的形式被人们所认识.但«庄子»对惠施等辩者的评

价,则以否定为多,称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以及称“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

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②.这就是因为惠施、桓团、公孙龙是作为自己的论辩

对象出现的,不否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正确.
«庄子天下»又论整体上的“古之道术”,称各诸子学说为“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

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之墨子、禽滑厘;为“不累不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

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之宋鈃、尹文;为“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

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之彭蒙、田骈、慎到;为“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

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之关尹、老聃;为“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
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之庄子自身;共五派十子③.这是结合政治实践的理论概

括,显现出对诸子的评价,从政治实践到学术话语的过渡,是脱略具体事例的阐述.
又如«荀子非十二子»对十二子的评价:“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之它嚣、魏

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之陈仲、史鰌;“不知壹天下、建国家

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之墨翟、宋钘;“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

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 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之慎

到、田骈;“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

治纲纪”之惠施、邓析.以上诸家,荀子又都冠以“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之
语,指出其立足于世的原因.又有“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
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之子

思、孟轲,“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

为兹厚於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④.荀子的评价同样是脱略具体事例的阐述,具有半政治实践

半理论概括的特点,但突出一个“非”字,他的评价是要张扬自家的学说.

二、后诸子时代对诸子学说的概括与诸子体系

在后诸子时代,已经出现以更为概括性的理论话语来评论诸家思想之作,如«吕氏春秋不二»
评论诸子十家:“老耽(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
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⑤不论其简要的概括是否准确,但从其以一个字概括诸子的特点,可知

概括性更强了.秦以法家导致速亡,汉代统一天下,就有一个运用什么思想统治天下的问题.汉初

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于是黄老思想成为社会主流,但在好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死后,“绌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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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①.汉武帝时追求思想的一统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国

策,而诸子学说被视之为学问,视之为前代的学术遗产,“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

子传说,皆充秘府”②.把诸子学说作为纯粹学问进行研究,以下三家最可述说.
一是«淮南子要略»,其讨论紧紧切合诸子学说产生的政治形势与环境.称“孔子修成、康之

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

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故节财、薄葬、闲
服生焉”;称«管子»之书是因为“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
之业”而生;称«晏子»之谏是因齐景公时正值乱象而生,称“晚世之时,六国诸侯”“力征争权”,“故纵

横修短生焉”;称申子刑名之书,其产生是因为“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
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称“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

法生焉”③.«淮南子»讨论诸子学说的产生,或重在处什么样的时代,或重在应什么样的需要,隐含着

今天应该以何种思想来实施政治统治.
二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分析诸家学说在运用于政治实践时有长有短、有优有劣: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

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

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

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这些可以说是对诸家学说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具体深切的概括.但其称阴阳、儒、墨、名、法诸家无论

有什么样的长短、优劣,其一致之处在于“务为治者也”,因此,运用到政治统治上,都有可采纳之处.
适应着汉初政治与黄老思想的切合,«论六家要指»最称道的是道家学说,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
合无形,赡足万物”,其最推崇道家的是“其为术也”: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

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是说道家思想能够综合诸家思想的长处.最后论证道家学说虽然“其辞难知”,但却“其实易行”,
又用很大的篇幅从理论上阐述道家思想,所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

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

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云云④.如此的理论阐述,表明对诸子学说的论证,通过对其

学术理论的叙说来实现政治实践的运用.
三是对先秦诸子的理论进行溯源.当儒家学说一统天下之势,学术界兴起对前代学术的总结并

对先秦诸子作理论化概括,这就是«汉书艺文志»叙说“诸子十家”的理论主旨、学术功用以及过犹

不及之处,并重在其出于何种源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道家

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

月星辰,敬授民时.”“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

位不同,礼亦异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

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从横家者流,
盖出于行人之官”,“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

６１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３１１８页.
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０１页.
刘文典集解,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７０９ ７１１页.
以上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３２８８ ３２９２页.



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小说家者

流,盖出于稗官.”①刘歆、班固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以古代职守的所作所为为诸子源头,认为这促使

学术的产生,而学术的源头为职守的实践所为.
以上就是诸子学说的他者生成,由此而建立起诸子学说的体系.一是确定了核心理论,这是由

庄子、荀子、吕不韦所完成的;二是指出了产生的现实原因以及现实运用,这是由刘安所完成的;三是

对基础理论的阐释,这是由司马谈所完成的;四是对实践性源头的论证,这是由刘歆、班固所完成的;
而他们对诸子学说的论述,又都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的,显示出是站在理解的角度上进行的论述,
社会治理之学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了.于是我们看到,是社会对诸子学说的学术认识与评价,构成了

完整的诸子学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由中心话语组织构建而成的.如此的理论体系,属诸

子学说的他者生成,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子学.

三、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

于是,我们知道了子学的某些学术经验与学术愿景.
其一,九流十家的概括证明了学术总结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诸子学派的构建,本

是由创始人在从政实践及其与其他学派的论辩中逐步成熟的,再到晚年“退而著述”,最后其著述以

及理论整体成于众手,这是一个完整的学派自我构建历程.而诸子话语的他者生成,从各个方面对

诸子学说进行理论概括,实现了诸子学说的体系构建.
学派的构建,或以学术观点的不同,如儒、墨、道、法等,以中心话语为核心而展开,以师承为集

合.前人论述详尽,此处不赘.
学派的构建,或以其理论形态的不同.如杂家,«汉书艺文志»称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

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其核心价值观就在于“王
治之无不贯”,但其形态为“杂”.又如小说家,«汉书艺文志»称其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

也”,“必有可观者焉”,称其“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②.桓谭亦称:“小说家合丛残小

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③,小说家的理论形态为“小”,或“如或一言可采”,或
“丛残小语”之类.又如纵横家,«汉书艺文志»称:“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④纵横家为出现于战国的策辩之士,实际上就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外

交政治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以思想、智谋、手段、策略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他们从事

的是同一职业,其理论形态为所谓“权事制宜”,即“变”,只要能谋求到利益的最大化就行.
学派的构建,或以其理论对象的相同而被构建,如名家是研究逻辑学问题的,农家是研究农业问

题的,阴阳家是研究“敬授民时”问题的,等等.
如此又有为先秦诸子学说建立学科的意味,此即集合各个学派理论的相同点、整合各种资源而

创建的学科,如农家,所谓:“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之学,班固注«神农»二十篇曰:“六国时,诸子

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⑤明言是“诸子”所为,而非一家之作.又如名家,即是综合各学

派有关“名”的论述而构建,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说:“老子有无名之说,孔子有正名之论,墨子有

三表之法,«别墨»有墨辩之书.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孙龙有名实之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庄周有齐

物之篇,皆其‘名学’也.”其结论是:“古无有无‘名学’之家,故‘名家’不成为一家之言.”⑥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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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是«汉书艺文志»把各家“名学”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名学”.把各家的要点集中

在一起———重在学科的归类而非学派的归类,这就有以学科为宗旨的意味了.阴阳家亦是,以“历象

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之学,以学科立.进而,除“诸子略”外,“诗赋略”“兵书略”“数术”“方技略”,都
是以学术观点的相同对象而被归类,这就是学科.

诸子学说体系是后人总结概括而成的,它的生成,崇尚单一化与中心话语化,它剥离事件而进入

理论,它脱略具体而进入概括,它剔除庞杂而进入纯粹.只有把其核心观点剥离出来,并围绕着核心

观点构建出体系,这才成为一种理论如哲学、逻辑学等,只有此时它只突出中心话语,是纯粹的.
其二,诸子学说的衍生阐释以及与时代适应.
诸子学说作为社会治理性质的学说,因社会治理多方面化而具有话语的多重性,如魏文侯时,

“李克著«法经»,吴起偾表徙车辕以立信,皆以儒家而尚法”①,辞称法家的学说除了自我特色外,还有

儒家成分.本来,诸子之说的各家就不是界限分明的,除了主要观点有时会壁垒对立,很多地方是相

通相混杂的.从人事交往来说,有孔子问道老子之说;从思想渊源来说,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

之术”②,从学术观点讲,«韩非子»有«解老»«喻老»,讲«老子»之“术”,等.“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

名”③;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④.又如前述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

化始终之说,卒以显名”⑤,邹衍的阴阳学说来自儒家;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⑥

等.因此,前述此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同一师门下的诸位学者有时属各个学派,“如田子方、段干

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⑦,正是因为从政,他们或只选取其师多重化的

学术话语之一端而发挥,进而以政治实践成就自己的学术.
作为社会治理之学的诸子学说,其多重话语为后世阐释诸子学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诸子学

说的衍生阐释以及学说如何与新时代相适应提供了路径.如儒学,汉代董仲舒汲取各家学说以及儒

家各派统一在孔子名义以及«春秋公羊»学名义下,其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从矣.”⑧从儒学本重“仁、礼”变化为重“大一统”,以此为“独尊儒术”.又如“孝”本非先秦儒学的核

心观点,汉代则是“以孝治天下”.如汉代时宣帝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

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⑨因此,儒家的以

德治国与法家的以刑制国,“达者兼济天下”与“穷者独善其身”,作为社会治理、个人处世都是最核心

的原则;作为社会治理来说本是一种综合性的运用,就是要汲取诸家之说为我所用.
又如先秦儒家把天理看作本然之性,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

可得而闻也.”孔子本不多言“性与天道”,而程朱理学将“天理”引申为“天理之性”,是“仁、义、礼、
智”的总和,即伦理纲常.学术的张力,不断从诸子的社会治理之学———文本,寻找出一个新的学术

增长点.如庄学,庄子后学中的述庄派对庄子思想的发挥和改造、道家性超善恶论的提出、无君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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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融合儒法等①,都是«庄子»文本中寻找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古代学术探求学术渊源或以理为

源,如前述孔子问礼老子、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等,以及“申子之学本于黄老

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②,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

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又如孟子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

言不归杨,则归墨.”③归儒家之外的天下之言源于杨、墨二家.又有司马迁称“皆原于道德之意”的
诸家: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
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

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④

但是,古代学说更以实为理之源,如朱维铮所说,照诸子自己说,他们都宣布自己是某一位或几

位远古英雄人物的学说继承者,例如儒家言必称尧、舜,墨家法禹,道家诵念黄帝,阴阳家也崇奉黄

帝,农家、杂家都讲神农;法家虽主张“法后王”,然而商鞅、韩非也时常称引伏羲、神农到文、武、老、
孔.诸子争鸣在表现形式上的这个特色,一直到晚清还不断重现⑤.但这些追溯过于遥远,包括春秋

战国时的那些思想家本人,也都提出质疑,如墨子批评赞成和反对厚葬的两种人,说:“二子者,言则

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

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⑥韩非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

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⑦

«汉书艺文志»“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方法,其“诸子出于王官”,为诸子寻找一种“实”的源

头,其核心思想在于把学术归源为实践,此即章学诚所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其曰:诸子百家“其
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

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⑧称“诸子出于王官”
即把思想归源为职守;把先秦诸子某种学术的产生,联系到古代官职的具体工作;某种具体工作,一
定会产生出某种学术传统.“诸子出于王官”,从理论哲学回归或转向实践,其目的当然在于诸子之

“用”,王官是这样“用”的,诸子能否还是这样来“用”? 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探索诸子百家的源头,古
代学术追溯源头的体系就是这样构建起来了.

“诸子出于王官”体现出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的学术传统,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如后世有

“才性出自王官说”,«人物志流业»给出各类人物才性是从何种职务发展而来的,所谓“清节之德,
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
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安
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⑨又有“六经皆

史”论,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史”者,记言记事也,“政典”者,由言、事
所由出矣,故“六经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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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辨

胡适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

也;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第三,«艺文志»所分九流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第四,章太炎先生

之说亦不能成立.
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以西方学术方法,以学术的“理性”与“实证”来撰作«中国

哲学史大纲»,蔡元培作序赞扬胡适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①,
为国人的学术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力图实现古代学术的现代转型.“诸子不出于王官”的成功之

处,一是运用“征验”之学,论证“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而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

者皆无“诸子出于王官”说.二是胡适把诸子百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认为“诸子既群起,乃交相为影

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

即胡适曰“如晏子岂可在儒家,管子岂可在道家? 管子既在道家,韩非又安可属法家”的疑问,只是晏

子有观点可归入儒家,管子有观点可归入道家,韩非有观点可归入法家,如此而已.三是胡适讨论,
“新者已兴而旧者未涪,其是非攻难之力往往亦能使旧者更新.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必然墨’,
其造诣远过孔墨之旧矣.有时一家之言蔽于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间接之影响,乃更成新学之新

基”,论证诸子百家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并影响到新学的产生.
但“诸子不出于王官”的论述亦有其缺陷.
其一,胡适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我们说,从诸子之学的自我生成

来看,其本是社会治理之学,因此,以西方纯哲学的观念、从理论出发“征验”诸子之学与从事社会管

理、社会治理的王官的关系,确实很多地方是合不上的,就如以西方纯文学的观念来看待中国古代文

学,先秦的许多实用性文体的作品就不是文学.因此,如果视诸子学说为一种哲学理论,“诸子不出

于王官”自然有其道理.诸子百家学说在突出其核心观点的同时,还突出着作为治国理政的学说的

综合性,它不能不包括其他学派成功的社会治理经验,胡适所说的“交相为影响”也有这样的原因.
当对诸子百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总结概括其核心观点及其体系,它是哲学;而当把它运用到实

践时,它是社会治理之学.从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诸子学说是与其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诸子学说本是一种政治实践之学,而“王官”则是社会治理的执行者,“王官”所从事的是一种政治的

社会治理工作,其所具有的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治理理念,如果实事求是地视诸子学说为一种社会治

理的理论,诸子与“王官”二者自然就有天生的承袭关系.因此,胡适探讨的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学术

史研究路径,而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是在探讨理论的源头是哪

种实践,或者从什么样的实践可以产生出何种理论.
与西方学术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学术与其的种种不同;对这些种种不同,是否定它、改造它,

还是在理解它、敬仰它的基础上充实它、完善它,后者应该是我们所努力从事的工作.胡适以西方学

术为观照看到了古代学术与其的种种不同,而我们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古代学术的种种特点,阐
释它、完善它,使它走向世界而被理解、被敬仰.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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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 ２页.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总第３７３期) No４,２０１９(SerialNo．３７３)

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杨 际 平

摘　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士族”不是“贵族”.中国古代确实经历过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两个

阶段,但不是从六朝至隋唐五代以前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君主独裁;而是春秋战国以前是贵族政治,秦始

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秦汉至宋元明清都是君主独裁.唐律令非常明确地承认唐代百姓田的私有性质.«唐

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表面上虽有一些土地国有色彩,实际上不改秦汉以来土地私有的现实.隋唐

五代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契约和唐代西州堰别青苗簿等都充分证明在两税法成立、«唐令田令»

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租佃制已在除农民自耕外的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契约租佃

制十分发达.这证明我国隋唐时期农业劳动者既不是“奴隶佃农”,也不是“部曲农奴”,而是法律身份自由

的“良人”.内藤湖南等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代.其所论率多削我国隋

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之履.其基本结论、主要观点,乃至其所持的所谓论据都是错误的.现

在亟应走出内藤湖南等“唐宋变革论”误区,还历史真面目.

关键词: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欧洲中心论;歪曲历史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４．０９

１９２２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
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① 其立论根据有二:其一,“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

出现”;其二,“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到了宋代,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

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后来,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等② 继续发挥、补充、“完善”内藤湖南上述

观点,形成所谓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在世时,并未将其论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的弟子

们在与东京学派的反复论战时,逐渐将他们想象中的唐宋变革概括为“唐宋之际变革论”或“唐宋变

革论”③ .二战以后,以前田直典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赞成“唐宋变革”提法,但主张唐代仍是奴隶制的

古代,宋代则是封建农奴制的中世,此学派被称为东京学派④ .

　

作者简介:杨际平,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①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载日本«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１９２２年.此据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

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０ １８页.以下引内藤湖南此文,皆出自此.

②　宫崎市定的代表作是«东洋的近世»,中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第１５３ ２４２
页;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中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５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１

７１页.

③　[日]池田诚:«唐宋の变革についての再检讨»(«日本史研究»第２４卷,１９５４年)是较早归纳出“唐宋变革”这一专门术语的

论文.

④　[日]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中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通论»,第１３５ １５２页.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对日、英、美等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都有影响①.我国学者接受“唐宋

变革”这一提法者甚众.虽然也有质疑者②,惜未引起足够重视.
我以为,内藤湖南所论二点,前者属政治体制范畴,后者属社会经济结构范畴.两者对社会性质

变化或社会发展阶段性变化都有决定性影响.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围绕这两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可谓抓住问题的关键③.只可惜,内藤湖南等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

代.内藤“概括的唐宋历史观”,其实只是一篇以欧洲中心论为模式写就的抽象论纲.其所论率多削

我国隋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史之履,严重背离、歪曲我国的历史实际.其所说的唐宋之

际那些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划时代变革,或者并非发生在唐宋之际,或者史实远非如此.

一、内藤湖南等关于唐宋政治体制的论断不合唐宋历史实际

(一)内藤湖南等将“士族”自定义为“贵族”,不伦不类

内藤湖南说:“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其所谓“贵族”,指的是“士族”.将其时

“士族”指称为“贵族”,是内藤等的“自定义”,既不符合中外古今对“贵族”一词的共识,也不符合士族

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世文献历来就有“贵族”一词,指的是皇室或少数民族首领的亲族子弟,有时也泛指有特

殊身份的权贵(包括因有爵位而有世袭政治经济特权的功臣等)④,其含义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贵
族”,乃至当今一些国家的“贵族”基本相同.古今“贵族”一词既然有其特定的涵意,内藤别出心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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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美的唐宋史学者多接受“唐宋变革”或“唐宋转型”说,但又有所保留或修正.如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Twitchett)就认

为:“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并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

切性质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内藤勾画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是站得住脚的一

家之言.”([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第９页)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Bol)称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为“内藤假说”,认为“有关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在某些

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
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包弼

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３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６９ ７２页)郝若贝(RobertM．
Hartwell)则把重点放在区域与地方精英研究上,其«７５０ １５５０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一文(原载 HarvardJournalof
AsiaticStudies,４２[２],１９８２年,中译文载单国鉞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７５

２４６页)即提出:“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面貌在７５０年到１５５０年之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这段时期的前五百年,中国经

济所发生的量变和质变,亦即通常所说的唐、五代至宋初的人口和农业变革是如此显著,以至有些学者将这一称为经济革命时代,而
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它视为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上述分析显示,内藤湖南关于宋代越趋专制这一观点存在着某种悖论.皇

帝对国内大部分区域的直接行政权威其实是变弱了———本来与３０６个州的通讯渠道减少至只有和１８个省的联系.另一方面,皇帝

相对于宰辅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从中唐到晚明,在构成中华帝国社会的各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历史发展以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速度进行着.这些变化之间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也塑造了随后晚

期中华帝国的特质.”
参见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质疑»,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

２３页;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馀论对唐宋变革论的看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０４ ５１３页;李华瑞:«“唐宋

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４ ５期;刁培俊:«“唐宋社会变革”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历史中国”»,«学术月

刊»２０１３年第２期;张国刚:«唐代家庭与社会»附录«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３５０ ３５８页.
上引内藤湖南文,上述两个问题的论述占了一半以上篇幅.随后内藤湖南还谈到了选官制度的变化、党争性质的变化、货

币经济的发展程度的变化、学术文艺性质的变化等.其中,选官制度的变化,亦属政治体制范围.货币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化、学术文

艺方面的变化等,都受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社会性质或社会发展阶段不会产生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
如«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汉高祖九年(前１９９)“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８６

页).此“贵族”就是特指原山东六国有世卿世禄的公卿大夫.又如«旧唐书»卷一八○«张仲武传»:“时回鹘有特勤那颉啜拥赤心宰

相一族七千帐,东逼渔阳.仲武遣其弟仲至与裨将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锐兵三万人大破之.前后收其侯王贵族千余人,降三万人.”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６７７ ４６７８页)此“贵族”亦指回鹘酋长的亲族子弟.再如«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载:“初,(夏)执
中与其微时妻至京,宫人讽使出之,择配贵族,欲以媚后(按:指孝宗成恭夏皇后),执中弗为动.他日,后亲为言,执中诵宋弘语以对,
后不能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８６５１页)此处所说的“择配贵族”,指的就是有封爵的夏皇后外家.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所谓“士族”自定义为“贵族”,就显得不伦不类.
古今中外,贵族都是一种固定的、可以世袭的法定身份.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所谓士族,

不是一种固定的可以世袭的法定身份.魏晋隋唐时期的所谓“士族”当时亦称世族、势族、冠族、右
族、令族、世家大族等,但从未被称为“贵族”.士族是与庶族相对的一个群体,由东汉名士发展而来.
其特点一是多有家学渊源,有文化优势;二是因其有文化优势与较强的社会影响,有较多的出仕机

