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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共有的历史”
徐 国 琦

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亚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亚洲对一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战的发生及由此

所导致的一系列国际秩序的变化,成为亚洲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里程碑和转折点.亚洲各国尽管

历史各异,但一战无疑成为影响亚洲历史命运极其深远的一段共有的历史.通过“共有历史”角度透视亚

洲与“一战”的关系,可以更为明晰地描述和分析亚洲与世界接轨及参与重建西方文明的精彩历史,让我们

得以清楚地意识到亚洲与一战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亚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日本;越南;印度;朝鲜;共有的历史;国际秩序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０１

公元１９１４年,所谓“大战争”(GreatWar)在欧洲爆发.这场大战开始时被亚洲人普遍称作“欧
战”,因为开战伊始,似乎只是一场西方文明的内战.然而,就是这场发生在千里之遥,似乎与亚洲关

联不大的战争,不仅成为后来历史书上著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或“大战”),成为人

类文明史的重要事件,而且对亚洲国家和人民而言,也是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事件.一是因为亚洲

国家的积极介入,亚洲让所谓的“大战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二是因为“大战争”的爆发及

其影响,“大战”成为亚洲历史和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一战对亚洲不仅有重要历史意义,还有深刻的现实影响.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的２０１４年初,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公开把当前的中日关系同一战爆发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
暗示中国如同当年的德国一样,充满侵略性.中国外长王毅在同年３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

招待会上也毫不示弱,宣称２０１４年不是１９１４年,更不是１８９４年,日本与其把一战前德国的所作所

为作为对中国的警示,其实更应该以二战后对战争彻底反省的德国作为榜样① .
在一战爆发百年后,学者们对一战的研究已可谓卷帙浩繁,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迄今对一战及

其建立的战后秩序对亚洲国家的集体影响的研究尚付阙如.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特撰此文,并
以“共有历史”方法的视野,来透视一战对中国、日本、印度、越南以及朝鲜等国的影响,尤其侧重分析

一战如何成为这些国家的“共有历史”.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何谓“共有的历史”.
“共有的历史”(sharedhistory)研究方法是笔者近几年在西方学术界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一

个新视野,主要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着眼于人类共同历史旅程及追求;其
二,彻底跳出民族 国家视野的学术范畴,尽量着眼于跨国史(transnationalhistory)和不同文明之间

的交流;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角色和作用.换句话说,“共有的历史”方法是在西方特别是

美国近年来得到广泛注意的国际史方法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两者可谓互补和相得益彰.
作为史学方法的“国际史”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尤其强调

“自下而上”(bottom 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文化”因素、“弱势群体”、

　

作者简介:徐国琦,香港大学嘉里集团讲席教授(国际化历史).

①　EdwardWong,“ChinasHardLine:‘NoRoomforCompromise,’”TheNewYorkTimesMarch８,２０１４,A４．



人类共同的追求等课题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①.为了不重复笔者在其他地方的观点,这里想

强调的是“共有历史”与“国际史/跨国史”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不同关怀.
用“共有的历史”方法来探讨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让我们得以

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面另辟蹊径,可以读到一部全新的与众不同的和见解独到的亚洲与第一次

世界大战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及视野在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过去的基础上,可以提供亚洲

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和谐未来关系的重要历史借鉴.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中国、日本、越南、印度、朝鲜为中心,来探讨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成

为亚洲共有的历史.值此一战结束百年之际,希望此文能够帮助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国一起反思这场

战争的影响、意义及一战在世界史和亚洲历史中的地位.本文的旨趣不仅在于揭示一战成为亚洲共

有历史的重要一章,也试图填补亚洲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令人遗憾的空白,并力图把一战研究带入

亚洲历史视野,通过恢复亚洲在一战中的历史地位来进一步提高亚洲与一战关系课题的研究水平②.

一、“大战”的爆发与亚洲各国的大机遇

表面看来,在一战期间,中国、日本、印度、越南以及朝鲜诸国家之间,似乎没有多少共同联系.
日本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大国,中国正处于承前启后、奋发图强的巨大变革之际,印度为英国的殖民

地,当时被称为印度支那的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朝鲜则处于日本的铁蹄之下.但仔细分析起来,这
些国家则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密切联系.首先,它们是邻国;其次,从印度传入

中国的佛教很快把这些国家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佛教共同体”;再次,日本、越南、朝鲜在历史上都受

中国文化影响甚深,所以中国、日本、越南、朝鲜又可称为“儒家文明”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在一战爆

发之后,这些国家都或先或后地在不同程度上视一战及其可能导致的新国际秩序为影响其历史进程

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机遇,并将一战变成它们“共有的历史”.
先说印度与越南.两国分别作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在一战爆发后,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必须

为宗主国出钱、出人、出力.为了宗主国的大战争,印度在一战期间,为英帝国提供了一百万人的兵

力及劳工,无数印度人在欧洲和中东战场为大英帝国出生入死.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这些牺

牲固然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的精英们几乎一边倒地不遗余力地支持英国的战争.因为

他们认为,一战的爆发为印度寻求自治和提高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提供了巨大机会,他们希望通过大

力支持英国,来换取战后英国对印度自治的首肯.因此一战的爆发以及英国很快寻求印度支持是印

度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长期以来,身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缺乏民族觉醒,没有强烈的民族

意识,对国际社会更是缺乏理解和认识,在一战爆发的１９１４年,在印度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印

度民族,有的只是在大英帝国控制下的不同种姓,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生活在所谓的印度,没有真正

凝聚成一个民族所共有的价值.印度政治家也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JawarharlalNehru,１８８９ １９７６)曾经表示:长期以来直到１９１４年,印度政治还是“十分无聊”③.
一战的爆发,把如同一潭死水的印度搅得风生水起,战争不仅一举把印度拉到国际社会里面,并

让印度的精英们有机会开始全面反思印度的民族认同和印度在国际的地位.一战因此为印度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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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供了拯救印度民族之机.美国著名印度史学者斯坦利沃尔珀特(StanleyWolpert)这样写道:
一战对印度的影响在于促成印度的政治觉醒和增加对自身价值的自信①.印度旅英学者山塔努达

斯(SantanuDas)就指出,对印度的精英群体而言,一战是一个巨大机遇②.诚如提莫希旺噶德

(TimothyC．Winegard)所写:“一战对于大英联邦成员国２０世纪的历史而言,比二战影响更大.这

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大英帝国的版图.由于这些成员国的参战,加速了他们实现文化和法理上建立

(独立)民族的进程.”③一战也因此被称为所谓“印度的机会”④.
难怪在一战中,几乎所有印度政治家都支持这场战争,并为战争提供各种支持.印度精英们对

大英帝国的求援尤其表示欢迎.担任１９１４年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的布彭德冉纳特巴苏(BhupenＧ
dranathBasu)在１９１４年９月写道:在大战爆发以前,印度陷在各种内部纠纷之中.“然后这场欧战

爆发了.突然间,所有的疑问和迟疑都一扫而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在目前英国的危急存亡之

秋,[印度]要与英国同舟共济.[对印度来说]一个巨大机会已经来临,就是印度要借机要求在[大
英]帝国内的平等地位,并[通过参战]证明它值得平等地位”.印度的精英们希望通过为大英帝国在

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来展示“旧的秩序必须废弃,基于互信和互相理解的新的秩序应该建立,在新秩

序下,一个比过去更光明和更幸福的时代将会出现.如果[印度]在战场上能[与英国]同仇敌忾,那
么,东方和西方,印度和英国,[未来]将会携手前行”⑤.布彭德冉纳特巴苏甚至进一步宣称:一战

爆发后,“我们的时刻来临;我们必须一改惰性,让我们撩起衣袖,奋力奔向目标.这是一个足以称为

我们最高理想的目标我们开始感觉到印度人民的力量和与日俱增的凝聚力.印度已经意识到

她必须成为[大英]帝国的重要和平等一员.印度已经把握住她当之无愧的伟大机遇”⑥.这里所谓

的伟大机遇当然是指印度通过全力以赴支援大英帝国的战争来实现自治目标.１９１５年担任印度国

大党主席的印度著名政治家S．P．辛哈(S．P．Sinha)同样敦促印度人们把握机会,实现自治.他说

印度人所要的自治应该是美国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自治.S．P．辛哈因此强

调:“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大战,这场战争给印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个机遇来展示,印度军人即

使面对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仍然英勇奋战,不屈不挠,同时也向世人宣告印度人不论其阶级、信仰、民
族[是否各异],已经在高涨热情的驱使下,开始以一个共同民族面目屹立于东方.”他进一步希望由

于印度人为战争作出巨大牺牲,“战后英国会让印度自治”⑦.
不仅印度的政治家们对一战爆发和可能给印度带来巨大机遇而欢欣鼓舞,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

(RabindranathTagore)一度对一战也抱有幻想.泰戈尔在１９１３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为亚洲首位获

此殊荣的作家.在一战期间他在英国和西方的声名很高,影响甚大.威尔福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是英国一战中最著名的战争诗人,并最终捐躯一战战场.他在最后一次离开家乡奔赴前线

时,告诉母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引用的泰戈尔的诗句:“就此别过,并以这句话告别吧:我之所见不可

能被超越.”⑧泰戈尔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泰戈尔虽在一战后强烈反对西方文明,但在欧战爆发伊

始,他也是对战争充满期待.他在诗中写道:“我此刻站在您的面前———请帮我穿上铠甲! 让艰难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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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成为烈火来锤炼我的生命.尽管我的心在痛苦中跳动———但它却在敲响胜利之鼓.”①

为了实现所谓的“印度时刻”,一些印度人甚至要求印度要在这场大战中在“心灵中”与英国休戚

与共②.后来成为印度独立之父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K．Gandhi,１８６９
１９４８)当时就宣称:“为祖国和大英帝国故,[他]愿意[为战争]效力.”并诚恳向英国当局表示要为英

国募集印度人医疗队和印度士兵到前线服务③.但英国当局没有理会甘地,没有把甘地的一片好心

当回事.尽管如此,甘地仍不改初衷.当印度自治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安妮贝桑特(AnnieBesant)
寻求甘地支持该运动时,甘地告诉她:“你不信任英国人,但我不认同这样做,我不会在战争期间参与

任何反英活动.”显然,甘地当时对英国当局抱有很大幻想,对战争可能给印度提供巨大机会很有信

心,认为“如果印度全力支持英国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印度将会得到一个自治政府”④.与很多急于

求成的印度精英不同的是,甘地甚至告诫大家要慢慢来,不要想一蹴而就,强调“在战争结束前,[我
们]还是应该把目光放远大点,不要急于求成”⑤.

印度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政治团体是建立于１８８５年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但直到一战爆发,该
组织既无资源也缺乏政治眼光来帮助印度实现民族独立.它甚至不敢挑战英国统治印度的合法性,
充其量只是致力于争取印度人在大英帝国内的一些权益而已.但一战爆发后,国大党似乎脱胎换

骨,开始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表示浓厚兴趣,并把支持英国战争同印度自治相提并论⑥.从这一背景

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在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１６年任印度总督的哈丁觉爵士(LordHardinge)的观察了.他看

到大战甫一爆发,印度人中的有识之士立即搁置内争,“不为殖民政府添麻烦”⑦.早在１９１４年１２
月,国大党就作出决议,表示要在这场战争中不惜一切代价,同英国共存亡⑧.到了１９１６年,印度一

位有影响且持温和政治立场的领袖就注意到,这场战争如此壮阔,导致“整个世界已位于大重组的前

夕.英国和印度会参与[世界]重建”.另一位印度政治家也认为,这场战争把“时间拨快了５０年”.
大战一旦结束,印度人无疑能够“合法参与管理自己的国家”⑨.

与印度相比,越南人全然不像印度精英们那样热心支持宗主国的战争,但越南毕竟也为法国提

供了近十万大军及劳工,从越南开赴法国.一战期间法国的印度支那总督阿尔伯特沙瑞(Albert
Sarraut)指出:“印度支那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法属殖民地中最重要,最发达,和最繁荣的.”如

同英国一样,战争开始后,法国即要求其殖民地提供援助,其中当然包括越南.不管越南人意识到与

否,一战爆发给越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变革和寻求民族独立的契机.后来成为越南领袖的胡志明

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抱负远大,忧国忧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在给一

位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这场战争:“战火弥漫,尸横遍野,五强争战,九国卷入窃以为在三到五月

内,亚洲的命运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拭目以待.”胡志明意识到战争可能给越南带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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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希望立即到法国去,感受和认识世界潮流,并借机为越南寻找由战争带来的可能机遇①.在一首

写于１９１４年的诗中,胡志明这样写道:“不畏天高与水长,英雄矢志救战友.”②从这些只言片语中,胡
志明似乎感受到一战可能对越南的民族独立大业有一定帮助,至少有某种联系.

五个国家中,唯独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对一战爆发似乎没有特别反应.但这并不妨碍朝鲜的

一些有识之士讨论这场战争对国际事务和朝鲜未来的可能影响.他们无疑希望战局的发展对朝鲜

的前途有利.早在１９１５年,一些居住在中国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开始组织朝鲜革命军,他们相信战争

很快结束,德国会在欧洲获胜后同中国联手,攻打日本,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应该援助中、德一

方,这样的话,在日本被打败后,朝鲜可以赢得独立.一些在日本的朝鲜学生在１９１６年也同样寄望

于中日开战,他们认为美国出于对中国的同情,也许拔刀相助,这样的话日本可能会一败涂地.一些

人甚至主张朝鲜人应借助基督教会寻求美国对朝鲜独立的支持和同情,如果成功,朝鲜一旦宣布独

立,中国和美国也许会出手相助.正是出于上述考量,这些朝鲜民族主义者希望中日越早绝交越

好③.如果说上述言论仅代表朝鲜民族主义者对一战与朝鲜前途问题的零星思考的话,他们也在积

极寻求采取切实行动的机会.在美国加入一战特别是在１９１８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美国

版的国际新秩序后,朝鲜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毅然发起韩国独立

运动,史称“三一运动”.对于此运动的意义,笔者在下文将详加解释.
一战期间正值中国社会新旧交替、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在此期间,中国力图转变成一个正常的

民族 国家及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平等一员,而一战爆发正好成为中国开启国际化和国家复兴的新历

程的契机及平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一些中国精英将一战爆发视为一个重大机遇,认
为中国应抓住一战所带来的契机,一改中国之命运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成为导致中国社

会和政治精英们对“何为中国”和中国国际地位问题展开巨大想象空间的第一个国际大事件.中国

人对于世界和中国自身前途的看法,正因一战的爆发发生巨大改变.
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甚至一度成为一战战场.因为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位,一战烽

火烧到了中国,并最终把青岛问题变成战后和平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个中原委,与同样将一战之

爆发视为千年一遇之机会的日本息息相关.一战甫一爆发,日本立即挤入战团,迫不及待地向德国

宣战,并于１９１４年秋日本向山东派出５万人军队,与英国的１２００人士兵(其中主要是印度锡克士

兵)一起同驻守青岛的大约６０００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士兵,展开激烈战斗.德军在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弹尽

粮绝,被迫投降.日本在一战期间的直接参战就此告一段落,并未派遣军队到欧洲出战.虽然这里

无法展开讨论,但应该指出的是,青岛战役无疑就是一段印度、中国、英国、德国、日本之间共同经历

的历史,或“共有历史”.
要理解为什么日本如此不惜血本在中国土地上对付德国,我们必须要检视自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

维新以来的国策.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就一心要加入西方列强阵营.在经过二十余年的励精图治

后,在１８９４ １８９５年间的甲午一战,日本一举击败中国,一跃成为东亚强国,但在德、俄、法三国干涉

还辽后,日本不仅一心要一雪前耻,并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却不容日本

置喙.一战的爆发,正可谓日本的千载难逢之机,日本意欲一举将德国赶出亚洲,并趁列强在欧洲火

并,无暇他顾之际,攫取中国为其后院.难怪对“大战争”的爆发,日本如此欢欣鼓舞,称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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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乃“天助”①.青岛到手后,日本在１９１５年初立即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是日本利

用一战来实现其对华野心的明证.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如何将一战爆发视为机遇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把两

个国家放在一起考察,因为它们互为因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把一战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有的历

史”.中国之所以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开始奋发图强,主要就是日本人把中国打醒,如同梁启超所说:
“唤醒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②中国精英们对一战爆发的反应,之所以且喜且惧,还是

因为日本的因素.一战对中国来说则可称之为“危机”,“危”险加“机”会.危险主要在于日本可能乘

列强决战于欧洲战场时,强迫中国臣服日本.但一战可能导致对中国不利的现成国际体系崩溃,在
一战废墟上诞生的新的国际秩序也许对中国比较有利,中国或许甚至可以在尚未成型的世界新秩序

中注入自己的烙印和声音,进而收复国家主权和提供中国国际地位.总之,在当时以梁启超等为代

表的精英分子看来,这场大战争将改变国际体系,并有可能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这一

切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机会.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昭然若揭的野心更加深了中国人对一战的“危”“机”意识.如果说日本

在１８９５年击败中国导致中国产生国家认同危机,那么它在１９１５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则不仅激发起中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还直接促成了中国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明确外交目

标:参加战后和平会议,以便收复被日本非法夺取的青岛及其他中国主权.在１９１５年,中国朝野对

于中国应出席战后和平会议的目标达成共识并得到了不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精英的普遍支持.
唯一的挑战是如何赢得出席会议的席位.正是由于参加和会的考量,中国政府力争参战,以此来保

证中国获得和会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如果不从“共有历史”的视野出发,我们无法全面和深入理解中国与日本之间因为一

战而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理解一战与印度、越南、朝鲜等国的关联.唯有从“共有历史”的
角度,我们才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战的爆发,无疑成为这五个国家一段独特的共有经历.他们都或多

或少视一战及其影响为其重要机遇.

二、中国、印度和越南血染的共同历程

如果说,亚洲精英们在亚洲各国对一战所作的反应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作为平民百

姓的１００万印度人、１４万华工、近１０万越南人,背井离乡来到欧洲战场,他们在民族意识的觉醒,在
反思本民族与西方文明的异同中,则发挥了同样重要的影响.这些亚洲人跨洋过海,远赴法国,成为

英国和法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也许只是目不识丁、胸无大志的苦力,也许他们

到欧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生.在欧洲,他们的确吃尽了苦,出尽了力.但是,他们的出征是同本国

及世界的命运密切相关.他们是亚洲国家放眼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社会的先行者,并直接参与创造

亚洲及西方的历史.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可歌可泣的旅欧经历,亚洲的精英们可以义正词

严地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国际社会还亚洲国家以公道.因为印度人、中国人、印度支那(越南)人的源

源不断地到来,英法诸国在大战危急关头,可以免去人力资源匮乏的后顾之忧.
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在欧洲战场上的直接经历,无疑拓宽了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有机会思

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印度对战争的巨大贡献让印度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的力量,促成他们的政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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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提高其政治信心.印度和越南作为英法殖民地,成为亚洲人在一战欧洲战场直接参战的重要成

员①.尽管印度人在欧洲并未得到公平对待,但印度无疑是大英帝国的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为大英帝国及盟国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的人力资源”②.莫里斯巴瑞斯(MauriceBarres)写

道,当印度士兵于１９１４年９月到达法国时,他们成为“参战国家中最令人惊奇的一员”.确实,诚如

英国一份官方报告所写,“很少人预见到有一天印度军队注定为了自由的事业会同英军、大英帝国成

员国、盟国在三大陆并肩作战”③.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印度士兵会知道为什么而战吗? 他们会对这

场大战产生什么印象?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欧洲战场的印军指挥官杰姆斯威尔考克斯(JamesWillcocks)在给印军

的命令中告诫印度人:你们即将同德军作战,德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比不上印度的历史悠久,请牢记,
许多世纪以来你们一直是伟大武士之后代,你们将会为自己的民族再创光荣,在同英军和法军共同

作战中,你们必将创造历史.他说:“作为国王陛下驰骋欧洲战场的首批印度将士,你们将有幸向世

人证明你们不折不扣地拥有你们先人的尚武本色并当之无愧.在这场战争中,你们要切切铭记你们

的宗教信仰之教诲:为职责不惜牺牲生命是最高荣誉.你们是为你们的宗教而战,为[大英]国
王陛下而战.历史会记住印度人[在这次大战中]的功绩,你们的子孙们会为你们的作为而自豪.”④

印度军队在一战中驰骋法国、比利时、中东战场、非洲以及青岛,其在法国的军队一度达到８５
万名士兵之多,外加２６万名辅助人员.尽管有些英国人对印度士兵的战斗力评价不高,认为如果

没有英国军官的指挥,印度士兵就会像“没有牧羊人的一群羊”⑤.但是这场战争对印度人则至关重

要,这场战争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反思“何为印度”“何为印度人”的机会,让他们得以思

考印度的前途及印度人的集体命运.印度著名诗人艾哈玛德伊寇巴尔(AhmedIqbal)的诗句就反

映了当时印度精英们的心理:“世界会见证,当我的心中掀起无数亟于表达的风景时,我的沉默掩盖

了期望的种子.”⑥这两句诗同鲁迅的著名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所表达的意境是不谋而合的.
印度人直接参加一战,无疑会提高印度民族的自信心,唤起印度人的政治觉醒和民族意识.一

位印度精英这样表示:“战争给我们的改变很大,它改变了我们看待印度与英国的视角.”⑦一位参战

的印度士兵也指出:“当我们见到不同民族的人并了解他们的看法后,我们开始抗议英国人制造的白

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不公平和不平等.”⑧一战期间在欧洲参战的印军上尉阿玛辛格(Amar
Singh)在日记中写道,参战对他来说不仅是责任,也是宣示其个人的荣誉和民族感.他认为,由于印

度的参战,印度的地位在战后相应地会得到提高.阿玛辛格告诉印度军人说,“这是我们印度人第

一次有幸在欧洲土地上同欧洲人作战”,他要求他们不辱使命.１９１５年１０月阿玛辛格在日记中写

道,印度士兵必须忍辱负重,因为他们的表现“与印度的荣誉息息相连.在战后印度必将得到英国巨

１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亚洲“共有的历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泰国在一战期间也向欧洲战场出兵,但因为到达太晚,未能赶上战斗.中国政府愿意向欧洲战场出兵,但因遭到日本强烈

反对,未能成行.详见 XuGuoqi,“TheGreatWarandChinasMilitaryExpeditionPlan,”TheJournalofMilitaryHistory,vol．
７２,no．１(January２００８)．

DeWittC．Ellinwood,BetweenTwoWorlds:aRajputOfficerintheIndianArmy,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BasedontheDiaryof
AmarSinghofJaipur(Lanham,MD:HamiltonBooks,２００５),３５８．

Fordetailsonthis,seeNoAuthor,OurIndianArmy:aRecordofthePeaceContingentsvisittoEngland１９１９,issuedfor
theIndiaofficebyAdamsBros&ShardlowLtd(London:１９２０);seealsoGeorgeMorton Jack,TheIndianArmyontheWestern
Front:IndiasExpeditionaryForcetoFranceandBelgiumintheFirstWorld War (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４),２９９．
Morton Jack,TheIndianArmyontheWesternFront,２９９．
Morton Jack,TheIndianArmyontheWesternFront,１,１７．
DeWittMackenzie,TheAwakeningofIndia (London,HodderandStoughton,１９１７)．１５９．
DeWittC．EllinwoodandS．D．Pradhan,IndiaandWorldWar１(NewDelhi:Manohar,１９７８),２２．
SantanuDas,“IndiansatHome,MesopotamiaandFrance,”inSantanuDas,ed．,Race,EmpireandFirstWorld War

Writing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８４．



大的让步.没有这场战争,这种让步在几年内是很难实现的”.在欧洲的直接观察,让印度人思考印

度如何可以进步和向欧洲学习.早在１９１４年１１月,阿玛辛格就在日记中写道:“自从我来到法国

后,我一直欣赏和研究法国人的马路.”１９１５年６月他写道:“我对法国的森林和马路印象极其深刻,
经常想,在我的家乡[印度],我能在这方面做点什么.”①

同印度人一样,越南人在一战期间也曾同法国人并肩作战.一名越南人这样说道:“在战场上我

们丝毫不比法国人逊色.我们死伤惨重.”②越南在一战中共向法国提供了近５万的军队和近５万名

劳工,１５４８名越南劳工死在法国,１７９７名越南士兵捐躯战场.越南士兵和劳工在欧洲虽然经历了各

种挑战,但他们在那里得以观察和学习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并有机会同法国人、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

的人近距离接触.一名越南士兵写道,根据他的观察,法国军人不怎么强大③.另外不少越南工人有

机会同华工一起工作,但法国政府不想让越南人与华工来往太密切,以免他们受到华工爱国主义和

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④.
法国是越南的宗主国,在越南,法国人同生活在其殖民统治下的越南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但在一战期间的法国,这些来到法国的越南人不仅为保卫法国而战,甚至还有机会同法国妇女交往

并发生亲密关系,乃至谈婚论嫁并结婚成家.一名越南士兵在信中写道,在法国他有机会在周末同

法国女人吊膀子,如同他在越南同越南女人吊膀子那样⑤.出于维持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位的政治

考量,法国政府当然不想让法国女人同越南人成为男女朋友.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在法国的越南

人同法国女人有肉体关系.截至１９１８年,至少有２５０名越南人同法国女人结婚,有１３６３名越南人

同法国女人同居⑥.不少越南人赋予他们同法国女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种深层的政治含义.他们在

向朋友谈及自己的艳遇时,经常提到这是法国为其在越南的殖民罪行得到的报应.法国人在越南将

当地妇女当情妇,现在越南人则正好可以在法国与法国女人调情.在这些越南人看来,他们与法国

女人的性关系就像是一种政治报复或复仇⑦.对他们来说,在越南的法国女人也许不可碰,但在法国

本土,他们有的是机会找法国女人.
越南人在法国的各种经历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比法国人差,他们开始质疑法国统治越南的合法

性.这种质疑在他们回到越南后无疑会对法国在那里的殖民统治造成潜在威胁⑧.专门研究越南人

与一战关系的学者克木蓝武 赫尔(KimloanVu Hill)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标志,开启了

越南历史的新篇章.出于需要,法国被迫放弃过去不准越南人大批进入法国劳动力市场的做法,导
致一战期间不少越南人来到法国并且同法国人一道做工劳动,并肩作战.这一特殊的旅程和经历,
无疑把这些大多数素来无知的旅法越南农民转变为具有新技能、眼光开阔的新人.他们对自己国家

和对整个世界都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越南人在法国的一战经历,为不少越南人带来了第一手

对法国政治、社会的观察,帮助他们意识到法国并非不可一世和无法战胜的.对这些越南人而言,有
关法国优越感的迷思可谓烟消云散了,他们当然也就不再安于接受法国统治越南的现状了⑨.

华工的欧洲旅程和经历,同样跟中国命运息息相关.一战期间,１４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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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协约国集团的所谓“文明之战”
贡献“苦”与“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环节①.华工虽然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历史

却属于整个世界.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

地加入国际社会,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中外合作大事件.１４万华工不仅仅是１４万士兵,
也是中国的１４万使者.那些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壕、工厂和港口工作的华人,在受雇到法国之前,大
多连自己的村庄都没踏出过.现在他们来到欧洲,所谓西方文明的中心,但是文明的西方已深陷在

可怕的杀戮中.它无法炫耀其和平时期的文化、学术或政治盛况,事实上它所暴露的只有其最丑陋、
最野蛮的一面:极其残酷的相互毁灭和疯狂屠杀.诚如基督教青年会记录所报告的:“把东方带来与

西方文明接触,是这场世界争战中最了不起的组成部分之一.”②大战期间及结束之际,华工发现欧洲

并非天堂,而是废墟.白人的虚情假意和所谓的基督文明正被一层层剥去,在昏暗的灯光下乏善

可陈③.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在一战期间来到欧洲的亚洲人而言,东方与西方不只

是接触了,而且是广泛全面的接触.最有意思的是,东、西方交汇是透过这批为数甚多的平民百姓来

进行的,当他们踏上欧洲征途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国际关系,不明白民族认同或民族独立.他们经

常被西方人蔑称为“苦力”“中国佬”或“支那佬”“未开化的人”,但就是这些亚洲人不仅对盟国的战争

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在东西文明之间承担了重要的信使角色.通过检视亚洲人战争期间的工作和

经历,我们可以对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融合取得新的认识,对战争及随后在亚洲及世界各国的发

展有更深刻的了解.此外,在大战期间亚洲人不仅亲眼目睹了一场“大战争”,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
遗憾的是,这段故事在一战爆发一百年之后仍旧在亚洲和世界上罕为人知.

虽然绝大部分来到欧洲的亚洲人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刚出发到欧洲时,可能对本国或世界都没

有清晰的概念,但是他们在亚洲新的国家认同的发展中,在亚洲的国际化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在欧洲的个人经历,以及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家工人每日并肩工作,使得印度人、
中国人、越南人对于自身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大家庭之一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透过

他们自身的体验,以及从与他们相处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们和其他本国精英那里学习到的知识,这
些人最终成为亚洲和世界的新公民,对于亚洲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形成新的理解和认知.在相当大程

度上,这些亚洲人的欧洲之旅实质上直接引导并参与了本国成为国际秩序新成员和民族发展历史中

的新旅程.这些劳工为帮助改变自己所在的国度在国内及国际间的形象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亚洲

人在欧洲度过的大战岁月促成和导致了第一次如此众多的亚洲老百姓与西方直接接触.毫无疑问,
这一经历不仅为他们观察和体验在另一文明中的人生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为他们向西方展示亚

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提供了机会.当他们回国时,他们带回了新观念、新思想.换句话说,前
往欧洲拯救协约国的亚洲人不仅仅只是普通士兵或劳工;他们是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波新亚洲人,
并为建立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④.

三、亚洲的集体憧憬与失望

一战结束后,中国人欣喜若狂,全国放假三日以示庆祝,以为从此公理战胜了强权,梦想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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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将能讨回公道,并将以平等一员跻身国际社会.日本更是充满期待,认为日本的

强国梦即将实现,西方列强不仅会把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合法化,日本更会从此成为与列强平起平坐

的世界强国.印度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们也对战后国际秩序充满憧憬,以为他们为战争所作的牺牲

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将会为他们赢得自治和独立.朝鲜人虽然与一战本身关联不大,
但与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一样,认为威尔逊的新主张可以帮助朝鲜赢得独立.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些国家在巴黎和会上都经历了巨大的失望.英国无视印度的

巨大牺牲,对印度的民族自治诉求视若罔闻,甚至对其进行武力镇压.胡志明在巴黎和会期间十分

活跃,并提交越南自治的诉求,但法国当局及列强对之根本不予理睬.朝鲜人则在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

发动了全国性独立运动,虽揭开了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的序幕,但很长时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

进展.
前面提到,几乎所有印度政治精英们都支持印度人参战,并力图把印度的参战同印度人战后争

取民族独立和平等地位连在一起.他们希望战后英国会报答印度人在战争中的努力和牺牲,给印度

人自治.战争无疑唤醒了印度人的民族感和民族主义.同其他亚洲人一样,印度人对美国总统伍德

罗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特别充满期待.不少印度人对威尔逊的“十四点”寄望

很高,认为威尔逊会支持印度人民的正当诉求.一名印度人写信给威尔逊说:“阁下,印度人的心在

痛,并向您哭诉,他们相信您是上帝派来重建世界的使者.”泰戈尔也对威尔逊崇拜有加,打算把他

１９１７年出版的«民族主义»一书题献给威尔逊①.威尔逊当时在印度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印度著名

政治家及学者 V．S．斯林瓦斯萨斯特里(V．S．SrinivasSastri)在亚洲出版的«威尔逊战时演说集»
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感叹道,如果威尔逊总统有机会访问亚洲国家的话,“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亚洲人民

欣喜若狂的画面.其场面可能如同人类的一位导师、耶稣基督或佛祖回家一样”②.
遗憾的是,尽管印度人为一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英国在战后并未同意印度独立或自治.在

战争期间,协约国的政客们曾大力强调其战争的目的与正义、自由、民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

因此已经成为“在印度家喻户晓的名词”③.但是,战争结束后,英国不仅没有让印度自治,反而变本

加厉,在１９１９年３月通过“鲁拉特法案”,对印度实行高压和残杀政策④.泰戈尔极其愤怒,他在

１９１９年５月３０日写道,“我们的统治者对我们的普遍愤怒置若罔闻”,指责英国政府对印度人的极大

不公.为此他愤而放弃英国王室授予的骑士荣誉.在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威尔逊时刻”(Wilsonian
Moment),其实不过是一纸空言、黄粱一梦而已.印度人在巴黎和会上并未得到自治,其民族自决的

美梦彻底落空.前面提到的美国杰出印度史学者沃尔珀特指出,对印度人来说,如果说一战给他们

带来了太多太高的期望的话,战后发生的一切则把这些期望“残酷地粉碎了,到了１９１９年,印度所经

历的[英国]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合作和爱德华时代的斯文优雅已经荡然无存”⑤.
的确,一战的结束没有给印度带来自治,而是血腥镇压.一战后的印度人为此失望,以致他们不

再同英国统治者合作,转而走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⑥.印度国大党直到一战结束前,一直是英帝国统

治印度的支柱,但一战后却成为英帝国的死敌,开始为印度独立而奋斗.国大党在其１９１９年１２月

召开的会议上,鉴于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英国其他政治家宣称,为了确保未来世界和平,“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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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的原则必须对所有进步国家适用”,国大党专门为此通过决议,呼吁要求各国承认印度为进步国

家,赋予印度人民族自决的权利①.民族独立成为国大党的重要追求.甘地在一战后成为印度独立

运动的领袖.他在一战结束后意识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不可名状的“不道德,不公正和自高

自大.它用一个谎言来代替另一个谎言,用暴力执政.如果[印度]人民对此宽容而不抗争,我们将

永远不会进步”②.甘地因此也从一战期间支持印度在英帝国统治下的地位,义无反顾地变为持反对

立场③.二战期间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因此谴责甘地是一个“长于煽动的苦行

僧”④.我们无疑可以得出结论说,虽然印度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于１９４７年独立,但印度民族

独立的种子是在一战中生根发芽的,一战对印度历史的重要意义因此昭然若揭.
在所有在法国的越南人中,没有人比一个名叫胡志明的人更有影响了⑤.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在

巴黎和会期间改名阮爱国,后来以胡志明著名于世.胡志明在一战结束后认为这是越南追求自治或

独立的最好时机,他同其他在法国的越南民族主义者合作,向巴黎和会提交了一份越南民族自决提

案.该提案明显受到威尔逊新国际秩序观点的影响,它并非要求越南独立,而是希望越南在战后得

到自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提案主要有以下要求:(１)大赦越南政治犯;(２)在法律上赋予印度支那人

与欧洲人同等地位;(３)新闻和舆论自由;(４)结社自由;(５)移民和国外旅行自由;(６)在印度支那各

省建立技术和职业学校以及授课自由;(７)建立法治;(８)选举越南代表团参加法国国会⑥.遗憾的

是,法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对这份极其温和的提案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⑦.胡志明意识到,所谓的

“民族自决纯属欺人之谈,越南人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被威尔逊欺骗了.所谓‘威尔逊主义’只不过

是一个大骗局而已”⑧.对胡志明及其他越南民族主义者而言,巴黎和会告诉大家,自治不能靠西方

列强施舍,民族独立和国家命运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奋斗.因此,如同印度和中国一样,一战后,以胡

志明为代表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们决心投身抵抗工作,并最终像中国一样,走向了社会主义,走向了一

条同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的不同政治道路.显然,一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标志着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

动的转折点⑨.
一战作为巨大历史转折点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前面提到,朝鲜与一战的

直接关系并不大,但威尔逊的新国际秩序观点问世以后,其在朝鲜民族主义者心中可谓一石激起千

层浪,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抓住时机寻求朝鲜民族自决,李承晚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对李承晚等人

来说,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说法绝对适用于朝鲜.李承晚本人甚至认识威尔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

读书时,威尔逊任该校校长.因此李承晚认为朝鲜无论从什么角度都应该能够得到威尔逊的同情和

支持.所以,一战甫一结束,李承晚等人立刻同威尔逊联系,数次写信给威尔逊,寻求其对朝鲜独立

事业的支持.例如,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５日致威尔逊的信中,他们写道,“我们是一群致力于自治和政

治独立的朝鲜普通人,深知阁下扶持正义,支持各民族不论强弱,一律平等”,“我们呼吁威尔逊帮助

朝鲜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公平待遇”.在请愿信中,他们还指出,虽然朝鲜并未直接卷入一战,但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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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有道义责任支持朝鲜的民族自治诉求,帮助朝鲜人解脱日本的殖民枷锁①.
学界公认,朝鲜人民对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的强烈热诚和信任,直接导致了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朝

鲜要求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②.“三一运动”的独立宣言中公开要求朝鲜独立③.朝鲜各界特别是

学生们,如同两个月后在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一样,发挥了积极作用.实际上,“三
一运动”不仅是越南人和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先驱,更是重要的榜样.一些中国民意领

袖后来承认了“三一运动”的榜样作用.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毛泽东等人当时都高度赞扬“三一

运动”.孙中山也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朝鲜独立问题.陈独秀称“三一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
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④.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三号写道,朝
鲜人民不甘心做日本的殖民地,“这回受了民族自决主义的激刺,忍禁不住.趁着欧和会议,上了一

个请愿书直到三月一日,朝鲜宣布独立,发宣言,定公约”.毛泽东预言“朝鲜的独立终有一日会

要实现是可以决定的”⑤.朝鲜人民的“三一运动”对越南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无疑是一个楷

模,具有启迪和榜样的作用.
朝鲜民族主义者们强烈要求列强允许朝鲜参加巴黎和会,但日本和美国立即拒绝了朝鲜代表到

巴黎的请求.只有一位朝鲜人得以在巴黎为朝鲜自治奔走呼号.实际上,这位堪称唯一一位朝鲜代

表的金奎植是在中国人的直接帮助下由上海来巴黎的.中国人为他安排了船票和旅行证件⑥.当然

支持朝鲜独立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可以孤立日本.在巴黎期间,金奎植为朝鲜民族自决大声疾

呼,但可惜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不过朝鲜人对自己在患难之时中国人仍出手相助是

十分感激的.流亡上海的青年革命家朴宪永(别名金成三)于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在致金奎植的信中就明

确指出,“中国虽为弱国,但却是我们最为可靠的朋友”⑦.然而中国局限于自身的艰难处境,所做毕

竟有限,金奎植在１９１９年５月告诉记者,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其满怀同情,自不待言.但其自

身问题尚在困难不定之中,在和会中力量不足,有时恐日人之鬼祟手段,借题发挥加害于自身要求之

问题,故不能放手扶助吾人”⑧.最终朝鲜的民族独立诉求在巴黎和威尔逊处都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中国人对巴黎和会的巨大期望和失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一章.至今为止,欧战时期是历史

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国全方位接受西方价值观并把自己的命运与威尔逊鼓吹的世界新秩序连

在一起.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兴奋地拥抱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蓝图.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
外交家的蒋廷黻就声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相信威尔逊总统吐出的每一个字”⑨.威尔逊的

主张最能吸引中国人之处在于他的世界新秩序理念,尤其是他建立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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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民族自决权原则①.中国或许是唯一一个对国际联盟充满信心并全力推动其建立的国家.不

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中国人成立了各种团体研究国际联盟议题和大力支持国际联盟的建立.１９１９
年１月２５日,正当巴黎和会讨论成立委员会研究筹组国际联盟时,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宣布中国将

“鼎力”支持国际联盟的成立②,顾维钧也在会议上说:“正如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渴望见到

国际联盟的成立,也没有人比我们更乐于见到国际联盟委员会踏出实质性进展的一步.”③

因此,出于对威尔逊的信任和对国际联盟和未来世界新秩序抱有美好憧憬,中国人对即将召开

的和平会议充满期待,特别是获悉威尔逊总统本人将亲自出席巴黎和会消息时,他们更是欣喜若狂.
中国希望利用参加战后和平会议让全世界听到它的声音和理想,及其收复中国过去所丧失的主权,
要求以平等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人积极参与战后新秩序

的建立.例如顾维钧系起草国联宪章的１５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对宪章的撰稿,贡献颇多.
不幸的是,中国对巴黎和会和新国际秩序的巨大期望遭遇到所谓的“大背叛”.在巴黎和会上,

中国没有收回山东.列强对中国要求平等待遇、恢复丧失的主权的要求更是充耳不闻.中国人当然

对这一结局深感受挫和失望.这个痛苦事实迫使中国认识到强权依然胜过正义与公理.毛泽东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一度梦想中国与美国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同盟关系,对巴黎和会更是充满希

望.在经历所谓巴黎和会出卖之后,毛泽东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高度期望化为失望.他的结论

是,“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唯有革命才能矫正这个既不理性又不公平

的国际体系④.在陈独秀心目中,威尔逊现在已成为“空大炮”,他的原则“一文不值”⑤.全国各地的

学生公开表示他们对威尔逊主义失败的失望.北京大学学生讽刺威尔逊为他理想中的威尔逊式世

界秩序发明了一个新方程式:“１４＝０.”⑥

巴黎和会对中国造成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西方在中国的形象与魅力受到严重损害.所谓“凡尔

赛的背叛”促使许多中国精英人士质疑西方的价值观,怀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严复是以翻译

许多西方著作闻名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在１９１９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为

四个词语: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⑦.更有人下定论,认为巴黎和约证明“威尔逊主义之中挫,帝国主

义之制胜可也”,以压制德国和中国为基础的世界新体系撑不了太久.还有人警告说,国际联盟对中

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必须依靠自己⑧.巴黎和会失败后,一些激进的中国人开始转向社会主义,

１９４９年后,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说,印度、越南、朝鲜由于其殖民地的地位,中国因为积贫积弱,这些原因导致这些国家在巴

黎和会陷于令人失望的处境的话,日本似乎应该心满意足才对,毕竟日本通过一战一跃而成为世界

强国,并且如愿得到了在山东的权益.学术界因此普遍认为日本是巴黎和会的赢家.但日本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同中国、越南和印度一样受挫,只不过是不一样的挫败感罢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

成为世界上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一员为己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１８９９年西方列强同意放弃在

日本的治外法权,１９１１年日本也从列强手中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强加在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

废除,无疑使日本在被西方接受为“文明”国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相比之下,中国直到１９４３年才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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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列强在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一心要成为第一个加入西方列强俱乐部

的非白人国家,成为同西方真正平等的一员.但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几次提交种族平等条款,每次都

被西方列强拒绝.也就是说,无论日本如何努力,白种人的西方列强是不可能接受日本的平等要求

的.１９２４年美国更是通过新的移民法律,将日本人置于同长期遭受歧视的中国人一样的地位.因

此日本人的巨大失望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意识到,西方列强根本不想给日本真正的平等地位①.
对于日本人的“种族平等”的要求,其他亚洲人一样感同身受.毕竟早在１８８２年美国国会最先

通过歧视中国人的排华法案,梁启超早在１８９０年代就多次著文呼吁中国与日本联手合作,共同抗击

西方的种族歧视和促成黄种人的独立②.所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虽然是中国的对手,但在“种族平

等”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一直支持日本的提案③.印度在巴黎和会上也支持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同

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印度也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种族歧视.在１９１９年４月讨论如何应对日本的

“种族平等”提案时,印度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S．P．辛哈表示,作为亚洲人,他有责任在会议上支持

日本的提案④.因此,日本的种族平等的诉求和亚洲国家对其支持,实际上也是亚洲共有历史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种族平等”提案几遭挫败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日本人,无论日本如何强大成

功,白种人还是视其为二等国家,不愿与日本平起平坐⑤.这一挫败对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近卫文麿

打击极大.他在“关于巴黎和会的印象”一文中写道,日本要想真正成为平等国家,它就必须打破西

方列强一手遮天的国际秩序,重划世界政治版图.近卫文麿后来在二战期间三度成为日本首相.他

宣称,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提议,在相当大程度上为日本在１９３０年代用

战争手段同西方分庭抗礼是密切相关的⑥.１９３３年日本戏剧性地宣布退出国联,日本驻国际联盟代

表明确表示,１９１９年列强拒绝接受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明显意味着西方对日本的侮辱和打压,
日本退出国联就是对这一打压的正式反应.日本天皇也在１９４６年宣称,大东亚战争的根本原因源

于巴黎和会⑦.西方学者 GerritW．Gong认为,日本在巴黎和会中种族问题提案的挫败,促成了日

本意识到它要自己动手重整新的国际秩序,并最终导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⑧.
日本甚至与中国等国家一样,在巴黎和会后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换句话说,日本的失望也还

体现在其国家认同危机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德国为模仿对象,一心效仿德国,以日本式的“铁
血政策”步德国后尘,日本的明治宪法也是以德国的宪法为母本.日本甚至以“东方的普鲁士”自居.
德国俨然是日本的“Sensei”即“先生”⑨.但一战结果是德国大败,德国及其军国主义模式也因此遭

到世人唾弃,从而导致一些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国家选错了模仿认同对象.与此同时,日本不少人在

８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TadashiNakatani,“WhatPeacemeanttoJapan:TheChangeoveratParisin１９１９,”inToshMinohara,Tze kiHon,and
EvanDawely,eds．,TheDecadeoftheGreatWar:JapanandtheWiderWorldinthe１９１０s(Leiden;Boston:Brill,２０１４),１７１
１７２．

详见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等文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二

册,台北: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１１ １７、４８ ５４、６７ ７１页).

EntryMarch２６th,１９１９,DavidMiller,MyDiaryattheConferenceofPariswithDocuments (New York:theAppeal
PrintingCompany,１９２４),１:２０５．;seealsoDavidMiller,TheDraftingoftheCovenant(NewYork:G．P．PutnamsSons,１９２８),

１:３３６．Miller,TheDraftingoftheCovenant,２:３２５;Miller,TheDraftingoftheCovenant,１:３３６．有关中国对日本种族平等提

案的支持,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籍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２ ８３、

１２９页等电文.

HughPurcell,MaharajahofBikaner,India．MakersoftheModernWorld(London:Haus,２０１０),１０１．
TheJapanTimes,１９April１９１９;NaokoShimazu,Japan,Race,andEquality:TheRacialEqualityProposalof１９１９

(LondonNewYork:Routledge,１９９８),１７９ １８１．
YoshitakeOka,KonoeFumimaro:APoliticalBiography (Tokyo:UniversityofTokyoPress,１９８３),１４ １５．
KennethPyle,JapanRising:TheResurgenceofJapanesePowerandPurpose (NewYork:PublicAffairs,２００７),１５８．
GerritW．Gong,TheStandardof＂Civilization＂inInternationalSociety (Oxford:ClarendonPress,１９８４),６３;１９９．
BerndMartin,JapanandGermanyintheModernWorld (Providence:Berghahnbooks,１９９５),３２．



一战后也对日本长期以来实行的外交方针开始质疑①.日本著名历史学者萩原延寿就认为,直至一

战结束时,日本外交的“中心”一直是日英同盟,但一战后英国放弃了日英同盟,日本外交因此无所适

从,失去了方向.这种在外交方针方面的失落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严重挑战②.诚如哈佛大学著名

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所言:“一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如何界定其意识形态基础.因为

旧的帝国主义外交正为美国、俄国、中国及其他国家所提倡的外交方针所取代.”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亚洲五个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地位不同,待遇也不一样,但
它们同样经历了巨大的期望和失望.如果不从“共有历史”角度,我们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

四、结　论

长期以来,西方的一战著作很少有涉及亚洲国家的内容,亚洲国家对其与一战关系的研究也一

直乏人问津.直到今天,我们仍很难读到越南和朝鲜学者撰写的本国与一战关系的著作.印度与一

战关系方面的著作虽不少,但大都是在大英帝国的语境或框架之下,缺乏把印度作为亚洲一员的视

角.中国学者因长期局限于列宁有关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的论述,同时也因对一战期间的北

京政府缺乏公正认识,以致无法在一战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日本学者虽在一战研究方面相对而

言取得不少成果,但几乎无人从日本作为亚洲国家和亚洲共有历史角度来研究日本与一战的关系.
甚至在一战爆发之时,亚洲国家对其与亚洲关系的定位也是模糊不清,除中国和日本精英人士对亚

洲的定位和地位有些分析与论述,印度、越南、朝鲜等国家则因其殖民地的处境,很少关注自己作为

亚洲国家的问题.
本文认为,通过“共有历史”角度透视亚洲与“一战”的关系,可以更为明晰地描述和分析亚洲与

世界接轨及参与重建西方文明的精彩历史,让我们得以清楚地意识到亚洲与一战之间的密切关系是

亚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的参战才使欧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

大战”,并改变了这场战争对于亚洲和世界的意义和影响,为战后和平会议及新兴的世界秩序注入了

新内容和新视角.换言之,对亚洲而言,２０世纪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到目前为止,亚洲对一战的参与被摒弃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外.通过研究亚洲及第一次世界大

战,我们可以恢复一战在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十分重要的历史记忆.亚洲与这场战争之间的全面

交汇,象征着亚洲走向国际化这一漫长旅程的开始.换句话说,一战一举把亚洲带进世界,并且使这

场战争成为亚洲自身历史的重要部分.透过大战,亚洲踏上一个新旅程,也就是走上国际化和民族

复兴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在其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达要以平等地位加入国际社

会的愿望并为之积极采取行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亚洲追求国家认同及努力增强亚洲在国

际上的地位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那么亚洲国家通过大战力图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壮举,无疑也

是世界史中一份影响深远的遗产.不论我们如何评论一战对亚洲的意义,或亚洲对一战的贡献,我
们必须在一战研究中恢复亚洲与一战关系的真实记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进而理解一战的世界影

响,并通过研究亚洲与一战的关系,填补世界战争史、外交史、社会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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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秦政:走向共和的内在理由

唐 文 明

摘　要: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而

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大同、小康与无君这三种传统政教理想,虽然旨趣各异,但在后世的继承者

那里都被用来反对秦政,因而在晚清都能发挥批判现实政治的力量.尤其是经过宋儒特意阐发的大同、小
康理想,在中国走向共和的现代历程中影响巨大,但随着历史进化论的强势流行,宋儒在阐发大同、小康理

想时提出的以道观史的历史哲学和弘教行道的实践主张,都被彻底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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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视角看,晚清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即是从君主制转变

为共和制.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某种理想的政教

典范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① .对秦政的批判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评价与刻画,背后包含

着一个影响极大、牵涉极广的历史哲学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走向至关重要.

一

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共有三种不同类型,全部来自古代经典中的圣王叙事.既然对秦政的

批判是一致的,无论基于何种理想的政教典范,那么,当批判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展开时,批判都会导致

对变革的吁求,但对于变革的方向与归宿,则会因为所依据的政教典范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三种不同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三代理想而批判秦政.更具体地说,这种来自儒门的历史哲

学认为三代是一个值得欲求且切实可行的政教典范,三代以下的根本问题在于以天下为君主一己一家

之私产、以“尊君卑臣”为特征的秦政.这种批判的现实相关性在于,既然秦政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未有过

根本性的改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那么,摆脱秦政就为当下的变革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从现有文献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早期君主立宪派在提出他们的主张时往往诉诸三代与秦制的对

比.如王韬在发表于１８７４年的«变法»一文中说:“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

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

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② 言下之意,周秦之变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延续至今,是当下中国

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从而构成变法的一个内在理由.又如宋育仁在为陈炽１８９３年出版的«庸书»
所写的序中说:“中国数千年之基,开务于尧舜,集成于孔子,先王之政,备于孔子之书,为万世制作.

　

作者简介: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①　关于理由与原因在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上的不同,简而言之,原因属于对历史事件的因果性解释,理由则属于对历史事件的

意向性解释.对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差异的对比,可参见[芬兰]冯赖特:«解释与理解»,张留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②　王韬著,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４页.



秦废先王之道,愚黔首以便法吏.汉虽稍复经术,而政规已定,博士依违,莫敢正驳,六经治世之大

律,迁流为文词帖括,无所用.习其书而亡其意,学术益卤莽灭裂.及其从政,舍经术而学于吏胥,在
上者察其果所无能,则弃士流而专用市侩.”①这里不仅将“秦废先王之道”作为理解中国历史变革的

一大关节,而且明确指出汉代虽然“稍复经术”,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同样是言远而指近,意在直

面当下的处境而鼓吹变法.
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来刻画中国历史,这个看法其来有自,在有清一代,代表性的论述首推作

为明遗民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这样论断他所说的“古今之变”:“夫古今之变,至秦

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

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②在黄宗羲看

来,与“恻隐爱人而经营”天下的古圣王相比,秦以来的君主则是以天下为一己一家之私产,这是理解

中国历史的大关节.这里的要点不仅在于以三代为理想的政教典范,而且在于否认秦以后的任何时

代在根本品质上能与三代相媲美,还进一步认为至元代更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因而是个具有很强的

现实批判性的观点,或如萧公权所说:“梨洲深察三代以下乱多治少之故,认定君职不明,天下为私,
乃其最后之症结.秦汉以来制度之坏,其病源亦在于此.”③

就更远的思想渊源而言,黄宗羲的看法来自宋儒.宋儒普遍有回复三代的主张,以三代为切实

可行又卓然可观的政教理想,认为秦以后的时代———包括汉、唐在内———在根本性质上不能与三代

相提并论,以至于魏源曾基于他的敏锐观察说,“宋儒专言三代”④.宋儒何以专言三代? 这是一个值

得玩味的问题,必得关联于理学的兴起才能获得恰当、充分的理解.
如我们所知,三代作为政教典范确立于孔子.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三代理想的再次提倡往往

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在宋代以前,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在汉武帝时,钱穆曾就此概括说:
“汉廷学者,至武帝时,几无不高谈唐虞三代,而深斥亡秦者.”⑤宋代亦标榜“以儒治国”,以至于有“皇
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因而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再次被大力提倡.

在理学的思想脉络中,回复三代的倡议确立于程颢.程颢曾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
皆把持天下者也.”⑥这就把汉以后的历史与三代截然划分开了.他又说:“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
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⑦这其实是申说«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教次序,为回复三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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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宋育仁:«庸书»序,见«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２页.陈炽在«庸书»正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黄帝以

来,重贤累圣,文章功业震古烁今.至于秦而天下之祸亟矣.先王之典章制度,经春秋战国之乱而大半凌夷,及秦政并兼,鞅、斯变

法,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乃一切澌灭净尽而百无一存.天恻然闵之,于其间生一孔子,宪章祖述,删诗书,定礼乐,表纲常名教之大,以
维天道,正人心.然名物象数之繁,器也,而道亦寓焉.”(第７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见«黄宗羲全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页.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４页.
魏源基于对历史情势的考量指出三代的制度不可复,比三代更早的上古之风亦不可复:“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

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阔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

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４９页.另外,余英时亦以“回向三代”刻
画“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参见氏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４页以下.

钱穆:«秦汉史»,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３页.钱穆并不认为汉武帝所为是真的回复三代,因此他特意申明说:“而
汉武顾自以为唐虞三代,不知其仍为亡秦之续也.”考虑到钱穆反对把秦以后的君主制定性为专制,他的立论分寸仍值得认真对待.
简而言之,钱穆的历史理解仍然深受黄宗羲的影响,即重视宰相对于君主的制衡.此义亦为晚清一些士人说绍述,如汤寿潜的«危
言»中有«尊相»一篇,即发挥黄宗羲对宰相制度的高度肯定.汤寿潜主张宰相应当从官员中选举产生,而不应像原来那样直接由君

主任命.对此,熊月之总结说:“汤寿潜心目中的宰相,既有很大权力,又经选举产生,实际上已和代议制度下的内阁首相相差无几.”
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９７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７页.
载«近思录»卷八“治体”第２１条.张伯行集解曰:“德化为治之本,法度为治之具,二者交致,则治业盛,然必先有其意而后

可以行其法,否则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未见其能行也.朱子亦曰:‘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然后可行以周官之法度.’
说与此合.”见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释»(下),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８０ ６８１页.



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可以看到,以程朱一脉理学家为代表的宋儒提出回复三代的倡议,包含两

个步骤:首先是基于由圣王叙事而形成的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来评判秦以后的历史,即以圣人之道观史;
其次是凭藉以成圣成贤之工夫为主要内容的圣人之教提出回复三代的倡议,即弘圣人之教以行道.

既然三代理想构成批判秦政的基础,而这一点也早已是儒门共识,那么,对于生在宋代的儒者来

说,以道观史的关键就落在如何评价汉、唐的问题上.在朱熹与陈亮关于汉、唐的争论中,我们可以

更为清楚地看到程朱一脉理学家以道观史的要点与识度.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认为汉、唐纯是功

利,无道德可言,因而绝不能在道之流行的高度上肯定汉、唐,于是他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

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①若要继续追溯,汉、唐的功利性质其历史根源仍在于秦政,如他

曾论及后世为何不肯变更秦法时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
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②所以我们看到,朱熹论断汉、唐只

说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除此之外再不肯有更高的评价.
前文已经说到,回复三代的倡议往往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但是,仅从宋廷重视儒术这一

点并不能充分解释程朱一脉理学家何以郑重其事地将三代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教理想.朱熹曾

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才说

得透.”③这里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在朱熹看来,回复三代的政教理想中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直至二

程才说透了的“理”呢? 换言之,理学家凭什么觉得他们能够回复三代? 他们敢于提出回复三代的倡

议,其根本信心来自哪里呢?
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说:“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无善治,士犹得

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

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这里包含的独特看法就是很多人自以为熟悉但其

实并未深究的理学家的道统观念: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至周而亡,孔子在“道不行”的处境中开出了

圣人之教、圣人之学而为孟子所接续,之后中断既久,直至千载以后又为程颢等人所接续.那么,程
颢等人如何接续孔、孟所传圣教、圣学呢? 答案当然是理学的发明.

理学的发明其实是理学家敢于提出回复三代的根本信心所在,这里的思想关联可简述如下.首

先,理学家依据经典,对于三代如何可复提出了一个全面、清晰的理解: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其实现端

赖于圣王的功德;圣王成就功德的途径是通过行仁政以养民、教民,圣王为教养民众而创设的核心制

度以井田、封建与学校为最要;仁政必本于仁心,故而美德的培养———不仅包括君主的美德,也包括

士大夫官僚和普通民众的美德———是行仁政的紧要处④.其次,理学家以挺立教统、学统来定位孔子

的意义,认为孔子开创的圣教、圣学为回复三代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并由此发展出一个衡量

历史的价值标准,形成一个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既然圣贤对于三代理想的实现不可或缺,那么,对
于后世来说,想要再次回复三代,就必须有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作为依凭;孔子正是提供了成圣成

贤之教法、学法而为孟子所继承、发扬,但孟子以后很长时间以来无人能够继承、发扬孔、孟成圣成贤

之教法、学法,因而这些时代在根本上无法与三代相提并论,即使像汉、唐那样以功效观之多有可观

之处亦不例外.最后,理学家正是以孔、孟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定位理学的发明并指出理学之于回

复三代理想的重要意义:直至二程才真正将孔、孟以成德为主旨的圣教、圣学发明、开显出来,此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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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熹:«答陈同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１５８３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８册,第４１８９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８册,第４０２０页.
这个理解可从多部经典中找到根据,但很显然,«孟子»中的“仁政”思想与«大学»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的思想可能是最直接、最明白的.此外,关于圣王的制礼作乐,从功能来说在于寓教于政,从过程来说则在治功之后,如«乐记»所
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井田、封建、学校、礼乐等多种仁政制度,共同构成所谓“三代之法”.



教、圣学由隐至显的发明为三代理想的回复显示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①.
概而言之,正是理学的发明使得理学家觉得把柄在手,颇为乐观地提出回复三代的政教理想.

这是理解理学家弘教行道之思想路线的要点所在.理学家赋予理学的这种独特的政教意义是“宋儒

专言三代”的思想实质.从弘教行道的行动路线来说,可分别出致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与觉民行道的

下行路线,而以士子学人师徒间相传授、相修习此圣教、圣学为践行之本②.
晚清西风袭来之际,士人仍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刻画中国历史,表明源自宋儒回复三代主张

背后的历史观念在士人的精神世界里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即使弘教行道的政教路线并非清

儒经世致用的共同取向,以道观史仍是他们看待中国历史的共同方式.不过,晚清那些较早对西方

政治和社会思想有一定了解的士人在使用三代观念时因着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而呈现出一些鲜明的

特点,明显是中西思想碰撞的结果.
王韬依“政令有所不同”而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类: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在具体叙

述时也是一依三者统治方式的差别,但在比较三者优劣时则明确援引了三代观念:“君为主,则必尧、
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
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③在他看来,既
然君主制要求太高,民主制易生流弊,那么,君民共主制就是现实中最值得欲求的优良政体.对于他

最为属意的君民共主制,也就是君主立宪制,他即以三代相比拟.反过来说,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描

述也构成了他对三代的新理解,而这个新理解又成为他批判秦政的思想基础:

　　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

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 虽疾痛惨怛,不

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币抚恤,官府徒视

为惧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 即使一二

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

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

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 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

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④

像王韬这样将西方的君主立宪政治与三代相比拟,在甲午之前仍深深浸淫于儒教精神世界、对西方

政治制度和运作又有一定了解和较高肯定的士人,是比较多的⑤.但我们也不应当将这种比拟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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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熹是理学家道统观的最后确立者,这里就是站在朱熹的位置上来叙述.
此处笔者修正了余英时的一个说法.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个典型的表述来看,显然对于余英时所说的上行路

线,“致君行道”是比“得君行道”更为恰当的一个的概括.
王韬著,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第２３ ２４页.
王韬著,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第２４页.他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描述自然是在与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对比中展开的:

“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
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
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可以加入这个名单的士人还有很多,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当时或后世影响较大的还可举徐继畬、郑观应、汤寿潜为例.
徐继畬在１８４４年出版的«瀛寰考略»中赞扬华盛顿(译为“兀兴腾”)“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

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虽然美国并非君主立宪制,但徐继畬显然仍视华盛顿为君主,因而特别着意于他不以国为己之私产.引文

见«瀛寰考略»卷下,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２１０页.郑观应在１８７５年基本成书的«易言论议政»中认为泰西上、下
议院之设“颇与三代法度相符”,于是提出“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的倡议.引文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０３页.汤寿潜在１８９０年写成的«危言»中引用了徐继畬对华盛顿及美国宪政制度的赞扬,并就

迹论心,比拟于尧舜三代,并发挥黄宗羲的观点,认为三代以后,“君日尊臣日卑”,且此趋势莫甚于明清,已开后来梁启超«中国专制

制度进化史论»之先声.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１９５页以下.另外,像郭嵩焘、冯桂芬等人的著作中也都

提及三代以比拟他们所了解到的西方政治.关于晚清三代观的变迁,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刘明:«西学东渐与晚清“三代观”的变迁»,
«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分夸大的理解,仿佛说到底这些处于变革前夜的士人因不懂中西之异而流于比附.其实他们在西方

政治制度和运作中发现的“三代遗意”,主要在君民一体这一要点上.关联于前面说过的“宋儒专言

三代”的主张,我们可以通过补充勾勒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思想脉络:既然三代理想实现的关键在于君

民一体,而秦以后的“尊君卑臣”使得君民隔绝,无法达到君民一体,既然在君主的贪欲面前,即使有

理学成圣成贤之教也不能奏效,无法单纯通过德行修养实现三代理想,既然来自西方的宪政制度及

其实际运作能够达到君民一体,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秦以来愈演愈烈的“尊君卑臣”的问题,那么,没有

理由不将宪政制度引入中国的政治.更进一步,如果说这个刻画特别强调了西方优良政治中宪法的

意义,那么,还必须指出,宪政背后的基本理念正是后来以不可阻挡之势流布于中土的民权观念.这

也意味着,如果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民权得不到真正的伸张,也就是说,君民一体无法达到,那么,就必

须通过民主革命以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①.这就是酝酿于晚清时期的新的政治思想脉络,
作为摆脱秦政的应对方案而被逐渐提出并付诸行动②.

二

甲午以来,变革之声更显急迫,三代与秦政的鲜明对比在当时的语境里发挥了更大的批判作用.
如严复在１８９５年的«辟韩»一文中批评韩愈«原道»中以君为出令者而“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
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时即诉诸三代与秦制的对比:“嗟乎! 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 夫苟如是

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③在戊戌变法中非常活跃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
一样自如地使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来刻画中国历史.如梁启超在作于１８９７年的«西政丛书叙»中
说:“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之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

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
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④而谭嗣同在«仁
学»中则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的著名断言,为后人所熟知⑤.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以

对秦政的批判针砭时弊,如在发表于１９０１年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他说:“支那国制,自秦

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

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

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⑥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里看到的仍是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刻画中国历史,但其实看法已经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上引文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严复批判秦政时仍诉诸三代与尧舜这些儒

教经典中的思想观念,但其实在他心中,六经的地位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苟求自强,则六经且

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 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

４２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熊月之说:“将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三代故事相比附,这在近代也具有普遍性,前起魏源,下迄康有为,都是这么说的.”可
见,对于这些主张变法的士人以三代比拟西方现代政治,他是从民主而非宪政的侧重点来理解的.引文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

想史»(修订本),第１５８页.
如果考虑到对于宪法和民权的重视非但不应排斥、更当高度评价美德修养传统之于政治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方案的要

点就应当在重法、重民的基础上再加上重德.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３页.在«法意»的按语中,严复也多处基于民权观念对秦以来的

中国政治展开了批判,如他写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

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
有所谓长存者乎!”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４册,第９４８ ９４９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２ ６３页.
谭嗣同:«仁学»二十九,见«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７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２０页.该文注

明发表时间为１９０３年９月２１日,狭间直树已经考证出该文最早于１９０１年末发表于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８２期,参见[日]狭间直

树:«关于孙文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任骏译,«民国档案»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耳.国谁窃? 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

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

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①严复以富强为自由民主

之效,因此他实际上是以自由民主来衡定六经是否可用.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以“尚已”刻画

三代,其实表明三代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政教理想了,其背后的历史观念可想而知.谭嗣同也因深

受康有为的影响而将孔子以后的中国历史断为“总总皆小康之世”,与原来经典中的观念已相去甚

远.至于孙中山,在１８９７年即申明“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以“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描摹

三代,表明他在政治主张以及相关的历史观念上其实来自西方②.
历史进化论的引入是理解这种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所在.康有为与严复都明确基于历史进化论

而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康有为基于历史进化论改写了«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运»的“大同”、
“小康”说,在这个新的思想方向上处于起点的位置,以至于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

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

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③严复也服膺历史进化论,而以自

由民主为历史的归宿,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对于当时和后来的思想界影响巨大,这也是我们耳熟能

详的.在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中,尽管具体观点多有不同,但都有一种基于进化论而提出的历史目

的论作为他们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
在中西政治思想之间进行格义的诠释结构因历史进化论的引入而彻底改变,即从原来的以中格

西翻转为以西格中.诠释结构中的中西易位使得原来以三代为政教典范的历史观念完全被颠覆,于
是原来的三代观念实际上也被连根拔起了.就康有为来说,他声称儒教经典中的三代叙述,其实是

孔子托古改制的结果:“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④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三代不再是

历史的真实,也无所谓是不是历史的真实,且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并不以三代为政教理想之极

致.这些在保守士人看来离经叛道的思想自然与康有为所服膺的进化史观有很大干系.严复也正

是基于进化史观对儒教经典中关于三代与尧舜的叙事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乃至直接斥之为迷信:“夫
已进之化之难与为狉獉,犹未辟之种之难与跂文明也.以春秋战国人心风俗之程度而推之,向所谓

三代,向所谓唐虞,只儒者百家其意界中之制造物而已,又乌足以为事实乎? 思囿乎其所已习,而心

常冀乎其所不可期.此不谓之吾国宗教之迷信,殆不可已!”⑤深受康有为和严复影响的梁启超１９０１
年在«清议报»发表«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１９０２ １９０４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专制政治

进化史论»等文,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明确基于进化史观重立新论而抛弃了经典旧说⑥.
在这种根本性转变发生的过程中,来自古代经典中圣王叙事的另外两种政教理想被挪用来为基

于进化论而提出的新的历史目的论背书,三代则因理想性不够而遭到贬黜乃至废弃.首先是敷陈于

«礼运»开篇的大同理想,在晚清被很多人挪用来刻画世界历史的最后归宿.前面已经说明,即使像

宋代理学家那样觉得把柄在手,有弘教行道的高度自信,也不过是以三代为卓然可观的政教理想,从
不敢蔑弃小康而轻言大同.但是,在古今转换的端口,因着西风的东来,尧舜之大同遽然取代了三代

之小康,一跃而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了.对于«礼运»开篇的大同叙事在晚清的影响,熊月之

５２摆脱秦政:走向共和的内在理由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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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１册,第３５ ３６页.
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孙中山说:“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人或云共和

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

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１７２ １７３页.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７２页.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见«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页.
这是严复翻译的«法意»中的按语,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４册,第９４０页.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发表于１９０２年５、６、１０月第８、９、１７号«新民丛报»及１９０４年６月第４９号«新民丛报».



总结说:“这段话在整个近代大放光彩,农民领袖洪秀全把它全文录入«原道醒世训»中,并据此创编

了«天朝田亩制度»;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写了«礼运注»和著名的«大同书»,对此大加发挥;革命派领袖

孙中山将此一再引用,并全文抄赠友人;无政府主义者特地写了«礼运大同注».”①其实要论中国现代

思想激进化的根源,恐怕非得追溯到历史观念上的这个巨变不可.
被挪用的另一种来自古代经典的政教理想发明于老、庄,后世不断有继承者,在魏晋时期特别被

嵇康、阮籍、鲍敬言等人所发挥.这个思想典范的特征是,在治世之理想时代上,被回溯至尧舜以前

的羲农时代或更古;在思想实质上,则表现为无君论.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无君则庶物定,
无臣则万事理.”鲍敬言则说:“囊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

不系,恢而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

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
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②无君论从根本上批判君主制度以及相应的官僚制度,在晚

清自然能够被用来为民权思想张目,但其思想的激进性决定了其更易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如

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０日在何震主办的«天义»第五卷图画栏刊登了一幅老子像,图下注“中国无政府主义发

明家”,即视老子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明家.又如,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天义»第八、九、十卷合刊

载刘师培«鲍生学术发微»一文,开篇即以“废人治”的无政府主义论定鲍敬言的思想:“中国舍老、庄
而外,学者鲜言废人治.至于魏晋之际,学士大夫多治老、庄家言,而废灭人治之昌言,实以鲍生为

嚆矢.”③

大同、小康与无君,这三种政教理想,分别对应于经典中的尧舜、三代和羲农,虽然旨趣各异,但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三者在反对秦政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在晚清都能发挥批判现实政治的

力量.随着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引入,对秦政的批判也有了新的把握和表达方式,此即以西方

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君主专制政体论断秦以来的中国政治.
直接以君主专制来论断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肇始于孟德斯鸠.在«论法

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政体分类关联于不同民族社会生活的整体精神,
确立了政体研究的新原则.在他看来,以美德为原则的共和政体和以荣誉为原则的君主政体来自西

方的政治传统,分别代表西方人的古与今,而以恐惧为原则的君主专制政体则来自东方的政治传统.
在分析中国的政治制度时,孟德斯鸠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礼教的特别之处,从而意识到单纯以君

主专制来论断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其不恰当性,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论断,因而在以“混合政

体”描述中国的政治制度后又说中国“也许是最好的专制国家”④.
孟德斯鸠的这一论断在晚清引入中文思想界后被广泛接受,而将这一论断运用于中国政治制度

史研究的第一个中国学者是梁启超.在«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一文中,梁启超将人类社会的

政体进化分为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和文明自由时代四个阶段,以最后一个阶

段的“自由民政”为“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而以“君主日益专制”来刻画第三个阶段的君权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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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３９页.
葛洪:«抱朴子诘鲍»,«诸子集成»第８册,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０页.孟子以“无君”批评杨朱,陶渊明所记桃花

源的社会特征是“虽有父子无君臣”,说明杨朱、陶渊明也是无君论的服膺者,对此一主题的分析可参见唐文明:«隐者的生活志向与

儒者的政治关怀———对‹桃花源诗并记›的解读与阐发»,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１１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另外,«伯牙琴»的作者、生活于宋末元初的邓牧,也是这个政教理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

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２４９页.关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过

程中的重要性及其与后来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史关联,可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对此一主题的分析,可参见李猛:«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李猛揭示了孟德斯

鸠以君主专制论断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时面临的矛盾和困惑,并通过分析指出,这一现象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重要

的提示作用.



时代,在将之运用于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史时则断秦始皇至清乾隆为君权极盛时代①.在«中国专制政

治进化史论»和１９０２年同样发表于«新民丛报»的«论专制政体又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两文中,梁启

超也是从人类社会的政体进化谈起,在论及中国的情况时都明确将秦以来的中国政治归为君主专

制,如在前一文中说:“盖春秋战国间,实封建与郡县过渡时代,而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界变动最剧之秋

也.有郡县,然后土地、人民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举.亦惟以如此广漠辽廓之土地,而
悉为郡县以隶于中央政府,则非大行专制不能为功,故自始皇置三十六郡,而专制政体之精神形质,
始具备焉矣.”②

可见,来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君主专制概念在晚清被用来论断秦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从而

发挥了批判现实政治的重要功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若说这种论断和相应的批判完全出

于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又被中国人“自我东方化”地接受而缺乏任何反思,则远非持平之论③.梁启

超在上引两文中多次引用了黄宗羲,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基于古代经典中的政教理想对秦政

的论断与批判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诞生和流传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民主政体已然成为梁启超批判秦以来君主专制政治的思想归宿,但在上引后一文中他也诉诸儒

教传统中非常看重的人伦观念来展开批判,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该文的主题是专制政体对于君

主的害处:“夫徒以争此区区专制权故,而父子失其爱,兄弟失其亲,母子夫妇失其睦,伯叔甥舅失其

和,乃至素所与栉风沐雨共患难之人,或素所抚摩爱惜受豢养之人,一旦肝胆楚越,倒戈相向,恨不得

互剚刃于腹而始为快.是天下坏伦常、毁天性、灭人道、破秩序之毒物,未有甚于专制政体焉者也.
苟非禽兽,苟非木石,其何忍以此之故.有父而不孝,有子而不慈,有兄弟而不友,有夫妇而不恋,有
朋友而不亲,甚者乃至有身而不自爱也.呜呼! 其亦不思而已.”④

无需多加说明,可以看到,以来自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的君主专制政体来论断并批判秦政,一个

重要的思想动力正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思想传统对秦政的内在批判.不过,由于两种批判背后的历

史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其思想归宿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虽然在话语层面旧典被频频

挪用来说明新轨⑤.以最典型的“大同”说为例,现代以来,大同的话语可谓甚嚣尘上,但新话语中的

大同无论从思想语境还是思想实质看都不再是原来的大同.历史观念的变革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评

价标准,特别就儒教传统而言,人伦的价值被大大削弱,尤其是人伦的政治价值,在新的历史观念之

下几乎丧失了任何积极的意义.相应地,对于古代中国政教传统及其结合方式的整体评价也发生了

巨大的变革.仍以梁启超为例,既然君主专制被认为是走向共和之前的一个相邻阶段,那么,基于政

体进化的思想而对君主专制有所肯定就是必然的⑥.对礼教的评价也是如此.即使我们设想,梁启

超充分领会了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并接受了他的看法,从而认为正是礼教使得专制时代的中

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专制国家,他也仍会像他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所作的分析那样,认为

除了地理环境因素之外,礼教客观上扮演了维护君主专制的重要角色,甚至认为礼教就是比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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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２５ ２６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６６ ６７页.
近年来将晚清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专制说的接受归为自我东方化的是侯旭东,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

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对侯旭东的批评文章如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９７ ９８页.
对于新的思想归宿,梁启超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说得很明确:“１８世纪之学说,其所以开拓心胸,震撼社会,造成今

日政界新现象者,有两大义: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吾受其说而醉心焉,曰:其庶几以此大义移植于我祖国,以苏我数千年专制之憔悴

乎?”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８２页.
如«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一文最后说:“凡国家必经此四级时代而后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欲使国内无数之小群,

泯其界限,以成一强固完整之大群,非专制不为功也.尧舜之有大造于中国,即在此焉耳.”(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

六,第２７页)就理而论,如果要让一个儒门服膺者认可尧舜之有功于中国在于建立君主专制,这是多么困难也多么错误的一件事啊!



的“有形的专制”、“直接的专制”更难对付、更值得批判的“无形的专制”、“间接的专制”①.

三

摆脱秦以来一直未有根本性改变的君主专制政治,构成了中国走向共和的思想动力.从欧美社

会发展出来的共和主义的“两种具有紧张性的典范”,也同样规定了中国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一为

激进的民主共和主义,主张建构被治者与统治者的同一性,从而使人民成为唯一可能的主权者;另一

则为宪政共和主义,强调法治观念以及相应的权力分立宪政体制.”②依据这个分析框架,晚清改良派

与革命派的差别,不过是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的差别:改良派主宪政共和主义,故而君主制或可保

留,并寄希望于民众的不断开化;革命派则主民主共和主义,故而君主制必须废除,且在激进化的道

路上愈行愈远.有趣的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思想传统对秦政的分析与批判在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

的分别与斗争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处以章太炎在评价黄宗羲时的前后变化为例来说明.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在晚清批判君主专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不待言.早年的章太炎也是黄宗

羲的景仰者.据说,“太炎”二字即取自“黄太冲”的“太”和“顾炎武”的“炎”.在写作于１８９７年的«兴
浙会序»中,章太炎盛赞黄宗羲说:“有师文成之学,而丁时不淑,功不得成.知君相之道,犹守令与丞

簿,不敢效便嬖臧获之殉身其主,于是比迹箕子,以阐大同.斯虽不足以存明社,而能使异于明者,亦
不得久存其社.乌呼伟欤! 吾未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③１８９９年２月１０日章太炎在«台湾日

日新报»发表«书‹原君篇›后»,一开篇即说:“黄太冲发民贵之义,官天下之旨,而曰天子之于辅相,
犹县令之于丞簿,非夐高无等,如天之不可以阶级升也.挽近五洲诸大国,或立民主,或崇宪政,则一

人之尊,日益骞损,而境内日治.太冲发之于二百年之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④可见,这个

时期的章太炎不惜以“圣”称赞黄宗羲,且同时从民主与宪政两个方向上理解黄宗羲的先知性洞察.
不过,应当指出,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章太炎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则是他在景仰黄宗羲的这个

时期的一个思想变化的脉络,也恰恰涉及民主与立宪之间的路线差异与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张力.在

１９２８年写作的«自定年谱»中“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条下,章太炎在谈到他与康有为门人的思想分

歧时曾明确以王夫之的«黄书»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举:“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

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亦或儳言革命,逾四年

始判殊云.”⑤康门重立宪,太炎重民主,这是双方分歧所在.重立宪者重民权,但不以民主为保障民

权之必由;重民主者必然重立宪,但又以立宪不能使民主真正落实为忧.

１９０７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短文«衡三老»,一改原来对黄宗羲的高度评价,认为黄宗羲写作

«明夷待访录»的意图是“将俟虏之下问”,因而与顾炎武和王夫之完全不能相比⑥.这主要是从气节

方面批评黄宗羲⑦.章太炎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强烈批评见于１９１０年发表于«学林»的«非黄»一文,
一开篇即以“靡辩才甚,虽不时用,犹足以偃却世人”评价«明夷待访录».针对黄宗羲提出的“有治法

而后有治人”的观点,章太炎展开批评,认为黄宗羲“听于治法”的论调在实践中难免流于“听于乱

人”.具体来说,学校制度与宰相制度都是黄宗羲阐发出来的三代之法的重要内容,章太炎分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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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８２页.
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７页.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１页.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第１１９页.此段文字又见于«訄书冥契».另,在１８９８年«与李鸿章»的信

中,章太炎标举黄宗羲“知君民之分际”.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下),第７５５页.
此短文后收入«说林上»,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７页.
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黄宗羲辩护,认为章太炎“俟虏之下问”的批评不合实情,因为«明夷待访录»“成于

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４８页注.



批评,认为这两种制度都是朋党产生的根源①.于是,在历陈听法、尚贤之弊后,他总结说:“举世皆言

法治,员舆之上,列国之数,未有诚以法治者也.宗羲之言,远西之术,好为任法,适以人智乱其步骤.
其足以欺愚人,而不足称于名家之前,明矣!”②

联系同时期的其他文章,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章太炎何以改变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其

实早在１９０８年７月１０日刊载于«民报»第２２号的«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一文中,章太炎就将

黄宗羲与王夫之加以对比,以激烈的口吻批评了«明夷待访录»,可以看作是«非黄»一文的先声:

　　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余姚者,立宪政体之师.观«明夷待访录»所持重人民,轻君主,固无

可非议也;至其言有治法无治人者,无过欺世之谈.诚使专重法律,足以为治,既有典常,率履不

越,如商君、武侯之政亦可矣,何因偏隆学校,使诸生得出位而干政治,因以夸世取荣? 此则过任

治人,不任治法,狐埋之而狐掘之,何其自语相违也? 余姚少时,本东林、复社浮竞之徒,知为政

之赖法制,而又不甘寂寞,欲弄技术以自焜耀.今之言立宪者,左持法规之明文,右操运动之秘

术,正与余姚异世同奸矣.③

从这段引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章太炎“非黄”的背后是对立宪政体的极度不信任,其实质可以

概括为藉民主以批评宪政④.在同样发表于１９０８年«民报»的«代议制然否论»一文中,章太炎以“恢
廓民权”为念,对代议制大加鞭挞,认为代议制是“封建之变相”,“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

地”⑤.与此相关的是,章太炎从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中看到了“超于尚贤党建者犹远”的因素,且出

于平等思想对秦政作出一定程度的肯定:“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⑥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章太

炎在这里对秦政的肯定与前述梁启超在政体进化论的思想框架内对秦政的肯定其实意思差不多,二
者都是以“恢廓民权”为念,所不同者在于,章太炎因为看到了代议制政治的可能弊端从而走向更为

激进的民主主张,也预示了后来现代中国政治历程中民主压倒宪政的激进道路.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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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针对学校制度,章氏批评说:“上不关督责之吏,下不遍同列之民,独令诸生横与政事,恃夸者之私见,以议废置,此朋党所以

长.”针对宰相制度,他批评说:“丞相既立,六部承其风指,则职事挠;不承风指,事相挈曳而不能辑.故立相则朋党至,朋党至者,乱
法之阶.”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１２５、１２７页.

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１２９页.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第３１５页.
朱维铮将章太炎“非黄”的思想转变关联于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的政见异趋,见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求索真

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３１１、３１８页.
章太炎:«秦政记»,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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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

陈　来

摘　要:朱子«太极解义»有三个本子:第一个本子是乾道庚寅(１１７０)朱子完成的初本,见于吕祖谦«太

极图义质疑»,虽非全本,亦可窥见大概;第二个本子是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定本,淳熙末刊布,即淳熙本«晦庵

先生文集»所载«太极解义»;第三个本子是今传通行本如«朱子全书»所载的«太极解义»,是朱子晚年最后

改定本.三个本子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本子的定稿,此本的定稿,曾广泛吸收了张栻、吕祖谦的意见,其

中根本性的理论贡献来自朱子,但它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

期道学的理论共识.朱子的太极论不仅有宇宙论意义,也有心性功夫论意义.其宇宙论意义是“明天理之

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心性功夫论意义是“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太极是天地运化的主

宰,又是人心发动的本性,太极论就是要人在运动发见中认得太极.但是天地的主宰不能离开运化的过

程,人心的本性也不能离开心的发动,这个关系应该即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应当即动静求太极,即

已发求未发,即其运化发动之中求见太极和本性.

关键词:«太极解义»;朱熹;周敦颐;吕祖谦;张栻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朱子在“己丑之悟”后,由于功夫宗旨的问题已经解决,故立即转向哲学理论的建构.他在次年

即乾道庚寅(１１７０)完成了«太极解义»(即对周敦颐«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注释),事实上,在己丑

(１１６９)以前朱子已经关注周敦颐和«太极图»«通书».如在己丑的前一年(１１６８),他在«答汪应辰书»
中就劝汪应辰研究«太极图说»,以了解周敦颐与二程的学术渊源.次年己丑(１１６９)他又与汪应辰

书,信中他已经用“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概括«太极图»及说的思想性质,为其«太极解义»准
备了基础.正是己丑年六月朱子完成了对«太极图说»和«通书»的编订,刊行了二书的建安本① .二

三年后,朱子«再答汪应辰书»,把他作的«太极图说解»及相关的讨论寄给汪应辰,他还特别说明,吕
祖谦至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未能无疑”,并对此感到遗憾.

让我们从吕祖谦的回应开始.

一、朱子«太极解义»成书过程中的朱吕交流

朱子«太极解义»成书与朱张吕三贤之交流密不可分.关于«太极解义»,朱子与张栻往来书,多
次论及.而朱子与吕祖谦书,却未尝一及之.可幸的是,在吕祖谦与朱子书中,却屡屡提及«太极解

义»,成为朱子«太极解义»成书年代以及朱张吕讨论«太极解义»的最好见证.所以让我们先来看吕

祖谦文集: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二:

　

作者简介: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①　朱熹:«太极通书后序(建安本)»,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４２页.据朱子此序,建安

本之前有长沙本,亦是朱子所编定,但该本太极图附于最后,«通书»用胡氏传本,缺分章之目,故又刻建安本.



　　　　某官次粗安,学宫无簿领之烦,又张丈在此,得以朝夕咨请«太极图解»,近方得本玩味,
浅陋不足窥见精蕴,多未晓处,已疏于别纸,人回切望指教.①

此书作于乾道六年(１１７０)四月②.书中所说的«太极图解»即«太极解义».这是张栻和吕祖谦同在严

州时所写的信.这表明朱子在乾道六年庚寅春夏间已经将«太极解义»寄给张吕二人,这个时间也就

是他的«太极解义»初稿完成的时间.吕祖谦书中所说“多未晓处,已疏于别纸”,«东莱吕太史别集»
卷十六«与朱侍讲答问»中的«太极图义质疑»当即此书所说的“别纸”.下节将专论之.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三:
　　某前日复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乃行,而张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联舟而西矣.«中庸»
«太极»所疑,重蒙一一镌诲,不胜感激.③

此书当作于乾道六年(１１７０)五月④,照此书所说,朱子对其“别纸”应有回复,吕氏才会说“«太极»所
疑,重蒙一一隽诲”.但今朱子文集中答吕伯恭诸书中却未见此种回复,应被编朱子文集者删削所

致.此时张吕二人仍在严州,准备赴杭州任新职.这期间朱子与张吕书信,可在一月之间往复,较为

快捷,这应是由于张栻有守任严州使人的方便.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六:
　　周子仁义中正主静之说,前书所言仁义中正皆主乎此,非谓中正仁义皆静之用,而别有块然

之静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义之体,而万物之一源也.中则无不正矣,必并言之

曰中正;仁则无不义矣,必并言之曰仁义.亦犹元可以包四德,而与亨利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
而与义礼智同称.此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者也.⑤

此书亦当在乾道六年(１１７０)⑥.按吕氏«质疑»中主张“静者,中正仁义之主也”,这里吕祖谦再加申

明,这并不是说中正仁义都是静之用,也不是说中正仁义之外别有独立的静.朱子答林择之书“伯恭

亦得书,讲论颇详,然尤鹘突”,可能指的就包括吕祖谦此类质疑和讨论.朱子«太极解义»中有关仁

义中正的解释,是吕祖谦主要提出意见的部分.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七:
　　某以六月八日离辇下,既去五日,而张丈去国,«太极图解»,昨与张丈商量未定,而匆匆

分散,少暇当理前说也.⑦

此书当在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夏⑧.此书证明,张吕六月去国,离开杭州,二人行前还曾讨论朱子的«太极

解义»,并表示要继续讨论下去.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十一:
　　示下«太极图»«西铭解»,当朝夕玩绎,若有所未达,当一一请教⑨

年谱以此书在乾道七年(１１７１)十月.此处所说的«太极图»疑指修改后的«太极解义».这可以

从下书得到证明.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十三: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无讲论之益,恐日就湮废,殊自惧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极图论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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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本更益觉精密.①

此书当在壬辰(１１７２).盖下书即奔父病丧矣.可见此书所说“向承示以改定«太极图论解»”,应即上

书所说的“示下«太极图»”,即朱子的«太极解义».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七«与朱侍讲»十五:

　　某罪逆不死,复见改岁,太极说俟有高安便,当属子澄收其板.②

则此书已在癸巳(１１７３)初③.此书所说的“太极说”,是指张栻在高安刊行的«太极图说解义».他准

备有便人去江西时请刘子澄协助收板,使其«太极图说解义»不再印行.
此事朱子也已经直接劝过张栻,如朱子答人书:

　　钦夫此数时常得书,论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刊«太极解»,盖屡劝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

为然,不能深论也.(«续集答李伯谏»壬辰)④

盖张栻在收到朱子的«太极解义»后,自己也作了«太极解»,被人在江西高安刊行,朱子认为这未经仔

细修改讨论,失于仓促,故劝张栻收起印板,吕祖谦也同意朱子的这一主张.

二、朱子«太极解义»成书过程中的朱张交流

以上是从吕祖谦文集看朱子与张吕论商太极解义的情形.下面来看朱子与张栻书信往来对此

解义的讨论.

　　得钦夫书,论太极之说,竟主前论,殊不可晓.伯恭亦得书,讲论颇详,然尤鹘突.问答曲

折,谩录去一观.(«别集林择之十五»庚寅夏)⑤

这是朱子与林择之书,这里所说的张栻“竟主前论”,没有明确说明所指为何.朱子只是对张栻未接

受他的意见表示难以理解,对吕祖谦的异议则更觉得“鹘突”.但是实际上朱子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

见,对初稿作了相应修改.
来看朱子与张栻的书信.

　　«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

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答张敬夫二十»)⑥

此书应在朱子寄«太极解义»给张栻之初,即在庚寅.后来朱子在乾道九年(１１７３)作的«太极解义注

后记»中说:

　　熹既为此说,尝录以寄广汉张敬夫.敬夫以书来曰:“二先生所与门人讲论问答之言,见于

书者详矣.其于«西铭»,盖屡言之,至此图,则未尝一言及也,谓其必有微意,是则固然.然所谓

微意者,果何谓耶.”⑦

朱子这里引用的张栻答书中语,应即是对朱子«答张敬夫二十»书的回复,今张栻文集中已不可见.
可见朱子答张敬夫二十书,应即是“录以寄广汉张敬夫”的信,时在庚寅(１１７０)春,而不能在后(«答张

敬夫二十»书乃数书杂列,无法更析论考).
今存朱子与张栻书,只有二封是详论«太极解义»义理的,其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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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祖谦著,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一册,第４０７页.
吕祖谦著,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一册,第４０９页.
杜海军:«吕祖谦年谱»,第１１１页.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５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７８６页.此信之年参拙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别集»卷六,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５册,第４９５１页.此信之年参拙著«朱子书

信编年考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３４１页.此书原注“壬辰冬”,

但为数书之合,上引之文应是朱子作«太极通书解»之初时所作.
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１１页.



　　«太极解»后来所改不多,别纸上呈,未当处,更乞指教.但所喻“无极”“二五”不可混说,而

“无极之真”合属上句,此则未能无疑.盖若如此,则“无极之真”自为一物,不与二五相合,而二

五之凝、化生万物又无与乎太极也.如此岂不害理之甚! 兼“无极之真”属之上句,自不成文理.
请熟味之,当见得也.“各具一太极”,来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个“一”字,方

见得无欠剩处,似亦不妨.不审尊意以为如何? («答张敬夫十三»乾道七年春)①

对于朱子的解义,张栻的第一个意见是“无极之真”应属上读,作“各一其性,无极之真”而不是“无极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朱子认为这在文字和义理上都说不通.张栻第二个意见是,“各具一太

极”中的“一”字可去掉,朱子则坚持保留“一”字,认为这样似乎更好.从朱子所说“«太极解»后来所

改不多”,可以推知朱子在与张栻和吕祖谦讨论之后,在«太极解义»的主要义理方面所作的修改不

多.朱子与张栻、吕祖谦主要的理论上的分歧,是围绕朱子对«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

静”的解释.
朱子与张栻另一讨论«太极解义»义理的书信如下:

　　又«太极»“中正仁义”之说,若谓四者皆有动静,则周子于此更列四者之目为剩语矣.但熟

玩四字指意,自有动静,其于道理极是分明.盖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贞”四字(仁元中亨义利正

贞),元亨利贞、一通一复,岂得为无动静乎? 近日深玩此理,觉得一语默、一起居,无非太极之

妙,正不须以分别为嫌也.“仁所以生”之语固未莹,然语仁之用,如此下语,似亦无害.不审高

明以为如何? («答张敬夫十七»辛卯壬辰)②

根据此书,张栻的主张是“中正仁义四者皆有动静”,张栻答吕祖谦书说“某意却疑仁义中正分动静之

说”可以为证,认为不能以仁义属动,中正属静.这可能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得钦夫书论太极之说,竟
主前论,殊不可晓”.不过朱子在附辩中所说的“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主要指吕祖谦,与此

处张栻所说不同,附辩中并没有包括张栻这一观点的批评与对张栻的回应.此外,朱子初稿中应有

“仁所以生”一句,今本已经不见,则是后来被修改删去.
由上面叙述可见,朱子的«太极解义»是在与朋友的反复讨论中,经不断修改考订而后成.而张

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后于朱子解义而作,却在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刻于江西高安.朱子觉得这失于仓

促,故与张栻书言:

　　又刘子澄前日过此,说高安所刊«太极说»,见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见之者.不知尊兄以其

书为如何? 如有未安,恐须且收藏之,以俟考订而后出之也.(«答钦夫仁疑问四十七»癸巳)③

这就是前引吕祖谦与朱子书所说的“«太极说»俟有高安便,当属子澄收其板”之事.朱子希望张栻收

回此板,等改订后再考虑印行.
朱子文集中还有与张栻一书论及太极者:

　　孟子明则动矣,未变也;颜子动则变矣,未化也.有天地后此气常运,有此身后此心常发,要

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离常运者而求太极,离常发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释老之荒唐

也.(«答张敬夫问目四十一»庚寅辛卯)④

此书的意义在于,朱子的太极论不仅具有宇宙论意义,也有心性功夫论意义.其宇宙论意义是“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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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３３２ １３３３页(本文所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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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书信编年考证».



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心性功夫论意义是“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太极是天地

运化的主宰,又是人心发动的本性,太极论就是要人在运动发见中认得太极.但是天地的主宰不能

离开运化的过程,人心的本性也不能离开心的发动,这个关系应该即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应

当即动静求太极,即已发求未发,即其运化发动之中求见太极和本性.这个结论应当既是朱张二人

在长沙会讲达成的共识,也是二人在«太极解义»讨论中的基础.
张栻集中与朱子等人论朱子«太极解义»书也有数封.

　　某备数于此,自仲冬以后凡三得对,«太极图解»析理精详,开发多矣,垂晦甚荷.向来

偶因说话间妄为他人传写,想失本意甚多.要之言学之难,诚不可容易耳.«图解»须仔细看,方

求教.但觉得后面亦不必不论如此之多,只于纲领出拈处可也.(«答朱元晦又»)①

此书应在庚寅(１１７０)之冬十二月②,“«太极图解»析理精详,开发多矣,垂晦甚荷”,“«图解»须仔细看,
方求教”,这看起来是,虽然朱子在本年初夏早就把«太极解义»寄给张栻,但张栻因政治活动频繁,未
曾细观.另外,也有可能此书所说的«太极图解»是朱子的改本,如吕祖谦书所见,因为按理说张栻不

会对朱子春天寄来的«太极解义»的回应拖至冬日.张栻答吕祖谦:

　　元晦数通书讲论,比旧尤好.«语孟精义»有益学者,序引中所疑曾与商榷否? 但仁义中正

之论,终执旧说.濂溪自得处浑全,诚为二先生发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说,句句而论,字字而解,
故未免返流于牵强,而亦非濂溪本意也.观二先生遗书中,与学者讲论多矣,若«西铭»则再四言

之,至太极图则未尝拈出此意,恐更当研究也.(«寄吕伯恭»)③

此书提及«论孟精义»,其年代当在壬辰(１１７２)④.其中提到朱子的数句,是指朱子没有接受张栻关于

仁义中正的意见,“终执旧说”.张栻批评朱子的«太极解义»对周敦颐的原书“句句而论,字字而解,
故未免返流于牵强”,有失濂溪浑全本意.

其«答吴晦叔»云:

　　伯恭昨日得书,犹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要之须是辨析分明,方真见所谓一源者.不

然,其所谓一源,只是臆度想象耳.但某意却疑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盖是四者皆有动静之可

言,而静者常为之主,必欲于其中指二者为静,终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意,周子于主静字下注

云“无欲故静”,可见矣.如云“仁所以生”,殊觉未安.生生之体即仁也,而曰仁所以生,如何?
周子此图固是毫分缕析,首尾洞贯,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义中正,自各有义,初非混然无别

也.更幸见教.(«答吴晦叔又»)⑤

此书疑在辛卯(１１７１)⑥,吕祖谦写信给张栻,表示他对朱子«太极解义»体用先后说的不同意见.张栻

则声明,他对朱子«太极解义»的体用先后论没有意见,而对其中的仁义中正分动静之说有所不满.
这是张栻对朱子解义的主要批评意见.

三、朱子«太极解义»成书过程中与其他学者的交流

在张吕之外,朱子与其他学者也就«太极解义»作了广泛的交流,其中答杨子直书在思想上特别

重要,杨子直是朱子的学生.书中说道:

　　承喻“太极”之说,足见用力之勤,深所叹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论其一二大者,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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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则托季通言之.
盖天地之间,只有动静两端,循环不已,更无余事,此之谓易.而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

之理焉,是则所谓太极者也.圣人既指其实而名之,周子又为之图以象之,其所以发明表著,可

谓无余蕴矣.原“极”之所以得名,盖取枢极之义.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

也.周子因之而又谓之“无极”者,所以著夫无声无臭之妙也.然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
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又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

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万物,而无极之妙盖未始不在是焉.此

一图之纲领,«大易»之遗意,与老子所谓“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以造化为真有始终者正南北

矣.来喻乃欲一之,所以于此图之说多所乖碍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其言

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此则庶几近之.来喻疑于“体

用”之云,甚当.但所以疑之之说,则与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盖谓太极含动静则可

(以本体而言也),谓太极有动静则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

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其它则季通论之已极精详,且当就此虚心求之,久当自明,不可

别生疑虑,徒自缴绕也.(«答杨子直方一»辛卯)①

这是这一时期朱子论«太极图说»思想最重要的一封信.据其中所说:“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
其言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此则庶几近之.”则朱子初稿

中应有“太极为体,动静为用”的类似说法,后来改为“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这一

著名的表述.这一重要改动至少在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定本时已经出现.
朱子的学生廖德明来书请问:

　　德明伏读先生«太极图解义»第二章曰:“动而生阳,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始也.
静而生阴,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谓无极之真,诚也,动而生阳,静而生

阴,动静不息,而万物继此以出与因此而成者,皆诚之著,固无有不善者,亦无非性也,似不可分

阴阳而为辞.如以资始为系于阳,以正性命为系于阴,则若有独阳而生、独阴而成者矣.详究先

生之意,必谓阳根于阴、阴根于阳,阴阳元不相离,如此,则非得于言表者,不能喻此也.②

朱子回答说:

　　继善、成性分属阴阳,乃«通书»首章之意,但熟读之,自可见矣.盖天地变化,不为无阴,然

物之未形,则属乎阳;物正其性,不为无阳,然形器已定,则属乎阴.尝读张忠定公语云:“公事未

著字以前属阳,著字以后属阴.”似亦窥见此意.(«答廖子晦一»甲午)③

朱子所说的阴阳观,他在后来也保持不变.朱子«太极解义»附辩中说到几种对其解义的意见,其中

有所谓“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这应当就是指廖德明的意见及类似廖德明的意见.
再来看朱子答程允夫有关«太极解义»的问目,只是这一答问应已在乾道癸巳(１１７３)朱子«太极

解义»定稿之后了.
«文集答程允夫»载(顶格段为程允夫问,其后退二格开始的段落为朱子答):
«太极解义»以太极之动为诚之通,丽乎阳,而继之者善属焉;静为诚之复,丽乎阴,而成之者性属

焉.其说本乎«通书».而或者犹疑周子之言本无分隶之意,阳善阴恶又以类分.又曰:“中也,
仁也,感也,所谓阳也,极之用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阴也,极之体所以立也.”或者疑

如此分配,恐学者因之或渐至于支离穿凿.不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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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义,但虚心味之,久当自见.若以先入为主,则辩说纷拏,无时可通矣.
“仁义中正”,洵窃谓仁义指实德而言,中正指体段而言.然常疑性之德有四端,而圣贤多独举仁

义,不及礼智,何也?
中正即是礼智.

«解义»曰:“程氏之言性与天道,多出此图,然卒未尝明以此图示人者,疑当时未有能受之者也.”
是则然矣.然今乃遽为之说以传之,是岂先生之意耶?

当时此书未行,故可隐,今日流布已广,若不说破,却令学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为之

说尔.
濂溪作«太极图»,发明道化之原;横渠作«西铭»,揭示进为之方.然二先生之学,不知所造为

孰深?
此未易窥测,然亦非学者所当轻议也.

程子曰:“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无妄是圣人之诚,不欺是学者之诚,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为人之等差而发也.

«近思录»载横渠论气二章,其说与«太极图»动静阴阳之说相出入.然横渠立论不一而足,似不

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
横渠论气与«西铭»«太极»各是发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废彼,其优劣亦不当轻议也.(«答程

允夫»乙未后)①

以上,问目第一段引用了«太极图解»的文句,也就太极之动属阳、太极之静属阴的说法有所质疑,并
对中仁属阳、正义属阴的解释也有所怀疑.朱子让其虚心体味,不必辩说.

四、朱子«太极解义»庚寅初稿与通行本的异同

«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六载«与朱侍讲答问»,中有«太极图义质疑»,如前所说,当作于乾道六年

(１１７０)四五月间.其中所载录的朱子«太极解义»的文字,应为朱子的初稿,下附吕祖谦的疑问和讨

论②.虽然其中录载的朱子解义,乃是吕氏摘引朱子原文,并不是解义的全文,但仍有其价值.
朱子«答林择之»书“伯恭亦得书,讲论颇详,然尤鹘突”,所指应即吕氏«太极图义质疑».«太极

图义质疑»第一行是引朱子解义之文,下退进两格开始的是吕氏的质疑.全文见下(字号加粗标明者

是本文作者描黑,为朱子«太极解义»定本中已删去不见的字句),而我的评论则以“按”字出之,读者

幸留意焉.
无声无臭,而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系焉.

太极即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恐多“系焉”两字.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可见朱子定本吸

收了吕氏的意见,去掉了“系焉”二字.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动而生阳,诚之通也,继之者

善,万物之所资始也;静而生阴,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
以动而生阳为继之者善,静而生阴为成之者性,恐有分截之病.«通书»止云“一阴一阳之谓

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却自浑全.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

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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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把原作“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改为“其动也”“其静也”更为简练.
太极,道也.阴阳,器也.

此固非世儒精粗之论,然似有形容太过之病.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定本增加“形而上”和“形而

下”的定语,对道器的分别在哲学上界定的更为清晰,符合朱子的哲学思想.朱子解义«附辩»中说:
“阴阳太极,不可谓有二理必矣.然太极无象,而阴阳有气,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 此其所以为

道器之别也.故程子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

推之,则庶乎其不偏矣.”这可以看作对这里改动理由的说明.
太极立,则阳动阴静两仪分.

太极无未立之时,立字一语恐未莹.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不再用“立”字,这是吸收了吕氏的意见.

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各具一太极.而气质自为

阴阳刚柔,又自为五行矣.
“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则各具一太极”,亦似未安.深详立言之

意,似谓物物无不完具浑全.窃意观物者当于完具之中识统宗会元之意.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

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可见朱子初稿中“则各具一太极”
以下三句在后来定本中作了修改,虽然并不是依据吕氏的意见来修改的.

有无极二五,则妙合而凝.
二五之所以为二五,即无极也.若“有无极二五”,则似各为一物.阴阳,五行之精,固可以

云“妙合而凝”,至于“无极之精”,本未尝离,非可以“合”言也.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此无极、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间者也,所谓‘妙合’者也”.“妙合而凝”是周子

原话,而在吕氏提出意见后,朱子解义不再用“妙合”,而用“混融无间”,亦不再用“有无极二五”的
说法.

妙合云者,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经纬乎其中.
阴阳五行非离性而有也.有“为之主”者,又有经纬错综乎其中者,语意恐未安.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盖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朱子定

本去掉“妙合”云者,经纬后加“错综”二字,应是接受了吕氏的意见.
男女虽分,然实一太极而已.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道一而已,随时著见,故有三才之

别,其实一太极也.
此一段前后皆粹,中间一段似未安.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

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此段

前后改动较大,而其所以修改之意,并非吕氏意见,应考虑到他人的意见,以及朱子自己的调整.初

稿中“道一而已,随时著见,故有三才之别”数语见于定本«太极图说»最后一段的解义,应该是后来从

此段中移去的.
生生之体则仁也.

体字似未尽.
按:“生生之体则仁也”,此句在定本中已删去,应是吸收了吕氏的意见.

静者,性之贞也.万物之所以各正性命,而天下之大本所以立也,中与仁之谓也.盖中则无不

正,而仁则无不义也.
“中则无不正,而仁则无不义”,此语甚善.但专指中与仁为静,却似未安.窃详本文云“圣

７３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



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是静者用之源,而中正仁义之主也.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

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 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

地日月、四时鬼神,有所不能违也”.定本中“静者,性之贞也”已改为“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而

原本“静者,性之贞也”以下几句改动甚大,盖吕氏于中正仁义之理,提出异议较多且执,此即张栻所

说“伯恭犹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这应当是朱子后来对这一部分改动较大较多的原因之一.
五行顺施,地道之所以立也.中正仁义,人道之所以立也.

“五行顺施”,恐不可专以地道言之.“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亦似不必加“中正”字.立人之

道,统而言之,仁义而已,自圣人所以立极者言之,则曰“中正仁义”焉,文意自不相袭.
按:通行本«太极解义»作“阴阳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刚柔成质,地道之所以立也;仁义成德,人道之

所以立也”.原稿以中正仁义为人道,吕氏提出不必加中正,只提仁义即可,朱子吸收了这个意见,定
本中只说“仁义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

①者,阳之动也,○之用所以行也. ②者,阴之静也,○体之所以立也. 者,之根也;者,之根

也.无极二五,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之语,恐不当用于此.

按:朱子«太极图解»初稿中有“无极二五,理一分殊”之说,吕氏不赞成用于对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解

释,朱子后来的定本删去了这八个字.
非中,则正无所取;非仁,则义无以行.

未详.
按:此数语在定本中已删去.

阳也,刚也,仁也,也,物之始也.阴也,柔也,义也,也,物之终也.
后章云“太极之妙,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动静相涵,仁义不偏,未有截然不相入而各为一物

者也”.此语甚善,似不必以阴阳、刚柔、仁义相配.
按:吕氏这里所说的后章云云,不见于定本,吕氏认为这几句把阴阳、刚柔、仁义相配,是不必要

的.朱子删去这几句,可能吸收了这个意见.
最后两段是论«太极图解»,不是«太极图说解»,其中有图形符号,○为太极的图形.由以上对比

可见,朱子虚心吸收了吕祖谦不少意见,对原稿进行了修改,这些意见有些属于修辞性的,有些属于

义理性的.吕祖谦的意见和朱子对相关意见的采纳,促进了朱子解义从义理到表述的完善.

五、朱子«太极解义»癸巳定稿与通行本的异同

最后来看,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中的«太极解义»与后来流传的«太
极解义»通行本的差异.淳熙本«太极解义»应是朱子淳熙末正式刊布的«太极解义»本,亦即是乾道

九年(１１７３)定本③.如果说通行本与淳熙本有所差异的话,那只能得出结论,淳熙本刊布后,自绍熙

以后直至朱子去世,在这个期间朱子还曾对«太极解义»有所修改,尽管修改的幅度并不大.
根据淳熙本的«太极解义»,其«太极图说解»与通行本的不同处是:

１．通行本«太极解义»云:

　　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

８３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阳动图形,周敦颐太极图之第二圈左半部分.
阴静图形,周敦颐太极图之第二圈右半部分.
见朱熹«题太极西铭解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作于淳熙戊申(１１８８)二月(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

子全书»第２４册,第３８８０页).



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
淳熙本«太极解义»没有“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三
句.而“盖五行之变”作“盖其变”.通行本增加的这几句,还是重要的补充.

２．通行本«太极解义»云:

　　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

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盖五行异质,四时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
动静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

淳熙本«太极解义»此段之首没有“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

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数句.而此段之首作“此据五行而

推之,明无极二五混融无间之妙,所以生成万物之功也”,此为通行本所无.通行本段首增加的数句

使义理的表述更加完整.

３．通行本«太极解义»云:

　　盖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
淳熙本«太极解义»在“经纬错综”下有“乎其中”三字.这也是«太极解义»初稿中所原有的,见吕祖谦

质疑所引.

４．通行本«太极解义»云:

　　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
淳熙本«太极解义»“真”字作“贞”.

５．通行本«太极解义»云:

　　此天地之间,纲纪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圣人作易,其大意盖不出此,故引之以证

其说.
淳熙本«太极解义»没有此数句.通行本增加的这一段使得语意更足.

此外,淳熙本的«太极图解»亦与通行本有小差异,如淳熙本无“于是乎在矣”,而通行本“五气布”
下淳熙本多“而”字,等.

这证明,朱子在淳熙末年正式公布其«太极解义»,此后十年,至其病故,仍对«太极解义»作了一

些修改,虽无关大义.今传通行本是其最后的修订本.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增加了三段文字,删去了

一段文字.增加的部分使得义理的表述更加完善.
由此可知,朱子«太极解义»有三个本子,第一个本子是乾道庚寅(１１７０)朱子完成的初本,见于吕

祖谦«太极图义质疑»,虽非全本,亦可窥见大概.第二个本子是乾道九年(１１７３)定本,淳熙末刊布,
即淳熙本«晦庵先生文集»所载«太极解义».第三个本子是今传通行本如«朱子全书»所载的«太极解

义»,是朱子晚年最后改定本.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本子的定稿,此本的定稿,曾广泛吸收了张栻、
吕祖谦的意见;其中根本性的理论贡献来自朱子,但它既是朱子本人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一定程

度上也代表了乾道后期道学的理论共识.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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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

———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丁 为 祥

摘　要:在中国哲学中,宇宙论与本体论代表着人们对生存世界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一般说来,宇

宙论是以实然存在及其时空形式的角度指谓生存世界;本体论则以超越时空、超越聚散存亡的角度来概

括这个生存世界.至于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则指宇宙论与本体论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所谓宇宙本

体论是指沿宇宙论进路所形成的本体,但却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由已知推及未知的弊端;而所谓本体宇宙

论,则是通过先确立本体,从而形成在本体之观照、统摄下的宇宙论.在从汉唐到宋明的思想演变中,有无

本体论视角构成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朱子关于理气关系的规定,则既上承孔子对仁礼关系的思考,
从而使其哲学成为一种标准的本体宇宙论;同时,他又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本体宇宙论的定性与诠

释,从而又使其哲学带上了宇宙本体论的特色,朱子由此成为汉宋学术之集大成者.但朱子本体宇宙论与

宇宙本体论的矛盾,又为人们提出了一个本体论究竟应当如何确立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宇宙本体论;本体宇宙论;朱子;«太极图说»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０４

在中国思想史中,宇宙论与本体论代表着人们对于生存世界及其基础之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
本来,所谓生存世界或世界观本身就代表着人们对于现实人生与世界的一种穷究根源性认识;而宇

宙论与本体论则又代表着人们对于生存世界及其根源或依据之两种不同的究极性认识.从中国思

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不同认识实际上又主要是通过汉宋不同学术进路的演变实现的,因而在从

汉到宋之间,佛教的传入及其影响就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就宇宙论与本体论而言,说到底

不过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视角而已;而这两种不同视角实际上早就存在于标志儒道两家产生

的孔子与老子的思想中,只是来自佛教的刺激与唤醒,才促成了国人本体论思考的自觉.从这个角

度看,也可以说正是儒佛的融合才促进了国人本体论思考的深入,因而,对于本质上作为“三教”融合

之产物的宋明理学来说,佛教其实就已经不再是所谓夷狄之教或异端之学了;所谓的儒佛分歧,实际

上也只存在于其不同的价值观或不同的价值追求之间;至于佛教的形上视角及其超越性的中道智

慧,则早就成为“三教”所共享的遗产了.所以,从文化交流、融合与提升的角度看,如果一味执著于

辟佛排老或坚持所谓“纯儒”立场,就只能使理学的本体论思维退化到汉唐时代宇宙生化论的地步

去,从而真正成为所谓为佛老送家当之举.
让我们先从宇宙论说起.

一、宇宙生化论

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明,因而“生”或“生生”也就成为中国文化最根荄的观念,也是中国最早的

　

作者简介: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１９).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明道学核心价值研究”(１５ZDB００８)的阶段性成果.



思想流派———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现象.不过,对于“生生”,儒道两家虽然共同认可,其看法却又

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从其“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

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出发,又根

据“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传系辞上»)的原则,从而提出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易传系辞上»)的生化图式,充分肯定了

“生生”的价值,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相比之下,道家则对

“生生”采取了一种反向溯源式的认知,因而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

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道德经»第五

十二章)显然,对于“生”或“生生”,儒道两家是共同认可的,但老子这里的“有”却显然是从万物当下

存在之共同相状出发的;至于“无”,则是“有”之所以“生”并决定“有”之为“有”者.面对人所置身其

中的生存世界,如果说道家也有所肯定,有所追求,那么其追求的也就是一种沿着时间维度所追溯出

来的“未生”状态或决定“生”之作为“子”、成为“有”的始源状态,是即所谓的“天下母”.这样,如果我

们以万物的现实存在———“有”作为出发点,那么儒家显然是从这个当下现实出发并通过肯定“生”的
方式以走向未来,而道家则是从当下之“有”出发以走向时间之“无”———宇宙之始源.不仅如此,在
道家“有生于无”的反向追溯中,虽然这个作为宇宙始源的“无”是通过时间之“无”表现出来的,但它

同时也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空间维度,否则,其所谓的“有”也就无从实现了.所以说,道家的“无”虽然

是沿着时间维度所追溯出来的(也只有时间的维度才能从根本上区别“有”与“无”,从而促成从“无”到
“有”的变化),但总体上却是作为宇宙万物之时空原点出现的.而对儒家来说,“太极”虽然也是作为宇

宙天道的根本出发点出现的,但太极的展开却是伴随着时空形式一并实现的.
这种沿着时间维度所展开的追溯或推演,就是一种典型的宇宙论进路.因为它不仅实现于时空

世界,而且也是随着时空的演变才得以展现其意义的.所以«墨经»云:“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
(«墨子经上»).到了尸子,就明确提出“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卷下).这说明,至
迟到战国时代,国人就已经对宇宙论进路及其视角有了基本自觉了.

但由于孔子创立儒学的方式本身就是以个体之士的方式实现的,而儒学也始终强调对礼乐精神

的实践落实,因而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个体人生为主体的宇宙论关怀.这样的宇宙论规模在孔子

思想中固然只是零星的散见,比如“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就是一种典型的宇

宙论关怀,因而到子思,也就成为一种系统的宇宙论思想了.比如«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这里,从“喜怒哀乐之未发”到
所谓“天下之达道”,实际上都是从个体的主体心理状态而言的;至于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则显然又是就一种宇宙论关怀或宇宙论规模而言的;而从“至诚”“尽性”以及从“尽人性”到“尽
物之性”再到“赞天地之化育”,也无不是从个体人生的角度展开的.所以到了孟子,就有所谓“君子

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

上»)之说.显然,这样的宇宙固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个体化或实践化的宇宙,但孟子的宇宙论却

并不仅仅限于个体的层面,比如其所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

心上»).自然,这也就是其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
子梁惠王上»)了,但却同样展现了一种客观的宇宙论规模或宇宙论关怀.

战国以降,由于儒道思想的融合,因而从荀子起,就形成了一种以客观性凸显而又以时空为主要

形式的宇宙论.比如荀子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

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在这里,从“水火”到“草木”,再从“草木”到“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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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人”,显然是一种以“时空”为主要形式之客观的宇宙演化图式;而这种从“水火”到“草木”再
到“禽兽”以至于“人”的进程,其实也就是荀子在融合儒道基础上所认知的宇宙演化进程.至于其从

人的认知角度所提出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

止矣”(«荀子儒效»),则又显然是一种以人之认知为指向并与宇宙演化论互逆互补的认识论.这种人

伦认识论与宇宙演化论的互补,也就成为中国秦汉思想的主流.
所以到汉代,在汉儒专门解经的纬书中,这种客观形态的宇宙论也就成为汉儒解经的思想文化

背景.比如«七纬»载:

　　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极,是为五运.形象未分,谓之太易;元

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之端,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质形已具,谓之太极.五气渐变,
谓之五运.(«孝经纬钩命诀»)

夫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
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

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纬乾凿度»)
在这种专门说明“天地未分之前”或“乾坤安从生”的宇宙演化图式中,无论是其“五运”说还是所谓

“四环节”说,实际上都是以客观面相展现出来的宇宙论.这无疑是儒道融合的产物,因为所谓“天地

未分之前”的说法显然属于儒家的思想谱系,而所谓“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的推理与设问则

显然又属于道家“有生于无”的谱系.这说明,儒与道的融合、“时空”与“生生”的统一,也就构成了中

国宇宙论的主流,也是中国所有思想流派得以形成进而发展演化的思想文化背景.

二、本体论及其儒佛因缘

在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宇宙论中,道家的宇宙论是以标志“时空”原点之“无”作为代表的,同
时也表现着其以“无”的智慧来应对这个生存之“有”的世界;而儒家的宇宙论则是以“太极”、“生生”
为代表,并以“赞天地之化育”作为指向,这表明儒家的宇宙论首先是一种创生性的宇宙论.不过,由
于“生生”必然要表现为“有”,因而老子的“有无相生”不仅代表着宇宙秩序中的主要关系,同时也可

以代表儒道两家宇宙论之一种相互促成的关系.但是,这种“有无相生”的儒道关系连同其宇宙论谱

系却在佛教传入后遇到了强烈的挑战;而佛教的挑战又是从两个不同层面展开的.
最首先的一个层面是,儒道两家以“有”与“无”为特征的宇宙论不得不受到佛教“缘起性空”之中

道智慧的批评,比如僧肇就在其«不真空论»中明确指出:“然则万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无.
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虽无而非无.虽无而非无,无者不绝虚;虽有而非

有,有者非真有.若有不即真,无不夷迹,然则有无异称,其致一也.«中观»云:‘物从因缘故不

有,缘起故不无.’寻理即其然矣.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岂待缘而后有哉? 譬彼真无,无
自常无,岂待缘而后无也? 若有不能自有,待缘而后有者,故知有非真有.有非真有,虽有不可谓之

有矣.不无者,夫无则湛然不动,可谓之无.万物若无,则不应起,起则非无,以明缘起故不无也.”①

显然,无论是道家的“无”还是儒家以“生生”为特征之“有”,都受到了来自佛教中观智慧的批评;而其

批评的根据则主要在于佛教的“缘起性空”,所以说“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无,故
虽无而非无”.意即支撑“有”的并不是有,而是缘起;支撑“无”的也并不是真无,而是缘灭.那么所

谓“有无”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这就是“物从因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意即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因缘

而起,那么它就不是真有———其“有”说到底不过是因“缘”而“有”而已;既然万物都是因缘而“有”,那
么在其因缘而起这一点上,它也就不是“无”.既然儒道两家的“有”和“无”都是通过缘起缘灭而获得

自身之存在规定的,那么这也就证明了佛教的“万法无自性”———所谓缘起缘灭之“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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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依据佛教的中道智慧与“缘起性空”之说对儒道两家的这一分析,不仅批评了其关于宇宙万

物的“有”“无”之说,而且这种批评实际上也和梁武帝与达摩的对话表现了同样的道理.据说达摩到

中土后,极受礼遇,梁武帝几番派人迎至都城建康.但二人的见面却又完全是一种世俗之“有”与佛

教之“空”的对话:

　　武帝问:“朕自登九五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帝曰:“何

以无功德?”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武帝问:“如何是

实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①

在这里,梁武帝无疑是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作为其成佛之主要功德的,这一点与儒学以天道之

“生生”来论证其人伦纲常的永恒性是同样道理,但在达摩看来,这都属于“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即
使有所谓“善因”,说到底也并非发自“实相”或对“实相”的领悟;而真正的成佛功德,则必须是发自佛

教的空寂之体与妙圆之智的.这样的功德,根本就不可能以所谓世俗之缘所能求得.很明显,虽然

这一不投缘的对话也就决定了达摩此后“一苇渡江”的必然性,但这种“不投缘”并不仅仅是所谓“话
不投机”的问题,而是世俗功德与佛教超越追求之间的根本不对应问题,因而这一“不投缘”的对话也

就等于揭示了中土的世俗智慧与佛教根于空寂之体与妙圆之智的一个根本性分歧.
这一分歧就是儒道两家的实然宇宙论与佛教超越追求之间的分歧,而这一分歧以后又表现为唐

代华严五祖宗密对儒道两家气化宇宙论思想的深入批判.这就进入儒佛分歧的深层了,也是佛教对

于儒道两家实然宇宙论批评的第二个层面.宗密早年曾经习儒,所以当其以佛教的超越追求精神来

批评儒道两家的气化宇宙论时,不仅表现出对儒道两家实然宇宙论的深入解析,也表现出其对孔、老
二教原本超越于汉唐儒学之一种深入理解以及对其“原人”精神的殷切期待.宗密指出:

　　今习儒道者,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远则混沌一气,剖为阴阳之二,二生

天地人三,三生万物,万物与人,皆气为本策勤万行,明因果始终,推究万法,彰生起本末,虽

皆圣意而有实有权.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

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②

儒道二教,说人畜等类,皆是虚无大道生成养育.谓道法自然,生于元气,元气生天地,天地

生万物所言万物皆从虚无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贤愚之本,吉凶祸福之基,基本既其常

存,则祸乱凶愚不可除也,福庆贤善不可益也,何用老庄之教耶? 且天地之气,本无知也,人

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 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 然则«诗»刺乱政,«书»赞王

道,«礼»称安上,«乐»号移风,岂是奉上天之意,顺造化之心乎? 是知专此教者,未能原人.③

所谓“今习儒道者,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远则混沌一气万物与人,皆气为

本”,显然是指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宇宙演化论而言的,但所谓“二教唯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
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则显然又是指

谓儒道两家的宇宙演化论及其论证效力而言的,所以说是“二教唯权,佛兼权实”.意即儒道二教的

宇宙论仅仅停留于生化流行的层面,并不是真正的“决了”之教.实际上,这也就是僧肇“虽有而非

有”、达摩所谓“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之同样性质的批评.因为在宗密看来,儒道两家所共

同认可的“人畜等类,皆是虚无大道生成养育”———“谓道法自然,生于元气,元气生天地,天地生万

物”这种实然生化论既不能解释人与草木的根本区别,也不能说明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对道

家而言,“所言万物皆从虚无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贤愚之本,吉凶祸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则
祸乱凶愚不可除也,福庆贤善不可益也,何用老庄之教耶?”而对儒家来说,“天地之气,本无知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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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 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显然,儒道两家所共同认可的宇宙生化

论既不能说明“人禀无知之气,安得歘起而有知乎”,也不能说明“草木亦皆禀气,何不知乎”的问题.
而曾经研习儒家经典的宗密所提出的反问———“«诗»刺乱政,«书»赞王道,«礼»称安上,«乐»号移风,
岂是奉上天之意,顺造化之心乎?”无疑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思考.显然,在宗密看来,先秦儒家的这些

主张实际上存在着更为深刻的依据与根源,只是这种气化宇宙论不足以说明而已.
这样一来,宗密也就等于从佛教之“原人”的角度向儒学提出了“«诗»刺乱政,«书»赞王道,«礼»

称安上,«乐»号移风”之超越的依据问题.这也等于是从佛教的角度对儒家超越的本体意识的呼唤.
到了这一步,我们有必要对儒道两家的宇宙生化论与在佛教之批评与敲打下所崛起的儒家本体

意识进行一个基本的鉴别.一般说来,所谓宇宙论必须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必须通过时空的形

式来表现其“弥异时”与“弥异所”的特征;其二则是必须通过生化流变的方式来展现其基本内容,这
也就是佛教所谓缘起缘灭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必须通过我们所说的实然宇宙或生化世界来表现

其“生生”之遍在性特点.佛教主张“缘起性空”———即缘起缘灭而当下领悟“万法无自性”的本质,所
以佛教并不认为在缘起缘灭的后面还存在着一个所谓“空”的本体.但对于儒家传统的“«诗»刺乱

政,«书»赞王道,«礼»称安上,«乐»号移风”而言,则历代儒者都一致认为这就是“奉上天之意,顺造化

之心”,也就是«中庸»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因而所谓“«诗»刺乱政,«书»赞王道,«礼»称安上,«乐»
号移风”,实际上也就等于明确地肯定在这些举措和现象的后面存在着一种天道本体的依据或支撑.
但由于汉唐时代的气化宇宙论只停留在生化流变的层面,并试图通过所谓生化流变之源远流长来证

明其永远有效,实际上却根本不足以揭示宇宙天道的绝对性与永恒性,因而也就必须在生化流变的

背后发掘出一个超越而又永恒的本体之天来.这一点就是隋唐五代的儒佛因缘以及理学崛起的思

想文化背景.但由于佛教并不承认在缘起缘灭的后面还存在着一个“空”的本体,因而所谓“释氏本

空”①的说法实际上只是在儒家本体意识形成后对佛教思想的一个反推或反观,意即其缘起缘灭之说

其实是以“空”为本体的.
除了儒佛因缘的刺激外,所谓思考进路或思考方式也可以对本体论与宇宙论之别作出说明.当

老子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其“无”自然代表着“有”之所以形成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有

了“无”却未必就能够有“有”);以此类推,则«易传»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

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荀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

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里的前后项之间,从«易
传»的“有”与“然后有”到荀子的“有”与“无”,其实都是一种必要条件的关系;正因为是必要条件,因
而反过来看,有前项却未必就能够有后项,而有后项却必然会有前项.因而,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进

路还是思考方式,其结果都不具有必然性,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佛教对于汉唐气化宇宙论的

批评,从思考进路或思维方式上看,主要也就在于揭示儒道所谓的“生”与“有”并不具有必然性一

点上.
但如果以此反推,那么凡是能够揭示事物存在之无条件的必然性时,则这样的思考也就可以称

之为本体论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方式其实早就存在于中国的先秦诸子中.比如孔子对于“礼乐”以及

“仁”与“礼”关系的如下叩问: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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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条既涉及“仁”与“礼”的关系,也涉及“仁”的实现与落实问题,但却完全是从无条件之必然性

的角度展开的,亦即所谓充分必要条件的角度展开的.其第一条可以说是对“礼乐”所以为礼乐之超

越的追问,即决定礼乐之所以为礼乐的根本依据究竟是什么,至于对“人而不仁”之“如礼何”“如乐

何”式的叩问,则又明确地将“仁”直接规定为礼之为礼的本体依据了.至此,“仁”作为“礼”之内在而

又超越的依据以及决定礼之为礼的本体依据也就确立了.至于“行仁”“践仁”的问题,则现实的人生

主体无疑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权,所以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正因为本体论思维的这一特点,所以两宋理学家的“造道”追求虽然也承认其曾经有过一个“出

入佛老”的过程,但理学的本体意识以及其超越追求精神却并不是从佛教而来,而仍然是通过“返于

六经”———通过对“六经”及«论语»«孟子»之重新解读与重新诠释所发掘出来的.从思考进路与思维

方式来看,两宋理学家的这一自我定位显然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来自佛教的挑战与批评,也应当是

其“返于六经”之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与基础.因为如果说孔子的“仁”、“礼”关系就已经明确规定了

“仁”对于“礼”之超越的本体依据与主体之根源性的地位,那么«墨经»对于“体”之“分于兼也”(«墨
经»上)的定义也就明确地规定了“体”之普遍性与遍在性的特点;而普遍与超越两个维度,其实正是

所谓本体论思维之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

三、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

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宇宙本体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哲学概念;至于所谓本体宇宙论的

说法则主要出自港台的牟宗三①.当我们对“宇宙论”与“本体论”两个概念作出基本区别之后,那么

所谓“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这两个概念也就有了重新辨析的需要了.
所谓宇宙本体论究竟何指? 一般说来,宇宙本体论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沿着宇宙论进路

所形成的本体,所以称之为宇宙本体论.但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沿着宇宙论进路所形成的实

际只是宇宙之始源,无论这个始源是指其时空形式及其原点还是指创生实体之原点,也都只能作为

实然存在之始源而存在.因为所谓宇宙论进路不仅没有摆脱时空形式的限制,而且也始终是沿着时

空的维度才得以形成的;同时,所谓宇宙论也始终没有摆脱创生实体之创生表现———所谓实然的生

化之流及其时空形式的限制,因而也就只能作为“万物之母”的宇宙之始源.虽然我们可以称这个始

源为宇宙本体,但实际上这个“本体”只是万物生化流变的源头,它也根本无法与天地万物所共在,即
使如“萤雀之化”②,也在拥有前者的同时就无法拥有后者;而在变为后者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前者的基本

特征.所以说,仅仅从本体之遍在性特征来看,沿着宇宙论的进路就始终无法形成超越的本体意识.
宇宙本体论的另一含义是指其所言说的本体就是宇宙论规模———所谓整个宇宙万物的始基性

本体.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推敲的说法.因为从严格的认识论角度来看,人类永远不可能穷

究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所谓认知的无止境性就指此而言.从这个角度看,在没有对宇宙万物形

成穷根究底性认识之前,可能不可能形成关于宇宙万物之本体的认识呢?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那

么,所谓宇宙本体论究竟何指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自«易传»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来,从两

汉到明清,人们实际上是以太极元气作为宇宙万物之形成基础的,这就是其所谓“本体”的涵义;但张

载所谓的“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③以及其具体说明的“一物两体,气也”④,也就明确地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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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太极不过是阴阳未判之元气而已,而所谓的“判”又不过是一种时空形式中的分化流变活动.气

之所以被认为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主要是因为通过气之凝聚消散可以解释许多事物的成毁,这正是

万物的形成基础之意.作为结论,它实际上是通过可见事物推及不可见事物、通过有限事物以推及

无限存在而已.
那么,这种将事物之形成基础视为本体的说法究竟能不能成立呢? 对于这一问题,作为两宋理

学集大成的朱子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从宇宙论来看,那么朱子哲学显然是最具有宇宙论规模的,
而其理气关系本身也是从宇宙论角度展开的.但在朱子看来,构成万物存在基础的气并不是宇宙本

体,比如朱子就明确指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

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

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①“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
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

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处,须认得分明,又兼始终,方是不错.”②如果说本体必须从

宇宙论的角度来规定,那么朱子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理学家.但在朱子看来,“理也者,形而上之

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这就明确地以天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

体;至于气,虽然朱子也承认是“生物之具”———所谓宇宙万物的形成基础,但朱子却明确断言:“其性

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很明显,虽然朱子也承认“人物之生,必禀

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但其“道器之间”的“分际”却是明确地指谓理气关系而言的,也
就是说,只有天理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而气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生物之具”而已.而在下面一段,朱
子又明确地划分了两种不同的视角,这就是“在理上看”与“在物上看”;至于宇宙本体,则只能是“在
理上看”的产物,却绝不可能是“在物上看”的结果,因为后者只能得到“生物之具”,作为学也只是一

种器识之学.
但朱子这种确立宇宙本体的方式却仍然不能免除上述质疑,原因很简单:作为认识,它并不是对

宇宙万物所以存在之穷根究底性认识;而作为一种推理,它又无法排除从可见推及不可见、从有限推

及无限的嫌疑.同时,从严格的认识论出发,这种未能穷究所有事物的理气关系断言,也无法排除

“独断”的指责与批评.
既然宇宙本体论的说法难以成立,那么所谓本体宇宙论又如何呢? 所谓本体宇宙论,从形成思

路而言,则是指首先确立本体,并在本体之观照、统摄下所形成的宇宙论.比如孔子所谓的“一日克

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以及历代

儒者所共同认可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也都具有“天地万物一体”这样一种宇宙论规模,但其发端,
却不过是一点本体之仁而已.子思甚至还将这种本体之仁规定为人的一种喜怒哀乐之未发的心理

状态,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无疑是一种以“仁”为本的本体宇宙论.
如果这种本体宇宙论能够成立,那么其困难可能根本就不在于宇宙论,而主要在于本体之如何

确立上.在这一点上,孔子“仁”的形成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春秋时代,孔子所面对的首先

是大量的“礼崩乐坏”现象,面对这一格局,孔子并不是直接就礼之价值与意义进行维护,反而是从超

越维度对“礼”发出了穷根究底的追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正是这种

超越的追问,使孔子发现,所谓“礼崩乐坏”,与其说是一个不守礼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主体究

竟仁与不仁的问题,所以就有了“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的仁礼关系.而“礼”与“仁”
的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个观念发生史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本体观念之如何确立的问题.

６４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②

朱熹:«答黄道夫»,«朱熹集»卷五十八,第２９４７页.
朱熹:«答刘叔文»,«朱熹集»卷四十六,第２２４３页.



如果从观念形成之时间先后来看,那么孔子的“仁”无疑源于“礼”,也是从对“礼”之超越的叩问

中提出的;但是,如果从其价值关系的角度看,则“仁”恰恰成为“礼”之价值与意义的赋予者与实践之

精神支撑者.所以,在“仁”与“礼”的关系中,从“礼”到“仁”就可以说是一种宇宙论的观念之实然发

生的关系;而从“仁”到“礼”,则可以说是本体论的价值赋予与实践支撑的关系.
孔子“仁”与“礼”的关系也同样表现在朱子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中.朱子既强调理气不可分割,

同时又强调必须突出理先气后.所谓理与气不可分割,即指理始终存在于气化流行之中,这当然是

一种宇宙论的说法,亦即其所谓的“在物上看”;而所谓理先气后,则是指“在理上看”,也是指理超越

于气并且也始终是作为气之价值赋予者的关系.比如:

　　问:“先有理,抑先有气?”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
岂无先后!”①

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究其所从来,则须

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②

朱子这里之所以既要强调理与气不可分割,同时又要突出理先气后,其实正是孔子“仁”与“礼”双重

关系的具体体现;而所谓理与气之不可分割与理先气后,从视角之形成来看,实际上也就源于“在理

上看”与“在物上看”;从其理论的指向与性质来看,也就是本体论与宇宙论之不同进路与不同规模.
从朱子始终强调天理本体的第一性存在来看,那么其哲学之本体宇宙论的性质也就是确定无疑的.
因为这就像孔子强调只能通过“仁”来理解“礼”,但却不能通过“礼”来规定“仁”一样.

这当然只是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推理.如果从实践落实的角度看,则这种本体宇宙论又始终不能

脱离主体,尤其不能脱离能够决定“为与不为”③的个体主体.因为从孔子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到孟子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
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从张载的“君子所性,与天地同流异行而已”④,再到王阳明的“君子之酬酢

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⑤,说到底,所谓人生世

界无非就是以“仁”这一道德本体作为精神支撑与精神动力的.
从这两种不同思路与不同的追问方式及其具体形成来看,则只有本体宇宙论才是比较符合儒家

哲学之基本精神及其特征的;至于所谓宇宙本体论,则不仅要借助气化生生的常识作为文化背景,而
且也难免存在着因地说果之未可实证的嫌疑.

四、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关于朱子哲学之本体宇宙论的性质,更典型的还表现在其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诠释中.朱子正

是通过对«太极图说»的定性与诠释,既表现了其哲学之本体宇宙论的性质,同时也为其哲学加进了一种

宇宙本体论的论证与规模.这一点,也是朱子哲学能够成为集汉宋儒学之大成的根本原因.
从«太极图说»来看,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也是北宋理学之殿军———二程(程颢、程颐)的老

师,所以历来被视为道学开山.周敦颐在当时官位不高、著作不多(只有«太极图说»与«通书»两篇),
其讲学的影响也不大,所以人们往往认为朱子对周敦颐的推崇主要就是因为其是二程的老师,而朱

子也是出于对二程的推尊才不得不推崇周敦颐为道学开山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另一面

在于,周敦颐之所以受到朱子的极力推尊,主要还是因为周敦颐的著作更适宜朱子作扩充性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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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子之推崇周敦颐、诠释周敦颐著作的结果,同时也为朱子哲学加上了一种宇宙本体论的色彩.
而这一点,又主要是通过朱子对其«太极图说»的诠释实现的.

«太极图说»是周敦颐对当时所流行的«太极图»的一种理论诠解,其全文不足二百五十个字.如

此一篇短文能够成为两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性文献,也确实与朱子之诠释与推崇分不开.«太极图说»
的主要内容如下: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

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①

仅从上述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一篇关于从宇宙到人生的生成演化论,所谓“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

生阴”,显然是指阴阳二气的生成过程;而所谓“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

焉”又是指“五行”与“四时”的生成.至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及所谓“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则又是指人的生成;而“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显然又是指万事万物生成的一般原则.最后,所
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则既是指人生中“形生”“神发”与“五性”
“善恶”的萌发过程,当然同时也就成为人生世界的展开了.

对于这种宇宙生化论,无论怎么看,起码应当承认它首先是在汉儒融合儒道基础上的产物,当然

也是对汉儒宇宙生化论的直接继承.如果说其还存在着对汉儒思想之一定程度的发展,那也就主要

表现在其对人生之“形生”“神发”以及“五性”“善恶”之形成过程的分析与描述上,并且明确强化了

«易传»“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之德性规定,这显然是以君子人格为修养指向的.如果从思想谱

系的角度看,它也显然表现出一种在汉儒之儒道融合基础上从汉儒走向宋儒的特色.对于这种宇宙

论,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其儒道融合之“有”“无”浑一的性质———其“无极而太极”的展开过程与“太极,
本无极”一说的归根与还原就是其具体表现;其次,我们还必须承认其汉宋之学兼具或者说从汉儒走

向宋儒的性质.因为汉代纬书中无论是其“四环节说”还是所谓“五运说”,都仅仅是指自然宇宙———
所谓天地万物的生化形成过程,并不蕴含道德的规定与要求,而这里对“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的
强调则显然已经强化了对德性的规定与要求.所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不仅是«易传»与老子思想

融合的产物,而且也是汉宋儒学融合并从汉儒走向宋儒的具体表现.
那么,对于这种从宇宙发育、万物形成到人生德性萌发的生化论,朱子将如何理解、如何诠释呢?

首先,朱子这里必须改铸或截断老子“有生于无”的思路,从而使“无极而太极”中的“无极”一语完全

成为“太极”之无方所、无形状的形容词,这就彻底改变了«太极图说»之儒道融合的色彩.所以朱子

认为,“无极而太极”一语是“虽有二名,初无两体.周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
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贯通全体,无
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②.并解释说,“周子恐人于太极之外更寻太极,故以无极言

之”,“无极者无形,太极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无极”③.这样一来,«太极图说»中的

“无极而太极”一句也就完全成为太极之无方所,无形状———所谓形上本体涵义的形容语了.但是,
如果我们对应于«太极图说»中的“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这种归根与还原

８４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周敦颐:«太极图说»,«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 ７页.
朱熹:«答陆子静»,«朱熹集»第三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５７１ １５７２页.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第２３６６页.



的过程,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朱子诠释的不对应性.因为对«太极图说»而言,其所谓“太极,本无

极也”一语是有其实质性的内容与指谓的,而朱子的诠释则仅仅是指其“无方所,无形状”之存在相状

而言,这就使周敦颐的“太极,本无极也”一说之归本与还原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也可以说,朱子的

这一诠释也就彻底斩断了汉儒宇宙生化论与老子“有生于无”之间的思想脐带,从而使其宇宙生化论

完全建立在儒家“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基础上了.
朱子的这一诠释,当然是标准的理学诠释,从而使«太极图说»真正成为一种本体宇宙论了;而由

此所展开的从阴阳、五行、四时一直到人之“形生”、“神发”以及“五性”与“善恶”的萌发过程,也就全

然建立在太极这一天理本体的基础上了.
朱子对«太极图说»之本体宇宙论式的诠释,固然可以展现周敦颐作为道学开山的理论规模,但

同时也为其以理气关系为核心的本体宇宙论体系带来了理论上的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比如按

照朱子对太极(天理)之形上本体地位的规定,无论是太极还是天理,其作为形上本体之基本属性必

然是超越动静的,即如他所明确规定的“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

聚处,理便在其中”①.这说明,其太极(天理)应当是纯粹的形上本体,但作为本体宇宙论,其太极又

将如何跨越从形上本体之“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到作为宇宙始源之创生天地万物的过渡呢? 在

这里,朱子却不得不求助于阴阳之气.比如他解释说:

　　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

相似.②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

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③

朱子的这一说明,其本意固然是为了强调太极对于阴阳、理对于气的内在性及其启动发用属性,
但是,当天理(包括太极)因为“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而成为纯粹的形上本体时,其自身也就无法

完成从“静”到“动”的跨越,从而不得不求助于气了.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其后继者———明代肩负

理学道统之传的曹端“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化之原”④的质疑与

批评,从而开启了由理学向气学演变的先河;另一方面,在现代理学研究中,朱子既然规定“太极只是

个极好至善底道理”⑤,却始终无法说明所谓“太极动而生阳”的问题,所以刘述先追问说:“朱子解‘无
极而太极’一句没有问题,解‘太极动而生阳’一句就不能没有问题.对朱子来说,太极是理,怎么可

以动,殊不可晓,所以他一定要曲为之解,而终难自圆其说.”⑥

实际上,朱子理气关系所遭遇的这种质疑并不是本体宇宙论自身的问题,而是其理气关系所存

在的问题,是他早年受佛教(禅宗)形上境界的影响,所以为了突出天理的形上本体性质,他就一定要

将天理推到纯而又纯之“净洁空阔”的地步去.因此,尽管他也从理一分殊的角度认为“人人有一太

极,物物有一太极”⑦,但只要他从所以然之客观物理的角度讲天理,不能突出太极对阴阳、理对于气

之内在超越及其主宰与定向作用,那么所谓“太极动而生阳”的问题也就永远无法解决.这就提出了

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即所谓本体宇宙论究竟应当如何立足才能将自然与人生真正统一起来.

[责任编辑　李　梅]

９４宇宙本体论与本体宇宙论———兼论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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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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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独化说新解

———兼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观点比较

韩 林 合

摘　要:“独化”说是郭象哲学体系的基础.通过借鉴维特根斯坦的对象理论及其区分原因和理由的

学说,可以澄清和解决围绕着该学说的众多疑难问题,特别是独化与相因和有待逍遥之间的复杂关系问

题.与维特根斯坦相似,郭象似乎也区分了原因和理由,认为事物之生成和变化无原因,但有理由.一个

事物之生成和变化的理由,即与其有着非依赖的协变关系的诸事物,更准确地说,即其性分或理分.并且,

天地万物之生成和变化的理由链条是有终结的,其终点便是所谓至理,即这样的道理:天地万物均是自然

而然的,或者说均是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的.

关键词:独化;相因;因果关系;协变关系;理由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０５

郭象的哲学体系是以对«庄子»文本的创造性解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庄子的哲学体系

的起点是其道论的话,那么郭象的哲学体系的起点则是其对庄子道论的创造性解构.正是以这样的

解构为基础,郭象提出了“独化”说,并以该学说为基础构建起了其复杂的哲学大厦.