会.但这不等于说士族子弟都有机会做官,都有机会做大官,都有世袭的政治、经济特权①.
我国古代,各种人户的法律地位,一以律令规定为定;各种人户法律身份的判别,一以户籍的籍

注为准.魏晋隋唐律令,严良贱、官民之分,但从未对“士族”或“庶族”进行明确定义.其时户籍、手
实、计账,也都只有官民、良贱之分,亦并无士庶之别②.说明其时“士族”并非明确的法律概念③.北

魏孝文帝定四海士族以前,所谓士庶,不是政府规定的,而是由社会舆论形成的.既然如此,就不可

能有统一的标准,就难免见仁见智,各说各话④.
“士族”作为一个群体长期存在,但其中的人员构成则不断变动.士族的流动性很大,某个家族,

累官三世以上,并曾居官五品以上,大体上就被视为士族,就有荫亲属免赋役的特权.士族品官的官

职不是世袭的,而是可变动的.其后人如因某种原因,连续几代无仕宦,他就不被视为士族而等同于

一般平民.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言:“事实上在门阀序列上‘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则自门阀形成之日就

是如此,士族的等第升降从来取决于‘今朝冠冕’而不是‘冢中枯骨’.”⑤事实也是如此,琅邪王氏(王
导、王敦等)、陈郡谢氏(谢裒后人)曾是东晋头等士族,长期把持朝政.南朝时期,王谢族人虽无实

权,但仍常居高位.到了隋唐,王谢后人早已风光不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⑥.南朝

开国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是行伍出身,除刘裕是低等士族或是庶族尚有争议外,其余

几位都是庶族出身⑦.他们称帝后,门第迅速提升.其子孙就上升为高等士族,如陈叔达、萧瑀等即

是.凡此等等也都是士族不同于贵族的特点.
论者或据晋占田课田令与户调之式认为其时士族都有免赋役等经济特权,其实不然.«晋书»卷

３２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人苏洵就说过:“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苏洵著,曾枣庄等笺注:«嘉祐集笺注»卷一四«谱谱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１页)验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正史传记,我们虽可看到一些士族家族连续数世做官,而且做高官,但其官职并

非世袭的.而且,随着时局的变化,较长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家族也都湮没无闻了.
南朝梁尚书令沈约说晋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李延寿:«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年,第１４６１页),说的也正是士庶官吏官品高卑“皆可依案”,而不是士庶之别皆可依案.
与此有别,“士人”倒是明确的法律概念.士人有时还有专门的“士籍”.前秦时就曾“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房玄龄等

撰:«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８９５页).唐代无“士人”免役的明文规定,但规定了县博士、州县助

教,视流外九品以上,品子任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学生,俊士,无品直司人,州县佐使等“并免课役”(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４７６页).上述

这些人,有一些很可能就是前代所谓的“士人”.到了宋度宗咸淳七年(１２７１)十二月辛亥,不知为什么又一次“初置士籍”(见脱脱等

撰:«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９０８页).
如唐玄宗朝,庶族出身的张说仕至中书令(正三品)、尚书左右仆射(正二品),其子张均仕至刑部尚书(正三品),均弟垍尚宁

亲公主,张说一家“荣盛冠时”(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４１１页).按唐太宗修«氏
族志»,唐高宗修«姓氏录»的原则,张说一家应为高等士族无疑.但破落士族、谱学家孔至“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剟去

之”,另一破落士族、谱学家韦述亦支持孔至所为(见«新唐书»卷一九九«孔若思附孔至传»,第５６８５页).孔至据说是南朝陈吏部尚

书孔奂的五世孙,陈亡,孔奂子绍安(即孔至四世祖)客居鄠,隋大业末始为监察御史,入唐后为内史舍人.孔至祖父无闻,父若思仕

至礼部侍郎、卫州刺史.韦述,京兆万年人,司农卿韦弘机曾孙.韦述祖父无闻,父景骏,肥乡令,都是破落士族.破落士族常矜夸旧

门第,傲视新进.孔至、韦述所为,即为其例.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８页.
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曹寅等编纂:«全唐诗»卷三六五,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４１１７页.
«南史»卷七○«循吏传»说“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艰难”(第１６９５页),认为刘裕是庶族.«宋书»卷一«武帝纪»(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页)所列刘裕先祖世系,说刘裕之父翘为郡功曹,祖父靖官至东安太守,曾祖混官至武原令,若此世系基本可靠,刘
裕似乎勉强还算得上低等士族.然«宋书»卷一«武帝纪»又说刘裕“家贫,有大志,不治廉隅”,则其父是否为郡功曹,又不能没有疑

问.萧道成、萧衍父祖官位不显,陈霸先之父为布衣,都应视为庶族.其所谓“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

也”“汉相国何之后也”“汉太丘长陈寔之后也”等等都是他们富贵后攀附名人为先祖,自不可信.



二六«食货志»说得很清楚,是品官占田免赋役,不是士族地主占田免赋役.就享受占田荫客的权利

而言,士族品官和庶族品官并无区别.其时,高官固多士族地主,但出身于庶族者也不乏其人①.用

士族的概念代替品官,很不可取.正如无可争辩的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

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②.
这里还应指出,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群体,同是地主政权的阶级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经济地位没有什么区别.政治上、文化上则士族占优.因

此形成一部分(也仅仅是一部分)士族高门看不起庶族的情况,南朝就发生过数起士族高官凌侮庶族

官吏(主要是恩幸)的事例.人们或因此认定士庶根本对立,时时处于斗争当中.其实,士庶地主官

僚合作,共同维护封建政权才是主流.如东晋建立之时,庶族出身的刘隗③,与士族出身的刁协,就成

为晋元帝的左右手④.晋元帝倚他们来对付王敦、王导.南朝,寒人掌机要,士族常居高位,士庶之间

也基本相安无事.南朝宋武帝时,小吏出身的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带南济阴太守,“势倾天下”,
太尉王俭就“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⑤王俭称茹法亮为“茹公”,也并无鄙视之意.
隋初,高颎为庶族出身⑥,苏威则出身士族高门⑦.史载:“时高颎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无不筹

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治.”⑧两人关系就十分融洽.唐初武德年间,庶族出身的魏徵与士族出身的

王珪同在太子李建成幕下,关系也很融洽.唐太宗朝他们两人又与士族出身的房玄龄、李靖、温彦

博,庶族出身的戴胄,“同知国政”,王珪就曾在唐太宗面前盛赞戴胄与魏徵,说“处繁理剧,众务必举,
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⑨.这说明他们关系极融洽,不存在什么

士庶对立.
内藤湖南不仅在“士族”“贵族”的概念运用上完全错误,其有关其时士族情况的所有论断也都是

错误的.如内藤说,六朝至唐中叶以前,“当时的政治属贵族全体专有,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实
际上,魏晋南北朝非士族出身的高官大有人在.据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统计,西晋时

期,«晋书»传主中高门出仕的９１人,一般士族出仕的８４人,寒门出仕者计５９人.寒门出仕者约占

总数之２５．２％,其中官至三品或以上高官的就有乐广、褚陶、阎鼎、陶侃、何樊、苟晞、范晷、熊远、王
逊、虞预、高崧、魏该、李矩等１３人.其他各史,大致也是如此.汪征鲁划分士庶,将父、祖三世以上

为五品高官者列为高等士族,将父或祖(仅一世)为六品清官以上二品以下者,皆列为低级士族,同时

“亦兼参考与其人有关的文化(经学)、地域、时誉等因素”,这就可能将一些庶族,特别是庶族“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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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下层官吏,特别是州县佐吏,应该是庶族多于士族.士族官吏傲视庶族官吏,不与庶族官吏合作的情况

固然有(主要见于南朝“寒人掌机要”时期),但更常见的是士庶官吏通力合作,共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

族”云云,只是一些文人极度夸张的说法,不足为凭.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１１页.
据«晋书»卷六九«刘隗传»记载,刘隗“父砥,东光令”(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８３５页).刘砥父、祖、曾、高皆无闻,显然

是庶族.
«晋书»卷六九«刁协传»载刁协“祖恭,魏齐郡太守.父攸,武帝时御史中丞”(第１８４２页).据此可知刁协应是士族.«晋书

刘隗传»载东晋初,刘隗为丹阳尹,兼侍中,“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隗虽在外,万机秘密皆豫

闻之”(第１８３７页).可见,刁协与刘隗关系十分密切.
李延寿:«南史»卷七七«茹法亮传»,第１９２９页.
«隋书»卷四一«高颎传»载:“高颎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蓚人也.父宾,背齐归周,大司马独孤信引为僚佐,赐姓独孤

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１７９页)所谓“自云渤海蓚人也”显然是高颎富贵后攀附名门的说法,«隋书»作者并不相信,而姑录

之以存一说.高宾以上皆无闻,显然是庶族.
苏威,父苏绰,为西魏度支尚书,祖父苏协,武功郡守,苏协以上也是“累世二千石”(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三«苏绰传»,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３８１页),显然是高等士族.
魏徵等撰:«隋书»卷四一«苏威传»,第１１８６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王珪传»,第２５２９页.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６１ ４７０页.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６９页.



(如东汉陈寔等)划为一般士族,甚至高门.如刘隗,据«晋书»卷六九«刘隗传»,刘隗祖父以上无闻,
仅父为东光县令,只能算庶族.所谓“楚元王交之后也”云云,乃其攀附名人为远祖的伎俩,不足为

凭.如果严格审视上述各人的父、祖、曾、高数世,他们都只能算庶族.同理可证,如果从严掌握,汪
征鲁先生统计的士族任高官的比例就要降低,庶族仕宦与任高官的比例就会大幅提高.但即使按汪

征鲁现有统计,亦可见内藤所谓六朝至唐中叶以前,“若非贵族,不能出任高官”,不合历史事实.
内藤湖南又说:“唐太宗成为天子时,命人调查贵族的谱系,第一流的世家是北方的博陵崔氏和

范阳卢氏,太宗本家的陇西李氏,不过位于三流.这种世家分级,即使天子的威力亦不能改变.”内藤

此言又大错特错.事实恰好相反,不是别人,正是唐太宗以皇权的力量强行改变了各地士族的分级,
把李唐皇族升为第一等,把崔氏降为第三等.

二十年后,显庆四年(６５９),唐高宗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又一次强行改变了士族分级.唐

朝以前,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４９５)也曾以法律形式规定士族序列.对此,士族们除心怀不满外,
皆无可奈何.

内藤湖南又说:“南朝亦一样,王氏、谢氏等世家远比天子受人重视.”内藤此论应该是从“王与

马,共天下”的说法而来,但他疏于考证,对东晋南朝史事不甚了解,所以又把许多事情都说错了.
«晋书王敦传»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
与马,共天下.’”①此事«晋书王导传»有更详细的记载:

　　时元帝(按司马睿称帝后号晋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
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
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

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轝,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

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

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②

可见,“王与马,共天下”之事发生于东晋建立之前,早于南朝(４２０ ５８９)开始１００多年.时司马睿还

只是以宗室嗣王名义,作为东海王越的部属,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镇守建康,既不是

皇位继承人,更不是“天子”.时王氏兄弟远比司马睿受人重视,很正常.内藤就此说“南朝亦一样,
王氏、谢氏等世家远比天子受人重视”,时间与人物身份全搞错了.

还要说明的是:１．“王与马,共天下”是暂时的.一旦司马睿在江东站稳脚跟,他就不会允许他

人,哪怕是曾经的“挚友”与其“共天下”.事实也是如此.司马睿一称帝,就任用亲信刘隗为侍中、刁
协为尚书令,以防范王敦、王导,并命刘隗、戴若思分别领兵镇淮阴、合肥,“名为讨胡,实备王敦也”③.
王导、王敦对此也心知肚明.史载“时刘隗用事,颇疏间王氏,导等甚不平之”④.随后便爆发了王敦

起兵、兵临建康之事与二次起兵之事.只是因为王导并无擅自废立的野心,坚守为臣之道,司马氏与

王导一支的关系才得以维持下去.王敦一支则因王敦叛逆兵败身死而从政治舞台彻底消失.２．士
族官僚与皇权虽存在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的关系,但相较而言,士族官僚对皇权的依赖远超过皇权对

某家士族官僚的依赖.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可以着重依靠士族官僚进行统治,也可以着重依靠庶

族官僚进行统治,可以着重依靠某家士族家族进行统治,也可以着重依靠别家士族家族来进行统治.
但对士族家族来说,其士族地位的保持与发展,就全赖于皇权,别无其他选择.正因为如此,南朝时

期,有数起士族凌侮庶族官吏(主要是恩幸)事件,却绝未见士族凌侮皇权情况,除非该士族家族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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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２５５４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１７４５ １７４６页.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九一“晋大兴四年(３２１)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２８８８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八«王敦传»,第２５５６页.«晋书»卷六五«王导传»亦载“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第１７４９页).



到可以取皇权而代之.东晋南朝时琅邪临沂王氏家族与陈郡阳夏谢氏家族,就很懂得这个道理,所
以对皇权常怀敬畏之心.建武二年(３１８),“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

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永昌元年(３２２),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

兵.史载:“王敦之反也,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

待罪.”①

陈郡阳夏士族谢安出仕时,东晋已建立四十年,在江东已站稳脚跟,所以谢安出仕时,所受的礼

遇不及王导.东晋太元八年(３８３)淝水之战,谢安以中书监、侍中、录尚书事、征讨大都督等身份从容

应对,以少胜多,大破苻坚的后秦军队,东晋转危为安.谢安因此进拜太保.谢安虽立奇功,却不敢

居功.“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②.因谢安对

东晋宗室王司马道子采取避让态度,且谢安与其侄谢玄、弟谢石三五年内又都先后去世,所以谢氏在

东晋王朝就没有惹出什么大风波.
东晋政权对王氏与谢氏大体上都很尊重,南朝政权亦然,但对阻碍他们夺取政权或不与他们合

作的士庶官僚,刘裕、萧道成们又都不会轻饶.如刘裕创建刘宋政权时,谢安孙谢混,“以党刘毅诛,
国除”③.另一孙谢澹,则得到很高的礼遇,“元熙中,为光禄大夫,复兼太保,持节奉册禅宋”④.萧道

成代宋时,王导六世孙王逊,“为晋陵太守,有怨言”,被萧道成所杀,其亲兄王俭则很受礼遇,历任尚

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卫军将军等职.不过,时寒人掌机要,这些士族高官表面上很风光,实际上只是

政治上的装饰品.王俭就“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⑤.王导、谢安的后人们大体上

也都很小心谨慎,避免卷入政治旋涡.如王导三世孙王僧虔,“善隶书”,宋孝武帝也善书法,王僧虔

就为此“不敢显迹以此见容”.到南齐太祖萧道成时,萧道成也“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萧道

成曾与王僧虔赌书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萧道成笑曰:“卿
可谓善自为谋矣.”⑥王俭亲弟王逊,建元(４７９ ４８１)初为晋陵太守,宋齐更代时,“有怨言”,“俭虑为

祸”,便亲自告发了他的亲弟王逊,导致其亲弟被杀⑦.此类事,谢安后人也发生过.南齐建武五年

(４９８),齐明帝屠杀宗室十王,南东海太守谢眺岳父王敬则一家忧怖无计,谋拥兵自保,谢安后人谢朓

竟也告发此事,害了王敬则一家⑧.以上事实都说明,南朝时期的头等士族王氏、谢氏,始终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似地依附皇权,说他们“远比天子受人重视”,远非事实.
内藤湖南又说:“孟子曾分卿为异姓的卿和贵戚的卿,后者在君主有不当时进谏,君主如果不听

则更换君主.这种事情不单见于上古,在中世的贵族时代亦屡见不鲜.”又说:“君主是一家的专有

物,这一家连外戚、仆从也包括在内,这一家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或实行弑逆.六朝至唐弑

逆废立多见,正在于此.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

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君主的地位相对于贵族时代更为安全,要废立亦不容易,弑逆在宋以

后的历史中几乎全部消失,可以证明.不过元代是唯一异例.”
内藤湖南这里所说的“贵族”与其前头所说的“贵族”显然不是同一概念.内藤前头所说的贵族,

是他自定义的“贵族”,亦即“士族”.这里所说的贵族,是传统意涵的贵族.两种概念的贵族,混合使

用,显得十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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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１７４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第２０７４ ２０７６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混传»,第２０７９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安传»,第２０７７页.
李延寿:«南史»卷七七«茹法亮传»,第１９２９页.茹公指茹法亮,庶族小吏出身,萧道成等的亲信.
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５９１ ５９２、５９６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第４３８页.
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第４８５ ４８６页.



概念的混乱必然导致逻辑的混乱.内藤湖南说贵族政治时代,“君主是一家的专有物,这一家连

外戚、仆从也包括在内”;又说:“贵族政治时代君主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这一时期,君主究竟

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还是贵族一家的专有物? 是哪一种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又是哪一种贵族一家

的专有物? 恐怕连内藤自己也说不清楚.
究其实,我国从秦汉至明清帝制时代,因皇权高于一切,最高统治阶层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所在

多有.宋朝的建立,本身就是篡夺后周政权所致.明朝建文帝(１３９８ １４０２)时候的“靖难之役”,明
景泰八年(１４５７)的英宗“南宫复辟”,也都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弑逆篡夺之事,绝不像内

藤所说的那样:“弑逆在宋以后的历史中几乎全部消失.”内藤说:贵戚的卿“在君主有不当时进谏,君
主如果不听则更换君主”,此类事在所谓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贵族时代”,“亦屡见不鲜”.笔者

寡闻,似未见其例,更说不上“屡见不鲜”.至于说“君主是一家的专有物,这一家连外戚、仆从也包括

在内,这一家觉得君主不称意便施行废立,或实行弑逆”.西晋的八王之乱与南朝宋、齐、梁皇室内部

的皇位之争,基本上可以对上号,明朝的“靖难之役”与英宗的“南宫复辟”,基本上也可以对上号.之

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此类弑逆事件,从来都不是皇家家族的集体决定,而只是篡位者与被篡位

者双方博弈,其他皇室成员以及外戚等,常常不过是被牵连进了权力的争斗之中.
(二)从秦汉到明清,我国都是君主独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史确实经历过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两个阶段,但不是从六朝至隋唐五

代以前是贵族政治,宋以后是君主独裁;而是春秋战国以前是贵族政治,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

国以后的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都是君主独裁.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自称皇帝,然后就是废分封,立郡县.所谓废分封,就是废除世卿世禄的贵族制.
从秦始皇自称“皇帝”时起,皇帝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

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①.皇帝依靠一整套严密的官僚机构(包括宰相)来治理国家,但归根结

蒂,这套官僚机构(包括其中的谏官系统)是皇权统治的工具.皇帝可以放手让宰相与大臣治理国

家,也可以力排众议,独断独行.皇帝对任何既有的政府机构都有兴废之权,对任何臣下都有生杀予

夺之权.许多被内藤断定为宋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情况,如“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

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

权,君主绝不将职务的全权委与任何官吏,官吏亦因而不再负起其职务的全部责任”,“不管宰相权力

有多大,若令天子不高兴,他们便会忽然受到废黜,成为平民甚至犯人”,“地方官,不管地位如何良

好,只要君主一纸命令,职位便简单地交替”,“(明代)也有宦官跋扈,但他们只是在得到天子恩宠时

拥有权力,恩宠衰退时势力亦随之全失”等等,实际上都是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的常态.
相关记载所在多有,只是因为不合欧洲中世王权衰弱时期的常规,内藤湖南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关于皇帝的尊贵,东汉蔡邕«独断»曾有概括的描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

陛下.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昩死言.”②唐朝柳宗元对皇帝与臣僚的关系也有一段精彩描述:
“汉知孟舒于田叔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
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③蔡邕所说的皇帝“独断”,无疑就是皇

帝独裁.秦汉以降皇帝的此种威权,恐非西欧中世纪后期的专制王权所能比.
许多被内藤认定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特有的现象,只是他对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历史

的向壁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如内藤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所谓贵族政治时期,“君主是贵族

阶级的共有物,只有在承认贵族的特权后才可以推行其政治,个人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内藤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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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５８页.
蔡邕:«独断»,«蔡中郎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６３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９ １４２页.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论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４７页.



这种情况,很适合西欧中世纪情况.如法兰克王国于克洛维之后,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分为奥斯特

拉西亚、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三个主要部分,彼此进行四十多年混战(５６７ ６１３),后来虽又共戴一

王,但王权依然软弱.６１４年,国王克罗退尔曾颁布敕令,承认大贵族在战争中获得的一切土地以及

行政、司法等特权,并同意伯爵由本地贵族中选派,克罗退尔就是通过对贵族的这种让步,暂时赢得

贵族的支持.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皇权高于一切,根本无须征得士族或者贵族的同意,
才得以推行其政治.