一、庄子之道

庄子所谓道究为何“物”? 为了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看一下庄子究竟赋予

了道以什么独特的特征.按照«庄子»的描述,道具有如下主要特征.第一,道无形、无声(因而又被

称为“无”),窈冥(深远难测)、昏默(昏暗沉寂),绝对绝待、独往独来.第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

间上说,道均是无穷无尽的.进而,我们根本不能用久老、高深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它.第三,道生天

地万物,因此它自身不可能是由任何事物生成的.而且,任何事物的毁灭都是由道造成的,因此道本

身不可能被任何事物所毁灭.更准确地说,“生成”和“毁灭”之类的说法根本不适用于它.第四,在
生成万物之后,道作为它们的本性和命运(所谓“性命之情”或“本根”)而继续支配着它们.因此,道
又被称为“物物者”.第五,道不仅生成万物,而且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第六,道是严格按照“虚静恬

淡寂漠无为”原则生成和支配万物的.故此,我们完全不能用“仁”“义”“巧”“戾”等等词汇来形容它.
笔者认为,如上意义的道实际上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因为作为整体的世界恰恰也具有上面所

描述的所有特征.第一,作为整体的世界当然也是无形无声的,因为只是对于其内的事物,我们才能

有意义地说它们具有某种形状,或者具有某种声音.同样,作为整体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窈冥、昏默

的,更可以说是绝对绝待、独往独来的,因为按照定义它包含了所有存在的东西.第二,无论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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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还是从空间上说,世界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不能用久老、高深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它.第三,表
面上看,世界之内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其内的某个或某些其他事物生成的.但是最终说来,所有

事物(包括天和地)都是由作为整体的世界生成的.因此,它自身不能说是由它之内的任何事物生成

而来.更准确地说,“生成”和“毁灭”之类的说法根本不适用于它.第四,在生成万物之后,作为整体

的世界作为它们的本性和命运继续支配着它们.也就是说,所有事物最终都是由作为整体的世界生

成和决定的.第五,作为整体的世界或宇宙当然无所不包,也可以说无所不在.在此,作为整体的世

界无所不在,意思并非是说它作为一个部分或成分而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而是说通过其部分或成

分的处处存在,它间接地存在于所有地方.正如当我说我面前的一棵树S存在于它的所有部分所占

有的所有空间位置上时,我的意思并非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的S存在于这些空间位置上,而是

说通过其部分在这些空间位置上的存在,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的S间接地存在于这些空间位置上.
第六,作为整体的世界也是严格按照“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原则生成和支配万物的.它不与物交故

而与物无逆(这是因为它绝对绝待),也可以说它一而不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常所谓变化是指发

生于世界之内的诸对象之间的一种事项,而世界整体则是唯一的),进而它也不可能存“心”去做任何

事情,我们便也不能用“仁”“义”“巧”“戾”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它的所作所为.
在此,我们不应当将世界整体简单地理解为物和事的总和,而应当将其理解为某种巨大的事实

结构.同时,由于从现象层面上看世界中的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说道就是作为

整体的物化过程.而且,就其本然状态而言,作为整体的世界(简言之,世界整体本身)根本无所谓物

与物、物与事、事与事的区别,因此也无所谓化与不化的问题.显然,庄子的道所指的只能是这样的

世界整体,而非通常的心智所了解的充满各种各样区别和变化的世界整体———所谓现象世界.正是

在这样的意义上,庄子又将道称作“至一”(“大一”或“太一”).所谓“至一”指无所谓一还是二的存在

状态,进而指超越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的区别乃至任何区别的存在状态.
出现在«庄子»中大多数地方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天”或“天地”,通常代称世界整体本身,因而与

“道”同义.如此这般的道概念,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实际上,正是世界整体

本身的一些独特特点(绝对、绝待、永恒等等),使得与其同而为一的至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或消解

所有的人生问题.
依上述方式,庄子的道论可以获得一个系统而融贯的解释.但是,反观传统庄子解释,我们发

现,它们在这方面均有所欠缺.传统的庄子解释虽然常常一开始便讨论道概念,但是,其后关于«庄
子»哲学的讨论却往往未能给予其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即:或者没有清楚地说明道在«庄子»所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即人生问题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或者因为无法解释«庄子»中的本根之道如何能够

在其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中发挥作用,故而执意将其曲解为所谓人生的境界(甚或精神境界)①;此外

还有人因为认识到不能完全不顾«庄子»之道的本根意义,所以宣称«庄子»的道具有两重意义,一为

１５郭象独化说新解———兼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观点比较

① 请看解释者们的如下评论:“老子的宇宙论虽然是为了建立人生行为、态度的模范所构造、建立起来的;但他所说的

‘道’、‘无’、‘天’、‘有’等观念,主要还是一种形上学的性格,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人只有通过自己向这种客观存在的观照观察,以取

得生活行为态度的依据;这是由下向上的外在的连结.但到了庄子,宇宙论的意义,渐向下落,向内收,而主要成为人生一种内在的

精神境界的意味,特别显得浓厚.”(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２１ ２２２页)“庄子主要的思

想,将老子的客观的道,内在化而为人生的境界.”(同上,第２３６页)“老子之道有客观性、实体性及实现性,至少亦有此姿态.而庄子

则对此三性一起消化而泯之,纯成为主观之境界.故老子之道为‘实有形态’,或至少具备‘实有形态’之姿态,而庄子则纯为‘境界形

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２页)“概略地说,老子的‘道’,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意味较重,
而庄子则将它转化而为心灵的境界.”(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５页)



本根意义上的道,一为最高认识或最高境界意义上的道①.笔者认为,在«庄子»书中,具有哲学意义

的道概念只有一种意义,即意指世界整体本身.

二、郭象对庄子之道的消解

首先,郭象消解了庄子所宣称的作为万物的创造者和支配者的道.他断定根本不存在创造和支

配一切事物者,因为如果存在着这样的东西,那么它必然或者是无,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事物.但

是,无显然不可能拥有创造和支配任何事物的能力,而任何特定的事物又不可能创造和支配万物万

形.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存在创造和支配一切事物的道.基于以上逻辑,郭象认为庄子所谓道

只能是至无:

　　世或谓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 无也? 则胡能造物哉? 有也? 则不

足以物众形.(«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１０５页)②

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５１页)
此故是无不能生有、有不能为生之意也.(«庄子集释庚桑楚»,第７１８页)
无也,岂能生神哉? 不神鬼帝不生天地.(«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２６页)
知道者,知其无能也;无能也,则何能生我? («庄子集释秋水»,第５２２页)
至道者乃至无也.(«庄子集释知北游»,第６７３页)

如果道是至无,不可能拥有创造万物之功,那么庄子为什么总是对之申说不已呢? 对这个问题,
郭象的回答是这样的:庄子之所以一再地谈到道或无,是为了让人们明白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自有

的道理.他说:

　　窈冥昏默,皆了无也.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 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庄子

集释在宥»,第３４８页)
无有,故无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

一,非起于无也.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何哉? 夫无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

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谓德也.(«庄子集释天地»,第３８３页)
在一些注解之中,郭象甚至干脆将道等同于物之自生、自有、自得、自因等等,泛而言之,即物之

自然或自尔.由此,便有了“自然之道”这样的说法:

　　夫达者之因是,岂知因为善而因之哉? 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谓之道也.(«庄子集释
齐物论»,第７１页)

类聚群分,自然之道.(«庄子集释德充符»,第２０１页)
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庄子集释知北游»,第６４６页)
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庄子集释知北游»,第６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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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笑敢认为,本根意义上的道不可被亏损、被伤害.但是,庄子却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

成.”“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小识伤德,小行伤道.”鉴于此,刘笑敢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些说法中出现的“道”只能指最高的认

识,即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进而即真理.在此,刘笑敢特别指出,不能将本根意义上的道等同于体道的境界(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

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１３ １２３页).不过,在１９９７年撰写的«关于庄子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于网上

社会科学期刊«中国研究»１９９９年１月)一文中,刘笑敢转而认为,他以前所谓最高认识意义上的道就是与道为一的境界.与将道(之
一义)视同于最高认识甚或真理这种明显不当的看法相比,将道(之一义)视同于体道境界的看法显然进步多了.的确,严格说来,人
类所能够亏损、伤害、遮蔽的的确并不是道本身,而是作为其本真状态的与道同一的境界.不过,由此我们却并不能像刘笑敢那样断

言:“道”这个词在上述语境中意指的是所谓最高认识或体道境界.不如说,在这些地方“道”这个词是“与道为一之境”这种复杂说法

的简写.事实上,这样的用法在«庄子»书中是大量存在的.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庄子»对“天”这个词的使用上.在有些地方,“天”
这个词实际上是“与天(即道)为一之人”或“与天为一之境”的缩写.

本文所用«庄子»、«庄子郭象注»、«庄子成玄英疏»,均引自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后

仅随文标注书名、篇名、页码.



从上文我们看到,庄子不仅认为道生万物,而且认为道遍在于万物之中.郭象否认造物主和支

配者意义上的道的存在,认为道即至无.在道即至无的意义上,郭象是认可道的遍在性的:道无所不

在,而所在皆无.其曰:

　　道焉不在! 言何隐蔽而有真伪,是非之名纷然而起? («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６３页)
冥然无不在也.(«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８１页)
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为无高,在深为无深,在久为无久,在老为无老,无所不在,而所

在皆无也.且上下无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称也;外内无不至者,不得以表里名也;与化俱移者,不

得言久也;终始常无者,不可谓老也.(«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２６页)
若必谓无①之逃物,则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则未足以为道.(«庄子集释知北游»,第６６２

页)
明道不逃物.(«庄子集释知北游»,第６６２页)

关于道之遍在性,郭象当然还可以给出另一种更为可取的解释:道即自然,而物皆自然,所以道

遍在于万物之中.例如:

　　任其自然而已.物皆自然,故至一也.(«庄子集释缮性»,第４９０页)
夫无有何所能建? 建之以常无有,则明有物之自建也.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

兼他饰,斯非主之以太一耶! («庄子集释天下»,第９５９页)
我们看到,庄子的道最终说来是至一,即不包含任何区别的世界的本然状态.在上面引述的相

关注解中,郭象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理解庄子所说的至一状态的:万物尽管从数上说是彼此有别

的,但是在自得其生、自然而然这点上是一样的;未有物理之形的万有之初.

三、“独化”说的提出

在坚决地否定了创造和支配万物的道的存在之后,郭象对万物产生和变化的最终的原因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他断言万物最终说来均是自生自灭自成自毁自变自化的.此即其“独化”概念的意义

之一.
首先,我们看一下万物的最终来源问题:万物最终源自于无吗? 从前文我们看到,无不可能有创

生万物之功.那么,万物可以源自于某一个特别的事物(比如阴阳之气、天地)吗? 但是,我们要追寻

的是万物的最终来源,这时还没有任何通常意义上的事物(有形之物).郭象认为,万物的最初状态

是未形之一,即至一.就这个至一来说,我们不能问它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它是不知所以生

而自生的.那么,接下来的有形之一即第一个事物(或许是元气)是如何生成的? 郭象的观点是这样

的:我们不能说它是由无创生的,也不能说它是由至一创生的(尽管它的确始自于至一),最后当然也

不能说它是由自己创生的(因为这时它还不存在).因此,万物最终说来只能是不知其所以生而自生

的.郭象偶尔又将这种独特意义上的“自生”称为“独生”或“独尔”:

　　大块者,无物也.夫噫气者,岂有物哉? 气块然而自噫耳②.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则

块然之体大矣,故遂以大块为名.(«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４７页)
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 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

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 块然而自生耳.自生

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

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 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
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 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 故物各自生而

３５郭象独化说新解———兼与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观点比较

①

②

参见成玄英疏:“无者,无为道也.”(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６６２页)
这句话谈论的是有形之一即世间第一个事物(元气?)之产生.



无所出焉,此天道也.物皆自得之耳,谁主怒之使然哉! 此重明天籁也.(«庄子集释齐物

论»,第５１页)
知道者,知其无能也;无能也,则何能生我? 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体,五藏精神,己不为

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后哉! 达乎斯理者,必能遣过分之知,遗益生之情,而乘变应权,故

不以外伤内,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庄子集释秋水»,第５２２ ５２３页)
谁得先物者乎哉? 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 吾以自然为

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 然

则先物者谁乎哉? 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庄子集释知北游»,第６７２
６７３页)

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非谓无能为有也.若无能为有,何谓无乎! 一无有则遂

无矣.无者遂无,则有自欻生明矣.任其自生而不生生.(«庄子集释庚桑楚»,第７０６页)
郭象不仅认为根本不存在创造和支配万物的道,而且进一步认为万物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因果

依赖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万物也是自生自灭自成自毁自变自化的.此即其“独化”概念的另一种意

义.显然,这种意义上的独化更其极端.
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独化,郭象给出了如下论证.如果事物之间有因果依赖关系,那么我们或者

要承认有第一因即造物者,或者要承认因果链条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不可能有造物者,因此须承认

因果链条无穷.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找不到事物的真正的、最终的原因.因此,还不如从一开始就

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转而认为万物均是自生自灭自变自化的.而且,如果承认事物之间存在着因

果进而依赖关系,那么这会导致人们偏爱其所依赖的东西,这样便会导致人们之间的争斗.因此,最
好放弃事物之间有所谓因果进而依赖关系的想法.

如果说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既不可能是由无或道创生的,又不可能是由另一个事物创生的,也
不可能是由自己创生的(因为此时它还根本不存在),那么其生成就只能是不知其所以生而自生的结

果.而且,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的变化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变化既不是由无或道造成的,也不

可能是由另一个事物造成的,更不是由自己造成的,而只能是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的结果.郭象曰: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 凡物云云,皆自尔

耳,非相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５６页)
言天机自尔,坐起无待.无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而责其所以哉? 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

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①.若待蛇蚹蜩翼,则无特操之所由,未为难识

也.今所以不识,正由不待斯类而独化故耳②.(«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１０５页)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寻其原以至乎极,则无故而自尔也.自尔则无所稍问其故也,但

当顺之.(«庄子集释天运»,第４４３ ４４４页)
按照流行的解释,郭象坚持如下意义上的“自因说”或“内因说”:一个事物之变化的原因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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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通常的看法,影子依赖于有形之物而生,而且其坐起也取决于后者.郭象认为这样的流俗看法是不正确的.实际上,
影子根本就无所依待,是独生独化的.在此,他给出了如下论证:假定影子之生、之坐起依赖于相应的有形之物,那么该有形之物之

生、之坐起又依赖于什么东西? 这样,我们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往下追问,总是不能找到影子之生、之坐起的真正的原因.因此,我们

最好放弃这样的追问,进而坚定地放弃事物间存在着因果依赖关系的看法,而是一开始便承认影子进而世间万物均是独生独化的.
在此郭象作出了如下论证:表面上看(或者说从常人的角度看),蛇之行要依赖于其蚹(蛇腹下的横鳞),蜩(即蝉)之飞要依

赖于其翼.如果影子与相应的有形之物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蛇之行与蛇蚹、蜩之飞与蜩翼之间的关系,那么该关系之依赖性质并非是

难以识认的.但是,这种依赖性质恰恰是难以识认的,因此这两种关系是不一样的.进而,影子并非依赖于相应的有形之物,而是独

生独化的.郭象本人当也不承认蛇之行依赖于蛇蚹、蜩之飞依赖于蜩翼,而是认为它们均是独生独化的.



其自身进而来自于其本性①.实际上,郭象是明确反对这种观点的.请进一步参看如下段落:

　　虽张毅之出,单豹之处,犹未免于中地,则中与不中,唯在命耳.而区区者各有所遇,而不知

命之自尔.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情

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庄子集释德充

符»,第１８４页)
明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物有际,故每相与不能冥然,真所谓际者

也.不际者,虽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无物也,际其安在乎! 既明物物者无

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则为之者谁乎哉? 皆忽然而自尔也.(«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２３页)
郭象之所以反对自因说,是因为他坚持这样一种奇特的事物观:一个事物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存

在(比如昨天之我)从数上说根本不同于其在另一时间点上的存在(比如今天之我).他说:

　　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

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为故;舟日易矣,而视之若旧;山日更矣,而视之若

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 而

世莫之觉,横谓今之所遇可系而在,岂不昧哉! («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２３页)
这样的事物观,再加上某一事物之变化原因不能来自他物的观点,使得郭象不可能坚持如上意

义的自因说.进一步说来,这样的事物观实际上根本就排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变化概念②.因为通常

意义上的变化是以相关的事物的历经时间的数的同一性为前提的,而郭象恰恰不承认这样的同一性

的存在③.那么,郭象自己究竟是如何理解事物的变化的? 毕竟,在注文中他毫无顾忌地讨论到了变

化.笔者认为,当他正面谈论变化时,他是这样理解变化的:变化就意味着比如一个特定的事物在一

个特定的时刻丧失了一个性质,而在接下来的时刻一个与之极为相似的并且与之有着某种特定的时

空连续性、某种非依赖的协变关系的事物拥有了一个新的性质.
一些解释者甚至还将如下意义上的自因说(或内因说)归属给郭象:万物均是因自身的原因而产

生的④.这种观点似乎有着充分的文本根据,比如前引«齐物论»注似乎就明确地断定了这点:“然则

生生者谁哉? 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

而然,则谓之天然.”不过,按照我们前文的解释,此处所谓“自生”并非是说万物均是因自身的原因而

产生的,而是说万物均是不知所以生而生的.泛而言之,万物均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它们均不知所

以生而生,不知所以化而化,不知所以有而有,不知所以得而得,不知所以成而成,不知所以取而取,
不知所以知而知,等等.按照郭象的习惯用法,所谓不知所以然而然即自然.相应地,不知所以生而

生即自生,不知所以化而化即自化,不知所以有而有即自有,不知所以得而得即自得,不知所以成而

成即自成,不知所以取而取即自取,不知所以知而知即自知,等等.请进一步参考如下注文:

　　道,无能也.此言得之于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

能为得也.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夫生之难也,犹独化

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为之哉! 故夫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于

己为也,而为之则伤其真生也.(«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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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王晓毅等众解释者均主此说.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５１６ ５２５页;张岱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张岱年全集»第四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２ ５３页;汤一介:«郭
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６ ２７７页;王晓毅:«郭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３５ ２５３
页.

参见如下注文:“物之变化,无时非生,生则所在皆本也.”(«庄子集释庚桑楚»,第７１１页)
参见拙著:«分析的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２章第１节.
冯友兰、汤一介、王晓毅等均主此说(参见前引书).汤用彤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便已经正确地指出了郭象并不坚持这种

意义上的自因说(参见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４、１９１页).



以上注文中的“自得”即“自得此生”之略语,请比较«庄子集释天地»注文:“初者,未生而得生,
得生之难,而犹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营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第
３８３页)显然,“自生”也为“自得此生”之略语.«大宗师»注文中的“我之未得(即未得生),又不能为

得也”、“然则凡得之(即得生)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清楚地表明:郭象所

谓“自生”或“自得此生”不可能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的,即不可能意味着万物均是自己创生自己的.
因为我(在此指任何一个人,进而也可指任何一个事物)是不知所以生而生的,即是自生的,而自

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也可以说我是自然而生的.由此看来,我与自然是不能分立的.此

即前引令人费解的注文“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之意义①.
因此,认为郭象坚持自因说完全是望文生义.实际上,郭象根本就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按照

他的观点,最终说来或者说本质上说来,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均是没有任何原因地(包括所谓外因和内

因)———或者说掘然(突然、忽然、诱然、欻然)地———生成和变化的.

四、“独化”说之困难及其消解

郭象的这种事物观显然是完全违背人们的常识理解的.按照通常的理解,事物之间是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依赖关系的,而因果关系即是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那么,郭象是如何消解

其理论中的这个困难的呢? 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是一种依赖性的协变关系:作为原因的事物中的某

种变化,导致了作为结果的事物中的某种相应的变化.郭象虽然否认事物之间有依赖或决定关系,
但是他并不否认事物之间有某种意义上的协变关系:如果一个事物发生某种变化,那么另一个事物

就发生某种相应的变化.郭象将这种协变关系称作“相因”、“俱生”.在此,“因”当为因任、因应、因
顺、因循之因,而非原因之因,因此并非意指引起或依赖.请参考其关于“罔两待景”的议论: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 无也? 则胡能造物哉?
有也? 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
未有不独化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

我相因,形景俱生而非待也.今罔两之因景,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

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１０５ １０６页)
在郭象看来,世界中的事物本质上均处于这样的相因或俱生关系之中.而且,事物之间的这种普遍

的相因或俱生关系往往还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互相帮助的关系———所谓“相为”、“相使”或“相与”.
比如,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下来便拥有嘴唇和牙齿,它们本来各有各的功用,彼此均不是为了对方

而长出来的.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彼此为对方提供了帮助:没有了嘴唇,牙齿会受到寒冷的侵袭;没
有了牙齿,嘴唇也就失去了依靠.此即唇齿相依之理.我们的其他身体器官还有四肢的情况也是这

样的.用庄子的话来说,事物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协变或俱生关系就是“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

为”②:

　　虽手足异任,五藏殊官,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斯相与于无相与也;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斯

相为于无相为也.(«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４１页)
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

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故因其自为而无

其功,则天下之功莫不皆无矣;因其不可相无而有其功,则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庄子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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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文出自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５６页.其中,“我自然生”为“我自然而生”之略语,语出«秋水»注
(«庄子集释秋水»,第５２２页).就字面意义来说,“自然生我”这种说法显然是不适当的,参见«知北游»注:“谁又先阴阳者乎? 吾

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庄子集释知北游»,第６７３页)
冯友兰正确地将郭象所说的“彼我相因”解释成存在于事物之间的那种不期然而然的、非依赖的配合关系.参见氏著:«中

国哲学史新编»中册,第５２１ ５２２页;还可进一步参见第５１９页.



秋水»,第５１３ ５１４页)
在有些地方,郭象的相关观点变得甚为极端.他甚至认为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极大

地关乎另一个事物的存在(特别是人之生).因此,如果任何一个事物不存在了,那么所有其他事物

的存在(至少是人之生)都跟着成问题了(因为其存在的完整的理由链条不复存在了);如果任何一个

事理没有得到实现,那么所有其他事理的实现(至少是人生之理之实现)就会成为不可能(因为其实

现的完整的理由链条缺失了).他说:

　　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
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庄子集释大

宗师»,第２０６页)
那么,如何解释事物之间的这种普遍的非依赖(“非待”)的协变关系? 在上面的注文中郭象是以

这样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的: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或物均是由所谓五行(也称“五常”)即金木水火土构

成的,而五行又是天地万物的构成元素,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或物的存在均与任何其他事物的存

在有着非依赖的协变关系.
这个回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其所给出的论证显然是不成立的.我们不妨另行给出如下回答:

给定两个事物,如果其本质之中便包含着它们彼此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事物

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那么这些其他的事物的本质之中必定又包含着与另外的事物之间的非依

赖的协变关系,如此类推,以至无穷,所有事物按照其本质便必定处于普遍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

之中.
不过,真正说来,或者说最终说来,事物之间的这种普遍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是无法解释的———

这是不知所以然而自然的事情.请看如下注文:

　　物有相使,亦皆自尔.(«庄子集释则阳»,第８０６页)
按照郭象的独特用法,“自尔”意即自然,进而意为不知所以然而然.此注文进一步当可这样来

理解:这种协变关系———进而所谓“相为”、“相使”或“相与”———最终源自于相关事物的内在性质,构
成了它们之本性(或本质)的一部分;而本性之事均是不知所以然而然的.

郭象将世界中的诸事物本质上所处的这种复杂的协变或俱生、相因关系———进而“相与于无相

与”、“相为于无相为”关系———称作“玄冥”或“玄合”.他认为,这种玄冥之境构成了独化的最高境

界———所谓“独化之至”.
通常意义上的独化之境不一定就是玄冥之境,因为独化之物可以是彼此冲突的,而玄冥之境则

是充满内在的和谐的独化之境.而郭象意义上的独化之境,必定是玄冥之境:

　　卓者,独化之谓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

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

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 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夫自

然之不可避,岂直君命而已哉! («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２０页)
意尽形教①,岂知我之独化于玄冥之竟哉! («庄子集释徐无鬼»,第７５９页)

人们通常认为,在郭象的“独化”说与其“逍遥”说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为独化意味着无待,
而常人之逍遥却以有待为前提.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是对郭象相关说法的误解.我们知道,郭象

严格区分了圣人的无待逍遥与常人的有待逍遥.因为圣人无心、无我、无物,所以能够绝对地安命,
与物无不冥、与化无不一,或者说无所不因,无所不乘,所以他能够无所不成———在任何地点、任何时

间(更准确地说,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均能够成功,由此他便进入了无待逍遥之境.就常人而

言,他们不可能像圣人那样做到玄同彼我,他们心中不能不装有各种各样的区别.但是,只要他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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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句意为:“暖姝者”心里想到的全是有形的教化之事.



够做到无分外之心,安于自己的命运或性分,冥其极,守其分,那么至少就此说来万物的区别对他们

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于就不存在了———此时可以说万物均齐于性足或自得(即得其真性或自

然).这样,他们也能够获得逍遥.不过,这种逍遥全然不同于圣人的逍遥,是有待逍遥,因为其真正

的实现最终还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最终说来只有圣人才能够提供这样的条件.为了让常人能

够获得逍遥,圣人(严格说来,圣王)所能提供的相关条件也甚为简易,即:无条件地尊重常人各自的

本性,任其自能,任其自为,不随意干扰之,此即老子所谓“法自然”(语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也即

其所谓“无为”(语出自«老子»第二、三、十、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三、四十八、五十七、六十三、六十四

章).因为完全没有外在的干扰,所以常人乃至万物最终说来便能够按照各自的本性而自行、自动、
自为、自化、自长、自成;进而,因为万物本质上说来彼此处于普遍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之中,乃至本

来就是相为于无相为、相与于无相与的,所以常人这时便能获得其各自的逍遥的条件,从而进入自得

的(进而自由自在的)逍遥之境.
因此,郭象所称的常人的这种有待逍遥之“有待”,实际上完全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有待,进而也完

全不同于其“独化”说中所否认的事物之间的因果依赖关系,而是相当于其所理解的“相因”或“俱
生”.因为从一方面说来,圣人为常人所提供的逍遥条件并不是其逍遥的原因,而只是构成了其预设

或根据(可以说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是某种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从另一方面说来,看似(即表面上看

来,或者说在没有进入逍遥之境的常人看来)构成了常人乃至其他有生命之物之逍遥的原因的那些

事项(比如列子在空中行走时所依赖之轻风,大鹏展翅飞行时所依赖之厚风),实际上本来就分别内

在于常人的本性和相关的事项的本性之中.这也就是说,郭象之有待“逍遥”说与其“独化”说并非像

许多解释者所认为的那样相互矛盾.
按照郭象的“独化”说,万物本质上说来均是(或者说均应当是)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均是俱生而

非待的,即使影外微阴与影子、影子与有形之物之间也是这样的.此即其著名论断“神器独化于玄冥

之境”所要表达的意思.人本来也处于这样的状态;而且,按照其本质人也应当处于这样的状态.对

于常人来说,这样的状态构成了其有待逍遥之境.但是,常人恰恰背离了这样的状态,因为他们均不

安于性分,认为事物均是相依相待的.因此,他们总是挖空心思地寻求相为、相与、相使,结果使得自

己和他人均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相反,至人或圣人则认识到了世界的真相,认识到了万物本质上

说来均是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均不是互相对待的,甚至于根本就没有我和物的观念,因而能够随顺万

物万化、万事万变,进而达至无待的逍遥之境.这样的逍遥之境便是绝对绝待的玄冥之境———此即

郭象所谓“绝冥之境”(也即庄子所谓“无有”、“无何有之乡”、“无何有之宫”).就常人来说,当他们在

圣人的“帮助”下进入了有待逍遥之境时,他们便再次独化于玄冥之境了.请参考如下段落:

　　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

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

敖.故曰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仁〕极乎

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

之境而源流深长也.①

夫尧之无用天下为,亦犹越人之无所用章甫耳.然遗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虽宗尧,
而尧未尝有天下也,故窅然丧之,而尝游心于绝冥之境,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
(«庄子集释逍遥游»,第３５页)

五、与维特根斯坦相关观点的比较

在前文中,我尝试对郭象的极端说法“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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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象:«庄子序»,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３页.



给出了一种解释,并且还对其进行了某种论证:给定两个事物,如果其本质之中便包含着它们彼此之

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那么这些其他的事物的本

质之中必定又包含着与另外的事物之间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如此类推,以至无穷,所有事物按照其

本质便必定处于普遍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之中.在给出这样的解释和作出这种论证时,笔者参考了

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说法.
按照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事实首先分析成基本事实,而基本事实则是

最简单的事实结构,其核心特征是互相独立,彼此既没有必然联系意义上的因果联系,也没有逻辑结

构上的联系.如果我们继续对基本事实进行分析,我们得到的将不再是事实,而是对象.无论从结

构上说还是从构成上说,对象都是最简单的成分.它们是世界的最终的结构元素或构成元素,或者

说实体.正因如此,它们不可毁灭,永远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根本就无所谓存在或不存在,
因为所谓存在就是最终的元素的相互结合,而不存在或毁灭就是最终的元素的彼此分离.那么,这
样的对象是如何构成基本事实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诸对象之所以能够相互结合构成基本事实,并
非是它们之外的某种成分(某种形式的黏合剂)使然,而是因为它们内在地包含着如此结合的可能

性.一个对象所内在地包含的与其他的对象的结合可能性,或者说有其出现的所有那些基本事态,
构成了该对象的内在性质或本质.

由于对象是永远存在的,一些对象的存在,甚至于一个对象的存在,就意味着所有对象的存在

(这也就是说,作为世界乃至整个逻辑空间之结构元素或者说实体的所有对象必是始终共同存在的,
缺一不可).进而,因为一个对象内在地包含着它与其他对象的一切结合之可能性进而才会有其出

现于其中的所有基本事态,所以给出了一些对象,甚至于给出了一个对象,就意味着给出了所有基本

事态,进而所有事态,最后也就意味着给出了包括现实世界在内的所有可能世界(即整个逻辑空间).
由此便有维特根斯坦的如下断言:

　　每一个物都决定了(bedingt)整个逻辑世界,可以说,整个逻辑空间.①

按照上面的叙述,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观点似乎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断言诸基本事实(或基

本事态)之间既无逻辑结构上的联系,又无因果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却又断言事物之间具有普遍的联

系,甚至于一个事物便“决定了”整个逻辑空间.在此,我们不妨借助于后期维特根斯坦所作出的原

因和理由(或者说根据)的区分来消解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我们应该严

格区分开原因和理由.其一,原因可以通过实验来发现,但是实验不会给出理由.事实上,说一个理

由是经由实验发现的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没有意义.其二,一个理由与由它所辩护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是内在的,一个行动只能从一个特定的理由那里得到辩护,可以说一个理由对于由它所辩护的东西

来说是构成性的;但是,一个原因则是外在于由它所引起的事件的.因此,表达一个行动是如何从某

个事项那里得到辩护的命题可以说是一个语法命题;而表达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命题则是经

验命题,因此是一个假设.其三,因为某个理由而做出的行动可以被形容为正确的或错误的,但是被

看作由某个相关的事件所引起的同一个行动则不能被形容为正确的或错误的.其四,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确实地知道我们的行动的理由,但是却不知道其原因.因此,对于某个人做了某个事情的理由

的探究最终要取决于他之同意这个理由这点.最后,理由的链条是有终点的,人们并非总是能够为

一个理由提供进一步的理由;而原因的链条则是没有终点的,人们总是能够为一个原因找到进一步

的原因②.我们不妨认为:当前期维特根斯坦断言事物之间具有普遍的联系,甚至于一个事物便“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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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奥]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１３２页.从上下文来看,该评论也可译作:“每一个

物都以整个逻辑世界———可以说,整个逻辑空间———为条件.”(在此,“条件”意为根据或理由,而非指原因.)这样的断言与郭象的相

关说法亦若合符节.
参见拙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９９ １２４３页.



定了”整个逻辑空间时,他所想到的当是某种理由的链条,而非原因的链条.这也就是说,虽然前期

维特根斯坦否认事物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他并不否认所有事物最终说来均处于理由的链

条之中.实际上,这也恰好是郭象的立场.他说:“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

缘得终.”(«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０６页)与此相关,请进一步参考如下注文:

　　夫事物之生皆有由.夫事由理发,故不觉.(«庄子集释外物»,第８２７页)
生而有为则丧其生.自,由也.由有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为.今所以劝公者,以其死之

由私耳.夫生之阳,遂以其绝迹无为而忽然独尔,非有由也.(«庄子集释寓言»,第８３９ ８４０
页)

在此,郭象似乎区分了原因和理由,认为事物之生成和变化无原因,但有理由.一个事物之生成和变

化的理由即与其有着非依赖的协变关系的诸事物(更准确地说,即其性分或理分).而且,天地万物

之生成和变化的理由(或根据)的链条是有终结的,其终点便是所谓至理,即这样的道理:天地万物均

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均是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的(因而此终点绝非通常所说的造物者).事情之所

以如此,是因为就一个事物来说,这种与其他事物的非依赖的协变关系本来就构成了其本性之要素,
而本性之要素均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均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与理由的链条不同,人们通常所

谈论的原因的链条则是没有终结的,是无穷的.按照上面的解释,郭象所喜欢使用的“不知(其)所以

然而(自)然”之类的说法所涉及的当只可能是根据或理由.
在一个事物之生成和变化的根据即与其有着非依赖的协变关系的诸事物均内在于其本性之中

这样的意义上,郭象自然可以接受如下说法:事物均是“自本自根”(«庄子集释大宗师»,第２２５页)
的.但是,如果将“本”、“根”理解成原因或来源,那么郭象则不接受这种说法.请比较如下注文:“欻
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庄子集释庚桑楚»,第７０４页)

上面所引注文中的“非有由也”当理解为“非有因也”;否则,此注文与所引其他注文矛盾.如下

注文中的“由”也当作如是理解,即当理解为“原因”之“因”(其中出现的“待”与“由”同义):“言天机自

尔,坐起无待.无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而责其所以哉? 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
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蜩翼,则无特操之所由,未为难识也.今所以不识,正由不待

斯类而独化故耳.”(«庄子集释齐物论»,第１０５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尔,无所由,故无所见其

形.天门者,万物之都名也.谓之天门,犹云众妙之门也.死生出入,皆欻然自尔,未有为之者也.”
(«庄子集释庚桑楚»,第７０５ ７０６页)

最后,正如前文所言,圣人为普通人所提供的那种逍遥条件(任其性分)显然不可能是其逍遥的

原因,而只能看成此种逍遥的根据,或者说理由.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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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相联”与中西之间

———论欧洲近代哲学中的儒家哲学元素

张 允 熠

摘　要:“两极相联”是马克思对中西两种文化系统相接触的譬喻.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于

１６世纪西传欧洲之后,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回应,中西思想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交汇,中国哲学与希

腊哲学形成了两大精神动力,不仅促进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形成,而且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中西哲

学名异实同,中国哲学原则被纳入并渗透于欧洲形而上学体系和思维形式,尤其是自然神论、有机论哲学、

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等范畴之中,影响了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等欧洲主流哲学家.挖掘和研究这一史实

不仅有助于还原中华民族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的贡献,也有益于开显当代中西方哲学在跨文化交流中创

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未来图景.

关键词:中国哲学;西方近代哲学;跨文化交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０６

１８５３年,马克思用“两极相联”① 这一黑格尔曾使用过的谚语来指称中欧之间的思想际会,西方

汉学家又把这称为“伟大的相遇”② .所谓“两极”,一极指地球的西端即欧洲,另一极指地球的东端即

中国.本文谨以马克思曾借用的成语为题,力求揭示中西哲学交往的史实和二者相联的心路,按照

外证与内证相符、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回顾并还原１７ １８世纪中西方思想文化交往的真相,并
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回应“中学西传”的学理脉络,开显传统中国哲学或思想文化对欧洲近代哲学的渗

透,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

一、哲学思想的中西际会

中国哲学何时传入欧洲? 虽然在１６世纪之前,世界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中国思想文化西传欧洲

的涓涓细流,但利玛窦于１５９４年用拉丁文翻译«中国四书»,以及罗明坚、金尼阁等人的此类著述,应
被视为中国哲学西传欧洲的正式开始.至１８世纪末,大量中国经史典籍已经被介绍、翻译到了西

欧.美国学者埃德蒙莱特斯指出:１６至１８世纪随着耶稣会士往来中西之间,欧洲人对中国的见闻

“最典型的传送方式就是透过在东方的教士之书信,托寄回在欧洲的教士.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后,成
为１８世纪欧洲士人间大量流通的读物.书志编纂学者对这些书信集散布的状况加以研究(研究的

　

作者简介: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哲学学院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阈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主流研究”
(１３AZD０２２)与上海市高原高峰项目及德育基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９０页.

②　正如本书标题所示:D．E．Mungello,TheGreatEncounterofChinaandtheWest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Lanham:theRowmanLittleＧ

fieldPublishingGroup,１９９９);[美]孟德卫:«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江文君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项目包括:购书者系何人,收藏这些书信集的是哪家图书馆,哪些书商),结果显示散布之广相当可

观———从波兰到西班牙都有所发现”①.据统计,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法国的信

函就有３４卷之多,其中１６至２６卷约１１卷是从中国寄来的②.

１７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酝酿和近代哲学形成的时期.此时,中西际会,以儒学为载体的中国哲

学流布欧洲,孔孟儒学中的人文主义、“易学”原理和朱熹理学中的“太极”、“理”、“道”、“阴阳二气”等
范畴,使欧洲思想界耳目一新.儒学中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吸引了西方思想家,一时成为批

判基督教神学的他山之石和重构欧洲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美国学者罗博特姆指出:“(儒学)这种

人文主义在很多方面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形式.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个人主义.经

过１７世纪,欧洲人逐渐从这种个人主义观点过渡到人是社会动物的观念,直到以人的需求和愿望为

基础的社会观念被创造出来(这里还有一场运动,直到百科全书派的时代才达到高潮,大约在１７５０
１７７８年间).儒学以自己的优势加入了这两场重要的运动.”③儒家道德理性主义既强调个人道德操

守,又强调道德责任,“在这两方面关于道德完美性的学说是一种更广泛、更普适的理念,必然会对正

服膺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人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④.
然而,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中国哲学毕竟只有融入欧洲哲学语境或通过欧洲化进程才有可能发

挥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中西之间的历史性际会来分析两种哲学的异同,并考察欧洲对中国

哲学的回应和中国哲学融入欧洲的途径.
(一)中西哲学的异同.毋庸置疑,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除通常认为西方哲学有

逻辑体系而中国哲学缺少逻辑之外,人们还认为西方哲学有本体论而中国哲学无本体论,西方哲学

有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无形而上学,等等.差异固然存在,却也被夸大了.实际上,二者异名而同

指.中西哲学邂逅和交流,最初遇到的是语言和翻译问题.翻译外来名词和术语,通常采用两种方

式,一种是借词,一种是译词.对于一种指称对象,如果人有我有,就用译词;反之,就用借词.一般

说来,一个文化势位高的民族,在翻译外来语言时必然译词多于借词.相反,则是借词多于译词.对

于物质名字,无论人有我无或人无我有,翻译上较易对应,歧义不大.而对于一些抽象名词,尤其是

对于哲学范畴,就很难找到确切的对应词,这样,歧义必然发生.例如,像being这个高度抽象的哲

学术语,有学者指出:“对于西方哲学这座大厦来说,具有奠基石的功效,对于我们追溯西方哲学思想

方式来说,又有行经走纬的作用.”⑤解读和辨析being概念,从中世纪到现代,在西语体系中争执了

数百年;引进汉语世界时,更难寻到一个与之百分之百确切对应的同义词,一般所谓的“是”、“有”、
“在”、“存在”等不同译法,对于理解西方哲学的本质常常会造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效应.诸如

philosophy(哲学)、ontology(本体论)、metaphysics(形而上学)、logos(逻格斯)、nous(理性)等哲学

范畴,在翻译和理解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哲学”———并非一个音译的借词,而是一个实意相应的汉译词.日本学者西周在把希腊文的

philosophia译为“哲学”之前,也曾译成“希贤学”、“儒学”、“理学”等.在西周看来,西方的 PhilosＧ
ophia在中国学说体系中本来就存在,它就是“儒学”、“理学”、“义理之学”或“性理之学”.东西方在

追求人生宇宙的真理上,其心其理是相通的,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用“哲学”二字翻译

philosophia,西周是第一人,但用汉字对译philosophia,西周则晚之又晚.早于他二三百年前,１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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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埃德蒙莱特斯:«哲学家统治者»,«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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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玛窦在«天主实义»里首次将philosophia译为“理学”;同时,他在写往欧洲的信件中,又把中国

的“理学”和“性理之学”对译成philosophia,这是欧洲人始知中国有哲学的最早记载.不过,利玛窦

只承认中国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①.而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中则认为,中国不但有“道德哲

学”(在孔夫子那里),而且还有一种“自然哲学”(在«易经»中)②.二十年后,意大利人马尔蒂尼(卫匡

国)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该书认为“易学”原理跟毕达哥拉斯学派相同,都是把“数”看成宇宙

本体,“易学”就是philosophia③.
正因为在西方来华人士的眼里中西各有其“哲学”,所以他们才致力于在两种哲学之间寻求可以

充当最大公约数的译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借词.如,１６２３年艾儒略在«西学凡»一书中既

用了译词又用了借词,他界定“理学”说:“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

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沙,如玉在璞,须淘之剖之以斐禄所费

亚之学.”④这样,艾儒略就在“格物穷理”和形上形下的意义上把西方哲学(斐禄所费亚之学)与中国

哲学(义理之学)等同起来.在葡萄牙人傅泛际和李之藻合译的«寰有诠»、«名理探»中,Philosophia
(斐禄所费亚)一词还获得了“性学”(超性之学)、“爱知学”等译名⑤,其中“爱知学”比西周的“哲学”译
名更贴合“斐禄琐费亚”本义.在诸多译名中,“理学”流行较广:中文叫理学,西文就叫“斐禄琐费

亚”,反之,西方人叫“斐禄琐费亚”,中国人就叫“理学”.
有学者坚持认为:西方哲学又称“形而上学”(metaphysics)或“本体论”(ontology),而中国没有

“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中西哲学之间的意译或通约的误区.所谓“形而上

学”,即追求形上的终极和超验“本体”的学问,而所谓“本体论”,古希腊哲学中并无此概念,它实为一

个德文词汇(ontologie),是莱布尼茨学派的沃尔夫最早命名的———就字面而言即关于系动词的学

问.实际上,该词在从希腊文转译为拉丁文等印欧语时早已出现了歧义,再将它译成汉语时,其争议

之大更可想而知了.于是,便出现了“万有论”、“存有论”、“存在论”、“本体论”等多种关于ontology
的中文译名.

孰不知,“本体论”一词在汉语中被普遍使用恰是出于中国哲学语境自身的理解,因为对“本体”
的研究实为中国哲学固有之问题.例如,儒、释、道三家都讲“道”,“道”就是中国哲学的本体,围绕着

何者为“道”以及如何得“道”,中国哲学内部有长达两千年的争辩,在魏晋时期,是关于“有”、“无”的
争辩,在宋明时期,是关于“理”、“事”或“心”、“物”的争辩.把“有”看成本体,“有”就是“道”;把“无”
看成本体,“无”就是“道”.宋明理学诸大师虽然都把“理”作为本体,但认为最高的本体是“太极”,所
谓“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意.而心学家们则把本体安置在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之中,如王阳明反复强

调“知是心之本体”,“本体”就是一种自我意识,“致良知”也就成了认知本体的内省功夫.可见,把
“being”理解为“本体”,用“本体论”翻译ontology,尽管并不合西方哲学原意,但却打通了中西哲学各

家各派的话语通道,从而使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西方哲学范畴禀赋了中国属性.
对“逻格斯”(logos)、“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解读同样如此.“逻格斯”在汉语中被译成

“道”、“理性”或“宇宙精神”,但无论怎样译,这一外来的抽象语汇很难确切地呈现原意,致使如今仅

把它作为一个借词使用.“逻格斯”通常也指“本体”.“形而上学”这一译名,源自对«易传»“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解———“道”就是形而上的超验本体,“器”是形而下的经验物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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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
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１页.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９ 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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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哲人关于“道器”、“理气”、“心物”、“体用”、“本末”、“知行”、“天人”、“动静”等对立范畴的辨

析,就包括着形上与形下、超验与经验的思辨,它们构成了中国哲学的轴心话题.由此来看,中西哲

学都有对本源性、至上性实体的追求,基于中国哲学所理解的“本体论”来翻译西方的ontology、metＧ
aphysics、logocentrism,确为异名而同指、实同而名殊而已.

强调中西哲学“名异而实同”,并不是说二者毫无差别.首先,两者在形式和方法上有异,即西方

哲学更强调“道”、“器”二分,由此形成了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认知论路线;中国哲学更强调“道”、
“器”的合一,由此形成了重整体和动态平衡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一元论传统.其次,在“道
器”、“本末”、“体用”、“主客”、“心物”、“天人”、“动静”、“知行”等诸多范畴的“合一”中,中国哲学强调

“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相互包含性,这赋予了中国哲学以辩证的特色;出于逻辑规律(不矛盾

律)的思维定势,欧洲哲学的“二元对立”通常指两种性质相反事物的对立,如“此岸”与“彼岸”,这种

对立终难统一.而中国哲学的“对立”指的是同一事物正反(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所谓“一物两

体”,“两体”本来就是“一物”.其三,中国哲学重视现实世界,而西方哲学重视此岸与彼岸的分野,否
则,就不可能有精神超越,从而不仅限制了对超验的信仰本体的追求,也限制了对科学理性的知识本

体的探索.因此,西方哲学排斥“绝对的”统一观,中国哲学缺少“不矛盾律”的逻辑认知论.
(二)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１６、１７世纪,继希腊哲学被重新发现之后,儒家哲学

西传,进一步点燃了欧洲启蒙主义的火种.罗博特姆写道:“当一位支持者大声说道:‘如果柏拉图从

地狱中出来,他会发现他的理想国在中国实现了!’他的话表示承认在欧洲思想解放的使命中,孔子

和柏拉图在两次运动中担任着相同的角色.”①“两次运动”指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前者受益于

希腊(柏拉图),后者则得力于中国(孔子).莱布尼茨的«论中国哲学»、马勒伯朗士的«一个中国哲学

家与一个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沃尔夫的«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伏尔泰的«论孔子»、魁奈的«论中

国的专制主义»等著作,都是这个时代著名欧洲启蒙哲学家对儒家哲学传入后所做出的回应.
实际上,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东方的一切都着迷”,中国道德哲学的传

入更为欧洲人所看重.法国史学家 G莱姆森认为,１７至１８世纪的欧洲,“思想之转变,不仅由于抽

象之思考,且亦由于具体的新事实之发现.此具体的新事实,即指中国文化之传入欧洲,予当时思想

家以鼓励是也”②.写作«１８世纪英国思想史»的斯蒂芬爵士③指出,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

联系以后,英国人对人类历史才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在«从中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一文中写

到:“欧洲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彼等攻击基督教神学所持之理

论,几全为孔子的学说”,譬如,“鲍林白洛克(LordBolingbroke)以贵族政治家身份,宣扬中国文化尤

力,其致Swift函有云:‘孔孟皆为最奇特形而上学家,同时亦为最佳之道德家.其学说分三部:一、个
人对自己之责任,二、个人对家庭之责任,三、个人对国家之责任.总之,每人皆可做哲学家,亦可担

任公务,以前之人如此,今后之人亦如此.进而为政治家,退而为哲学家”④.
欧洲近代哲学产生于１７世纪,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三人被称为“欧洲哲学之父”.笛卡

儿被奉为欧洲哲学开创山门的人,斯宾诺莎属于笛卡尔学派的左派,而莱布尼茨深受笛卡尔和斯宾

诺莎的影响,也属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欧陆唯理论学派.而唯理论学派所“唯”之“理”(理性),不是

基督教经院哲学中神秘的“逻各斯”或“奴斯”,而是reason.要知道,朱熹哲学之“理”,恰被启蒙思想

家翻译为reason.儒家哲学在欧洲思想界的传播,莱布尼茨无疑是关键人物.莱布尼茨接触«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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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有着多元、广泛的渠道.其一是斯比塞尔、卫匡国、基歇尔①等人的著作.１６６０年斯比塞尔在荷

兰莱顿出版了«中国文史评析»,书中记载了«易经»,这可能成为早期莱布尼茨了解中国哲学的参阅

文献②.斯比塞尔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借助于卫匡国于１６５８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这部书对中国

“易学”的介绍,早于莱布尼茨自称发现“二进制”２１年之久.其二是殷铎泽与柏应理等人合写的«中
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莱布尼茨在１６８７年１２月９日写给友人的信中明确提到他已读过这本书.其

三是他与来华耶稣会士白晋等人的通信———“莱布尼茨与在华耶稣会士白晋之间的通信,提供了从

１６９７年到１７０４年那个时代哲学知识最激动人心的传播”③.莱布尼茨的“易学”研究,“增强了他对

知识普遍性的信念,并且是１７世纪欧洲对中国哲学兴趣的一个智力高点”④.“莱布尼茨以他的论述

方式对新儒学术语的阐述,成为１７世纪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知识最渊博的解释.”⑤实际上,莱布

尼茨早在２０岁时,就已经在一篇«论组合的艺术»的论文中提到了中国文化,他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有

可能从其父遗留给他的大量家藏图书和文献中接触过«易经»哲学及其卦图;莱布尼茨在临终前写给

德雷蒙论中国哲学的信中,还提到了德国汉学家安德列弥勒⑥及其１６７８年出版的«阿布杜拉白

达瓦鲁斯中国史»一书中的“伏羲卦图”,白达瓦鲁斯正是１３世纪对欧洲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阿

拉伯学者⑦.
(三)中国哲学融入欧洲哲学的主要路径.美国学者雅可布逊认为,１７至１８世纪中国哲学对欧

洲的影响有两条线索可寻———“一条是由莱布尼茨经由培尔到休谟,另一条是由魁奈经过亚当斯

密到休谟”⑧.就第一条路向来说,莱布尼茨旅居法国时与唯物主义哲学家培尔因观点不同发生过辩

论,费尔巴哈曾说:“正如莱布尼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万能的天才,是一个在各门科学中都有所建树的

天才,培尔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不是在同一规模内———包罗万象的批判家.”⑨培尔批判了莱布尼

茨哲学中的经院哲学遗痕,但却把莱布尼茨«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中的“自然神学”视为与斯宾诺莎

无神论一样的典型.至于休谟,其«人性论»一书就是在法国完成的,休谟明确承认其学说与笛卡儿、
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等人的观点有密切关联:“休谟对斯宾诺莎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比埃

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中的有关条目.休谟步培尔的后尘,主要考察了斯宾诺莎关于实体和属

性的学说,并与培尔的观点如出一辙.”莱布尼茨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休谟既受莱布尼茨的影响同

时又受斯宾诺莎的影响,培尔则发挥了中介作用.
就第二条路向来说,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首领魁奈是１８世纪欧洲宣扬中国思想文化的又一重

量级人物,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深受其影响.亚当斯密又是休谟的忘年交,两人自１７５２年之

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斯密的两部名著«道德情操论»(１７５９年)和«国富论»(１７７６年),都
是在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其道德哲学原理与休谟的«人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性论»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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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１６０２ １６８０),耶稣会士,德国１７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东方学者,卫匡国的

数学老师.基歇尔在欧洲被称为“最后的一个文艺复兴人物”.
胡阳、李长铎:«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第３８页.

D．Garber& M．Ayers,TheCambridgeHistoryofSeventeenth Century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８),８８．

D．Garber& M．Ayers,TheCambridgeHistoryofSeventeenth CenturyPhilosophy,９７．
D．Garber& M．Ayers,TheCambridgeHistoryofSeventeenth CenturyPhilosophy,９８．
安德列弥勒(AndreMuller,１６３０ １６９４),柏林法官,１７世纪德国著名汉学家.弥勒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热心研究中

国,他１６７８年著有«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BeidavaeihistoriaSinensis),介绍了１３世纪阿拉伯学者阿布杜拉白

达瓦鲁斯(AbdallaBeidavaeus)关于«易经»的研究.
[德]莱布尼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美]NP雅可布逊:«休谟哲学可能受东方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德]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著作史著作选»第三卷,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１７６页.
周晓亮:«休谟及其人性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８页.
周晓亮:«休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页.



的时间早于斯密的两部著作,应该说休谟影响了斯密更符合逻辑.
这两条路线反映了以儒学为标识的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主要得力于德、法、英三国中的顶尖

哲学家,两条路线交集于莱布尼茨其人.莱布尼茨终生热爱中国文化不是偶然的,他与笛卡儿学派

的深厚渊源及其在荷兰的游历奠定了他重视中国哲学的基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启蒙时期中欧

文化交流的中心,笛卡儿在那里渡过了大半生直至去世,１６５８年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也在阿姆斯

特丹刊行,莱布尼茨正是在那里结识了斯宾诺莎.沐浴“东方余风流韵”的斯宾诺莎少年时有一位耶

稣会士的家庭教师,１８世纪法国著名学者阿让斯曾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同中国的“理”十分类似,
甚至认为它只不过是用西方的“神”直接替换了中国的“理”而已①.因此,雅可布逊说:“莱布尼茨以

后,东方哲学就成了欧洲哲学的一个基本特色.”②

二、中国原理被纳入欧洲的思维形式

由上文可知,中欧哲学的对译和中国哲学的西传,实起因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所引发的两大

文明系统之间的邂逅性相遇.就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来说,“伟大相遇”的史实仅为外证,内证则

需要从对中国哲学融入西方哲学学理内部的分析和论证中开显出来.
(一)中国“实体”(自然神论)与无神论.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文艺复兴以后,由于新知识(古希腊

和东方学)的发现,一场旨在用新的自然概念取代启示神学的运动在欧洲兴起.从根本上讲,这“新
知识”乃是由于儒家哲学的输入才激活了欧洲人对它的记忆———“他们发现了中国早在几个世纪前

已经明确地解决了问题”,“自然神论和中国热的产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中,是并行的潮流”③.它力

求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用除了启示神学之外的其他方案

解决吗? 或者说,人类思想理性化的进程能够带来某种自然与理性的结合吗?
众所周知,斯宾诺莎的实体就是“自然神”,“自然神”是隐蔽的无神论.这源于斯宾诺莎与笛卡

儿共同的学术师承,即自幼接受的教育赋予他们的哲学以浓郁的“东方余风流韵”.笛卡儿从８岁到

１６岁在耶稣会学校中接受了８年教育,这影响了他的一生,致使“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

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质”④.人们从笛卡儿学派的实体论中,不难看到儒家

哲学实体的身影,那就是“理”或“道”.
当年来华的耶稣会士虽然“崇先儒拒后儒”,但他们翻译的«四书»,却是经过朱熹注释的,因此不

可避免地接受了朱熹新儒学思想.朱熹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道”的理念,建立了其客观主义

的“理”学体系.在他那里,“理”(实体)具有先验性、超时空性、生物性和主宰性,它为自然和社会立

法,但却不是人格化的上帝.“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⑤“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

者,有情有状是此器.”⑥“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 盖

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⑦朱熹的这种“理”,按照欧洲人的观点,就是那种以理性实体或

物活实体取代“上帝实体”的“自然神论”.莱布尼茨在«论中国人的哲学»一文中,非常准确地利用斯

宾诺莎的“实体”来诠释朱熹的“理”,他指出:“中国人的理就是我们在上帝的名称之下所崇拜的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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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要断定中国人是否承认精神实体,我们尤其应该研究他们的‘理’或规范,它是万物的第一推

动者和理由,而且我相信它和我们的神的概念是一致的.”“实体”在斯宾诺莎那里就是“神”,但斯宾

诺莎的“神”恰恰不是神而是物.莱布尼茨与斯宾诺莎的不同就在于他强调活力论意义上的“精神实

体”,他明确提到了«朱子»这本书:“书名为«朱子»的第２８卷关于哲学第１３页的一段.著者说得非

常好:心非气,而气之力.我想象他的意思是要说:理(姑且这样说)是万物的精华、精力、力量和

主要的体,因为他特意把理同气的物质区别开了,在这里好像不意味着原始的精神实体,而是一般地

意味着精神实体或隐得来希,即像灵魂那样具有始动性和知觉或行动的规范的能力.”①莱布尼茨对

朱熹“理”的理解不脱当时欧洲文化背景和欧洲哲学话语传统———“‘理’是一般的精神实体或‘隐得

来希’即灵魂”,这简直就是标准的欧式“活力论”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显然,这其中有朱熹哲学

的影子.
在谈到朱熹的鬼神观时,莱布尼茨写道:“«朱子»第２８卷第２页问:‘这些鬼神是气吗?’他答道:

‘它们与其是气本身,还不说是气中有力、活力、主动性.’”“这位中国哲学家在第３９页上说,天上的

鬼神即天上的帝王叫做神,因为天上的气到处扩散.”“中国人不相信天上有任何生命,有智慧的神,
只相信有气,它有主动性或作用.”“中国作者给予神的不仅是力量或主动性,而且还有智慧,因为神

让人畏惧、崇敬.把气———即稀薄的物体———看作是神的载物体.鬼神只不过是气、物质.”“我
认为(总的来说),他们古代圣贤的意图是尊敬理或至上的理性.理及其作用到处可见,有时直接在

粗笨的物体中,理在这些物体中是这些物体的创造者;有时表现为理本身的使者即下级鬼神,有德性

的灵魂就结合在鬼神之上.”②从中,我们既读懂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也发现了斯宾诺莎的身

影———这显然已是一种地道的、欧化的泛神论或自然神论的观点了.“无神论”在欧洲本含贬义,而
“自然神论”或“泛神论”作为“无神论”的代名词,则是进步思想家用来反教会、批判有神论的理性

工具.
(二)朱熹哲学与“有机论”.当代哲学界一般把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称为“有机哲学”.

然而李约瑟却认为:在中西哲学比较中,中国哲学是“有机论”,尤以朱熹哲学为代表;在西方哲学中,
莱布尼茨是“有机论”,而且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有机论”哲学体系③.李约瑟指出:莱布尼茨受到

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朱熹哲学的影响.
正是«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把朱熹哲学推介给了欧洲思想界.该书在«导言»中说:“儒家自汉

代以来,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在明代就集中表现在将程朱理学作为顶礼膜拜的偶

像,‘非朱之言不尊’,‘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④«导言»还介绍了中国哲学的“太极”概念,指
出:即便朱熹本人也承认,无论伏羲还是文王、周公,都没有使用过“太极”这一概念,“太极”一词只是

孔子自己在«易经»的“附录”⑤中写上去的.“太极”即是一个包括着阴阳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体系,
朱熹认为,自太极至万物化生,统是一个大源,由体达用,从微至著,内含着对宇宙生成的见解.基于

这一点,李约瑟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１２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

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所谓“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在朱熹之前,中国哲学的全部背景都是如此,
在朱熹之后,则有莱布尼茨的哲学如此⑥.

所谓有机哲学就是指有生命力的哲学,即贯穿着辩证思维方式的哲学,简言之,有机哲学就是辩

证法.在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活力论”即“灵魂说”主要是说明有机体或生物学的理论,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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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６４页.



哲学领域,西方向来是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占统治地位,尤其是近代牛顿力学所引发的机

械论哲学,更使得希腊哲学的辩证法无人问津了.莱布尼茨哲学的“前定的和谐”命题,是自笛卡儿

以来的第一个辩证法命题,其来源于莱布尼茨对朱熹理学的研究,“他(莱布尼茨)的‘预先建立的’和
谐说(虽然是用有神论者的词汇写的,但这是当时欧洲环境所必需的),在那些谙熟中国宇宙观的人,
便觉得不陌生.万物之间,皆不相互施行作用,它们只在一个和谐的意志下共同活动.此种思想对

中国人已不是什么新观念”①.所谓“预先”或“前定”,即是先于“神”创世之前而定,这意味着“和谐”
是自然秩序,而不是神意,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单子”既是一种精神实体,同时又是一种具有生命

力的物活体,这与中国哲学的“理气合一”、“形神一体”观念完全契合.莱布尼茨在分析了朱熹的

“理”与“气”的一些基本特征之后指出:“这里的‘理’似是不指第一类精神实体而指普通的精神体或

单子.”②“单子”就是“理”,而“理”也就是“单子”.莱布尼茨学说与斯宾诺莎学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

斯宾诺莎那里只有一个“实体”,而在莱布尼茨那里有无数“实体”,这些“实体”都具有精神性或“能动

性”,“能动性是一般实体的本质”③.这跟朱熹对“理”、“气”和“太极”的描写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如
朱熹说:“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则未尝相离也.”④“天地之化,往者过,来
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⑤李约瑟指出,正是朱熹的这种

思想促成了莱布尼茨的“有机论哲学”.
“有机论哲学”通过“莱布尼茨 沃尔夫学派”在德国思想界有着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深深地扎

根在德国哲学界,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都受其熏陶.马克思曾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表

达了他对莱布尼茨的敬佩,列宁也曾指出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康德的

“星云假说”,实质上是一种最典型的“有机论的自然观”,恩格斯曾指出,正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在欧

洲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其实,康德的有机论的宇宙生成观早

在朱熹那里就有过类似表述,如朱熹说:“天地初开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

了,便拶去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
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⑥朱熹反对“神创说”,他指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

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⑦朱熹的这种见解远早于康德的有机宇宙生成论.
(三)“理”、“道”、“性”与“理性”.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另一重要贡献就在于它把

儒家的“理性”概念介绍到了欧洲.如«大学»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新)民,在止于至善.”而该书的拉丁译文意为:“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在于精炼或改进我从上天汲

取而来的理性(rationalemnaturam),这就如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唯有扫除了蒙于其上的邪欲瑕

疵,才必然会恢复它那无比的清澈.(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使人民得到更新或再生(renov
andoseureparando),当然,要依靠他们本身的榜样和规劝.(伟人们做学问的目的)还在于立场坚

定,保持最大的德行.”这里,“道”译成为“理性”.再如«中庸»第一段的第一句原文为:“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哲学家孔子»译为:“上天置于人们心中的东西叫做理性.这种用理

性造成的、并对之加以模仿的东西,叫做法则,或叫做和理性的一致.反反复复、勤劳不辍地按照这

种法则实践并亲身遵循之,那就叫做教育或善德之学问.”⑧这里把“性”译成“理性”,把“道”译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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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并认为其与“理性”一致.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哲学的“理性”从传入欧洲起,就被纳入了欧洲化思

维的进程,成为欧洲近代哲学“理性”概念的重要源头之一.
实际上,早于«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利玛窦等人在１６世纪就把中国哲学的“理”与“道”译成了

西文的reason(理性).１７世纪,欧洲哲学界开始广泛使用“理性”,到了１８世纪,“理性”成为整个思

想界所高扬的一个名词,就像一首乐章中高亢的音符———这是时代的最强音.１８世纪的欧洲进入

了一个理性的时代,“理性”一词在欧洲虽然有着本土的思想来源,但随着中国哲学的传入,中世纪

“理性”(神性)发生了质变,出现了取代上帝的一种“纯粹理性”①.所谓“纯粹理性”,一是不受“物性”
羁绊,绝对超验;二是不杂任何“神性”,绝对纯粹.而在此之前,欧洲的理性皆不纯粹.谢林说:“我
们一定能够———以便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找到一种上帝的替代物,更确切地

说是一种原始神明的替代物.”②欧洲人在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才认识到了“纯粹理性”的存在,而
中国却很早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理性”在希腊和基督教哲学传统中大致有三个用词,一是reason,二是nous,三是logos.基督

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理性”多是用nous和logos,它们都没有脱离“神性”,甚至等同于“神性”,如
«圣经»上说“道(logos)成肉身”,nous被理解为“宇宙灵魂”,等等.而reason一般被理解为毕达哥拉

斯学派的思想.«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在把“道”翻译成拉丁文rationalem(理性)的同时,还用了另

一个拉丁字naturam,即“自然性”.因此,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儒家的“理”张扬了一种“自然律”(natＧ
urallaw),即“天道”,也即“理性”.如:“孔子所说‘天’,即为自然;所说之‘天道’,即为自然的道理;
所说‘顺天而行’,即为按自然的道理来行.自然的道理,即理也.”③埃德蒙莱特斯认为在欧洲人吸

收儒家思想的学术背景后面,“透过两大学说之间的争论而尤为突出.一派学说是基督教主张的启

示说;一派主张１８世纪所谓的‘自然道德律’或‘理性’说,此说可溯其源古典希腊罗马.这个争论是

西方本土固有,但这个本土争论却为吸收中国思想预先铺设好路途”④.可见,欧洲人是基于欧洲固

有的“理性”范式来接引、理解和吸收宋明理学之“理”的.
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的流行表明过去被视为“万恶之源”的无神论合法地楔入了欧洲思

想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

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

在的.”⑤这里所说的“清一色的无神者所组成的社会”就是指的中国社会.笛卡儿学派的另外一位重

要人物马勒伯朗士写了一篇«一位中国哲学家与基督教学者的对话»的冗长文章,对话中的一方“基
督教学者”可视为马勒伯朗士本人,对话中的另一方“中国哲学家”可视为朱熹的化身.马勒伯朗士

把中国哲学的“理”界定为无神论,反对把“理”说成是“上帝”,因为“理”没有脱离物性.马勒伯朗士

对朱熹“理”的“物”性认识与莱布尼茨把“理”比拟为“神”的做法从相反的方向上接近了朱熹“理”的
本色.因为在朱熹那里,“理”一方面是超验的,“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⑥,另
一方面,“理”与“气”又是不可分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⑦.莱布尼茨与马勒伯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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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都是有道理的.马勒伯朗士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所以在

１８世纪欧洲,变成为唯物论和无神论,变成革命的哲学,这一位笛卡儿(按即笛卡儿)中派的麦尔伯

兰基(马勒伯朗士)的解释,对于法国百科全书派是有一定的影响的”①.

１８世纪法国学者雷缪萨②曾用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翻译中国哲学中的“道”,黑格尔表

示质疑③,在他看来,“逻各斯”有神性,而“道”只是物性的抽象,应为“理性”,他写道:“中国人承认的

基本原则为理性(reason)———叫做‘道’.”④

(四)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罗博特姆说:“柏拉图曾传授过道德法则,但是,柏拉图是理论化

的和形而上学的,而孔子则是实践的,却是更重要和更成功的(后来,当伏尔泰对希腊的形而上学抱

着嘲笑和鄙夷的态度而转向儒家的实践人文主义时,他支持了这一观点).”⑤１６世纪中国哲学初传

欧洲时,利玛窦最早把它界定为一种“道德哲学”.到了德国哲学始祖莱布尼茨那里,他对中国的“实
践哲学”十分推崇⑥,莱布尼茨逝世之后,沃尔夫的哲学统治德国思想界近半个世纪⑦,沃尔夫在１７２１
年７月发表了一篇给他带来了厄运的演讲,题目就是«论中国的实践哲学».沃尔夫说:“中国人的智

慧自古以来遐迩闻名,中国治理国家的特殊才智令人钦佩.”“在我们眼中,孔子常常被看作如此伟大

的智慧的始祖.这种看法恰恰表明了对中国情况的一无所知.早在孔子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已经

为自己拥有最卓越的法而自豪了.”这种“法”是什么呢? 他认为,这就是“至善的准绳”,是“正派高尚

的品德”.沃尔夫宣称:“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⑧即使在因宣扬中

国哲学受到打击之后,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和中国哲学的正面评价,事隔２４年之后,他又发表了

一篇题为«在一个哲学王治理下人民的真正的幸福»的文章.康德作为沃尔夫的再传弟子,虽然开始

贬低中国哲学,然而尼采却把他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三字实指“孔夫子”.因

为在当时欧洲的语境中,孔子常被称为“中国人”⑨.马克思在提到“中国人”时还把他与古希腊哲学

家毕达哥拉斯相并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这
里,“完善的中国人”即指孔子.

那么,究竟怎样看待康德与中国哲学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呢? 学者谢文郁认为:“对于尼采来

说,康德用德国人的思路表达了中国思想,正在毒害德国人.”康德哲学中究竟哪些要素属于中国思

想呢? “我们不难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儒家的影子.比如,儒家的核心概念‘诚’在康德那里用‘善良意

志’来指称;修身养性的根本原则‘率性而动’在康德的‘自我法则’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达.我想,
康德思想中的儒家成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消化并吸收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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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１９页.
亚培雷缪萨(JeanPierreAbelRémusat,１７８８ １８３２),法国著名的中国学家.雷缪萨把法显的«佛国记»翻译成法文,他翻

译的«玉娇李»法文版本名为«两个表姐妹»;他还翻译了儒家的«中庸»和老子的«道德经»,他把“道”译成希腊哲学的“逻格斯”;他还

认为老子的哲学与犹太哲学和毕达哥拉斯哲学相近,相信“老子西行化胡说”,甚至认为西亚哲学和希腊哲学有可能来自老子哲学.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册,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６页.

G．W．F．Hegel,ThePhilosophyofHistory(Canada:Ontario,２００１):１５３．
ArnoldH．Rowbotham,“TheImpactofConfucianismonSeventeenthCenturyEurope,”TheFarEasternQuarterlyvol．４,

no．３(１９４５):２３９．
[德]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张允熠编:«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３７页.
康德从幼年时就跟随弗朗茨阿尔伯特舒尔茨(FranzAlbertSchultz)学习,１７３２年,又进入舒尔茨任校长的腓特烈学院

(CollegiumFridericianum)学习拉丁文.而舒尔茨是沃尔夫的学生,因此,康德算是莱布尼茨的三传弟子.
[德]沃尔夫:«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张允熠编:«中国:欧洲的样板———启蒙时期儒学西传欧洲»,第２５５、２６７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３７、７１３页注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３１２页.



儒家思想.”①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早年也说过:“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②“康德之意见,吾国先儒

之说亦然.”③在毛泽东看来,康德“绝对命令”的道德律,就是宋儒的“天理”!
不过,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吸收了中国哲学思想要素.在哲学史上,除马

克思公开承认他继承了黑格尔又批判了黑格尔之外,主动承认吸收了别人思想的哲学家微乎其微.
尤其是康德,他“相当自信地认为,他的思想不是任何其他思想的翻版,而是自成一家的创造.所以,
他的道德哲学不提卢梭的贡献,当然也没有必要提及中国儒家思想的贡献”④.理性的先验性和至上

性、道德的形而上性和实践的自律性以及“止于至善”的终极关怀,等等,这些正是康德哲学能够打通

中西的主要隧道.

三、中国哲学与黑格尔

以上我们撮要讨论了中国哲学被纳入欧洲思维形式进而转化为欧洲哲学理念的若干内证,实际

上,中国哲学(包括佛、道哲学)对近代欧洲哲学思想的渗透远不止这些.单就１７世纪以来中欧哲学

的融通而言,最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哲学,而黑格尔哲学又是德国近代哲学发展的里程碑.因此,我们

有必要把黑格尔哲学作为个案提取出来给予专门剖析.
(一)黑格尔哲学的实质.“绝对精神”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范畴,有着基督教的logos、新柏拉

图主义与斯多葛派的nous的痕迹,然而,它更依托于笛卡儿、斯宾诺莎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之“实
体”论的基础和莱布尼茨以来德国唯理论哲学自身的土壤.马克思曾经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

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
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

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

的人类.”⑤跟前辈们的“实体”论不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个纯粹逻辑概念的推衍,是“主观精

神”和“客观精神”辩证否定的对立统一.“绝对精神”在经过了一系列辩证发展的过程之后,最终完

成了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它是“理性”的最高阶段.
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大厦在公式上可以表述为“三一式”,在方法上可以归结为“否定之否定”,在

理念上可以概括为“有、无、变”,简而言之,即对立面的统一.相互否定、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相互肯

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即“无”,“无”即“有”,“有”与“无”合一抱团而成“太极”———这就是“绝
对精神”的图式表达.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道家哲学尤其是«老子»一书对“无”的论述值

得重视.黑格尔认为,老子的«道德经»不属于儒家经典,但在哲学上却是十分重要的一部书.这部

书不仅讲了“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的思想,而且提出了“绝对

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乃是‘无’这种‘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无或无物,
而乃是被认作远离一切观念、一切对象———也就是单纯的、自然同一的、无规定的、抽象的统一.因

此这‘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所叫做的本质”⑥.在这里,黑格尔从本体(being)来阐解老子

的“无”,认为它就是无规定的“本质”.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又说:“无是与它自身单纯的同一,是完

全的空,没有规定,没有内容,在它自身中并没有区别无是(being)在我们的直观或思维中;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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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１７７页.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册,第１３１页.



不如说无是空的直观和思维本身,而那个空的直观或思维也就是纯有.———所以,无与纯有是同一

的规定,或不如说同一的无规定,因而一般说来,无与纯有是同一的东西.”①这里,黑格尔关于“无”的
观点与其对老子“无”的理解如出一辙.

在西方哲学史上,本来没有“无”这个范畴,正是黑格尔首先把“无”纳入了他的思辨哲学体系.
直至后来,海德格尔的“无”也是其存在论中的重要范畴.黑格尔之所以批判康德,是因为康德的“物
自体”不可知,悬隔于感性与知性之外.而在黑格尔这里,“物自体”不仅是可知的,而且是能动的、生
生不息的、终极的本体———这就是“绝对理念”即太极.

“有无变”、“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等等,这些辩证命题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指的同

一事物两种属性的相成相辅,这是黑格尔哲学不同于欧洲传统哲学最显著的地方———在欧洲哲学史

上,我们绝难发现“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命题的前迹,但对于熟知中国儒、道哲学思维的人来说,这
却丝毫不陌生.欧洲哲学的实体论渗进了中国哲学元素,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中有着中国式的思维

逻辑.要深入探寻这一问题,我们就不能无视中国哲学在近两个世纪期间对欧洲哲学潜移默化的影

响,更不能忽略从莱布尼茨以来儒家哲学对德国哲学的渗入.斯宾诺莎的“神”、莱布尼茨的“单子”、
康德的“物自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人们从这些众多的“实体”论背后能看

到中国哲学“理”、“道”、“心”、“性”、“诚”、“太极”等概念的身影;从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到黑格尔

的“对立统一”———我们在这种德国式的思辨形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的特征.为此,我们有

必要揭开黑格尔“西方主义”的面纱而窥其背后的东方主义情结.
(二)黑格尔西方主义背后的东方主义情结.费尔巴哈说过:“谢林学派对东方向往,乃是这个学

派的本质特征,与此相反,向往西方贬抑东方,即是黑格尔学派的本质特征.”②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黑

格尔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表.实际上,知识渊博的黑格尔从来不否认东方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贡

献,他说:“亚细亚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造的地方.”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一样,
“精神的光明”也从亚洲升起,而它大放光芒却是在欧洲,“前亚细亚最为特异的,便是它没有闭关自

守过,将一切都送到了欧罗巴州.它代表着一切宗教原则和政治原则的开始,然而这些原则的发扬

光大则在欧罗巴州”③.他甚至用“盲人”来隐喻中世纪的欧洲,后者既然得到了启蒙,周围的一切都

看清楚了,那么,他现在就要“转而思索它自己内在的东西他重视他自己内在的太阳,更过于他

重视那原来的外界的太阳”④.这就是黑格尔强调的“自由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正如太阳自东

向西运行,中国是“最东方”的,相当于人类的幼年期,接着是希腊,代表着人类的青年期,罗马是人类

的中年期,而以日耳曼为主的欧洲则是人类的老年期.太阳运行的轨迹,也就是“精神”从“一个人”
的自由(东方的君主专制)向“全体人”的自由(日耳曼世界)发展的过程.黑格尔用充满诗意的笔调

写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的历史有一

个东方历史有一个决定性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

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着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⑤黑格尔的“欧洲中心主

义”是对人类历史的一种追述,东方是起点,作为“最东方”的中国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正像黑格尔

所说,东方这个“外界的太阳”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他“内在的太阳”.
“内在的太阳”就是深藏内心世界的本质力量.为了深入研究中国,黑格尔在写«历史哲学»时几

乎阅读了当时他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文字材料和译成西文的各种中国经籍.有学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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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一看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中所用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不得不对他对资

料搜集得完整表示惊讶.实际上黑格尔在１８２２ １８２３年冬季学期开始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
时,他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了准备‘绪论’和‘中国’一章上面去了.”①除此之外,黑格尔对前人的

中国文化观也是熟悉的,他知晓马可波罗的游记,就是再往前的中西交通史也有所了解②.黑格尔

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所下的这番功夫,早已为国外学者注意:“黑格尔凭借着这种巨大的参考材料,自
己感觉有了不少的知识上的培养,我们现在确实已十分认识中国了.我们已有了中国文学和它的全

部生活,以至它的历史之深切的知识.”③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人们能够读到他对中国专制统治

的揭露和批判,但这并不能掩饰他对中国的推崇和向往.他承认中国历史悠久:“历史必须从中华帝

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④他认为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贵族阶层,除
皇室以外,人人平等;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值得欧洲人学习,如说:“只有那些机敏的人才能参政.要

职都由最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担任,因此中国常常被称为理想的国家,甚至于被当作我们应当效

法的样板.”⑤他注意到科学和文化在中国受到重视,“如果我们谈到中国的科学,那么我们迎面碰到

的便是关于它教育先进、历史悠久的显赫名声.假如我们深入一步,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极受尊

重,确切地说,公开受到了政府发起的高度评价和促进”⑥.不过,黑格尔的中国观是矛盾的,他说:
“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

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⑦

(三)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到黑格尔的时代,中国文化和哲学已在欧洲传播了近二百年,欧洲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从肇始发展到顶峰.在德国,这是一个由莱布尼茨、沃尔夫公开推崇中国转而走

向康德、赫尔德等人公开贬损中国的精神旅程.黑格尔同莱布尼茨一样,对中国的一切怀有好奇心.
他同样看重«易经»中所包含的哲学原则,如果说,莱布尼茨从阴阳两爻中看到了“零”与“一”,黑格尔

则从中发现了“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的规定”,发现了“有”与“无”、“肯定”与“否定”、“正
题”与“反题”⑧.黑格尔视阳、阴两个爻符互为正、反对立范畴,而阴阳“两仪”出于“太极”,“太极”自
然就是“正反合”了.«易传系辞上»又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可谓是“阴”与“阳”的“合题”即
“否定之否定”了.这实为中国的阴阳辩证法所独有.

中国哲学的“道”或“太极”,在黑格尔那里就叫“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道”在«周易»哲学中

就是“有无变”———“道”从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到派生出具体形象的天地万物,变化出无穷的大千世界

和精神现象,其逻辑过程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通过三个环节两次否定而生出自然、社会和精神现

象何其相似乃尔! 黑格尔在评述«老子»的“道”时透露出他的这一发现.他说:“这派(道家)的主要

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⑨———
在«老子»的生化公式中,“一”是正题,“二”是反题,“二”是对“一”的扬弃,但却保留着、包含着“一”;
“三”是“二”的否定,但是“三”既留着“一”又包含着“二”和前两项的部分要素,这是一个“否定之否

定”的圆圈.黑格尔还分析了«老子»中“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说:“到了这里,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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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需要提说一下.第一,我曾引证了‘三’,因为在那里我们想要看出别的类似这种形式的发生和

起源第二点需要说明的,这个IHV 是绝对的来源,是‘无’‘无’同时也是肯定的,这就是我

们所叫做的本质.”①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本质”就是«老子»哲学的“无”,这非常值得玩味!
有趣的是,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时,曾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把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一

切矛盾和费希特一切弱点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条中国式的辫子”②.而最早注意到黑格尔哲学与中

国哲学之间极其相似的人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曾写道:“现代泛神论,也就是说,黑格尔,在
中国人(孔夫子———引者注)和祆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③１８５０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

写的一篇«国际述评»中再次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

样具有共同之点.”④既然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共同之点”,那么,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黑格

尔对中国哲学的公开回应却是一种极力贬低的评价呢? 这也是发人深思的.对此我们可以这么看:
首先,黑格尔成长于欧洲“中国热”流行的时代,他的前辈们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正负两方面评

价在他的思想中都有体现.我们发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批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观点,其中相当

一部分是借用了别人的说法.其次,“中国热”的消退归根到底取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崛起和中

国国势的急剧跌落,黑格尔逝世不久,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时过境迁,
西方人很少再会赞美自己的“手下败将”,相反,侮辱、贬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西方主义和种族主义

言论成为时尚,黑格尔的中国观不可能脱离这一时代背景.例如,他读过英使马戛尔尼１７９３年使华

的笔记和１７９８年出版的该使团副使斯当东的使华纪实,这对当时欧洲的“中国迷”可谓是当头一瓢

冷水,“中国热”沉寂下去,批判甚至抹黑中国之风一时流行起来.
再者,学者的特殊心态也不容忽视.黑格尔一再贬低中国哲学,斥责这些东西“枯燥”、“空虚”、

“原始的理性”,他对此“不感兴趣”,云云.但他又写道:“在当代和近代的宗教和神话里、重知的和神

秘的哲学里,我们可以感到愉快,因为在这些形态里可以发现理念一个人如果把从别人那里学

来的东西算做自己的东西,他愈要反对或贬斥那些东西.或者宁可说,他是被刺激起来反对它们的,
因为他的见解是从别人的见解造出来的.”⑤可见,探讨两种思想体系之间有无相互影响和彼此吸收,
绝不能依据学者本人的表白,而主要应取决于两类证据,一是外证,二是内证.外证指二者之间是否

曾在事实上建立起客观联系和信息交流,内证即在学理上看它们有无共同之点或相似之处.如果

内、外证都有,还要看发明者孰先孰后.从事实和逻辑一致的角度来看,相比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

儒、道哲学,黑格尔哲学显然是后来者,但同时又是超越者.

四、结　语

始于四百年前的中西哲学的“两极相联”和“伟大相遇”,以及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回应,对
欧洲近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显著标志便是在哲学领域用“理性上帝”取代了“神本上帝”.启蒙

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所需要的正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中国,他们运用来自中国的“理性”和无神论哲学

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在此过程中,西方思想家所看重的中国哲学“原则”,逐渐融入新生

的欧洲哲学范畴,被纳入西方的思维形式,中国元素被深深嵌入了西方语境的深处.
英国剑桥大学于１９９８年出版了«剑桥１７世纪哲学史»,该书在第一部分“１７世纪哲学的语境”中

列出了导致欧洲近代哲学产生的三大要素,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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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为重要背景之一被单独列为一章.该章认为在欧洲近代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哲学是一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和思想资源,西方从此“获得了儒家哲学中非常顶尖的知识”①.罗博特姆回顾了儒家

思想对法国、德国和英国影响的证据,认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影响在１７世纪欧洲的三种运动中可感受

到它的存在:(１)激发了针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批判精神;(２)唤醒了对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兴趣;
(３)意识到了学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②.这三种运动的学理依据皆得力于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

西方哲学无疑有着自身的大本大源与发展理路———这主要得力于希伯来文化即“犹太 基督

教”传统,但以儒学思想为主的中国哲学的输入,则与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的希腊思想共同形成

了理性时代“两个平行”的推动力,致使欧洲思想界执牛耳的重要思想家如莱布尼茨及其后学以及伏

尔泰等人“都毋庸置疑地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③.“启蒙思想家们的兴趣是要在中国发现普世主

义的内容,是要从犹太———希腊———基督教传统之外汲取榜样.他们了解中国并非出于自我兴趣,
而是要从中国文化中挖掘资源来推动启蒙运动的发展.”④美国学者孟德卫说,启蒙哲学家们认为诸

如基督教那样依靠神的启示和信仰的宗教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祸根所在,因此,“启蒙思想家寻求

用自然神论(理性宗教)来替代基督教(启示宗教)”⑤,中国哲学便成了他们的依皈.“启蒙哲学家们

赞美儒家道德,认为它无须借助宗教便能教导人们是非对错.事实上,启蒙哲学家们简直把孔子当

作他们的圣人.”⑥

欧洲的启蒙哲学家们还认为,中国的基于道德理性的政府正是欧洲中世纪世袭领主制所最缺乏

的.在欧洲的中世纪,平民无法进入政治圈子,反观中国,官员皆由考试录取而来,官员即学者,学者

即官员,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平民进入统治阶层铺设了通道,这种官僚科层体制是中国在人类历史上

的首创,因此,他们高度赞美中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制度:“儒学体系中最让欧洲人感到

欢欣的要素之一就是学者在中国的地位.欧洲大陆的学者们的这种共识可以追溯到１７世纪晚期启

蒙运动开始之时这个东方帝国就被视为是一块摧毁了政治家和学者之间樊篱的土地.当伏尔

泰在政治改革的领域中小心翼翼地探索时,他把‘哲学家’做王的中国作为理想国,并以此提议选拔

‘启蒙哲学家’出任内阁部长.伏尔泰被称为‘费尔梅的孔夫子’,这只不过表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知

识分子阶层内心中的一种向往而已.”⑦当我们发现文官制度在１９世纪的英国突然平地而起,知识分

子以平民身份也可“封官加爵”时,我们就更不能忽视中国元素对欧洲文化的实质性渗透了.
事实上,欧洲哲学正是从１７世纪才开始真正走向了实践理性和主体性的发展道路.自沃尔夫、

康德以来,道德哲学和人文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纯逻辑的本体论则渐次让位给自然科学

而沦为工具理性.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普遍道德和“全球伦理”的重建时,我们就无法否认儒家哲学

至今仍具备的普遍性价值;“当弗兰克说出当时(１６ １８世纪)的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时,在中国学

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学者极为震惊.这种看法自然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为

何被启蒙思想家所接受、所赞扬”⑧.对于中国思想在欧洲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他山之石”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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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欧美人并不忌讳这一史实:“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

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①

然而,从１９世纪末至整个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又出现了新的危机.理性主义复兴导致了欧洲近

代哲学革命,它的进一步发展则走向了反面:传统形而上学被强力“拒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思潮

泛滥,哲学本体论已不再具有知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恩格斯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就预告了哲学的

终结,进入２０世纪,许多知名哲学家都相继从各自的学理角度进一步断言哲学终结,如海德格尔所

言:“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

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②然而,与西方相比,中
国始终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在西欧尚处在神学(宗教)时代之际,中国则已进入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

时代.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讲,中国文化从根本上看就是一个以哲学代宗教的文化,“一条比宗教提供

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

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

的”③.其实,１９世纪的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认识,德国哲学家谢林就曾断言中国人因为避开了西方

人经过宗教的曲折历程,才获得了纯粹理性.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达到顶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现代

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峰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积弊之重延宕至今呈现出深

层次危机:要么以唯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物化思维、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体现人的“在场”,要么以张

扬唯意志论、直觉论、“现象学”的“存在”还原意识之人,甚至把哲学碎片化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分析工

具,等等.现代西方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中把真正的哲学抛弃了,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大道理

没人讲了,正如德里达所说:哲学被解构得不再是哲学了,以至于其解构主义也不是哲学,只能算作

一种“思想”了④.人们开始呼吁“重建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上学”离不开中国哲学的在场,三
百多年来,从莱布尼茨到海德格尔,相当一批欧洲主流哲学家无不把欧洲思想界寻求支援力量的关

注目光一再投向中国,试图从跨文化角度汲取东方的智慧和营养.
然而,基于跨文化的视角,我们应着眼于人类理智共性的“普照的光”,而不是拘泥于对中国哲学

文本所谓绝对正确、无误的理解或诠释.且不说当年莱布尼茨、伏尔泰、沃尔夫以及他们的后来者黑

格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异质文化的隔膜下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儒家的经典,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又何尝能够真实无误地完全理解自己祖先的坟典呢? 中西之间存在着一个文化沟壑,古今之间存在

着一个文化沟壑,日耳曼人的近代欧洲与古希腊、古罗马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文化沟壑,因此,跨文化

的哲学交流,重在思想的启蒙、启发、启示.跨越沟壑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既为一种同质的共求,更是

一种异质的互补,唯有如此才能对人类的文化总量有所增益,对其品质有所提升.由此来看,欧洲哲

学对中国哲学的需求不在于原汁原味地照搬,而在于后启蒙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理,当
今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吸收,也当如此.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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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９页.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２４４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的精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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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

———兼与唐太宗作比

牟 发 松

摘　要:隋炀帝对南方人文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南方文学的企羡和仿习,与关陇集团领袖人物如宇文

泰、苏绰乃至其父隋文帝的态度极为不同.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

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炀帝继位初发动的营建东都、开凿运河、游幸江都等大型系列工程,诚然有着

深刻的地缘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战略背景,但也与炀帝的江都情结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惟其如此,

这些工程的合理性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也往往被忽视.炀帝选择江都作为葬身之地,即因江都是其事

业发迹之所,精神故乡所在,文化情感所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为江都情结而殉身.隋炀帝与唐太宗在诸

多方面,包括南方文学好尚上,极其相似,但在如何处理个人的文化兴趣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二人表现迥

异.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唐太宗和隋炀帝,在政治成就和历史评价上何以如此迥异,而
历史也昭示,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作反面教员,就不会有唐代的明君太宗.

关键词:隋炀帝;江都情结;南方文化;唐太宗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０７

一、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江都情结)———从«区宇图志»的编撰谈起

隋炀帝大业(６０５ ６１８)初年继帝位伊始,便“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濬及龙川赞治侯伟

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这部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叙山

川”、郡国、城隍,皆附有图,同时记有诸郡的物产土俗.大业五年(６０９)书成上奏,不料“帝不善之”,
并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指责窦威等.问题出在其中的«丹阳郡风俗»部分,炀帝敕称:

　　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

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
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以吴人)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 然于著

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①

敕文的重点,是批驳“以吴人为违背礼义的东夷”的观点,属于编撰者对南方风俗文化的价值评断问

题,至于“属辞比事”、著述体例次序等编撰技术问题,在此不论.我们知道,丹阳郡治为六朝故都建

康,亦是东晋以来扬州驻节之地,是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因而对丹阳郡风俗的贬抑,实意味着

　

作者简介:牟发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①　上引分别见:«隋书»卷七十七«隐逸崔廓传»附«崔赜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７５７页;«玉海»卷十五«地理地理

书»“«隋区宇图志»”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８６页;«太平御览»卷六○二«文部著书下»引«隋大业拾遗»,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６０年,第２７１０ ２７１１页.按«隋大业拾遗»,即唐杜宝«大业杂记»别名,详见牟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

«‹大业杂记›遗文校录»,俱载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１５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下文引用«大业杂记»,均据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对以扬州为代表的六朝南方文化的贬抑.敕文指出孙吴时期江东“衣冠人物,千载一时”,东晋南朝

的建康更是“华夏衣缨”荟萃的“天下名都”,首冠全国的人才高地.自古号称“汝颍多奇士”,汉晋之

际的颍川更是名士辈出①,炀帝认为孙吴时期江东人物足以比肩汝颍,东晋以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可知他对吴人、吴地的人文成就评价极高,辩护有力且有理有据.
前承西魏北周的隋唐皇朝,本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领衔«区宇图志»的窦威,两«唐书»有

传②,出身北族勋贵,是写作班子中关陇集团的代表.其次是崔祖濬,名赜,以字行,附于«隋书»卷七

十七其父«崔廓传»中,出自山东著姓博陵崔氏.可知主持«区宇图志»修撰的皆出身于关陇集团及山

东大族,当时虽“天下大同”,修撰者仍不免“关中旧意”或曰“关中本位”思维③,“以吴人为东夷”.
下敕指责之外,炀帝还给了参撰诸人“各赐杖一顿”的行政处罚,并同时改组了«区宇图志»的写

作班子,以“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检”,即任主编,总其事的还有给事郎许善心,并调集十多位秘书学士

参与编撰,其中袁朗序蜀郡风俗,杜宝序吴郡风俗.其结果得到炀帝好评:“学士修书,颇得人意,各
赐物二十段.”主持重修的虞世基、许善心,以及参撰者袁朗、虞绰、姚思廉等,均出自江左名门“冠
族”,“南土誉望”④,即上引炀帝敕文中所谓“平陈之后”自建康入隋的“硕学通儒、文人才子”.杜宝邑

里不明,他受命序吴郡风俗,自然应当是与吴郡有较深关系的人物⑤.由他们主持或执笔修撰南方风

俗,自然不会再出现“以吴人以东夷”之类的问题,故“颇得”炀帝之“意”.总之,从«区宇图志»的修撰

可见隋炀帝对南方文化的崇尚⑥.炀帝虽然出自关陇集团并为其最高政治代表,但对于汉隋间南北

分裂时代南北文化的评价,其南方立场十分坚定,扬南抑北的倾向至为明显.
关于隋炀帝杨广,先行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⑦.如所周知,杨广１６岁即娶“有智识,好学解属

文”的梁朝宗室之女萧妃,２０岁以行军元帅统率诸军平定陈朝,复于次年出任驻治江都的扬州总管,
先后坐镇东南达十年之久.“王好文雅”,在扬州任上招引以柳 为首的南方文士,如诸葛颍、虞世基

世南兄弟、王胄、朱玚等,多达百余人,“以充学士”⑧.此间炀帝“食吴馔”⑨,“言习吴音”,“好为吴

语”,“属文为庾信体”,所作诗文往往经藩邸学士润色、加工甚至论难、“诋诃”,并与他们唱和不

辍.正是由于青年时代长期浸润于江南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和优雅浓郁的文化氛围,因而他对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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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等撰:«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７４年,第３０００页;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
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５期.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传»,第２３６４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五«窦威传»,第３８４４页.均为中华书局

点校本,１９７５年.
“关中旧意”,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二«风操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８１页.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

集团”、“关中本位政策”等命题为治史者所周知,兹不赘注.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同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卷七十六«文学虞绰传»,第１５６９、１４２４、１７３８页.

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史臣“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８１７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

传»,同书卷七十三«姚思廉传»,第４９８４、２５９２页.上引«玉海»卷十五“隋区宇图志”条,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日]中村裕仁:«大业杂记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５页.又炀帝曾“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采

古水事七十二”,其中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诸水饰,杜宝于曹操、刘备皆直呼其名,独
于孙权称“吴大帝”,亦可见其明显的地域倾向,与上揭炀帝敕文中“大吴之国”的称呼同调.“水饰图经”见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
遗文校录»,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５７０２页.

参见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６期;上揭牟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
重要专著有«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二章«隋朝»(芮沃寿执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１９９０年.胡戟:«隋炀帝的

真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初名«隋炀帝新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袁刚:«隋炀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VictorCunruiXiong(熊存瑞),EmperorYangoftheSuiDynasty:HisLife,Times,andLegacy (StateUniversityof
NewYorkPress,Albany,２００６)．相关专题论文众多,下文将择其重要者随文注出.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五十八«柳 传»,第１４２３页.
炀帝大业年间,吴郡曾贡献多种海产,当时有口味使大都督,由会稽人杜济充任.详见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６２５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三月,第５７７５

页.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五十八«柳 传»,同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庾自直、王胄各人本传,第１４２３、１７４１ １７４２页.



人文情有独钟,并通过与南方文士零距离的密切接触,熟练掌握了南朝的文学技能.被立为太子后

江都撤藩,杨广偕其藩邸南士、典籍北上帝都,这些北来的南方文士们一直在他的主持下从事著述.
炀帝即位以后,他们继续致力于皇朝图书的校理与修撰,先后推出３０余部、１７０００余卷大型图书,如
１００卷的«桂苑珠业»,４００卷的«长洲玉镜»,上揭多达千余卷的«区宇图志»等.这批新书无论在文

笔、体例、义理上,还是在抄写、装帧上,号称“冠绝古今”,“自汉已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

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炀)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①.可见炀帝对上述文化工程不仅仅是

主持、资助,而且亲自参与其事.也正是出于对南方文化的企羡,隋炀帝往往以新撰图书与南朝同类

书籍相比较,力图超越之②.隋炀帝朝,北来南士不仅是诸多大型文化工程的主力,南朝文学风气因

之而弥漫朝野,而且他们还是隋炀帝统治集团中“最有权势”的核心层,其中虞世基“专典机密”,几乎

垄断了皇帝诏敕的草拟及“四方表奏”的批复处理大权,包括吏部用人的“与夺”之权.他与同样来自

南朝的裴蕴,名列“参掌朝政”的“五贵”之中.来自南朝的东宫学士柳 ,在炀帝即位后即拜秘书监,
与炀帝“恩若友朋”.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位南方文士则“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③.

炀帝“好学,善属文”,“属文为庾信体”,既“好读书著述”,又颇具文学天赋,故自称“与士大夫高

选”,比拼文才,也可当选为皇帝④.关于隋炀帝诗文的风格、文体及其变化,史载不无相互矛盾之处,
研究者的意见也不尽相同⑤.然而周隋唐初,以徐陵、庾信为代表的“江左余风”,是“世俗以此相高,
朝廷据兹擢士”、朝野流行上下同风的主流文学形式⑥.隋炀帝及其藩邸南士洋溢着“江左余风”的文

学作品,正是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迎合隋文帝厌恶南朝华丽夸饰文风的

政治倾向和审美趣尚,隋炀帝在文学创作中着意与梁陈宫体的“浮丽”、“轻侧”文风保持一定距离,不
少作品的确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发言降诏,辞义可观”,并通过相互酬唱和品评,影响到其他南

方文士的创作⑦.这就不仅代表着当时文学的主流,而且还在某种程度推动了文学的南北融合及发

展变化.进士科的设置被认为是科举制产生的最为重要的标志,而进士科即为隋炀帝所创⑧.进士

科特重文才,“判别文才优劣的准绳则是«文选»所崇尚的骈俪有韵之文”,入唐后更是“专用诗赋”,
«文选»被视为诗赋的典范⑨.而«文选»学虽“大兴”于唐却发源于隋.隋唐间的«文选»学大家曹宪,
正是活跃于隋炀帝时代,先后受到炀帝、唐太宗的推重.总之,进士科的创置及进士程文以«文选»
为典范,也反映了创立者隋炀帝的南朝文化好尚.

隋炀帝的南方文化好尚,也与萧皇后的影响有关.除了语言、文学方面的交流、切磋外,出身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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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第５６９４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虞绰传»,第１７３９页;刘
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曹宪传»,第４９４５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隋炀帝曾同«长洲玉镜»的编纂者柳顾言讨论此书与南朝同类书籍«华林遍略»的优劣,认为«玉镜»质量明显高于«遍略».
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同书卷四十一«苏威传»,卷七十六«虞绰传»,第１５７２、１１８８、１７３９页;司马光编

著:«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炀帝大业二年七月条,第５６２４页.参见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１２２页.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同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卷五十八«柳 传»,第５９、６２５、１４２３页;司马光编著:«资治

通鉴»卷一八二«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第５６９４页.
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１７

页;杨焄:«隋炀帝“非轻侧之论”试解»,«中州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１５４４ １５４５页.上揭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王胄传»,第１７３０、１７４１ １７４２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大

业六年正月,第５６４９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薛登传»,第３１３８页.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５ ５５页;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第６５ ７０页.
详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篇第二章第三节“科举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何妥传»附«萧该传»,第１７１５ １７１６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曹宪

传»,第４９４５页.清儒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称“扬州旧城文选楼、文选巷,考古者以为即曹宪故宅”,旧«图经»称“炀帝尝幸焉”,详
见顾农:«隋炀帝与‹文选›学»,«国学»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朝皇室的萧氏可能还要给炀帝介绍南方的生活方式.尽管唐代官修«隋书»极力突出隋炀帝荒淫的

一面①,但综合现有资料来看,正宫萧皇后不仅从未受到冷落,而且始终为炀帝所宠爱,从萧后在炀帝

晚年时所作«述志赋»极言自己所受“宠禄”之深,即可见知.论者甚至还认为萧后是杨广的“终身伴

侣和知心人”,以致隋炀帝爱屋及乌,热爱南方文化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②.萧妃之外,炀帝所追求、
喜爱的文帝后宫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陈后主张贵妃及沈皇后,皆为江南人,大业后期炀帝

又密诏南方诸郡“简阅”、进贡“江淮民间美女”③,可见炀帝对南方女性特别是江南才女情有独钟.
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江都的特殊情感上,不妨径称为“江都情结”.隋

文帝灭陈后,下诏将六朝故都建康的“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将扬州移置

到长江北岸的江都,设大总管,统领江淮“四十四州诸军事”.如前所述,杨广被立为太子前长期驻镇

江都④.大业元年(６０５)三月,东都尚在紧张修建中,炀帝又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建通济渠,
以沟通黄、淮,同时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以沟通淮、江.同年八月壬寅(十五日),炀帝便从洛阳乘

龙舟下江都,则通济渠、邗沟两大运河工程不到半年即告竣工,从此经长安过洛阳抵江都,可直航到

达,沿途“置离宫四十余所”.炀帝一下江都,作为称帝后的第一次故地重游,场面极其壮观,帝、后所

乘龙舟、水殿及其他楼船多达数千艘,“殿脚”(纤夫等服役人员)及两岸翊卫士兵等不下三十余万,五
百里内州县“皆令献食”⑤.这只浩浩荡荡的船队,实为飘流于运河中的宫殿及百官机构.十月抵江

都,下诏“赦江淮已南,扬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显示出是一次怀旧、感恩之旅.次年正月

的元会,即在江都宫正殿成象殿举行.大业六年(６１０)炀帝二下江都,“宴江淮已南父老”之外,又下

“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将江都提升至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同等的地位⑥.同时又下敕“穿江南

河”,“自京口(镇江)至余杭郡(杭州)八百余里”,拟通龙舟以“东巡会稽”⑦.
前承文帝二十余年治平之世,隋朝国力臻于极盛.故炀帝两下江都,虽“差科”繁重,尚因“天下

丰乐”,“未足为苦”.然而到了大业十二年(６１６)隋炀帝拟三下江都之时,经三征辽东之役,军队厌

战,民不聊生,“反者多于猬毛,群盗所在蜂起”⑧,自然引起朝野极度不满.早在大业十一年(６１５),炀
帝就下令江都重新制造在杨玄感之乱中被烧毁的龙舟、水殿,“制度仍大于旧者”;大业十二年正月,
又诏毗陵(常州)郡建宫苑,“仿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又欲筑宫于会稽”⑨.所有这些显然都是

为放弃两京退保江都甚至偏安江南作准备.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决意南下,“朝臣皆不欲行”.右候卫

大将军赵才“自以荷恩深重,无容坐看亡败”,劝谏炀帝放弃南行,西还京师,“帝大怒”,当场下令逮捕.
建节尉任宗上朝时“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车驾出建国门,奉信郎崔民象在门前上表谏,“帝大

怒,先(剖)解其颐(面颊),然后斩之”;车驾至汜水县(属荥阳郡),“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炀帝

“斩之而行”;至梁郡,郡民邀车驾上书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其结果是“又斩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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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一«高 传»,卷三十六«后妃传»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第１１８１、１１１０ １１１１页.实际上

炀帝欲纳陈后主张贵妃事,«陈书»卷七«张贵妃传»所载即不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１３１页.«隋书后妃传»载炀帝在文帝

临终前欲逼幸宣华夫人陈氏事,亦不合事理,因陈氏曾参与炀帝夺宗之谋,本是政治上的同盟者.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十六«后妃萧皇后传»,第３５９ ３６０页.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１１５页.
姚思廉:«陈书»卷七«沈皇后传»,第１３０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第８３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

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第５７１６页.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第８７６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文帝开皇九年三月至四月,第

５５１６ ５５１８页;同卷文帝开皇十年冬,第５５３２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隋纪»炀帝大业元年三月至八月,第５６１７ ５６２１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

上»,第６２ ６５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６５、７５页;同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第８０２页.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六年十二月,第５６５２页.上揭牟发松«‹大业杂记›遗文校录».
温大雅撰,李锡厚等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二至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一年十月,大业十二年正月,第５７００、５７０２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大业十二年七月,第５７０５ ５７０６页;参见«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同书卷四«炀

帝纪下»大业十二年七月.



名道士王远知,炀帝对其“亲执弟子之礼”,亦劝谏炀帝“不宜远去京国”,其首领虽然得保,炀帝仍固

执“不从”①.隋及唐初的统治核心为关陇集团;从驾南下的基本武装力量“骁果”亦多为关中人②;周
秦以来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军事重心均在长安或包括洛阳的两京;放弃两京南下江都意味着“天下

非陛下所有”,聪慧如炀帝未尝不知,但不爱江山爱江都的他仍然执迷于自己的选择,从上述拒谏行

为,可知这种执迷到了下意识、纠结、冲动乃至如痴如梦而不能自抑的“情结”程度,三下江都前夕炀

帝赋诗与不能成行的宫女作别,即有“我梦江都好”之句③.他在诗歌中反复吟咏“扬州旧处可淹留,
台榭高明复好游”;“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④;视扬州为“旧处”、“旧镇”,视下扬州为

“旋”,为“归”.是的,扬州江都曾是其筹谋夺嫡之地,政治发迹之所,也是他和所亲所恋者的爱巢乐

园,熏陶、享受南方文化的精神故乡.最后一次南下江都告别两京之际,炀帝在东都赋诗称“徒有归

飞心,无复因风力”,以致“泣下沾襟”,感叹虽有心西归却无力回天;到江都后又赋诗称“求归不得去,
真成遭个春”———徒有北归之心而不得⑤.这里既表达了内心深处无可奈何的郁结,又显示了毅然以

扬州为归宿的心迹.
大业十三年(６１７)李渊入长安,立隋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当此之际,“无心北归”的隋炀帝

“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朝臣中以江南虞世基为首的南人“盛言渡江之便”,以关陇李

才为首的北人则“极陈入京之策”⑥,而隋炀帝虽未明确表态,显然是站在南人一边.由于“从驾骁果

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出身关陇集团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元礼等挑动北归

心切的关中骁果作乱,于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６１８)三月杀死炀帝.实际上炀帝对自己的处境和

结局生前即已了然,他曾“引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因“自知必及于难”,故“常以罂

贮毒药自随”.可知这位关陇集团的最高政治代表,清醒而果决地选择了江都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
他是关陇集团创建的西魏北周隋唐诸朝君主中,唯一一个长眠于南土的.炀帝选择了江南,重臣中

的南人虞世基、裴蕴、许善心等也一同被杀,而为炀帝“慨然”起兵“复仇”以及为他备礼改葬的麦孟

才、沈光、钱杰及陈稜,也都是南人⑦.
参据传世文献和最新考古发掘,隋炀帝的墓葬,无论是武德元年(６１８)八月隋江都太守陈稜“粗

备天子仪卫”安葬炀帝的吴公台墓,还是武德五年(６２２)八月唐朝正式改葬炀帝的雷塘墓,以及２０１３
年经科学发掘而确认的炀帝、萧后同茔异穴合葬的扬州曹庄１号墓,很可能“就是同一所墓葬”⑧,位
于今扬州北郊⑨.晚唐罗隐«炀帝陵»诗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正是讽

刺隋炀帝之钟爱江都,已到了不惜以平生功业、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地步.张祜名诗«纵游淮南»,今人

多引以状描唐代扬州的繁华.其实诗中名句“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如宋人葛立方所

说,可能暗含了作者对隋炀帝“恋嫪”江都以至“生死以之”———就是本文所谓“江都情结”的批评:“不

１８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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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王远知传»,第５１２５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德元年三月,第５７７６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三«隋纪»炀帝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第５７０５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６６４页.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６３９页;逯钦立辑校«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第２６７３页.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六十五«赵才传»,第１５４１页.
以上见«隋书»卷八十五«宇文化及传»,同书卷六十四麦铁杖、沈光、陈稜诸人传,第１８８８ １８９０、１５１１ １５１４、１５２０页;«资

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高祖武帝武德元年三月,第５７７５ ５７８５页.
说详张学锋:«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唐史论丛»第２１辑,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同书卷六十四«陈稜传»,第９３ ９４、１５２０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

纪»高祖武德元年八月丁酉条及胡注,同书卷一九○武德五年八月辛亥条及胡注,第５８０７、５９５３页;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扬州市曹庄

隋炀帝墓»,«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７期.按«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淮南道扬州”条称吴公台“在县西北四里”,又称“雷塘,在县东北十

里”,“雷陂,隋炀帝葬于其侧”(中华书局王文楚等点校本,２００７年,第２４４５ ２４４６页),则吴公台与雷塘(雷陂)非在一地.又«太平广

记»卷三五○“颜浚”条(引自«传奇»),亦称改葬的炀帝雷塘墓与初葬的吴公台墓不在一处(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第２７７１ ２７７３
页).则与上注所引张氏说有异.特录以待考(上引«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资料承扬州大学周鼎博士见示).

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五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６５７页.



顾天下之重,千乘万骑,锦缆牙樯,来游此都,竟藏骨于雷塘之下.”①据上揭唐罗隐«春日独游禅智寺»
诗,禅智寺原是“旧隋宫”.山光寺其实也同样是“旧隋宫”,后被隋炀帝施为佛寺.二寺与隋炀帝墓

同在江都城郊②,可见葛立方对张祜诗的解读并非凭空遐想.
隋炀帝在位期间,经常乘船沿运河往返于三个都城即西京、东都、江都之间.从仁寿四年(６０４)

七月十三日即位,到大业十四年(６１８)三月十一日被杀,在位接近５０００天,其中巡行、亲征占去了

２０５０余天.车驾滞留东都凡９次１６５０余天.作为首都的西京,凡５次２３０余天,在三个都城中滞留

时间最少.赴江都虽然只有三次,却滞留了１１００余天,最后一次凡６０１天,是这位总是风尘仆仆于

巡行途中的皇帝在一个地方滞留时间最长的③,他的政治生涯、人生之旅,都永远定格在了江都.对

于他来说,这一选择既是迫不得已的,同时也是主动的,或者说是他自认为可以接受的所有选择中最

好的.这一选择,显然是根源于他的南方文化情结或曰江都情结,而这一情结的形成,则具有社会、
政治及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深刻而复杂的背景.

二、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的经济、社会背景与大业元年的大型系列工程

如果对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北关系作长时段的观察,在隋文帝重新统一南北之际,就经济文化

而言,南方的进步是显著的、空前的.南方在文化上的优势,南北朝后期以南方文化北渐为主的南北

文化交流、融合,进展显著,与当时军事政治上的北强南弱适成对比.先行研究表明,中国历史发展

过程中的区域差别及其对立,最初并不是南北之间,而是东西之间,此点最初为傅斯年先生«夷夏东

西说»所揭示.及至东汉,“所见多是南北对峙的局面”④.其中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对峙,是秦

统一后中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南北分裂时代.从东西相抗到南北对立的转换,给中国的政治格局带

来了深远的影响.东汉以前的统一战争,黄河流域战事结束,统一大业即大抵完成,然而其后,从曹

操开始,统一战争的最终成败,则一定要取决于长江流域南北间的最后决战.
南北分立之取代东西分立,其根源还在于六朝时代南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所导致的南北相对地位

的变动.最早对之加以系统论析的,可能是明人章潢的«图书编»,他认为秦汉以前,“天下之美,举萃

于西北”,无论“冠冕”“风化”(人文),还是“财用”“户口”(经济),“才越淮、汉以南,顿然陵替”,“万里

南邦仅能当天下四分之一而已”⑤.今人杨远对汉宋间南北户口、县邑设置及其变动所作的统计、考
证,所得结论亦与章潢相仿佛⑥.这里我们仅举出两段史料来说明两汉六朝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以
概其余.其一是«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稻作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火耕而水

耨”.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地势饶食”,易于饱暖,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社会贫富分化程度

低.其二是«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等传末“史臣曰”,称“江南之为国盛矣”,由于荆、扬二州在刘宋元

嘉年间长期承平,“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以至“余粮栖亩”,“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

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⑦.«尚书禹贡»依据土

地价值将九州分为九等,扬州为下下,而刘宋扬州竟然出现了“膏腴上地,亩直一金”的数十万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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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牟著«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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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连上上等的关中(禹贡雍州)也不能与之相比.对关中、江南作出这样的对比性评价,限于见闻,
似前所未见.正是伴随着南方农业生产的进步,与之相应的地方社会势力的发育成长,为六朝政权

的成立和维持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更使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

加速度发展.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当地文化兼容混合①,最
后演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

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我们看到,北方出现了自觉汉化、主动学习南方文化的北族统

治者,北魏孝文帝堪称其代表.南北朝后期,北方士人仿习南朝文学、艺术蔚为潮流.如所周知,隋
灭陈,在政治、军事上南并于北,但在经学、文学、书法等文化领域,却是北并于南②.上述南方经济文

化的发展及南北地位此升彼降的变动,正是隋炀帝南方文化情结得以形成的重要背景.
隋炀帝继位伊始的大业元年,连起大役.首先是营建东都,“月役丁二百万人”,凡３１４日竣工;

开凿运河(通济渠、邗沟),发河南、淮南民一百数十万,凡１７１日竣工;巡游江都,为炀帝所乘龙舟舰

队服役的水工、两岸翊卫士兵三十万有余③.三大工程皆规模宏大,力役繁重,程期严急,从而在历史

上留下了“大业年中炀天子”④好大喜功、荒残无道的暴君形象,也被认定为炀帝亡国丧身的罪端祸

由.然而,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冷静客观的研究分析无不表明,炀帝“大业”年间所兴大役,
均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全盘规划的系列工程,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国家整体利益,极具

战略眼光的千秋“大业”.所谓顺应历史潮流,主要表现在适应六朝以来南方经济文化长足发展、经
济财赋重心逐步南移的大趋势.

正如炀帝«建东都诏»所指出的,洛阳“水陆通,贡赋等”,是全国水陆运输的枢纽,储藏、转运漕粮

的要地.平陈后天下一统,“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建都关中,由于“关河悬远”、“重阻”,既“兵不赴

急”,地方民意政情又“无由自达”.可见隋建洛阳新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况且还有周秦汉晋以来以天下之中的洛阳为都的历史传统⑤.隋炀帝在诏书中特别提到文帝时就欲

“创兹怀、洛”,但迄未实现,因而他“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我们看到,文帝开皇四年六月下诏开凿大

兴城至潼关的广通渠,以转漕关东谷物供应京师,同年九月又以“关内饥”而“驾幸洛阳”;开皇十四年

复因“关中大旱人(民)饥”,再次亲率百官及民众“就食于洛阳”.然而在此前的开皇十二年,“有司上

言”京师“库藏皆满”,此后的开皇十七年又称“中外仓库,无不盈积”⑥.可见文帝率官民到洛阳就食,
并非国家缺粮,而是囿于运输能力不能大量、及时地运到关中.由此可知炀帝诏称文帝时拟创建东

都,绝非虚言.及至唐代,由于长安朝廷的经费特别是军费开支激增,又由于隋炀帝开凿运河,江淮

物资的北输堪称便利,作为江淮物资集散中心的洛阳地位日趋重要.然而江淮物资从洛阳运抵长安

还有八百多里路程,水运须涉三门砥柱之险,陆路车运则路途迂回资费昂贵.于是高宗显庆二年

(６５７)前承隋炀帝遗轨将洛阳建为东都,其«建东都诏»中所谓“此都心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与当

年炀帝«建东都诏»中“水陆通、贡赋等”云云,如出一辙.直到高宗、玄宗朝,每当灾荒民饥或关中粮

食供不应求,皇帝百官乃至普通兵民就要来到东都,就近消耗江淮租米及其他物质,武后一朝则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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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居住在东都,故中宗曾有“逐粮天子”之称①.溯前觇后,无不表明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具有长远战略

眼光的大手笔.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营建东都,诏开运河、造龙舟,不到半年即启动一下江都之旅,可见这是一个

经过通盘考虑、精心设计的系统工程②.然而这个系统工程的最终目的似乎又是直指巡游江都的,上
引炀帝自撰歌诗“舳舻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似可为

证.有如筑长城和秦始皇的暴政联系在一起,开运河、游江都也是与隋炀帝的昏庸联系在一起的.
后世认为秦始皇修长城还是“为防胡计,非为游娱”,而隋炀帝则“只为流连之乐”③,因此更等而下之.
唐人秦韬玉«隋堤»诗“种柳开河为胜游,堤前常使路人愁”;王泠然«汴堤柳»诗“隋家天子忆扬州,厌
坐深宫傍海游.功成力尽人旋亡,代谢年移树空有”;陈子昂上书“近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

河,自伊、洛属之扬州,疲生人之力故身死人手,宗庙为墟”云云④;皆对炀帝开运河全盘否定.宋

代理学家石介诗痛斥炀帝开河亡国,更是情见乎辞⑤.然而对隋炀帝修运河的功过是非作出全面公

允评价的也代有其人.唐杜佑«通典»称隋修通济渠、邗沟以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唐人皮日休

称隋炀帝修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

哉! 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唐)大利哉!”他又在诗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

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⑥认为炀帝若只开运河而不游江都,其功德当不亚于大禹.宋人卢

襄则认为:“隋大业间炀帝所以浚辟(运河)使达于扬州者,不过事游幸尔.今则东南岁漕上给于

京师(汴州开封)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天以隋为

吾宋王业之资也.”⑦明人于慎行则称炀帝开运河虽“为其国促数年之祚”,却为后世“开万世之利”⑧.
今日学者,如中国经济史专家全汉昇先生,亦称“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以

后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⑨.上引可知,自唐以来,对于隋炀帝开大运河旨在游幸江都的主观

动机及惨痛后果,无不持批判、否定态度,而对开凿后的客观效果和历史作用,多予以肯定.
对于大运河正面的历史影响,今天的研究者已形成共识,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正如论者所说,

“唐代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造了这一运河体系”,特别是在藩镇割据河北、
“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唐代后期.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隋唐东都的繁荣,扬州就不会在唐代

成为全国乃至东亚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扬一益二”),也没有汴州、杭州、苏州在唐宋时期的崛起和繁

华.如果放眼汉宋间帝国政治中心由西而东(咸阳 西安 洛阳 开封)、自北徂南(洛阳 建康 临

安)的移动过程,隋炀帝之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偏爱江都,实顺应了这一基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政

治、文化重心相应东渐南移的大趋势.及至一千五百年之后的今日,踏访运河沿线,不难发现,“毗邻

运河的村镇”,“发展水平明显地高出离运河稍远”的地方.近日热传的一篇网文中有作者对大运河

的致敬:“我的窗下一直流淌着那条京杭大运河,两岸风景日新月异,那床河水却由隋唐缓缓而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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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通典»卷十«食货漕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２２０页;皮日休:«汴河铭»,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七八七,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年,第４１６２ ４１６３页;皮日休:«汴河怀古»,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一五,第１５５８页.
卢襄:«西征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１４８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６７ ３６８页.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二«形势»,«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１２８册,第７９９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上揭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第２６５页.
上揭«剑桥中国隋唐史»,第１３５页.
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第９０页.



年不动声色.”①这条与隋炀帝的名字紧密相连,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摇篮成功

贯连,迄今仍是世界上最长而且仍在服役的人工运河,是数百万隋代男女民工用生命和血汗凿就的,
也可以视为这位志向非凡的“大业炀天子”永久的纪念碑.

对于隋炀帝举办上述工程的动机及功能,亦有稍加辨析的必要.炀帝在«建东都诏»中所述建都

理由的合理性,是以江淮租赋物质得以顺利北输的大运河为前提的,而上述系列工程中最被指责的

就是开运河.因为自来都认为炀帝开运河完全是出于个人游乐.我们看到,大业七年(６１１)二月,炀
帝下诏伐辽,并从江都乘龙舟走运河通济渠、永济渠北上,凡５６日即抵达位于征辽前线的涿郡.当

时征自河南、淮南、江南的兵员、物质,包括江淮以南数以万计的水军、民夫,以及戎车、战舰及“攻取

之具”、米粮给养等,都是通过运河北运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②.京杭大运河第一次显示了它巨大

而独特的政治军事功能,即在南北间通过水运大批量地转运人员、物资,这是东西走向的黄河、淮河、
长江等自然河流所无法胜任的.炀帝因“三下江都”,以及“东西游幸,靡有定居”,劳民伤财,而备遭

指责.然而炀帝的“游幸”却并不等于游玩、享乐,他在一下江都前下诏称,“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

俗,眷求谠言”,至少宣称与游乐无关③.实际上炀帝之游幸江都,除了眷恋扬州重游故地外,也还有

宣示隋朝正统、展现皇帝权威、笼络南方人士的政治文化使命.如前所述,炀帝当年坐镇江都期间,
着意拉拢南方文士,同时又与南方佛教、道教界的名僧高道交往密切.由于佛教是南北双方民众的

共同信仰,“是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以来的统一力量”,因此他在江都的绥抚工作,有效化解了南人与北

方政权之间的政治文化隔阂,增强了他们对隋廷的向心力,故被学者称之为“文化战略”④.当他被立

为太子后,还曾“奉诏巡抚东南”⑤,显然是考虑到他在东南的良好声誉和影响力.在对南方实施文化

战略的过程中,年轻的杨广也成了南方文化的接受者、爱好者,甚至被南方人士视为自己的代表.惟其

如此,他在当年阴谋夺嫡的过程中,曾计划万一失败,便“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即割据东南,因为这里是

他在政治上的发迹之地,文化价值和感情维系所在,有着深厚的人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⑥,而这也构成

了他的南方文化情结由以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如前所述,当他登基伊始,即迅速实施上述系列工程,
迫不及待地游幸旧地、旧镇江都;当他大业十二年最后一次巡幸江都时,面对北方乱局,无意西归,再一

次筹划割据东南,并得到南人的支持.总之,对于隋炀帝的游幸江都,也不能纯以逸游、享乐概之,联系

到他的南方文化情结及其由以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可知其游幸江都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三、隋炀帝的南朝文学好尚及其背景、影响———兼与唐太宗作比

隋炀帝南朝文学好尚的形成,除了青年时代坐镇江都十年,长期受到南方文士和萧后的影响外,
还与北朝后期的文学南朝化风气密切相关.北魏自迁都洛阳,下至东魏北齐,模仿江左文学蔚然成

风.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镇军阀所创立的西魏北周⑦,相对于江左的梁、陈,山东的东魏、北齐,经济、
文化明显落后.西魏北周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致力于复古,对“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的江左华靡文

风痛加诋诃,并推行文体改革.西魏执政宇文泰命苏绰模拟«尚书»文体写了一篇«大诰»,“仍命自今

５８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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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吴晓 波:«中 国 十 年:波 澜 壮 阔 又 混 沌 失 控,水 大 鱼 大»,http://www．３６０doc．com/content/１７/１１０５/０９/４６３４１１４４_

７０１０１０１０６．shtml.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７５ ７６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七年二月至七月,第

５６５３ ５６５４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纪»炀帝大业五年六月,第５６４４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卷四«炀帝

纪下»,第６３、９５页.
芮沃寿最早对杨广坐镇东南时推行的文化再统一措施,特别是与宗教界的交往及效果,进行系统研究,见上揭«剑桥中国隋

唐史»第７６ ７０、７９、１１５ １１７页.其后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如杜文玉:«隋炀帝与佛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王永

平:«隋炀帝的文化旨趣与江左佛道文化的北传»,«江海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上揭袁刚«隋炀帝传»,第３３８ ３４１页.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三«炀帝纪上»,第６０页.
详见何德章:«江淮政治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日]谷川道雄:«武川镇军阀的形成»,收入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济沧中译本,２００４年.



文章皆依此体”①.这篇典谟体的«大诰»,自唐以降就颇受讥评②,在此不论,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不

过十年,随着西魏破江陵,庾信、王褒等大批南朝文士入关,当年“盛为邺下所称”、代表江左文学最高

水平的“庾信体”,也开始在关中流行,与洛阳、邺都的文学南朝化风气遥相应接.宇文泰所力推的典

诰文体,首先被他的儿子们所唾弃,其长子宇文毓(周明帝),第四子宇文邕(周武帝),以及赵王招、滕
王逌等,都崇尚并仿习南朝文学,与庾信过从甚密.其中“好属文”的赵王招,其“学庾信体,词多轻

艳”为史所明载③.隋及唐初,反对江左轻薄文风的呼声仍然很高.据«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卷
六十六«李谔传»,隋文帝曾“普诏天下”,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若词藻浮华将绳之以法,泗州刺

史司马幼之即因“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然而隋文帝下诏禁文体浮华,其长子杨勇却令人注«庾信

集»,“解属词赋”,以北来的陈朝文士为宾友④.次子杨广即隋炀帝之爱好江左文学,“属文为庾信

体”,已详前文.唐初成书的官修五代史中,史臣对江左文风的批评不绝于篇,且措辞峻切(见下文).
贞观末考功员外郎王师明知举,以文体“轻薄”、“文章浮艳”,将文才极高、“声振京邑”的冀州进士张

昌龄、王公治黜落不取,以致“举朝不知所以”,唐太宗亲自过问⑤.当时“天下祖尚”南朝“徐(陵)、庾
(信)余风”⑥,所谓“轻薄”、“浮艳”,正是“徐庾体”的特征,故擅长此体的张、王落第,“举朝不知所以”.
唐太宗亲自过问,亦因此故,而且他本人就是南朝文风的崇尚者、仿习制作者,所作宫体诗«秋日敩庾

信体»,仍留存至今⑦,况且他对张昌龄的文才早就欣赏有加⑧.不无反讽的是,隋李谔上疏痛诋江左

文体,唐初史臣魏征、令狐德棻等指斥梁、陈文学误国害政,但今日读他们的疏文、史论,依然是排偶

对句,词多华饰,不脱南朝文风⑨.
上述可知,同为魏末六镇起事中发迹的第一代武川镇酋豪,名在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列并

分别被尊为周、隋、唐三朝“太祖”即皇朝奠基者的宇文泰、杨忠、李虎,他们的后代,依次为第二代(周
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第三代(废太子杨勇、隋炀帝杨广)、第四代(唐
太宗李世民),亦即先后建立北周、隋、唐三代王朝的开国皇帝(周指实际执政于西魏并为北周奠基的

无冕之君宇文泰)的儿子辈,均成为南朝文学的崇尚者、模仿者,在文化形象上与他们的父辈及以上

世代完全不同,从中可以概见当时北方文学南朝化风气之盛.同为关陇集团核心层的武川镇军阀后

代隋炀帝与唐太宗,亦同为北朝末年兴起的文学南朝化风气所化.然而以关陇集团为统治核心的隋

朝唐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所标榜的仍为西魏北周所提倡的周、孔王道,因而在文学理论上要极力遏止

南朝轻艳文风的流行,并诉诸行政手段加以抵制.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流行的江左文风之间的关系

一度非常紧张,这从唐初由高官领衔的修五代史的史臣,称庾信为“词赋之罪人”,“庾信体”“以淫放

为本”,是“亡国之音”,即可见一斑.那么,作为南朝文学的爱好者,同时又身为关陇集团政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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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３９３ ３９４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
纪»武帝大同十一年六月,第４９２８页.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七«外篇杂说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５００ ５０１页;司马光编著:«资
治通鉴»卷一五九«梁纪»武帝大同十一年六月丁巳条及胡注,第４９２８页.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同书卷十三«文闵明武宣诸子赵僭王招传»,第７３３ ７３４、２０２页.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同书卷五十八«魏澹传»,第１２３０、１４１６页.
杜佑:«通典»卷十七«选举杂议论中»,第４０２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第４０７８页.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秘书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２８ １３２９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

２２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张昌龄传»,第４９９５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上«文艺上张昌龄

传»,第５７３４页.
以上关于北朝后期文学的南朝化,详见上引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以及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九○庾子山诗”,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０１页;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氏著«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年.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末“史臣曰”,第７４４页;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第１７３０页;李

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序»,第６０２页.



政治代表的隋炀帝、唐太宗,如何兼顾他们的文学趣尚和关陇集团政权所秉持的治国原则呢?
我们看到,唐太宗和隋炀帝在公开场合,都是与周隋唐初关陇政权反对江左文风的主流意识形

态保持一致的.其动机姑且不论,炀帝“初习艺文”即“非轻侧”,“初为皇太子”时曾批评“清庙歌辞文

多浮丽”,“暨乎即位”亦“词无浮荡”,唐初史臣魏征曾特地举出炀帝诗、文各二篇,称其“并存雅体,归
于典制”,是“缀文之士”“依而取正”的典范①.唐太宗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

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又认为“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 “若事不师古,
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他在«帝京篇序»中声称此诗之作,在于“以明雅志”,“用咸英

之曲,变烂熳之音”,“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②.但就二人的文学好尚及创作实践而言,仍不

脱南朝文学窠臼.姑且不论唐太宗的«秋日敩庾信体»,他有一首描写军旅征战生活的汉乐府旧题诗

«饮马长城窟行»,陈后主、隋炀帝也各有一首同题诗③.论者称,从炀帝这首作于亲征高丽时的诗,看
到的是一个劲健、为国不辞辛苦的帝王④,诗中所表现的儒家意识及境界,与陈叔宝柔弱无力的同题

乐府不可同日而语.而唐太宗的诗“在篇幅、体制上均有追踵杨(广)诗之意,然谋篇、布局不若杨诗

精妙,诗境上更无杨诗自然、浑成.此诗前半较朴质、浑厚,后半忽变雕饰、华丽”.其生硬堆砌

又远不如炀帝诗之自然流畅,仍带有浓重的江左文学痕迹⑤.«全唐诗»所收唐太宗诗作约百篇,太半

为咏物写景及宴乐之作.从“咏风”、“咏雨”、“咏雪”、“咏桃”、“咏竹”、“芳兰”、“春池柳”、“咏烛”、“咏
帘”、“琵琶”,以及“首春”、“初夏”、“秋日”、“冬宵”、“月晦”,乃至“采芙蓉”、“赋得残菊”、“赋得花庭

雾”、“赋得弱柳鸣秋蝉”、“置酒坐飞阁”、“冬日临昆明池”、“三层阁上置音声”、“春日玄武门宴群臣”
等篇题,就可知属于感时应景、吟赏风月、游览池苑楼阁的宫体诗范畴,亦即李谔批评“江左齐梁”文
学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⑥.即使旨在“以明雅志”的«帝京篇»十首

中,宫廷游乐的篇什亦占一半以上.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不无宏壮,实套袭陈朝诗人张正

见«帝王所居篇»的“崤函雄帝宅,宛洛壮皇居”⑦.其中第四首:

　　鸣笳临乐馆,眺听欢芳节.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彩凤肃来仪,玄鹤纷成列.去兹郑卫

声,雅音方可悦.
前四句辞藻华美,形象艳丽,急管朱弦,无非郑卫之声,清歌白雪,自是歌妓美色.然而第三联典雅华

丽词句中的彩凤、玄鹤,本来是对应于古典道德音乐的意象,放在这里已有失协调,最后两句却“直接

说教且文辞质朴”,拖着一条有违全诗主题、语境的“儒家训诫的尾巴”⑧.我想诗中的违和与不协调,
正是一个标榜唯好周孔之道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南方宫体文学的钟爱者内心紧张、分裂的流露.牟

润孙先生曾指出,唐太宗不但自己对南方文化爱好甚笃,而且又寄望于喜欢接近南人、爱好江左文学

的爱子魏王泰,盼其绍述己志,一度欲立为太子.“不意阻于基本之关陇胡汉集团势力,竟不能实现,
遂于废立太子(废太子承乾、徙魏王泰、改立晋王治)时有失态之状(拔刀自刺、投床泣涕)”⑨,对唐太

宗矛盾紧张的内心世界分析论证得极为深刻,上揭太宗诗中所体现出的紧张、分裂心理,可与之相互

印证.宫体诗因多状描宫中女性的情态容色,故又称艳诗,太宗也有此类作品(见下文),但存世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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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同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第１７３０、３６０页.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太宗贞观二年六月,第６０５４页;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六“慎所

好篇”,卷七“文史篇”,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３３１、３８８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２０页.
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第２１页;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隋炀帝杨广»,«陈诗»卷四

«陈后主叔宝»,第２５０８ ２５０９、２６６１页.
方新蓉:«略论隋炀帝的“非轻侧之论”»,«宜宾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上揭[美]宇文所安«初唐诗»,第１８页.杜晓勤:«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具见«全唐诗»卷一«太宗皇帝»,第２０ ２４页;«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第１５４４页.
张正见:«帝王所居篇»,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卷一九二«乐府诗»,第９４１页.
上揭宇文所安«初唐诗»,第４４ ４５页;刘远鑫:«唐太宗效仿南朝诗风与文化融合»,«宁夏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牟润孙:«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及该文附录«唐太宗废立太子与南北文化之关系»,收入上揭氏著«注史斋丛

稿»(增订本),第４０３ ４１０页.



宗诗中则往往以间接的隐喻方式出之,如上揭«帝京篇»中的诗句“清歌凝白雪”,以及“萍间日彩乱,
荷处香风举,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建章欢赏夕,二八尽妖妍,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佩移

星正动,扇掩月初圆”等,均为刻画宫女面容艳丽、服饰精致、舞姿婀娜之句.至于«采芙蓉»“结伴戏

方塘,携手上雕航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赋帘»“惟当杂罗绮,相与媚房栊”等等,就更接近

于“艳诗”了,与唐太宗自己标榜的“中和”、雅正已相距甚远.宋神宗称“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

为文,此亦识见无以胜俗故也”;苏轼称“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郑獬称“唐太宗功业雄

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明王世贞称

“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①.所论唐太宗诗为徐庾文体,乃受时代

文学风气影响使然,应是客观公允的.
隋炀帝在诗文创作上,唐初史臣魏征即给予“并存雅体,归于典制”的高度评价,已见前述.唐太

宗亦称炀帝“文集实博物有才,亦知悦尧、舜之风”,只是不理解何以“行事”却相反②.今日论者则谓

“炀帝是一位有深厚美学意识的人”,他虽与唐太宗同时代、同阶层且同登至尊之位,其诗文自然也深

受江左文风影响,但他的诗却能“经常成功地捕捉南方诗歌的声色之美”,“产生出一种动人的清新和

优美”③.魏征所举炀帝的“雅体”、“典制”之作姑且不论,止举炀帝«春江花月夜»二首,以概其余: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含花气,春潭瀁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按«旧唐书音乐志二»载:“«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并陈后主所作.叔宝常与宫中女学士

及朝臣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这两首诗是陈朝宫体诗同时也

被视为亡陈之音的代表作.陈后主所作的这曲“吴声”清乐«春江花月夜»,在隋炀帝的笔下,尽管语

辞流丽,意象朦胧,却并无“艳丽”、“淫哇”之处.第一首画面恢宏:黄昏的春江平阔,春花盛开,流波

卷月,涌潮带星,气势豪放而不失沉稳.第二首意境清丽:夜露中花香袭人,春潭里月光荡漾,出场的

女性,乃是«诗经»(«周南汉广»)、«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历史传说人物,音容姿貌虽未著一

字,却予人无穷想象,情调迷人而不失含蓄.尽管首联“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化用了庾信的“阵
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④,然而就全诗意境而言,确是既捕捉到了“南方诗歌的声色之美”,又有 “一
种动人的清新和优美”.论者认为这首诗还对唐代张若虚的名作«春江花月夜»“从审美上产生了深

刻影响”⑤,对读二诗,其说可从.清沈德潜称“炀帝诗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明陆时雍称“陈
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又说其诗“去时之病则佳,而复古之情未尽”,即指“隋
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⑥.以上评价,亦称中肯.

若就文学成就特别是在南朝文学基础上推陈出新而言,隋炀帝较之唐太宗显然更高一筹.但就

二人的南朝文学爱好及其创作对于二人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君主形象的影响而言,则反之.
上揭陆时雍称炀帝诗“绚质犹存”,也就是说南朝文学的绚烂、华丽犹在.而作为宫体诗题中应

有之义的对女性声色容貌的描写,如上揭唐太宗诗一样,炀帝诗亦不能免,如«喜春游歌二首»之二

“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宴东堂诗»“清音出歌扇,浮香飘舞衣”句,吴

８８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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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依次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神宗熙宁九年五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６７３２页;洪迈:«容斋随

笔四笔»卷十“东坡题潭帖”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３７页;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十四«考史»引郑獬语,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栾保群等校点本,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９０页;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０３页.
上揭«贞观政要集校»,第５６６ ５６７页引写字台本«贞观政要»卷四“兴废篇”.
上揭宇文所安«初唐诗»,第１７、２０页.
庾信:«拟咏怀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三,第２３６９页.
吴功正:«隋代文炀二帝、南方二方的文学审美特征比较»,«齐鲁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３５４页;陆时雍:«古诗镜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

第１４１０页.



声歌曲«江陵女歌»“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句①,皆是.在隋炀帝、唐太宗的诗集中,看不到常见于

梁陈宫体诗中露骨的“淫哇”情色篇什,也就是所谓“艳诗”,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写艳诗.«全唐诗»
卷三十六载虞世南«应诏嘲司花女»诗:“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

花枝傍辇行.”题注节引«隋遗录»以说明作诗缘由:“炀帝幸江都,洛阳人献合蒂迎辇花,帝令御车女

袁宝儿持之,号‘司花女’.时诏(虞)世南草诏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曰:‘昔飞燕可掌上舞,今得

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可便嘲之.’世南为绝句.”②«陈书»卷七«后主张贵妃传»
末史臣论称:“后主每引客宾对(张)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
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其曲)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诸如虞世南

这种以“轻艳”调戏的笔调直接状描宫女“容色”之美的诗正是所谓“艳诗”.按«隋遗录»旧题颜师古

撰,或系伪托,不过终归为唐人手笔,或节取杜宝«大业杂记»而成③.其中录有隋炀帝的这类艳诗达

八首之多.如描写“秀色可餐”的殿脚女吴绛仙“旧曲歌桃叶,新妆艳落梅”;嘲宫婢罗罗“黛染隆颅簇

小蛾”、“幸好留侬伴成梦”;忆萧妃“忆起时,投签初报晓.被惹香黛残,枕隐金钗袅”等等.这些诗或

当本于«大业杂记»而有所增改,或由«隋遗录»作者所代拟.后人编集隋诗,或将其全部采录归于炀

帝名下,如明冯惟讷编«古诗纪»卷一三○«隋炀帝»和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一四«隋
炀帝集»④;或附录于炀帝诗之后“以备省览”,如丁福保«全隋诗»卷一⑤,或摈而不录如上揭逯钦立所

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三.然而隋唐相接,即使为«隋遗录»作者代拟者亦当有所本,
«炀帝集»唐以后已佚,后世辑本不到十分之一⑥,其中或有存于«隋遗录»者亦未可知.值得指出的

是,«隋遗录»所录炀帝诗«赐守宫女»“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句,司马光«资治通鉴»即采信而征引

之⑦.炀帝诗总体上不脱南朝宫体窠臼,他不作艳诗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论者亦称炀帝登基后不再

有以往夺嫡时的谨慎,生活上日益骄奢荒逸,诗风上也更加趋于南方宫体诗的艳丽、淫冶⑧,这从上引

«隋遗录»所见炀帝统治后期的生活及诗作可窥一斑.他“初为皇太子”时上言称“清庙歌辞,文多浮

丽”,即位后则“矜奢”,“颇玩淫曲”,将文帝的七部乐增定为九部,而且“大制艳篇,辞极淫绮”,直接介

入歌辞的创作⑨.炀帝因“多有才艺”,“文辞奥博”,故“每骄天下之士”.一方面极端自负,自以为才

学天下第一;一方面又嫉贤妒才,唯恐他人诗文“出其右”,以致薛道衡、王胄死后,炀帝庆幸前者再也

不能写出“空梁落燕泥”的警句,后者不“复能作”“庭草无人随意绿”的佳语.他还从容交待虞世南:
“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汝其知之!”惟其如此,有鉴于“忠谏者咸被

诛戮”,“位望通显”者如宇文述、“裴蕴、虞世基之徒”,莫不“阿谀顺旨”,以固名位.即使“志性抗烈”
如虞世南,炀帝命他赋艳诗嘲司花女,他也不曾抗命.虞世南在隋朝所作诗歌留存下来的不足十首,
包括那首«嘲司花女»在内,大多是奉和炀帝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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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１３岁封晋王拜并州总管.２０岁以元帅率军平陈,这是隋朝统一战争中最重大的战役.尽

管实际上的军事指挥官是高 ,炀帝只是名义上的元帅,然而他却是凯旋献俘的饮至大礼上的主角,并
因平陈之功受拜太尉———名义上的全军总司令①.对于胸怀大志“慨然慕秦皇汉武”的炀帝来说,平陈

之役促使其自信心更加膨胀,不再认为世上有他所不能为之事,所以即位之初即接连举办大型系列工

程,不惜疲民耗财,又接连发动三次征辽战役,不顾丧师失国.他出色的文学天赋,更增加了他的自信和

拒谏.作为文学家的浪漫情怀,使他特别注重排场、形式,有如他所崇尚的南朝文学的华丽、繁缛.
隋炀帝比他的表侄唐太宗长三十岁,重要的是后者不似前者“承藉余绪而有四海”②,而是同父皇

李渊一同浴血奋战夺取天下且功勋卓著.尽管二者的夺嫡过程极为相似,但前者主要诉诸阴谋巧

取,后者则是凭借实力豪夺,风险更大.更重要的是,对隋炀帝的所作所为及隋朝急遽的亡国过程,
后者是“耳所闻,目所见”,“非载籍所闻”而是“目所亲见”③,对民众既能载舟又能覆舟的巨大力量,对
臣下谏争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因而能谨慎从政,如履如临,其主要表现即是众

所周知的勇于纳谏,而勇于纳谏则是基于对自己能力有限的认识.是以太宗常自谦“少不学问,唯好

弓马”,“素无学术,未闻政道”,“魏征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今日安宁,并是魏征等之

力”;不吝自承“大是错误”、“所行大疏略”、“朕之过误”,甚至为改正错误不惜收回成命④.对南朝文

学的好尚,太宗并不亚于炀帝,留下的带宫体色彩的诗歌远多于炀帝.但也有诸多原则上的不同.
首先是将文学、学术与治国施政加以区别.上朝时专心处理政务,“听受无倦”;罢朝后与名臣“讨论

是非”,“唯及政事”;只有下班后方“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以至“乙
夜忘疲,中宵不寐”.文咏、玄言本是南朝士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而太宗是作为业余爱好的———“万几

之暇,游息艺文”⑤.也就是说他爱好南朝文学,在于它的欣赏、审美及娱乐价值,并不看重其政治功

能.因此他绝不认为诗文好,就能将国家治理好,并举长于文学、有优美诗文集传世的梁武帝父子、
陈后主、隋炀帝为例,唯其如此,他否定了给他编纂文集的提议⑥,并能够在文学上由衷赞许他人的成

就,曾手诏李百药称赞其和作«帝京篇»之“工”:“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⑦盖因

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上的不足可以影响到自己的政治权威.太宗力图将自己的南朝文学爱好限

制在个人兴趣层面,以免影响到治国施政,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则以军国大政优先.如前揭牟润孙先

生所论,太宗出于自己的文学倾向,对接近南人、喜好文学、“文辞美丽”,并深得北来南朝文士、大臣

岑文本、刘洎等推重的四子魏王泰宠爱有加,甚至“微有”改立太子之意,但当他查觉到这将损及立国

基本势力的关陇集团的利益、影响统治核心层的稳定时,遂坚决而痛苦地“舍其受江东文化最深之爱

子”,而另立受关陇集团支持的晋王治为太子.当“文体轻艳”的山东进士张昌龄、王公治被反对江左

文风的主考官王师明所黜落时,太宗尽管欣赏张、王的文才,却并不因自己的文学好尚而干预选举,
而且还公开赞誉王师明所言为“名言”.总之,在处理自己的文学好尚和治国施政的关系时,体现出

极强的自制力.这从他与南朝文学代表人物虞世南的特别关系尤可见知.
唐太宗最信重、最亲近的南方文士应首推虞世南.太宗为秦王,世南以府参军、记室掌文翰;入

主东宫,世南为太子中舍人;即帝位,世南官至中书监.秦王开文学馆,世南被众学士推为“文学之

宗”;死后备享哀荣,并被“图形于凌烟阁”.太宗因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
“临朝视事”乃至“园囿间游赏”,皆召“世南侍从”;“出行”则必以世南随行,因其博闻强记誉之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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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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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等撰:«隋书»卷四十一«高 传»,第１１８１页,同书卷二«高祖纪下»,第３１ ３２页.
房玄龄等撰:«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第６２５页.
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十“论行幸篇”,卷二“纳谏篇”附“直言谏诤”,第５１１ ５１２、１４５页.
依次见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六“杜谗佞篇”“悔过篇”“论奢纵篇”,所附«写字台本»卷四“兴废篇”,第３４５ ３４６、

５６８、３５０、３５２、３６０、１１３ 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８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２５７６页;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帝京篇序»,第２０页.
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篇”、卷六“慎所好篇”,第３８８、３３１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２５７７页.



秘书”.太宗还盛赞“世南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①.据«旧唐书»本传,出
身会稽名族的虞世南,其“博学”得自于少年师从的号称“无所不通”的顾野王,“词藻”得自青年时“祖
述”南朝文学代表人物徐陵;“书翰”则得自王羲之七世孙并“妙得其(羲之)体”的智永,可知虞世南堪

为南朝文学、学术的集大成者.而唐太宗钟爱南朝文学,作庾信体诗,书法推崇王羲之,习王体,可知

他之推崇虞世南,实基于共同的南方文学好尚.虞世南卒后,太宗不仅“哭之甚恸”,而且手诏魏王

泰,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缺,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
东观之中,无复人也”.这不啻说虞世南死后文化学术界便后继无人了,实际上是说虞世南是他文学

上的唯一知己.在“拾遗补缺”即谏诤上,虞世南是上谏最多的臣子之一,但相对于魏征可能稍逊一

筹.而在文学艺术好尚及相互交流方面,“人伦准的”自然也包括人文修养及风度方面,虞世南实具

有不可替代性,因为魏征是南朝文学的坚决反对者,行事作风仍不脱“田舍汉”习气②.太宗后来曾

“为诗一篇”,因虞世南已死,顿生伯牙绝弦之慨,于是“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世南)灵帐读讫焚之”.总

之,唐太宗是将虞世南引为文学的知音、导师,治国的辅弼,人生的楷模的,二人既是君臣又情兼师友.
更重要的,二人的知己关系不仅基于共同的文学爱好,又能超越文学层面.«唐会要秘书省»载:

　　(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

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

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
而今之后,更有斯文,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③

太宗是在工作之余、私下场合,将自己的“艳诗”作品送给宫体诗高手同时也是文学知己虞世南,并令

其赓和的.世南不敢不奉命和作,否则有违诏之罪,但他又坚称下不为例,即使“继之以死”,也“不奉

诏旨”,因其诗“体制非雅”,若上行下效,将于国不利.虞世南从文学上是欣赏、肯定这首艳诗的精妙

(“工”)的,但从有违政教治国之道而极力反对此类作品.太宗在公开场合通过讲述此事,借以表彰

虞世南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有益规谏.此事表明太宗是作艳诗的,但他能把握个人文学好尚与政教治

国之间的尺度,将这类诗作的交流酬唱严格限制在几乎是唯一的文学知友之间.因而我们见到太宗

文集中的诗作虽不脱宫体余风,却并无梁陈那种露骨描写情色的“艳诗”.尽管如此,虞世南仍然谏

止太宗创作这类诗歌,一方面怕上行有效,有违太宗公开倡导的周孔政教,另一方面可能也怕与太宗

唱和艳诗之事传出,使自己蒙上扇江左亡国之音余风、导太宗于淫放邪路的罪名.这样的顾虑并不

是多余的,读«贞观政要»,太宗君臣论及隋之亡国时炀帝自然罪责难逃,但也多次点名指责以乃兄虞

世基为首的大臣阿谀顺从,畏死不谏,因而他要作出以死相谏的姿态,不蹈乃兄覆辙.况且他内心深

知以太宗之明,因谏而死的结局不会发生.当年他侍奉炀帝时,他也是不敢不奉和炀帝诗,不敢不奉

炀帝命作艳诗,却绝不敢谏诤炀帝,因为这可能立刻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也是太宗同炀帝在处

理南方文学好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上,在对待臣下谏诤的态度上,最明显的差别.对于«区域图志»
“丹阳郡风俗”篇的作者以江南人为“度越礼义”的“东夷”,炀帝既严辞指责,又加以杖笞之罚.而在

世南死后,太宗自称“痛惜”之情不可言喻,赞扬备至,称他为当世文学、学术第一人,是与自己“为一

体”的文学知音,但他为了避免刺激其他臣下,特别是刺激反对江左文风的关陇集团中人,因而只将

这种情感以“手敕”(没有通过中书门下程序的非正式诏敕)的形式,单独传达给同样有南方文学好尚

的爱子魏王泰,同样,也只是向江南文士褚遂良表示世南死后,自己的诗作无人可示可商.太宗公开

赞扬虞世南有五绝,仍首举德行、忠直,而非词藻、书翰.这里显示的炀帝、太宗的差别乃基于个人性

格因素和情感因素,今之所谓“情商”.要而言之,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好大喜功,荼毒生

１９论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

①

②

③

以上分别见«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２５６６ ２５７７页;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一“政体篇”,卷二“任贤篇”,
第５１、７４页;刘肃撰,许德楠等点校:«大唐新语»卷八«聪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１１７页.