欧洲中世纪王权衰弱时期,贵族常常公开联合,对抗国王.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君主独裁

时期,士庶大臣除非力量足够强大,且决心取皇权而代之,绝不敢如此妄为.士庶大臣平时甚至不敢

过多来往,生怕被扣上朋党的帽子.隋文帝时,卢恺有才干,深得隋文帝赏识,苏威也是隋文帝重用

的大臣,只是有人控告卢恺与苏威“朋党”,卢恺就因此被罢官并剥夺爵位,顿时变成普通百姓①.
内藤湖南说:“贵族政治时代的习惯是由贵族掌握权力,所以有隋文帝、唐太宗等英主出现.”此

说实难以理解.内藤湖南还以三省为例,认为“政治成为天子和贵族的协议体”,又说:“唐代在政治

上有三个重要机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在形式上,中书省代表天子,门下省代表官吏舆

论,即贵族的舆论.但因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都出身贵族,贵族并不绝对服从天子的命令.
天子在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中,亦非常友好,并非下命令一样.”“唐代宰相全部出自贵族阶级,他们一

旦得位,即使天子也不能自由动摇其权力.”
内藤湖南的这些说法显然有悖隋唐历史现实.实际情况是,隋唐宰相出身庶族者大有人在.隋

朝名相高颎、李德林,唐高祖宰相刘文静,唐太宗朝宰相魏徵、温彦博、戴胄、李 、张亮、马周、张行

成、刘洎、岑文本、侯君集等,高宗朝宰相杜正伦、岑文本、来济、刘祥道、李敬玄、孙处约、乐彦玮、赵仁

本、李义府等,唐玄宗朝名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也都是庶族出身,都谈不上是士族、贵族②.
内藤湖南说唐代三省中,“门下省代表官吏舆论,即贵族的舆论”,也是想当然.究其实,三省的权力

都是来自皇帝,三省机构都是皇帝的统治工具,服务于皇帝,绝对服从皇帝.三省的分工只是国家统

治机器在职能上的分工,根本不存在哪一省代表皇帝,哪一省代表官吏的问题.门下省对中书省的

拟议虽有审议权、封驳权,但其意见是否被采纳,则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志.皇帝不仅可以不听臣下

的意见,而且可以立即解除忤旨官员的官职,乃至立即诛杀忤旨官员.要言之,各级官员,不论职位

高低,都只是皇帝的臣民,最终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意志.至于说唐代“天子在对臣下上奏的批答

中,亦非常友好,并非下命令一样”云云,显然也只是内藤湖南以西欧中世纪王权衰弱的情况来想象

我国的唐代,毫无根据.
且举两个反例.«旧唐书刘洎传»载:“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

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
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妄发,颇怪之,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

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贞观)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

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臃,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
‘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

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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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事详«隋书»卷五六«卢恺传»,第１３８４页.
刘学沛«从唐朝宰相看士族地主与寒门地主的合流(论纲)»一文说:“检两«唐书»和«唐会要»,唐代宰相共３７６人,如不将秦

王李世民６人计算在内,则实有宰相３７０人.其中４人(李景谌、韦什方、张嘉福、任铭)由于资料缺乏,不能确知其生平,其余宰

相就家世而言,出身士族地主的为２１７人,出身于寒门地主的为１４８人.唐代３１％以上的宰相来自寒门.”(载中国唐史学会编:
«中国唐史学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２页)笔者以为,因士庶之分,并无明确标准,故其统计只能权作参考,但从中亦

可见唐代出身庶族宰相之多.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四«刘洎传»,第２６１１ ２６１２页.



«旧唐书张亮传»载张亮在相州曾对亲信术士程公颖言:“相州形胜之地,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

起,公以为何如?”又曾与公孙常言及张亮“名应图箓”事.“(贞观)二十年,有陕人常德玄告其事,并
言亮有义儿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颖及常证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见诬耳.’又自陈佐命之

旧,冀有宽贷.太宗谓侍臣曰:‘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 正欲反耳.’”“命百僚议其狱,
多言亮当诛,唯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斩于市,籍没其家.”①

唐太宗号称英主,竟连续两年制造冤狱,诛杀宰相.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宰相共约３７０人,其中

被朝廷杀害(包括赐死、赐自尽、自杀、下狱死、死于贬所等)就有５４人,占宰相总数的１４．６％.于此

亦可见,唐代天子对臣下绝非如内藤所说的那么“友好”!
内藤湖南又说:“唐代各地方官大多习惯保有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更显然是将唐代中国地

方官比附为西欧中世纪王权衰弱时期的贵族地方官.内藤湖南怎么也弄不明白,欧洲中世纪的国情

与秦汉以降我国基本国情完全不同.欧洲中世纪,如９ １１世纪的法国,封建王权十分软弱,王室领

地仅限于巴黎一带,其他地区分裂为许多封建领地.领有这些封土的公爵、伯爵们,确实“习惯保有

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他们甚至有权单独宣战媾和,铸造货币,行使司法审判权,国王无力过问.
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就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军政大权、财政大权等全归中央,地方主官(如郡

守、都尉、刺史)都由中央任免.入隋以后,连地方主官的僚佐也由中央任命.州(郡)当局每年还要

派计吏或朝集使向中央汇报工作,接受中央检查,中央政府也经常派员巡察地方,地方官的权力非常

有限.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国古代地方官最忌讳的罪名就是擅权、僭越与朋党.
前面谈到的刘洎之死,其祸根就是因为他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诛

杀大臣,权在皇帝.刘洎虽身为奉命留守的宰相,随口说了句大话,都难免一死.一般地方官倘若

“习惯保有和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岂不就要被灭族!
内藤湖南说:“宦官称为天子的仆从,但唐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所谓‘定策国

老,门生天子’.而明代虽然也有宦官跋扈,但他们只是在得到天子恩宠时拥有权力,恩宠衰退时势

力亦随之全失.”又说:“唐宋时代的朋党虽都喧闹一时,但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

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其实,无论是唐代或是宋明,宦官的权力归根结底都

是来自皇权,一旦恩宠衰退,权力亦随之全失;唐宋的朋党,也都是既有权力斗争的一面,又可能包含

政见的分歧.内藤说“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不合事实,牛僧孺、李宗闵等就不是士族、贵族.说“唐
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更是天方夜谭,明显歪曲历史.开成四年(８３９)唐文宗就称

宦官为“家奴”②.“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云云,乃宦官头目杨复恭被唐昭宗强制“致仕”后,给其亲信

守亮信中发泄的怨言③.后来杨复恭与守亮皆因拥兵抗命,被“枭首于市”.内藤湖南竟以此为例说

明“唐代宦官是天子家族中有影响力的一员”,实在太离谱!
究其实,唐后期的宦官之祸与朋党斗争,与所谓的士族政治、贵族政治,早就没有直接关系.众

所周知,曹操的用人政策是唯才是举.到曹丕时,鉴于东汉末战乱,人口流移,乡举里选难以进行的

社会现实,采纳东汉庶族名士陈寔孙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即选“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

本州、郡、县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各地的士人,作出品(等级)、状(中正官对士人德才

的评语),供吏部选官参考.即如«宋书»卷九四«恩幸传序»所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
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但行之既久,中正官多为士族士人担任,被评为上品的也

多是士族,因而出现统治集团上层多为士族的局面.

９２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第２５１６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七«宦者仇士良传»,第５８７４页.
信中云:“承天是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不要进奉.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

国老.”(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恭传»,第４７７５页)



南北朝后期,士族势力衰落①.随着北方的趋于统一,选官制度逐步发生了变化,西魏时,苏绰替

文帝元宝炬起草的“六条诏书”就提出:“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惟在得人.”②«通典»卷一四«选举

二»因此说,“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北周不再任命中正官,实际上放弃了九品中正选官制度③.北

齐政权对原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也进行了调整改革,采取举荐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④.北

齐、北周选官制度的变革,不仅为废除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础,也开了隋唐科举制度之先河.到隋文

帝开皇三年(５８３),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并命地方长官每岁贡士若干人,士族因此失去了在政治

上占优势的基础条件.到隋炀帝“始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开始.这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它酝酿于西魏、北齐、北周,开始于隋,至盛唐已经定型.科举制

的最终取代九品中正制,加速了士族门阀势力的衰亡⑤,促使唐代士庶的进一步合流.
隋唐时期,士庶既已基本合流,则其时的党争、宦官专权等就自然与所谓“士族政治”“贵族政治”

无涉.内藤湖南说“隋唐的科举依然是贵族的.这一制度到了宋代王安石时代再次一变”,乃是强为

之说,毫无说服力.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科举制下考贴括就是贵族的,考经义就不是贵族的,考诗

赋就是贵族的,考策论就不是贵族的.更何况,唐代科举也考经义与策论.

二、内藤湖南等关于唐宋社会经济结构的论断不合唐宋历史实际

内藤湖南强调:“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

到解放,由国家直辖.”他之所以强调人民“由国家直辖”是因为西欧中世纪实行分封制,国王名义上

是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只管得到自己封地上的臣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

附庸”.直到中世纪后期,王权强大、贵族势力衰弱之后,国王才有可能将全国大部分户口置于自己

控制之下,才有可能编制全国户籍.
中国情况与此截然不同,甚至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各诸侯国就已经设有户籍,置民户于自己

直接控制之下.«史记龟策列传»载,宋元王二年(前５３０),宋元王要泉阳令查找该县渔民豫且所

在,“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⑥.这说明不迟于战国时期,
宋国已有很完善的户籍制度,这比内藤说的隋唐时期,早了近千年.秦国也早就有完善的户籍制度.
«史记秦始皇本纪»即记秦献公十年(前３７５)“为户籍相伍”⑦.此后,户籍制度绵延不断.即使是

国家不统一,数个政权并立时期,也都有各自的户籍制度.
此类资料不胜枚举,史书留下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户口数据,就是各个历史时期政府直辖民户的

确证.２０世纪初,敦煌发现了一批西凉、西魏与唐代的户籍资料.近几十年来,里耶秦简、湖北荆州

０３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何兹全先生就认为:“‘士族’起于东汉末,盛于魏晋南北朝,衰于唐.”(林立平:«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过程———几件敦煌谱

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注１引何兹全先生语).唐长孺先生亦指出:“门阀制度趋于消灭是南北朝后期的共

同历史倾向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特殊表现形式的,以中正品第、州郡辟举、仕宦清浊等为具体内容的门阀制度之趋于消失,诚然反

映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和深化,同时也反映了门阀大族业已丧失和宗族乡里的紧密联系,从而表明地方势力的削弱门阀现象作

为一种社会存在还不会马上退出历史舞台,其流风余韵还要存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３７０
页).田余庆等先生也指出:“到南北朝后期,寒人力量进一步壮大,与士族界限基本泯灭,寒人的称呼也因此消失.”(田余庆、戴逸、
彭明:«中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１页)

令狐德棻:«周书»卷二三«苏绰传»,第３８６页.
黄寿成:«北周政权是否实行九品中正制?»,«文史哲»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黄寿成:«北齐政权选官制度辨析»,«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即指出:“大抵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

的正在衰弱;有的衰弱得急遽,有的衰弱得缓慢.旧门阀日益脱离乡里,丧失他们固有的或者说使他们得以成为门阀的地方势力,不
论江南、关中、山东和代北诸系,无不如此.”(第３７８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第３２３０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２８９页.



纪南松柏汉墓、安徽天长市纪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吐鲁番洋海四号墓地等

又出土了许多秦国户籍、西汉户籍资料、东汉户籍、孙吴户籍、前秦户籍等.西欧中世纪９ １１世纪

的英国、法国,像９世纪法国圣日耳曼修道院的“土地清册”与英国国王１０８６年编成的土地清册(俗
称«末日审判书»)那样的全国土地人口清册难得一见,而在中国,类似资料,绵延不断,所在多有.这

正是秦始皇废分封,普遍实行郡县制后,中国国情与西欧中世纪迥异之处! 内藤等生前未能见到唐

代以前如此大量的户籍类资料,妄言“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由国家直辖”,尚属

情有可原,但至少说明,内藤有关魏晋南北朝、唐、宋社会经济结构的许多论断,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再谈中唐赋税制度的改革.内藤湖南说:“唐代的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

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

到自由解放.他们可以用钱代实物去纳地租,不再受到土地束缚,从而开始摆脱奴隶佃农地位.”此
说错误甚多,硬伤迭见.首先应该指出,两税法下,田亩税的本色是斛斗(即粮食),居人之税(即归并

后的户税)的本色是钱.实际执行时,常将一定比例的户税钱折成绢帛,从未见以钱代地租者.内藤

将两税法下折纳的情况说反了.其次,至于说劳动者被束缚于土地,我以为两种税制都一样.两税

法的定税原则之一就是“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①.老百姓不是更易离开土地,而是更难离开土地.
究其实,束缚农民于土地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土地所有制).只要封建土地

所有制的性质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农民被束缚于土地的状况就不会根本改变.再次,大量的魏晋南

北朝隋唐户籍确切证明:租庸调法下的编户齐民,都是法律身份自由的“良人”,绝不是“部曲农奴”,
更不是“奴隶佃农”.就编户齐民的法律身份而言,无论是秦汉田租、口赋、力役制下,抑或魏晋南北

朝至唐前期的租调制下,或者两税法下,都一样是“良人”,而非部曲、奴婢.
再谈唐代所谓的土地分配制度问题.内藤说:“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

大异其趣.土地分配制度等亦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到了宋代,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

土地私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内藤湖南说的“土地分配制度”应即指今人习称的所谓“均田制”.其

实,唐人并无“均田制”“均田令”之说,而只说“田令”如何如何.不仅如此,唐人还直截了当地否定唐

代有什么授田之制.
元和三年(８０８)科举对策,策问是“周之授田有经制,汉之名田有恒数,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

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本于交易,焉夺富以补贫.将欲因循,岂损多而益少.酌于中道,其术如何?”
皇甫湜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是:“臣闻:古之道不可变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纣、
周之幽、厉,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乱.我太宗、元(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贞观、开
元之际,不授田而均,不名田而赡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冤得以闻,一吏之犯得以诛,由此致也.
是政之举,化之成,则田自均,人自赡,而天下陶然化矣.”②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唐代有均田之制的说

法.皇甫湜的对策符合唐代土地制度的实际情况,得到敦煌吐鲁番户籍手实资料与１９９９年根据宋

天圣令所附唐令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的印证.
过去因为传世文献只载«唐令田令»有关授田与土地还授的若干规定,而不载«唐令田令»关

于初授田与“土地还授”时,如何进行户内调整的规定,致使一些学者想当然地以为传世文献片面记

载的那些授田规定都得到切实实施,并进而误认为其时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１９９９年根据宋天

圣令所附唐令完整复原的«唐令田令»③,使人们对«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有了全新的认识.
原先围绕所谓“均田制”实施状况的许多争论,也就因此迎刃而解.原来«唐令田令»不仅有给民户

１３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３４２１页.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五皇甫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３年,第７０１８页.
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参见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

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３８５ ３８９页.



授田的规定,同时又有如何处理各户原有土地的规定.如«唐令田令»第２条后款规定:“先有永业

者通充口分之数”;«田令»第２７条后款规定“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

授”;关于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还授,«唐令田令»第３０条也是既规定“身死及还俗,依法收授”,
又规定“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就其明文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与土地还授之

际先在户内进行调整而言,«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实际上只是一种土地登记制度.
过去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唐初荒田很多,有足够的土地可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完整复原后的

«唐令田令»第３４条即明确规定:“诸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

听.私田三年还主,公田九年还官.其私田虽废三年,主欲自佃,先尽其主.限满之日,所借人

口分未足者,官田即听充口分私田不合.”①也就是说,只有公荒田可以用来授田②,私荒田只能

让无地农民借耕(期限三年),不能用来授田.私荒田都不能用于“授田”,那么百姓在耕的田土就更

不能用于授田.这就明确表明,«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完全不触动原有的土地所有制(既包

括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包括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民户可能因此得到部分公荒废地这一点而言,«唐
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实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垦荒制度,同时也是一种限田制度.这也就证明了

«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表面上虽有一些土地国有色彩,实际上不改秦汉以来土地私有的

现实.
其实,唐律令本身也已非常明确地承认唐代百姓田的私有性质.«唐律»卷一二«户婚律»“诸盗

耕种公、私田”条、“诸妄认公、私田”条、“诸在官侵夺私田”条,其所说的“公田”专指“官田”;其所说的

“私田”就是指百姓田(既包括民户户籍、手实中的永业、口分田,也包括其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田).
上引新近复原的«唐令田令»“诸公、私田荒废”条甚至还明确承认私荒废地的私有权.应该说,唐
律、唐令关于百姓田即“私田”的概念是非常明确的,不容置疑.

开元十四年(７２６),唐宰相李元纮在反对利用关辅废弃职田置屯时也明确说:“今百官所退职田,
散在诸县,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垦,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须公私相换.”③在封建时

代,最高统治集团持如此明晰的土地产权观点实在难能可贵,它与南宋宰相贾似道的强行派买“公
田”适成鲜明对比.凡此等等都说明,不迟于唐前期,百姓田的私有性质就为政府明确承认,不必待

两税法与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
内藤湖南论述重点放在政治体制分析方面,较少涉及经济,完全未涉及庄园制与租佃制问题.

而其弟子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从部曲走向佃户»则把重点放在庄园制与租佃制问题上.其中

心思想是:“屯田制和由此派生的唐代均田制,不过是仅在天子庄园中实行的有期限的土地再分配

法,与此并行的是有势力的贵族豪门的大土地庄园”;“中世应该看作是庄园时代,大土地占有盛

行的时代”④.在商品经济的攻势下,“中世的庄园制度不得不逐渐崩坏.庄园主找到的较佳办

法,是解放部曲,将土地按契约,贷与答应上交最大的地租者.这样,中世的隶农(部曲)得到解放,佃
户代之而起.大概入宋不久,到了真宗左右,部曲制度彻底消亡”⑤.

宫崎市定此论也是以欧洲中世纪的模式来改写中国古代史.欧洲中世纪一些国家盛行与采邑

制密切相关的庄园制.欧洲庄园制形成于９世纪,１１世纪后期至１３世纪达到鼎盛,１４、１５世纪随着

王权的强大,逐渐瓦解,但即使在欧洲,也并非所有国家、所有地区都盛行庄园制,也并非所有大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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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此条«田令»亦为过去所见的传世文献所不载.
«唐令田令»第４３条规定,“诸公廨、职分田等,并于宽闲及还公田内给”.这就意味着,各州县的还公田、官荒田,首先要

用来满足给授公廨田、职分田的需要.经此扣除后,可以用来给民户授田的官荒田、还公田就极其有限了.对于许多州县来说,就可

能几乎为零.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第３０７４页.
[日]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５卷,第３页.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１卷,第１７３页.



都组织为庄园.庄园有其特殊的组织形式,是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英国１０８６年的«土
地赋役调查书»、１２７９年的«百户区卷档»等资料就留下当时庄园的统计资料,使我们得知当时什么

地区,有多少个庄园,分别名叫什么,各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劳动力,谁拥有这些庄园.各国国王都曾

专门针对庄园问题颁布过许多敕令或特许状.庄园设有庄园法庭,政府官员不能随意进入庄园.
宫崎市定笔下的所谓中国庄园,只是大地产的同义词,没有什么组织形式,既不是独立的生产单

位,也不是独立的计税单位.宫崎市定当然无法举证当时我国哪个州郡有多少庄园,各有多少土地,
多少劳动力,税负如何? 它如何建立,又何时解体?

实际情况也只能如此,我国自秦始皇废分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就不存在与领主制

密切相关的庄园制.我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献,也并无“庄园”一词.历代的户籍、手实以及税租簿

等官方档案资料亦未见有庄园的记载.唐代传世文献与敦煌出土文书才有“庄园”提法,但唐代的所

谓“庄园”明显只是“田土”的同义语.不仅自耕农少量田土习称为“庄园”,诸道将士的少许田土习称

为“庄园”,甚至连传说中卖身葬父的董永的少许田土也叫“庄园”.此类“庄园”自然没有什么特定的

内涵,与欧洲、日本的庄园亦毫无共同之处,与奴隶制、封建制、农奴制等等更无必然联系①.
宫崎市定说唐宋间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从部曲走向佃户,也严重背离唐宋历史实际.秦汉、

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良贱等级制度社会.“良”包括官民,其“民”就是身份自由的平民百姓、编户齐

民.秦汉时期的“贱”,指的就是奴婢.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则包括奴婢、部曲等.魏晋南北朝时

期,北方“俗谚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②,南方也有“治国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之说③.
这说明当时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不同于西欧希腊、罗马

时期的奴隶.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生命毫无保证,完全不算“人”.秦汉魏晋南

北朝隋唐时期的“奴婢”则兼具“物”和“人”双重性质,奴婢主不能随意杀害奴婢.魏晋南北朝、隋唐

时期,“部曲”也是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其法律地位大体上处于奴婢与良人之间,部曲大都由奴婢放

免而来.奴婢的放免,有两种情况:一是径直放免为良人;一是虽然免除奴婢身份,但未离主家,且仍

供主人使役.后者即所谓“部曲”④.部曲、客女作为法定的贱口名称大致盛行在北周时期⑤,存在的

时间很短,人数也不多.入隋以后,俗谚云的“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便成了“古人云:耕当问奴,
织当问婢”⑥.这说明“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已变成隋唐时人的历史记忆.隋炀帝除妇人、奴婢之课

时,也顺带除部曲之课⑦,说明其时奴婢、部曲在农业生产中作用都已不大.
«唐律»关于部曲有许多具体规定,主要因袭过去规定而来,已经严重滞后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唐代,由于政府实施限奴政策,减少战俘转化为奴婢,减少籍没罪犯家口为奴婢,并严禁抑良为贱,奴
婢来源逐渐枯竭,部曲数量亦随之大减,“所谓部曲之类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已基本消失了”⑧.即

如张泽咸先生所反复强调:“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

他们是农奴了”;“从文献记载或考古出土文书都没有具体资料说明部曲是唐代的农业劳动者,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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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详论参见杨际平等编著:«中国经济通史»第四卷«隋唐五代经济史»第五章第三节«唐五代文献所见的“庄”“庄宅”“庄田”
“庄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刘红运:«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２０００年

第２期;刘红运:«隋唐五代传世文献所见的“庄”“庄田”“庄宅”“庄园”释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魏收等撰:«魏书»卷六五«邢蛮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４４５页.
魏收等撰:«魏书»卷九七«岛夷刘裕传»引沈庆之语,第２１４０页.
本文所论者即指这一种部曲.唐五代,军中部属也仍常称为“部曲”,那是另一种含义之部曲,基本上与等级制度无涉.
唐长孺:«唐西州诸乡户口帐试释»,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６页.
李延寿:«北史»卷七七«柳彧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６２３页.
魏徵等撰:«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６８６页.
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中国唐史研究会编:«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９１页.



农奴说实际是无从谈起”①.
宫崎市定说“依附于主人家户籍”的中国部曲不受政府干预②,也不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南北朝

隋唐,部曲没有自己的户籍,而附在主人家良口之后,但这不等于说部曲不受政府管控.实际上,户
籍本身就是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既然登记入籍,就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如果部曲犯法,政府照例会

追究;部曲若受到他人侵害,政府仍然会依法给予保护.特殊情况下,政府甚至可以按籍征发奴婢、
部曲.秦汉以后的中国,除非是匿户、匿口,没有谁可以不受政府管控.

宫崎市定说:“中世贵族的庄园将土地按契约,贷与答应上交最大地租者.这样,中世的隶

农(部曲)得到解放,佃户代之而起.大概入宋不久,到了真宗左右,部曲制度彻底消亡.”③此说

也严重背离了唐代历史实际,颠倒了时间顺序.隋唐政府从未有过大批解放部曲的举动.私人部曲

主是否允许放免的奴婢离开主家因人而异,也绝不可能采取统一行动.唐代部曲趋于消失的根本原

因,不是因为得到部曲主的解放,而是由于唐代种种限奴措施导致奴婢来源的趋于枯竭,同时也导致

部曲来源的枯竭.如前所说,即使在唐前期,部曲的数量也极少,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唐代的佃农也

不是由部曲转化而来.佃农的主体是法律上具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浮客.部曲制消失

于唐,而租佃制的出现却其来久远.«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是租佃

制,汉武帝时的“内史稻田”出租④,也是租佃制.东汉末,曹操大兴民屯,“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

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⑤,也都是租佃制.
不迟于唐前期,租佃制便成为除农民自耕外最为普遍的农业经营方式.唐代,公廨田与职分田

绝大多数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四月明令“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四至顷亩造

帐申省,仍依元租价对定,六斗已下者依旧定,以上者不得过六斗”⑥.
逃户在原籍的田产,也常被乡里有司出租充租课.唐睿宗唐隆元年(７１０)七月十九日敕就规定

“逃人田宅,不得辄容买卖,其地任依乡原价租充课役.有剩官收,若逃人三年内归者,还其剩物”⑦.
唐肃宗乾元三年(７６０)四月又重申“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直,以充课税.逃人归复,
宜并却还”⑧.至唐末五代,逃户的田业大体上都仍是采取召人承佃办法⑨.分散在各州府的零星官

田,也多是采取出租召佃方式经营.«夏侯阳算经»卷中就有此类算题.寺观田除有一些由奴婢、部
曲与雇工耕种外,也常采用租佃经营方式.

反映民田出租的记载就更多.如唐玄宗天宝十一载(７５２)«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就谈到:
“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陆贽«翰苑

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也谈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

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其
所反映的无疑也都是租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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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质疑»,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１８页;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
第５０７页.

宫崎市定在«从部曲走向佃户»一文中说:“庄园劳动者最好是完全处于庄园主的控制之下.换句话说就是以不受政府干涉

的贱民为宜.从而以像部曲那样,没有州县户籍而依附于主人家户籍的这种不自由民为最合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

史论著选译»第５卷,第４页)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１７３页.
班固:«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６８５页.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２８２３ ２８２４页.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五○六«邦计部俸禄»,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６１年,第６０７１页.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２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年,第５７２页.
王溥:«唐会要»卷八五«逃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年,第１５６５页.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五«逃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４０５ ４０７页

郭书春、刘钝校点:«算经十书(二)夏侯阳算经卷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 １３页.
王钦若等编纂:«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第５９２８页.



隋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契约和唐代西州堰别青苗簿也都充分证明了两税法成

立、«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租佃制已在除农民自耕外的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

占主导地位.据吐鲁番出土的武周时期的堰别青苗簿①,时吐鲁番地区,９０％上下的公廨田、职田采

用出租方式经营,８０％上下的寺观田与６０％上下的民田用于出租.前者在全国,应具有普遍性;后者

则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全国多数地区而言,寺观田、百姓田出租的比例,恐怕没有那么高.但即

使如此,仍足以表明隋唐五代即使是在西北边远地区,租佃关系都已十分普遍.
到目前为止,敦煌出土的租佃契共约１０多件,时间都在唐末五代的归义军时期.吐鲁番出土的

１２０多件(含少数残片)租佃契约都在高昌国时期与唐前期(大历年间以前),二者合计约１４０件(其中

１件为佃人转租田土而自称田主的一田二主租佃契②,１１２件地租形态清楚),约为现存宋、辽、金、元
和明前期所见租佃契约总和的３倍以上③.

上述租佃契租期一般都很短,８５％以上租期为１ ２年.租期４ ６年者,多为新建的菜园、葡萄

园,租佃契约中未见明显的超经济强制的内容④.这说明其时主佃关系是临时的,佃人人身相对自

由.宋代有过田主阻挠佃人起移情况,唐代尚未见.宋代规定田主与佃人有主仆名份⑤,隋唐五代无

此规定.隋唐五代律令对佃人没有任何特别规定,按«唐律»“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准则⑥,佃人

法律地位无疑就是良人,与田主并无法律上的贵贱等级之别,亦无主仆名分.
事实胜于雄辩,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说唐代是农奴制的中世,宋代是人民“开始摆脱奴隶佃

农地位”的近世;前田直典等东京学派说唐代是奴隶制的古代,宋代是封建农奴制的中世,都经不起

近二三十年新见实证资料的检验.两税法成立、«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以前,除农

民自耕外,租佃制已在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契约租佃制已很普遍这一历史事实,使日本

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关于唐代是部曲农奴制或部曲奴隶制的种种论断,失去全部凭据.

三、亟应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每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都有许多重大变化,这很自然,不足为奇.如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
侯林立,演变为七国争霸,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基础;文化大发展,礼崩乐坏,百家争鸣;冶铁技术

大发展,铁器工具的普及,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分封,普遍推行郡县制,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

权制的国家;在职官制度方面,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度,地方上郡设太守,县设令长;在财政赋役制度

方面,创立田租、口赋、力役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又数度局部统一,民族大融合;职官制度方面,中央虽置三公,事归台

５３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３２３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
第７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０ １２、１８６ ２０１页.

杨际平:«论唐、五代所见的“一田二主”与永佃权»,«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的宋、元与明前期(弘治年间以前)的汉文租佃契式、契约不超过１０件,吐蕃文租佃契约有３件,西

夏文租佃契约有１０件,回鹘文租佃契约有１３件,合计共约３０余件,尚不及目前所见的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契约的三分之

一.
详论参见杨际平:«麹氏高昌与唐代西州、沙州租佃制研究»,«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３卷«出土文书研究卷»,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５８ ３３９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五“绍兴四年夏四月丙午条”载:“起居舍人王居正言:臣伏见主殴佃客致死,在嘉佑法

奏听敕裁,取赦原情,初无减等之例.至元丰(疑为元祐之误)始减一等配邻州,而杀人者不复死矣.及绍兴,又减一等,止配本城,并
其同居被殴至死亦用此法.侥幸之涂既开,鬻狱之毙(弊)滋甚,由此人命浸轻,富人敢于专杀,死者有知,沉冤何所赴愬!?”(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３６ １４３７页)可知宋元祐法令,地主若殴打或杀伤佃户,比常人减一等处罚;到了南宋绍兴年间,便规定减二

等.反之亦然.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校点撰:«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１页.



阁;选官制度方面,建立九品中正制,逐步导致士族群体在政治上占优;赋役制度方面,租调制取代田

租、口赋制.
隋唐五代时期,重建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三省六部制的确立;科举制取

代九品官人制;除农民自耕外,租佃制在各种生产经营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建中元年(７８０)两税法成

立与«唐令田令»设计的那种田制名实俱亡.
宋代,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重建,国家的再次局部统一;社会经济空前发展,文化学术繁荣;国家财

政积贫,军事积弱等等.
以上这些变化,比起唐宋之际的变化,显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①,但前人很少将上述各时期的变

化,概括为某某时期变革论.即使偶有某某时期变革的提法,亦未如当今流行的唐宋变革论那样成

为一种“定说”,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甚至成为后续研究的前提.
只有内藤湖南及其弟子,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全面论述了他们想象中的唐宋之际的

“重大变革”,从而得出唐代是中世结束,宋代是近世开始这一结论,并将他们这一整套论说,归纳为

“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弟子们所概括的“唐宋变革论”,虽严重背离我国唐宋时期的历史实际,但
符合内藤的本意,也符合“变革”一词的词意.所谓变革即革故鼎新,不是单纯的渐变,而是质的飞

跃.内藤等所谓唐代是贵族政治,人民处于奴隶佃农地位,宋代是君主独裁,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

意义更加确实;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正有质变(或曰根本性变化)的含义.内藤学

派的唐宋变革论对当今学界影响甚大,其中有些人可能确实对内藤湖南所论作过深入研究,而给予

肯定的评价.如张广达认为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历史观»“要言不繁,论次俱当事理”,“无疑是一项

富有创见的发明”②.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则扼要介绍了内藤湖南的主要论点,指出:“当‘唐宋

变革’的时代观由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提出时,它有着特定的含义.‘变革’不是指一般的改变,而是

指根本或革命性的改变,可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唐宋变革’不是单指唐和宋两代发生了一些转变,
而是指中国历史从中古变为近世这个根本的或革命性的转变,它把唐宋断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时

代.”③李济沧则断言“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经历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

域”,认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最先从整体上把握并概述了这些变化,指出中国历史经此阶段,开始从

中古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型.这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内藤之后,继承其说的宫崎市定提出了

‘宋朝近世论’,进一步加强、发展了该理论”;认为“宫崎市定的时代区分论基于世界史的立场,重视

古代、中世、近世时期中国与各地域的文化交流.在中国、西亚和欧洲,各自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差并

不大,它们在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之中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认为“在这种重视地域平等和交

流的史观之下,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也就有了新的可能”④.
多数人可能只是乐于接受唐代是旧时代的结束,宋代是新时代的开始这一结论,实际上并未深

究内藤湖南笔下的唐宋社会是否符合我国唐宋时期的历史实际,内藤湖南等提出的众多论点与所谓

论据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如前文所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自称皇帝开始,中国就是君主独裁,不待宋代才开始君主独裁.

６３１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王曾瑜先生就曾反复指出,“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

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才是中国古代最大最重要的变革期”.见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页;王曾瑜:«唐宋变革论通信»,«纤微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２１２页.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唐研究»第１１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４页、第５页.
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１６９页.
李济沧:«“宋朝近世论”与中国历史的逻辑把握»,«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隋唐之初,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废除,科举制的创立,士族门阀制度便已衰亡①,也不待唐宋之际才有这

些变化.至于说到门阀现象的流风余韵,不仅唐代存在,宋代乃至宋以后也还依然存在②,说不上士

族门阀制度的结束“定型”于唐宋之际.唐前期,«唐律»«唐令»都从法律层面明确承认民户的土地私

有权,也不待中唐以后才明确承认民户对土地的私有权,更不待入宋以后才开始承认民户的土地私

有权.传世文献与大量的出土文书都显示隋与唐前期,奴婢、部曲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占主导地位.
租佃制、契约租佃制十分普遍,除农民自耕外,租佃制已在各种农业生产方式中明显占主导地位,也
不待到中唐以后或唐宋之际才有这些变化.总而言之,内藤湖南等想象中的那些唐宋之际的政治体

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或者是假命题,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唐前期即已确立,不待唐宋之

际始然.
总而言之,内藤湖南笔下的隋唐五代,不是我国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隋唐五代.其所论率多削

我国隋唐五代历史之足,以适欧洲中世纪之履.因此,其基本结论、主要观点,乃至其所谓论据都是

错误的.换言之,内藤湖南本来就不是用科学的方法,从魏晋南北朝唐宋史料出发进行研究,而是先

有结论,后选择、改造能为己所用的史料进行演绎.既然如此,我们就亟应走出内藤湖南等“唐宋变

革论”误区,还历史真面目.
但也有一些学者极力泛化“唐宋变革论”,将主张唐宋在某些领域有某种重大变化者,如郑樵等

所论,或在我国古代史分期时,主张将唐与宋分为不同历史阶段者,如钱穆、侯外庐、胡如雷等所论,
都自定义为“唐宋变革论”,并以为言唐宋变革必曰内藤,“有数典忘祖之嫌”③.问题说得如此严重,
自然不能不认真对待.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郑樵、钱穆、侯外庐、胡如雷等,并没有将他们的相关意见明确归结为唐宋变

革论,他们虽或有唐宋变革等提法,但未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唐宋变革论”,学界亦未普遍视之为

“唐宋变革论”.
如郑樵,他只是认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

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
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
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季以来,取
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④,并不认为唐宋之际各方面都发生重大变革,
更未明确提出“唐宋变革论”这一概念.学界有人对郑樵上述提法赞不绝口,认为“此言言简意赅,不
是枝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观”;“是精辟的史论”,“它准确无误地表明郑樵是个相当标准的

‘唐宋变革’论者”,并认为“唐宋变革”论的首创者应该就是南宋史家郑樵⑤.
其实,郑樵的上述说法十分片面,硬伤迭见,说不上是什么“史料”,更谈不上是“精辟的史观”,毫

７３１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

①

②

③

④

⑤

唐开元中,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即言:“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
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拜免,必归吏部.”(«通典»卷一七«选举典杂议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９６页)其言虽不无夸张,
但也反映了隋氏罢中正对士族门阀制度衰亡的促进作用.今人唐长孺先生也说:“«通典»卷一四«选举»称:‘自后周以降,选无清

浊.’虽然说的是选举,其实也包括自起家以至官职的区分与升迁.自六条诏书的颁布到六官制的实施,都体现了宇文泰有意在政治

上打破或者削弱士庶区别的态度.它体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倾向,这就是门阀制趋于消灭.”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

史三论»,第１７６ １７８页.
«宋史»«金史»仍常提到“世族”“士族”,见«宋史»卷九、卷一二五、卷三二一、卷三三四;«金史»卷六四、卷一○五、卷一六、卷

一三一等.宋代社会上层很多人婚姻崇尚阀阅,南宋末政府又“初置士籍”(见«宋史»卷四六«度宗纪»,第９０８页).凡此等等,都是

宋代与唐代一样都仍有门阀现象流风余韵的明证.
张邦炜:«“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１ ２页.
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氏族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３９页.
张邦炜:«“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第２ ３页;张邦炜:«唐宋变革论

的误解与正解———仅以言必称内藤及会通论等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不足信.从史源学角度讲,郑樵此说的资料来源之一是«南史王僧孺传».该传谈到:

　　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

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

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

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
窃以晋籍所余,宜加宝爱”.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罹)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

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
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①

«南史王僧孺传»提到的检籍、却籍事是南朝重大事件,对政局影响极大,故«通典食货典乡党

版籍»等对此都有很详细的记载②,此不具引.
综合各书记载可以得见,检籍、校籍之事起自齐高帝建元二年(４８０),事由是宋元嘉二十七年

(４５０),始以七条征发.因免役范围放宽,许多人便乘机勾结造籍官吏,或诈言“入勋”,或“改注籍状,
诈入仕流”,从而造成“杂役减阙”.于是齐高帝与梁武帝前后下令“校籍”,其所校之籍是户籍,而不

是“士籍”.校籍的目的是却除诈言“入勋”或“诈入仕流”者,以保证杂役不阙.其时梁武帝的“留意

谱籍”,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立校籍官,置令史等等,也都是专门为了配合校定户籍,而非供选官之

用.职是之故,王僧孺改定的百家谱,与当时校定之户籍,都存档于主管户籍与财政的机构“左户”
(相当于唐代的“户部司”),而非存档于主管选官的机构(吏部或司徒左长史).杜佑«通典»亦将东堂

校籍事与晋太元中,东晋孝武帝时,贾弼及其后人,以及宋王弘、刘湛、齐王俭等撰谱牒事,统统收入

«通典食货典»③,而不是收入有关选官制度沿革的«选举典».
东晋南朝盛行谱学,主要是因为士族们想借以炫耀门第,其次是配合校定户籍,绝不是用于选

官.只有刘湛,因为他自身担任选曹工作,所以才“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刘湛所为乃其个人行为,
而非制度规定.

唐代曾三次官修谱牒,第一次是贞观年间唐太宗命高士廉修«氏族志»,第二次是高宗显庆四年

(６５９)诏令许敬宗等修«姓氏录»,第三次是神龙元年(７０５)至先天二年(７１３)间唐玄宗命柳冲、徐坚等

改修氏族志,名«姓族系录»,事见«唐会要»卷三六«氏族»、«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旧唐书»卷八

二«李义府传»、«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等.上述各种资料都印证了唐长孺先生的说法:“唐代虽

仍注重谱学,官私修撰姓氏书不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统学科的继承,有时只是自炫博学.当

然这时的姓氏书与门户的婚姻和社会地位尚有较大关系,却与选举极少关涉”;“唐代官修姓氏书和

选举没有必然联系”④.
«贞观政要»也确证,唐代官修姓氏书与选举无关.«贞观政要礼乐»载:“贞观六年,太宗谓尚

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
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至十二年,书成,
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今以后,明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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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延寿:«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第１４６１ １４６２页.
杜佑:«通典»卷三«食货典乡党版籍»,第２１ ２２页.
杜佑«通典»卷三«食货典乡党版籍»:“帝(梁武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太元(３７６

３９６,东晋孝武帝)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

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谱以助铨序,伤于寡略.齐王俭复加,得繁省之衷.
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则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第２２页)

说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３８６、３９２页.