刘肃:«大唐新语»卷一«规谏»,第１３页.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五,第１３２８ １３２９页.



灵,即如魏征所言,“隋主虽有俊才”,但“恃才骄物,所以至于灭亡”①.而太宗能看到自己能力的局限

性,不但虚心纳谏,而且主动求谏,对当时制度上并无刚性制限的皇帝权力能自我约束,谨慎行使,自
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常怀畏惧.上惧皇天,下惧群臣.犹恐不

称天心及百姓意也.”尽管他也没有完全做到,但有此认识,特别是心中有百姓,即与“性不喜人谏”、
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相聚为盗”而大肆诛戮②的隋炀帝有天渊之别,况且太宗在求谏纳谏上的实际

表现也真正可以称得上“千古一君”了.

四、馀论:一个不可或缺的反面教员

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唐太宗与隋炀帝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人均属关陇集团,而且是出身于该集团

核心层的武川镇军阀;两人还是亲戚,隋炀帝是唐太宗的姨表叔③,因此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同一个

时代和相同的社会环境中.两人也都是以次子夺储位,以非常手段登皇位.太宗发动政变杀兄太子

建成、弟齐王元吉,二人子嗣亦一并诛杀,并逼父退位;炀帝谗废并杀害兄太子杨勇,长期幽锢弟蜀王

元秀、汉王元谅,皇位受到威胁时不惜拉杀父皇.二人都是王朝第二代君主,正处于柏杨所谓王朝的

“瓶颈危机”时期④,需要守成与开新相兼,才能渡过危机.在私德上,唐太宗公然纳元吉妃为己妃⑤,
与炀帝烝幸宣华、容华二夫人,性质并无差别.二人在位期间都曾三征高丽并同归于败.此外,二人

都聪明早慧,才华出众,青少年时代就浸淫于文学南朝化风气之中,藩府中多有南方文士,因而熟练

掌握了南朝文体,在诗赋创作中成就不凡.此外,炀帝的后宫中,有文学造诣极高的南梁宗室萧后,
并始终尊重信任;太宗的后宫中,亦有出身文学世家、“挥翰立成,词华绮赡”的江南才女徐贤妃,太宗

亦“荷顾实深”⑥.“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也多半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然而如所

周知,二人在历史上的评价迥异,一个是历代称道的千古明君,一个则是万世唾骂的暴主昏君⑦.本

文重点考察了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及其形成背景、影响,最后以炀帝和唐太宗共同的南朝文学好

尚为线索,就二人如何处理个人文学好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进行对比考察,希望对有诸多共同点的

这两位历史人物何以归宿不同,历史评价迥异,提出浅见.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自称得益于“常
保”三面镜子,“以防己过”⑧.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其实主要还是吸取强盛的隋帝国何以一

朝覆亡,也就是隋炀帝如何丧身亡国的历史教训;所谓“以人(魏征)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看魏征

的谏诤,也主要围绕着隋炀帝何以丧身亡国来展开.可见唐太宗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隋炀帝是

一位不可或缺的反面教员.隋炀帝亡国的教训,是唐初君臣念兹在兹、朝野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只要看«贞观政要»中,太宗君臣不断地提到隋炀帝这位反面教员,点名道姓即多达５０多处,即可见

一斑.在这种意义上,没有隋朝的暴君炀帝,也就不会出现唐朝的明君太宗.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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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二“求谏篇”,所附写字台本«贞观政要»卷四“兴废篇”,第８５、５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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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一«高祖纪»第１、７页;«周书»卷十六«独孤信传»,第２６７页.
柏杨:«中国人史纲»第４章第１１节“瓶颈危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９７页.
太宗子曹王李明之母,原为齐王元吉妃.见«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曹王明传»,第３５７９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贤妃徐氏传»,第２１６７ ２１６９页.
上揭胡戟«隋炀帝的真相»扉页前言“愿天下人还他个公道”;袁刚:«隋炀帝传»,第７１７ ７６２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第２５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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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

———兼评雇役法

黄 敏 捷

摘　要:推行雇役法、征收免役钱,是北宋熙丰变法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役钱,由此成为稳定基层统治

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熙丰尤其是熙宁时期,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使得

朝廷在役钱征收方面赋予了地方较多的变通权限,中央主要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

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在役钱计征环节当中,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

出,而役钱立额则是中央与地方互动较多的部分.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

外,差役时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

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这是实际役钱宽剩率高于朝廷所规定“二分宽剩”的主要原因.这些开支大

都是必要的,推动了宋代地方财政理性化、行政专业化的转型,不宜将之视为纯粹的聚敛,进而非议雇役法.
关键词:王安石;熙丰变法;役钱制度;地方财政;役钱计征;雇役制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０８

引　论

唐至北宋前期,官府轮差乡户义务承担乡村的治安、收税等工作,并在州县充当办事人员,这种

政府职能的提供形式被称为“职役”;由于入役者以轮差为主,因此亦被称为“差役”.被差乡户在兼

任基层行政事务时的高投入与低成效,不但给乡户带来痛苦,也给州县官府带来很多弊端.差役法

至北宋前期已经成为困扰地方社会与宋朝基层统治的严重问题,并由此促成雇役法的形成与颁布.
雇役法,又称“免役法”、“募役法”,于北宋熙宁初开始酝酿,至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十月正式推行至

全国.其主要内容,是政府先向主户征收“役钱”(或称“免役钱”、“助役钱”),再用役钱来雇佣自愿代

役之人,代替乡户承当职役义务,同时还以役钱支付吏禄.只是从熙丰后期开始,此制多次调整,渐
与官府的其他财用相结合.学界以往研究,一般是将雇役归入职役问题的一部分① ,或是将之作为熙

丰变法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措施之一② ,因而研究的着眼点大多放在衡量雇役法对财政增收、财政中

　

作者简介:黄敏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讲师(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６２批面上资助项目(２０１７M６２０９９０)的成果.

①　２０世纪关于宋代职役的研究,可参见刁培俊:«２０世纪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宋史研究通讯»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进入２１世纪后,学界更注重引入新的研究视角以揭示两宋役法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参见游彪:«关于宋代的免役法———立足于“特

殊户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李金水:«论北宋职役的财政属性及其影响»,«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期;李金

水:«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张锦鹏:«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西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等.学界对雇役法的评价,可参见葛金芳:«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２０世纪大

陆史家多用阶级分析法,分析雇役法对各阶层官民的影响,较少涉及役钱的计征问题或州县对雇役的推行实践问题.

②　黄纯艳:«宋代财政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６３ ２６４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

第４６、４９ ５０、６３ ６４页.



央集权的效果,以及民众负担究竟得以减轻还是加重等问题上,却很少去观察雇役法本身演化的机

制,尤其是对雇役法实际执行与法规条文的相互出入重视不足,导致目前研究存在着两种值得商榷

的倾向:
其一,是把熙丰时期与此后至南宋时期,朝廷对役钱的规划,雇役法所面临的困境、产生的弊端

等混为一谈.如将元祐时期开始出现的,朝廷大规模桩发、挪用役钱,改变役钱的性质与用途的做

法,也视为熙宁时期之预设,于是认为熙丰变法从一开始就无非是新增的赋税等①.其二,是将关注

点仅仅放在朝廷,而忽略地方的视角,缺乏探究监司(路级)、州县作为雇役与役钱收支的实际执行方

对制度(包括制度演化及制度的效益)的影响.这种倾向,高估了宋代的中央集权的程度,以及宋廷

对地方具体行政的控制力.故而对史料中大量存在的关于各地雇役法执行过程与效果的迥然不同

甚至相互矛盾的记载,难以给予合理解释.于是,学者们或者是仅撷取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视相反

之记录为非主流现象;或者是认为这些史料反映了变法派说一套、做一套的“欺骗”实质②;或者据此

认为雇役法利弊互见,然后着重衡量利弊之轻重③.但无论所持何说,争论者大都简单地认定:实践

中无论好坏的做法,皆直接反映朝廷即宋朝中央意志,并以此来作为评判雇役法的前提④.另有少部

分研究者,初步提出雇役法有被执行者扭曲的可能,但往往又只看到在执行雇役法之时,地方官府出

于主观自利,而使雇役法“良法”变坏的一面,却未能注意到地方官府的行为,在客观上还有为健全雇

役法积累经验,对雇役法的制度建设作出贡献之处⑤.
笔者认为,应将雇役法与役钱相关问题,放在以下三个更为宽广的维度来考察.其一,自熙宁推

行雇役法与开征役钱以来,役钱这一新增的收入,逐渐成为宋代地方财政的支柱性收入之一.赖此

得以壮大的代役人群体,遂在州县役层级迅速取代差役人群体,受惠于役钱 重禄仓法体系的州县

胥吏群体,亦部分改变了其行事方式,他们共同推动基层行政人员专业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役钱收支,已经成为关乎宋代财政、行政制度的重要变量,超出了“雇役法”这一熙丰变法子

项的范畴.其二,役钱自熙丰至南宋,经历了一个根据时势与需要不断调整的长期发展过程,宋廷针

对役钱的制度设计渐趋繁杂细致,朝廷对役钱的定位也几经变化.其三,与州县的其他收入来源相

比,役钱对于地方官府、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更大,朝廷因之更重视地方官府对役钱制度的态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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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其原文是将役钱与青苗钱并论,称两者“说穿了,无非是新增

两笔赋税”.类似观点可参见何林陶:«关于王安石“免役法”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１９５６年第１期;赵英:«试论北宋职役制度»,
«内蒙古大学学报»(历史学专集)１９８１年增刊.

蒙文通即根据反对变法派士人之意见,得出“熙宁以来何得有雇役之实”? 以及“新法之行,无人谓其有善效”之结论,认为

雇役法为民众之灾难;朱瑞熙则认为:史料中关于雇役好处的记载,皆为变法派“蒙蔽广大农民”的“骗局”;王曾瑜认为:熙丰雇役以

前差役困扰民户的问题,只是王安石变法的口实而非真正原因;等等.参见蒙文通:«北宋变法论稿»,«古史甄微»,成都:巴蜀书社,

１９９９年,第４０３、４３３ ４３５页;朱瑞熙:«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１９６５年第７期;王曾瑜:«王安石变法

简论»,«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漆侠则以发展的眼光来评价雇役法,认为雇役等法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应看作是新条件下的

新矛盾,无害于雇役法之作用,见漆侠:«王安石变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５ １３８页.
王瑞明:«王安石变法的社会效果»,见中州书画社编:«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年,第９２页.
参见聂崇岐:«宋役法述»,初载«燕京学报»第３３期,１９４７年,第２７０页,后收入氏著«宋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３９页;黄繁光:«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８０年,第１７２ １７３页.王曾瑜亦将州县法外加征

以及非法扣留朝廷已豁免的役钱的行为,也算入免役宽剩钱中(王曾瑜:«宋朝的役钱»,«锱铢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３８４ ３８５页),又把州县违法创收的名目视作朝廷增设的役钱附加税(前书第３９１页);还把州县私下不以等第作为征收役钱依据的

做法(这种管认法实际上与试图让下户均出役钱的目的无关,详见下文),视为变法派普遍增加乡村下户役钱的证据(王曾瑜:«王安

石变法简论»,«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３期),这些都无形中把州县的行为(包括违反雇役法的行为)作为评价雇役法这一制度的基

础,未免失之偏颇.其他学者的类似观点颇多,详见下文.
如漆侠就曾提及“在当时的官僚制度下”,要使赋役均平并不容易,可见他已注意到执行雇役法的官府对雇役法扭曲的可能

(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第１３３ １３４页);汪圣铎在其«两宋财政史»一书中也有类似表述(第６３ ６４页).李金水除提出免役法

的实施状况与地方官府的态度有关外,还举例说明地方官积极推行新法对新法效果的贡献,然而地方实践对役钱制度本身的贡献却

尚无论述(见李金水:«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第２６０ ２６３页).



力与具体建议.地方官府对役钱的制度建设,当然也表现出了更大的积极性.相比于熙丰时期的其

他新法,地方官府在雇役法与役钱方面的具体建树,显然是较为突出的.
综上所述,本文拟突破“雇役法”的视角,而将包括“雇役法”在内的役钱制度的整体,作为宋代财

政尤其是地方财政理性化与行政职能变革探索的一部分,加以动态考察.因应视角的转换,本文在

分析这一在熙丰时期创立的、与役钱相关的雇直、吏禄、地方官府运作及其他各项财政与行政制度之

时①,倾向于采用“役钱制度”的概念.唯有当特指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十月所颁的“输钱募役”之法时,方
使用“雇役法”一词.在考察役钱制度时,笔者则注重从较长的时间跨度上,把熙丰时期的初始制度

设计与此后历史时期的诸多变化相区别,力求复原熙丰时期役钱制度的历史原貌.
最为重要的是,本文力图把握宋代中央、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立足于地方官府,着重考察

地方官府的相关权限,及其对于役钱制度建设的诸多影响.具体则是以熙丰时期役钱的计征细则的

形成为例,首先阐明其时的役钱体系,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性与允许地方“从所便为法”②的弹性相结合

的原则.再以役钱立额过程中地方州县与朝廷的互动为切入点,考察熙丰时期地方因素在役钱制度

演化过程当中的突出作用.对朝廷默许地方州县提高役钱宽剩率的原因,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最

后,考察各地方究竟如何利用“从所便为法”之权来实际处理役钱的计征问题,以及朝廷对地方此类

行为的评判与引导,由此来分析宋代役钱制度演化的机制、动力,包括其在熙丰后期开始出现异化的

内在制度原因,兼及对雇役法的评价问题.

一、役钱征收与地方的“从所便为法”之权

对于役钱用途的定位,或者说对役钱的处置权应如何划分,不同时期的情况并不尽相同.役钱

作为宋神宗与王安石用来解决职役问题、稳定基层统治的经费来源③,熙丰时期宋廷对其定位,虽难

免也受到“富国强兵”国策的影响,有过将役钱挪为他用的想法④,但输钱用以“免役”毕竟是役钱制度

正当性、权威性及其效力的最重要来源,加上朝堂内外反对变法之臣对包括雇役在内的各项变法内

容的制衡甚至挑剔⑤,因此在熙丰时期,尤其是在熙宁年间(１０６８ １０７８),朝廷基本还是保持了把役

钱作为地方财用的立场,朝廷挪用役钱的情况较少.直至元丰元年(１０７８)时,朝廷还专门下诏规定:
“自今常平、免役、坊场等钱物,如诸处申奏移用,已得旨,并送司农寺指挥.”⑥这是为挪用役钱增加最

后的一道关防,也可以视为朝廷对避免移用役钱的自我约束.
役钱从较纯粹的地方财用,转变为朝廷与地方共同支配的财政收入,进而成为朝廷与地方争夺

的财源,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在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十月,也就是在王安

石第二次罢相前后,宽剩役钱最早开始被挪用⑦.第二个时间节点,为元丰三、四年间(１０８０ １０８１).
当时西北边防压力很大程度改变了神宗政府的财政侧重点,正额役钱也被部分地桩发.但桩发的地

区,尚仅限于两浙与四川.两浙和四川桩发的款项,也仅为某些乡役经费,而不及州县役开支.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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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元祐等时期,朝廷一度宣布要取消雇役,但由于役钱已方方面面渗透到各级官府的财政收支中,因此,役钱制度始终无法真

正被取消,到元祐中期开始,朝廷就迫于各方压力陆续恢复了雇役.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附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５５２４页.
黄以周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治平四年六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２ ２３页.
役法初行时,王安石曾有过拿役钱用于奖谕保甲的想法,但并未付诸实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熙宁四年夏

四月丁巳”,第５３９８ ５３９９页).其余桩留役钱备边等想法真正作为敕令颁布,也已是熙宁九年以后之事.
反对变法的旧党针对役钱制度的挑剔与指责,曾给变法派以非常大的压力,变法派为调和各方利益曾对雇役法作出不少调

整,参见拙文«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史学月刊»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二“元丰元年九月戊寅”,第７１３１页.
熙宁后期,开始出现朝廷批准州县挪借宽剩役钱以他用的情况,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又规定“自今宽剩役钱并买扑坊场等钱更

不给役人,岁终详具羡数申司农寺”,实质上将宽剩役钱视为封桩钱.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六“熙宁九年十月十七

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７８０５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作“十二月庚子”,第６８３９页).



各路,则只是下令予以清点账目,尽管有准备应急调发的意味,但并未真正进行封桩①.第三个时间

节点,即桩发役钱制度化的开始,是在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当时朝廷以恢复差役法为名,剥夺了全国州

县地方对于役钱与坊场钱的处置权②.役钱正式由地方财政变为朝廷与地方的共享财政,自后朝廷

与州县开始了竞相挪用役钱的恶性循环,役钱制度与熙丰时期的初始状态,已然大相径庭.
综观这个转变的全过程,朝廷推行雇役法征收役钱的主观目的,既欲借输钱免役之法消除民间

职役困苦,促进经济发展(此属于远期收益,相当于培育更多的税源),又意图借役钱征收来纾解财政

危机(此属于近期收益).役钱政策遂难免在此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并逐渐向后者倾斜.不过,在熙

丰时期,朝廷基本保持了对大规模桩发役钱的节制.因此,在监司(路)、州县的博弈之间,朝廷基本

能保持超脱与中立的仲裁者立场.宋代财政从整体上看,中央集权的程度比较高,何况熙丰年间又

是学者通常认为的收夺地方财权比较明显的时期③,为什么地方官府对役钱的收支,却能够保持因地

制宜的较大权限呢? 笔者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当与役钱制度的出台背景有关.役钱制度的出台,主要是为解决职役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所以役钱至少在名义上是官府募人代乡户尽职役义务的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地方官府完善其职能,
由此,朝廷对役钱收支的控制自然较弱.而且,役钱制度作为一个新的制度,可参考的经验也主要源

于此前各地的雇役试验.在熙丰雇役法的草创时期,地方经验分三种渠道影响雇役法的形态:一是

某些官员的地方任职经历及其对职役作局部改革的经验,随着这些官员成为役法制度设计者而被融

会到役法条文中④.二是从制置三司条例司酝酿雇役时始,就已经“条谕诸路”,委托诸州“管勾官与

监司、州县论定”⑤本地役法的具体条目.因此,各地上申朝廷的条目,亦成为朝廷海行雇役法的重要

参考⑥.三是雇役试点的经验与教训被吸收到正式颁布的雇役法中,对雇役法的最终定型亦起相当

大的作用⑦.此外,从雇役法中所承认的“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等语⑧,亦说明朝

廷对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有清醒的认识,这也是其授予地方一定裁量权的基础.再者,由于朝

堂之上变法与反对变法派官员之间的政争激烈,争取地方官府支持,责成各地戮力贯彻雇役,就成为

关乎雇役成败的重要问题.因此,朝廷在雇役制推行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地方立场.从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十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降下诸路的雇役法初稿中提及的“凡此所为条目也,皆委管勾官与监

司、州县论定”,到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十月推行全国的正式法令中允许“诸路从所便为法”⑨,再到后来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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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元丰三年(１０８０),真正要求输司农寺封桩的是两浙的“减罢耆、户长、壮丁、坊正”等乡役雇直,至于其余路分的相应钱款,则
只是下令考校;到元丰四年(１０８１)正月,司农寺主簿李元辅被派往蜀中,“经制见在司农钱,变运出关,至陕西沿边要郡桩管”,诏令中

所云“司农钱”,当包括部分役钱,但数额未知.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一三“元丰三年四月三日”,第３６９４页;职官二六

之一三“元丰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第３６９４ ３６９５页;职官二六之一四“元丰四年正月十八日”,第３６９５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丙戌”,第９５５１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五六“元祐元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第７８２８页.
参见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２６５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７２、７６ ７９页.
首批被神宗命为详定差役利害的官员之一的钱公辅,曾在明州尝试裒钱雇募衙前之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

“嘉祐五年二月乙亥”,第４６１３页).李承之在受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官以前,也曾任明州司法参军、沂州防御推官,尝“建免役议,
王安石见而称之”(嵇璜等撰,纪昀等校订:«续通志»卷三三六«李承之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５２０８页).有些学者也

已注意到了变法派官员任职南北的经历对包括役法的影响,参见王棣:«北宋役法改革中的南北差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

第１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１０８１)十月壬子”条附注,第５５２１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役法上»:“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４３０６页)可见诸路设计的役书与募役法之间的关系.
例如:开封府界在熙宁四年初试行役法时,“以(见)[现]管户口量等第均定助役钱数付诸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由此引

发东明县事件,数百县民到京城越诉,府界各县的役钱立额方式成为御史攻击的主要目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熙宁

四年五月癸卯”,第５４２９ ５４３０页),有鉴于此,其后颁行全国的雇役法特意规定了确定役钱总额与计征的程序.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附注,第５５２３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附注,第５５２４页.



钱制度的多次微调,包括细节性条款的增删改削,无不反映出朝廷与监司(路)、州县等各级地方官府

之间的纵向配合与相互影响.
其二,当与地方官员的争取有关.熙宁四、五年(１０７１ １０７２)之间,朝廷接连调整雇役细目,“令

依仿府界之法;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钱;未几,又令只据税钱,不用等第;又令(那)[挪]移补助”①.其

中,“令依仿府界之法”,是指依照开封府界“随户等均取”役钱的做法②,而要求“只据税钱,不用等

第”,则很可能又是取自江南东西、广南东、福建等路的经验③.由此可知在雇役法推行之初,朝廷实

际上并不视熙宁四年(１０８１)十月所颁之雇役法为定法,而是不断将各地上报的成功经验推行全国.
但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梓路判官冯山说,他与同僚研究本路雇役推行之法,
“自去年冬末已后,访问诸处,仅能成书,方议奏报,而旋有新制,半年之间,改动者数四,官吏惶

骇,不知定议,然则役法何时而定耶”? 由此他建议:“莫若诏诸路监司与郡守县令,因其乡俗,各
自立法,不问异同,但取其便民而已.如此则法顺于民而易行免役之效,庶几可见.”④即通

过在统一性方面稍作让步,把计征办法的选择权尽量下放给各地,从而既避免众口难调,又不致受朝

令夕改之病.此后,朝廷的行动似乎亦是向这个方向前进,不但上文所引的四个诏敕大多不了了之,
而且朝廷对各地在役钱计征方面的变通做法也大多支持.邓绾言:“昨者朝廷免役率钱之法,初
且用丁产户籍,故诸路患其未均,相继奏陈,各请重造,多已改造矣.”正因朝廷与地方就役钱计征事

宜反复商议并由朝廷让步,役钱之征收遂大致取得“法虽不同,大约已定,而民乐输矣”⑤的效果.
在役钱计征环节,地方官府所获之权限,主要体现在役钱总额的确定、起征点的界定以及计征依

据的选择三个方面,而且监司(路)、州县在这三个方面的决定权大小不同.地方如何利用这些权限,
而朝廷又如何调控地方的随宜立法之权? 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要了解各地变通所围绕的中心———全

国推行的雇役条文中关于役钱计征的规定,然后才能大致看出路、州、县对这一中心的偏离程度,再
以此来评估役钱制度的弹性.

雇役法«敕令»规定,“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而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

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⑥;“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

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诸路从所便为法”⑦.
这一规定有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役钱的最基本核算单位是县,州县各有以雇直名义留

用的部分,并对这部分资金拥有相应的独立核算权;役钱总额的确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程序,自县至

州,再由州汇总至路、至中央.这也是各地对役钱有较大处置权的法理基础.其次,朝廷规定各地役

钱立额的原则与程序,是各县在本县总雇直的基础上增加２０％的“免役宽剩钱”,算出应收役钱的总

数,然后再确定各户应缴的役钱数额,也就是要经过估算与摊派两个环节.这反映了朝廷对役钱计

征准确性的追求.最后,雇役法规定的役钱计征方式是“随户等均取”,也就是以户等为计征依据.
是为下文判断各级官府在多大程度上循持中央规定的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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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冯山:«议免役疏»,载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８年影印本,第３３６９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４７页.
熙宁中期各地的具体做法现存资料不多,但如果从熙宁后期一些地区的“成例”,或可推测上文所说的“只据税钱,不用等

第”,应是当时江南东西、广南东、福建等路的做法.详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熙宁八年二月庚午”,第６３３４页;徐松

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六之一○“熙宁十年四月十六日”,第３６９３页;毕仲衍撰,马玉臣辑校:«‹中书备对›辑佚校注»,开封:河南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８ ２５０页.
冯山:«议免役疏»,载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六,第３３６９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辛亥”,第６６０５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第３４７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附注,第５５２３页.



二、役钱立额过程中州县的权限

地方役钱总额与实际雇直支出之间的比率,一直受到史家重视.以往研究者多用“宽剩役钱”数
除以雇直的实支数,计算出役钱宽剩率,以此观察百姓役钱负担的轻重.根据他们的考察,各地的实

际役钱总额都远高于雇直,宽剩率通常也大大高于雇役法«敕令»２０％的规定①.这一结论,也是本文

分析的重要基础.只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数据说明在朝廷的导向下,地方官府为“邀功请

赏”,遂大肆提高宽剩,增加对百姓的盘剥,由此推断雇役法是“借便民之名,行聚敛之实”②.笔者认

为,这一论断其实难以成立.
如上文分析,熙丰时期役钱尚属州县财用,朝廷并未大规模桩发.因此,多收宽剩与否对于朝廷

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而且,各地的役钱收支数据,不但变法君臣可接触,反对变法的群臣也可以

利用.面临反变法派的多重舆论压力的熙丰朝廷,为何还要默许地方州县增加宽剩率的行为,给反

对变法派以攻击雇役法的口实? 而对于地方州县而言,州县申报并记录在役书中的役钱总额与他们

通过法外加征的非法收益不同,这些役钱收支的项目全为朝廷所掌握,加上熙丰时期朝廷对地方役

钱的使用状况相当重视,时常派使职考校役钱的收支情况③,因此州县并不能通过提高役钱立额而获

得更多的移用机会.那么,州县为何仍有提高宽剩率的动机呢? 要合理解释这些现象和相关疑问,
需要先分辨各级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总额时,到底需要考虑哪些具体因素.

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史料十分零散.笔者注意到了以下三个因役钱立额而产生同僚争议的事

例.因为当事者就此与朝廷多次沟通,引用的数据十分详实,便于我们展开讨论和分析.
第一个事例,发生在两浙路.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四月,由王廷老任提刑兼领常平的两浙路在试行

役法的过程中,确定了役钱七十万贯的立额.发运使薛向上章论及此事,引起了神宗注意.御史中

丞杨绘亦数次论奏,说两浙“至有一户出三百千,民皆谓供一岁役钱之外,剩数几半”④.面对神宗的

质疑,王安石解释说:“提举官据合出钱数科定,朝廷以恩惠科减,于体为顺.”⑤意谓请神宗先认同两

浙提举所定的数额,然后再由朝廷减免以收皇恩.但朝廷减放只是一时之恩,并非定制,因此,两浙

路的役钱立额,其实并未减少.
第二个事例,是利州路转运使李瑜与转运判官鲜于侁之争⑥.«续资治通鉴长编»提及鲜于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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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繁光用各地的实际“免役宽剩钱”除以役钱总数,计算役钱的宽剩率(黄繁光:«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第１７５页),而王曾

瑜认为应以“免役宽剩钱”除以实际雇直,计算各地的役钱宽剩率(王曾瑜:«宋朝的役钱»,«锱铢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３８２页),本文沿后者之法计算役钱宽剩率.

参见俞宗宪:«论王安石免役法»,载中州书画社编:«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１７页;孙树方:«本欲救民结

果困民———浅谈青苗、免役法»,«泰安师专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张祥浩:«“富民”是名,“富国”是实———王安石新法的是与非»,«温州

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方宝璋:«宋代管理思想———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２０ ２２１
页.

当时朝廷一方面强调以提举常平仓司为首的监司监察州县奉行雇役之状(黄以周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

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庚申”,第３１９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三“熙宁四年二月四日”,第４１１２页;李焘:«续资治通鉴

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乙亥”,第８７８９页),另一方面又不断派出“相度差役官”等使职,巡视、监督地方役钱收支(徐松辑:«宋
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四“熙宁四年四月二日”,第７７９９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熙宁五年六月乙丑”,第５６８０页;«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第７３３３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元丰三年四月乙巳”,第７３８０页),其力求

掌握全国役钱收支状况的努力,从现存的关于役钱收支的全国性数据基本都是熙丰时期的,亦可见一斑.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附注(但其中“月为缗钱”疑应为“岁”之误),第５５２４页;毕仲衍撰,马玉臣辑校:«‹中书备对›辑
佚校注»,第２２８ ２２９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乙未”,第５４２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熙宁四年四月壬午”,第５４１４页.
戴扬本:«北宋转运使考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０２页;张邦炜:«关于赵抃治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

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４８７页.不过,张邦炜据«长编»正文,认为李瑜由此罢官,当
误.



擢权发遣转运副使的经过:“初,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侁以为本路民

贫,二十万足矣,与瑜议不合,各具利害奏上,帝是侁议,因以为诸路率,仍罢瑜,而侁有是命.”①

从以上两个事例,可得到以下多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各路役钱的总额最后由监司及其属官共同

商定,在这个过程中如路级官员之间意见不一,则可各自上章由朝廷定夺.二是役钱制度中规定的

以雇直为依据的役钱立额原则,并未得到上自皇帝下至监司的重视.受褒奖的鲜于侁,把李瑜所定

的役钱总数截去整整一半,原因是“本路民贫”,而只字不提本路实需的雇直数额;而“帝是侁议”也似

乎仅仅是由于“因以为诸路率”,以表达朝廷不赞成多收宽剩的姿态,而不是出于鲜于侁的统计比较

准确.三是朝廷中除政府外,御史作为监察机关,对役钱立额之争的参与度也颇高.如第一例中的

王廷老就受御史中丞杨绘弹劾,第二例中的李瑜也遭到待御史知杂事邓绾的弹劾②.
第三个事例,是关于永兴县役钱总额的争议.此事发生在监司与知州军之间.挑战监司已上报

的役钱总额的,是知兴国军段缝.段缝“于熙宁中任职方员外郎、知兴国军,以所属永兴县岁输免役

钱一万九十余贯,实支才千余贯,缝不忍民力之困,而所取宽剩钱过多,奏乞裁减.先朝下其章司农

寺,委本路相度,而提举司以一路役法钱数已定为辞,事寝不报.缝继有论列,言甚激切,神宗特从其

请,钱得减半”③.此一事例,反映出来两个问题.一是段缝上书之时,役钱制度当已实施了一段时

间,一路役法已定,可见总额的制定者是他的前任,他才有可能获得雇直实支的资料,这成为他上书

的依据.二是一县役钱在上申州府、监司,成为路级役书的一部分之后,后任官员再想要裁减就十分

困难.
上述三个事例,分别反映了监司就役钱立额之事与同僚、属州、御史之间的争议及其解决方式.

在第三个事例当中,争议的第一回合,朝廷只是把知州的意见逐级发还给监司裁量,由此可见监司在

地方役钱立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朝廷在此类争议中所扮演的角色亦颇为微妙.主张裁减役钱总

额的一方都获宋神宗支持④,似乎表明朝廷对州县制定较低宽剩率的引导,但当事官员后续的仕途起

伏,却反映了事情的另一面.
在第一个事例当中,朝廷虽承认王廷老敷役钱过多,但杨绘言:“民(闲)[间]咸谓王(庭)[廷]老

必赏之以本路或邻路监司,此必因取数多,而谤议兴也.”果然,“是年七月十一日,比外、权同两

浙提刑兼常平事王庭[廷]老权发两浙运副,仍兼领常平”⑤.在第二个事例中,李焘在叙述李瑜与周

约二人被责的事情后,接着在注文中质疑道:“瑜寻入三司,约为提刑如故,至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方降

官.”⑥而李心传在«旧闻证误»中则指出:“利路转运使李瑜以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召,乃是美迁;明年

四月戊午,御史张商英言知州周永懿以赃败,转运使李瑜、提刑周约尝交章荐举,不可不惩,瑜、
约及同提刑罗居中皆坐夺一官,据此则初不缘役钱.”⑦可见,李瑜在预算争执事件后,其实亦被升迁,
朝廷并没有就此责罚这些提高役钱总额的官员.在第三例中,段缝后来反被冠以沮坏新法之名,被
迫致仕⑧.

从这些事件中,朝廷即时仲裁和后续黜陟所传达的信息颇显矛盾,论者由此多会认为朝廷明为

不求宽剩,实则鼓励聚敛.但这一结论,又会受到以下一类事例的挑战.熙宁五年(１０７２)时,京西路

提点刑狱、库部郎中贾青,赞善大夫李孝纯,因司农寺覆案其上报的材料时,发现他们裁减代役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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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庚申”,第５５２６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庚申”,第５５２６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五“元祐二年二月己丑”,第９６２８ ９６２９页.
如在第二个例子中,«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里记载,“上怒黜瑜”,并“告天下使明知法意”,即通过仲裁与行赏罚,传递朝廷

爱惜民力,不求宽剩的信息,而在第三个例子中,宋神宗最后也“特从”段缝所请,永兴县役钱得以减半,即是.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乙未”条附注,第５４２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庚申”,第５５２６页.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８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五“元祐二年二月己丑”,第９６２８ ９６２９页.按,文中“五年四月”,指熙宁五年(１０７２)五月.



当,且“擅增科役钱”,因而被“夺一官,与小处差遣”①.这又似乎说明朝廷并非完全放任各路自定役

钱总额,而是委派司农寺认真复核各路所奏役书中的各项数据,并对裁量不当的官员作出惩戒.朝

廷对上报役钱立额的监司的不同处理,隐约反映出朝廷在判断立额是否适当之事时,遵循着一定的

标准.若考究差役向雇役转化过程中的细节,则可发现朝廷对某些地区宽剩较多之“纵容”,并不完

全由于贪图役钱对财政困境的缓解作用,而是另有考虑.
首先不应忽略的,是州县因推行役钱制度而增加的显性行政成本问题.两宋时期,很多地方州

县经手之财赋,实为朝廷禁脔,州县的机动财权非常小②,所以在未推行役钱制度以前,州县维持运作

的大部分经费是通过差役方式转由应役人承担.州县的这类隐性收支非常庞大,具体数额却无从考

究③.以州县可支配的主要财用———公使钱为例④,公使钱分为正赐公使钱及公使库钱两部分,“然
正赐钱不多”,因而朝廷“著令许收遗利”,酿酒、醋等州县自筹的经营性收入成为公使钱的主要组成

部分⑤.“然诸项课钱逐年所收不等,或亏折不及元数”⑥,因此主持公使厨库的衙前役人就需要用自

家财产补贴亏空.虽然众人皆知“自来公使厨库牙前倍费钱物,最为侵刻”⑦,但此类赔费究竟几何?
或者可以用推行役钱制度后费用由官府自出时官僚的反应来推算.役钱制度推行后,公使库的费用

不再由衙前以私人财产补贴,改由政府从役钱中支出,并雇佣军校主理⑧;为减少官员的不满,朝廷又

特意提高了各地公使库的费用标准⑨.但即使标准提高,州军长吏仍然怨声载道.«文献通考»记载:
熙宁五年(１０７２)公使钱定额后,“守臣窘束,屡有奏陈”,苏轼亦抱怨“凋弊太甚,厨传萧然”,以致神宗

颇感委屈,训令道:“今之法,但当使百姓出钱轻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减定公使钱,犹有以为言者.
此是除去衙前陪费深弊.”这亦充分说明由衙前役人提供的公使库的隐性收入要远高于朝廷所增加

的数额.与此类似,那些以往由差役人提供,如今又无法以雇直支出加以涵盖的费用,诸如修弓手营

房,“和雇递马及雇夫,并每年终与转运司分认三十贯以下修造,及旧系役人陪备脚乘之类,更有诸州

造帐人请受并巡检司、马递铺、曹司代役人应用纸笔”等款项,还有行仓法部门的吏禄等费用,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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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己卯”,第５７５８页.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６ ３７页.另据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２４２

２４４、２５３ ２５７页),即使是划归地方财政用度的款项如公使钱等,其使用也有诸多限制,并受朝廷严密监察.
李金水亦曾分析国家通过职役转嫁给民户的部分财政支出,且举例估算了官府每年通过弓手等役转嫁给民户的财政支出.

可参见氏著:«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第２２４ ２３１、２３４ ２３５页.
参见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第２４６ ２５１页;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４７７、４８１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考二»,第７１８页.苏轼曾提及扬州公使钱的组成:“本州公使额钱每年五千贯文,除正

赐六百贯、诸杂收簇一千九百贯外,二千五百贯并系卖醋钱.”(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十五«申明扬州公使钱状»,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９８５页)由朝廷划赐的公使钱只占总额的１２％,其余皆为地方官府的经营性收入.苏轼此章上于元祐时

期,公使钱较熙宁时有所裁减,但其收入来源的比例则似仍可稍作参考.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三«国用考一»,第６９３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四“熙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７７９９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三五“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章惇语,第７８１６ ７８１７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熙宁四年正月己酉”,第５３２８页.至熙宁五年六月,又“诏增定诸路州军公使钱及宗室

正任刺史以上公使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熙宁五年六月壬子”,第５６７２页).到元祐三年时,三省议减公使费用,说
“职事官公使增添颇多,治平岁支一十六万余缗,今支七十五万余缗”,写«旧录»的史官讥讽道:“嘉祐、治平中,官吏仰给公使,皆
出衙前,民破产纳官,吏所入至厚.熙宁以来,一切罢去,以宽民役,而官吏俸给悉从官给,名虽增而实减也.至是乃以为增而裁损

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九“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庚戌”条附注,第１０１４８页)可见熙丰时期一方面规定公使库的费用不再

由衙前以私产补贴而改由官府支出,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州级公使库的费用标准.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三«国用考一»,第６９３页;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上神宗皇帝书»,第

７３４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四“熙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第７８０４页.当时官僚对公使厨库费用由应役人付出转为

由官府支付所造成的落差的不适应,恰反映差役时期应役人付出的巨大.
元祐初,司马光骤然废止役钱制度,州县财政马上陷入困境,一些本由差役人负担的州县运营费用由此浮出水面,成为力批

州县广收宽剩的元祐重臣不得不面对的困局.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五一“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第７８２５页.



分巨大①.此类支出如今一旦要“逐一约度,入紧检计,方始支钱,各有定数”,成为显性的财政支

出②,而朝廷又没有另外划拨资金令州县有以使用,那么,州县通过提高役钱总额,为这类本由差役人

负担现在转而为州县常费的支出预留一定基金,遂甚为必要.
其次,还要考虑到役钱计征本身的成本问题.役钱开征以后,统计财产、重定户等、创制簿籍、驱

催运送等等与征收役钱相关的费用,朝廷亦无明文规定从何而出.显而易见,这部分费用也只有从

役钱当中加以扣除了.
要之,役钱支出实际上分为三个部分:一为雇直,二为朝廷规定只可用于“以备水旱欠阙”③的“正

式”宽剩,三为州县预留的,为原来差役所涵盖的公共支出成为官府常费时的准备金(这一部分准备

金还包括为计征役钱而新增的行政成本.为行文简便,下称“职役常费”).可能正因如此,朝廷一方

面强调不片面追求宽剩,而另一方面基于现实的考虑,又不得不默许州县多收宽剩的行为.问题是,
州县多收的宽剩,有多大程度上属于必需的运营经费,又有多少是官吏出于自利目的渔取侵刻? 由

于这些州县杂支数额伸缩颇大,无法得出准确的估算,只能通过现存相关的数据,得出一个非常粗略

的印象.
还是以上文所提及的利州路、永兴县和两浙路为例.
利州路.李瑜初欲敷四十万,鲜于侁则以二十万为是,而邓绾在弹劾李瑜之奏章中说利州路“役

钱正用九万六千六百余缗,而瑜擅科钱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余缗,计剩钱十四万四百缗”④,则利州路实

需雇直不足十万贯,即使是鲜于侁所定的役钱总额,对于实际需用的雇直来说,也多了不止一倍.只

是,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十月才颁布雇役法,邓绾劾李瑜亦在同月,即使利州路是提前试行雇役的地区,
也当尚未有较为稳定的关于雇直支出的全年数据,邓绾所用的雇直支出数额不一定准确.到熙宁九

年(１０７６),雇役实施多年,有了比较固定的数据后,利州路的雇直实支为１７３,４０２贯⑤,则雇直实支已

比邓绾所言多了近一倍.考虑到州县雇直实支数有不断减少的倾向,那么役法初行时的雇直支出当

不会少于１７．３万贯.故若按熙宁四年利州路最终定的役钱总额来计算,则利州路宽剩率只有１５．
６％左右,比雇役法所规定的宽剩还少;即使按邓绾所言的李瑜所定之总额,也大略不会超过３６．７％,
虽比雇役法规定多了近１６．３％,但若考虑到利州路属川地,纲运、接送费用一向高昂,则即使宽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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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文献通考»云:“内外胥吏素不赋禄,惟以受赇为生,至是,用免役钱禄之,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时,京师赋吏禄,
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尚在数外.”由此亦可见吏禄支出之一斑(马端临:«文献通考»
卷十二«职役考一»,第３５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元祐元年四月乙卯”,第９１３５页.这类由役人提供的隐性支出到行雇役时变为从役钱

中支出的显性收支的项目还有许多,如同一条史料中吕陶言:“未助役已前,凡官员养马多至五七匹,少亦二三匹,只差白直二人打

草,日买数担供纳,每担直五七十文或百文,十日一替,谓之草番.每番一次,倍钱约五七贯.助役以后,逐官每有支打草钱四贯文,
今若量添数目,则养马不多,遂无草番之费.诸处有差打柴烧炭者,亦仿此.未助役已前,凡官员初到,置买动使器用,或修葺仓

库、廨舍、馆驿、亭堠、渡船等,并于役人体上圆融,合费钱十贯,则须科二十贯;合用木十段,则须买二十段.乘其嬴余,别作破用.助

役已后,凡买置动使及修造官屋、桥堰、渡船之类,并逐一约度,入紧检计,方始支钱,各有定数.未助役已前,凡官员差公人出外

勾当,别无程限,其间贪吏因而更令买卖,或以般家捉贼为名,遣往千里外者,以此多有陪费.助役已后,所差不出三百里,所役不过

一百日,仍申所属.或般家,则又须保明方差,仍计日破钱”虽然雇役法实行后各地官府开始尽量节省以上费用,但这些费用从

役人负担转而由官府负担的过程中,州县岁费增加是肯定的.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第３４７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庚申”,第５５２６页.李瑜所敷役钱数,«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役法

上»,第４３０６页)和«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第３５１页)等均记为三十三万缗;«续资治通鉴长编»及«名臣碑传琬琰集»中所引

范镇为鲜于侁所作之墓志铭(参见范镇:«鲜于谏议侁墓志铭»,载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５０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３９４页)则记为四十万缗;而«长编»所记邓绾弹劾李瑜之奏中的数字却为二十三万缗.这三个

数字中,鲜于侁墓志铭中所载为概数;«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引邓绾的奏章,所用史源除出自«邓绾传»外,还有«旧史»及«食货志»等其

他来源,罗列了雇直、宽剩的确数且与征收的役钱总数吻合,加上邓绾作为侍御史知杂事的身份,以及弹劾类文本的特点,因此本文

倾向于取信总敷钱二十三万缗之数.下文所用利州路的数据也以后者为主.
笔者之所以用熙宁九年的数据作为雇直支出的真正数额,主要是考虑到雇役法实行数年后,其雇直支出才会相对稳定,这

也是绍圣初规定以此前三年实支之中数为雇直支出标准的法理基础,详见下文.



此高亦较易理解.
永兴县.段缝说永兴县的雇直只需一千余贯.然而,江南西路共４７县①,熙宁九年(１０７６)共支

雇直１９９,２５９贯②,平均一县实支雇直约４２３９．５６贯,永兴县一千余贯的数字,显然有违常理③.因为

正如宋人所言:“郡县所役人数,大概不相远,而户口、物力众寡贫富,其相倍蓰,何啻数十.”④无论当

地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当时一个县级行政区内的役人数量大致相等,故永兴县与同属江南西路的其

余各县比较,相差不可能太大.当然,即使以４２３９贯计算,永兴县的役钱宽剩率也达１３８％,明显偏

高.熙宁中,经段缝争取,役钱总额“得减半”,那就是约５０００贯左右,若以一千余贯计之,仍有数倍

的宽剩,但若以江南西路的平均雇直支出来看,则已是所剩无几.但永兴县的立额问题却不能只看

雇直实支.因为即便是经段缝奏减的役钱总额,民户仍无力足额交纳.元丰元年(１０７８),江西提举

司上章说:“兴国军永兴县有熙宁六年至九年拖欠役钱万二千余缗.”也就是平均每年拖欠近３０００
缗,竟达总额的６０％⑤.

永兴县的情况说明,雇役法规定的以雇直为基础制定役钱总额的原则是一回事,当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能否支撑其公共支出又是另外一回事.高的役钱立额,并不代表着就一定能带来相应的财政

收入.因此,朝廷与监司论及役钱总额时,总以当地贫富为念,却较少提及雇直,恐亦有一定道理.
永兴县的情况显然不会是特例,其他经济发展水平欠佳的州县,其役钱立额陷入量出为入则掊克民

户,照顾民户经济水平则雇直不足的两难境地,无疑是相当普遍的情形.熙宁年间朝廷或者以撤并

州县、裁减役额为功⑥,或者要求监司以本路役钱“那(挪)移补助”不足之州县⑦,此类策略估计就是

针对这类处境困难的州县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两浙路.王廷老确定的两浙役钱总额为７０万贯.杨绘说这是“一岁役钱之外,剩数几半”,也就

是宽剩率接近１００％.而曾布则不以为然,他说:“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钱七十万缗而已,畿内

户十六万,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内,募役之余,亦无几矣.”⑧意谓畿内户均役钱为

两浙的两倍,尚且宽剩不多,那么两浙在雇直之余也肯定不会有很多宽剩.那么,两浙雇直的实际支

出是多少呢? 据熙宁九年(１０７６)的数据,是６８９,０２０贯⑨.这说明,熙宁四年(１０７１)所定的７０万立

额,其实也仅足雇直而已.也许正因如此,即使是受御史诟病的两浙役钱立额也不敷使用,到熙宁九

年时,两浙役钱的总额已经增至８０５,８４４贯,宽剩率为１６．９％.这一宽剩数值连雇役法所定之宽剩

率都不到,但若考虑到两浙等地坊场收入丰厚,在行雇役以前就已经较多投名而不支雇直的州县役

人,吏禄也较有保障,役钱开销的压力较少,那么两浙役钱宽剩预留较少亦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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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４９页.据同书,自熙宁九年至元丰九年间,
江南西路的县级政区并无变动.

毕仲衍撰,马玉臣辑校:«‹中书备对›辑佚校注»,第２３９页.
当时全国共支雇直６,４８７,６８８贯石两片(毕仲衍撰,马玉臣辑校:«‹中书备对›辑佚校注»,第２２９页),若以熙丰时期共１１３５

县(参见余蔚:«宋代的县级政区和县以下政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二十一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７４页)来计算,则每县平均支出雇直达５７１６贯石两片,又比江西之平均值要高.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六四“绍圣元年闰四月一日”,第７８３３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八“元丰元年二月丁未”,第７０４０ ７０４１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辛巳”,第５７５９页;卷二四六“熙宁六年秋七月庚午”,第５９８５页.
冯山说朝廷在熙宁四、五年间,曾令各地役钱相互“那移补助”,见冯山:«议免役疏»,载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

六,第３３６９页.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十“熙宁四年七月六日”,第７８０２页.
毕仲衍撰,马玉臣辑校:«‹中书备对›辑佚校注»,第２３４页.
如苏辙云,“四方风俗不同”,熙宁以前,“吴、蜀等处,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召募,人争为之.至于三路等处,

民间不谙书算,皆系乡差,人户所惮,以为重于衙前,自熙宁以后,并系雇募,虽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元祐恢复差役后,“诸州吏

人,除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东西路已有投名人数足外,余路逐州军,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数”.可见,东南诸路光是州县役的雇

直支出就已远少于北方诸路.苏辙著,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栾城集»卷四十五«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年,第７９０页.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熙宁四、五年间,全国役钱“岁支九百二十五万八千五百有奇,余为宽剩三百

八万五千有奇”①,宽剩率为３３．３％.这个数字,要高于两浙路,略低于利州路.说明在雇役法初行

之时,宽剩率比«敕令»所规定的２０％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已然属于较为普遍的做法.
综上可见,监司在役钱立额的问题上有较大权力,但他们所定的役钱总额有时会受到同僚、下属

州军及御史的约束,而朝廷则对各地的役钱立额有最终裁决权,且通过仲裁、赏罚等方式对地方役钱

制度的实践施加影响.只是一来由于最高决策层之间的理念不尽一致②;二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得

出相对准确的雇直数据并不现实;三来由于州县要计提“职役常费”,而这部分资金实需几何,朝廷缺

乏必需之信息,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终使朝廷难以对役钱立额有明确的臧否,反而多循各地上报之

数,而地方则容易利用信息不对称而把持役钱立额之权,朝廷对地方役钱立额的监控的力度,事实上

是较为有限的.
如此一来,各地在计征上能否真正遵循役钱制度的原则与精神,很大程度上就依赖当路监司与

州县对雇役法的认同,而且主要要取决于监司的心态.不过,利州路立额偏高但同时纲运任务亦重,
职役常费相对较多;永兴县因经济水平较低,役钱立额减半仍常年逋欠;两浙路经济水平较高,宽剩

偏低,这些都说明役钱总额的制定并不是监司州县可随意而为.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役钱立额的惯

性等客观条件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他们的决定.监司、州县运用朝廷所赋予的随宜立法的权限制定役

钱总额时,大致上还是需要全面考虑本地实情.冯山就曾向神宗述其亲历的地方官府讲求役钱制度

之努力,他说:“臣去年冬自京师授差遣回,经京西、陕西、利州、成都、梓州五路,上自监司,下至州县,
冠盖奔走,议论详悉,惟恐后至,以慢陛下之诏令,以违司农之期会.靡不日夜讲究,因其乡俗之

便,为国家画经久之计.独衙前、弓手之类,稍难处画,不得不差缓岁月,然后成就.”③也许正是由于

在熙宁时期,监司、州县在役钱立额的问题上相对严谨,才会有上文所引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冲突.
但这还只是役钱开征初期的情况.从段缝在永兴军之例可见,役钱立额一旦确定,想要减少至

为艰难,而立额不断增加,却是最为普遍的现象.根据«宋会要辑稿»所记载的数据来计算,熙宁九年

(１０７６)时,全国宽剩率约在５１．２７％至６０．５％之间④,已经明显高于熙宁四、五年(１０７１ １０７２)时的

３３．３％.如果说熙宁雇役法初行时,各地尚无雇役支出的实际数据,因此预留较多宽剩尚可理解的

话,到熙宁九年,雇役实施多年,雇役支出已经基本稳定,且宽剩年年积存,而役钱宽剩率不减反增则

难以让人信服.若结合熙宁九年朝廷要求“自今宽剩役钱并买扑坊场等钱更不给役人”⑤的规定,则
上述宽剩率增加的趋势似乎正是朝廷对役钱定位开始转变的反映.元丰三、四年(１０８０ １０８１)为准

备西北战事,朝廷首开挪用包括役钱在内的各项地方经费之端,与之相应,州县若要保证正常运转的

资金,法外加征,裁减役人、克扣雇直似乎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自后的役钱立额,已经难言

合理.
也正因如此,哲宗亲政后,在恢复雇役之余,对役钱立额之程序重新作出规定.绍圣元年(１０９４)

六月,诏令各地“将役钱合支闰月及役人差出食钱、官员接送等雇人钱,拨还代役衣粮请受钱,即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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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附注:“其后,天下上司农寺岁敷免役钱额,月为缗钱一千三百三

十四万三千六百有奇,岁支九百二十五万八千五百有奇,余为宽剩三百八万五千有奇.”(第５５２４页)但其中“月为缗钱”疑应为“岁”
之误,且以岁支加上宽剩,为一千二百三十四万三千余,故总数可能有误,兹暂从原文.

葛金芳:«王安石变法新论»,«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５期.
冯山:«议免役疏»,载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六,第３３６９页.
«宋会要辑稿»与«‹中书备对›辑佚校注»中所载数字略有出入,但相差不远,兹暂从«宋会要辑稿».两书均有熙宁九年役钱

总收支的记录,以这一记录计算,全国役钱宽剩率为６０．５％,但若以有记录役钱收支的路分的数据汇总,则宽剩率为５１．２７％.见徐

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一七至二○,第７８０６ ７８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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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支,取酌中一年数,与役人雇食等钱通为岁额均敷外,其余宽剩,不得过一分”①.也就是据此前

三年雇直实支的中数,再乘以１．１作为本地役钱之总额.前三年实支有簿籍可查,数据容易获得,比
熙宁役法初行时要求预估较为易行,也方便监督,反映了宋廷在役钱立额方面仍在继续探索的轨迹.
不过,绍圣颁行此项役钱立额之法时,熙丰役钱制度已经经历过元祐年间的转向,役钱作为朝廷与地

方共享财政的地位已经确立,这类完善后的算法在绍圣时期是否真能得到执行尚需存疑;到徽宗时,
役钱被百般挪用的情况更甚;再加上南宋初簿籍散失、常平钱归提刑兼领,役钱立额在法律条文上的

改进也渐变得难有实际意义.

三、役钱计征中州县的作为与朝廷的导向

从种种迹象来看,朝廷对于各地役钱立额的问题较为关注.在役钱总额得以确定的前提下,如
何计征? 则是地方官府权力较大的区块.

１．役钱起征点的决定.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在开封府界试行之役法规定,“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

以下,勿输”役钱.但王曾瑜先生已指出,雇役法推行全国时,各地并不全按开封府界的起征点征收

役钱②.只是学界尚未弄清这些起征点如何确定,以及朝廷与地方在其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关于

这一点,历史记录也只有吉光片羽.苏轼介绍自己知密州时均敷役钱的经验,说:“先定役钱所

须几何,预为至少之数,以赋其下五等(下五等,谓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旧役至

轻,须令出钱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当出分文).”③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役钱的起征点定在哪一

户等,如果朝廷没有特殊要求,很有可能就是朝廷下放给监司、州县的一项权力,因此苏轼知密州时,
认为第五等下户不需出役钱,亦就如此安排了,但他离任后是否如此则不得而知.

沈辽在«张司勋墓志铭»中载张隐直“移成都路提点刑狱.自熙宁已前,第五等户不徭,及新

法起,乃出免役钱.公以为朝廷立法,本以宽民,今乃赋困穷之民,非上意,因奏免者十二万户”④,说
明若是类似决策的范围不止一州,而涉及整个路分时,则似乎要由监司奏请朝廷批准.　

熙宁后期开始,州县对役钱起征点的决定权,似乎有扩大的趋势,如熙宁七年(１０７４)正月朝廷规

定“第五等户所出役钱至少.今若减放,以宽剩钱补充,如支用得足,即尽蠲之;其以家产税钱均出而

不分等处,即比附应放贯百已下放免以闻”⑤.此令颁布后不数年,两浙役钱的起征点已经既不是第

四等户,也不是家产税钱百贯以上户,而是“初,诏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

钱,至是(笔者按,指元丰二年,即１０７９年)提举司言,乡村下等有家业不及五十千而犹输钱者,坊郭

户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输钱”.说明这几年两浙乡村户役钱起征点由百贯至五十千再到不足五十千的

推移,并不由朝廷之诏令或监司之奏准,乃是州县主导的变化,提举司也只能促成朝廷顺势诏令“两
浙路坊郭户役钱,依乡村例随家产裁定免出之法”⑥.这似乎可看出,朝廷本亦试图对重要地区的役

钱起征点加以规范,但州县对朝廷敕令未必循持,随着时间的推移,监司与朝廷对州县计征行为的节

制渐渐减弱,甚至还对州县造成的既定事实进行事后确认,使之合法化.
到南宋时,州县对役钱起征点仍有较大的决定权.如徽州府歙县宰郑锐夫,就曾因看到“县赋既

重,则役钱亦多”,于是一反其县“岁遂以其赢为他县顾役”的惯例,“度官用以赋取,其尤贫不能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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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宽之”①.说明当时县道对本县役钱是否转移支付作他县的雇役资金,以及是否通过提高起征点以

宽解贫民等事情上,也已颇有决定权.

２．对役钱计征方式的选择.就现存记录而言,役钱计征方式的选择也是地方权限较大的环节.
«中书备对»中关于熙宁后期各路役钱计征依据的记录,有确切资料的２３路中,只有１１路是按雇役

所规定的“随户等均取”,占比不到一半,且在一些多种经营较典型的路分,一路之内甚至有数种计征

方式②.从州县的役钱计征行为看,州县既有选择循持朝廷雇役法之规定者,亦有完全自创新法者,
在这些行为中,似乎“变通”与“违规”并无明显的界限,甚至一些受御史谴责的行为,不但未见朝廷对

其责罚,而且实际上施行效果反而相当好.州县作出选择的考虑因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种是为应付上级要求而随意升降等第.元祐元年(１０８６),王岩叟回忆道:“昨所治定州安

喜一邑户一万三千有余,而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当役法未行时,第四等才一千六百余户,
由役钱额大,上户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升三千四百余户入第四,复自第四等升七百余户入第三.”③

为完成征收役钱的任务,涨起户等,把本不用交纳役钱的第五等升至第四等,把交纳少量役钱的第四

等户升至第三等,这种做法各时期、各地皆有,亦受到史家较多关注,并以此作为雇役不便于民之例

证.但这类做法的前提是“役钱额大”,上文已述,地方在役钱立额方面颇有发言权,随意升等之行为

本身又是对雇役的破坏,那么,将之完全归因于法弊或是朝廷意旨④,恐亦不妥.
另一种方式则追求准确详实且符合雇役法意.相较于胡乱升降等第等违法现象,力求役钱征收

基于准确的户等划分、而准确的户等划分又基于详实的财产数据的官员可谓殚精竭虑,亦似最符合

役钱计征精神.不过,这种追求却不一定能取得最佳效果.百姓总是倾向于尽量隐匿自己的财产,
当他们遇到临门籍记的胥吏、告讦请赏的邻里时,内心的反感可知,而这种反感很容易转化为对这种

方法的反对;且不计采取这种计征方式所增加的工作量,以及处理各种告赏、对质时的谈判代价.因

此这类官员要想循持雇役法之本意,恐怕在执行上要付出更多.采取这种做法的以吕惠卿与陈襄为

代表.
吕惠卿认为,乡户只有自己才清楚自己与周边人户的财产,所以,以手实加告赏之法,最有可能

准确得出人户的财产情况⑤.但手实法内容复杂,超出了民户所能理解、计算的范围,而吕惠卿是通

过法律规定全国划一施行,如此不难想象他会遇到的地方反弹.只有高度认同他的理念、非常勤勉

的官员,才有可能把这种事情做得差强人意.因此手实法的失败可期,且成为各地官员从此吸取的

教训之一.
陈襄与吕惠卿最大的不同是,他本身就是实施者.他参与统计的全过程,因此可以将其严谨公

正的理念贯穿全程,自然与吕惠卿的法律还须依靠各怀心事的基层官员去实施不同.陈襄介绍道,
他先组织县官,按“逐县廨宇宽窄合容(着得)[得着]人数,约度作番次,出榜晓示人户,约定日分,
时唤集,令知次第人户头赴县”,然后由县官跨越耆户壮一级,直接面对主户,“止勒人户各自据实尽

底供出本家见管物产浮财确实数目,更令近住五户至十户递相委保,县司类聚上件所供物

力、保状出榜”,财产公示一月,若有不实,允许在公示期内举报.“如此擘画关防,方可见得人户物力

高下确的数目,编排户等,科出役钱,各获均济,兼杜绝坊正受情作弊升降等第不公”,且民户免却“行
用钱物打嘱”之费⑥,不但使官府易得民户财产实情,而且由于不需行贿,也降低了百姓的实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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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叙述来看,他的办法与吕惠卿的设想已经很接近了,而试验亦颇成功.其实吕惠卿之所

以向朝廷推介手实法,也是基于他弟弟吕和卿在曲阳县的经验①.由此可见,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

是否真能周顺人情,关键还是在实施过程,而熙丰役钱制度恰恰在过程控制一环比较薄弱,这亦是后

来演变、生弊的原因.
除以上两类计征办法外,地方官员有时还采取一些简便易行之“管认法”.胡乱升降等第与过于

追求等第的准确性,其实都是由于“户等”这一概念仍被惯性使用而已.在实践中,尤其是手实法失

败后,有些地方官吏发现,在役钱制度之下,既然统计财产不过是为摊派役钱,那么反复扭折推排户

等就不再有任何意义.只需本县足额完成役钱征收,同时民情和悦,就是理想状态,如果减少其中的

统计环节,还可进一步节约成本.
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十月,右司谏王觌言:“盖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皆先会一年雇役及宽

剩钱之数,然后赋之于民也.欲其均,又必会其民家业之多寡为缗钱而率之.法虽如此,而
民财卒不可以得其实,则必至于骚动,而民情之所甚不悦者,如手实之法是也.故州县之吏,莫不以

为虽尽得家业之数,其赋于民者,足乎岁计而已耳,徒致民情之不悦也;虽少得家业之数,其赋于民者

亦足乎岁计而止焉,乃可持虚名以悦民情.”②

也就是说,为解决役钱计征过程中的扰民问题,胥吏们使用了一些“伎俩”.他们直接以民户的

家业钱数为计征役钱的依据,而且为取悦民户,故意把大家的家业钱都定得偏少,具体算法如下.

　　本州或县役钱总额(雇役支出＋宽剩)/本州或县家业钱总数(只作编排等次及摊派份额用,
并不是真实的家业钱数)＝每份家业所应出的役钱

在这个式子里,家业钱的总数值与每份家业钱中摊派的役钱数成反比,因此,家业钱定得少,每份家

业钱所征收的役钱就多,而它们的乘积也就是役钱总额不变,因此,胥吏们乐得通过减少民户的家业

钱,使民户乐输,达到民情悦而岁计足之效果.除此之外,王觌还抨击州县所用的另一办法:“州县又

有先集等第人户,使各承认逐户合纳免役钱数,既足岁计矣,然后令供通家业而告之曰:‘家业钱每贯

当纳免役钱若干,今某人岁纳免役钱若干,即当家业钱若干贯矣.’”也就是先召集民户,各自认领役

钱数,使役钱总数达标即算完成任务.这种方法只需通过一次谈判即完成计征,省去了各种繁复的

统计与摊派.不过,这种做法定然导致“所谓等第者无所用之”,也就是户等作用的弱化.为应付要

上申朝廷的各类簿书登记,于是“郡县之吏皆于家业帐内率意妄说曰,自家业若干贯以上为第一等

户,若干贯以下为第二等户,至五等、十等皆然也”.即将民户管认之役钱数乘以一个常数作为家业

钱数填入簿书,然后据此定等.而且,既然人皆不愿为上等,于是州县胥吏乐得把大量人户排为下

等,“更以虚名而悦民,故天下州县之等第,除上等户物力显著,难以退减之外,其自中等而入下等者,
可胜数哉? 此臣所亲见也”.这种做法,虽然呈报朝廷的所谓户等文书只为虚应故事,被王觌斥为违

法之尤,但实际上既不误役钱之征收,又可“悦民请”,维持基层稳定,实为效果较佳的变通之法.
王觌在元祐以前曾在润州为官,所以他说的可能是反映东南一带的情况.苏轼在密州也曾用过

类似管认的办法.他说,既然只为均摊役钱,就不必太过追求准确,“其名次细别或未尽其详,然至于

等第,盖已略得其实,轼以为如是足矣”.他的办法是,“但当先定役钱所须几何,度三等以上民力之

所任者而分与之”.也就是计算出本县役钱总数后,大致分摊到上三等之中,只需算出每等要交纳的

总数,然后由知县亲自召集人数较少而户均出钱最多的第一等户,请他们共同商定各户役钱,且“不
户别也,令民自相差择以次分占尽数而已”;第二等则不再集中到县,而是逐乡“召而分之如第一等.
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贫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独有侥幸者也.相推相诘,不一二日自定

矣”.同样是通过一次协商,定出各户所要交的役钱,并作登记,日后“若析户,则均分役钱,典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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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所割役钱于契要,使其子孙与买者各以其名附旧户供官,至三年造簿,则不复用举,从其新”.如

此,就省却多次统计、多次博弈的费用①.
然而,与手实法一样,管认之法也并不是总能取得良好效果.当它被用于成都府、梓州路的坊郭

户助役钱计征中时,却成为民害:“成都府、梓州路熙宁初施行役法,别定坊郭十等人户出营运钱

以助免役之费,仍于田产税钱之外,别令承认营运钱数以助税户州县承望风旨,不问虚实及

有无营运,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虽以推排为名,其实抑令承认,立成

年额,岁岁相仍,至今不减.”②这一事例中,害法的原因在于当职官员之目的与上引各例不同,由此具

体做法就有了区别.首先是事先并没有如前例州县那样经过官民协商的过程,而是官府利用其强势

压迫民户应承营运钱;其次是民户管认数额之后官府再不肯据其财产的减少而均减其原来管认的役

钱数额,由是激起民愤.
从上述例子可见,役钱制度在实践中,其效用往往取决于朝廷的地方行政代理人———监司、州县

官员的行事.与差役时期政府支出多由应役人承担不同,当役钱成为地方的重要财政收入,监司州

县对其支出有相当自主权时,地方官府就开始关心役钱的成本效益问题.他们在运作役钱制度时,
大多加入了自己对该制度与对地方现实的理解,因此役钱制度在各地就有不同的变异.当地方官府

出于自利,通过调整役钱计征方式,使雇役法所能产生的效益归自己或某个地方官僚集团所有时,役
钱制度的效益就会被滥用,这无疑是对役钱制度的破坏.但若是地方官府出于降低执行费用或维护

地方稳定等考虑,对役钱制度作出提高计征效率的变通时,则是对役钱制度的有益补充.
这些变异以各种渠道反馈到朝廷,朝廷不时会肯定地方的较优选择,甚至以敕令形式将之固化

为役钱制度的一部分.例如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计征依据上选择弃用户等制,自创新的依据财产直敷

役钱的做法,朝廷遂不止一次尝试将按财产直敷役钱之法推广全国③;再如一些地方在役钱计征时创

新的簿记方式,也因体现雇役法意,民户乐于接受而被朝廷作为垂示州县的范例④.若从这个角度来

看,则“地方官府创新役钱计征方式———朝廷肯定与推广”的过程,成为朝廷与地方共同完善役钱制

度的一种方式.

四、役钱征收中地方权、限均衡的形成与破坏

借役钱的征收,把乡差役人对基层事务的无限付出(这些付出包括人力、时间与经费),化为政府

明确的财政收支;将役钱的大部分用以支付代役人雇直,以半专业化的代役人取代“朴蠢”的轮差乡

户运行官府事务;用役钱的相当一部分发放吏禄,并通过重禄 仓法改造基层胥吏的获利方式,从而

减少因吏员贪污而产生的社会成本,这是熙丰役钱制度出台的意义.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
其实是熙丰时期一个财政收支理性化、行政吏员专业化转型的尝试.

就役钱制度的计征环节来看,熙丰时期全国海行雇役法与各路因地制宜权限的结合,使得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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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十八«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第１３９６ １３９７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元祐元年四月乙卯”,第９１３９ ９１４０页.
如熙宁五年六月,朝廷就曾引导州县停用五等簿.相关诏令原文已经难以发现,但«玉海»卷二十“开宝形势版簿”条中提及

熙宁四年四月,曾孝宽奏罢诸州形势版簿,“寻以产税钱均定免役钱并罢五等户簿(夹行注:五年六月一日)”(王应麟:«玉海»卷二十

«地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本,１９８７年,第４０５页),可见此敕的存在.冯山说,他自熙宁四年冬开始访

问诸处,开始酝酿本路役书,刚刚告成,朝廷就下数个法令,其中包括“只据税钱,不用等第”(冯山:«议免役疏»,载杨士奇等编:«历代

名臣奏议»卷二五六,第３３６９页),这一新发的敕文与«玉海»所描述的时间、内容都基本一致,可见这个要求只据产、税钱均定免役钱

的敕文当是发于熙宁五年六月一日.此敕终因某些地方长官反对而不了了之,但到大观年间,由于各地弃用户等十分普遍,役钱依

据财产直敷之势遂成定局(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二“政和元年四月九日”,第７４６９页).
熙宁八年八月,司农寺说:“咸平、新郑、白马、酸枣等县推行簿法,均定役钱,榜示民户,并无辞诉.闻诸路官吏多未通晓,欲

乞府界令佐造簿已毕,通晓法意者,从本寺遣句当公事,指教诸路造簿及推行常平给纳新法候一路指教推行毕,比较课最,量材

擢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癸丑”,第６５５４页)



制度在执行上既有统一之原则,又不失据各地实际灵活变通的制度弹性,似乎摸索到一个在兼顾各

方利益的同时又能限制各方权力过度膨胀的均衡点.而维持这一均衡的主要有两个支点.
其一是地方官府之“权”.朝廷允许“诸路从所便为法”,使地方官府在役钱计征上拥有立额、确

定起征点及计征依据等方面的自主裁量之权.
其二是地方计征行为之“限”.朝廷虽然允许地方官府因地制宜,但又建立了一个相当绵密的官

府间合作与制衡的体系.这个体系中,上有政府、司农寺、御史,中有各路监司,下有州县;既有同级

官僚间的横向监察,又有上下级部门间的纵向监督与抗诉,还有临时使职对重点地区的随机察访,这
些都形成了对地方过当使用随宜立法之权的限制,也相应提高某些意欲谋私的官员的违法成本.同

时,朝廷还通过对相关官员的陟黜、对效果好的做法的肯定与推广,形成对地方役钱计征行为一定程

度上的调控与引导.而且,朝廷对州县预留的“职役常费”采取默认的态度,实际上扩大了州县的机

动财权,亦在一定程度上使州县降低了通过法外加征等办法获取行政经费的冲动.除此之外,本地

经济水平、主要经营方式、社会习惯、当地行政任务的负担及类型等客观条件,也限制着监司、州县的

选择.为方便理解,笔者将这一役钱计征过程中形成的平衡架构制成如下的示意图:

示意图１　役钱计征环节中的脆弱平衡

注:图中斜体字加下划线部分为这一平衡架构中最先被改变从而打破役钱计征的平衡状态的变量

如示意图中所描述的,在多方博弈,加上众多客观因素的作用下,熙丰役钱的计征在总体上尚能

维持适度、合理的状态.这一状态不但有利于熙丰时期基层统治的稳定,按常理推测,对示意图中看

不见的第三方———旧时须应差役的乡间主户而言也是有利的.
这个架构中重要的一环,是朝廷把役钱视为地方财用的态度.这不但让朝廷在处理地方官府间

围绕役钱问题的冲突时更能从全局出发,考虑到更多阶层与团体的利益,从而使出自朝廷的仲裁更

显持平与权威,也无形中成为对州县用心规划役钱收支的激励.在不激起民愤、引发朝廷问责的情

况下尽量多收役钱固然是州县的追求,但简化役钱计征程序、提高计征效率、减少计征成本同样被纳

入监司、州县的考虑范围.在“上自监司,下至州县,冠盖奔走,议论详悉”①之下,遂出现上文所述的

各种如管认法、按田亩直敷之法及簿籍改造之法等等创新.正是由于地方最大化地利用朝廷赋予的

变通权限,或谋求治绩,或谋求私利,方致使役钱的计征在同一法律框架下出现如此千差万别的做法

与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连一些并不完全赞同新法的官员,经过学习和掌握役钱制度后,也觉察到了

其潜在收益.他们发现,只要操作得当,参与各方都可获利,而官府也可兼得财政收益与社会稳定.
就如上文提及的苏轼、陈襄、冯山等人,他们对役钱的计征方式进行了一些创新,使之更便民,更有效

率,这些不失为对役钱制度的有益补充.各级地方官员为完善雇役所费之心力与所取得的效果,又
使他们对雇役产生了认同感.熙丰雇役法虽然不断受谴责,但元祐时回归到差役也同样遭遇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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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山:«议免役疏»,载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五六,第３３６９页.