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①其中谈的都是婚姻事,并无只言片语涉及选官问题.
郑樵所谓“自隋唐而上,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

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源出«南史王僧孺传»有关东堂

校籍的叙述,而以已意发挥、改动.«王僧孺传»所述东堂校籍事,只是南朝宋、齐、梁一时之制;所校

的是户籍,与选官风马牛不相及.郑樵则广而说之:“历代并有图谱局”,所校的是谱牒,为选举服务.
郑樵还极富想象力地加上一段话:“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

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经郑樵如此这般改动,
东堂校籍的时间、性质、功能等就全都变了样.郑樵既言“历代图谱局”为选官工作服务,又言历代图

谱局的资料,藏在秘阁,副本在仅存在于南朝时期的主管户籍与财政工作的“左户”,其谬误显而易

见.郑樵作为一位史家,实不该犯此“低级错误”.
郑樵所谓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更是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辞.郑樵自然知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谱牒大兴之日,也正是谱牒因战乱大量散失之时,怎么可能“人尚谱系之学,家藏

谱系之书”! 南朝齐中兴二年(５０２)相国萧衍即言:“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
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负俗深累,遽遭宠擢,墓木已拱,方被徽荣.”②唐颜师

古亦言:“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③私

谱错乱如此,郑樵所谓的图谱局又怎么可能一一校正? 用什么去校正? 更何况遍查秦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的典章制度,并未见“图谱局”这一机构名称,更未见其校正官私谱牒的任何实例④.这说明郑樵

说的“自隋唐而上,历代并有图谱局”云云,并无任何实据.郑樵由此引申出的种种说法,自然都是他

毫无根据的主观想象.
郑樵言“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的又一史料来源是«新唐书

柳冲传».柳冲是唐前期的谱牒大家,主张“别贵贱,分士庶”,推崇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视隋朝的兴科

举、罢九品中正制为亡国之政.柳冲在其关于姓族源流的论说中特别谈到: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

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
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

局,令史职皆具.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⑤

柳冲此论与其说是实录,不如说是他的理想.实际情况是:魏晋州郡中正与北齐举秀才、州主

簿、郡功曹虽多数是士族,但庶族也并非都没有.据对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六章«九
品中正制»提供的数据进行的统计,魏晋南北朝典籍所见中正官门第比较清楚的计有３７３人,其中高

门(含北朝新贵)２２８人,一般士族１２０人,寒门２５人⑥.寒门、一般士族比例虽然不高⑦,但仍足以证

明,其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绝非“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柳冲所说的“时有司选举,必稽谱

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也是想当然,并无实据.迄今为止,魏晋南北朝隋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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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兢:«贞观政要»卷七«礼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２６ ２２７页.
姚思廉:«梁书»卷一«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２２页.
班固:«汉书»卷七五«睦弘传»注,第３１５３页.
宋以后人所追述的前朝图谱局,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职役考历代乡党版籍职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１２５ １２６页),说的就是南朝宋、齐、梁的“东堂校籍”.可见,除南朝临时设置东堂校籍外,未曾设置图谱局.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第５６７７ ５６７８页.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５７８ ６０４页.
如前所言,汪征鲁先生对一般士族的界限掌握从宽(士庶“士人”都算士族),庶族实际数字应多于此.



生活中,我们只见到因缺户籍所在地提供的户籍资料而科举被拒的实例①,却未见因缺谱牒或谱牒不

合格而被黜落者.其时有众多庶族出身而仕至高官者,如果“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那么他们当初

又是怎么被录用,怎么被提拔的? 更何况其时谱牒多是私家著作,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官之选举”
又怎么可能“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 说魏晋南北朝,“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也不合事实.其时士

族中虽有不少人连续几代为官,但不可能世世代代都做官.南朝的王、谢,北朝的崔、卢、李、郑都曾

是头等士族,到了隋唐,大都“世衰,不复冠冕”②,哪有什么“世胄”之可言? 时确有许多谱学世家,但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私家修谱,不是以史官的身份修谱,又哪能谈得上“谱有世官”?

柳冲以上有关谱牒与选举相关的谬说,郑樵悉数照搬,却有意“遗落”柳冲有关隋唐与魏晋南北

朝时期选官制度截然相反的说法.柳冲说:“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

诈.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罢乡举,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
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乡党,政烦于上,人乱于

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乃可与古参矣.”③柳冲的意

思很清楚,隋唐的选举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截然不同.郑樵选择性地吸收、发挥柳冲所论,将隋唐与魏

晋南北朝等同视之,其主观随意性于此可见.
郑樵所谓“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五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尤不可信.

婚姻取向,或看重门第,或看重人才,或看重钱财,因人而异,怎能说得那么绝对.唐人婚姻不讲门第

的,大有人在.«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即载,唐代“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

族”;«太平广记»卷一八四«汝州衣冠»引«卢氏杂说»亦载:“汝州衣冠,无非望族,多有子女.有汝州

参军亦令族,内于一家求亲,其家不肯曰:‘某家世不共轩冕家作亲情.’”此皆隋唐婚姻亦多不讲阀阅

之例.魏晋隋唐山东士族常有“卖婚”之说,其卖婚的对象,应多庶族,这就构成了事实上的士庶通

婚.«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亦言及房玄龄、魏徵、李 等复与山东士族婚.从房玄龄、魏徵、李
这个角度看自然是仍崇尚门阀,但若从山东士族角度看,又是不讲门阀,而追求攀附当世勋贵名

臣家.
宋代婚姻讲究门阀,也不乏其人,聊举数例为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１０９２)

四月戊午条载:“初,三省、枢密院进呈太史局勘婚文字大防又曰:‘虽云勘婚,先须门阀,于门阀

中勘乃可.’王岩叟曰:‘不取于勋德之家,无以服人心.’他日,大防又曰:‘不知陛下以门阀为主

耶? 勘婚为主耶?’太皇太后曰:‘要门阀,亦要勘婚.’大防等皆言:‘如此但恐难得耳.’”④这说明当时

太皇太后、宰相吕大防、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等当权派都很讲究“门阀”.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一

载:“近世宗女既多,宗正立官媒数十人掌议婚,初不限阀阅.”⑤这也说明宋代宗女婚姻首选还是阀

阅,只是不限阀阅而已⑥.
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一五«太原郡太君王氏墓志»记载:“初,文正公在重位,夫人长矣,久择婿不

偶.日有盛族扳求,而文正公辄却之.时忠宪公(韩亿)初第上谒,文正公一见,遂有意以夫人归焉.
族间哗然,以谓韩氏世不甚显大愿于大家著姓为相宜.”⑦宰相王旦以其长女许配给新科进士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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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制科»载:“旧举人应及第,开检无籍者,不得与第.陈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书:
“时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记者.知籍者所以计租赋耳,本防群小,不约贤路.苟无其德,虽籍何为! 今员外吹毛求瑕,务在驳

放.”(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９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第３８４１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第５６７９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四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１２６４ １１２６５页.
朱彧:«萍洲可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２页.
宋代宗女数量庞大,特别是郡主、县主,若都求阀阅,客观上也做不到.
苏舜钦著,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卷一五«太原郡太君王氏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０页.



亿,因而获得“婚姻不求门阀”①的美名,且被郑樵等学者引为宋代婚姻的重要特点.然其此举竟引起

族人哗然,岂不正说明其时婚姻尚阀阅之风仍盛,绝非如郑樵所说“五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
究其实,王旦家族的婚姻对象虽多非士族,而多为当世勋贵名臣家,此与唐代官僚阶层的婚姻取向并

无二致.凡此都可证明郑樵所谓的“五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并不足信.
这就提醒我们,史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研究历史,一要有正确的观点,二是要充分掌握经过验

证的资料,不能翻检到古代文人的一两句话就视为至宝,不经验证,便作为自己立论的主要依据.郑

樵此论的诸多错误再次证明:古代文人的许多夸张不实的“论断”,包括上引郑樵“名言”、沈括论唐代

士庶不通婚②、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③等,在未得到实证资料严格检验之前,绝不能信以

为真.
总而言之,对当前我国唐宋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唐宋变革论”,其首创者仍非以内藤为代表

的京都学派莫属.正因为如此,“如今一说到‘唐宋变革论’,人们立即想到日本京都学派即内藤湖

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或进而想到东京学派即周藤吉之、前田直典的‘宋代中世说’”④.内藤

湖南等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误区,被学界某些人推崇备至的郑樵论唐宋选官制度、婚姻取向剧变,也
是误区.现在亟应走出既有的内藤湖南等的“唐宋变革论”误区,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

指导,充分利用唐宋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特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刊布的出土文献),切实研

究我国唐宋时期与唐宋之际究竟分别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分别占有什

么地位.

[责任编辑　范学辉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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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第９５５２页.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二四«杂志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６８页.沈括的原话是,魏晋南

北朝隋唐,崔、卢、李、郑等“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沈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
而未看到另一面.实际上,正如«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二年(６３８)正月乙未条所载,隋唐时期,“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
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第６１３５页),其联姻范围就包括庶族.唐初庶族出身的大臣魏征、李 ,

其子女就与山东士族联姻.说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士庶联姻的情况实际上很常见,只是未为士族高门普遍认同而已.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九«华阳博议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５１５页.
张邦炜语,出自其«“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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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郭 震 旦

摘　要: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

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依托苏醒的中国史观,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主体性实践.西方汉学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并向中国学界展示了摆脱西方

中心论后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

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必

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

它自己的轨道.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

发中国史学所蕴藏着的无限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中国史学;主体性;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海外汉学;文化本质主义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４．１０

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

的认知和表达系统.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叙事为普世主义所规制,渐渐与自身的发展轨道相乖离,这
使得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一直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现在,中国的复兴正以新的语汇改变着她自

身的历史结构,中国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正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史学的主体性正在崛起.近年来日

渐强烈的史学本土化主张就是其表征.“二战”以后,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

深入,以欧洲中心论为基调的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正在全球范围内瓦解,新的世界历史叙事范式正在

形构,而中国史学主体意识的崛起,正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一个刷新历史的过

程,同时也是刷新历史叙事的过程.史学主体性的崛起,必将更新中国的历史叙事,并推动中国史学

开启建构新范式的大幕.

一、时代催生出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以五种生产方式为基干的中国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合法性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确立的,革
命的正当性赋予了这种叙事方式的正当性.本质上,它反映的是在革命语境下现实与历史之间所建

立的关系.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中国历史的主基调被描绘成血腥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大规模的阶级

对抗,显而易见,这种叙事框架暗含着对古代中国的否定.它是曾经的现代化追求苏联化的必然选

择.与此同时,来自欧美的历史发展观念也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标尺,“欧洲是先进的中心的,中国

是落后的边缘的”,成为臧否中国历史进程的先验依据,欧洲中心论遂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集体无意

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实践正在要求现实与历史建立

一种新的关系,其背后的逻辑是:现在的中国强调走自己的道路,这就必须唤醒在普世主义历史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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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框架下休眠的原生历史;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时代主题,要求与之相呼应的历史叙事.在普世主

义的语境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是以否定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而在特殊主义语境下,现代中

国的合法性则是继承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这场改变十几亿人命运的改革开放,被定位为文

明的复兴,过去不再被简单地视为革命的对象,也不再是现代中国的负资产,反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

精神故乡和发展凭据.雅斯贝尔斯曾富有诗意地写道,“当下是通过对我们自身起作用的历史基础

而得以实现的”,人类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我们和我们的当下处

在历史之中,如果当下在今日狭隘的视域之中堕落成单纯的当下的话,那么它就会丧失其深意.如

果我们抛弃历史,那么历史上所有的飞跃都将成为假象①.这就是将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联系起来

的最深层原因②.
既有的经验表明,一国的历史叙事总是由对该国社会形态的认知所决定.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影

响着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例如,斯大林的单线历史发展图式为了突出革命的作用,片面夸大生产

关系变革的决定性意义,完全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虽然它在一个时期似乎发挥了强大的政治作用,
但从这里引出的阶级斗争万能论和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终于变成一种自我思想禁锢和僵化的教条

原则,阻碍了苏联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严重滞后了体制内部的改革与创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七

十年的实践也表明,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同样决定着现实政策的推行,正是由于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

的角度来判定中国社会性质,在建国初,中国急于宣布已经完成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大跃进来赶超英国和美国.晚年毛泽东由于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以及

这一理论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之间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失利.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邓小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而这一理论在主要方面都切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

论,目的就是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退回到中国作为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境况中去,并
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来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④.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正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

形态的深刻把握之上.
“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原有的理论如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时代就要召唤新的理论”⑤.早在

１９８６年,苏秉琦先生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史学主体性崛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视,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诉求,因为我们“要建设与五千年文

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必须了解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灵魂、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和发

扬什么⑥.只有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衬托下,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才能显现它的剪影.
“‘过去’总是为当前行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正当化需求而被认领”⑦,这种观念的调整充分体现

在意识形态对历史的看法上.习近平多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⑧,“数千年来,
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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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１４、３、３２０页.
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黄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４页.
罗荣渠:«新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历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５期.
参见俞吾金:«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１７７ １７８页.
[美]帕特里克格里著,罗新主编:«历史、记忆与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页.
习近平:«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光明日报»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７日)中,习近平也曾说道: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

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
在对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

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①.这些论述表明,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历史已从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

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海外学术的刺激也助推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来论,中国都是一个超大

规模文明体.中国的强势崛起,正促使世界学坛有关中国的理论创造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状态.中

国的悠久历史和迅速增长的综合国力本身正在生成多重意义,在此背景下,东西洋学者都在创发有

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就此展开了一场解释中国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中国遗憾地处于缺席

状态②,这样一种局面凸显了建设中国主体性学术的紧迫性.近年来,学术界启动“何为中国”的讨

论,就是为了以“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意识”来参与这场解释中国的竞争.当下,来自海外的一

些新理论对中国史叙事提出了很多挑战.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断言,很多庞大的国家只不

过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主张弃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

题,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施坚雅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

来取代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和韩国

则强调亚洲史、东亚史,试图弱化中国与中国史;尤其是“新清史”刮起的旋风,更是对历史的中国提

出强力质疑.中国史学界关于“何为中国”的讨论,目的就在于迎接这些挑战,在全球史、区域史的浪

潮中,坚守国别史的意义,坚持将中国当成一个完整的、单独书写的历史世界,当成一个具有同一性

的文化和历史的书写单位.正如论者所诘问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民族国家里面去拯救历史,而
不能在历史里面来理解民族国家呢?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别人的尺度来界定民主国家,而不是用

我们的尺度来界定别的民族国家呢?”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诘问,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学战的

问题,学术之间也是战争”③.
一些学者再三呼吁“不能丧失历史的主体性”④,要“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⑤.在这些学者看

来,全球化背景之下,虽然不能过分突出自我认同,过分强调区别“他者”,但现在学术界的大问题并

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下,许多人被西方思潮牵着走,越来越丧失了本土观察的眼光和

角度,被“化”过了头⑥.
上述分析表明,对国际学术界进行回应,与西方学术对话,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不可回避的责任.

如果中国学者不能从主体性出发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那么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就只能沉默地任由

外部世界来评说,只能在有关中国的思想市场上做一个看客,而不是成为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因此有学者倡言“要有‘解释中国’的自信”⑦.

彻底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从成为史学主体性崛起的内在动力.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新思潮、新
理论的输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⑧,这从根本上赋予了现代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一种“移植品格”⑨.正是在这种“移植品格”的规定下,中国学者习惯于以先验的合理性或

正当性不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经过

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根据西方的既有理论概念对这些研究及成果作“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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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

鉴»,«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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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历史的主体性不能丧失———美国学者“新清史”的危害给中国史学研究的又一次警示»,«北京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１２日.
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葛兆光、张瑞龙:«新思想史研究、历史教科书编纂及其他———葛兆光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葛兆光:«要有“解释中国”的自信»,«解放日报»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２日.
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１９９９４年第３期.
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或“切割”①.
这种情形在史学领域表现得十分典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史学突破传统范式与西方理论接榫

的过程就是放弃主体性的过程.郭沫若就曾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奴隶制这个问题,我敢十二分坚决

地主张:中国也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②即使有人坚持中国历史有特

殊性,那也是在既有框架下的微调,不敢越五种生产方式说雷池之半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

是否有无奴隶社会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一个政治命题,如果坚持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甚至会招来

杀身之祸.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讨论中存在的草率和随意充分表现出学术丧失主体性后的轻浮与浅

薄,也充分展示出按图索骥式研究那份捉襟见肘的窘迫.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奴隶社会的讨

论中,对奴隶身份的认定就存在着匪夷所思的简单和鲁莽③.对奴隶社会某些问题的探讨,可作为一

国学术丧失主体性后千方百计比附西方理论的标本.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只能被看作

是“以现代欧美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远端部分———如果不是外围部分的话”④.
德里克早就对由普世主义叙事与中国历史之间的紧张所造成的困窘作过论述.按照他的观点,

五阶段分期模式“对于揭示和解释此前的史学家所忽略的中国史学中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有

价值的贡献”,但“五阶段论的分期模式和中国历史演进实况的不相符,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史

学内部充满了张力”.“将‘普世的’模式强加于中国历史,结果(只能)是对理论概念和中国历史解释

的双重简化”.在德里克看来,对历史普遍性模式“固执的坚持”,限制了中国史学家“创造性地解释

他们所发现的历史资料的能力”,“即使是那些理论纯熟,研究细致的史家,也未能克服那些干扰他们

对其理论假定进行反思性分析研究的障碍”,“他们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先入之见,妨害了他们对其

所发现的历史资料的解释,最终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⑤.
当下,这种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并未稍减,史学界“追赶西洋和模仿东洋已经到了‘彼进于此,我必

随之’的地步”⑥,“以至于没有了‘中国’”⑦.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普遍的反思,一些学者由此特别强调

学术研究的“中国性”,坚持历史研究中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认为只有“让历史

说汉语”,才能在普遍历史中给“中国史”占一个座位,提高中国的“历史配额”⑧.正是出于相同的考

虑,一些学者不断呼吁史学本土化,将本土化视为重新铸造未来中国史学典范的根本之路⑨.

二、主体性思维崛起及其实践

观念总是行动的先导,改革开放后中国史观的回归,无疑是中国史学思想最有意义的事件.主

体性思维的崛起及其实践,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进程的一条主叙事、主线索,抛开这条主叙

事、主线索,我们就难以理解近四十年中国史学的变迁,也难以从深处把握当代中国史学的演化大

势.早在１９７９年,被压抑已久的中国史学主体性就开始从蛰伏状态中躁动,标志性事件就是黄现璠

所撰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经过万般艰辛和冲破层层阻力”得以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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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东吴学术»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郭沫若:«驳‹实庵字说›»,«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２８０页.
详参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第五章“释众”、第六章“释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９ ７７页.
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第３页.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１９１９ １９３７»,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９３、２１１ ２１２、１９５、２１３页.
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文史哲»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葛兆光:«历史学四题»,«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葛兆光:«历史学四题»,«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王学典:«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改革开放４０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黄现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第２４２页.



这篇文章中,黄现璠大胆宣布:“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此文的面世,揭开了改革开

放后史学界挑战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从西方话语中打捞中国历史”的大幕.其后,黄氏在广泛使用

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历史语义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

的基础上,以所积四十年之功,于１９８１年写成«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对有奴隶社会说进行

了系统深入的辩驳.在这部六十余万言、直到２０１５年才得以面世的长篇大作中,黄现璠反复申言,
所谓奴隶社会,在中国古史中纯属子虚乌有,它是主观教条主义强加给中国古史的东西,或是将似是

而非的概念张冠李戴到中国古史的伪说,或是全然不顾我国史册记载的古史事实而利用唯我独尊的

话语权将自己牵强附会的伪知识假学说硬灌给青年学子以达欺世盗名之功的谬论,绝不可信①.需

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部书稿中,黄现璠屡次呼吁要以“中国中心观”来取代那种“习惯于拿西洋古代

史来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标准和参照标本”的“西方中心观”②.这比后来成为标签的出自柯文的

“中国中心观”要早了许多.
其后,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积极响应黄文,纷纷撰文否定中国存在过奴隶社会,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掀起一个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高潮,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无
奴学派”.“无奴学派”对史学界盛行已久的教条主义思维形成重创,冲击了学术研究“公式化”的格

局,破除了中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观”,因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主体性

崛起历程中占有特殊地位.

１９８８年７月,由国家教委等单位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烟台召开.会议的主题

是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奴隶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普遍必经的阶段”成为会议共识③.
“对于中国古史学界来说,对‘五种生产方式说’进行剖析的焦点在于存不存在所谓的奴隶社会这一

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④,对奴隶社会的否定,拆解了五种社会形态链条最关键的一环.
苏秉琦也很早就表现出建构中国主体性历史的强烈愿望.１９８１年,苏秉琦提出建立考古学“中

国学派”⑤的主张,在他看来,把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是中国历史学存在的一个怪圈,
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全部的历史,只能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他将中国古史的框架和脉络

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就是为

了证明中华文明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提出“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的口

号,所谓重建,就是针对他所称的过去那种“将社会发展史和手里的考古实物简单相加的做法”⑥.
与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相伴随的,是对中国存在封建社会说的持续质疑.１９８６年,何新发表

«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认为“五阶

段社会发展公式”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是“单线演化模式”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中国史学界称

秦汉以后为“封建”时代,是硬套欧洲历史模式所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⑦.１９９１年日知在«“封
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一文中明确指出,将feudalism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对
应起来是一个误译,在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１９９９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召

开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基调就是否定中国存在封建社会.２００６
年,冯天瑜«“封建”考论»问世,遂将“封建社会”讨论推向高潮.冯书以历史语义学为工具,试图证明

“封建社会”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概念“误植”.学界围绕冯书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计有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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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读书»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武汉大学召开的“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封
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研讨会,以及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在苏州召开的“‘封建’与‘封建社会’问
题”研讨会.２０１０年５月,«文史哲»杂志举行“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并开设

专栏,专题讨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讨论的基调也是反对中国存在封建社会.有关“中国封建

社会形态”的讨论在这一年达到高潮,甚至被列入“２０１０年十大学术热点”①.２０１１年,«史学月刊»第

３期组织“秦至清社会性质的方法论问题”笔谈,试图从方法论方面探索社会形态研究的突破口②.
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学者否定秦至清的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而少数坚持封建说的批评者们,“却和几

十年前比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和进步,仍然局限在他们自己所理解(其实是幻想)的教条主义框架内

部,做自我陶醉式的概念游戏”③.
作为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何兹全也在晚年放弃了对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坚持,他将战国到秦汉的

中国古代社会概括为私家主体社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奴隶社会这个词不科学”,“会引起许多

繁杂的争论,无益于对历史客观真实的认识”④,应该“束之高阁”⑤,彻底放弃.他充分理解学术界对

社会形态研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状况所表现出的“淡漠甚或腻烦情绪”,主张研

究中国历史应该重事实,重材料,少定框框,在事实没有摸清楚之前,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应该先让

中国史料说话⑥.
作为近代经济史领域的专家,李伯重主要对资本主义萌芽论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

理论对明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看法是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西欧道路具有无可置疑的普遍性为默

认前提的,以往所认为的西欧大陆对中国历史的普遍意义并未经过验证,从方法论上来说,预设结论

的先验性研究方法,其实质仅仅只是想要证明西欧大陆在中国土地上的重现,而不是发现中国经济

发展的真正特点.“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按照欧洲的经验来构建中国的历史,只有摆脱了这种情

结,我们才能够不带偏见、实事求是来了解中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探索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

特点⑦.
更多学者则从总体上对普世主义历史叙事进行理论反思.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罗荣渠就提出

“一元多线史观”来突破“单线史观”的迷障.他指出,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

思想格格不入,将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解释为关于世界历史演进的规律是对马克思学说的

误解,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中国历史走的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一

条道路⑧.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田昌五晚年集中论证了中国历史与西方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之间

的矛盾,藉此构筑新的中国历史体系.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一种最正常最纯粹的发展形态,必须本着

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中国历史的规律,用任何模式套改或剪裁中国历史都是错误的,中国历史既不

是什么西方型的,也不是所谓东方型的,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型的⑨.他用中国历史大循环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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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修订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４ ３５、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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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独立地向前发展的,在近代以前,她单独构成了一个

世界,并形成了中国文化圈①.
秦汉史专家张金光的主体性情结更是浓重.他认为,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大都

是舶来品,“五朵金花”的讨论,不是为了从中发现实在的中国历史逻辑,并创立符合与之相符的理论

分析范畴、概念,而只是为了证明现成理论预设的正确,最终只能削足适履,终日徘徊于五种生产说

的既定框格.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研究应力求走出西方历史中心论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笼罩之困

境,深入中国历史实践,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模式②.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回归中国本体,用中国历史观重新建构中国史叙事体系,已经成为史

学界的集体自觉.近四十年来,从远古到近代,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每个链条都被重新审视,以“欧
洲中心论”为基调的普世主义历史叙事大体上已经解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形态研究

应当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只有通过研究归纳出中国历史研究中新的概念系统和理论范式,才能

重建中国史叙事的理论体系③.
正是凭借观念上的突破,众多史学家展开了主体性史学的实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中国

文明起源研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简帛材料和考古资料的发现,众多考古和中

国上古史研究学者投入到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的研究中.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０年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

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多达８００余种.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重建,已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

核心问题,并在诸多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夏鼐、苏秉琦、李学勤、张忠培等众多学者都从考古

学上肯定了中国文明的自成一体,并尝试建构中华文明演进的总体脉络和时空框架.
由官方组织的一些大型学术攻关项目也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中国本位叙事模式的支持.无论是

“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具有“阐释中国独特的历史演进道路的意义”④.尤

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制定文明起源的标准时,不再拘泥于西方制定的以文字和金铜冶金技

术作为文明产生标准的做法,转而根据对中国古代资料的实证研究,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

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此举不仅向外表明中国自古走的就是一条独

立的发展道路,还显露出从中国材料出发构建中国早期文明研究话语体系的努力.
社会史的复兴本质上代表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自下而上”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推动中

国史叙事本土化的重要实践和主要趋向.走向田野与社会,回到历史现场进行“在地化”的考察、体
验和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规范.强调本土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与技术

向历史学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史研究大规模移植与渗透.中国史重返故土在社会史复兴中得以实现.
入江昭就明白无误地指出,无论是“社会转向”,还是在“文化转向”,都是“强调一国历史的特殊性与

例外性”,“强调一国一地独特的‘本土化’的国民气质和‘心态’”⑤.
史学家们纷纷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系统.田昌五致力于构建新的中国历史体系,提出中国历史

可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等三大时代;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进程并

不是直线式运行的,而是周期性循回演进的.张金光从其“实践历史学”理念出发,依托一系列独创

的范畴、概念,将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
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初步构建了一个奠立在历史实证基础上

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理论分析体系和叙述方式.晁福林提出“氏族—宗法封建—地主封建”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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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说,叶文宪提出了“酋邦时代—封建王国(或王国)时代—王国与帝国的转型时期———专制帝国

时代”说,王震中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冯天瑜提出了“原始时代—封建时代—皇权时代—
共和时代”说,李若晖提出从秦到清是“郡县制”,何怀宏提出从秦到清是“选举社会”,这些都是主体

性中国史叙事的重要尝试.李伯重提出的“江南道路说”,勾勒出不同于西方的一条中国近代化之

路.曾力主“战国封建说”的白寿彝先生在主编«中国通史»时谨慎地避开了古史分期问题,代之以只

有时间意义的“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主编的«中国大通史»则公开宣

称“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并且“避
免笼统使用涵义不清的封建制度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具体的所有制和生产方式的概念,如均田

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租佃经济等,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约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

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①.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也直白宣布已经放弃了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套话语系统.
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也重新得到重视.一些学者提出,“可以尝试从中国古史传承脉络里寻找替

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以此作为解释自身历史演进变化的依据”,通过复活“中国”“大一统”
“封建”“经世”“道统”“夷夏”“文质”等概念的本意,重新发现中国人文学的精髓.对传统概念的这种

处理,“不是把他们当作验证西方进步概念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真正视其为建构中国新型历史叙事的

可靠资源”②.一些海外学者细心地观察到:“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对中国复苏的民族自豪感的

高涨,人们对古代传统的兴趣得以复兴”③,“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的批判

与责难后,这些学者似乎很高兴有机会重新审视过去,把中国的过去视为有生机并有助于发展和演

进的源泉,而不再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④.对此,德里克表达得更加明确,他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国史学即已出现“作为中国认同的组成部分的本土化实践的复活”,“始自１９９３年的重振‘国学’的
努力,就标志着坚持保守性的———或者更恰当的说是本土性的———态度去寻找学术研究的‘中国式’
道路”⑤.有学者斩钉截铁地预言:“今后在中国史学界,就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来说,涉及这一问

题———即人类历史进程究竟是否表现为统一模式、‘五种社会形态’究竟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

展道路的有关争论,大体上可以给出否定的答案,并就此告终.”⑥

一些学者已经把主体性崛起当作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思想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有学者敏锐

地观察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人们开始直接面对自身民

族的历史过程进行理论抽象,尝试用本民族的语言概念来阐述自己民族的历史,即开始了一个自觉

摆脱用欧洲历史模式解读中国历史的思想行程”,“这标志着中国学人开始进入一个具有清醒的自我

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时代,一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的时代”⑦.

三、西方汉学对中国史学主体性思维的刺激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全球化、民主化浪潮的演进,欧洲中心论受到来自西方学术世界内部

的强烈冲击,西方学术进入范式更替的新世代,这一学术思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使美

国中国学出现范式扩散的趋势,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就是在这一趋势中应运而生.突破欧洲中心观的

９４１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曹大为:«关于新编‹中国大通史›的几点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杨念群:«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基于当代史学现状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王赓武:«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第１０２页.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２页.
[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王和:«关于“中国路径”源头问题的新思考———‹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意义和启示»,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

第１卷,第３０１页.
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１卷,第７３页.



美国中国学新势力取得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随着这些成果的传入,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两

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与国内正在上升的史学主体性思潮产生共

振,极大地刺激中国史学主体性呼声的高涨.谈到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在任何意义上,柯文«在
中国发现历史»一书都是一个绕不过的存在,１９８９年,该书中文版甫一出版,“就引起中国学术界的

震撼”①.从此,中国中心观不胫而走,至今仍是史学界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有学者为此写道:“‘在中

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

头禅”②.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要义在于:力图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

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总

之,“中国中心观”要求的是“一种根植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柯文直接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

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的过去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

架”,从而使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也不能以中国为中心.这无异于给了从未意识到范式危机的中

国史学家当头一棒!

２０００年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文版的问世也对“中国中心观”的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该书以极具挑战性的姿态对１５００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
其最引人瞩目之处在于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神话”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
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认为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该书

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巨大轰动效应,虽然其中一些观点在大陆学者看来像天方夜谭③,但其颠覆西方中

心论,甚至以中国为中心重构世界历史的做法,却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观念上的强烈冲击,使中国学者

重新看待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上地位,不再把中国视为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消极角色,尤其是弗兰

克提出的整体主义全球视野,给了中国学者“振聋发聩的提示”,正是由于弗兰克的榜样,使中国学者

“领悟到还有其他看待世界历史的方式与可能”④.
对中国学者来说,对构建主体性史学最具启发意义的恐非黄宗智莫属.华人身份以及长期生活

在大陆学术圈,尤其是在华北及江南经济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不同凡响的成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好

地理解他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研究中国的方法论价值及意义.１９９３年,他在«史学理

论研究»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指出从西方理论来看待中

国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现象都是悖论的,也就是说从现有理论上看是一对相互排斥的悖论现象,但
实际上它们都是并存和真实的,比如“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市场化)”“集体化下的过密

化”以及“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这些都是与经典理论预期不相符的社会经济实际,是他们所没有考

虑到的实际,需要学术界重新理解和概括,这就意味着长期以来由西方经典社会科学理论所主宰的

中国研究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范式危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创建新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

念和理论.该文一出,立即引起大陆学界广泛讨论,«史学理论研究»连续五期发表文章予以回应,专
题讨论该文的学术会议也次第召开.该文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西方现有理论研究中国实践在功能

上的穷困,并预示着根植中国本土的理论创造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近二十年来,黄宗智总是不厌

其烦地强调“用能够准确掌握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来形成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念和社会科

学”⑤.在他看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者面临的挑战在于:怎样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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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期出发,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理念来

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来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法律及其历史.他建议到最基本的事

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从实践出发去建构中国研究真正需要的一系列新鲜的中、高层概

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① 黄宗智所努力的,正
是中国史学主体性实践所要寻找的道路.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像黄宗智这样在中国研究中贯彻

理论自觉如此彻底的人,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中国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也就是他对此一研

究进行理论概括和概念化的过程.他选择的是“从经验证据到概括再返回到经验证据”的研究进路,
这是一条带有典范性的“黄宗智路线”,足以作为探索中国主体性史学建设之路的方向标.

对中国学者来说,滨下武志从亚洲主体性出发同欧洲中心论的对抗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

意义.相对于已固化为模式的从西方视角来看东亚,滨下武志反其道而行,从亚洲主体性的角度出

发,提出亚洲经济圈理论.在他看来,亚洲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它不是东方对西方亦步亦趋的一个结

果,近代亚洲史不应被视为西欧近代发展阶段所规定的对象,应探求如何在亚洲市场地域圈内的各

种关系中,从对亚洲自己的认识中去寻找本身的位置.他认为,中外学者在研究亚洲近代史的时候,
每每有意无意地采取西方中心观的立场,但是,对于中国和亚洲近代史的研究,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的

冲击—回应模式,并不能很好的检视亚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西方的规律是适合于西方的历史与现实

的,但未必适合于东亚世界.滨下武志强调,应超越那种从西方看东方的唯一模式,建立从亚洲或东

方看西方或世界的模式,从而形成多元的可能性②.滨下的研究提醒我们,即使在全球化格局中,亚
洲仍是一个坚硬的存在,欧洲的光晕淡化不了亚洲的身影.

无论是柯文还是黄宗智,无论是弗兰克还是滨下武志,他们将中国历史放到西方中心论的对立

面上,或许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立场,或许也难以完全脱离传统的西方中心论的瓜葛,但是,他们

的意义在于,向我们展示了摆脱传统的主流的西方中心论来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

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

四、警惕主体性崛起背后的陷阱

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

当性.所谓文化本质主义,是指“把某个文化极端地化约为某些价值观或特色,并相信其他文化不可

能经验同样的价值观和特色”③.从本质上说,文化本质主义是机械性排外的,它过于简单的对待自

身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简单地归结为“我们”和“他们”的对抗,所以有学

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本质主义的‘西方’和‘本土’,就像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样,看似对立,
实则是一体之两面.”④由此,我们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

其实,作为“中国中心观”的发明者,柯文早就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刻反省.他认为虽然中国中

心观有广泛的适用范围,但在某些议题上并不适用,这些议题“以各自的方式对于中国中心取向的适

切性提出挑战”.当历史学家尝试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群时,如果过分强调彼此的文化差异,不但使他

们难以掌握文化性格复杂和互相矛盾的元素,也会让他们难以理解文化所经历过的变迁.柯文强

调,某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群体的

思想和行为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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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突破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①.
或许应该承认,当前一些领域的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了文化本质主义的苗头.德国汉学家柯马丁

就批评国内早期中国研究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例外论.他认为与其说这是学术观点,不如说它是政

治观点.柯马丁对当前早期中国研究中的本土主义与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提出质疑,认为研

究早期中国必须借助国际化与比较性的研究进度,而非限于单一主义和单一文化的中国中心观,后
者蕴含的本土主义立场不仅是一种保守的防卫姿态,最终更会造成其自身的自我边缘和自我挫败.
柯马丁指出,为使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中国研究获得保护与优先权,在“本土国学”和“海外汉学”
之间人为制造两极对立,乃是一种前现代与反批判的思维,这不会是能够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
也不会是任何一种文明研究可以为继的出路②.

我们可能需要更多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按照美国学者柯伟林的看法,中国在现代意义

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早已经融入全球体系中,“在整个２０世纪的历史中,无论是就知识、政治、经
济还是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中国都始终是一个不断地卷入国际化大潮的大国”③.自民国建立后,
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

国际化的角度加以考察,那就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④.
台湾学者杨国枢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中,曾经提出“本土契合性”

的理论,意在彰显本土人在研究本土时相对于局外人的优势.或许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有的

研究表明,局外人有时可能比本土人具有更大的优势.柯文就认为,“承认历史学者的局外性虽然是

个问题,但同时也是让我们与历史当事人有所不同的关键.此一差异让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可以

提供历史当事人所没有的认识观点及意义”⑤.也就是说,局外性可能是劣势,更有可能是一种优势,
它可以使历史学家看到当事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一点也能够从近年来美国中国学带来的诸多启发得

到印证.我们对中国史学主体性的追求,绝不能以否定域外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的可能性为前提.在

柯文看来,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可能比中国史学家更具有某种优势(或更广义地说,历史学家可能比历

史直接参与者更具有优势),这是一个极为真实、值得重视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局外性,才使得他们

不同于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得以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再现当事人所无法知晓的并且具有意义的过去.
不论是美国学者描述中国历史,还是一般历史学家叙述一般的过去,局外性都不只是起到扭曲的作

用,还可能起到阐明和启发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

我们的局外性对历史进行最大的阐明和最小的扭曲”⑥.
“加州学派”的研究理路似乎对我们有特殊的借鉴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彭慕兰、王国斌等人在研

究上,一方面拒绝欧洲中心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简单化地乾坤倒转,“鸠占鹊巢”,把中国推上欧

洲中心论曾经占据的位置.加州学派善于通过比较来实现观点和理论的创新,以王国斌«转变的中

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为例,该书的特点在于,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又不拒绝欧洲经

验,把中国与西方都放到一个平等的框架中去分析,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达到更客观的历史认识.王国斌在为弗兰克

«白银资本»所作的序言中曾经写道:“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
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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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①这恐怕也反映了加州学派自己的治史理念.
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外部世界,或许是我们建构主体性学术的一条必由之路.海内外许多成

功的研究都表明,选择开放的比较视野才能为封闭造成的自我蒙蔽去魅.欧洲中心论的破灭,正是

建立在视野扩大基础之上,它也是欧洲获救自身真实历史的开端,同样,我们要获得真实的自主性叙

事,也必须将眼光投向世界.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史本身也具备了世界史的意义,这是必须谨记的.
柯马丁就认为,中国汉学研究未来唯一可能的,是中国文明的精深研究与广泛比较研究的结合,研

究中国文明的学者如果预图对整个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就必须了解更多其他古文明,才能更清楚地看

待古代中国.柯马丁不无警告地指出:“文明的国际性研究将永远不会听命于民族主义的规划”②.
毋庸讳言,当前史学领域的本土主义带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主义的本土主义,极有可能造

成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歪曲.普世主义叙事可能导致中国历史的扭曲,我们也不能排除从狭隘的本

土主义出发扭曲中国历史的危险性,如果实用主义的偏狭占了上风,本土主义的诉求营造的就只不

过是一个缺乏诚实的乌托邦幻象.
正如许多学者所倡导的那样,中国史学应该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国经济史以及早期中国研

究等许多领域早已经是全球性和国际性的了,这种学科性质决定了研究的国际视野不可或缺,如果

硬要闭门造车,学术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当今世界,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好

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不留意国外同行正在说什么、做什么时候”③.
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简单地因为欧洲中心论的嫌疑而排斥西方理论,因为现今的社会科学理论几

乎都来自西方.黄宗智一直反对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盲目地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但他同时也认

为,我们的研究不能停顿在仅仅“证伪”西方的理论,那样仍然只是做其“脚注”.由于中国在社会科

学理论方面没有太多的积累,我们仍需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来建构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最好的办

法是通过中国的经验实际来与西方理论对照(对话),由此鉴别其中对中国实际有洞察力的和没有洞

察力或错误的部分,这样既可以借助于它又可独立于它.在黄氏看来,绝对的中国中心论和西方中

心论一样,都是中国研究的陷阱,比起西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对中国研究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

大一点,因此,他更倾向于综合不同理论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来理解实际.他认为全盘西化和全盘

中化都是不可持续的途径,最好的办法是在两者之间探寻建设性动力,根据关乎中国实际的经验证

据而追求融合与超越④.这些观点足可供我们在从主体性出发处理和西方理论的关系时借鉴.
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建构自主性学术的困难,当今的理论世界,“西方全面占据原创权和制高点”,

亚洲的思考和声音往往被西方遮蔽和淹没.有学者认为,亚洲要想拥有思考与声音,必须“提出超越

现代理念的原创理念,掌握这个最重要的原创权”,“在大量具体领域产生重要原创理论”,“在实践上

赶超西方”⑤.这是每一个张扬主体性的学者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以笔者的浅见,虽然经

过四十年的追赶,如今中国现代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可能结构性地拉大了.
最近数年,西方学术在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等新潮理论的冲击之下,实现了自我更新和调整,使西

方理论表现出此前世代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尤其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渗透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使得西方学术的研究能力更加强大.科学正在给人文社会

科学提供新的方法和理论,又一次展示出统一一切知识的雄心.以史学而论,在演化生物学、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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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因技术的推动下,过去一些无法想象的人类历史的难题(比如人类的演化及走出非洲的过

程)正在得到解决.史学正在重新科学化,过去像一个被冷冻的胚胎,正在科学技术的召唤下复活.
对这一趋势的热切期待,可以从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合著的«历史学宣言»中表现出的那种

对史学久违的乐观主义中可见一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引进,多停留在介

绍和传播阶段,具体实践则力有不逮,很少有典范性著作问世,个种原因恐怕就在于知识储备和研究

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因此,正视中西之间的学术差距,培养自主性学术需要的生态,尊重学术创造

的科学逻辑,可能是我们首先该做的.
探寻中国主体性已成为中国当下思想最重要的使命之一.邓正来指出,中国不应该只成为一个

“主权性中国”,还应该成为一个“主体性中国”①.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建构,无疑是“主体性中国”的一

部分.世界史学的新潮流,无论是已形成范式的全球史,还是风靡世界的新文化史,其前提都是基于

对欧洲中心论的摈弃.世界史学正在经历一个欧洲中心论被打散之后重整的过程,几乎所有的范式

更新都是以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前提的,是突破欧洲中心论后结的果实.欧洲中心论的瓦解过程就是

各国家各民族史学自主性主体性崛起的过程.虽然我们绝不赞同那种狭隘的文化本质主义和极端

的民族主义学术,但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无疑会修正甚至颠覆现有的欧洲中心论所营造的那种中国

“认知图示”.中国现代史学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但在大多数时间内,它不过是西方普世主义

叙事的回音壁.所幸,相对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普世主义历史叙事不过是一个短暂插曲.在史学

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布罗代尔曾经写道,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始终有一个新大陆有待发现”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

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发中国史学蕴藏着的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

路径.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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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身份的政治寓意与共同体建设

———近代中国共同体解构与重构的过程逻辑

袁 年 兴

摘　要:“元身份”作为一种以自我认知为起点的符号载体,包含着主体间的“爱”“法律”及“价值”等承

认形式,由此所构成的意义体系奠定了共同体不同层面的关联.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中华民国的政

治合法性建立在“国民”作为一种元身份的基础上,伴着“国民”身份与“子民”身份之间的斗争、妥协及其变

异,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呈现出了复杂的张力关系,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终走向.在国家主

导的身份实践中,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交换过程,历史与当下、情感与法律、政治与道德

获得了双向的意义交流机会.只有当社会共同体的不同层次形成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其主体性才

能够得以生成,个体才可以获得必要的意义空间.这也正是现代国家通过元身份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内在

逻辑.