反弹,地方官员对雇役的认同是其主因①.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役钱计征环节中的状态,只是一个脆弱的平衡.这个平衡的基础在熙

宁后期即开始受到挑战.«嘉泰会稽志»中说,熙丰役钱制度“立法甚严,专以讲补助之政,秋毫不许

他用,上下共守之”②.但从元丰中期开始,朝廷开始桩发州县役钱.鉴于役钱在州县财政中又承当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过度桩发定将造成州县岁计之失衡.为此,朝廷为保证起发到中央的财赋,遂以

放松对州县役钱计征过程的监控为代价,将对州县役钱计征的考察重点转移到是否足额征收与桩留

等问题上.这样,朝廷对地方役钱计征的管理出现数额上维持刚性,而计征方式上却更加弹性;一方

面收紧州县机动财权,另一方面又放开相应的事权,并默许州县某些自行谋取财政经费行为的趋势.
由此,利益的均衡被打破,加上违法成本减轻,州县开始通过法外加征来维持机动财权③.毕竟在监

管渐少的情况下,利用朝廷授权追求政治理想或道义上满足的官员不占多数,大部分官员的自利行

为表现在对经济收益的追求上,因此好的做法容易随官员离任而失效,而聚敛之法却相对容易被反

复遵循且固化下来.由此,朝廷与地方合力完善役钱制度之进程被打断,各地役钱立额越来越高,起
征点却越来越低,这也成为雇役制度多受指责的由来.不过,出于补助财政的目的,州县通过改进役

钱计征方式来提高计征效率、节约计征成本的努力却一直存在.
综上所述,在熙丰时期推行雇役法和征收役钱之初,役钱的计征总体上处于比较适度、合理的范

围,其受宋人与学界质疑的“高额”宽剩率,实际上大部分属于差役时期由应役人提供的数额巨大的

隐性财政收支转化为役钱的显性收支时,所不得不予以增加的合理行政费用.对熙丰“雇役法”进行

评价,这是必须要高度注意的关键点.从元丰时期开始,朝廷对州县役钱的桩发以及对州县役钱计

征监管的放松,实为役钱计征合理性的破坏.自此以后,朝廷所赋予地方官府的随宜立法之权,逐渐

成为各级地方官府将地方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合法化、制度化的工具.这一变化所反映的关于中央与

地方财权划分与协调的问题,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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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苏辙等曾经认为代役人“不如乡差税户可以委信”的官员在屡历州郡后也坦承官雇代役人之法“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

大败阙”(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四三“元祐元年闰二月十五日”,第７８２１页);很多地方官府在元祐初用各种方法抵制恢

复差役制,留用代役人,即可见一斑.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四七“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第７８２３页;苏辙:«苏辙集

栾城集»卷三十九«三论差役事状»,第６８３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三“元祐元年七月甲申”,第９３４４页.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三«提举司»,«宋元方志丛刊»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影印本,第６７６２页.
汪圣铎一方面认为神宗时期是财制上更进一步集权的时期,但另一面又发现新法的各项收益对中央财政裨益不大,反而给

地方官府违规增收开了方便之门(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６５、７４、７６页).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即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财用的争夺

过程中,地方“失之东隅,取之桑榆”的消极应变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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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之间: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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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蒙文通之学,具有经学与史学相互交融的风格.在蒙文通的经史之学中,对先秦法家进行了多

个方面的阐述与建构.从法家的范围来看,兵家、农家、纵横家都可以归属于先秦法家.从地域特征来看,先
秦法家之学是秦晋之学.从思想观点来看,先秦法家的关键词是法、术、势,先秦法家主张“抑贵族而尊君

权”,要求“强公室,杜私门”,这些观点建基于法家所特有的历史哲学.从思想语境来看,法家是周秦时期中

国思想的两大主流之一,是周秦时代有别于儒家的新思想,法家与儒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和的转

变.蒙文通立足于特定的经史立场对先秦法家作出的阐释,为当代学界理解法家提供了重要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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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１８９４ １９６８)是现代中国著名的经学家与史学家.多年来,学界关于蒙文通之学的研究

既有专书,譬如,罗映光针对蒙文通道教思想的研究① ,蔡方鹿、刘兴淑针对蒙文通经学、理学思想的

研究② ;更有数以百计的专题论文,譬如,王汎森对于蒙文通之学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变过程的索解③ ,
罗志田对于蒙文通思想史研究的社会视角的论述④ ,等等.还有一些回忆性、纪念性的文字⑤ ,在述

及蒙文通之学的同时,可以让读者产生“知其人,论其学”的效果.
从现代的学术立场来看,蒙文通之学可能蕴含着一条主轴:从经学转向史学.在蒙文通开启其

学思历程的１９２０世纪初,传统的经学依然吸引了很多人的心智.专业性的史学,毕竟是文史哲分家

以后的产物.因此,论述蒙文通之学,应当看到时代背景对于学人、学术的规范与约束.大致说来,
早期的蒙文通求学于四川存古学堂,师事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刘申叔,事实上是驻留在传统学问的空

间里,所以他的学问形态主要是经学.随着“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⑥ ,中后期的蒙

文通已经置身于新的学术体系.他任教于高等学校的历史系,所以他的学问渐渐聚焦于史学.
现在,人们通常把蒙文通先生视为一个历史学家,当然是有依据的.以创作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古史甄微»为标志,蒙文通展示了比较自觉的史学意识.但是,在写作«经学抉原»的１９２０年代及其

之前,其经学倾向是明显而突出的.着眼于后见之明,蒙文通之学虽然出现了从经学到史学的转向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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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童恩正:«精密的考证,科学的预见———纪念蒙文通老师»,«文史杂志»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⑥　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走向中心»,载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０２页.

⑦　从经学转向史学,是一个大趋势.“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史由附属于经,而次于经,而等于经,以致现在的经附于史,有其一定的

过程.”(周予同:«经学与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７页)蒙文通的这种转化,恰好就是这个大趋势的一个缩影.



但从总体上看,他的经学与史学并不能截然分开;经史交融、经史互治堪称蒙文通之学的突出特点.
以这样的认知为基础,本文还注意到,无论是在他的经学论著还是在他的史学论著中,都屡屡论及先

秦法家.商鞅、韩非等人,«商君书»、«韩非子»等书,是他频繁引证的对象.在这里,一个疑问由此而

生:在蒙文通先生的经史之学中,先秦法家到底呈现出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一个从经学过渡到史学

的学术大师,是如何看待先秦法家的? 梳理蒙文通先生的相关著述及其他文献,可以看到蒙文通立

足于经史的学术心境所映照出来的先秦法家.

一、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

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既以他的经史之学为背景,同时也构成了他的经史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要理解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有必要首先理解蒙文通的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

蒙文通早年受学于廖平,深受其影响.因而,要理解蒙文通的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不能不回溯

至廖平的经学.蒙文通说:“井研廖师,长于«春秋»,善说礼制,一屏琐末之事不屑究,而独探其大源,
确定今古两学之辨,在乎所主制度之差,以«王制»为纲,而今文各家之说悉有统宗,以«周官»为纲,而
古文各家莫不符同.”①为了解释今古经学关于制度的形成,“廖师既明今古学之大纲,又进而剖析今

古学之内容,则别今学为齐学、鲁学,此求今学本身不得安,从其里而思破之也”②.言下之意,从齐、
鲁之异着眼,才是理解今文经学的要津.“于是廖师于今文一家之学立齐、鲁两派以处之.古文一家

所据之经,奇说尤众,则别之为«周官»派、«左传»派、«国语»派、«孝经»派以处之.而总之曰今文为齐

鲁之学,古文为燕(当作‘梁’)赵之学.”③

这种以地域划分今文经学的理路,深刻地影响了蒙文通的经学观.在１９２３年写成的«经学导

言»一文中,蒙文通说:“既然今文、古文都不可信,那么经学应当如何去讲呢?”④蒙文通提供的方法,
就是考察经学的地域性.在蒙文通看来,经学主要是鲁学、齐学与晋学,但是,三个地域的经学存在

着重大差异.其中,“齐学、晋学虽是讲孔子的学问,却时时留着桓、文霸制的余迹,只有鲁学才是笃

守王制的”.因此,“今天讲学的人,只要明得王、霸异制这个道理,使齐、鲁分流,经术里边许多纠葛

便可一刀两段,比从前只守着两汉的今古讲学,真要了当直捷得多了”⑤.更具体地说,“我们看«乐
记»、«书传»、«系辞»、«中庸»里边,很有些又精又纯的理论,这些都是六经的微言,都是因经以明道

的,尤其是孟子发挥得透彻无遗.孟子是邹鲁的嫡派,他说的礼制都是和鲁学相发明的,«孟子»和
«穀梁传»这两部书,真要算是鲁学的根本了”.只有“这派学问真才是邹鲁派学问的尽头处.孟子以

后还有两个大儒,便是荀子、董子,荀子是三晋派的学问大家,董子又是齐派的大家,他们是齐、晋派

里面讲孔学的特出者,但是于道之大源不免见得不很明白,便也是齐、晋两派不及邹鲁嫡派的地方.
汉人的今文学是齐派占势力,古文学是晋派占势力,孔学的真义自然是表现不出来的了”⑥.

立足于这种地域性的经学立场,蒙文通进一步表达了地域性的史学立场.他说:“儒家六经所

陈,究皆鲁人之说耳.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晋人宿崇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
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即源于其思想之异.«古史甄微»备言

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三者称

道古事各判,其即本于三系民族传说之史固各不同耶?”⑦所谓三系民族,就是«古史甄微»分别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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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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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全集»第一卷,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８８页.
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２９８页.
蒙文通:«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２９５页.
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２０２页.
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２１４页.
蒙文通:«经学导言»,«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２２１ ２２２页.
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全集»第三卷,第５ ６页.



江汉民族、河洛民族与海岱民族.这就是民族起源的三元论.
«史记张仪列传»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再看邓析、李

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都是北方人.蒙文通据此认为,“纵横法家,固三晋北方之学.道

家如老、庄,词赋家如屈、宋,并是南人,则辞赋道家固南方之学也.六经儒墨者流,固东方邹、鲁之学

也.此又三方思想学术之不同也.三方文物之各殊,在在可见,固非言史一端而已.余之撰«经学抉

原»,专推明六艺之归,惟鲁学得其正.又成«天问本事»,亦可以窥楚学之大凡也.兹重订«古史甄

微»,则晋人言学旨趣所在,亦庶乎可以推微.三篇循环相通,而文通年来言学大意,备于是也”①.
上文的叙述,可以明白无误地标示出蒙文通的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从地域解经,亦从地域论

史.经学分三家:鲁学、齐学与晋学.三家之中,只有鲁学才是纯正的经学.史学亦立足于地域的差

异,分而述之,江汉民族发展了楚学,亦即辞赋道家之学;海岱民族发展了鲁学,亦即六经儒墨之学;
河洛民族发展了晋学,亦即纵横法家之学.从这样的地域性观点来看,蒙文通的史学与他的经学是

打成一片的,亦即是“循环相通”的,他的史学立场是其经学立场的延伸.他对法家的阐释,既源于他

的地域性经学观,亦源于他的地域性史学观.上文已经提到,在民国初期,随着经学的跌落(“边缘

化”)与史学的上升(“走向中心”),蒙文通之学亦从经学逐渐转向史学.但是,以史学家名世的蒙文

通,不可能与传统的经学进行彻底的切割.正如他在«治学杂语»中所言:“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
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②

由此,本文以“经史之间”修饰“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就蕴含了两个方面的学术旨趣.一方面,
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是以地域性的经史立场作为前提的.本文主体部分的分析将进一步表明,蒙
文通对法家的地域性具有高度的自觉.另一方面,蒙文通是在经与史这两种学术形态之间来考察法

家的.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划分,法家诸子是“子”,法家之学是子学.但是,蒙文通对法家

的阐释,与他的经学是混在一起的.按照蒙文通的地域性经学观,晋学虽然不是纯正的经学,但晋

学、齐学与鲁学都可以归属于经学.从地域上看,晋学与纵横法家之学,又是高度重合的.由此可

见,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离不开他的经学观.再看史学,按照蒙文通的古史三元观,中国早期民族可

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其中的河洛民族立足于三晋,发展了纵横法家之学.这就意味着,要理

解纵横法家,还应当追溯至早期的河洛民族.
以上两个方面表明,“经史之间”是蒙文通阐释法家的理论前提与理论背景,是我们理解蒙文通

法家观的一道门径.让我们循着这道门径,走进蒙文通勾画的先秦法家世界.

二、法家学派与法家人物

“法家”作为一个由来已久的思想文化概念,与儒家、道家、墨家一样,虽然用于指称先秦时期的

一个流派,但它并不是先秦时期就已经成熟的概念,而是迁延至汉代才出现的.据«史记太史公自

序»,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第一次把先秦诸子分为六家,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

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在六家当中,“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矣”.这句话,是“法家”这个概念的最初呈现.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也由此正式命名.然而,谁是法

家? 商鞅、韩非是法家,这没有问题.管子是不是法家? 慎到强调“势”,通常被列为法家,但是,«庄
子天下»却把“彭蒙、田骈、慎到”置于一个学派,称他们“公而不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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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

之”.那么,彭蒙、田骈是不是法家? 这就涉及到法家学派与法家人物的范围.对于这个问题,蒙文

通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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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全集»第三卷,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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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家包括兵家、农家、纵横家.
蒙文通注意到,«汉书艺文志»在司马谈分述的“六家”之外,还列出了更多的学派,譬如纵横家: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还有农家:“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还有兵家,兵家又包括“兵权

谋家”与“兵形势家”两个子系统.兵家中的“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
用技巧者也”.兵家中的“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对于«汉书艺文志»关于先秦诸子的这种划分,蒙文通不愿附和.他的观点是,«汉书艺文

志»所列举的兵家、农家、纵横家仅仅是法家的工具.他认为,兵家、农家、纵横家都属于法家,根本就

没有独立的兵家、农家、纵横家.蒙文通的理由是:“观于商鞅、李悝、吴起、范睢、尉缭之事,则知法家

者,非徒务法而已,又多挟兵、农、纵横三者以俱,而达其富强之旨焉.言法家者,固当统此三者以为

说也.自刘向校书裂而为四,后世不察,别其农战富强之术,纵横外交之权而外之,于是法之为法,竟
不复明,亦可惜也.”与刘向相比,“司马谈论晚周学术,第言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而不及兵、
农、纵横,良有识也”①.换言之,司马谈的“六家”没有列出兵家、农家、纵横家,不仅不是一种疏漏,反
而是一种比刘向更高明的识见.

且说商鞅.商鞅是典型的法家人物.贾谊的«过秦论»对商鞅的记述是:“当是(孝公)时,商君佐

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蒙文通据此认

为:“立法度,所以为法也;务耕织,所以为农也;修守战,所以为兵也.又外连衡而斗诸侯,则商君得

非亦纵横之流耶! 盖法家莫不以富国强兵为事,故非徒‘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而已也,又
有其所以富强之工具焉,则农、兵、纵横之术是也.农以致富,兵以致强,而纵横则为外交术:皆法家

之所宜有事者.”②这就是说,法家既讲一断于法,也追求富国强兵.法家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就
需要兵、农、纵横之术.商鞅就是一个兼具法、兵、农、纵横的综合性人才,因而堪称法家学派的主要

代表.富强是把兵、农、纵横汇聚到法家学派的一个纽带,地域则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纽带.因为,
“北方兵、农、纵横之学可统于法”,可归属于北方之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就像“东方阴阳、名辩之

学,亦可统之于墨;而杂家则可归之于道”一样,因而,“«汉志»所列九流及兵家,实只儒、道、墨、法四

家而已”③.蒙文通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兵、农、纵横三者只是法家施政的工具.法家讲求富强、厉耕

战,耕是为了富,战是为了强,纵横也就是法家的外交术.”④

只有明白了兵家、农家、纵横家都属于法家,才能理解孟子的批判到底旨意何在.因为,在«孟
子告子下»篇中,孟子有一段批判性的言论:“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

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

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对此,蒙文通解释说,孟
子所说的“‘辟土地’指农而言,‘约与国’指纵横而言,‘战必克’指兵而言,此正针对整个法家欲以耕、
战、纵横之术而求富国强兵之治为说也”.从表面上看,孟子批判的对象是那些能够“充府库”的农

家、能够“约与国”的纵横家、能够“战必克”的兵家,在蒙文通看来,其实孟子都是把他们作为法家学

派来批判的.因此,孟子的这段话,应当视为儒家对法家的批判.可见,只有深知“兵、农、纵横之俱

为法,而后知«孟子»书中多斥法家之论,而法家之尽与东方之儒相远也”⑤.
第二,法家人物.
关于法家人物的范围,如前所述,商鞅是法家的典型代表,韩非也是法家的核心人物,皆自古以

来所公认.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人,也许都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蒙文通的论著中,虽然没有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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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甄别所涉及的相关人物,但是,在商鞅、韩非之外,李悝、吴起、范雎(«史记»误作“睢”)、尉缭都被归

属于法家.
先看李悝.«晋书刑法志»称:“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

据此,李悝不仅著有«法经»,而且他与商鞅之间,还存在一个明显的传承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李悝

可以视为法家的先驱.此外,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李悝还是看重

“地力”的农家,但农家也属于法家.因此,李悝可以归属于法家.
针对吴起的法家身份,蒙文通提供了多方面的依据.他说:“«汉志»兵权谋家有«吴起»四十八

篇.«孙吴列传»谓:‘吴起兵法世多有.’起为兵家,固无疑者.«韩非外储说右上»:‘吴子为法者.’
而其治荆之政,亦胥符于法家.«吕氏春秋贵卒篇»:‘吴起谓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

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实广虚之地,甚皆苦之.’«韩非和氏»:
‘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

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官,以奉选练之士.’«起传»又言:‘起
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蔡泽称:‘吴起为悼王立

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

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蔡泽列传»)削世族,立法令,厉耕战,禁游说,斥朋党,杜私门,此皆法家

之所以治.”①概而言之,可以认为,“吴起之治,法家之治也,厉耕战,废公族,与商君之治秦同”②.因

此,吴起属于法家人物.
还有范雎与尉缭.范雎的基本形象是一个纵横家.“史迁谓:‘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游

说诸侯.’(«范睢蔡泽列传»)再考其行事,固游说纵横之士也.而李斯«谏逐客书»言:‘昭王得范睢,
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则睢顾不得为法家耶?”回答当然是肯定

的,因为纵横家也属于法家.跟范雎一样,尉缭“亦连衡士也.«汉志»兵形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
则缭固为兵家,故‘秦王以为国尉’(«本纪»).而杂家复出«尉缭»二十五篇,师古引刘向«别录»云:
‘缭为商君学.’则缭亦法家也.”③据此,范雎与尉缭都是法家人物.

至于管子,则不能归属于法家.蒙文通注意到,“昔人言法家,辄喜举管子、商君及申韩”④,譬如

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管子传»«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都把管子归属于法家.但是,蒙
文通发现,一方面,«管子»“同于儒而异于法”⑤.另一方面,“管书立论虽以心为主,而不以四端、良
知、良能言心,则学虽近于孟子,而其端绪论究异.是其学接于孟子而义未至,论类于荀卿而旨尤高,
则以仍本于道家之说,而有窥于儒者之真,殆远绍公孙尼子之徒«乐记»之说,多与明道之旨相表

里”⑥.换言之,«管子»主要是儒家、道家的混合体,管子亦不能视之为法家.
彭蒙、田骈也不是法家.蒙文通说:“盖田骈之流,亦詹何、魏牟全生养年之道,而亦杨朱之徒

也.”又说,“田骈、接予皆齐人,«汉志»列为道家,此固北方之道家”⑦.因此,彭蒙、田骈可以归属于道

家;而且,田骈还属于北方的道家.因此,他们都不是法家人物.

三、法家之学是秦晋之学

由于地理空间的阻隔与交通条件的限制,先秦时期的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在«经学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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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一书中,蒙文通就列举了鲁学、齐学、晋学、楚学之间的差异①.这种学术地域化的特征,不仅见之

于先秦,甚至一直延伸至清代,譬如永嘉学派、泰州学派、常州学派之类,都是以地理位置命名的.同

样,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对此,学界已有比较广泛的共识.譬如,冯友兰就认

为,申不害“和韩非是韩人,商鞅是魏人.韩、魏和赵当时称为三晋.这些人都是晋法家”.至于“齐
国的法家思想,不能说就是管仲的思想,但可以说是管仲思想的发展.这些思想,本书称为齐法

家”②.按照这样的思路,法家之学可以分为齐法家之学与晋法家之学.而且,这样的划分方式,在当

代中国还是一个主流性的观点③.但是,蒙文通的观点异于这种流行的观点.一方面,如前所述,他
认为管子不属于法家,因此,没有所谓的齐法家.另一方面,他认为法家之学主要是三晋之学,不过,
考虑到法家之学源出于秦国,而且在秦国得到了全面而有效的实践,因此,我们可以把蒙文通关于法

家地域性的观点概括为:法家之学乃秦晋之学.对于这样的观点,蒙文通的阐述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法家是三晋人.
法家之学是法家人物阐述的学说.如果把法家人物作为一个群体,那么,蒙文通认为,“法家是

三晋人”,正如“道家是楚国人、儒家是齐鲁人”④.对于法家人物的“晋籍”,文献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

证据.
关于商鞅.«史记商君列传»称:“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

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商鞅的原籍虽然是卫国,但商鞅的事业平台首先在魏国,
魏国是三家分晋的产物.因此,商鞅属于三晋人.再看韩非,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者,韩
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

卿,斯自以为不如非.”作为韩非出生地的韩国,也是三家分晋形成的诸侯国,因而韩非也是三晋人.
再看范睢,«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
先事魏中大夫须贾.”范雎所属的魏国也属于三晋,因而范睢也是三晋人.

还有吴起.蒙文通写道:“秦人法家之治,与儒家初周之治,若是其相反.«汉书刑法志»言:
‘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⑤据此,吴起等人可以归属于兵

家,如前所述,按照兵家属于法家的观点,吴起等人都属于法家.既然吴起可以归属于魏国,那他也

就是三晋的法家了.
还有尉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

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

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
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

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

其计策.”这个尉缭,如前所述,蒙文通以为既是纵横家,又是兵家,当然属于法家.他是魏国的大梁

人,也属于三晋之人.
还有申不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

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

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这里“京”属于郑国,后来郑国为韩国所灭,申不害也就从郑国人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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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韩国人.申不害作为法学家派“术”的主要创始人,也可以归属于三晋之人.
第二,法家之学起源于秦国.
蒙文通有两篇代表性的文献,论及法家起源与秦国的关系.在«秦之社会»一文中,蒙文通从三

个不同的层次论述了法家起源与秦国的关系.首先,法家学说,“凡申韩残贼刻之论,胥导源于商君,
商君诚法家之祖矣”.这就是说,商鞅是法家学说的主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其次,虽然“法家之说,本
之商鞅”,但是,“鞅袭之秦.故吾谓法家之说,诚源于西北民族之教者也”.所谓“袭之秦”,是说商鞅

作为法家学说的创始人,并不是无中生有.相反,商鞅是从秦国的政治实践、社会实践中提出法家学

说的.秦国地处西北,因而,法家学说源出于秦国所在的西北民族.再次,从秦国文化与中夏文化的

差异来看,“秦之文化,为独立之文化,不同中夏,商君固自依其旧制而增饰之耳.是鞅之变秦,非由

文而退于野,实由野而进之文”①.这就是说,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既尊重了秦国的旧制,同时又对其

进行了调整、增改、修饰,由此提出的法家学说,提升了秦国的文明程度,因而在文化上具有正面

意义.
在«法家流变考»一文中,蒙文通再次重复了上述几个方面的意思,由于这两篇文献的观点完全

相同,仅仅是在措辞上略有不同,这里不再重复.不过,蒙文通在«法家流变考»一文中还特别指出:
“«鞅传»言:鞅西入秦,见孝公,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也;复说公以王道,而未入矣;复说公以霸道,
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根据«鞅传»提供的这段史实,蒙文通认为:“鞅挟东方之

术而售之秦,而秦王悦其近己者,亦势固然也.凡浅化民族之能接受异国高深文明,必于其相同条件

下乃有可能;商君之于秦,亦正汉高语叔孙通,所谓‘度吾所能行为之’者也.”②据此,我们可以注意

到,商鞅在游说秦孝公之前,已经准备了三套说辞.三套说辞之间的差异,是境界、德性的从高到低:
帝道最高,王道次之,霸道又次之.但是,孝公只能接受霸道.按照蒙文通之意,孝公自身的实际情

况,只能接受霸道;或者说,只有霸道才是孝公能够接受的理论、学说、方案.
由此看来,蒙文通宣称法家之学源出于秦国,其真实的含义是:法家设计的制度、技术,参考了秦

国固有的旧制.但是,在理念或基础理论方面,法家学说还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商鞅挟带而来的“东
方之术”;或者可以说,法家学说是“东方之术”秦制化、秦国化的结果,是“东方之术”与秦国当时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秦国的旧制与实践充实了法家学说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可以说,法家之学源于秦国,秦国是法家学说的原产地.
第三,法家之学实践于秦国.
法家人物虽然主要是三晋人,但是,三晋诸国并没有很好地运用法家学说;法家学说在秦国得到

了最大限度的实践.特别是商鞅,对于秦国依靠法家学说实现富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

蒙文通所说:“秦与山东之国莫不并力于富强,秦之政,法家之术,皆耕以为富、战以为强.山东之国,
劝商贾以为富,尊游侠以为强.史公称齐俗怯于公战、勇于持刺.秦则俾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持

剌私斗,谓游侠也.勇公战怯私斗则势重在国家,怯公战勇私斗则势重在私门.厉农本则重归于国,
劝商贾则重归于民.此秦之政法家之术,所以贱商贾、抑游侠而急农战以为富强者耶! 此韩非私家

与公民之说也.此商君民强国弱、国强民弱之说也.秦以公民之国与山东私家之国斗,其所以禽六

王而一区宇者,岂偶然哉!”③

通过秦国与山东之间的比较,蒙文通分析了秦国在运用法家学说的过程中形成的两个优势:一
方面,秦国依据法家的农耕思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都是国家可以支配的财富;相反,
山东依据商贾来追求财富,而且,由此形成的财富还不是国家所有的财富,只是个人支配的财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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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并没有致富.另一方面,秦国依据法家对公战的奖励来追求强兵,这种强兵是国家武装的强大;相
反,山东的强大体现在游侠身上,这种强大仅仅是私斗场合上的强大,这种游侠的强大只能让私门强

大,并不能让国家强大.可见,秦国能够成功地统一中国,并不是偶然的;秦国是通过实践法家学说

而实现了国家的富强,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目标.
法家学说起源于秦国,实践于秦国.就法家学说的事功而言,随着“秦赵入诸夏,而戎狄之风俗

思想亦入诸夏,法家之说遍于战国,秦人适用此新时代之思想,遂统一中国,倘亦势之必至者也”.从

法家学说的思想地位来看,“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而其功显于秦,则法家固西北民族之精神,入中夏

与三代文物相渐渍,遂独成一家之说,而与儒家精神相冲击,若冰炭之不可同器,一若道家之出于楚

民族.则儒法之争谓之新旧之争,周、秦之争亦即戎、夏之争盖亦可也”①.这就涉及到法家与儒家的

关系,下文将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以上几个方面表明,法家人物主要是三晋人,法家之学起源于秦国,秦国又是实践法家学说的主

要国家.这就是说,法家之学源于秦,由晋人表达,又在秦国实践.因而,可以把法家之学称为秦晋

之学.这是本文根据蒙文通的论述,对法家之学的地域特色作出的概括.

四、法家学说的主要内容

法家学说见之于法家著作,但是,蒙文通提醒我们,法家著作都不是法家代表人物自己写定的,
甚至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商君言法而申不害言术,然二家之书皆非自作,殆宗其学者之所述也.”而
且,“商、申之成书皆在身后百年,是周、秦人书之恒事,皆其后学者随时多所附入也”.还有,“韩非并

言法、术,其书亦未必为非子所自作”.在«韩非子»一书中,«内外储说»“六篇之经,皆文约而义丰,法
家大义略括于此,堪为总汇,其为非子作否未可知”.推而广之,蒙文通发现,“论周、秦各家之学其发

达已臻成熟之后,恒摘要钩玄而为经,道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皆是故也.法家亦如有«法
经»,则«内外储经»固足以当之也”②.以«内外储经»作为法家的核心思想,同时依据相关的法家著

作,蒙文通主要突出了法家学说的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术、势.
法、术、势是法家学说的关键词.蒙文通认为,在三者之中,“法者商子之所立,而慎子承之,又益

之以言势;势者慎子之所立,而申子承之,又益之以言术;韩非则直承申子而已.其书言术者大半,于
法与势亦略言之.法者本于事理之当然,理当者未必即可行之而有裨,则形格势禁是也.此王莽之

所由败,法虽善而势未可也.法当而势便,行之复有不效者,臣下之奸也,则不可无术以驭之.三者

诚缺一不可.韩非之言未能超于三家之外也”.单看法与术的关系,“法刚而术柔,法显而术隐,法以

齐百姓而术以驭群臣,此其大较也”.至于术,主要体现为申韩之术.根据“«申子»佚文,足证韩非所

论申子之术,专以制驭重臣,说最扼要.反观非子之书,首十数篇实专以制驭重臣为说;申子之书虽

亡,而韩非之书实专以术为说,韩虽言法、言势并著,而言术实过半,则韩为祖述申子者也”.因此,
“法、术、势三者备而法家之义尽于是也”③.

根据这些论述,法家之义,尽见于“法”“术”“势”三字.由此可见,法、术、势可以视为法家学说的

关键词.倘若要理解法家学说,就应当以“法”“术”“势”三个词作为核心概念.简而言之,“法”主要

出自商鞅,是商鞅创立的核心概念.慎子继承了法的概念,同时又增加了“势”的概念,因此,势的概

念主要是慎子的贡献.申不害继承了慎子所创立的势,同时又增加了“术”的概念,韩非则是申子的

继承者.后世往往以韩非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在蒙文通先生看来,韩非的贡献其实并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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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方面,韩非的论述,并未超商、慎、申的范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韩非的论

述侧重于申子的术,韩非虽然兼顾法与势,但关于术的论述,在韩非著作中超过一半,因此,韩非主要

是申子的继承人.
第二,抑贵族而尊君权.
近现代的阶级分析方法,习惯于把人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

与矛盾,在流行的阶级理论中较少得到关注.实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问题,在法家学说中占据了

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蒙文通注意到,法家学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尊君权,抑贵族.他说:“自春秋

逮于战国,法家之说独为世重,而法家所亟论者,抑贵族而尊君权,于是春秋以来之贵族废,布衣卿

相,盛于一世,而君权极矣.夫由世族政治以入于君权扩张,此历史之一大进步,惟法家能认识之,此
法家所以能独盛者也.乃儒者犹欲维护贵族势力,与时背驰,其不为世重,岂偶然哉?”换言之,法家

的尊君权、抑贵族,乃是一个进步的观点,且符合历史演进的方向.与此同时,蒙文通还把法家的尊

君权与西方的“专制”概念进行了对接:“凡西人之所谓君主专制君权神圣者,先秦儒家无此思想,故
其不解专制之义.惟申不害庶乎知之,即商鞅、慎到、韩非皆未臻此.晋作刑鼎而孔子讥之,惟«商君

书定分»能明之,此亦历史一大进步也.惟法家主之,故法家之在战国,独能认识时代,而他家皆不

然,以尊君为儒家罪者,诚浅薄之论也.”①据此,法家的专制思想,主要是由申不害表达的.商、慎、韩
皆不精于专制之道.至于儒家,对于专制之道就更不擅长了.

在«孔子与今文学»一文中,蒙文通又说:“«韩非子»是集商鞅之法、申子之术、慎到之势而成一

家,又取道家之说以为君人南面之术,而始终不离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尊主卑臣’的
中心.”②这就是说,韩子代表的法家学说,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推崇君主、贬抑大臣.法家也讲平

等,但“法家之平等,为摈弃世族、扩张君权而壹刑法”③,这就是说,法家讲的平等,是把贵族从以前享

有的崇高地位上拉下来,让贵族与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有君主一人高高在上.为了实现这

个抑贵族而尊君权的目标,秦国在商鞅的主导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是非特刑法之公布,法
官复有备吏民法律顾问之义务,且兼有律师之意焉”.而且,“秦之治法令之官亦严也.法官不得损

益一字,视昔之刑法秘密,卿大夫以序守之,而高下由心者,相去岂不远哉? 法律之下无贵贱皆平等,
此实春秋以后,时代之一进步,由秦而厉行之也”④.由此看来,商鞅预定的目标虽然是尊君权、抑贵

族,但在客观上促成了先秦时期的平等、法治、公开.这样的平等、法治、公开虽然是打了折扣的(因
为,君主处于平等、法治、公开的例外),其进步意义仍然值得重视.

第三,强公室,杜私门.
公与私是当代中国人熟悉、常用的一对范畴.譬如,“大公无私”就是２０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个主

流概念.事实上,“大公无私”及“斗私”的思想渊源,一直可以追溯至先秦法家.蒙文通认为:“‘强公

室,杜私门’正是商鞅所以治秦、吴起所以治楚而韩非所谆谆告诫人君者.”⑤这就是说,法家学说中还

包含了一个核心的观念,那就是“强公室,杜私门”.这个意思可见于«孔丛子公仪第九»:“穆公问

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对曰:‘苟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
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按照«孔丛子»记载的这种说法,“开公家”、“杜私门”乃是周公、伯
禽实行的治道.但是,在蒙文通看来,这种“强公室,杜私门”的立场恰好反映了法家主张的治道.

这种强化公私对立的观点,可见于韩非列举的八种毁公的私行:“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

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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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

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
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

夫之私毁,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韩非子八说»)按照韩非之意,只有杜绝这八种私行,国家

与君主才可能走出危乱.因此,公私不两立,必须去私才能强国.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韩子强调

思想一统,上下一心,行为一致.一之所由出,在国之君,一之所由立,在国之法,此即所谓‘公’.不

忠于君,不守于法,不合于一者,为私.私无益于治,有害于国,所以被名为蠹,被目为奸、邪、伪、诈.
正如法令为公,遂有‘公法’之谓,奸邪为私,故有‘奸私’之词.”因而,法家学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把公私对立推到极致”①.在相当程度上,现代中国人熟悉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可以

视为法家“强公室,杜私门”在当代中国的回响.
第四,历史哲学.
从字面意义上看,“历史哲学”一词,恰好可以体现史学与经学两种旨趣.历史自然可以对应于

史学,哲学虽不能完全对应于经学,但是,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与经学最为接近的学科,可能还是哲

学.从这个角度上说,讨论法家的历史哲学,既是关于法家的史学照观,亦是关于法家的经学阐释.
在主体部分完成于１９３８年的«中国史学史»一书中,蒙文通专辟一节,论述“晚周各派的历史哲学”.
而且,纵览«中国史学史»全篇,“历史哲学”一词,仅用于“晚周各派”.看来,只有“晚周各派”才有自

己的历史哲学.那么,蒙文通所说的历史哲学,到底旨意何在?
蒙文通告诉我们:“史者,非徒识废兴、观成败之往迹也,又将以明古今之变易、稽发展之程序.

不明乎此,则执一道以为言,拘于古以衡今,宥于今以衡古,均之域也.晚清各家,言往史之亦异,而
论为治之术亦殊.是其知识之不同,而施为亦别,相互因果,故称述各违.三晋之学,法家者流,最明

于史,持论明确,亦最可观.以今观之,亦颇有足疑者.”②这就是蒙文通的历史哲学观:历史的叙述与

建构,对应于治道、治术的选择;或者说,历史叙述与治道、治术的选择互为因果.有什么样的历史哲

学,就有什么样的治道、治术.因而,如果要深入地理解法家学说,还必须回到法家的历史哲学.因

为它是法家学说的逻辑起点.
在“晚周各派”中,“法家者流”既然“最明于史”,那么,应当如何评析法家的历史哲学呢? 蒙文通

先引«商君书开塞»建构的历史:“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

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有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

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对于«商君书»中的这一套历史叙事,蒙文通认为,“商君以‘上贤立而亲亲废’,岂说仁遂无取亲

亲乎? ‘贵贵立而上贤废’,岂君师建遂无取于仁义乎? 然商君之书,又非此之谓也.其言世之道始

于亲亲,而贤贤次之,而贵贵次之,不可易也”③.这就是说,商鞅建构的历史叙述可以归纳为:亲亲之

道最先出现,贤贤之道稍后出现,贵贵之道更晚出现.从“亲亲”至“贤贤”再到“贵贵”,其实是一个从

尊重血缘到尊重德性再到“尊官”的变迁过程.在“贵贵而尊官”的时代,就应当用刑赏的方式治理国

家.换言之,法家的治道、治术,是法家建构的历史哲学的制度化表达.
«韩非五蠹»也阐述了法家的历史哲学:“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

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为有巢氏.故曰事异而备变.上古竞于道

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根据韩非建构的历史,蒙文通认为,“非子立论,归本于财用,执此

义以言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虽然,非子亦不免于蔽也.由非子之说,中古以往,人将无所事战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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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以降,惟气力是尚,而争乱不得止也.然秦由法家之说,以猛为治而败,汉承之以宽.魏以猛而

败,晋又承之以宽.隋以猛而败,唐又承之以宽.秦、魏、隋之为治,法家之治也,以处于分争之世,则
可以致富强而一区夏.及其既一也,则不足以为长久之治,故曰其可效于争乱之时,而未可施于宁一

之会,则非子之说求之上世与晚近将有所不验矣.盖致争之道非一,则财用其一端耳,安世宁人亦

然.执一则傎矣.是未晓然于社会之多元也”.“非子徒急于财用,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商鞅又从

而开阡陌以漫经界,其去均也又远矣.天下遂争于战功,于是‘秦与戎狄同俗,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

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魏策三»),则亦生人所至苦也.是法家之说,将义

有所难通,而治有所不验,而儒家之论有不可废者也.”①

在蒙文通看来,韩非建构的历史哲学,虽然可以为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提供理论依据,但毕竟带

有致命的局限性.因为,“争于气力”虽然有助于国家在战国时代的生存,虽然“可效于争成之时”,但
“争于气力”不足以应对和平统一的时代.而且,即使是应对战国时代,“财用”也不是唯一的手段,因
此,法家的治道有其不通、不验之处.相比之下,儒家之论更有其恒久的价值.由蒙文通的这些观点

来看,他的基本立足点还是儒家学说.

五、法家是周秦时代的新思想

在蒙文通的所有论著中,只有«法家流变考»一文专论法家.但是,在蒙文通的其他相关论著中,
常常是把法家与儒家进行对照与比较,蒙文通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以归结为:儒家是周秦时代的旧思

想,法家是周秦时代的新思想.他的这个观点,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第一,新的法家与旧的儒家代表了周秦时代的两大思想主流.
周秦时代的思想,虽然后世以诸子百家予以概括,虽然司马谈列举了六家,虽然班固的«汉书

艺文志»又增加了数家,但是,蒙文通认为,在周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只有法家与儒家居于主导地

位.他说:“儒家之传本于周,而法家之术大行于战国而极于秦,则儒法之争者为新旧两时代思想之

争,将二家为一世新旧思想之主流,而百家乃其余波也.”据此,可以把儒法两家称为先秦思想的双

峰.进一步看,在儒法之间,“儒为旧文化之阐明,法为新政治之前驱,于«孟子»一书,实已见此新旧

两文化之为冰炭.孟子正值商鞅佐秦、法家之术已盛于世之时,仍孟子徒明辟杨、墨而不及法家者,
殆以杨、墨之言早已盈天下,而法家于是时徒见之于事,未有著书,故孟子亦直从行事辟之而已.至

荀卿则法家、兵家、纵横一一斥名辟之”②.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儒家是对旧文化的回顾与眷恋,法家是对新政治

的开启与展望.儒家承前,法家启后.«孟子»一书,最能反映儒法两家之间的这种分歧与矛盾.另

一方面,«孟子»一书并不直接批判法家,反而把“杨墨之言”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原因在于,在孟子

作出批判的特定时代,法家还没有形成体系化、定型化的著作.孟子时代的法家只有法家的实践,只
有法家人物对于法、兵、农、纵横之术的普遍实践,这些实践还未成为系统的、四处传播的言论.所

以,孟子只能批判法家的行动.到了荀子的时代,商鞅之言很可能已经“盈天下”了,所以荀子就把法

家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蒙文通的分析提醒我们,应当看到法家言论与法家实践之间存在的时差或时

滞.在先秦时期,理论总是在实践走过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能得到有效的总结与提炼.
从源头上看,儒家是对周文化的延续,历史悠久,法家是后起的新文化,这是它们新旧两立的根

源.按照蒙文通的观察,“以儒家为周之政治思想,法家为戎狄之政治思想,法家实一异民族与汉族

接触而发生之新文化.荀卿之天论、性恶论,实西北思想之中心,为法家之最高理论,与东方儒、墨、
阴阳之根本思想相冲突.周秦间百家之学,实以法家、名家新兴之学与儒家旧学为主流,而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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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余波.儒家以复周之旧为主,法家以变周法后为主”①.儒家要复古,因为它的根本在周代.法家

要维新,因为它本身就是新生事物.
儒法之间这种不同的诉求与指向,在实践中体现为它们对于世袭贵族的不同态度.世袭贵族总

是旧的,所以,法家要反对,儒家要维护.蒙文通说:“反对世袭贵族可说是法家思想最主要的一面.
而孔、孟则是维护世袭贵族的,但是«公羊传»里却一而再地‘讥世卿’,说‘世卿,非礼也’.李源澄氏

说:‘讥世卿是«公羊»义,非«春秋»义.’这是很正确的.很清楚,这正是«公羊»家吸收了法家思想.
他如«春秋»大一统义、尊王义,也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②公羊家吸收了法家的反对贵族的思想,这
是它批判世卿贵族的原因.因此,公羊家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了.只有«春秋»所代表的先秦儒家,
才是世袭贵族的坚定维护者、支持者.此外,蒙文通还注意到,在反对世袭贵族的立场上,法家并不

是孤立的,因为墨家也反对世袭贵族.但是,法、墨两家反对世袭贵族的依据不一样,“墨家是站在一

切平等的基础上来反对世袭贵族,而法家是站在扩张君权的基础上来反对世袭贵族,也是墨家与法

家的根本分歧.所以墨家的著作中阐明一切平等的理论多,而法家在著作和行事上则以摧抑世袭贵

族的政绩多.”③墨家重平等,世袭贵族高高在上,损害了平等,所以墨家要反对贵族;法家重君权,世
袭贵族削弱了君权,所以法家要反对贵族.

第二,法家是秦制的说明,儒家是周制的说明.
法家作为周秦时代的新思想,还体现在法家是秦制的理论表达,儒家则是周制的理论表达.“秦

用法家,其行事皆本法家之义.儒家从周,故儒皆推明周政之本.由周、秦之政治不同,而知儒法者

两种不同政治之说明也.”换言之,要理解早期的周制,应当读儒家;要理解后起的秦制,应当读法家.
儒法之异,源于它们的起点与依据的差异.因为,“儒者言法古,称先王,而法家图便事,称新圣,其立

言之本固已大异矣”④.儒家的立场是遵循成例,具有保守的倾向;法家的立场是现实功利,具有革新

的色彩.
既然“儒承周制而法衍戎俗,儒为周之说明,而秦则法之实行者”,那么,周制与秦制到底有何区

别? 蒙文通解释说,“夫周之政治为封建政治、贵族政治,于贵贱之辨至严,儒者维护周之贵族,迹又

至显.而法家则一反之,竭力以抑贵族,壹刑法而立法官,以剥夺贵族昔日之特权”.这样的差异,我
们也许可以概括为贵族政治与君主政治的差异.“故儒法二思想实即周、秦二时代、二民族不同文化

之反映而已.故虽谓儒法之争为新旧之争、戎夏之争不为过也.自秦以兵强天下,法家之术亦以弥

漫六合,而贵族日益没落,布衣卿相大显于六国;君主、平民中间之贵族阶级既除,政权乃集于君主一

人之身,故法家又有尊主卑臣之义,而为君主专制之说.乃始皇帝统一宇内,尽有夷道,焚«诗»、
«书»,坑儒士,开数千年君主专制之局,其影响于后世可不谓巨乎? 然贵贱之级虽泯,而贫富之级因

之而起.”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自法家之兴,而我国史之政治社会,前后判若二人,故曰周、秦之

政既殊,而儒法之言亦因之以异.是法家者诚一新时代之文化,亦源于异民族之文化也”⑤.按照蒙

文通的这段话,周秦时代兴起的法家思想及其实践,实乃中国政治的一道分水岭:法家之前的政治由

儒家表达,是为贵族政治;从法家这一源于异民族的新思想及其实践开始,随着秦制的佐成,中国政

治开始转向君主政治.
因此,法家的特质应当从法家与儒家的差异来看;法家与儒家的差异,应当从新的秦制与旧的周

制之间的差异来看;秦制与周制的差异,应当从君主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差异来看.蒙文通说,“知法

家之说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儒家之说为空谈,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不

１２１经史之间:蒙文通对法家的阐释

①

②

③

④

⑤

蒙文通:«致汤锡予书»,«蒙文通全集»第六卷,第７４页.
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３５６页.
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蒙文通全集»第一卷,第３５５页.
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蒙文通全集»第二卷,第８７ ８８页.
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蒙文通全集»第二卷,第８９ ９０页.



以行事考空言,则无以见深切著明之效,既有见乎秦制之所以异于周,遂于今学之所以异于古者亦可

以了然也”①.这种理解法家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孔子所说的“见之于行事”(«史记太史公自

序»).按照蒙文通提示的这一进路,我们不能仅仅从法家文献来理解法家;倘若要深切著明地理解

法家,就应当通过秦制来理解法家,甚至应当通过秦制开启的君主政治来理解法家;甚至今文经学与

古文经学的差异,也可以藉此而得到说明.
第三,新的法家与旧的儒家之间的融合.
法家与儒家的差异,虽然可以归因于周制与秦制之间的差异,但是,随着秦亡汉兴,随着周制的

彻底远去,法家与儒家之间的差异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独尊儒术”,虽然是一

个确定性、权威性的国家决策,但是,“独尊儒术”仅仅是一个政治原则,甚至只是一个写在旗帜上的

原则.“独尊儒术”确实从形式上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儒家思想的旗帜下,先秦时

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汇合在一起了.儒家对法家的吸纳、沿袭,就成为了儒法关系的一种基本模式.
蒙文通注意到,«公羊传»桓十一年何休«解诂»有“«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这个论断蕴含

的意思是,继周而起的新王朝,应当学习殷制.«白虎通义三教篇»称:“继周尚黑,制与夏同.”这句

话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它要求继周而起的新王朝,应当学习夏制.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问题:
继周而起的新王朝,到底应当学习殷制,还是应当学习夏制? 这就是儒家学说中的法夏、法殷之争.
在蒙文通看来,根本就无所谓法夏、法殷;法夏、法殷的实质,是要沿袭墨家思想还是要沿袭法家思

想? 这是今文经学提出的问题.那么,“今文学者胡为而有此说? 是盖晚周之学,诸派渐融,舍短取

长,以易旧贯,家各然也.诚以儒家之义,有取于法家者,儒法固相仇,因曰法殷,不谓取法家也.又

有取之墨家者,因曰法夏,不谓取墨家也”②.更明确地说,“申、商、韩非所传都是殷法.法家之取法

于殷当也是无可置疑的.已知墨家思想是法夏,法家思想是法殷,则今文学家所说法夏、法殷是兼取

墨家、法家思想就很显然了”③.
可见,法殷就是沿袭法家,是沿袭法家的代言或委婉表达.在写给洪廷彦的一封信中,蒙文通再

次重复了此意:“«春秋»讥世卿之说,未必即«春秋»之旨,而实取之法家后来之说.凡‘大一统’诸义,
皆本之法家.«公羊»以‘改周之文,从殷之质’为说,其言从殷,正从法耳.”④正是今文经学的“法殷”
一词,为法家与儒家之间的融合提供了正当性依据.所谓儒法合流、儒法国家、阳儒阴法之类的说

法,都是由此而开启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汉代以后的政论家们议论政事,多多少少都吸收了法家

的思想.正如蒙文通所见,“贾谊、晁错、贾山陈论政事,此出于三晋纵横法家者也”⑤.萧公权则注意

到,“秦朝之后的历代君臣,均公然声称信仰儒家思想,却不弃绝法家治术”⑥.由此看来,法家与儒家

之间的合流,确实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法家与儒家的融合还体现在一些综合性的思想著作中,«淮南子»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前文

提及的«管子»一书,同样是法家、儒家、道家相互融合的产物.管子其人及«管子»其书之所以不属于

法家,原因也在于此.据蒙文通所见,“«管子»书,«汉志»列为道家,然书中颇申‘尚法而不尚贤’之
意,故后人又入之法家.由今观之,其书乃儒家而采法家之长者也,儒、法、道调和之作也”.这就是

说,«管子»其书是儒家吸收法家及其他各家的结果.从形成过程来看,“其书殆出于法家盛行之后,
儒家者流取法家之所长,而辅儒家之不足者之所为也”.推而广之,“自儒家之能取于法,而法亦因之

以合于儒,后之‘贾生、晁错明申、商’者,亦诵习管书而止.其始也,儒法相攻如寇仇,其卒也,儒法调

２２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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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如昆季,而学术以渐入于统一.余前论法家自托于从殷,犹墨家之自托于从夏,至儒家并言法夏、
法殷,兼采法、墨之长,各家相争之迹熄,而恢宏卓绝之新儒学以形成,道术遂定于一尊也”①.

六、结　语

上文梳理了蒙文通对先秦法家的阐释,主要涉及到法家学派与法家人物的范围,法家之学与秦

晋的关系,法家学说的主要观点,以及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大致可以反映出蒙

文通学术思想中的法家图景.归纳起来,蒙文通关于先秦法家的阐释,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这
几个特点也是蒙文通在法家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第一,法家不仅仅包括商鞅、韩非这样的法家,而
且是一个包含了兵家、农家、纵横家的学派,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法家的外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大法家”的概念,这样的“大法家”概念,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法家的价值与意义.第二,法家之学是

北方之学,更具体地说,是秦晋之学,在秦与晋之间,法家之学又集中体现为晋学.蒙文通以此对法

家的地域特征、地域性质作出了更加精准的界定.第三,对法家的思想、理论、观点、学说进行了系统

的阐述.第四,对法家与儒家的相互关系作出了分析与论证,展示了经学与法家之学的关联.
蒙文通对于先秦法家的这些阐释,体现了经学与史学的双重视界.一方面,是立足于经学的立

场看法家.正如前文所述,蒙文通把晋学归属于经学,但晋学与纵横法家之学又是交叉的,纵横法家

之学的核心就是晋学.可见,晋学是联系经学与法家的一座桥梁.再譬如,今文经学关于“法殷”的
学说,其实质就是沿袭法家,这样的观点,也是从经学的视野阐释法家的结果.另一方面,蒙文通关

于法家的论述,还立足于他的史学.他的«法家流变考»是史学论著自不待言,他在«中国史学史»、
«周秦民族与思想»等论著中描述的法家,也是地域性史学视野中的法家.事实上,蒙文通的各种论

著,大多体现了“经中有史,史中有经”的特色.这种经史结合的理路,为蒙文通之学赋予了经史兼长

的特点.由于蒙文通对于先秦法家的阐释既立足于经学,也立足于史学,因而具有浓厚的“经史之

间”的意味.
正是这种“经史之间”的站位,赋予了蒙文通的法家阐释以通透的特质,因而具有某种纠偏的学

术价值.在２０世纪的法家研究中,一些哲学家习惯于以现代性的批判立场看法家,一些史学家习惯

于以单一的“子学”立场看法家②,这样的法家研究既揭示了法家的某些面相,同时也造成了某些遮

蔽.蒙文通立足于特定的经学立场与史学立场,对先秦法家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在相当程度上,实现

了关于先秦法家的“了解之同情”③.这样的阐释,对于今日的法家研究者来说,是不宜忽略过去的.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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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牛女传说在古代诗歌中的反映

赵 逵 夫

摘　要:“牵牛织女”传说西周末年在周秦之地流传.过去学者们只看到«诗经小雅大东»一诗中

说到牵牛、织女、天汉,因该诗是借此以讽刺周王室对东部诸侯国的剥削,故认为先秦时代“牛女传说”尚未

形成.其实分别形成于秦早期活动区域和汉水流域周人活动地区的«秦风蒹葭»、«周南汉广»两诗所

表现的情节、意境,同后代的牛女传说是一致的,只是没有点出“牵牛”、“织女”而已.西汉末年所成«易林»
中«夹河为婚»、«天女推床»二首,和传为枚乘之作的«兰若生春阳»,也是写牛女传说的.南北朝以后有以

牵牛织女口吻所作的诗数首;而更多的诗作反映的情节、人物要素,对认识牛女传说在古代民间的流传状

况、文人们对它的关注及上层统治阶级对它的态度有很大意义.
关键词:牵牛、织女;鹊桥;«蒹葭»;«汉广»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１０

“牛郎织女”传说是我国形成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民间传说,织女的原型是秦人的始

祖、因“织”而名垂青史的女修,牵牛(牛郎)的原型是周人始祖、发明了牛耕的叔均.“牵牛(牛郎)织
女”传说的形成是周秦早期文化交流的结果① .由于它所表现的思想与汉代以来不断加强的门阀制

度相抵触,故元代以前文献中没有关于这个传说的较完整的叙述.但是它一直在民间流传.西周以

来的诗篇中,有一些零星的反映,有的表现了某些情节,有的写到某些情节要素.存留下来的这类作

品中,有个别民歌,而更多的是文人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的着眼点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可以使我

们看到它的基本情节,同时又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传播与分化的状况.其中有些作品

此前未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今加以论证,以为研究“牛郎织女”传说提供一个方面的材料.

一、反映牛女传说根源的诗歌

(一)先秦时代咏牛女的诗歌

“牵牛织女”的传说自西周末年即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大体作成于公元前９世纪中叶的«诗经
小雅大东»中说: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②

　

作者简介: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①　参见赵逵夫:«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②　本文«诗经»作品皆引自«毛诗正义»,汉魏晋南北朝诗歌引自«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以后历代诗歌分别引自«全唐诗»及
«全唐诗补编»、«全五代诗»,«全宋诗»、«全宋诗订补»、«全辽金诗»、«全元诗»、«全明诗»等,历代词引自«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
金元词»、«全明词»等,因所引诗词数量较多,故下文不再一一出注.所据版本分别是: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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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李调元编,何光清点校:«全五代诗»,成都:巴蜀

书社,１９９１年;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等编:«全唐五代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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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诗序»,此诗是处于今山东之地的谭国大夫因西周王朝对东部诸侯国的沉重剥削而作.诗中以织

女、牵牛的有名无实,比喻地处西北的周王朝的有名无实:一层是说对异姓小国毫无支持扶助,二层

是说周王室无所事事,一切靠诸侯供养.诗中之所以用牵牛、织女为喻,应该是当时一些掌握史籍的

贵族阶层尚知道牵牛织女的传说均起于西北,牵牛由周人始祖后稷之孙、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来①,
故以牵牛代指周人.手法上是由织女而及于牵牛,显得婉转一点.由此诗可知,牵牛织女的传说在

西周末年已传至今山东境内.只是«大东»中并不是从引述“牛女”传说的角度提到牵牛、织女,而是

因其与周人之间的关系而借以讽刺周王朝.另外,诗中把牵牛星、织女星都看作活着的人,并且同天

汉联系起来说,也是应该予以注意的.
«诗经秦风蒹葭»为秦襄公时作品,当成于公元前８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首诗表现一个人一

直想靠近水对岸的“伊人”而总无法靠近的情节.其第一章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第二章、第三章文字稍异,而同第一章一样,都是表现一个男子迫切希望靠近自己追求的人,却总无

法靠近的思念.关于这首诗的诗旨,学者们看法分歧,但当代大部分学者认为是表现了爱情的主题.
诗中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正是初秋季节,同自古相传牛女相会于夏历七月初七的时间一致.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同«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一诗所表现的情节也一致.朱熹«诗集传»
云:“伊人,犹言彼也.一方,彼一方也.”“在水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②这同«古诗十九首»的«迢迢

牵牛星»一诗中说的“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意思是一样的.«迢迢牵牛星»是从织女角度言之,
«蒹葭»则是从牵牛角度言之.西周以前,秦人居于西犬丘,即今甘肃天水西南、礼县东北部、西和县

北部的一大片地方,正当汉水的上游地带(西汉水、东汉水在西汉以前是一条水,西汉之时由于地震,
上游东流至略阳而淤塞,故南折而流入长江,与沔水分为二).那一带有几条水交汇,又有丘陵,正与

«蒹葭»所写景况一致.晋代甘肃诗人傅玄的«拟四愁诗»中说:

　　牵牛织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无由.
也同«蒹葭»所写一致.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在湖北云梦秦简中出现了两段有关牵牛织女的文字,其第三简

中言“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年,弃若亡”(“亡”同“无”,言织女弃之而去,若无其人),同后代

传说中牛郎织女婚后又分离的情节一致.这说明牛女传说在先秦之时已经形成③.又成书于东汉

末、曹魏初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载,秦始皇之时,引渭水入咸阳,其上架桥,取法牵牛织女横渡天汉相

会的情节④,可见牵牛织女传说在秦人群体记忆中的深刻印象.
在周族群中,情形也是一样.«诗经周南汉广»也是以“牵牛(牛郎)织女”传说为背景的.因

为在１９５０年代有的学者尚主张“牛郎织女”传说的悲剧情节形成于魏晋以后,所以人们对«汉广»一
诗的理解同对«蒹葭»的理解一样,一直突不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汉广»第一、二章如下: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第三章与第二章相近,只是个别字词有变化.乔木,即高大的树木,“不可休思”,言不可在它下面休

息停歇,即不可靠近.这是比喻天汉边上的游女,因其地位太高,自己不能靠近.诗中每章都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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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记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帝宫,象紫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见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一«咸阳故城»,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２２页.



(实指天汉)太宽,不是可以游过去的;太长,也不是可以绕过去的.然而追求者的态度,如欧阳修«诗
本义»所理解:“薪刈其楚者,言众薪错杂,我欲刈其尤翘翘者;众女杂游,我欲得其尤美者.”①抒情主

人公是男子.诗言虽女方地方高,但他永远不放弃.我以为这正是表现了三千年前牵牛织女的传

说.诗的第二章、第三章还说如女方要过来,他会备马去接,表现出极端的热情与迫切心情.全诗总

的是表现了牵牛不懈追求与无比思念的情形.«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

女”其实也由“汉之游女”而来.梁朝女诗人刘令娴有«答唐娘七夕所穿针诗»,是贵族妇女对一个并

不认识的女娘所赠诗的答诗,其开头说:“倡人效汉女,靓妆临月华,连针学并蒂,萦缕作开花.”似南

方乞巧中有让乐人扮作织女者.“汉女”即«诗经周南汉广»中的“汉之游女”,指织女.这是南北

朝之时人以“汉之游女”即织女之证.
«汉广»与«蒹葭»是分别产生于周秦两地的最早的咏“牵牛织女”传说的民间歌谣.
将«诗经»中的«大东»«蒹葭»«汉广»三篇联系起来看,牵牛织女有关传说在西周末年已初步形

成.«蒹葭»、«汉广»分别产生于秦国与汉水流域的周南之地,不是偶然的.以往受«诗序»的局限只

在“文王之化”的说教中打转转,而一直未能揭示出其传说上的根据.我们揭示出其藏在作品背后的

本事,不仅有利于认识诗歌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也有利于对于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中影响最大

的“牛女传说”形成、传播过程的研究.
(二)汉代咏牛女的诗歌

汉魏间人所著«三辅黄图»中载始皇“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是秦人对于牵

牛织女记忆的具体的表现.至西汉之时,在长安西南昆明湖两侧立了牵牛、织女二石像,体现牵牛织

女被阻隔天汉两侧的古老神话②.这又同以周人为中心的关中一带人们的群体记忆有关.可见“牵
牛织女”传说在周人、秦人群体记忆中印象之深,与这个传说对周秦文化的影响之大.大汉帝国的空

前统一与强大,汉王朝同周边少数民族和西域各国的频繁交往,不用说也进一步扩大了牵牛织女故

事的传播.昆明池边这一对石像,在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中也都写到③.
产生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之«迢迢牵牛星»,全诗描写牵牛织女隔着河汉流泪悲伤的情节,为

人们所熟知.传为枚乘之作的«兰若生春阳»也是以“牵牛织女”传说为题材的,却一直为人们所忽

略.诗云:

　　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夜光照玄

阴,长叹恋所思.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
此诗应为西汉末年民间之作,是以牵牛的口吻抒发了对织女的想念之情,与«迢迢牵牛星»正好各写

一方④.“美人在云端”一句同«诗经周南汉广»中“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
意思相近.

如果还在以往的思维定势中认为西汉之时不可能有以“牵牛织女”为题材之诗,我们还可以举出

一个学者们公认产生于西汉末年之书中所载歌谣为证.汉代«易林»的«夹河为婚»一首(“屯之小畜”
繇辞)为:

　　夹河为婚,期至无船.摇心失望,不见所欢.
这是一首民歌,在«易林»中又见于“临”之“小过”.又«天女推床»一首(“大畜之益”繇辞)中说:“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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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诗本义»卷一,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５年,第８页.
书中记载:“«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见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卷四,第２５４

页.
班固«西都赋»:“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西京赋»:“昆明灵沼,黑水玄阯.牵牛立其左,织女

处其右.”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一«西都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１页;«文选»卷二«西京赋»,第６５页.
参见赵逵夫:«‹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二诗关系浅谈»,«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２期;赵逵夫:«‹玉台新咏›所收‹枚

乘杂诗›作时新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推床,不成文章.”用«诗小雅大东»的句意,明显是写织女的孤独忧思甚明(“床”即机床,指织

机).则“牵牛织女”的传说从西汉至东汉一直流传于民间.如说“牵牛织女”的传说在汉代没有流

传,只能说在南方和东南一带尚未流传开来.在东南、南方的流传应在汉末三国社会动荡中,一些北

方人开始南迁之后,尤其在西晋之末很多士族豪门大批南迁之后.
可见,从西周末年直至汉代,牵牛织女的传说在西北以至整个北方已广为流传,并多次出现于歌

谣之中.这同«秦简日书»中已写到牵牛织女婚后不足三年织女即离去的情形是一致的.
东汉末年蔡邕的«青衣赋»中说:“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①又其«协初婚赋»

(即«协初赋»)中说:“其在近也,若神龙彩鳞翼将举;其既远也,若披云缘汉见织女.立若碧山亭亭

竖,动若翡翠奋其羽.”②这篇赋是写男女婚姻之合协的,所谓“惟情性之至好,欢莫备乎夫妇”.所写

牵牛披云沿汉水而求织女的文字,与«蒹葭»一诗意境颇为相近.
以前学者们都以汉代以前咏牵牛织女之诗只有«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一首,这是由于

受到经学思想等的观念束缚,使我们不能将«兰若生春阳»等作品同“牵牛织女”传说联系起来.秦简

«日书»中说“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③,为我们提供了捅破堵隔我们思维的那一

层薄膜的利刃.但多年中对这段文字及«日书»中另外两段相关文字的解释也受以前某些学者关于

“牛郎织女”传说产生时代看法的影响,未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现在可知,从西周至东汉,牵牛织

女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吟咏“牵牛织女”传说之诗不下六首.
(三)魏晋南北朝以来咏牛女的诗歌

魏晋南北朝咏牛女之诗词中有不少也表现出牛女传说的基本情节及同周秦文化的关系.
魏曹丕«燕歌行»一诗中说: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几句诗反映出牵牛织女本为夫妇,因罪而被隔在银河两岸.诗中的“尔”为复指,即“你们”.“辜”
即罪.这显然反映了牵牛、织女被天帝分在天汉两侧的情节,但究竟因何罪被分离,传说中不是很清

楚,不过隔离在“星汉”两岸是清楚的.“河汉”“星汉”实都是由汉水上游(即西汉水)而来.
齐梁之间诗人王僧儒有«为人伤近而不见诗»,开头两句:“嬴女凤皇楼,汉姬柏梁殿.讵胜仙将

死,音容犹可见.”以下言及自身的忧虑:“我有一心人,同乡不异县.异县不成隔,同乡更脉脉.”然后

说:“脉脉如牛女,何由寄一语.”诗由牛女之事想及自身,又言如牛女之相隔不能相亲.则“嬴女凤皇

楼”正是写出织女同秦人的关系,秦人为嬴姓,少昊之后.少昊之立,凤鸟适至,故以凤鸟为图腾,其
后裔有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等.元代傅若金的«七夕»写道:

　　耿耿玉京夜,迢迢银汉流.影斜乌鹊树,光隐凤皇楼.云锦虚张月,星房冷闭秋.遥怜天帝

子,辛苦会牵牛.
写“天帝子”而说到“凤凰楼”.比傅若金稍早的元代作家刘秉忠的七律«银河»一诗中也说:“一道银

河万里横,遥看似接凤凰城.”下面写七夕之夜牛女相会.其中又说到“凤凰城”,反映出传说中潜在

保留的有关传说本事之根源.明代小说«牛郎织女传»中写到织女、牛郎婚后也是居于凤城之凤凰

楼.可见这部小说是吸收了一些较早传说的.如其卷二«凤城恣乐»一节,说牛女成亲一月后,天帝

令“送归凤城居止”,“离了宫禁,送归凤城”.下一节«天孙拒谏»中也说:“自归凤城,半毫不念及职

事”,“一在凤凰楼并肩凝眺,则在珠翠幙对饮笙歌”.书末诗中也说:“凤城聚首梦重圆.”
杜甫流寓秦州期间所作«天河»云:

　　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含星动双阙,伴月照边城.牛女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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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何曾风浪生.
诗的前四句都是写天河.第三联的下句“伴月照边城”由天河而联系及秦州(今之天水市秦州区).
当时之天水在今秦州区之西南七十里,当今秦州与礼县一带.天水之得名,即由天河而来.早期秦

人居于漾水河与汉水(今之盐官河,晋南北朝以后看作西汉水的正源.早期秦人靠近漾水,以之为汉

水源头)交汇处,用所居之地的水名“汉”命名天上的星带,然后将秦人始祖因“织”而名留青史的女修

来命名天汉边上最亮的一颗心,称为“织女星”.杜甫所居近其地,故借以抒发感情.其第二联两句

含有对“安史之乱”前唐朝政治的感慨在其中.末句似表示了对于秦州一带少受战乱骚扰的庆幸.
杜甫在秦州所作五律«蒹葭»中有“秋风吹若何”和“丛长夜露多”之句,也作于秋季,伤贤者之失意.
杜甫还有五古«牵牛织女»,也应作于秦州之时,诗中所表现思想感情同上两首一致.前人误编至居

夔州之时,乃是只以诗的体式为断,以为五古之作皆不在秦州,实误.这些作品虽属政治感怀,但字

里行间透出诗人对于牛女传说同秦地关系的了解.
(四)关于织女、牵牛在天际方位的反映及误解

晋初著名诗人陆机的«拟迢迢牵牛星»一诗中说:“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这是言牵牛在向西

北方向回转,织女向东南方望牵牛.谢灵运«七夕咏牛女诗»中写织女“徙移西北庭,竦踊东南顾”,是
说织女在西北的庭院中徘徊焦急等待,又有时提起脚跟向东南面张望.因为织女虽有心,但她因其

所处的地位,不能随便活动,只有牵牛在无休止地设法走近织女,却总是不能.这同前面所说«诗经»
中«汉广»«蒹葭»二诗所表现是一致的.这两诗是最早表明织女星、牵牛星在天际的方位的作品.
«史记天官书»:“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张守节«正义»:“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
女也.”①此言织女星在天河以北.其实织女星在天河以东,与早期秦人在汉水上游、漾水河以西,周
人在今陇东马莲河流域的方位大体一致,只是织女星稍偏北,牵牛星稍偏南.所以,这早期的几首诗

反映出了织女星、牵牛星的正确方位,也反映出牛女传说同周秦文化的关系.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渔家傲»(别恨长长欢计短)云:“河鼓无言西北盼,香娥有恨东南远.”

诗人李復的古体诗«七夕和韵»中说:“东方牵牛西织女.”北宋末葛胜仲的«鹊桥仙七夕(凉飙破

暑)»中说:“天孙东处,牵牛西望.”(上句是言织女本在西而东处以会牵牛)南宋吴咏的«七夕闻鹊»中
说:“黄姑(按指牵牛)西不娶,织女东未嫔.”元代赵雍的七绝«七夕»二首其二说:“牵牛河东织女西.”
同时的诗人李序有七古«七夕篇»,其中说:“河西织女天帝子,今夕东行见河鼓.”(“河鼓”指牵牛)以
织女在天河之西或言西北,以牵牛在天河之东或言东南.表述都是正确的.因为天河从北向南并非

由正北向正南,而是上部偏东,下部偏南.故南宋时周紫芝«牛女行»言“灵河南北遥相望”,也无

大错.
晋以后,有的人在这上面就犯糊涂了.晋初苏彦的«七月七日咏织女诗»中说:“织女思北沚,牵

牛叹南阳.”这就完全错了(水之北为阳.以“南阳”与“北沚”相对,牵就对仗,也欠严谨).而南朝梁

殷芸«小说»竟据此说:“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②于是此后很多论牵

牛星、织女星者都将方位搞错.
真正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是杜甫的«牵牛织女»开头两句,今本各种杜集中均作:“牵牛出河西,织

女处其东.”其实牛女相会是织女由河西走向河东,是“出其西”,牵牛原在河东,是“处其东”.故清浦

起龙«读杜心解»说:

　　“牵牛”“织女”四字宜倒转.牵牛三星如荷担,在河东;织女三星如鼎足在河西.公涉笔偶

误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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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杜甫原诗本是作“织女出河西,牵牛处其东”,是后来的编集、整理者轻易改动而成现在的样

子.推测被改动的原因有二:一,诗题作“牵牛织女”,“牵牛”在前,“织女”在后;二,旧注以为该诗表

现了“三纲”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思想①,故疑原诗以织女在前与诗意有违,是传抄中形成的窜

乱,故加以对调.这就引起清人戚学标的辩驳.戚学标«七夕»一诗云:

　　织女不在东,牵牛不在西,何故杜陵老,诗乃颠倒之? 东西既易位,心志安得齐?②

如上所说,在杜甫之后李復、赵雍等已有意无意地作了纠正.但此后还是有人因杜诗中的这两句而

犯错误.如北宋张商英的«七夕歌»开头说:“河东美人天帝子”,“河西嫁得牵牛夫”.南宋王之道«次
韵鲁如晦七夕»写织女:“明朝河汉隔,西向望牵牛.”所以戚学标所针对的不仅是杜甫一人.我想杜

甫可能是冤枉的.
总之,从晋至清代,在大部分人的诗作中以织女在天河之西或西北,牵牛在天河之东或东南,是

清楚的.宋代以后所存杜诗«牵牛织女»文字上有问题,致使此后个别诗人行文错误,本不足怪.但

时至今日还有个别学者犯糊涂,就很不应该了.因为这既不合于实际,在意识上也完全抹杀了牛女

传说同周秦文化的关系,从学术上来说,是极其肤浅、轻率的表现.
“牛郎织女”传说是有悠久历史的,历几十年地下的考古挖掘和早期秦史与先周历史的探索,为

我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可以看到很多以前未知现象的窗户,我们应该对有些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细
心研究,作出正确的结论,而不能因循守旧,以讹传讹.