关键词:元身份;国民;共同体;民族;近代中国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９．０４．１１

一、如何重构社会共同体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秩序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殊时期.一方面,欧
美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抬头,右翼政治势力以“真正的人民”或“沉默的大多数”的名义,不断激化着

阶层分化与对立;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泛起,民族文化和宗教信

仰的排他性被极度渲染,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根基面临着严峻考验.对于个体而言,“个人的不安全

感与社会的分离状态,让我们越发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了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外来者”① .如

何重构社会共同体? 这不仅是一个与现代性问题相伴而生的重要议题,更涉及个体以一种什么样的

方式存在于世的根本性问题.只是,在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中,共同体的重构显得更

加模糊、复杂,因而日益迫切.
在社会学经典理论中,“共同体”与“社会”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纯

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共同体”(Gemeinschaft)被视为由血缘、地缘和精神依次构成的、原始的

或者天然的统一体,而“社会”(Gesellschaft)则是由理性(选择意志)和契约关系构成的联合体② .同

样,在涂尔干看来,以宗教和家庭为核心的传统“共同体”的式微引发了个体的“失范”,“社会”应成为

个体信仰的对象,而职业伦理和道德的重构是整合现代社会的必要过程.受滕尼斯“契约社会”的影

响,马克斯韦伯还把群体关系分为“共同体关系”和“联合体关系”,认为前者取决于个体行动的情

　

作者简介:袁年兴,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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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取向,而后者是指“联合基于理性动机下的利益平衡而达成的状态”①.然而,“共同体”与“社会”并
非有着严格的时空边界.为了实现美国多元社会的整合,芝加哥社会学派把“共同体”(GemeinＧ
schaft)解读为“社区”(Community),强调“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性”②.帕森斯在此基础上还

提出了“社会共同体”(SocietalCommunity)的概念,认为“社会共同体”属于一种由社会身份和角色

所构成的子系统,承担着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学界的主流倾向于把“共同体”与“社会”进行概念整合,探究现代社会作为一

种整体存在的可能性.如阿诺德把社会划分为理性共同体、道德共同体和美学共同体三种形态,认
为“美学共同体”使个体在连续性的知觉体验中获得了理性、道德和审美的统一性,亦即社会的统一

性③.哈贝马斯主张一种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宪法公民身份”和“法的共同体”,认为“法的共

同体”是不同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④.１９９７年加拿大还成立了“政策研究网络”(CanadianPolicy
ResearchNetwork,简称CPRN),旨在“建立共享的价值观,缩减财富和收入差距,总体上让人们感

觉到他们融入在一个共同体中,作为共同体的成员面对共同的挑战”⑤.总体看来,相关研究大多是

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视角下对历史(传统)与当下(现代)、情感与法律、经济与价值

等范畴的统一性的理解.
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下,中国许多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本土化的观点,如秦晖批判了“小共同体本位

论”(即传统中国乡村复兴论),认为“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都具有压抑个性的特征,并提出了以

“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媒介的现代化路径⑥.龚群还从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共同体包

括公民共同体、合作性(工具性)共同体及亲密性(团结性)共同体三重层次,且不同层次实行不同的

分配正义原则⑦.毛丹则立足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地方性共同体”的情感、公民社会的定位以及城乡

发展不均衡等视角,阐明了一种“城乡社区衔接、发展村庄共同体与社会的联合体”⑧的整体性观点.
与西方学者的价值偏好不同,中国学者特别强调国家在社会共同体重构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

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于许多深思熟虑的人来说,‘共同体’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理念———
一个含混不清的、难以琢磨的甚至是危险的理念”⑨,不仅“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未得到有效缓解,齐格蒙特鲍曼甚至还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共同体的重构本身

就意味着一种悖论———“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
那么,现实政治又如何面对霍布斯难题呢? 比如,在一贯标榜着“民主”和“自由”的美国,“公民宗教

身份”作为“现代政治的秘密保障”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石;在全世界范围内,“民族”作为一种“想象

共同体”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础.只是,当今世界民族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仅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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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因民族冲突而死亡的人数即高达１９５．９万人①.现实中的共同体呈现出一种虚化的状态.
其实,早在１９世纪初,黑格尔就指出,在以市场为媒介的市民社会中,自然伦理的解体具有必然

性,个体由此感受到自身的空洞化和虚无化,便会产生种种“犯罪”,而“绝对伦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所在②.同样,鲍曼认为现代社会“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和独自建构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促使身

份认同的建构者们去寻找能拴住个体体验的担心与焦虑的钉子标”③.尽管鲍曼有关“钉子共同体”
和黑格尔有关“绝对伦理”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商议,但可以明确,共同体的虚化通常与个体意义的

不确定性具有内在关联.正如方文把个体生命所遭遇的雕刻过程归类为不同共同体的教化结果一

样,共同体对于个体的社会心理过程都旨在实现建构个体完整的生命状态④.在个体差异性日益突

出的现代社会,重构共同体显然需要正视个体对自身意义的诉求,进而获得一种同一性的起点和社

会心理基石.

二、元身份: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一个基本的人类学前提是:“自我”是解决所有关联着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的“阿基米德点”⑤.
对于孤独个体而言,存在的意义虽然涉及对自我的意识、认知和评价,但也因此导致了个体在意义绵

延中追求与“他者”的关联.“我就是在我自身内,在我的先验还原了的纯粹意识生活中,与其他人一

道,再可以说不是我个人综合构成的,而是对我来说陌生的、交互主体经验的意义上来经验这个世界

的.”⑥在日常生活中,主体意义的交互通常存在着一个特定的载体,即元身份——— 一种在个体身份

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身份⑦.元身份属于一种以个体的自我认知为起点的身份,
凝聚着社会共同体的情感、规范和价值⑧.如在氏族社会中,“图腾就是氏族的旗帜”⑨,个体的存在

意义蕴含在具体的“图腾身份”中;在宗教社会中,“教徒身份”作为一种元身份,凝结着个体与宗教共

同体的意义关联.
具体而言,元身份主要涉及个体追寻其存在意义的元叙事(meta narrative)问题———我是谁?

谁又是我们? 前者体现元身份的可数名词属性,而后者体现了元身份的集合名词属性.元身份的可

数名词属性主要描述个体人格的独立性,而集合名词属性则描述个体之间的承认原则.正如黑格

尔所言:“承认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在个体充满差异性的社会中,个体之间

的承认原则有助于个体在意义层面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不仅能够体现个体在“自我”、“本
我”及“超我”等层面的人格诉求,而且还可以保证孤独个体之间建立起必不可少的相关性和相互认

同的一致性.按照霍耐特的理解,“从整体上说,爱、法律和团结,这三种承认形式构成了人类主体发

展出肯定的自我观念的条件”.从此层意义出发,我们认为,元身份包含着主体在情感(“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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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范)及价值(“团结”)等维度的承认形式,并由此构成了共同体不同层次的意义结构.

表１　元身份的承认形式与社会共同体结构层次

元身份的承认形式
元身份的结构属性

可数名词属性 集体名词属性

爱 本我 情感共同体

法律(规范) 自我 法律共同体

价值(团结) 超我 政治共同体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１所示,元身份以个体的存在意义为基石,首先包含了个体情感层面的爱与被爱的基本需

求.从血缘关系的“爱”到“邻里”的“爱”,“爱”作为人类情感的原初体验,奠定了个体与他人关联的

能力以及主体交互的共在世界.换言之,“人格的爱体现了一种追求,这种追求不仅朝向愉悦的最可

能丰富的活动,而且朝向在生命追求中的人格关联的个体和共同体”①.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由
于“爱”作为个体人格中的一种本能诉求(“本我”),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因此共同体的情

感维度具有特定的稳定性.即使在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中,尽管共同体的情感实践有别于传统

“邻里”之“爱”,但是通常也会借助一种想象的形式来实现.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想象的形式主要表

现为“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实践,反映了“同一民族的人感到大家是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

心理”②.
其次,在特定时空中,“我应该做什么?”“我又不能做什么?”在这种追问下,元身份结构中的“自

我”即为“理性之我”,为个体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理性的导向.当法律或道德成为主体间的一种承认

形式时,“理性之我”的合法性便构成了共同的社会规范.对此,黑格尔曾经批判康德按照抽象的形

式主义构建了“一体化的大多数”③;哈贝马斯也在继承黑格尔“国家宪法”的基础上,表达了共和主义

取向的政治爱国主义,说明了从“理性之我”到法律共同体的必然过程.基于彼此承认的原则,法律

共同体能够为个体的行为构建起共同的责任空间,提供必要的公共理性和清晰的组织结构,这也同

时意味着法律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和解.
再次,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是他律的一种内化,它意味着人格中的“本我”遵循着“快乐”的原

则,需要委托外部的力量进行“监管”.但是,“我”何以相信那个“托管者”? 元身份中的“价值”由于

获得普遍性的承认,意味着“托管者”通常以一种价值的形式被个体人格化.“价值”的承认形式表明

了一种根植于个体存在意义的团结机制,蕴含着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基本逻辑.即使在现代社会中,
“公民”身份蕴含着“民主”和“自由”的内涵,这种具有“训诫”功能的价值构建了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基

石.无论元身份的价值指向何种性质,普遍承认的价值体系始终是个体实现自我托管以及构成政治

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基于元身份的承认形式和双重结构属性,我们可以把社会共同体视为一种结构化的

意义空间.元身份无疑具有一种新的方法论意义,不仅突出了“人”作为一种意义主体的共同体形

式,并由此提供了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这种分析框架中,历史的脉络是相通的,也
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伴随着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个体的元身份

经历了从“子民”到“国民”(“公民”)的演变过程,这其中无疑蕴藏着社会共同体解构和重构的过程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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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只是,这一过程逻辑一直未曾彻底明晰.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是:(１)近代中国元身份的演

变,到底对社会共同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２)社会共同体不同层次的实践,具有怎样的互动逻

辑? (３)现代国家通过元身份来建设社会共同体,又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内在逻辑?

三、从“子民”到“国民”:民国初期的共同体问题

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期,“子民”(“臣民”)作为“家”之“子”与“国”之“民”的联合

体,具有元身份的基本特征和功能.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

上»).“子民”身份不仅承载着“家”(家族)与“国”(王朝)之间的情感实践,而且还沟通着两者之间的

道德关联.对于“子民”而言,儒家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是个体“修身、养性、治国平

天下”的基本法则,并严格遵循着“天、地、君、亲、师”的伦理格局.其中,“天下”又遵循着“天道”的自

然法则①.在这种意义结构中,“子民”身份蕴含着个体之间的情感、道德及政治伦理的实践,这不仅

是个体寻找其自身意义及社会属性的根本所在,也促进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多样性与家国同一性的相

互交织,由此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纵横交错的共同体形态.
鸦片战争后,战祸连连的近代中国引发了个体的“亡国灭种”危机,传统社会共同体的心理基石

开始松动.在最初面对“黄毛番”的掠夺时,“我等大清良民,正宜赤心守土,尺寸不可让人”②,“凡我

朝之臣子,孰无忠孝之心”③.然而,在全国范围内由“子民”自发形成的“扶清灭洋”的斗争中,清朝统

治者扮演了一个“背叛者”的角色——— 一方面镇压“子民”抵御外敌入侵的斗争,另一方面却牺牲国

家的主权以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这日益削弱了“家”之“子”与王朝之“民”的意义关联.尤其是甲午

战争后,个体“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加强,“子民”身份的虚化日益显著,大清王朝在个体“排
满反清”的斗争中开始走向瓦解.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造成中国社会的四分五裂,“统合满、
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④的思潮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在经过“五族共和”思想的升华后,“中华民

族”从“自在”走向了“自觉”,并成为了整合中国社会的一股新的力量.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族作为一种自觉的情感共同体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
首先,中华民国意味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是曰民族之统一”⑤;其次,对于个体而言,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

民”⑥.由于“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具有同质性和集合性,个体对王朝的忠诚开始转向对中华民国

的忠诚.正如在«醒呀»这首诗中,闻一多用汉、回、蒙、藏、满“五大民族”身份表达了时人这种复合型

的情感———“庆云是希望开成五色的花”,“醒了吧! 醒了吧! 威武的神狮! 听我在五色旗下哀号”⑦.
再如,“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⑧,“吾清真回民亦国民之一分子”⑨,等等.围

绕着国民身份的合法性根基,近代中国开启了近代社会共同体的重构历程.
与传统“家”与“国”的纵向关联不同,“民族”与“国”属于一种横向的意义关联,当民族共同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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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根基时,民族国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华民国作为一个

新生的民族国家,首先就面临如何重构政治共同体的问题.这种政治诉求在国家意志层面主要体现

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宣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国民全体”①.１９２４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国

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②按照大纲规定,“三民主义”
为中华民国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国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府的权力运行实行五权分立.
换言之,中华民国旨在构建一个以“国民”为基石、以民主主义价值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

与“子民”不同,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削弱了“家”在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纽带功能.正如孙中山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７日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反思“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③,作
为“国民”之全体的“国族”旨在将欧美国家的国会、选举、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以及共和精神

引进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尽管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五讲中改变了最初的观点,主张通过改良宗族

组织来联合成“国族”,但总体看来,在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和建国纲领中,“国民”身份不仅承载着

“国”与“民”之间的情感关联,而且还强调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整合功能;个体不仅摆脱

了“子民”所固有的伦理秩序,而且还被赋予了选举权以及创制、复决、罢官的政治权力.而国家的意

志,则集中体现在“国民”身份的集体属性层面,即“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④.
对于个体而言,从“子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无疑关乎个体的存在意义及其社会属性的根本

性变革.然而,以固有的身份来审视外来文化,很多异质的东西容易被排斥,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就会

比较缓慢⑤.尤其在广大农村,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子民”固有的规范依然决定着社

会的运作逻辑;即使在城市里,普通民众对“国民”身份依然缺乏深层次的认同.正如鲁迅１９２０年创

作的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中 N先生所言:“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

‘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

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

他们!”⑥

总体看来,正如当时的日本人长谷川如是闲所言:“中国革命几为知识阶级的事业,在一种孤立

的状态.”⑦在这一过程中,新式知识分子成为了“子民”眼中的“假洋鬼子”,而“子民”则变成了顽固的

“愚民”.于是,“国民”与“子民”作为两种不同的元身份,分别构成了革命派和保守派进行斗争的社

会基础.从“袁世凯复辟帝制”到“张勋复辟”,从“护国运动”到“护法运动”,不同政治力量围绕着“子
民”与“国民”身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法律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也由此分别呈现出了分化与对立的

局面.

四、“国民”意义的转换:政治共同体的变异

在政治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分化对立的条件下,构建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不可能仅仅依赖民族

(情感)共同体.对于新式知识分子而言,普通民众可谓是“诟之而不闻,曳之而不动,唾之而不怒,役
之而不惭,刲之而不痛,縻之而不觉”⑧.在通过北伐战争实现了政治层面的统一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

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训政纲领»,宣布进入“训政”时期.按照«中华民国建国大纲»的设想,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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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依次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后,最终实现以“国民”为基石的现代民主国家,而
“训政重在训字,训就是教育,训政的对象是民众”①.随后,国民党又颁布了各种社会教育实施原则,
旨在“训练民众熟习四权,并陶铸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以养成三民主义下的公民”②.

由于政治共同体在实践和心理认同两个层面型塑着国民身份,国民党还构建了一系列相关政治

符号和政治仪式,引导个体去感知“党”与“国”的同一性.如把中华民国最初的五色国旗改成与国民

党党旗极为相似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把“十二章”国徽换为与党徽极为相似的“青天白日国徽”,
样式都如出一辙.国民政府还通过了«革命纪念日及其仪式和宣传要点案»,强调“沿用旧历,就是奉

行满清的正朔,也就是民国的叛徒”③.显而易见,国民党试图把个体对民族国家的情感转换为对

“党”的忠诚,进而把“国民”操作化为一种新的元身份———“党民”,即要求“中国国民党即为中国全体

民众之政党”④、“民众把党部看作万能”⑤.在这种身份设计中,个体名义上虽然还是“国民”,但只能

凭借与“国”的情感关联,与国民党建立一种虚假的意义关联.
按照«训政纲领»的规定,“训政”的目的是实现“自治”,即建立以“国民”(“公民”)为基石的法律

共同体.而实际上,当时中国广大农村一直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只是这种“自治”由当时的“土豪

劣绅”所主导,偏离了由“国民”主导的民主自治.在国民党看来,当时的“土豪劣绅”不仅“自筑堡垒,
自设公堂,劳苦民众”,而且“俨然是小小的封建诸侯”⑥.在训政前夕,国民党就颁布实施«惩治土豪

劣绅条例»和«佃农保护法案»,在广大农村发动了一场“为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

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⑦,只是没有意料到,“打倒土豪劣绅”不仅没有得到“佃农”的拥护,反而引

发了“土豪劣绅”与“佃农”联合起来的反抗国民党的“暴动”.仅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从“江苏盐城暴动”到
“安徽寿县土劣大暴动”,江南地区就发生了数起轰动全国的反抗国民党的“暴动”.

全国范围内反抗国民党的“暴动”表明,虚假的意义关联很难在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形成一种真实

的承认关系.不仅如此,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仅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年,上海«民国日报»就连续报道了十多起地方军政人员摧残党务的事件.”⑧１９３１年６月,国民

党以国民会议的名义颁布实施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该约法特别确立了“以党治国”的具体

内容,规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⑨,并赋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对根本法的制定、修正和解释的权力.约法第二章虽然规定了国民依据法律享有各项权利和自

由,但是随后修订通过的«立法程序纲领»,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具有修改由

立法院草拟和议决的法律的权力,对国民的权利和自由加以限制.显然,国民党旨在加强政治共同

体在权力结构层面的统摄能力,从而实现一种全能的“党国”共同体.
事实上,无论是农村的“暴动”,还是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斗争,都表明真实的共同体离不

开全体社会成员彼此承认的价值基础.“训政”时期,“三民主义”具有名义上的指导地位,但是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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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践中,相关政策成为了国民眼中一张“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①.至于基层政府的官吏,大多数由

“仕宦之家”或乡绅蜕变而来,自然反对民主价值.１９３１年后,国民党地方党部在与地方政府的权力

斗争中逐渐处于下风,地方势力日益壮大.在这种政治条件下,１９３４年国民党推行“保甲制”,以恢

复原有的“自治”体制.“保甲制”特别强调“居今之世,行古之道,欲恢复社会组织之灵魂,重振人类

互助之美德;变他动的自治,为自动的自治,变役民防民之政,为保民教民之方”②.其中,所谓“社会

组织之灵魂”,无疑是传统法律共同体的一种“复辟”形式,而“行古之道”则是指“子民”身份所蕴含的

价值.此时,“国民”身份再次沦为“子民”,只不过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封建王朝,而是国民党政府.只

是,“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③,“冷嘲热讽之词,常流露于报端”④.

五、元身份的缺席:共同体的结构性张力与瓦解

在国民党实行“训政”的过程中,政治共同体的变异和法律共同体的“复辟”导致社会共同体走向

了一个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状态,民族共同体则成为了维持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唯一根基.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民族主义教育,明确“战时社会教育之目的,在觉醒人民整个民族

意识”⑤,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如在新疆,抗战期间全疆掀起了“有钱出钱,
有物出物,有粮出粮”的支援抗日热潮.据文献记载,１９３７年９月至１９４０年５月,新疆各族人民总共

捐款达３２２万余元大洋;１９３９年乌鲁木齐南山一带的哈萨克族群众捐献黄金３００两;１９４３年全疆募

捐近１０亿元送往前线用于购买飞机⑥.１９３８年４月蒙藏回族代表还组成“慰劳抗战战士团”,并发

布«告全国同胞书»和«敬告全国抗战战士书»,宣传“同为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存亡与共,相依为

命”,高呼“中华民族万岁”⑦.
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民族情感成为了稳定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支柱,但也遮蔽了政治共同体

和法律共同体的合法性危机,这也使国民党乘机加强了其独裁统治.１９３８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

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修改了«中国国民党党章»,确立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

１９３９年国民党又通过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形成了蒋介石在军事上的绝对领导权力.１９３９年９
月国民党还颁布实施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新县制”.“新县制”在“保甲制”的基础上不仅实现

了“政教合一”,而且还实现了“管教养卫合一”,从而最终形成了“三位(党、政、民)一体”的权力格

局⑧.此时,“党国”政治共同体已把法律共同体整合到其内部框架之中,国民党的权力渗透到了社会

的各个角落.１９４２年国民党还实施了«国家总动员法»,严格限制了“国民”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权

利⑨.个体日益变得微不足道,而“国民”作为元身份开始处于一种缺席状态.
然而,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有效的社会控制力并不足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存亡

的关键时期,“国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国民党的独裁,但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期处于缺席状态

的“国民”身份一俟获得相应的社会空间,便唤发出强大的动员能力.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以“反对内战,争
取民主”为诉求的“一二一”运动拉开了战后民主运动的序幕,社会各界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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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据１９４７年底的统计,当时中国的政党与政治集团共有６６个,其中有４６个是成立于抗战胜利

后,其政纲主要围绕着民主主义价值观,主张民族平等、地方自治和民生等政策.只是,正如时人所

言:“国民党之一党专政,无疑是模仿苏联的.不过国民党政纲规定训政以后有宪政,不像苏联的长

期一党专政,是仍以民主政体为目的,训政不过是一段过程.但不幸这段过程太长,甜头太多,竟使

它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来.”①

１９４６年３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确立了战后政策的走向,基本上终结了战后中国的民主

进程.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国民党在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制宪国民

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虽然重新确立了国民大会的权力地位和“国民”的各种政治权利,却是有

名无实.实际上,在１９４６年,从“下关惨案”到“李闻惨案”,国民党已不惜与“国民”为敌,表现得更像

“国民”的征服者.此时,“国民”的民生问题更是不足挂齿了.尤其是官僚资本日益贪得无厌,“不但

是经济民主的障碍物,同样也就是反动政治的支持者”②.以至于战后中国的工业几乎处于停顿状

态,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通货恶性膨胀,１９４８年的“货币改革”居然导致物价在六个月内上涨了

８５０００倍.“至于平均地权,不仅孙总理所念念不忘的,‘耕者有其田’杳不可迹,连起码的‘二五减

租’也谈不到,二十年来本来很可以做到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做.”③广大农村灾荒连年,饿殍载道,而
各级官吏囤积居奇,营私舞弊,苛捐杂税骤然猛增,普通民众苦不堪言.

不言而喻,“国民政府以变本加厉的形式扮演了中国历史上称为一个王朝的末代昏君的角色”④,
变异后的“党国”政治共同体成为了威胁民族共同体最危险的力量.１９４６年,国民党竟然利用投降

的日本人和傀儡伪军攻打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⑤,甚至还以牺牲国家主权独立为代价换取美国

的军事支持.据«解放日报»１９４７年１月的统计,在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期间,仅在上海、北
平、天津、南京、青岛等五个城市,美军制造的犯罪行为就多达３８００余起,伤亡人数超过３３００人⑥.
尤其是战后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导致脆弱的民族工业再次遭受摧毁.１９４７年“爱用国货抵制美

货委员会”成立时,国民党居然派出了大批特务制造了“二九惨案”.正如当时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

统的信中指出:“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⑦———以民族主义起家的国民党,最终走向了

民族共同体的对立面.就这样,国民党彻底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堪一击.换言之,
当国民党背离了共同体的民族情感之后,民族主义又成为了挑战它的最坚定的力量.

六、结　语

在“大历史”的视角下,“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其立论必与

人不同,既不能掩饰,也无法规避,倒不如开门见山立竿见影的预为提出”⑧.元身份作为一种客观存

在的、跨越时空边界的符号空间,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共同体提供这样一种“超逾人身经验”的方法

论效果.在近代中国的元身份视角下,社会共同体作为一种由多层意义结构而成的意义空间,涉及

个体在情感、法律及价值等层面的承认形式,由此所形成的实践结果决定了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的

３６１元身份的政治寓意与共同体建设———近代中国共同体解构与重构的过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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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走向.其中,情感共同体的实践主要面对界定自我认同的文化、种族、地方以及社会忠诚,这种

社会忠诚在近代中国主要体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政治族群性概念,并且由此带来了一场政治层面的

价值革命.也正是这种社会忠诚和价值革命,使得近代中国社会在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导向中,
走向了一种解构和重构的过程.

在中华民国初期,民主主义价值与民族主义情感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根

基.然而,与民族共同体不同,政治共同体依赖于以价值承认为基石而形成的社会团结机制,它与民

族共同体的互动关系通常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吉登斯曾经以近代德国为例,认为民族主义导向

的德国抑制了民主主义的健康成长,从而导致军国主义的产生,故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存在着一种对抗性的矛盾①.然而,民族主义导向的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最终形成军国主义? 显而

易见,这主要是由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既包含着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也包含着改良或复辟的保

守力量,这也意味着民族共同体在社会共同体的建设中并不总是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虽然国民党试

图通过“党国体制”来整合民族共同体和传统法律共同体之间的意义关联,但这又动摇了以民主主义

为核心的价值根基;而对民族主义的背叛,最终则导致了政治共同体的瓦解.可以明确,在社会共同

体的意义结构中,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影响的张力关系.
现代国家通过共同体的形式来治理社会,显然需要积极型塑个体的元身份及其意义内涵,并由

此形成元身份所结构的共同体形态.一方面,其政治价值和法律体系需要获得普遍性的承认,以巩

固其政治合法性根基;另一方面,又需要立足于情感共同体的历史延续性及其社会动员能力,整合社

会共同体的情感基石,其本质是一个双向的意义交换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证明吉登斯的观点存在着

以偏概全的缺陷,而且还表明黑格尔提出的“绝对伦理共同体”显得过于保守,而哈贝马斯的“法的共

同体”则过于夸大了法律在意义层面的整合功能.近代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演变历程表明,国家通过

元身份建设所确立的社会共同体,最终是共同体不同层次的结构性互动的结果.采取何种性质的元

身份? 如何实践元身份的具体内涵? 怎样沟通共同体不同层次的意义关联? 相关问题才是现代国

家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尤其在资本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中,鲍曼认为社会的流动性导致了人的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

社会共同体由此呈现出了一种“钉子”或“衣帽间”的共同体形态.在元身份的视角下,自我的存在意

义离不开共同体所提供的主体间的实践,而鲍曼所指的“钉子共同体”问题还是属于共同体不同层面

的意义联结问题.正如马克思指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

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②在国家主导的元身份实践中,历史与当下、情感与法律、
政治与道德都能够获得双向的意义交流机会.近代中国社会共同体解构和重构的过程表明,只有当

情感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形成一种共享的意义结构之后,社会共同体的主体性才能够

得以生成,个体才可以获得必要的意义空间———这也正是现代国家通过元身份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内

在逻辑.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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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RebuildingtheSignificanceoftheFamilyintheModernWorld SunXiangchen

　 Thispaperanalyzessomemistakesoftheunderstandingofthefamilyinthemodern world:oneisto

understand “individual”and “family”asthevaluesubjectofincompatibility;thesecondistoconfusethe

existentialexperienceof“qinqin”withtheinstitutionalexpressionof“family”inhistory;thethirdistomistake

theasymmetrystructureinthefamilyastheoriginofthemasterＧslaverelationship;thefourthisthatthe

responsibilityoftheroleswithinfamilyisnotcompatiblewiththeindividualfreedomofmodernsociety;thefifth

istoregardsthefamilyonlyasasocialorganization,anddoesnotseethefamilycultureasaspiritualone．

Therefore,modernsocietyignoresthesignificanceofthefamilyasasequenceofindependentvalues．Wecan

completelyreＧestablishaconceptoffamilywiththeconsciousnessofindividualinthemoderncontext,and

clarifiesthepositivevalueofthefamily,makesthefamilyapowerfulguaranteeforachievementofindividual,

andchecksandbalancesthenegativeconsequencesofthe modernindividualism;Weneedtorebuildthe

relationshipbetween“cultivatingfamily”and“rulingstate”inthemodernworld,andexploitamoreuniversal

meaningofthefamily．WeneedtoreＧinterpretthefamilyasthebasicwayofhumanexistenceandclarifythe

familyasanwayofexistenceofrelationshipandrevealstheontologicalmeaningofthefamily:thewayofbeing,

theemotionalsituation,theethicalprinciple,the methodofunderstandingthe worldandthespiritual

transcendence．

TranscendingtheStudiesofConfucianClassics,andReturningPhilosophy:

　 TheChoiceofModernConfucianismonFormofThought RenJiantao

　 TherearetworeasonsformoderndevelopmentsettlingintothestudiesofConfucianclassics:oneisthe

politicalauthorityofConfucianclassics,andtheotheristhepoliticalintegrationoncegivenbythestudiesof

Confucianclassics．Thesetworeasonshavebothfactualbasisandinternalrestriction,i．e．theyconcidewiththe

historicalfactsofthestudiesofConfucianclassics,yetdisagreewiththerealisticsituationofConfucianism．And

philosophyis morebeneficialto moderndevelopmentofConfucianism．Consideringfromthecreationand

inheritanceofConfucianism,itisjustthevariousschoolsofphilosophythatgivesimmenseideaisticvitalityto

originalConfucianismthroughdebates;andfromthehistoricalfactsthatConfucianismhadbeenonthewane,

Confucianismlosesitsideaisticvitalityandtheoreticalcreativityundertheutilizationofimperialpower．In

diversifiedmodernsociety,Confucianismmustkeepalienationfrompower,keepdistancewiththepreferenceof

studiesofConfucianclassics,andinsistontheapproachofphilosophytoarousingideaisticcreation．Thuscould

ittaketheleadincompetitivethoughtmarket,possesssuperthinkingabilityofintegratingideasofvarious

schools,andprovidesintellectualimpetusforChinasmoderntransformation,aswellasguidanceforhealthy

livingofmodernChinese．

HowtoSolvetheConflictingParadoxbetweenJusticeandConsanguinity:

　 ADiscussionwithProfessorHuangQixiangabouttheStatementof“FatherandSonScreenEachOther”

LiuQingping

　 ProfessorHuangQixiangpointsoutinhisarticlethatwhatConfuciuswantstosayinhisstatementof“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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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sonscreeneachother”isnotthatfatherandsonshouldcoversuptheircrimeseachother,butthatfather

andsonshouldtaketheblameforeachother,andhetherebyhighlightsthe“familyattributesofjusticeand

moralresponsibilities．”However,acarefulanalysiscouldshowthatthisuniqueunderstandingofthestatement

distortstheoriginalcontextoftheAnalects,islackofitsownjustificationofarguments,andevencontradicts

withthenormativepositionof“noharmtofellowhumans”identifiedbyProfessorHuanginhisarticle．Asa

result,ProfessorHuangsarticlefallintosomeselfＧdefeatingparadoxinthisissue．

ChanganundertheBuddhasLight:ReligiousBeliefsandDailyEatingintheTangChina SunYinggang

　 Anypolitical,social,andculturalphenomenaaredeeplyrootedinahistoricalbackgroundwithspecific

religiousbeliefs,knowledgeandculturaltraditions．TheChanganCityundertheTang wassignificantly

differentfrompreviousChinesecitiesforitsBuddhistcharacteristics．WithmorethanonehundredBuddhist

monasteriesinthecity,ChangansawvariousrolesthatBuddhismplayedinthecitylife．Theprinciplesof

Buddhism,liketheideaofLifeCircleofSixＧRealms,deeplyinfluencedthecitizensofChangan．Theylivedin

thesecularworldononehand,ontheothersidetheyalsolivedinanimaginedworldthatwascreatedby

Buddhistbeliefs．Onlybyputtingthesecularpartandthereligiousparttogethercanwefindtherealhistorical

pictureofChangan．

BetweenAssumptionandReality:ANewDiscussionofHuangZunxiansKoreanStrategy ZhangLiheng

　 HuangZunxiansKoreanStrategyisnotasperfectaspraisedbytheChineseandforeignhistorians,but

therearelogicallyseriousdefects．HeassumedtheRussianthreatasthereality,andtookapotentialvariableas

thefactthathadoccurred．Itisobviouslyfarfetchedthatthisargumentsreplacerealitywithassumptionor

deduction,superposingtheextremelysubjectivewill．Therefore,ItisentirelysuchaworkswithpreＧconceived

ideasthatissuitableforthepracticalneeds,infactthatQinggovernmentintendedtoadjustthepolicytowards

Korea．Beingcongenitallydeficient,theargumentsinevitablyaffecttheprecisenessandaccuracyofHuangs

schemesthatclaimsalignmentwithJapanagainstRussia,whichobviouslyisstrategicmiscalculation．Andso,it

isnecessaryforhimandespeciallyhisKoreanStrategythatreexaminetheirhistoricalpositionandvalue．

TheDiscoveryoftheImperialEdictofQingEmperorsAbdicationSignedbyYuanShikaiand

　 ItsSignificanceforUnderstandingtheStateSystemTransformationinLateQingandEarlyRepublicanPeriod

SongPeijun

　 TheoriginaldocumentoftheimperialedictofQingemperorsabdicationsignedbyYuanShikaidiscoveredin

YuansSecretLetterscollectedbySeikadoBunkoofJapan,isavaluablepieceofinformationforstudyingthe

regimeandstatesysteminlateQingandearlyRepublicanperiod．ThemanuscriptwhichYuansignedonis

neither“AReplyfromtheCabinet”draftedbyZhangJian,nor“TheDraftEdictofQingEmperorsAbdication”

inZhangsfamilycollection．Thus many missinglinksinformationoftheedictcan besupplemented．

Meanwhile,thediscoveryalsoenabletodifferentiatetherespectivethoughtsofYuanandZhang．Theminingof

thediscoursesofabdication,thestatesystemofRepublicConstitution,andterritoryintegralitywillbenefici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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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theintegratesignificanceoftheconstructionofrepublicanismoffivenationalitiestoethnicminorityareain

theborderland．

KnowingtheWay:AGongfuEpistemologyinChinesePhilosophy PeiminNi

　 ChinesephilosophymaylookweakinepistemologyfromaWesternphilosophicalperspective．Thisisbecause

thecentralconcernofWesternphilosophyistruthＧknowing,whereastheChinesephilosophicaltraditionismore

concernedwithknowingtheWayoflife．Thelattersperspectiverequiresanepistemologythatgoesbeyond

truthＧknowingandextendsitscoveragetoinclude“knowＧhow”,tacitknowledge,knowledgebyacquaintance,

andproceduralknowledge—abroaderunderstandingofknowingthattheauthorwouldcall“gongfuＧknowing”or

thestudyoftheartoflife．ThesoＧcalled“knowＧthat”and“knowＧhow”aretwomajorformsofgongfuＧknowing

thatareneithermutuallyexclusivenorreducibletoeachother．GongfuＧknowingismuchricherthantruthＧ

knowing．Itrequiresembodimentofknowledge,i．e．theparticipationofthebodyinthecognitiveprocessand

turningwhatisknownintodispositionsofthebody,anditrequiresknowingthevalueofnotＧknowing．Sufficient

understandingoffunctionsoflanguageisalsonecessary．Intermsofthedescriptivefunction,clarityand

distinctnessinlanguageusehavetheimportantvalueofindividuatingwhatwedescribe,buttheyalsomakeit

difficulttoaccountforconnectionsandchanges．IntermsofnonＧdescriptivefunctions,languageturnsintorich

waysofactions．Systemsofdescriptivetheoriesdemandlogicalconnections,whereassystemsofgongfufollow

therequirementofgongfudevelopment．GongfuＧknowingisnot merelyaboutusingreasonandacquiring

information;itinvolvescomprehensivecultivationoftheperson,whichentailsbothinternaltransformationand

extensionoftheselftoembracethingsexternal．Cultivationofthepersonisdoneprimarilythroughimitating

models(whichisnotsimpleduplication),andnotthroughacceptanceofverbalinformation．Thisessaydoesnot

claimtobeconstructingacomprehensivegongfuepistemology,yetthroughlistingalltherelevantaspects

above,theessaydoescallforsuchaconstruction．

TheDoctrinesofPreＧQinPhilosophersandthePhilosophicalExperiencesofClassicalAcademics:

　 ADiscussionoftheSystemofPreＧQinPhilosophersGeneratedbyOthers HuDalei

　 Besidesthenarrationandgenerationbytheirown,thevariousschoolsofpreＧQinphilosophersalsodependon

constructionbyZhuangzi,Xunzi,LvBuwei,LiuAn,SimaTan,LiuXin,BanGu,andothersaboutproblems

suchasthecoretheoriesaswellastheirpracticaluse,argumentationsofthepracticalorigin,andsoon,which

canbecalledas“generationbyothers．”Andthephilosopherspurportsonsocialgovernancethusownthe

theoreticalformofphilosophy．Itcanbeseenthatthephilosophicalexperienceandacademicvisionofancient

academicshasthefollowingcharacteristics:thegeneralizationofvariousschoolscouldreallyestablishschools

andevendisciplines;thecoreandmultiplediscoursesofphilosophyprovideopportunitiesfornewgrowthpoints

ofacademics;andthetheory “philosophersderivingfromroyalofficials”establishedthetraditionofseeking

academicoriginfrompractice．Theideathat“philosphersnotcomingfromroyalofficials”proposedbyHuShi

justjudgestheacademicsofthephilosophersinaperspectiveofWesternphilosophy,whiletheacademicsofpreＧ

Qinphilosophersarelearningsonsocialgovernance,whichnaturallyinheritedthepoliticsofroyal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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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oftheMisunderstandingofthe“TangＧSongTransition” YangJiping

　 The“noblefamilies”intheperiodfrom WeiＧJintoSuiＧTangarenotaristocrats．Theredidexisttwostagesof

aristocracyandautocraticmonarchyinancientChina,yetthetransformationdidnotoccurintheTangＧSong

period,butaroundtheFirstEmperorofQinsunificationofChina．ThelawsanddecreesofTangexplicitly

acknowledgetheprivateownershipoflandcultivatedbycommonpeople．Alargenumberoftenancycontracts

discoveredinDunhuangandTurpanshowclearlythatbeforethetwoＧtaxsystemputtingintoforce,theland

tenancysystemhadbeenthepredominantmodeofagriculturalproductionexceptlandＧowningfarming．This

provesthattheagriculturallaborersintheSuiＧTangperiodownedfreelegalstatus．Thebasicconclusionand

mainideaofNaitoKonanandsomeotherscholarsonthehistoryofSui,TangandFiveDynastiesjustdistortthe

factstofitthepatternofmedievalEurope．

RootinginNativeLand:TheRisingofSubjectivityofContemporaryChineseHistoriography GuoZhendan

　 Realizationofsubjectivity marksthematurityofhistoriographyofonestate,which meansindependent

cognitiveandexpressionsystemonhistoryofonesownnationandtheworld．RelyingonChinaswaking

perspectiveofhistory,contemporaryChinesehistoriographymakesfruitfulsubjectivepractices．TheWestern

SinologyprovidesdemonstrationfordomestichistoriansonbreakingtheconstraintofEurocentrismfromthe

aspectsoftheoryandpractice,andshowsthepossibilityofreconstructingChinesehistoricalnarratives,aswell

astheplasticityofChinesehistoryitselfafterbreakingEurocentrism．Yetthelegitimacyofhistoricalsubjectivity

cannotbeequaltothelegitimacythatcolludingwithculturalessentialism．Undertheleadershipofhistorical

subjectivity,thenarrativesofChinesehistorycancertainlyreturnitsownpathway,andaneweraforChinese

historiographyisabouttoopen．ItwillinspirethepotencieshiddeninChinesehistory,andexploitanewpath

forChinesehistoriography．

PoliticalImplicationofMetaＧidentityandConstructionofCommunity:

　 TheEvolutionarylogicofSocietalCommunityinModernChina YuanNianxing

　 From theperspectiveof metaＧidentity,thisarticleanalyzestheprocesslogicofdeconstructionand

reconstructionofsocietalcommunityin modernChina．AsasymbolicspacestartingfromindividualselfＧ

cognition,metaＧidentitycontainsformsofrecognitionsuchas“love,”“law,”and“solidarity”amongsubjects．

ThesystemofsensesformedbythissystemlaysasolidfoundationfordifferentdimensionsInnerconnection．

ThehistoricalexperienceofmodernChinarevealsthatbystrengtheningthecommunityconstructionthrough

identity,moderncountriesmustpositivelyshapethemetaＧidentityofindividualsandtheirmeanings,andthus

constructthecommunitystructureofmetaＧidentities．Ontheonehand,theconstructionofacommunityneeds

historicalcontinuitybasedonsocialemotionand moralnorms,ontheotherhand,itreliesonthestates

constructioninthepoliticalprocess．ThisisatwoＧwayexchangeof meaning．Only whenthenational

community,thelegalcommunityandthepoliticalcommunityhavecreatedasharedstructureofmeaningcana

unifiedsocialcommunitybe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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