二、反映牛女传说情节要素的诗作

据«淮南子»佚文,乌鹊架桥的情节在西汉初年已经形成.但是,还有些传说要素是从历史文献

中看不出来的,如什么时间形成牛郎作为一个农民的身份特征的? 古代民间传说中,最早的说法是

玉帝(天帝)发怒将他们分别处于天河两岸,后来变为王母将他们分隔在天河两岸,这个转变是什么

时间形成的? 北方传说中是王母在牛郎快要赶上织女时,在二人之间划出一道河来,形成天河;而近

代南方传说中则是织女自己离开,是织女自己划出了一道天河将牛郎与自己隔开,这个分化是什么

原因? 还有,牛郎所养的牛具有灵性,也是在几个情节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母题,这是什么时间

出现的? 等等.下面我们借古代诗词对传说中的一些要素加以窥探.
(一)“鹊桥”描写及其在某些诗中的误解

白居易«经史事类六帖史事类»卷九引«淮南子»文:“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唐代韩鄂«岁华

纪丽»卷三引«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风俗通»即«风俗通义»,东汉应劭所著.故如

前所说,牵牛织女鹊桥相会的情节西汉时已产生.按理,至东汉之时传播应更为广泛.古代大部分

的诗作中都写到乌鹊(喜鹊)架桥的情节.元初赵秉文的«七夕与诸生游鹊山»中更说:“灵仙役鹊渡

河去.”古代的传说中认为是有仙人令乌鹊为桥的.这同北宋张耒«七夕歌»中“神官召集役灵鹊”,有
灵官专门司其职的表现是一致的.

“牵牛织女”传说传至南方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之一是出现了“星桥”的说法.这是由于

词义的误解而形成的.南朝著名诗人庾信«七夕诗»:

　　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想望近,经秋离别赊.悉将今夕

恨,复著明年花.
庾信这里说的“星桥”是指“星河”上之桥.“星河”即银河.如西晋王鉴«七夕观织女诗»:“隐隐驱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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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阗阗越星河.”南朝齐张融«海赋»:“浪动而星河如覆.”庾信之父庾肩吾的«七夕»诗中说:“倩语雕

陵鹊,填河未可飞.”雕陵鹊是寓言中的巨鹊,见«庄子山木».“填河”,这里指群飞于河面上成为

桥.因为河谷处总低于两岸,故言“填河”.诗中言“填河未可飞”,是说不可骤然飞去,以免织女踩

空.庾信所接受“牛女相会”中的情节要素,不可能同他父亲的完全不同.只是因为庾信的作品影响

大,有的文人又未能理解原文之义,产生了误解.陈后主的«同管记陆瑜七夕四韵诗»中说:“星连可

作桥.”这也就可以看出这个以宫体诗见长,成日只知道玩弄词句的亡国之君的学养.唐天宝诗人梁

锽的«七夕泛舟»写牛女相会,后四句先说:“片欢秋始展,残梦晓翻催.”接着说:“却怨填河鹊,留桥又

不回.”意思是乌鹊填河架桥使她(织女)渡过之后,并不撤去,而是等她天亮前再渡河回去.可见“填
河”只是架桥之鹊很多而已.刘禹锡«七夕二首»其二:“神驭上星桥.”这未必如陈叔宝之理解而应同

庾信之“星桥通汉使”一样.李清照«行香子»(草际鸣虫)云:“星桥鹊架”,便说得最为清楚.
南宋赵长卿«满庭芳七夕»中说:

　　星桥外,香霭菲菲.霞轺举,鸾骖鹊驭,稳稳过飞梯.
写到“星桥”,也写到“鹊”,只是鹊的任务变成了“驭”,而不是驾桥.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混乱.我认为

“鹊”与“鸾”非同类,在人们的意识中不在同一档次,“鸾骖鹊驭”的“鹊”似乎是“凤”字之误.«乐府诗

集»卷四十五载晋«七日夜女歌»,写牛女相会,其第八章云:“凤辂不驾缨,翼人立中庭.”南朝梁诗人

何逊«七夕诗»中说:“仙车驻七襄,凤驾出天潢.”王筠的«代牵牛答织女»末二句:“奔精翊凤轸,纤阿

警龙辔.”萧纲«七夕»中说:“紫烟凌凤羽,红光随玉骈.”陈叔宝«同管记陆琛七夕五韵诗»中说:“凤驾

今时度,霓骑此宵迎.”由陈入隋的诗人王昚«七夕诗二首»其一说:“天河横欲晓,凤驾俨应飞.”初唐

沈叔安«七夕赋咏成篇»:“彩凤齐驾初成辇,雕鹊填河已作梁.”唐高宗李治«七夕宴县圃二首»其一:
“羽盖飞天汉,凤驾越层峦.”其二中又说:“霓裳转云路,凤驾俨天潢.”北宋晏几道«蝶恋花二首»其
一:“喜鹊桥成催凤驾.”南宋陈著«江城子七夕风雨»开头:“纷纷都说会双星,鹊桥成,凤骖迎.”元、
明、清时代诗词中提到“凤辂”“凤轸”“凤辇”“凤驾”“凤骖”的诗词也不少,且多“凤鸾”并列之例.据

此,则“鸾骖鹊驭”本作“鸾骖凤驭”.作“鹊”恐是后人因其写七夕应有鹊而轻改.这样看来,赵长卿

这首词所写“星桥”,应如刘禹锡、李清照之作,是指星河上之鹊桥.
又宋初杨亿的«七夕»诗中“鹊桥星渚有佳期”,“星渚”即星河之渚,也从另一方面对“星桥”作了

正确的说解.晏几道«鹧鸪天七夕»:“桥成汉渚星波外,人在鸾歌凤舞前.”意思也一样.
但因为不少诗中出现“星桥”,很可能作者也并未弄清是怎样的含义,只是照前人之句嵌入.于

是,明代小说«牛郎织女传»中便将“星桥”作为了天上的一个景点.其第二卷即有«星桥玩景»一节.
由此即可以看出古代诗词对后来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

古代诗作中还有一个“乌鹊衔石填河”的说法.中唐诗人王建七古«七夕曲»写织女在相会前后

的心情,中云:“遥愁今夜河水隔,尤驾车辕鹊填石.”将此前诗人说的“乌鹊填河”误解为“精卫填海”
那样的衔石填河.北宋李復的«七夕和韵»是写牛女故事和七夕风俗的诗中较长的一首.其前半写

牛女故事的部分中说:

　　银潢七月秋浪高,黄昏欲渡未成桥.却向人间借乌鹊,衔石欲半河已落.
诗中写到乌鹊也是“衔石”造桥,承王建之意,同自西汉以来关于“鹊桥”的理解完全不同.又宋初杨

亿七律«七夕»(清浅银河)“匆匆一夕填桥苦”,也是意思不清楚.按«淮南子»中说“乌鹊填河成桥”,
不是说如“精卫填海”那样衔石填海,而是很多乌鹊飞到天河上形成桥.李復同王建一样将“填河”理
解为“鹊填石”,才有了“衔石欲半”之说.齐梁间诗人范云«望织女诗»中“不辞精卫苦,河流未可填”,
是以牵牛的口吻,言如天河可填平,他都愿意像精卫那样去填,但这做不到.所以,其义同架桥没有

关系.唐沈叔安«七夕赋咏成篇»“雕鹊填河已作梁”,李峤«奉和七夕两仪殿会宴应制»“桥渡鹊填

河”,都是指飞鹊在天河上搭桥,而不能成为“乌鹊衔石填河”,这是唐宋时代牛女传说中普遍存在的

情节的证据,注解相关诗者也不能不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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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鹊桥相会”的故事产生得很早,流传太广泛,文人诗作中的这种误解歧说,同“以星作桥”的
说法一样,终被广泛而深入的民间传说淹没了.晚唐李商隐«七夕»诗中说:“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

横过鹊飞回.”就是将“星桥”解作星河上的桥,即鹊桥,是明确回到了原点.李清照的«行香子»(草际

鸣虫)下阕云:“星桥鹊架”,便明白不过.南宋以后“乌鹊衔石”的说法很少有人提起①,一些含混的说

法,也基本上消除了.
北宋梅尧臣五古«七夕咏怀»中说:

　　喜鹊头无毛,截云驾辀车.
韩琦的七律«七夕»中说:

　　若道营桥真浪说,如何飞鹊尽秃头.
南宋吴泳的五古«七夕闻鹊»二首其二:

　　独有雕陵鹊,造梁河之滣.频年事填河,头秃弗爱身.
这些诗根据民间传说为民间主流说法找到“证据”.喜鹊由于七夕为织女架桥、头上的毛也被踩踏脱

去的说法至今存在.唐末徐夤有七律«鹊»,其前四句云:

　　神化难源瑞即开,雕陵毛羽出尘埃.香闺报喜行人至,碧汉填河织女回.
此诗中虽然说到“填河”,但同时说“雕陵毛羽出尘埃”,则显然与庾肩吾诗中“雕陵鹊”“填河”的意思

一致.
(二)关于“云桥”的说法

中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江«七夕»诗中说:“月为开帐烛,云作渡河桥.”流传了几千年的“鹊
桥”,怎么又变成了“云桥”? 联系古代七夕节俗来看,应是七夕时人们看夜空,以为有云朵在银河上

飘过,即是织女或牵牛渡河相会,于是形成“云桥”之说.李商隐七律«辛未七夕»对这个现象作了很

有意义的说解.该诗第六句“微云未接过来迟”,尾联接着说:“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
这是说乌鹊架桥是以云为辅助“材料”.这也是因为尘世抬头看高空,所见只有云的缘故.清江的

“云作渡河桥”一句也可能只是因为对仗的需要临时发挥而已(“鹊”字为入声,而此处当用平声字).
这是一些浅学文人创作中常见的现象.但在那些富于学养的诗人,面对“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况,
展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元赵秉文«七夕与诸生游鹊山»先言“灵仙役鹊渡河去”,认为是乌

鹊架桥,末尾又说:“长看云驭织女会牵牛.”说看到的天河上飘过的云是载织女过桥.这就为天河上

飘过的云朵找到了一个更合理,也更形象的解说.又明代瞿佑«风入松七夕»中说:“天上桥成乌

鹊,人间采结云 .”说得更为明白.
南宋许及之的七律«次韵酬张岩卿七夕»第五句云:“因依‘鸿烈’成桥语”,即将乌鹊架桥之说追

溯至«淮南鸿烈»(即«淮南子»)中“乌桥填河成桥而渡织女”之记载.
南朝梁萧纪«咏鹊诗»:“今朝听声喜,家信必应归.”乌鹊后来被叫做“喜鹊”,韩愈、李正封联句

«晚秋郾城夜会联句»:“室妇叹鸣鹳,家人祝喜鹊.”则中唐时已有“喜鹊”之称.这同传说中它为织女

架桥,使牵牛织女得以相会的情节有关.上引梅尧臣«七夕咏怀»中也作“喜鹊”.南宋蔡伸的«减字

木兰花庚申七夕»:“金风玉露,喜鹊桥成牛女渡.”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因乌鹊误传而形成一年中只在七夕会面一次情节的形成

北宋诗人强至的七古«七夕»写出不少流传在民间的情节,对我们了解“牛郎织女”传说宋代在南

方流传的状况有很大参考价值.其中说:

　　世传牵牛会织女,雨洗云路迎霞车.初因乌鹊致语错,经岁一会成阔疏.牛女怒鹊置诸罪,
拔毛髠脑如钳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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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命牵牛、织女每七天相会一次,而喜鹊错传为七月初七会面一次,因而罚喜鹊任架桥之劳.晏几

道的«鹧鸪天七夕»开头两句说:“当日佳期鹊误传,至今犹作断肠仙.”南宋赵以夫的«夜飞鹊七

夕和方时父韵»中说:“佳期鹊相误,到年时此夕,欢浅愁深.”元代张翥词«眉妩七夕感事»开头三

句:“又蛛分天巧,鹊误秋期,银汉会牛女.”至今民间传说中说七夕之后见乌鹊头秃是受到惩罚(或言

是织女过天河时踩去了其头上的毛,或言车子辗去了头上的毛,见前引宋梅尧臣«七夕咏怀»、韩琦

«七夕»、吴咏«七夕闻鹊»).
关于一年中牛女相会的次数,盛唐时诗人王湾提出一个看法.他的五绝«闰月七日织女»后两句

说:“今年七月闰,应得两回归.”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南宋姜特立的七绝«闰七夕»«闰七夕呈谯内知

舍人»也是由此发论.
(四)关于牛女传说主题及同七夕节关系的描写

咏牛女故事的诗当中写得好,而且反映了正确的理解和较好的思想情趣的作品很多,但也有些

承袭着魏晋时形成的有意歪曲的说解,影响及后世.有的诗人则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道书»云:“牵牛取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之

中.”①这实际是土地高度集中的东晋与南朝统治者为愚弄广大劳动人民所编造的情节.宋初刘筠的

«戊申年七夕五绝»其一云:“天帝聘钱还得否,晋人求富是虚辞.”可谓一语中的.南宋许及之七律

«仲归以结局丁字韵二诗七夕乃连和四篇至如数奉酬»其四云:“聘钱犹欠入驱营,野语讹传乱史青.”
也是对此说的否定.虽然是文学作品,但也反映出作者的学识,很是难得.

张耒有七古«七夕歌»,所写故事的基本情节,仍然是文人层面所传播的殷芸«小说»中所讲“年年

织杼机劳役,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居遂废纴织.天帝怒,责归河

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那一套,但写到七夕夜神官召集喜鹊架桥,及牵牛、织女离别之时千言万语说

不尽,而来接织女的龙驾已备好,天河边上灵官怕误了限定的时辰,一再督催上车开车的情节,“空将

泪作雨滂沱,泪痕有尽愁无歇”,表现了一种深刻的思想,同«红楼梦»中所写元春省亲后回宫前一段

情节很相近.“天地无穷会相见”,立意也很好.从这个方面说,仍是历代写牛郎织女故事的诗中的

优秀作品之一.
元代中期诗人方叔高的«七夕词»:

　　织女女有夫,牛郎郎有妻.可惜不相守,夜夜河东望河西.一岁才一会,会合一何稀! 吾闻

河西有田郎可犁,云中织锦女有机,胡不一耕一织长相随.长相随,无别离.
从“夜夜河东望河西”一句看,过来相会,然后离去的是织女,故牵牛夜夜向河西望.诗人谓:天河之

西也有地,何不让牵牛即居于河西,牵牛耕地织女织布,一起生活? 这是针对南方传说中由织女主动

离去这一情节而说的.方叔高为江州湖口(今江西湖口)人.这实际上对当地的传说提出了怀疑,对
这个变异的传说中所体现的豪门士族的意识予以否定.

清戚学标«七夕»诗的后半云:

　　年年七夕会,一渡河之麋(赵按:借作“湄”).既会辄又返,何如不渡为? 岂惟人事迕,天上

有乖离.不见奔月人,忘为后羿妻.帝孙本骄贵,益视田夫卑.天钱纵可贷,劝君勤耕犁.
戚学标是天台齐召南之高足,于«说文»«毛诗»研究有成,著述丰厚.前面已说过,作为学者,他看出

了杜甫«牵牛织女»一诗前两句中的问题.他是浙江太平(今温岭)人,诗中言牛女分离是织女自己离

牵牛而去的,原因是“益视田夫卑”.这与南方传说中织女从牛郎口中套出藏其仙衣的地方,即穿上

仙衣离去,牛郎追赶,快要赶上时织女拔出簪子在身后划了一道天河将牵牛堵在天河另一面的情节

是一致的.我之所以说这些情节及这种对织女的看法是牛女传说由北向南传播中形成的分化,反映

了从西晋末年及以后几次大批南迁的中原豪门大户的意识,因为它同汉代的“迢迢牵牛星”所表现

２３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宗懔著,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２页.



“终日不成章,泣啼零如雨”的情形完全相反.这说明近代南方民间文学中的这种表现不是凭空产生

的,也不是近代才形成,它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
明末金陵人杨宛有«思佳客七夕后一日咏织女»云:

　　迢递佳期又早休,鹊桥无计为迟留.临风吹散鸳鸯侣,远近空传鸾凤俦.从别后,两悠悠,
封题锦字倩谁投.金梭嫞整愁添绪,泪逐银河不断流.

描写牛女相会时间短暂引起的愁绪,十分细腻.其中“封题锦字倩谁投”之句,应是说织女.因为她

出身高贵,下嫁农人,这由尾联的二句即可看出.这反映了南方传说不同的原始情节,与汉代古诗

«迢迢牵牛星»的情节是一致的.显然,他们婚姻的悲剧是家族、家长造成的.传说的本质是反映人

们对自由婚姻的向往与对门阀制度的批判.

三、反映人物称说与变化的诗作

(一)由“牵牛”到“牛郎”称说的变化与“河鼓”“黄姑”的误会

织女的名字自古未变,但在牵牛(牛郎)的称说上有变化,且也存在混乱.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诗

人骚客的作品中.
首先,称牧牛者、牵牛农耕者为“牛郎”,至迟在西晋时已经出现.葛洪«神仙传苏仙公»中说:

“先生家贫,常自牧牛,与里中小儿更日为牛郎.”至唐代自然已成普遍之称.
其次,牛女传说中的牵牛在南北朝梁代殷芸«小说»中已被称作“牵牛郎”.在唐代民间称作“牛

郎”应已比较流行.中唐诗人孟郊«古意»:“河边织女星,河畔牵牛郎.未得渡清浅,相对邀相望.”这
里称作“牵牛郎”,很可能是因为五言诗句子为“二三”结构,后面必须是三个字.为了补足字数而在

“牛郎”之前加了“牵”.晚唐诗人胡曾«咏史诗黄河»云:

　　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待灵槎送上天.
则直作“牛郎”.此后,诗文中称“牛郎织女”者渐多.如两宋之间陈渊«七夕闺意戏范济美三首»
其三:

　　祝君樽酒醉罗裳,此夜应须石作肠.幸自书生恶滋味,那堪千里羡牛郎.
这是民间的称说进入文人笔下的表现.

(二)有的诗中称牵牛为“河鼓”,在南方又音变为“黄姑”
在天文学著作或论星象之著作中称牵牛星作“河鼓”,并无不妥.上古之时为测定日月及五星

(金、木、水、火、土)运行位置所定坐标中有为人们所熟知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后来随着天文学的发

展,二十八宿另选两个距黄道较近的星座代替了牵牛星、织女星,而名之为“牛宿”、“女宿”.又因为

称说中“牵牛星”与“牛宿(或称牛星)”易混,在天文学著作中改称牵牛星为“河鼓”.«太平御览»卷六

引«大象列星图»:“河鼓三星在牵牛北.”①又«尔雅释天»:“河鼓谓之牵牛.”但“河鼓”是古代天文学

的名词,同牛女传说没有关系.有的诗人在这一点上思维不清,说“牛女传说”中讲到牵牛也称作“河
鼓”,这就不妥了.如中唐诗人徐凝«七夕»诗:“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别离还有经年

客,怅望不如河鼓星.”南宋许及之七律«仲归以结局丁字韵二诗七夕乃连和四篇至如数奉酬»其四中

说:“河鼓牛郎隔河汉,成桥乌鹊为津亭.”同时李处权«贺新郎再和»:“河鼓天孙非世俗.”元代李序

«七夕谣»:“河西织女天帝子,今夕东行见河鼓.”这就造成了混乱.
古代南方“河鼓”又因音而误作“黄姑”.梁武帝萧衍«东飞伯劳歌»(«玉台新咏»卷九作«歌辞»):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李白«拟古十二首»其一应即拟此,其中说:“黄姑与织女,相去

不盈尺.”«乐府诗集»卷四十一«相和歌辞»收元稹的«决绝词三首»,第一首开头为“乍可为天上牵牛

织女星,不愿为庭前红槿枝”,第二首却作“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暂相见”.则出于模仿的原因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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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拟古,故称说上依之,作为“古”的印记.他的五绝«白微时募县小吏入吏卧内尝驱牛经堂下令

妻怒将加诘责白亟以诗谢云»末二句云:“若非是织女,何得问牵牛.”在他的意识中是并不误的.然

而,在“河鼓”误作“黄姑”之后,又形成更荒唐的错误,竟以为“黄姑”是织女的代称.南唐后主李煜的

«落花»诗中说:“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竟然将织女变成了“黄姑女”,
这可以说是典型的不学无术、只会玩弄字句的诗人.所以他只有亡国后的几首词有点真情.宋初西

昆体诗人杨亿七律«七夕»(东西燕子伯劳飞)中说“河鼓天孙信灵匹”,又说“定与黄姑享偕老”,“河
鼓”“黄姑”出现在同一首诗中,不知他究竟是怎么理解的.

但杨亿在另外一首诗中将“河鼓”处理为牵牛星在天汉边上所处的位置,则消除掉了名称上的冲

突,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其«戊申年七夕五绝»其一说:“天孙已渡黄姑渚.”就解决了这个矛盾.同

时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说:“莫恨牛渚隔凤州.”“黄姑渚”也称“牛渚”,于理也顺.南宋向子湮的«更
漏子»一词开头即说:“鹊桥边,牛渚上.”杨亿的«七夕»(东西燕子伯劳飞)很可能是其早期的作品.

宋代学养深厚的著名作家宋祁的七律取杨亿“黄姑渚”之说而张扬之.他的«七夕»两首之一说:
“乌鹊桥头已凉夜,黄姑渚畔暂归人.”其后韦骧«七夕»中又云:“漫道银潢能限隔,未畏河鼓畏风波.”
“河鼓”与上联“银潢”相对,与本联“风波”平列,亦指河渚,即“黄姑渚”或曰“牛渚”.这样,冲突便消

解掉了.明代小说«牛郎织女传»中即吸收了这一点.其卷一«牛女相逢»一节开头即说:“天汉之西

有黄姑渚,天孙于此浣纱,牛郎从此饮牛.”这是有学问、有头脑的诗人针对南方民间的广泛误解、一
些浅学文人在谈牛女传说、以七夕为题材作诗也常提到“黄姑”的情况下用的一种对策,同陈叔宝、李
煜之流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三)关于牛郎、织女身份与性格特征的反映

南宋同时的三位诗人各有一诗点出了牛女传说中“男耕女织”的身份特征,值得注意.一首是项

安世的五律«绍兴次韵赵卿闰七夕»,其后四句云:

　　耕织关民事,婚姻自俗讹.乾坤大务本,观象莫蹉跎.
一首为许及之的七律«次韵酬张岩卿七夕»,其首二句云:

　　星文人事古难磨,女织男耕力最多.
在咏牛郎织女的诗中,第一次点出人物身份上“男耕女织”的特征.范成大«鹊桥仙七夕»中从故事

情节的角度提到这两点:“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也表现出男耕女织的农民的身份.
元代郝经有«牵牛»一诗,４０句,前１６句写牵牛所居之环境,意为迎织女处:“野花照天星,星中花

亦盛.长夏蔓草深,疏篱掩斜径.”“堂阴青锦帐,墙背紫苔莹.”完全是一片农家居处的景象,其描写

的具体细致,很有小说家想象铺排的特色.下面说:

　　时方鹊桥成,佳节当秋孟.织女能翦裁,天河洗尤称.女以秋为期,郎将花作证.风雨开云

屏,鸾皇锵月镜.
织女虽本为天仙,但其特长还是剪裁女红,及在天河中洗衣之类妇女干的活计.

元代方叔高«七夕词»云:

　　织女女有夫,牛郎郎有妻.可惜不相守,夜夜河东望河西.一岁才一会,会合一何稀.吾闻

河西有田郎可犁,云中织锦女有机.胡不一耕一织长相随.长相随,无别离.
方叔高为江州湖口(今江西湖口县)人.南方七夕节侧重于乞巧活动,不太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有的

地方情节上也有分化,如以织女是哄骗牛郎找到仙衣后自己去等.方叔高的诗反映出当地传说中牛

郎、织女本是农民(织女在同牛郎在一起之时是农民),是清楚的.
明清之间吴景旭«满江红七夕»之首二句:“女织男耕,不过一阿家翁耳.”也是把牛郎织女纯看

作农民.
从有关神农氏及神农时代的传说和史前阶段的地下考古发掘看,我国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

期开始,即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从采集农业到种植农业).在奴隶社会时期已是一个农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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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封建社会后,自耕农人数不断增加.至２０世纪中期,仍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为农业人

口.男耕主要解决吃的问题,附带提供有关穿、住、取暖、燃料的材料;女织,主要解决穿的问题,同时

又协助耕种收割.“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经济社会的高度概括的反映.
古代诗词中写到织女之巧的地方很多,如“谁能重操杼,纤手濯清澜”(李治«七夕宴悬圃二首»其

一),“织女能翦裁”(郝经«牵牛»),“金梭飞飞掷烟雾,织作青鸾寄幽素.青鸾织成不飞去,仙郎脉脉

愁无语.”(明初张以宁«七夕吟同张士行赋»)
萧齐时诗人范云所写«望织女诗»以牵牛的口吻表现之.“盈盈一水间,夜夜空自怜.”写出一个

地位低而钟情农民的心态,写得很生动.我们后面还会谈到.有的诗中甚至写出了人物的性格特

征.南宋初年王庭珪的七绝«牵牛»:

　　一泓天水染铢衣,生怕红埃透日蜚.急整离离苍玉珮,晓云光里渡河归.①

写牵牛在与织女相会过之后,自己一个红尘凡俗生怕遇到其他天仙,急急离开.历来写七夕牛女相

会的诗作中,因为多同乞巧风俗相联系,绝大多数是从织女角度写,从牵牛(牛郎)角度写的很少.再

则此前写织女渡河去会牵牛,都是龙车凤驾,仪仗排场,此诗所写似乎只有织女一人,匆匆来去.所

以,更接近于民间传说.而且首句“一泓天水染铢衣”以“天水”代指天汉,正揭示出今甘肃“天水”地
名之来源.汉武帝改上邽郡为天水郡.«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②«水经注»:
“上邽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风雨随之,故汉武帝改为天水郡.”«秦州记»亦言:“郡前有湖,冬夏

无增减,故有天水之名.”«水经注»“水有白龙出”云云,带有传说的性质.“白龙”实隐喻秦.«史记
高祖本纪»言高祖醉斩白蛇,即“白帝子”.以白于五行配西.天水湖在礼县东北部之故“天水县茅城

谷”,即今草坝乡草坝村.村里今存宋代«南山妙胜廨院碑»言:“唐贞观十三年赐额‘昭玄院’、‘天水

湖’,至本朝太祖皇帝登位,于建隆元年将昭玄院赐敕皇改‘妙胜院’,天水湖改‘天水池’.”天水的得

名就因为地处西汉水上游秦人发祥地之故.天水后又名“秦州”,也归因于此.
(四)传说中的玉帝和王母

北宋张商英的«七夕歌»后四句写牛郎织女何以被分隔在天河两岸云:

　　贪欢不归天帝怒,谪归却踏来时路.但令一岁一相逢,七月七日桥边渡.
张商英是蜀州新伊(今属四川)人,所写情节与殷芸«小说»中所写一样,应是上层社会所传,显示了同

广大人民群众不一致的另一个层面的传说.诗中所写阻碍了牵牛、织女正常家庭生活的是天帝.
周紫芝有七古«牛女行»和«七夕»,从对牛女传说的描写方面说,则更为细致生动.其«牛女

行»云:

　　天孙晓织云锦章,跂彼终日成七襄.含情倚杼长脉脉,灵河南北遥相望.天风吹衣香冉冉,
乌鹊梁成月华浅.青童侍女骖翔鸾,玉阙琼楼降华幰.明朝修渚旷清谷,归期苦短欢期远.昔

离今聚自有期,天帝令严何敢违.
此诗于情节、场面的描写上细致生动,很可传诵.诗中说“天帝令严何敢违”,反映了当时安徽一带传

说中左右牛女境遇的也是天帝.
杨亿«七夕»诗中“天孙已渡黄姑渚,阿母还来汉帝家”,是联系«汉武故事»言之,“阿母”指西王

母.杨亿为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晏殊七律«七夕»中说:“天孙宝驾何年驻,阿母飙轮此夜来.”以
上两诗都是“天孙”与“阿母”并提,则北宋时民间流传中,同织女的命运相关的人物还有王母.明末

朱一是«一寸金辛丑闰七夕与柳耆卿调异»:“此夜方平,还同王母,羽辇投何处.”③则同近代传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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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见«全宋诗»卷二十五,第１６８７６页.然而卷六十二(第３９０２６页)又题作«牵牛花»,原文只有“朱”作“铢”,“飞”作“蜚”,
“河”作“云”,其他全同,而归于施清臣名下.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６１１页.
朱一是:«梅里词»,«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７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１页.



样,作“王母”.今北方民间传说中都说织女为玉帝和王母的外孙女,是同古代的传说一致的.
(五)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牛”与牵牛花

关于牛女传说故事中的牛,古代诗词中也有所涉及,至少是注意到这个传说的因素.如唐代末

年诗人王建«宫词»中说:“画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镊采桥头.”宫中乞巧要摆有木刻的牛,可见唐代

“牛郎织女”故事中牛已是一个独立的角色.又北宋刘筠的«戊申年七夕五绝»之第四说:“淅淅风微

素月新,鹊桥横绝饮牛津.”杨亿«七夕»(清浅银河暝霭收):“谁泛星槎见饮牛.”宋祁«七夕两首»其
二:“西南新月玉成钩,奕奕神光渡饮牛.”据张华«博物志八月槎»所写,饮牛者即牵牛.然而这里

指出“饮牛”,则不是如“牵牛”的为专有名词.这也为后代小说中特别地写到一条老黄牛作了一个铺

垫.前引张澍«牵牛赠织女»中说“我亦饮吾牛”,王树楠诗«织女赠牵牛»中的“牛兮莫使扣尔角”,«牵
牛复织女»中的“只管牵牛不服箱”等,都提到牛.«织女戒牵牛»一诗中“莫忘牛衣卧泣时”一句,虽然

“牛衣”本指供牛御寒的披盖物,但也同民间故事中牛郎披着牛皮追织女至天上的情节有一定联系.
南宋释元肇«牵牛花»一诗云:

　　星河明灭映篱根,风露开成碧玉温.晓色未开忙敛恨,柔条无力绊天孙.
这是说牵牛花应代替牵牛(牛郎)缠住织女,不要让她离去,但它未能做到.这是从另一个方面同牛

女传说故事联系起来.
宋末林逋山的«牵牛花»:

　　圆似流钱碧剪纱,墙头藤蔓自交加.天孙滴下相思泪,长向秋深结此花.
言说牵牛花是因织女思牵牛而流泪,至人间变成花.这是关于牵牛花同牛女传说关系的另一种

说法.
由这可以看出,在民间从古以来广大人民都将牛女传说故事同现实中的很多现象联系起来.我

们前面提到的喜鹊头上脱毛(因入秋换毛)等都是突出的事例.这反映牛女传说自古以来的深入

人心.
南北朝以后兴起的格律诗多是抒情之作,即使叙事性很强的作品,也只是写到鹊桥相会这个主

干情节或某些情节要素.但我们由这些零星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到“牛女传说”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及

一些要素.
由于这个长期流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传说故事同几千年封建礼教,尤其同汉代独尊儒术以后

“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对立,而遭到统治阶级及其文人的排斥与掩盖.在“牵牛织女”
的传说中,最突出地体现了它的主题思想的是织女这个人物,是她愿意同一个牵牛人生活在一起,才
有了这个故事.以至于上层统治阶级及其文人造出受天帝之命救助董永的“七仙女”来混淆视听,替
换织女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消除她在广大人民心中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牛女传说上

闹出最大笑话的三个人,一是梁武帝萧衍,写出“黄姑织女时相见”的句子;二是陈后主陈叔宝,误读

庾信之诗,写出“星连可作桥”的句子;三是南唐后主李煜,写出了“迢迢牵牛星粲粲黄姑女”的句

子.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在这似乎偶然的表现上有很多必然的原因包含其中,读者可以自己去

思考.

四、以牵牛织女口吻所作之诗

南北朝诗人有关牛女传说与七夕的诗作中,有一些是用了牵牛和织女的口吻,它既反映了当时

关于牵牛织女传说的情况,对后来“牛郎织女”故事的戏剧、小说创作也有一定启发,可以说是民间戏

剧的滥觞.
(一)南北朝诗人以牵牛、织女口吻所作之诗

咏牛女之事而分别以牵牛、织女口吻所写之诗最早有南朝诗人颜延之的«为织女赠牵牛诗»、沈
约的«织女赠牵牛诗»、范云的«望织女诗»和王筠的«代牵牛答织女诗».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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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婺女俪经星,姮娥栖飞月.惭无二媛灵,托身侍天阙.阊阖殊未辉,咸池岂沐发.汉阴不夕

张,长河为谁越.虽有促宴期,方须凉风发.虚计双曜周,空迟三星没.非怨杼轴空,但念芳

菲歇.
婺女,即女宿,二十八宿之一.本来牵牛星、织女星因是天空中最亮的星,命名早,远古之时人们用为

观察日、月、五星运动的坐标.后来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因牵牛星、织女星距离黄道较远,故二十八宿

中另选二星座以代替之,一曰牛宿,一曰女宿(亦名婺女).本诗作者以织女的口吻言,自己不如婺

女、姮娥之能侍于天阙.这里是以牵牛为天上之星神,故云.经星,即木星,也称岁星.“阊阖殊未

辉,咸池岂沐发”杂用«离骚»与«诗经»之典,表现了织女对牵牛的真挚感情.诗的末六句表现了织女

对牵牛只能等到七夕才能相会的安慰之情.
沈约«织女赠牵牛诗»曰:

　　红妆与明镜,二物本相亲.用持施点画,不照离居人.往秋虽一照,一照复还尘.尘生不复

拂,蓬首对河津.冬夜寒如此,宁遽道阳春.初商忽云至,暂得奉衣巾.施衿已成故,每聚忽

如新.
织女说自己的粉黛等红妆之具和明镜上面满是灰尘,只有每年秋天到来才拭一次.这体现了古人所

谓“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诗通过写镜子而将织女忠于爱情的内心世界揭示出来.古人将五音同

四季相配,商音配秋,因而用“商”代指秋季.“往秋”与“初商”相对而言,指每年的七月之初.“每聚

忽如新”一句表现了对织女忠贞爱情的赞颂.
范云的«望织女诗»是以牵牛隔着天河遥望织女时的口吻写的:

　　盈盈一水边,夜夜空自怜.不辞精卫苦,河流未可填.寸情百重结,一心万处悬.愿作双青

鸟,共舒明镜前.
表现了牵牛由于自己地位的低下,不能与织女在一起的自我可怜,及积极争取长期在一起的决心.
然而环境无法改变,只是怀着深深的感情,抱着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

王筠«代牵牛答织女诗»曰:

　　新知与生别,由来傥相值.如何寸心中,一宵怀两事.欢娱未缱绻,倏忽成离异.终日遥相

望,只益生愁思.犹想今春悲,尚有故年泪.忽遇长河转,独喜凉飚至.奔精翊凤轸,纤阿警

龙辔.
“凉飚至”也是指时至初秋.“翊”即飞.“凤轸”即凤车,指织女所乘.“纤阿”,神话中御月运行的女

神,也用以指善驭者.“龙辔”犹言龙驾,指以龙为御的车.诗中将牵牛相遇时的欢喜与即将分离的

悲忧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四首诗,可能先是沈约、范云拟颜延之之作,或二人大体同时动笔;王筠则因三人之作有意和

之.四首诗各有意趣.
齐梁之际的诗人谢脁的«七夕赋»中有以织女口吻所作歌一首,也属此类.歌曰:

　　清弦怆兮桂觞酬,云幄静兮香风浮.龙镳蹀兮玉銮整,睠星河兮不可留.分双袂兮一断,何

四气之可周?
表现织女同牵牛临别时心情,抚琴而内心悲怆,互敬桂花酒以谢.接织女者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所
以织女看着星河再不能牵延不行.“分袂”用«九歌湘夫人»中“捐余袂兮江中”的典故.诗中写牛

女相会是由织女渡河到牵牛一边来,这同近代很多年画中织女从桥上过来,牛郎和孩子迎上去的情

节是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后代相关传说中的一些情节甚至细节,也都是在民间长久流传中

形成.
(二)唐以后诗人以牵牛织女口吻所作的诗

唐代的戴叔伦有«织女词»一首,完全是用织女的口吻写的.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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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梭停织鹊无音,梦忆仙郎夜夜心.难得相逢容易别,银河争似妾愁深.
“仙郎”指牛郎,因为牛郎(牵牛)也是天上的星神.末句表现织女的情感深沉真切而不落旧的窠臼,
写出了多少男女分隔两处的妇女的悲愁!

晚唐曹唐的«织女怀牵牛»也可归于此类.诗云:

　　北斗佳人双泪流,眼穿肠断为牵牛.封题锦字凝新恨,抛掷金梭织旧愁.桂树三春烟漠漠,
银河一水夜悠悠.欲将心向仙郎说,借问榆花早晚秋.

“封题锦字凝新恨”之句及上面所讲以牵牛、织女口吻写的代言体的诗作,对后代的戏剧小说的形成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第一部反映这个民间传说故事的通俗小说明代的«牛郎织女传»中,牛郎、织
女表情达意就往往各吟一诗.至于从元代开始产生的有关牛女故事的戏曲作品,不用说主要是由词

曲联结起来,以代言体的形式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展示情景和表现情节的发展的.
宋末蒲寿窚的一首七绝虽题作«七夕»,但完全是以织女的口吻来写的:

　　盈盈一水望牵牛,欲渡银河不自由.月照纤纤织素手,为君裁出翠云裘.
末句中的“君”联系第一句看是指牵牛.全诗是织女在孤独与思念中织素时的自白.织女在分离之

时为牵牛织出衣裘,也是他人所未道.
元代初年诗人方夔的«七夕织女歌»完全是以织女的口吻写的一首歌:

　　牛郎咫尺隔天河,鹊桥散后离恨多.今夕不知复何夕,遥看星月横金波.抛梭掷纴愁零乱,
彩凤飘飘度霄汉.重来指点昔游处,香奁宝箧虫丝满.一年一度承君颜,相别相逢比梦间.旧

愁未了新愁起,已见红日衔青山.当初漫道仙家别,日远月长不见接.不似人间夫与妻,百岁光

阴长会合.
描写织女在七夕相见之后的心理细致感人,其所推想也皆合于情理.末四句实际上借着以天上与人

间的比较,对上层社会中妇女的生活处境表示了同情.尤其说“重来指点昔游处”一句,蕴含了对过

去经历的回顾,使叙述含有了时间上的立体感.比起只是写织女的排场与鹊桥相会中的壮观环境

来,情节性更强一些.末四句是对于将他们分离两处的极大的怨恨.“不似人间夫与妻,百岁光阴长

会合”,包含着对上层社会一些妇女由于门户之见所造成婚姻悲剧的同情.
清代甘肃著名学者、诗人张澍«养素堂诗集»中有«牵牛赠织女»、«织女答牵牛»各一首.其«牵牛

赠织女»:

　　绛河涨鸿波,帝子渺何处? 恨望待灵查,金凤吹残暑.生别倏一年,寸心填离绪.何期聚今

宵,玉露湿白纻.凤轸莫稽迟,龙镳莫延伫.凉夜静无声,婉娈定华余.白榆影自横,丹桂香如

许.桥架雕陵毛,药成抃握杵.我亦饮吾牛,寻欢来前渚.相见翻缄愁,暂停七襄杼.未尽缱绻

怀,虬漏催莲炬.思逐浮云飞,脉脉不得语.
曲尽情愫,多感人之句.末二句言相见后未尽情怀,织女返回的时刻已到.“虬漏”指上有虬龙装饰

的漏壶(古代计时器具).“莲炬”指接其返回天宫的侍卫所持火炬.其«织女答牵牛»云:

　　一别顿经年,膏沐若为态.相思水一涯,坐使针黹废.妆镜凝暗尘,璇闺织愁字.夏日浩苦

长,幕外静尨吠.火逝商飙来,蹀足整龙辔.修渚水盈盈,清晖想昵爱.消息刍尼通,投杼玉钗

坠.暂得侍衣巾,款情写未易.明睐飞霞庄,桂觞莫辞醉.忆昔结发时,聘钱为君累.谪居怅河

梁,恨无晨风翼.会促夜已阑,赠君盈衿泪.①

“幕外静尨吠”用«诗经国风野有死麕»的典故,言尨之吠不吠皆无关,本无生人至也.两诗分别

从牵牛、织女二人的角度抒发思念之情,将一些情节在表白中带出.
这种以织女或牵牛口吻为诗的表现方式到戏曲产生之后便很少有人采用.近代王树楠却用它

写出了四首佳作.其«织女赠牛郎»云:

８３１ 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张澍:«养素堂诗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５０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１页.



　　年来理我机上丝,为郎织就云锦衣.牛兮莫使扣尔角,背上稳稳驮郎归.
«牛郎答织女»云:

　　茫茫大界起风波,为避风波莫渡河.我心坚比支机石,肯向君平眼底过.
又«织女戒牛郎»云:

　　从古仙凡无定种,前身郎是牧牛儿.而今得意来天上,莫忘牛衣卧泣时.
«牛郎复织女»云:

　　府库空虚道路荒,天残夭猾更披猖.从今河上逍遥去,只管牵牛不服箱.①

直如戏曲的佚曲.由之可以看出这种表现方式对同题材戏剧作品的推动作用.其中«织女戒牵牛»
中说的“前身郎是牧牛儿”一句,也很符合牵牛由人(叔均)变为星名(牵牛星),又由之而变为民间传

说故事中人物的过程.最末一首末句中的“牵牛”不是星名或人名,而是一个动宾词组,是要注意的.
王树楠为清末民初学养深厚又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学者,曾入张之洞幕府、充清史馆总纂,是否

对“牵牛织女”传说的本事也有所思考,今不可知.当然,本诗中其实也反映了作者对当时政治形势

的一些忧虑,只是以平静心情出之.在这一组诗的前面有«七夕»七绝四首,在«牛郎答织女»和«织女

戒牛郎»之间又有«七夕»七绝四首.
总之,以上这些作品在有关牛郎织女传说的戏曲与小说出现以前从不同方面反映古代民间传说

的大体状况,除作品在内容、表现形式、构思语言等方面的艺术创造之外,在“牛郎织女”传说的丰富、
发展方面的意义,也不容忽视,它们实际上是牛女传说由诗歌向戏剧、小说的过渡.

从汉代至宋元,没有完整、细致表现“牛女传说”的小说、戏剧作品产生.我们只能从历代文人的

诗词作品和不多的民间歌谣中窥见关于它的斑斑点点.而我们将这些斑斑点点组合起来观察,也还

大体可以看到它在民间流传的情况.这样,就不仅完全可以否定个别人认为“牛郎织女”完整故事形

成很迟的种种看法,也可以使我们发现一些古代文学创作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责任编辑　刘　培]

９３１论牛女传说在古代诗歌中的反映

① 王树楠:«陶庐诗续集»卷十一,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西北文学文献»第十五卷,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６年,第

３８５、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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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吴 怀 东

摘　要:«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

“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

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

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

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

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

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

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
“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关键词:杜甫;诗史;«春秋»;文史互动;时事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１１

“诗史”与“集大成”、“诗圣”几乎被视作杜甫所专享的誉称,也是杜诗被视作经典的主要条件或

标志,其中“诗史”说出现最早,影响最大.关于“诗史”的基本内涵,今天的理解很明确,指杜甫诗歌

的叙事性、纪实性,主要是其反映、记录唐朝的军国大事,特别是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影响这一内容、
性质和特点,其代表作就是“三吏”“三别”,冯至的解读具有代表性:“杜甫的诗一向称为诗史.我们

现在也常沿用这个名称标志杜诗的特点,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

代面貌”① ,这也就是今人所称道不已的现实主义精神.近年来,学术界对“诗史”的内涵及其演变进

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但对“诗史”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晚唐孟启«本事诗»中的内涵、指向及产生背

景没有加以更多的关注和深究,同时,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本事诗»的研究已很深入,却也同样几乎没

有关注其中这一重要诗学概念.本文试图进一步还原其“当代语境”,包括中晚唐时期的学术思想与

诗歌创作背景,讨论“诗史”的初始含义及后续转变的关键环节,清理其中思想立场和诗学观念,从而

呈现杜诗经典化过程的复杂面相.

一

在现存传世文献中,“诗史”最早出现于南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但是,作为具有特定诗学含义

的概念并被用来评价诗歌,则最早出现于晚唐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所叙李白故事中.原文如下: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

«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

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

　

作者简介:吴怀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安徽合肥２３００３９).

①　冯至:«诗史浅论»,«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５９页.



　　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

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

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

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

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

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

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

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 倘

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

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

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

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 龙拿,律度对属,无

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

洞房.宫中谁第一? 飞燕在昭阳.”文不尽录.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

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
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

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①

«本事诗高逸第三»一共有三则记载,另外两则比较简单,记载的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其人其诗轶

事,而上述这段记载的中心人物是李白.孟启围绕李白高雅放旷的个性以及李白尚古、“薄声律”、追
求自由飘逸的诗学思想,叙述几首诗歌的创作过程,其中所记事情之真伪其实还有待于讨论,比如李

白嘲笑杜甫的那首诗,学界一般不以为真.孟启叙述李白的诗“本事”过程中,捎带插叙杜甫其人其

诗,一共提及四处:第一处,由贺知章对李白的评价,提到杜甫诗句“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

韵»)对此事的反映.第二处,提到李白嘲笑杜甫“饭颗山前逢杜甫”那首诗,意在说明李白的诗歌理

念,并批评杜甫“拘束”.第三处,提到杜甫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意在说明此诗比较完整、准确概

述了李白前半生的曲折经历.第四处,是对前述内容的总结和引申,孟启认为杜诗不仅能记录李白

一生经历,而且也准确呈现杜甫自己的经历,最后引用“当时”人“诗史”之评以揭示杜诗性质和特点.
在孟启的叙述中,李白是主角,杜甫只是陪衬,而且,孟启刻意记录李白嘲讽杜甫的那首诗②,批

评杜甫“拘束”,显示孟启抑杜的思想倾向.姑且不论孟启对杜甫的态度如何,孟启插叙杜甫其人其

诗,显然意在揭示杜诗某种性质和特点:杜甫的诗歌记载了“事”———李白之“事”和杜甫自己生平之

“事”.孟启此书记载的是他人诗歌“触事兴咏”之“本事”,而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及“流离陇蜀,
毕陈于诗”之“诗”则直接记录“事”.在孟启的叙述中,其实隐含着对“诗史”指称范围的谨慎限定和

具体内涵的简略说明:从内涵看,“诗史”揭示了杜甫诗歌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写实性特

点;从范围看,“诗史”并不包括杜甫的全部作品,只是杜甫“流离陇蜀”阶段的创作.
«本事诗»是孟启利用已有资料加工编纂而成,并非独创,如同王梦鸥所考证,此节文字所述李白

之事在孟启之前的笔记小说中已有记载③,而据张晖考察,其中有关杜甫其人其诗的内容则是由孟启

所刻意增补④.考察孟启的经历和著述,并没有发现他与此概念有关的其他论述,但是,考虑到杜甫

地位在中晚唐逐渐提升的背景,如果我们不将孟启的引用视作一种无意行为,那么,“诗史”的内涵及

１４１«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①

②

③

④

孟启:«本事诗»,董希平、程艳梅、王思静评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２页.
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容斋诗话»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第３２

页)仇兆鳌则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词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杜诗详注»附编)
参见王梦鸥:«唐人小说研究三集»,台北:艺文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１ ２８页.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５ １０页.



其产生背景便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

“诗史”之出现被孟启明确表述为“当时”———指杜甫生前或身后不久,由此可以断定,“诗史”并
非由孟启发明①.虽然只此“孤证”,但是,以“史”论“诗”作为重要的文学评价显然不是偶然行为,而
是反映出中唐以来的学术思潮和文学思潮.

文、史之辨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内涵复杂的话题②.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③其中“文”、“史”对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不过,还不是两种学术

或文章类型的意义.从普遍共识和常识角度看,传统史学关注社会,而文学则本能地关注个体经验;
史书强调客观,而文学更关注主观感受.从表面看,诗、史分属形式与性质相差很大的两种不同类型

之文体.汉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和著述的增多,文体间的界限区分显得十分必要

和明显④,这既反映在图书编纂的分类和学术的分野(沈约«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元嘉十五年分立儒

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科),更直接表现为文论家对文体内在规范越来越清晰的辨析(如«诗品»、
«文心雕龙»、«文选»等),“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史通核才»).章学诚说:“自东京以还,讫于魏

晋,传记皆分史部,论撰沿袭子流,各有成编,未尝散著.惟是骚赋变体,碑诔杂流,铭颂连珠之伦,七
林答问之属,凡在辞流,皆标文号,于是始以属辞称文,而«文苑»«文选»所由撰辑.彼时所谓文者,大
抵别于经传子史,通于诗赋韵言.”(«文史通义杂说下»)初唐史学家刘知幾正是在严文、史之防的

基础上讨论史书诸文体的写作规范⑤,虽然他认可“文之将史”,但反对南朝以来史书对文学的过度学

习,批评说:“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史通载文»),还批评说:“大唐修«晋
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

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通论赞»);他赞美«左传»之文对文学手法矜持的学习:“或腴辞润简

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

绝”(«史通杂说上»).应该说,对文、史分野的刻意强调,是当时对两类文体特点认识的深化,也有

力地促进了两种文类的发展.文学研究界历来注意到唐代诗、赋以及骈文创作的繁荣,却忽略了唐

代史学也相当繁荣这一重要历史事实.据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研究,按照传统目录学的分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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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裴斐认为:“至于‘当时号为诗史’,一如刘昫所说‘天宝末甫与李白齐名’,并无文献依据,实为史家稗官惯用的假托之词.”
(«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杜甫研究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可备一说.

此问题涉及文(诗)、史关系这个中、外文化史上极其复杂的问题.«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语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中“颂”诗,所咏就是民族史.清代史学家顾炎武解释说:“«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

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
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日知录»卷三)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文史通义
易教上»)上述所论实涉及经学,包含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对此钱穆有深刻而清晰的阐释(见其«中国史学名著»对«春秋»的讨论,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近代学人主要是从两种不同的学术领域甚至文体立论,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成功实践更

广受世人推崇,而钱钟书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著作中发掘了“史蕴诗心”的文化现象,其在诗史会通中特别强调诗的

独特性.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还从文化学角度提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这已经不是讨论具体的文体和表达,而是精神文

化.概言之,诗、史关系既是复杂的历史问题,也是深刻的理论命题,中国的文化与学术传统是强调文、史不分,但是,本文所论是特

定时段诗、史会通问题.
本文引文较多,为行文方便,常见文献只夹注篇名,不再出注.
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
刘知幾«史通»论史学往往兼及文学,其实并不是认可“史之将文”,而只是着眼于史书也是文章而已,他们实际上是特别强

调史书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界限与分野.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弥纶文史、经史,强调“古无经史之分”
(«丙辰劄记»,«章氏遗书»外篇三)、“文史不在道外”(«姑孰夏课甲编小引»,«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显然,意不在讨论文、史
分野,而是论哲学与思想之“道”问题,其观点是对顾炎武、戴震“经学即理学”的积极回应(详论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

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内篇五之论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



部“杂史”、“杂传”以及“小说”数量极大,其中叙事类的笔记小说所占分量最大①.
杜甫是否强调诗、史之辨? 众所周知,杜甫诗歌也和其他诗人的咏诗史一样咏叹前代、前朝历史

事实,显然,这不构成杜甫诗歌的独特性.杜甫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限性与个人生

命有限性的矛盾,如其诗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百年歌自苦”(«南征»)等,不
过,这种历史感与史学书写意识是两回事.作为生活在刘知幾之后的诗人,杜甫对文、史边界的理解

十分明确、清晰,如其云“文包旧史善”(«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十五富文史”(«送李

校书二十六韵»),他反复赞美秉笔直书、实录的史臣书写,“直笔在史臣”(«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

弼»)、“波涛良史笔”(«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不愧史臣词”(«哭李常侍峄二首»其二)
等.从杜诗有限的用例中还可以观察到,杜甫史学意识的核心就是“直书”,并没有涉及史学、史书其

他问题.虽然杜甫感叹过“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但是,生当盛唐诗歌大盛之

际,杜甫一生甘作官员诗人而不是史学家的选择是自觉而强烈的,他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

日»)、“吾人诗家秀”(«同元使君舂陵行»),他对自己的诗歌才华颇为自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

丈二十二韵»),通过“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进雕赋表»)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

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生理想.杜甫早年有诗谓“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后来在«发秦州»
诗中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两句一语双关,都包含着在历史的长河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持

自己信念和诗歌道路之意.这也是盛唐时代诗人普遍的人生道路选择和人格心态.杜甫诗歌毕竟

是对自己时代生活的呈现,在杜甫生前、身后直到孟启之前,是否有人从诗、史会通的角度评价杜诗?
对其他诗人是否有类似阐发? 从现有文献看,杜甫生前就有人赞美其诗,并在身后逐步获得与李白

比肩的崇高地位,如“大名诗独步”(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新诗海内流传遍”(郭受«杜员外

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黄绢词”(任华«杂言寄杜拾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

籍»)等,却没有发现以“诗史”或类似概念评价杜甫的文献证据.

三

诗人自觉写诗而不是作史,并不意味着诗歌没有反映诗人亲身经历的社会生活.洪业就说:“杜
甫的同时代人并不需要通过他的诗歌去了解他们时代的风俗和事件”②,时过境迁,杜甫诗歌对当时

社会状况的呈现被视作具有历史意义的陈述受到关注.孟启从诗史关系角度认识杜诗,正是有时过

境迁这个基础条件,不过,只有杜甫的诗才被视作“诗史”,显然还有其他因素.我们将视野放大,孟
启对“诗史”关系的关注其实很清楚.除了前述引用“诗史”概念之外,孟启«本事诗»关注文、史会通

的撰述意图表述极其明确.据孟启«本事诗»自序,此书完成于唐僖宗光启二年(８８６)十一月,正是中

唐之后.据孟启为其妻所撰墓志,他自述“读书为文,举进士,久不得第,故于道艺以不试自工,常以

理乱兴亡为己任”,后终于及第③,其生平经历和文化活动进入了当时社会主流.孟启这部书被后代

学者认为乃诗话之源头,而其诗言情理论、“四始”之说、“为小序以引之”的体例等,在在证明其远源

于儒家尊奉的经学文献«诗序»及«韩诗外传»,足见经学的巨大影响.而关注诗歌与现实、特别是政

治的联系,是汉代«诗经»解释学、诗教的重要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活动的丰富,有关诗歌

创作活动的记载也逐渐丰富,如«世说新语文学»,而到了盛唐,吴兢著«乐府古题要解»研究乐府诗

题,亦往往推求乐府诗之“本事”.孟启«本事诗»正是继承了这一诗教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其受中唐

«春秋»学及史学影响更加明显.«本事诗序»介绍此书编著之意图云:

３４１«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①

②

③

参见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十一章“史学范围进一步扩大”之论述.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页.
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项楚主编:«新国学»第６卷,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９ １１１页.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 因采为

«本事诗».
孟启喜好诗歌和诗人,此书编写目的就是介绍诗人及其诗歌的“本事”,以增加对诗歌的理解、对诗人

精神魅力的感悟.书名“本事”及前述对杜甫的评价中所使用的“推见至隐”等概念,皆来自史书之祖

«春秋».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评论云: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①

«春秋»是“本事”,«左传»等则显示了«春秋»的“隐讳”.«汉书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

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

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
«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②

东汉桓谭«新论正经第九»亦围绕«春秋»及«左传»立说:

　　«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有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
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③

因此可以说,孟启对“本事”的强调以及“诗史”概念的引用,正是继承儒家经典«春秋»之传统.
为何孟启独对«春秋»异常关注?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及其思想就是治国指

导思想,即使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经学治国之传统亦未衰歇.李唐王朝生当民族大融合之际,文化开

放,思想多元,儒家经典的指导地位亦未改变,但是,唐朝经学相对其前后诸朝而言整体上并不兴盛,作
为经学所依附的官学体制衰微,科举考试中对侧重考察诗赋能力的进士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明经

科的重视,经学不如文学和史学活跃.正因为如此,当安史之乱平定后,当时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反思,往
往追源于经学之衰微、儒学之不兴;中唐时期,元、白倡导儒家美刺诗学,韩愈、柳宗元复兴儒学道统,经
世致用,相对于唐代前期之经学变化明显:“盖自大历以后,经学新说日昌.”④现代学者蒙文通说:“唐初

之学,沿袭六代.官修五史,皆断代纪传一体,故«汉书»学,于时独显.与‘从晋以降,喜学五经’者异

也,徒能整齐旧事,无所创明.而中叶以还,风尚一变,则以唐之思想、学术、文艺之莫不变也.”⑤在代

表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之思想运动中,«春秋»学具有独特的地位.由啖助

开创,赵匡开创,经陆淳的发挥、传播,«春秋»学超越其他诸经在中唐大盛,陈弱水发现中唐“最受偏

爱的对象仍然是«春秋»”⑥,有学者指出:“元和之后,«春秋»学已成为一个学术中心.”⑦作为经学革

新的一部分,中唐«春秋»学的异军突起、异常兴盛,实牵连着中唐复杂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这也

是一场重大的思想学术文化活动,当时最优秀的政治家和文学家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⑧.总

结经验、解决现实问题是经学以及史学的基本功能,杜预说«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

法”(«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司马迁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才写作

«史记»,李翰指出杜佑«通典»不同于一般“文章之事,记问之学”,是“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

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通典序»).可见,是中唐朝廷之孱弱、藩镇之割据,刺激了«春秋»学及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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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３０３７页.
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４页.
桓谭著,黄霖、李力校点:«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３６ ３７页.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４年重印本,第１０５页.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９页.
陈弱水:«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５页.
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３９页.
白寿彝主编,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９页.



兴盛,因为其“尊王攘夷”的思想满足中唐重振、巩固李氏中央王朝统治的时代需求,而本来就具有深厚

的史学传统,«春秋»学的兴盛则刺激中晚唐史学之发达,它们又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着当时的文学活动.
总之,安史之乱导致的政治动荡引发政治革新运动,进而引发思想史的异动、经学的转型与«春

秋»学的兴盛,«本事诗»对«春秋»的引用及其史学意识正显示了这一重要学术动态.明确«春秋»学
及史学对文学、对诗歌创作的具体影响,可以进一步讨论孟启“诗史”说的内涵.

四

文、史独立蓬勃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互相学习和借鉴.中唐«春秋»学和史学的发达对当时写

作活动的影响极为复杂,大而言之有两个层面:
首先,是“文之将史”现象———笔记小说的大量涌现.
中唐时期出现大量文学化的杂史、杂传以及笔记小说,而作为叙事文学的唐传奇也是在此背景

下出现繁荣,鲁迅云:“作者蔚起,则在开元天宝以后”①,“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

苑”②.陈寅恪也说:“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

之世.”③程毅中«唐代小说史»更明确指出:“小说则以中唐为高峰.”④

正是在此潮流中,关注诗人生活及其创作过程的笔记小说开始大量出现.王运熙、杨明认为“孟
启«本事诗»之作,也反映了唐人对诗歌的喜好,同时与唐代小说的发展颇有关系”,“«本事诗»是诗与

小说的结合,反映了唐人对于诗歌和小说的爱好,反映了唐人在传诵诗作的同时津津有味地传道有

关故事的一种风气”⑤,而其他小说中诗人诗歌具体创作过程的类似记载亦所在多有⑥.前述孟启对

李白故事的记载,既说明李白诗歌创作的“本事”,也说明杜甫诗歌的“本事”.«本事诗»序言中明确

说:“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孟启刻意强调纪实,正是史学传统影响的最好写照.
其次,诗歌叙事性、日常性的增强.
中晚唐不少诗歌与传奇小说配合传播,反映出作家与读者阅读兴趣对于外在事实本身的关注.

中唐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叙事诗大量出现和诗歌的叙事性、写实性,这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唐文学现

象.刘学锴先生曾结合中唐绝句相对于盛唐的变化阐述变革的具体内容:“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
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
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⑦具体而言,中唐诗歌叙事性、纪实性的增强有多

方面表现,如题目的加长,诗序的大量出现,诗歌咏叹小说故事,诗歌开始大量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与

世俗社会生活,诗歌风格趋向尚俗务尽,不一而足.
追溯一下此前的诗歌意识,即可看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孟启诗歌认识所发生的新变.“诗言志”

(«尚书舜典»)是古老的传统.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文赋»).钟嵘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

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

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品序»)诗以抒情,这是杜甫之前的创作惯例,是对诗歌内容

的规定.自从东汉文人自觉介入诗歌创作以来,诗歌的独特性就是诗人和学者不断试验与探索的问

题,诗歌形式上的特点和创作技巧不断被探索、被发现,从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到南

朝永明体,诗歌逐渐走上律化的道路;到了初唐,在沈、宋等人手中完成这一历程.这是诗歌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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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代之传奇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６页.
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２页.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２页.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９页.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３６页.
南开大学余才林先生有著作«唐诗本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他将“本事诗”作为一种文体,本人不能苟同.
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８２页.



基本历程.可是,在«本事诗»中,诗学观念发生变化.«本事诗»不仅关注诗歌的抒情功能,还关注引

发诗人情感反应的“事”,更注意到诗本身之中的“事”:他不仅以杜甫诗歌为例,说明诗歌能比较全面

呈现所感之“事”,他还直接引用几条散文性的诗序,如“情感第二”刘禹锡游玄都观、“情感第三”元稹

赠黄丞等五条,更直白地陈述诗歌所咏之事,由此可见孟启已注意到诗歌的叙事性、纪实性功能,特
别是对作家个人日常生活的反映①.

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和特点,正是孟启立足于中唐文学现实、学术思潮和诗歌观念进行溯源

的意外发现和追认.在孟启看来,杜甫“流离陇蜀”之作,具有纪实性、叙事性和日常性、个人性等特

点.乾元二年(７５９),年近半百的杜甫“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年初,从东都洛阳回到华州,“罢
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立秋后题»);七月,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家西去秦州,又辗转到达同

谷,然而,到同谷后发现,预计中的安顿无法实现,不得不在岁末天寒地冻之中再出发,翻山越岭,于
年底到达成都.杜甫携家带口,“流离陇蜀”,艰苦备尝:“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二十

首»其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以至于“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男呻女吟四壁静”(«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二),一贯坚强的诗人也情不自禁产生质疑和感

慨:“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空囊»).这

一年是杜甫生活的重要转折,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冯至就说:这一年确是杜甫一生中“最
艰苦的一年”,但是,其诗歌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了最高的成

就”②.在“流离陇蜀”期间,杜甫一共创作了１２０多首诗,连章组诗更多达１０组５２首,其中还有五言

律诗组诗,这种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组诗形式显然配合丰富、集中的内容表达的需要,宋人就已注

意其内容的特殊性,葛立方云:“老杜当干戈骚屑之时,间关秦陇,负薪采梠,哺糒不给,困踬极矣,自
入蜀依严武,始有草堂之居,观其经营往来之劳,备载于诗,皆可考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这
些诗充分再现了杜甫在秦州、同谷生活的艰难,而且刻画了秦州的风俗民情以及从同谷到成都道中

山川的奇险、壮丽.刘克庄说:“唐人游边之作,数十篇中有三数篇,一篇中间有一二联可采,若此二

十篇(按,指«秦州杂诗二十首»),山川城廓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送蕲帅»
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岂不信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八)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道中的

两组纪行诗最令人瞩目,苏轼说:“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

人殆无可拟者.”(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引)王得臣说:“杜自十月发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

日离同谷入蜀,诗中历历可考.”(«麈史»卷中)北宋佚名学者说:“两纪行诗,«发秦州»至«凤凰台»,
«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经行为先后,无复差舛.昔韩子苍尝论此诗笔力变化,当
与太史公诸赞方驾,学者宜常讽诵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引«少陵诗总目»)朱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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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此存在一个悖论,我们认为具有很强政治性的经学、史学著作«春秋»影响了中唐文学的叙事性,可是,中唐诗歌叙事内容

最突出的却不是政治,而是世俗生活、日常生活.中唐诗歌尚俗、务尽(详论参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６年)之内容,主要在此.孟启“诗史”说所强调的不仅是叙事性,而且指向杜甫诗歌对诗人个人日常生活的再现.可见,中
唐诗歌叙事性的生成显然不是单一来源,«春秋»的影响只是因素之一,中唐社会结构的变化、文人人生理想的变化也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关于中唐文人趋向现实(比如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历史特征,在唐宋转型论中有深入探

讨并形成共识,在此不赘.当然,«春秋»学的“微言大义”传统对孟启撰写«本事诗»也有影响,如同中晚唐出现的大量缅怀盛唐历史

的笔记小说一样,这也是孟启对前代往事的追怀,其中也隐含着他对诗人不幸命运以及所处唐懿宗、僖宗父子时代政治混乱现实的

感慨,«新唐书»就评论云:“懿、僖当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继;乾符之际,岁大旱蝗,民愁盗起,其乱遂不可支.”(«新唐书»卷九«懿
宗、僖宗纪»)这样的现实正是叙事性很强的晚唐咏史诗同时大兴的共同的社会基础.孟启«本事诗»将前代诗人轶事分为七类,“情
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大多反映了诗人浪漫的个性和不幸的遭遇,既包含着对诗人的同情,也隐含着现实针

对性和政治立场,前代诗人的自由洒脱正是自己时代动荡的对照,另如其序言介绍他撰序的时间是“光启二年十一月”,并刻意说“大
驾在褒中”,这一补述实亦涉及晚唐乱局,流露出作者的感慨:黄巢起义后,李氏朝廷已经彻底丧失对局面的控制,此时,宦官宠臣田

令孜挟持唐僖宗为避各地节度使对长安的讨伐而逃到汉中,邠宁节度使朱玫便将襄王李煴挟持到长安,立为傀儡皇帝,改元“建贞”.
含蓄地表明了他的现实关怀,也正是作为“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

冯至:«杜甫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３５页.



“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清代学者李因笃也说:“万里之行役,山
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杨伦«杜诗镜铨»卷七引)上述学者所强

调的组诗形式、偏重客观纪实并对秦陇山川胜景、风土人情和苦难生活加以生动呈现———“既是山水

图经,更是流民长卷”①,构成“流离陇蜀”道中创作比较突出的特点②,与以往纪行诗偏重抒情不同,
也与杜甫此前此后创作偏重抒情和表达社会政治关怀大不相同.这些诗歌受到后代学者的注意和

肯定,既是对组诗形式的发现,也是对其独特纪实性、叙事性、日常生活性的认可,这种认可之中其实

包含着对山川壮美之欣赏和对杜甫所叙个人日常苦难生活的深深同情———这也可能是孟启和后代

学者关注杜甫“流离陇蜀”诗歌潜在的根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所叙,也偏重强调李白政治上

的不遇与人生道路的艰难).李因笃所说,也正是孟启“诗史”说的具体内涵.孟启的引用,是否符合

事实是一回事,比如按照日常性标准理解,杜甫在草堂以及夔州时期创作的诗歌似乎更真切,而孟启

的理解和刻意强调则是另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孟启及其时代的观点.
孟启认定杜甫特定阶段诗歌的“诗史”特征,既是表明一种文学事实、诗歌新变的生动存在,也是

对这种事实和新变的理论发现和诗学认定.从第一方面说,就是杜甫诗歌的创新和中唐以来诗歌的

新变.时代的巨变带来诗歌的变化,杜甫生活在唐代盛衰之际,独特的时代环境和他个人生活经历

的丰富性和曲折性,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上突破盛唐流行的风气,开始很多探索和创新,他将目光从歌

颂理想转向再现现实,诗歌的纪实性和叙事性的增强,并再现个人日常生活细节,就是其创变之一.
白居易说:“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受到史学以及杜

甫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杜甫地位在中唐迅速提升的原因之一),中唐诗歌的叙事性、纪实性进一步增

强,诗歌的关注点从主观偏向客观,从表现偏向再现,从抒情转向叙事纪实,从政治书写转向个体生活再

现.从第二方面说,«春秋»学概念的使用、“诗史”概念的使用,表明孟启基于中唐以来日渐高涨的史学

思维,开始自觉从理论上观察、理解并描述从杜甫开始到中唐诗歌领域广泛流行的创新和变革.
总之,孟启引用“诗史”评价杜诗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学术、文学背景.

孟启对“诗史”的使用,也是古代政治、经学、史学与文学密切互动的一个生动案例.

五

孟启之后,宋人广泛使用“诗史”这一概念,理解却发生变化,在此亦作梳理、补述,以见其演变.
宋人以及宋代之后从叙事性、纪实性的角度对杜甫诗歌“诗史”属性的发挥、对唐史在杜诗中的

细致、丰富而准确的呈现(其中最受赞美的是“补阙”)③以及在诗学中的影响,不少学者已作出大量、
深入的阐释④,有的学者甚至据此将杜甫命名为“自传诗人”⑤,显然,这些基本上是对孟启“诗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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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３６页.
当然,在杜甫“流离陇蜀”期间的纪行组诗,描写外在景物与再现诗人行止、客观描写与主观抒情较好的结合.明人江盈科

说:“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
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为真诗人真手笔也.”(«杜诗详注»卷八引)清人蒋金式说:“少陵入蜀诗,与柳州柳子厚诸记,剔险搜奇,
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成此奇地奇文,令读者应接不暇.”(«杜诗镜铨»卷七引)莫砺锋先生分析得很透彻:“杜甫的山水

诗以咏秦陇、夔巫山川的为最多最好,因为杜甫的人品胸襟和审美倾向都使他对于雄伟壮丽的事物有着特殊的爱好,而就山水而言,
只有秦陇、夔巫那样雄奇伟丽的高山巨川才能真正拨动杜甫的心弦,从而发出最和谐的共鸣.”(«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第１４２页)
宋代以来,杜诗研究中以史证诗成就最杰出的无疑是钱谦益的«钱注杜诗»,钱氏亦以此自负,兹不详论.
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文学的历史学———论宋代的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及“诗史”说»、«“诗史”说新考»、«关于诗与“本事”、

“本意”以及诗谶»对于宋代部分所论深入,见氏著«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金程宇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而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对于具体文献的梳理、考证更为精细.此外,孙微«清代杜诗学史»(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４年)第二章第

二节也进行了简明的归纳.
参见谢思炜:«论自传诗人杜甫»,«文学遗产»１９９０年第３期.清代学者浦起龙甚至说:“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谱矣.”

(«读杜心解目谱»)



念的承袭,这里暂不置论,我们所关注和强调的是“诗史”内涵的增加、丰富及指称对象的变化———
“诗史”说内涵改变为今日流行之理解.

«旧唐书杜甫传»只是原文照搬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以评价杜甫诗歌,并没有注

意“诗史”概念.从现有文献看,“诗史”最早被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１０６０)的«新唐书杜甫传赞»所
沿用.张晖考察指出,“整个宋代的‘诗史’说,定义虽然十分繁杂,但无疑以«新唐书»的说法最具影

响力.作为宋代的官修正史,«新唐书»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影响极大.宋人若运用

‘诗史’概念来评论杜诗,很多都是直接从«新唐书»而来的”①.«新唐书杜甫传赞»云: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

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

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

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

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②

如同洪业先生所论,此传史实记载“谬误甚多”③,同时,宋祁等对杜甫的评价也呈现复杂的状态:袭用

“诗史”概念,却嫁接元稹、白居易的思想.这种综合或合成,反映出宋初时代环境下对杜甫其人其诗

的新认识.元、白到底如何认识杜诗?
唐宪宗元和八年(８１３),元稹在那篇著名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从诗歌史的角

度评论杜甫诗歌,揭示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的特点,赞许“诗人以来,未有如子

美者”,并比较了李杜异同:“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

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

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④两年后(元和十年),元
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进一步论述云:“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

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⑤元稹肯定杜诗“知小大之有所总萃”、回归“雅正”风骚传统、“铺陈

终始,排比声韵”的长篇诗歌(特别是排律).
白居易则始终关注杜诗的思想性.元和十年(８１５),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到任不久,其撰写«与元

九书»,追溯«诗经»、楚辞以来的诗歌史,描述儒家美刺诗教(“风雅比兴”)在后代的衰歇过程,其中有云: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

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

多,可传者千余言,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
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⑥

元稹认为杜甫“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长篇最好,最为“雅正”———元稹兼顾艺术性,而在白居易

的论述中,他列举«新安»«石壕»«潼关吏»(“三吏”)和«芦子»«花门»等数首诗歌,并表达自己的肯定,
正是所谓“雅正”风骚传统———更强调政治性,可见两人观点同中有异,当然,二者相同之处更值得注

意: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赞美杜甫的«悲陈陶»«丽人行»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其
«酬李甫见赠十首»其二云:“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

人.”白居易«与元九书»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学立场出发,高度肯定杜甫诗歌«新
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诗.他们都注意到杜诗的叙事性、写实性和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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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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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６１页.
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第８５４页.
白居易著,丁如朋、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４８页.



事”的反映、呈现①,这是杜甫与他同时代诗歌不同之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诗史”字面,我们将不得

不承认,杜甫呈现的“时事”当然也属于历史的范畴.元、白对现实的关注,对诗歌政治功用的强调,
显然,是前述中唐政治改革运动、«春秋»学勃兴以及诗歌趋向写实思潮的反映②,这与孟启“诗史”说
属于同一背景.当然,同样是叙事,由于思想动机的差异,他们对所叙之事的关注点却大不相同:元、
白着眼于杜甫诗歌对当时重大社会现实的反映或揭露,而孟启“诗史”说则着眼于杜甫诗歌对个人日

常生活和山川风景的呈现,一偏向政治,一偏向个人生活.
明白元、白的论述,再来看«新唐书»的引申和发挥就相当明确:第一,继承元稹“律切精深,至千

言不少衰”的肯定对象,并增加“善陈时事”这一定性,并命名为“诗史”———写政治时事且对仗精严、
篇幅宏大.孟启所谓“诗史”作品,是指杜甫“流离陇蜀”期间的创作,而符合元稹这一新标准的杜诗

只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以及«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这类大容

量、长篇幅的诗歌除了杜诗,在唐诗中极其罕见.沿用“诗史”概念却承袭元、白的思想,内涵和指称

都发生改变;不同于孟启关注个人不幸这一理解,元、白回到政治性阐释这一儒家诗教传统③.第二,
«新唐书»的认识源自元、白的诗学观念.元、白都从风雅传统称颂杜诗,他们对杜诗性质的理解完全

一致,强调杜诗的伦理性、思想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崇高性.白居易给他所认可的杜甫诗歌找到的思

想传统和诗歌经验渊源更为明确,就是儒家美刺诗学———“风雅比兴”(«与元九书»).这其实表明人

们对杜甫诗歌创新活动思想资源的思考从«春秋»学、史学转移到另一种经学———«诗经».在唐人的

诗学评论中,«诗经»当然是崇高的传统,并被用来赞美他人诗歌,李白说“大雅久不作”(«古风十五

首»其一)④,杜甫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甫赞美他人诗歌具有“风雅”精神,如
赞美薛据、毕曜说“大雅何寥阔,斯人尚典型”(«秦州见敕喜薛据毕曜迁官»),赞美韦济“词场继国风”
(«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赞美元结诗歌具有“比兴体制”(«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但是,他人用以

评价杜甫诗歌中,指向却比较明确,如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就以“大雅之作”(«杜工部小集序»)赞美

杜甫的诗歌⑤,杜牧以“风骚”(«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赵鸿以“大雅”(«杜甫同谷茅茨»)、皮日

休以“风雅”(«陆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

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等赞美杜诗.比较而言,关于杜诗与«诗经»的关联,白居易所论最为

明确而充分,他在«与元九书»中以写时事来诠释“风雅比兴”传统———反映、揭示社会现实的创作传

统,他以此标准肯定杜甫«石壕吏»等诗歌,认为杜甫写“时事”的«石壕吏»等诗歌之诗学渊源是«诗
经»“风雅比兴”.«新唐书»用来定义“诗史”的“时事”一词,与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与元九书»)中关键的“时”、“事”二字的对应,当然不是偶然的.
一旦将杜诗与风雅传统建立联系⑥,根据反映“时事”的标准衡量,“诗史”的指称对象将会进一步

漂移———既不是孟启所谓“流离陇蜀”之作,也不是«新唐书»新认定的元稹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

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之大篇,而是另外一类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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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洪业曾注意到北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关于唐文宗根据杜甫«哀江头»诗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对安史之

乱前长安曲江繁荣景象的纪实描写而加以重建的记载,唐文宗对杜诗的阅读和理解具有历史视角之意义(«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

人»,第７页).不过,我们认为,此记载虽涉及晚唐史实,却是由宋人记录的,不一定可靠.
韩经太:«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着重从宏观上论述元、白强调以诗写时事的用世精

神,并指出这种观点与儒家传统诗学的关联,不过并没有考察孟启“诗史”说的具体内涵.
«新唐书»作者如此理解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这与宋人史学观念和儒家思想复兴运动有关,兹不详论.
天宝年间萧颖士«江有枫»等诗、中唐前期诗人顾况«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都直接模仿«诗经».这与杜甫借鉴«诗经»

精神进行创作不同.
樊晃编辑的«杜工部小集»虽然已经散佚,但是,据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１辑,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５年)辑考,现存的诗歌选入比例(６２首中,五古、七古达３６首)还是反映出樊晃的价值倾向———尚古,其中收录有“三吏”
“三别”中的«新婚别».

宋人正是按照此种思维,由认为杜诗继经,发展为视杜诗为“经”.



即白居易所称颂的“«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
因而与元、白所倡导的讽喻诗以及新乐府运动建立了联系,并逐渐指向这些诗歌.在白居易、元稹看

来,当时继承«诗经»、汉乐府传统的诗歌创作实践就是“新题乐府”创作.元、白对«诗经»传统的理解

主要是反映、揭露现实问题这一精神,“新题乐府”创作确实是中唐出现的反映当时社会问题的一股

诗歌风气.唐肃宗之后,虽然安史之乱已被平定,社会政治问题却日趋严重,这引起诗人们的高度关

注和深刻反思,盛唐之后出生的一批诗人创作中有所反映并形成一股风气.张籍、王建有此类创作,
而白居易和元稹从事这类创作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即自觉以儒家诗教功利思想为指导.元和三年

(８０８)四月,白居易官拜左拾遗,谏官的身份促使他将诗歌当作谏书,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其中有

一类诗歌可能由白居易后来整理编辑时命名为“新乐府”,“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

也”(«新乐府诗序»).同在元和四年(８０９),作为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创作了类似诗歌,题目为

“新题乐府”,不过,其«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明确说是受到李绅创作的启发.简言之,反映

现实社会问题的诗歌创作风气兴起于白居易、元稹之前,而明确标目为“新乐府”则始于李绅,元、白
则自觉地将其提升为诗歌创作范式而加以推广.元和十年,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追述自己诗歌创

作历程,并对自己的创作“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其中一类就是“新题乐府”.元和十二年,元稹在«乐
府古题序»中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

篇,无复倚傍.”①元稹认为风雅传统落实在具体的诗体中就是“乐府”,魏晋南北朝以及初盛唐时期的

“乐府”只是沿袭旧名,“新乐府”或“新题乐府”②才真正继承面向社会现实的风雅诗教精神和传

统———“即事名篇,无复倚傍”.按照元稹的解读,中唐确实出现了新乐府诗创作的一股风气,而盛唐

诗人杜甫则是这个新乐府运动的开创者,并将杜甫及其创作树立为现实的榜样.元、白之所以追源

到杜甫,确实是受到杜甫本人理论意识和创作的影响: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诗序中明确提出,要
复兴“比兴体制”,要求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反映现实问题,这类诗在元、白看来最具有他们所倡导的

“新题乐府”精神,正是沿着这个逻辑,“诗史”逐渐指向反映“时事”和现实社会问题的“新题乐

府”③———事实证明,白居易强调风雅美刺诗学对后代的影响超过元稹.不仅如此,在后代人看来,最
有代表性的“新题乐府”就是“三吏”“三别”———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只是不完整的列举,但指向性

很明确,因此,“三吏”“三别”这两组诗此后逐渐与“诗史”概念建立坚强、稳固的联系,从而被视作“诗
史”性质诗歌的典范和代表.

经过«新唐书»作者的发挥,“诗史”在保留叙事性、纪实性等表达手法这一基本内涵之外,孟启原

来强调的再现个人日常生活则转化为再现社会重大现实———“时事”,即如明代胡震亨所谓“以时事

入诗”(«唐音癸签»卷二十六),因此具有政治评价和伦理评价的意义———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生疾

苦,即所谓“忠君爱国”,诗歌不应该反映个人日常生活,而应该反映重大时事,而如此一来,孟启原来

对杜甫不幸遭遇报以同情这一隐含的情感立场也就完全丧失———人们赞美杜甫的家国情怀,却忽视

对杜甫作为个体生命不幸命运的关注和同情.宋代黄庭坚说:“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
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后代解说者大多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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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第６７４页.
元稹两年前«叙诗寄乐天书»观点(“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与«乐府古题序»文对“新题乐府”的内涵理解

不同,后者更近于白居易.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单列“新乐府辞”一目,其中收录了杜甫诗«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兵车行»五首,而白

居易«与元九书»所提及的“«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却没有收入(«乐府诗集»收录杜甫诗歌情况是:“横吹曲辞”２
题１４首,“相和歌辞”２题４首,“杂曲歌辞”１题３首,“新乐府诗”６题６首,一共收录杜甫诗歌１１题２７首),同时,郭茂倩在“新乐府

辞”目下列出“新题乐府”只收录元、白的作品,这表明郭茂倩与元、白关于“新乐府”诗观念的重大差异(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

定»,«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３期.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唐代“乐府”以及“新题乐府”概念的内涵、外延、指称对象有很大的争论),
我们要强调的是二者的差异不仅是对诗歌体式的认识不同,而且在价值观上也存在不同,质言之,元、白追认杜甫诗歌为“新乐府”,
所关注的不是诗歌体式,而是诗歌的政治倾向和伦理价值.



处“史笔”解释为客观的态度以及具体的史著写作手法①,其实是一种误读.陆游说:“千载诗亡不复

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尝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读杜诗»)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就

说:“唐杜子美之诗,或谓之诗史者,盖可以观时政而论治道也,流连光景云乎哉!”(«曹上开汉泉漫稿

序»)黄庭坚、虞集强调“诗史”的伦理内涵,陆游强调杜诗继«诗经»(近于«诗经»),恰恰回归儒家传统

的“春秋笔法”观和诗史观———以诗继史,经、史合一,诗、史二者共同通向政治.“春秋笔法”显然并

非单纯的“笔法”,“隐”包括所隐之事,更包括隐含的立场.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

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因为诗中存史,所以孟子认为史可继诗;又因为诗与现实政治有联

系,读诗自然要“知人论世”,当然,此“史”并非一般个人之史,而是“时事”———国之史,国史之叙述中

既包含事———叙事性、纪实性、再现性,也包含特定的价值观———政治观念和思想倾向.司马迁说:
“«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所强调者并不仅仅要求单纯“显”事,也要求在“显”事也含蓄地

“显”露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和思想立场,三国时韦昭就说:“推见事至于隐讳,谓若晋文召天子,经言

‘狩河阳’之属”②.后来,王夫之对“诗史”概念单纯叙事性、纪实性之内涵的批判,所依据的正是以诗

继史这一儒家诗教传统.经过这一循环,认识似乎回到起点,却已远离了孟启的立场.
杜甫从生前颠沛流离的落魄诗人到身后被万人景仰的诗圣,在这一提升过程中,“诗史”是最早

的定性评价.从孟启到«新唐书»,“诗史”承袭叙事性、纪实性这一表达手法之意义外,还增加价值评

判之意义,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今天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其内涵兼顾表达方式和内容;所叙之

事与指称对象也发生了方向性的调整,由叙个人之事转变为叙“时事”———时代之史,所指杜诗范围

也由“流离陇蜀”扩展到此前此后之杜诗,与中唐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建立了联系,
“三吏”“三别”逐步获得了“诗史”典范的地位,这基本上奠定了我们今日对“诗史”概念的理解.从杜

甫的创作到孟启对其性质的追认,再到«新唐书»的更新理解,这一过程既是对杜诗创新性和丰富性

的发现,也是对一种创作传统的自觉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实与中晚唐五代北宋前期的政治、经学与文

学运动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责任编辑　刘　培]

１５１«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

①

②

参见杨经华:«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６ ４３页.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３０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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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甲骨文“呙”字说到殷人的忧患观念

晁 福 林

摘　要:甲骨文“ ”(或写作 ),当释为“呙”,在卜辞中多读为“祸”,过去将甲骨文“ ”字释读为“祸”,

实为鸠占鹊巢.“ ”当依于省吾先生说读为“咎”.它与甲骨文“祸”字虽然同与灾害有关,却有不少区别.

主要是在卜辞里,祸由人起,而咎自外来.殷人的灾患观念里既有对神灵的迷信,又有一定的反省精神和

深深的忧患意识,还有一些勇于担责的气魄.战国时期,孟子论国家存亡之机曾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的著名论断.商王朝立国五百余年,与殷人浓厚的忧患意识是有关系的.

关键词:殷商;卜辞;灾害字;忧患意识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１８．０４．１２

过去所认定的甲骨卜辞里的灾害字,这些字的内涵往往有一定的差别.细致缕析其间的差别,
有利于认识殷人的灾患观念.这些灾害字里比较典型的是“”和“ ”.今试作探讨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甲骨文“”(或写作 ),卜辞习见.关于这个字,学者早有论析.郭沫若先生认为字上面的点画

状,是烧灼痕,而灼处呈黑色,所以这个字“当是‘黑’字初文.象卜骨以火灼处呈黑也”.唐兰先生对

此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骨上灼痕无由代表黑色”,黑字起源与此无关,且“殷人于黑色用‘幽’
字”① ,所以释“黑”之说不可取.除了将此字释“黑”之说以外,还有释为“墨”② 、“卣”③ 、“齿”④ 、
“曾”⑤ 、“ ”⑥ 、“體”⑦ 、“骨”⑧ 、“ ”⑨ 等说.诸家考证每有卓识,亦多有互相辩难指摘之处,诸家意见

大体一致者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将这个字释为“黑”、“墨”皆从甲骨灼痕之颜色取意,但在相关卜辞中除了习见的“ 犬”可以

释为黑犬而语意恰适以外,馀皆不合,且卜辞中另有“幽”字表示黑、墨之意,所以此说不为论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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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从这个字的字形来看,以字形为据释此字为“卣”或“齿”,难以取信.这是因为卣形、齿形

皆与甲文这个字的字形不合.学者多认为这个字类似卜骨之形,因此以字形似骨为据释为“體”、
“骨”、“ ”等,皆有一定道理,却难以通释相关卜辞.

其三,释为“曾”或“ ”,皆以这个字形上排列的点为说,虽然与这个字上的点状画相类,但与整

个字形则不合.将这个字读为“曾(增)”、“ (迷)”尽管能够释读个别卜辞,可是,于大部分卜辞则难

以释读.
姚孝遂先生分析诸家之说,指出这些考释论析“‘ ’、‘ ’之形体,诸家说解皆不足以令人信

服”①.这个评断,切合实际,亦至为矜严.
总之,甲骨文“”(“ ”)的字形是骨之象形,而非其他物品(如卣或齿)之状,“ ”字的上部乃是骨

臼之形.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大多数专家将甲骨文“”、“ ”与“ ”相混同,认为两者不仅形体相近,
而且义亦相同,皆以灾害字进行概括.所以,有必要将这两类不同的字进行辨析.

二、鸠占鹊巢:甲骨文“”与“”的纠葛

我们先说关于“”字的考释,这个字应当与«说文»的“冎”字最为接近.«说文»云:“冎,剔人肉置

其骨也,象形.”段玉裁举«周礼秋官掌戮»“杀王之亲者,辜之”和«列子汤问»“楚之南有炎人之

国,其亲戚死,剐其肉而弃之”以释其义,并谓“冎,俗作剐”②.从«说文»的训释看,冎的本义即割肉使

之离骨.由于骨肉粘连,难以剔除干净,所以骨上往往会残留点点肉块,“ ”字本身正是象剔肉后所

余之骨的象形.由此看来,把“ ”释为“冎”,本来是恰适的,诸家却把甲骨文“冎”字释给了甲骨文

“ ”,从而有了我们上引诸家的那些考释.因此我们不得不来简略讨论一下关于“ ”字的问题.
关于“ ”字,前辈学者的释解主要有如下几种:王国维释为“乩”,叶玉森释为“戾”,华石斧释为

“卟”,胡厚宣释为“祸”,唐兰释为“卣”等③.郭沫若起初以为它是“‘繇兆’之‘繇’之本字,象契骨呈兆

之形”,但以为这个 字“可通假为‘卣’”,从而读若“繇”④.后来又认为“其作 者当即冎字”,“冎、骨
同纽,义亦相禅”⑤.进一步研究后,郭沫若又指出在甲骨文里,“ ”为正体,而“ ”、“ ”诸形则为此

字之简略写法⑥.他曾举同版卜辞为证,断定“ ”字必当读为“祸”.这版卜辞今见«合集»３４７９７片.
此版载卜旬之辞多条,皆作“旬亡 ”,独第三辞作“旬亡火”,是火与 同音.郭先生由此断定,火的古

音读若“燬”,呙读若“化”,两字同纽,则 当读为火(祸)音,可证“ 之为呙,确不可易”⑦.后来,张秉

权先生亦谓“‘火’假借为祸,是音近的关系”⑧.
按,读此字为“火”的说法,值得再检讨.“火”与“祸”两字虽然今音相近,古音却相距较远.“火”

为晓纽微部字,而“祸”为匣纽歌部字,无论是声纽抑或是韵部,皆不大可能通假,“火”与“呙”虽然皆

为喉音字,但一为次清,一为全浊,并不能视为同纽字.因此,以“火”、“呙”同纽而论定“ ”字音读,
难以取信.以声类求之,笔者认为«合集»３４７９７片的“旬亡火”的“火”字当读若“祟”.“火”古音属微

部,“祟”属物部,两部阴入对转,有通假的条件.“旬亡火”,即旬亡祟.“祟”为神降之祸,与 之义略

有区别.总之,此版卜辞,既贞问“旬亡 ”,又贞问“旬亡火(祟)”,是因为两者所问的问题有别,因此

不能作为 一定读为“火”的证据.

３５１从甲骨文“呙”字说到殷人的忧患观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姚孝遂关于“ ”字考释的按语,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３册,第２１５８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四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６４页.
诸家考释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３册,第２１５８ ２１５９页.
郭沫若:«甲骨文字考释释繇»,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８册,第４３ ４７页.
郭沫若:«殷契余论骨臼刻辞之一考察»,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７册,第５０８页.
郭沫若:«殷契粹编»第１４２８片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７１９页.
郭沫若:«殷契萃编»,第７２０页,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第３１片考释,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４册,第４６页.



在相关的研讨中,学者多认可于省吾先生的说法.于先生从古音韵读的角度举三证说明它即为

后来的“咎”字①.其论证凿凿有据,令人信服.«易经豐(丰)卦初九»爻辞谓“遇其配(妃)主,虽
(唯)旬无咎,往有尚(赏)”②,意谓遇见女主人,实为吉利之事,可得旬无咎,前往行事会得奖赏③.
«易经»成书年代可以溯源到殷周之际,其所云“旬无咎”,足可与在卜辞里习见的“旬亡 ”相对读.
这应当是于先生之说的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学界趋于一致的认识,就是“”与“ ”是不同的两个字.虽然皆以骨形为轮廓,但其

所表示的内容有别.“”表示剔肉未彻底弄净之骨,当释为“冎”;“ ”则表示占卜之骨,唐兰先生断

定释为“ 不得同释为冎”④,是正确的说法.
总之,将“ ”释为“冎”,并且读若“祸”的旧释,对于甲骨文“”、“ ”而言,实为鸠占鹊巢.辨析两

者之间的纠葛,结论应当是把“冎”字初文,还给甲骨文“”、“ ”,而“ ”则不预焉.

三、从卜辞用例看“(呙)”、“(咎)”之别

如前所述,甲骨文“”原为残留肉屑的骨形,当释为“呙”,在卜辞中可读为从“呙”的“祸”或“剐”.
甲骨文“ ”,在骨形内从“卜”,是为卜骨之形,当释为“咎”.从两个字在卜辞中的用例,可以完全确

定两者之别,而不再混同.
首先,两者虽同为灾害字,但用途和意义判然不同,简言之即祸关人鬼,而咎自外来.请看下列卜辞:

　　(１)贞隹(唯)父乙祸王.
(２)贞,禦王祸于羌甲.
(３)禦祸南庚.

勿于南庚.
(４)禦王祸于妣癸.

勿禦王祸于妣癸.
(５)禦祸于妣己.

勿禦祸于妣己.
(６)王祸隹(唯)蠱.
(７)贞,子渔祸隹(唯)母庚 .⑤

上引皆武丁时期的卜辞,第(１)辞贞问是否父乙祸王.此辞有对贞之辞,问“不隹(唯)父乙祸王”.还

有两条对贞卜辞问造成王祸者是不是父乙.还有贞问是否“告王咎于父乙”⑥.都说明父乙与王咎有

密切关系.第(２)辞贞问是否为御王祸而祭祀羌甲.“禦”原作 ,楷写作 ,自罗振玉、王国维以来,
学者皆释为“御”,读为“禦”,用为祭名,多认为是攘灾之祭.然“禦”和“攘”有相同处,亦有一定区别.
“禦”之本义为禁、为止,有后世所谓的预防、抵御之义,有防祸于未然之义⑦.而“攘”则主要是却除,
为祛祸于已然之义.无论是防祸,抑或是攘灾,皆是保佑,是对时王的爱护.在这方面,禦、攘是一致

的.第(３)辞贞问是否预防灾祸而祭祀于南庚.辞中“南庚”前省略了“于”字.从以上三条卜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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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２３１ ２３２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６７页.
关于«豐(丰)卦»初九爻辞的解释参考了高亨先生的说法,见«高亨著作集林»第１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８８

３８９页.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２册,第２１６０页.
上引６条卜辞依次见«合集»第２０１、１７９５、７２１、１０１３３、９１５、２０１片,«英藏»第１２２片.
见«合集»第２２３５、９７４片.
«周礼天官女祝»:“掌以时招、梗、 、禳之事,以除疾殃.”郑玄注:“梗,禦未至也.除灾害曰 , 犹刮去也.却变异曰

禳.禳,攘也.”孔疏:“梗者,禦捍恶之未至.”(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第６９０页)按,«女祝»之“梗”,依原字读,有阻塞

义.其除殃四事,招、梗盖当为一事,请神以御灾; 、禳为一事,祈神以除灾.卜辞里的“禦”当与“梗”相类,为防御未至之灾.



在当时的观念里,可能给商王武丁造成灾祸的是其父小乙,而可以预灾祸发生的是羌甲和南庚,其间

的原因值得深思①.第(４)(５)两辞皆贞问是否祭于女性先祖来预防灾祸.妣癸是中丁的配偶,妣己

是武丁之母②.禦祭女性先祖事亦见于商代彝铭.«我方鼎»载“我乍禦祭祖乙妣乙,祖己妣癸”③,即
其一例.第(６)辞贞问王祸是否由蛊而引起.同版还有一条对贞卜辞,从反面贞问同一问题.“蛊”
多认为指虫毒.在关于疾病类的卜辞里,确当如此理解.说灾祸之源固然亦可如此为释,但“蛊”字
初义,尚有另外一解.«说文»谓:“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枭磔死之

鬼亦为蛊.”其所云“蛊”,实为两类,一为虫,一为鬼.所谓“枭”,指断人之首而悬于木.所谓“磔”,指
裂解肢体而杀之.枭磔而死者又称“厉鬼”,«礼记月令»郑注谓“厉鬼为蛊”,与«说文»所云“枭磔之

鬼”相符.殷代以各种方式杀死人牲为祭者甚多,也许这些被枭磔之人被视为能够为祸的“蛊”.所

以有此贞问.总之,这两条关于王祸是否由蛊而引起的卜辞,虽然不是判断祸由人起的有力证据,但
也不能成为一个反证.第(７)辞贞问给子渔带来灾祸是不是母庚为 的结果.武丁卜辞所称的“母
庚”,当即小乙的配偶“妣庚”.可以推测,若武丁是祖丁与“妣己”之子,则子渔的嫡祖母当为妣己.
妣庚与妣己同为祖丁配偶,子渔非妣庚的嫡亲孙子,所以怀疑她为祸于子渔,故而有此贞问.

我们再来看关于“ (咎)”的占卜.卜辞习见的卜旬之辞每贞问“旬亡咎”,卜夕之辞每贞问“今
夕亡咎”,王宾卜辞每贞问“王宾某亡咎”,此类卜辞,多至不可胜记.除此之处,还有如下的一些,值
得注意:

　　(８)戊辰卜宾贞,兹邑亡降咎.
贞,兹邑其 降咎.

(９)壬寅卜 贞,不雨,隹(唯)兹商 (又)乍咎.
贞,不雨,不隹(唯)兹商 乍咎.

(１０) 贞,洹其乍兹邑咎.
贞,洹弗乍兹邑咎.

(１１)贞,帝其乍王咎.
(１２)庚戌卜 贞,王 梦,不隹(唯)咎.

贞,王 梦,隹(唯)咎.
(１３)贞,兹雨不隹(唯)[咎我].④

上引皆武丁卜辞,第(８)辞贞问兹邑(即大邑商)是否会降下罪罚.这类卜辞数量不少,但多不说行罪

罚者是何人或来自何方的问题.从“降”字来看,这类罪罚当来自帝(天).还有卜辞谓:“戊申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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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王位承继,在阳甲、小乙以前正值«史记殷本纪»所谓“九世乱”的阶段,其间的许多具体情况难以确知,但王位继统之

争当为“九世乱”的主要内容.从卜辞所载御祸于小乙与祈佑于羌甲、南庚的材料,可以略加推测如下:商代行兄终弟及之制,羌甲和

南庚皆弟及而继位者,但均传位于兄之子,武丁之父小乙当传位于其兄阳甲之子,但却由己子武丁继位,可以推测在礼制方面,小乙

不满武丁,所以武丁担心其父作祸于己.小乙一辈历四王才传于子辈,而羌甲、南庚皆仅弟及一次就传位于子辈.在武丁看来,羌
甲、南庚当是支持传子者,所以祈佑于他们.这个推测能否成立,尚待更多资料的出现和诠释.

武丁的祖母(祖丁的配偶)亦称“妣己”,当是武丁时期的卜辞多有所载的“高妣己”.杨树达先生说“高妣己殆是祖丁之配”
(«卜辞琐记»二十三,«甲骨文献集成»第８册,第２９６页),甚是.

«我方鼎»,«集成»２７６３.
依次见«合集»第７８５２、７７６、７８５４、１４１８２、１７４０３、１２８８９片.



降咎.”①此辞的“白”,当指某种白色的天象.据郑玄说,殷人虽然尚白,却以“纯白”为凶.所以有“白
降咎”之辞.(９)辞贞问不下雨,是否于商邑引起灾害.“乍”读为作,训“起”、训“为”.“乍咎”,意犹

«礼记缁衣»引«太甲»所言“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的“作孽”②,意即引起灾害.第(１０)
辞贞问洹水是否对此邑造成灾害.第(１１)辞贞问上帝是否对商王造成灾害.«合集»１４１８３片有辞

反面贞问“帝弗其乍王咎”③,第(１２)辞贞问王又有梦,这是否意味着有灾害.第(１３)辞贞问,这场雨

是否为害于我.
总之,从卜辞记载看,“ (咎)”与“(祸)”两者相同之处仅在于它们都可以用作灾害字.但却有

如下的不同:
其一,灾害的来源有别.能够引起或预防“(祸)”患的皆是先祖,见于卜辞所载的有父乙、父甲、

羌甲、南庚、祖乙、妣祭、妣己等.可以说“(祸)”的发生皆与人有关.甚至人身体的一些变化也与“
(祸)”相关④.后世虽然将生祸之由扩而大之,谓“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⑤,但商代并非如此.殷人

所谓的“祸”患,皆与人事相关,而与“天”无涉.«尚书高宗肜日»篇说“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意即

不是天夭折民命,而是人自己中绝其命.其表达的意蕴与卜辞关于“ (祸)”的记载是合拍的.后世

所说“天灾人祸”⑥,亦可谓与之不谋而合.分析相关卜辞,可以说,殷人所理解的灾害之源可以概括

为:“祸”自人成,“咎”从外来.这里应当加以说明的是,卜辞里的从外来的“咎”有些要通过使人出现

差错而造成灾害.
与“祸由人起”显然不同的是,卜辞所云的“咎”皆自外来,并且引起“ (咎)”害者无一是先祖神

灵,“咎”则只与“帝”(亦即天)、雨、风等有关,还有作为自然环境的“洹水”.可以说除了人自身的过

错以外,“ (咎)”皆指自然发生的灾害.«国语周语»有“天灾降戾”之说,颇合商代“ (咎)”自外来

的意思.
其二,两者虽然皆与灾害有关,但两者的性质和程度却不一样.卜辞中由自然(如风、洹水等)以

及做梦所引起的“咎”,指灾害而非过错.但卜辞所谓“降咎”、“乍咎”、“旬亡咎”等的“咎”,除了有灾

害之义以外,还指人之错误.“咎”之初义为“过”,«尚书盘庚»“非予有咎”、“非汝有咎比于罚”,蔡
沈释咎为“过”、“罪”⑦.跟“呙(祸)”相比,“咎”的灾害较小较轻,指过错、小罪.习见的卜旬之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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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第１６４７５片.按,“白”在卜辞里多用作地名或酋长之称,亦指白色,如“白马”“白牛”“白人”“白黍”等.关于此辞的

“白”,不当读若“伯”.其意可能指白色之天象或气象.汉儒郑玄认为“纯白”为凶.«礼记明堂位»“殷人白马黑首”,郑玄注“黑首,
为纯白凶也”,孔疏“纯白似凶,故黑头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１４９０页).«礼记檀弓»有“殷人尚白”之说,裘
锡圭先生指出此说“究竟有没有真实性,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目前恐怕很难得出公认的结论”(«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

重视»,«裘锡圭学术文集»第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０５页),这是很正确的判断.卜辞所云“降咎”的“白”,究竟为

何,尚无法确知,只能推测它指一种天象或气象.卜辞有几条“ 白”之辞(见«合集»第３４４４、１５０１４、２００７９等片),若“ ”读若“侑祭”
之“侑”,则“白”当为受祭之神灵.

«孟子公孙丑上»曾两引«太甲»此语,作“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与伪古文«尚书太甲»此语意思完全相同.
“孽”,«尚书太甲»伪孔传“孽,灾”,«荀子成相»“主之孽”杨倞注“孽,灾也”,是皆为证.卜辞的“帝”“雨”“洹”等的“乍咎”,类乎

«太甲»所谓的“天作孽”.卜辞所云“其于一人咎”(«合集»５５７)、“余咎”(«合集»２１２９４)、“我有作咎”(«合集»６０８６)、“王梦隹咎”(«合
集»２７２)等则类乎«太甲»的“自作孽”.

按,«合集»第１４１７４ １４１８６诸片,都是贞问帝降灾之辞,不过皆为残片,难以复原全貌.
关于人身体的某些变化与灾害有关,可举一条卜辞进行说明.«合集»第１７２２１片谓:“贞,王呙隹(唯)眉.”人年老时眉毛有

变,有几根眉毛会长而硬,占卜者和商王可能注意到这个变化,所以贞问眉毛的这个变化会不会是王呙(祸)之源.当时似乎还没有

后来周人的“眉寿”的概念.«诗经小雅七月»“以介眉寿”,毛传“豪眉”,孔疏“人年老必有豪眉秀出”.周人以秀眉为长寿之征,
而殷人则以为灾祸之象.这是两者理念的一个差异.

«墨子法仪»,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２２页.
关于“天灾人祸”,较早的记载见于«册府元龟»言南朝社会乱象,谓“天灾人祸,屡焚宫掖,宫府台寺尺椽无遗”(王钦若等编,

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第３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３３２页).又如宋儒王应麟谓:“心与天道相反,事与圣人相悖,故
太平之典方举而天灾人祸随至者多矣.”(王应麟著,栾保群等校点:«困学纪闻»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８１
１３８２页)“天灾人祸”之说,北宋以后成为习语,沿用至今.

蔡沈:«书集传»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９９、１０１页.



思是贞问商王朝及商王个人这一旬会不会出现过错而引起灾害.过错是人所犯的错误,而灾害却不

一定由人之过错而引起.卜辞的“余有咎”,“余一人咎”,意即«盘庚»篇所谓的“予有咎”,皆是商王个

人过错之意,与灾害尚有所区别.人之错误可以造成灾害,但它本身并非灾害,也不一定造成灾害.
卜辞中所载“(祸)”,指可能或已经发生的灾害,与可能引起灾害的“咎”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为

皆与灾害有关而混同.卜辞记载关于是否有祸的贞问绝大部分是为商王所进行的,只有一条是关于

子渔的,两条是关于妇好的,而大臣则不预焉①.
其三,在殷人观念里,“祸”所造成灾害的程度要高于“咎”.请看相关卜辞:

　　(１４)戊辰卜, 贞,王祸龙.
(１５)贞,王祸,異(禩),其疾不龙.
(１６)贞,王祸其虐.②

上引第(１４)辞,王祸是否“龙”,贞问王祸(龙)的卜辞习见.这个“龙”字,甲文原作“ ”,诸家考释多

异说,愚以为这个字释“龙”字之简体较优.龙本为想象中之神物,可以有多种形态,非如马牛豕犬等

动物可以准确细致描画.“龙”字繁简不一,甲骨文“ ”简要画出了龙的关键内容.饶宗颐先生指出

这个字即“龙”字,还指出:“«广雅释诂»:‘龙,和也.’«诗»‘何天之龙’,«传»训龙为和.故 甲即和

甲.今本«纪年»:‘阳甲名和.’«大荒北经»郭注引«竹书»:‘和甲西征得一丹山.’此 甲为和甲,即阳

甲.”③说甚有据,可从.“王祸龙”,意即王祸是否和缓.第(１５)辞的“異”,读为禩,即“祀”字异体.此

辞意谓为王祸而进行祭祀,王之疾病是否会和缓.第(１６)辞贞问王祸是否会更加暴虐.这些都可以

说明“祸”之灾害大于“咎”.
其四,“(祸)”可以通过祭祀而预防其发生,而“ (咎)”则无法预防,因此卜辞虽然有数量甚巨

的关于“ (咎)”的卜辞,却无一例对其进行禦祭者.
其五,“”可以释为“呙”.段玉载和朱骏声都认为,它的俗字作“剐”.甲骨文“”释为“呙”,可以

读若动词“剐”.卜辞多见的“犬”,即当读若“剐犬”,指杀犬剔骨取肉.剐作为一种用牲方式,在商

代只对犬、豕之牲如此处理.如卜辞谓:

　　(１７)贞,帝(禘)于东,埋剐豕,燎三 ,卯黄牛.
(１８)贞, (侑)出西母,剐犬,尞三羊三豕,卯三牛.④

上引第(１７)辞谓,在禘祭于东方的时候,将剐下的猪肉瘗埋于地,在火堆上烧三只专为祭祀而圈养的

羊,还对剖一头黄牛为祭品.第(１８)辞贞问侑祭于西母时是否采用如下方法献祭,即剐犬肉,在火堆

上烧三只羊、三头猪,对剖三牛.检卜辞中关于“咎”的用例,则只用为名词而没有用为动词之义者.
简言之, 与 是既有相似点又相互区别的两个字.从字形上看, 与 为一字, 与 一字,而

与 形体差别较大,应当是不同的两个字.从词性上看, (祸)可释为“呙”,用作动词,指杀犬剔骨取

肉,而 (咎)只能用作名词.从用法上看,两者在卜辞中皆有表示灾害的意思,但又有明显的区别.
“祸”关乎人鬼,涉及人事,其发生皆与人相关,而“咎”从外来,其来源多与自然相关联,以使人犯错的

方式造成灾害.“祸”在卜辞中限定为可能或已经发生的灾害,而“咎”既指灾害,又指人的过错,人之

过错不一定引来灾害.“祸”所带来的后果虽高于“咎”,但“祸”灾可以通过禦祭进行预防.总之,
与 是有显著区别的两个字,不当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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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渔的记载见«英藏»第１３３片,关于妇好的记载见«合集»第１７３９１、１３９９９片.按,卜辞除了商王室人物外,还每对大臣

贞问关于“咎”的问题.这与祸之用亦有差异.
依次见«合集»第１７２３０、４６１１、１７２２４片.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卷五,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１６册,第２７２页.
以上两辞依次见«合集»第１４３１３、１４３４４片.



四、浅议殷商时代的灾患观念

外部世界给殷人带来无限忧虑,一个谜团套着另一个谜团,一个困惑牵出另一个困惑.对于难

以了解的世界,殷人解惑的主要方法便是贞卜和筮卦.现在我们见到较多的是殷人的贞卜.商代卜

辞数量甚巨,其中祈福之辞较少,而关乎灾祸之辞则习见.卜辞中的灾害字则较多,如:

　　表示灾害的“呙(祸)”;
表示过错的“咎”和“ ”;
表示毁坏的“摧”;
表示灾祸的“ (祟)”;
表示水患的“災”;
表示伤害的“ ”;
表示差错、侵犯的“齿”;
表示伤害的“( )”;
表示过失的“ (尤)”;
表示灾咎的“ ( )”;
表示罪孽的“ ”

等等.这些字,在卜辞中皆有大量辞例,说明商人对于灾患的高度关注.殷人除了盛行占卜以外,还
行筮卦.这些都体现了殷人强烈的灾患观念.«易传系辞下»曾经敏锐地指出: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

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

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

虚行.
这段话的要领是说,易卦兴盛,是因为作«易»者有忧患意识,人世之事变化无常,所以相关的认识也

会每每变迁,人们出入内外皆要有畏惧之心,要明白忧患会随时降临.所以要时时贞问,祈求逢凶

化吉.
与后代相比,商代也一样有雷电暴风、洪水横流、社会动荡,只不过在天灾人祸面前殷商时代抵

御的能力还比较弱,伤害也较大,因此人们的忧虑之心情也就更为强烈.商代的生产处于较低水平,
对于水、旱、风、蝗虫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救助以及抑制社会动荡的能力还较弱.就拿都城来说,它
是社会生产力高低的重要标识,商代都城却屡次迁徙,致有“前八后五”之说①,水患是殷都屡迁的重

要原因之一.关于屡次迁徙的商人的生活,用«尚书盘庚»篇的话来说就是“荡析离居,罔有定极”,
很不稳定.商王朝虽然武力强盛,但毕竟是方国部落联盟的社会结构,而非后来的周秦汉唐那样的

强盛国家,所以外族入侵及战争并不少见.在内外忧困的局面下,殷商时代人们的忧患意识十分强

烈,可以说所有的占筮和占卜活动背后的根本动因就是其忧患观念.战国时期,孟子论国家存亡之

机曾有“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②的著名论断.以此看来,商王朝立国五百余年,与殷人浓厚的忧患意

识是有关系的.
若与周代人的祭祀相比较,可以说周人的祭祀以祈福为主流,而商人则以防灾为要务.卜辞所

表现出来的殷人灾害观念有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殷人特别关注灾害的来源.在殷人看来先祖神灵固然能保佑殷人,但亦常常责罚殷人而

降灾.按照商王盘庚的说法,先祖神灵会“崇降弗祥”(重下灾祸),会责罚殷人让其“罔弗能迪”(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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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尚书盘庚上»孔颖达疏引班固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１６８页.
«孟子告子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第２７６２页.



自免)①.
除了先祖神灵以外,殷人认为可能造成灾害的还有自然神灵.如帝(亦即天)、风、雨、雷、洪水

等.今举关于“帝”的几条卜辞,以为代表.如:

　　(１９)贞,帝不降大旱.九月.
(２０)贞,帝不惟降摧.
(２１)丙辰卜, 贞,帝隹(唯)其冬(终)兹邑.
(２２)贞不隹(唯)帝 我年.

王占曰:不隹(唯)帝 .②

上引第(１９)辞贞问帝(亦即天)是否会降下严重旱灾.卜辞有不少关于帝降旱灾的卜辞,独此辞贞问

“大旱”,引人注目.第(２０)辞的“摧”,于省吾先生说“指摧毁性灾害为言”③,此辞表明,帝(亦即天)可
降下摧毁性的大灾.第(２１)辞贞问帝是否会终结兹邑之命,意即彻底毁灭此邑.此版有两组对贞卜

辞,皆贞问同一问题,可见对于此邑命运的担心.第(２２)辞贞问帝是否会对今年的收成造成患害.
此版的反面,刻有商王的占辞,谓不是帝为害年成.这些贞问,一方面说明殷人认为以“帝”(亦即天)
为代表的自然神灵降灾范围广、程度严重,对于殷人造成伤害之大超过先祖神灵;另一方面也怀疑这

些灾害是不是帝所造成的,对于灾害的来源是有疑问的.由于卜辞皆为疑问而贞问,所以对于所有

的致灾对象都非绝对肯定,而是疑问之辞.
其二,以前多认为凡属灾害者,皆为一律,不曾注意到其间程度之别.其实,殷人对于灾害的后

果以及程度是有所区别的.请看如下几条卜辞:

　　(２３)丁亥卜,丙贞,子商亡终,在咎.
丁亥卜,丙贞,子商 终,在咎.

(２４)贞 方出,不隹(唯)祸,我在咎.
(２５)甲辰贞,兴方来,隹(唯)祸,余在咎.

兴方来,不隹(唯)祸,余在咎.
(２６)癸酉卜,又(有) ,在咎.
(２７)贞,王祸不隹有 .
(２８)贞,王祸其虐.
(２９)贞,祸虐,屆.④

上引第(２３)辞贞问的大概意思是:名子商者会不会生命终结(即死掉),抑或只是遭点罪(“在咎”).
辞中的“终”字,原作“ ”,或释为“断”,愚以为释为“冬(终)”字之异,似较优.释中的“在”,义当为

“终”.清儒郝懿行指出“在,是察之终也”⑤.“咎”,为过也,在卜辞中指小过小灾.“不隹呙(祸)也,
在咎”,意谓不是什么大灾祸,最终只是小灾而已.第(２４)辞贞问 方出兵来侵犯,是否会造成灾祸,
抑或只是小麻烦.第(２５)辞为对贞卜辞,从正反两方面贞问兴方来侵是外来之祸,抑或是由我之失

误而引起的麻烦(“咎”).所谓“余在咎”,亦有察余之咎的意思在内,即由“余”的错误而引起之麻烦.
第(２６)辞贞问是否有祸患.第(２７)辞贞问王之祸会不会对王有伤害.第(２８)辞贞关于王的灾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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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尚书盘庚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１７１页.
上引四条卜辞,依次见«合集»第１０１６７、１４１７２、１４２０９、１４１２４片.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２２６页.
上引几条卜辞依次见«合集»第２９４０、６０８８、６５３０、３２７８８、１７２２４、１４３１９(反面)等片.
“在”有察、终之义,清儒郝懿行曾举多证予以说明.他指出“在、察一声之转”,可以通假.并谓“在”之意谓“察之终也.«尚

书大传»云‘察者至也’,至亦极也,极亦终也.«书»‘平在朔’,«易»«史记五帝纪»‘作便在伏物’,在亦训察.按春夏秋皆言平秩,唯
冬言平在,冬为岁之终,察之训终,此亦其证.«左氏»成十六传‘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昭十二年传‘将何以在’,在亦终矣.”(«尔雅

义疏»上之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２９、３４８页)



不会更厉害.虐,有暴之义.«尚书金縢»“遘厉虐疾”,伪孔传:“虐,暴也.”①是为其证.我们前面

所引的第(１４)辞有“祸龙”之辞,意为灾祸和缓,跟此辞的“祸虐”,恰成对照.可见殷人对于灾祸的发

展变化走向也是关注的.第(２９)辞贞问祸已很严重,是否到了顶点.辞中的“屆”,原作“ ”,过去多

释为“由”,愚以为当释为“屆”②.其有缓和与极至二义,此二义均可用于解释本条卜辞,但卜辞已有

以“龙”(读“宠”,意为和)释王祸之缓和.所以此处的“屆”释为“极至”较优.从上引几条卜辞可以见

到灾祸的走向,主要有和缓(“祸龙”)、小事一桩(“在咎”)、有伤害(“有 ”)、有麻烦(“齿”)、结果很严

重(“虐”)、后果最严重(“屆”)等.这些分类,表现出占卜者对于灾害关注的忧心忡忡.
西周初年,周公曾经盛赞“殷先哲王”,指的是“自成汤咸至于帝乙”.周公说他们有“成王畏相”、

“厥棐有恭”的戒惧心态③.周公所谓的“哲王”即后世所谓圣贤.后世的智者每言圣王有戒惧之心,
如朱熹即谓:“无时而不戒慎、恐惧一生战战兢兢到死时方了.”又谓:“古之圣贤,战战兢兢过了

一生.”④卜辞所见如下三类事情,有共同之处,第一,商王每日必卜、每事必卜;第二,时常贞问自己会

不会出差错;第三,某一时段内(如一旬、一日、今天晚上)会不会犯错.这三类情况的共同点即在于

这些贞问的动因都是包括商王在内的殷商时人普遍的戒慎与恐惧心态.若说这些“殷先哲王”,一生

皆战战兢兢而心存忧患,该是可以的.
其三,殷卜辞对于灾祸的贞问表现出一定的反省意识.卜辞所言“乍咎”,犹言“乍孽”.伪古文

«尚书太甲»载太甲接受伊尹训诰以后,幡然改悔,说道:“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意谓

天灾可躲避,自己造成的灾则不可遁逃⑤.太甲认识到自己“乍孽”的严重危害,这应当是他自身反省

的结果.卜辞里有一些关于“乍咎”的辞例,如:

　　(３０)辛卯卜,丙贞,王 (又)乍咎.
辛卯卜,争贞,王亡(无)乍咎.

(３１)庚申卜, ,我 (又)乍咎.
庚申卜, 贞,我亡(无)乍咎.⑥

上引第(３０)辞贞问商王个人是否会做错事.第(３１)的“我”,赵诚先生指出:“后代的‘我’,可以代个

人,也可以代集体,卜辞的‘我’,未见代个人者.”⑦本辞中的“我”当指商王朝而言.此辞贞问我们商

王朝是否出错.这两例皆是对贞卜辞,表现出商王对于自己会不会犯错误的担心和关心.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从卜辞里我们可以看到商王的担当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辞谓:

　　(３２)贞,其于一人咎.
(３３)癸未贞,六旬有祟,不于人咎.
(３４)未贞祟,一人咎.
(３５)癸丑卜,王曰贞:翌甲寅暨.⑧

后两辞有可能是同文卜辞.上引几条的“一人”,即商王所独有的“余一人”的省称,意即贞问商王会

不会出错.关于“余一人”的占卜见«合集»４１２０７片,此片贞问“余一人亡咎”与这里所说的“其于一

人咎”,是一致的.过去多强调“咎”与“祸”在卜辞里都是灾害字,较少注意两者的区别.现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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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１９６页.
请参见拙作:«甲骨文考释两篇释 »,«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见«尚书酒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２０７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卷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５００ １５０１、２３９５页.
伪古文«太甲»此语又见于«孟子»的«公孙丑»和«离娄»两篇,字句小有变化,但语意一致.«礼记缁衣»、«说苑敬慎»亦

引此语,与伪古文«尚书太甲»完全一致.这说明此语在先秦、秦汉时期流行.据殷卜辞“乍咎”可以推测«太甲»的“乍孽”观念当出

自商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应当是有根据的.
依次见«合集»第５３６、３４５８片.
赵诚:«甲骨文虚词探索»,«古文字研究»第１５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９７页.
这三条卜辞依次见«合集»第５５７、３４０８６、３４０８５片.



将其作意义上的一些区分之后,可以看到,“咎”不仅可以指灾害,而且可以指过错,关于“咎”的贞问

有不少是询问会不会犯错误,会不会出差错.有不少“咎”只是指未然的可能引起灾害的过错,与
“祸”有一定的差别.有些过错,是神灵让人所犯的,但大部分则是人自身的失误.在相关卜辞里可

以看到这些观念的影子,在相关的文献里则表达得更为清楚.我们前面提到的商王太甲语“自作孽

不可活”就表现出了强烈的自责,此外还有商王成汤之说:

　　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①

成汤之意谓,若我一人有罪过,与万夫无关;而万夫若有罪,则是我一人之过.神灵可以处罚我一人,
不要处罚万夫.“在余一人”的“在”与卜辞“在咎”的“在”义当一致,皆为察、终的意思.后面一条材

料的时代较前一条稍晚,不作“万夫”,而称“万方”,指天下邦国.两条材料的主旨是一致的,那就是,
请神灵追究余一人的错误,而不处罚“万夫”或“万方”.商王盘庚,亦有此类语.他说:

　　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②

所谓“佚”,伪孔传:“佚,失也”,“逸罚”,指掌握处罚有错误.盘庚之意谓国家之善当归功于民众;而
国家之不善,则是自己掌握刑罚有疏失的结果.国家不善的责任当由“予一人”承当.这种勇于担当

责任的精神,为周初人所承继.相传周武王望祀山川时曾说:“万方有罪,维予一人.”③又相传周公亦

说过“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话④,可见这类话应当是商周时期君王自罪、自责的习语.这其间所蕴

含的理念,值得深思⑤.
按照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西方的“上帝”观念,“将一种认为自己有限、无力、一无所

有的自卑感注入了人心”⑥,人在“上帝”面前,只有卑微与渺小.殷人也有上帝信仰,是个有权威有影

响的大神,然而,在“上帝”面前,殷人并无那种“无力、一无所有的自卑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
类的言辞所表现的担当精神,透着“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气魄,显示出的是人的自信,是作为天下

领袖的强烈责任感.在“上帝”神灵面前,周公所称道的“殷先哲王”不总是俯伏在地的弱者,而是有

强烈责任感的伟人.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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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前一条材料见«国语周语上»引«汤誓»,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３５页.
后一条材料见«论语尧曰»,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５０页.按,«尧曰»所
载汤语,«白虎通号»篇称“«论语»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
第４７页)其所称引,与今本«论语»有异,盖古«论语»之本.

«尚书盘庚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１７０页.按,周大夫内史过曾引«盘庚»此语作“国之臧,则惟女

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国语周语上»,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３２
页).意思完全相同.

«墨子兼爱中»,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２页.按,«韩诗外传»载武王语

“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７４页).
见«说苑贵德»,赵善治:«说苑疏证»卷五,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０页.
殷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语,固然有专制天下之义,但其中亦有积极因素.章太炎曾经指出这些话与王权专制理念的

不同,说它“正与永属一家、全无责任之义相反”(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四),第２７４页).
[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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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七

“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
儒学与自由主义持续对话”综述

刘京希　李　梅

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被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的大背景下,社群与个体的关系问题再

度成为汉语思想界探讨与交锋的焦点.较之现代自由主义,历史上的儒家更擅长通过宗法血缘与

政治权威,将社会成员规范在群体之中,其“个体”从来都是在“社群”中定义的;近现代以来,中国

主流思想界在长达百年的“反传统”情绪中,一再试图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体权利至上”原则来重

新组织中国社会,而与此同时,“社群主义”“角色伦理学”,乃至鲜明的“反个体主义”等思潮则在西

方思想界此起彼伏,“原子个体”的无根性被一再彰显并深受批判.“社群”与“个体”究竟孰先孰

后,遂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学理问

题,更是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建设所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

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的第七次人文高端论坛于２０１８年４
月２０－２３日在曲阜举行.该论坛以“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为主题,来自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大

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

与会学者围绕个体与社群之间关系调适的逻辑基础、现代社会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建构的基

本准则、现代政治共同体建构的德性伦理与制度基础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研讨,不时碰撞出思想的

火花.尤其是“自由主义‘理性人’假设的抽象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矛盾与困境”“个体自

由能否开出‘社会’”“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人性预设在现代社会制度安排中的价值”等尖锐话

题的提出所引发的激烈论争,更是将论坛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与会者认为,儒学需要积极吸收域内的和域外的先进思想与文化以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与融

合,才能使自身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与现实接轨,“必须找到一个涵摄不同文化、相互通约、

可公度的普遍价值,作为比较、鉴别的准则和尺度、以及融合的基础”.这就是儒家“社群”和西方

“自由”的内在张力与基本动力.哈耶克说:“只有社会是自由的时候,社会才比个人更伟大.”把这

　

作者简介:刘京希,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李梅,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

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句话套用到本次论坛的主旨,那就是:只有社群是自由的时候,社群才比个人更伟大.

　　本次论坛主要在以下几个话题的讨论上,取得了相应的进展.首先,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

或者说,二者学理关系调适的逻辑基础何在? 究竟应以何种价值“合群”? 是否可能以“旧礼教”的

观念合出“新社群”? “旧礼教”之中是否还遗留着存在生机的部分? “新社群”里是否也有不符合

时代精神的部分? “新”社群与“旧”礼教(无论是中国的“旧”礼教还是西方舶来的“旧”礼教)相去

几何? “新”中“旧”与“旧”中“新”是理解当今中国“社群”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探索“社群”的

多种可能的空间.但有一个事实,伴随不同社会形态的尝试,已经越来越趋于明朗,那就是:一个

有所作为的集体,离不开个人的行为;要认识集体,就得从个人行为的分析着手.

其次,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中,寻求超越二者各自局限的人类普遍价值,无疑已成人类文明

建构的当务之急.与之相关,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建构,应以“公意”还是“共意”,以公共利益还是共

同利益为其准则? 在传统中国甚至当下社会,人们认为公共性应该由国家承担.“一般中国人并

不容易将社会领域或人民与‘公’联系在一起”,也因此,人民的一般利益总是用“公共利益”来表

达,从而造成公共利益对于公民个体利益的吞噬.那么,在理论层面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呢?

无疑,公民切身权益的总体性维护,面临“公共利益”还是“共同利益”的抉择.“公共利益”是

通过提升共同体的利益,进而对个人利益有所增益,由此有人将“公共利益”看作是个人私利、私益

的前提.但同时也应看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又会成为否定或抑制某些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理

由,“公共利益”的受益者是不确定的,而以“公共利益”为由所抑制的个人权利,则往往是确定的,

援引‘公共利益’实施某种政府行为时,必然对一部分人有利,对另一部分人不利.与“公共利益”

相比,“共同利益”则以不需要个别人牺牲自己的权利而提升每个人的利益为追求.以对“共益”或

社会共同利益的尊重为旨归,实现个体与集体之关系的内在有机平衡,从根本上改变或“个体缺

席”、或 “集体缺席”的畸形或极端状态,成为本次论坛所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

再次,在个人优先与社群优先之间,是否存在第三种状态———关系优先? 有学者指出,中国文

化是关系本位的文化,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的社会,人伦关系优先是其典型表现.这一特点延续

至今天并且根深蒂固,我们无法用连根拔起的方式彻底抛弃关系本位,走向完全西方式的个人主

义社会,只能用儒家之理顺人文关系的方案,引导其走向现代性.也有学者提出,这里所说的“关

系”,需要概念范畴的界定,否则,不免有失混沌和抽象,难道西方现代社会就不存在关系形态吗?

为了避免歧义,用“交往”替代“关系”,也许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最后,在政治共同体建构中,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应如何通约? 儒家“修齐治平”的序列,是将

私领域的个人道德延伸至公领域的国家治理,即好的政治是一个好的道德的延伸,但这种理想无

法在现代社会实现.我们如要改造中国传统,应先从公、私领域的界分开始.个人道德无法直接

转化为合理的政治,因为在个人道德与合理的政治之间,有一个如何建立制度的问题,现代社会不

可能抛开制度,从个人和“家”一步跳到“国”的层次.

合理与理想的政治,总是道德的政治.只是,达致道德政治的路径各有不同.儒家贤能政治

从人性善出发,试图以人格“修齐”的路径实现此一理想的政治状态,实践证明效果不彰,因为它以

人性善为立论的逻辑前提,故而无视个体道德修养的制度性转换、外化,以及制度反身对于个体政

治行为的规约,其道德政治的理想因为人性的善变而总是不可预见;相反,民主政治以人性恶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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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前提,对于个人的道德修为持怀疑态度,因此,它特别强调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权力行使过程的

外部制约性,总是把法度、制度嵌于个人道德与合理的政治之间,这就使得政治运行及其结果,成

为一件可以预判的事情.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处于现代社会,对于儒学的研究一定要置于现代性的架构之下,置于中国

目前还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儒学与自由主义各有优缺点,二者并非不可兼

容,而是阴阳互补,相辅相成.

正如«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所指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

中,必须要与占世界主流地位的思潮和思想展开对话,只有通过对话,中国文化才能为世界所理解

和接受.同时,也只有在对话的过程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实现其现代性转换.

基于此,自２０１５年起,«文史哲»编辑部连续举办以“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为主题的系列高端论坛,

分别以“性善与性恶”“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等为切入点,组织专题研讨,引发了人文学术

界的持续性关注与积极参与.

针对“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话题,此次论坛的参与者,既有张祥龙、姚中秋、方朝晖、陈明、孙

向晨、唐文明等人文学界的学者,也有韦森、姚洋、任剑涛等社会科学研究背景的专家,如此,既能

反映不同领域研究者的思想观点和研究进展,又体现了思想交流的开放性和对垒性.以问题为中

心,打破学科壁垒,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使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更形深入.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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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FirstWorldWarandAsias“SharedHistory” XuGuoqi

　 TheFirstWorldWarhadprofoundimpactonAsia,andAsiaalsocontributedenormouslytothewar．The

outbreakofthewarandthechangesininternationalorderbecameacrucialturningpointinAsianhistory．

Throughtheperspectiveof“sharedhistory,”wewillunderstandbettertheexcitinghistoryofAsiasinteraction

withthewestandhowthecloserelationshipbetweenAsiaandthewarservedasanimportanteventinbothAsia

andworldhistory．

BreakingtheTyrannyoftheQinDynasty:TheInternalReasonforMovingtowardsRepublic TangWenming

　 TheimportantinternalreasonfortheLateQingscholarsacceptingrepublicsystemliesinthecriticismof

monarchysincetheQinDynastybasedonpoliticalandmoralidealsintraditionalthought．Althoughthethree

kindsofidealsofGreatHarmony,ModerateProsperity,andNoKingdifferinpurports,theywereallusedfor

opposingthetyrannyoftheQinDynastyinlaterages,andcouldexertcriticalforceagainstrealpolitik．The

idealsofGreatHarmonyandModerateProsperityelucidatedbytheSongConfucianshadasignificantimpacton

themoderncourseofChinamovingtowardsrepublic．Butwithstrongpredominationofhistoricalevolution,

boththehistoricalphilosophyofviewinghistoryintheperspectiveofDao,andthepracticalpropositionof

promotingmoralsaswellasenforcingjusticeadvocatedbytheSongConfucians,werecompletelyabandoned．

TheCompilingCourseandTextualRevisionofZhuXisAParaphraseoftheSupremeUltimate ChenLai

　 TherearethreetextsofZhuXisAParaphraseoftheSupremeUltimate．Thefirstistheinitialedition

finishedinA．D．１１７０,whichcouldbeseeninLüZuqiansAQuerytotheMeaningoftheDiagramofthe

Universe．Itisnotacompleteedition,buttheoutlinehadalreadybeencontainedinthistext．Thesecondisthe

finalizededitioncompletedinA．D．１１７３．Andthethirdisthevulgateedition,i．e．thefinalrevisionmadein

ZhuXislateryears．Amongthethreeeditions,thesecondoneisofthe mostimportance,which widely

absorbedtheopinionsofZhangShiandLüZuqian．SoitisnotonlythetheoreticalachievementsofZhuXiin

thatperiod,butcouldalsorepresentadegreeofconsensuswithinNeoＧConfucianisminthelastyearsofQiandao

reign．ZhuXistheoryoftheSupremeUltimatehasthesignificanceonbothcosmologyandselfＧcultivationof

mindandheart．Ontheformer,itisnarratedas“understandingtheoriginofheavenlyprinciples,andexploring

allthingsfrombeginningtoend”;whileonthelatter,itisnarratedas“oneshouldseetheSupremeUltimate

throughcommonoperation,andthenaturalcharacterthroughcommoninspiration．TheSupremeUltimateisthe

forcedominatingtheoperationandchangeofHeavenandEarth,aswellasthenaturetoinspirehumanheart．

Whilethedominatingforcecannotleavetheprocessofoperationandchange,andthenatureofhumanheart

cannotleavetheinspiration．Soeachcoupleofconceptsareinsightofoneanother．

UniverseOntologyandOntologicalCosmism:

　 WithaDiscussionofZhuXisInterpretationofExplanationsoftheDiagramoftheSupremeUltimate

DingWeixiang

　 InChinesephilosophy,cosmismandontologyrepresenttwodifferentwaysofgraspingtheworld．Generally

speaking,theformerreferstotheworldintheperspectiveoftheactualexistenceanditsformoftimeand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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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lattergeneralizestheworldfromaperspectivebeyondtimeandspace,convergenceanddivergence,as

wellaslifeanddeath．Asforuniverseontologyandontologicalcosmism,theyaretwodifferentmodesto

combinecosmismandontology．ThesoＧcalleduniverseontologyreferstonoumenonformedalongtheapproach

ofcosmism,whichpositivelycontainscertainabuseofinferringtheunknownfromtheknown;andthesoＧcalled

ontologicalcosmismfirstestablishesthenoumenon,andthenformscosmismintheperspectiveandgovernance

ofsuchnoumenon．IntheideologicalevolutionfromtheHanＧTangperiodtotheSongＧMingDynasties,the

presenceorabsenceofontologyconstitutesthekey．Ontheonehand,ZhuXisdefinitionabouttherelation

betweenli (pattern,principle)andqi (cosmicvapor)carriesonConfuciuscontemplationoftherelation

betweenbenevolenceandrites,whichmakeshisphilosophyakindofstandardontologicalcosmism;andonthe

otherhand,hemakeshisphilosophybearingthecharacteristicsofcosmicontologythroughthequalitationand

interpretationoftheontologicalcosmisminZhou DunyisExplanationsoftheDiagramoftheSupreme

Ultimate．ZhuXithusbecameanepitomeoftheHanＧSongacademics．However,thecontradictionbetweenZhu

Xisontologicalcosmismandcosmicontologyposesagreatquestionconcerninghowshouldakindofontologybe

established．

ANewInterpretationofGuoXiangsSelfＧtransformationTheory

　 —ComparedwithSomeIdeasofWittgenstein HanLinhe

　 SelfＧtransformationtheoryisthefoundationofGuoXiangsphilosophy．Thispaperistoclarifyandsolve

somepuzzlesaboutthistheory,inparticularthatrelatedtotherelationsamongselfＧtransformation,Xiangyin

andXiaoyaowithindependence．TheauthortriestodothiswiththehelpofWittgensteinstheoriesaboutobject

andthedistinctionofcauseandreason．LikeWittgenstein,GuoXiangseemsalsodistinguishbetweencauseand

reason,claimingthatthegenesisandchangeofthingshavereason,butnotcause．Thereasonwhyathingis

generatedandchangedisthosethingswhichhavenonＧdependentcovariantrelationswithit,thatis,itsessence．

Andthechainofreasonsofgenesisandchangeofthingshasend,whichistheultimateprinciplethatallthe

thingsintheworldareselfＧso,ortheydontknowatallwhytheyaresoandso．

“BipolarUnion”andRelationbetweenChinaandtheWest:

　 OntheElementsofConfucianPhilosophyinEuropeanModernPhilosophy ZhangYunyi

　 “BipolarUnion”istheanalogyofMarxscontactwithbothChineseand Westernculturalsystems．The

ChinesephilosophyrepresentedbyConfucianphilosophyinthe１６thcentury,afterthewestwardtransferof

Europe,receivedtheresponseoftheEuropeanEnlightenmentthinkers,theChineseandWesternideologicaland

culturalemergenceofasubstantialintersection,ChinasphilosophyandGreekphilosophyhasformedtwomajor

spiritualimpetus,notonlypromotedtheformationofmodernWesternphilosophy,butalsopromotedtheriseof

theEuropeanEnlightenment;SinoＧWesternphilosophyisdifferent,andtheprinciplesofChinesephilosophy

havebeenincorporatedintoandinfiltratedintoEuropeanmetaphysicssystemandthinkingform,especiallyin

thecategoriesofnaturaldivinity,organicphilosophy,purerationalityandpracticalrationality,whichinfluenced

themainstreamEuropeanphilosophersfromLeibniztoHegel．Diggingandstudyingthishistoricalfactnotonly

helpstorestorethecontributionoftheChinesenationtohumanthoughtandculture,butalsobenefitsthefuture

prospectof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ve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ChineseandWesternphilosophy

incrossＧcultural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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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scussionoftheComplexontheSouthernCultureofEmperorYangdiofSui:

　 ComparingtoEmperorTaizongofTang MuFasong
　 EmperorYangdiofSuisanghighpraiseoftheachievementsofSouthernhumanities,andshowedadmiration

aswellasmadeimitativelearningoftheSouthernliterature,whichwasavastdifferentattitudewithleadersof

theGuanlongGroupsuchasYuwenTaiandSuChuo,andevenhisfatherEmperorWendiofSui．Hiscomplex

onthesouthernculturefocusesonhisspecialaffectionforcityofJiangdu,soitcanbedirectlycalledasthe
“Jiangducomplex．”Althoughtheseriesoflargeprojectssuchasfoundingtheeasterncapital,buildingthe

canal,andtravellingtoJiangdustartedatthebeginningofEmperorYangdissuccessionwerealldonewiththe

profoundbackgroundofgeopolitics,economicgeography,andculturalstrategy,thoseprojectsalsohaddirect

andcloserelationwiththeemperors“Jiangducomplex．”Onlythentherationalityandlaterpositiveeffectofthe

projectsareoftenbeneglected．EmperorYangdichoseJiangduashissepulcherbecauseitwastheplacewhere

herosetopower,aswellhesettledhisspiritandculturalaffection．EmperorYangdiofSuiandEmperor

TaizongofTangareextremelysimilaronmanyaspectsincludingtheiradmirationonthesouthernculture,but

theyactverydifferentlyonhowtohandletherelationbetweenpersonalculturalinterestandgoverningthe

empire,whichcausesdifferentpoliticalachievementsandhistoricalevaluation．Historyalsoshowsthatthere

wouldnotbethesagaciousEmperorTaizongofTangwithoutthetyrantEmperorYangdiofSuiasanegative

example．

TheLevyofHiredServiceFeeandLocalCompetenceintheReignofEmperorShenzongoftheNorthernSong:

　 WithaReviewoftheLawofExemptfromService HuangMinjie

　 Theeffectsofthehiredservicesystem werediverseamongvariouspartsofthecountryinthereignof

EmperorShenzongoftheNothernSongDynasty,notonlybecauseofthephilosophicaldifferencewithinthe

imperialcourt,orEmperorShengzongsideologicalchangeaboutorientationofthehiredservicefee,butalsoon

accountofthelegislativeauthorization oftheadministrative units．The prefecture,county andcanton

magistratesutilizedthepowertoredesignthecalculateＧlevyprocesses,buttheywerealsorestrictedbythelocal

economicdevelopmentlevel,thepaymentlevelofthehiredservicefee,thetaxationefficiency,aswellasthe

imperialedictandsupervision．Sothelocaladministratorsmadetradeoffdecisionsbetweenfinancialincomeand

socialstability,thusoptimizedthehiredservicesystem．

BetweenConfucianClassicsandHistoriography:MengWentongsInterpretationoftheLegalistSchool YuZhong
　 Meng WentongsscienceshowsthestyleofConfucianclassicalstudiesblendinghistoriography．Inhis

science,thelegalistschoolhadbeenexplainedandconstructedaspects．Fromtheperspectiveoflegalism,

militarystrategists,farmers,andPoliticalStrategistscanbeattributedtothepreＧQinlegalists．Fromthe

geographicalcharacteristics,thelearnedofpreＧQinlegalistschoolisthelearnedofQinandJin．Fromthe

ideologicalpointofview,thekeywordsofthepreQinLegalistsarethelaw,theartandthepower．ThepreＧQin

legalistsadvocated“suppressingthearistocracyandrespectingthemonarchy,”andcalledfor“thestrongpublic

roomandthestopprivatedoor,”whichwerebasedonthehistoricalphilosophyoftheLegalists．Fromthe

perspectiveofideologicalcontext,LegalistswereoneofthetwomainstreamsofChinesethoughtintheZhou

andpreQinDynasties,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LegalistsandConfucianismexperiencedatransitionfrom

conflicttointegration．Basedonaspecifichistoricalposition,MengWentongsinterpretationofpreＧQinlegalists

providedanimportantmirrorforcontemporaryacademiccirclestounderstandlegalists．

７６１Abstracts



AStudyofRepresentationsoftheLegendoftheCowherdandtheWeavingMaidinAncientPoetry ZhaoKuifu

　 ThelegendoftheCowherdandtheWeavingMaidwasspreadoverthestatesofZhouandQininthelate

WesternZhouDynasty．ScholarsusedtoseeonlythattheCowherd,theWeavingMaid,andtheMilkyWay
werementionedin“LargeEasternVassalStates”inthe“BookofOdes”oftheBookofPoetry．Becausethis

pieceisasatireontheZhouCourtsexploitationoftheeasternvassalstates,itiswidelybelievedthatthelegend

oftheCowherdandtheWeavingMaidhadnotyetformedinthepreＧQintimes．Infact,theplotandmeaning
manifestedinthetwopoemsof“WhereIsShe?”in“SongsCollectinQi”and“A WoodcuttersLove”in“Songs

CollectedSouthoftheCapital”formedseparatelyinQinpeoplesearlyareasofactivityandZhoupeoplesareaof

activityalongtheHanRiver,wereconsistentwiththelegendinlaterages,onlythattheredidnotpointoutthe

exactnames．TherewerealsoseveralpoemswroteaboutthelegendinlateHanDynastyandaftertheSouthern

andNorthernDynasties．Andmorepoemsreflectedtheplotsandcharacters,whicharequitesignificantfor

understandingthecirculatingstatusinfolksociety,literatisattention,aswellastherulingclassattitudeofthe

legend．

TheTheoryof“PoetHistorian”inBenShiShi
　 andtheAcademicPulseintheMiddleandLateTangDynasty WuHuaidong
　 BenShiShi (TheOriginalPoem)isacollectionofordinarynotenovelsthatappearedinthelateTang
Dynasty．Itisacompendiumofthepoetsanecdotalinformation．ItwasnotedDuFuas“PoetHistorian”forthe

firsttimeandattractedattention．MengQissoＧcalled“PoetHistorian”referstothewritingofDuFuspoems

onpersonaldailylifeandtheirnarrativenatureandfactuality．Thisconceptionhasproducedprosperityofthe

studiesofSpringandAutumn underthebackgroundofpoliticalinnovationinthemidＧTangDynasty,and

prosperityofthehistoricaltheory,Historyandotherideas,academicactivitiesarecloselyrelated．Althoughthe

conceptof“history”wasnotusedintheTangandYuanDynasties,theyrevealedandaffirmedtheemergenceof

DuFuspoetryinthecontextofAnＧShiDisturbances．Undoubtedly,italsobelongstothecategoryof“history．”

AlthoughthepoliticalpositionsofYuanandBaiaredifferentfromthoseofMengQi,theypointtotherealityof

narrative．However,itisclearthatYuan,Baiand MengQiarebasedonthecommonpoliticalandcultural

background．The“BiographyofDuFu”intheNewBookofTanginterpretstheconceptof“PoetHistorian”in

TheOriginalPoem with“currentaffairs”andgraftsthepoeticideasofYuanZhenandBaiJuyi．Fromthenon,

the“PoetHistorian”retainsthebasicsofnarrativeandfactuality．Inadditiontoconnotation,italsohasthe

connotationofethicalthoughtandevenpolitics．ItchangesfromapersonalstoryofSyriatoahistoryofSyria,

anditisassociatedwithaspecifictypeofpoetrymovementandpoetictype“Yuefu(“MusicBureau”poems)of

newtitle”,andpointstoakindofrealisticpoems．Thistypeofpoetryrestorestheancientideologicalandpoetic

traditions,whichalsolaysthebasicunderstandingof“PoetHistorian”uptonow．

ADiscussionoftheSufferingConsciousnessoftheYinPeople

　 fromtheCharacter“ ”inOracleＧboneInscription ChaoFulin

　 Inmostcases,thecharacter“ ”shouldbeinterpretedashuo(disaster)inoracleinscriptions,andanother

character“ ”shouldbeinterpretedasjiu (blame)accordingYuXingwusstatement．Inoracleinscriptions,

disasterswereprincipallycausebypeople,whileblamecamefromtheoutside．Thereweresuperstitionsin

gods,certainintrospection,deepsufferingconsciousness,aswellascouragetoactcoexistingintheideasofYin

people．IntheWarringStatesperiod,Menciusonceposedthefamousjudgmentthat“lifespringsfromsorrow

andcalamity,anddeathfromeaseandpleasure．”TheShangDynastylastedformorethanfivecenturies,which

hadmuchtodowiththeirsuffering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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