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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１９３０－４０年代对 “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为例

张秀琴

【摘要】１９３２年 “巴黎手稿”的公开出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基于该

文献，国际学界就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相关议题的持续探讨，实际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可或缺

的脉络。本文梳理该文献公开发表后第一时间段 （即１９３０－４０年代），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
人物 （即马尔库塞的 “基础论”、卢卡奇的 “结合论”和科尔施的 “阶段论”）的代表性解读，以期说明：

他们不仅是西方学界第一批解读 “巴黎手稿”的学者，而且率先开启了对 “巴黎手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之

先河，使蔚为壮观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流派。更为重要的是，该流派虽然

的确强调 “巴黎手稿”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绝非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即武断地力图以马

克思早期思想来取代其晚期思想；相反，他们都借助 《资本论》来展开相关研究。因此，在他们这里，哲

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结合或统一在一起的。不理解这种总体论，我们就无法准确理解他们的具体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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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手稿”（特别是其中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１８４４年手稿”）① 于１９３２
年首次公开出版，这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知识考古学

层面的重要文献学意义。实际上，正是基于对 “巴黎手稿”的解读，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在 “文献学

基础”上不同于第二、三国际所倡导的马克思，后来学界将之概括为 “两个马克思”说②或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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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手稿”指的是马克思于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间居留于巴黎期间所摘录和评述的有关国民经济学的诸多手稿。ＭＥＧＡ１编委会将其
整理并编号为９个笔记本，该编委会 （负责人先后为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还根据其中的３个笔记本编辑出版了 《１８４４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题名为编者所加）。以后，学界就将 “巴黎手稿”划分为两大部分，即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 “巴黎笔

记”。（后者指的是其他未被编者以命名的方式整理并单独出版的 “摘录笔记”，虽然２０００年中译本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单行本也同时包含有 “穆勒评注”这一 “摘录笔记”。）

其实，最先提出 “两个马克思”观点的，是于１９３２年同年发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包含内容与 ＭＥＧＡ１中所收录的
不同，特别是不包含 “第一手稿”，即ＭＥＧＡ２中所说的 “笔记本Ｉ”）的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他们给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题名是 “国民经济学和哲学”（Ｃｆ．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Ｉ／２，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２；Ｋ．Ｍａｒｘ，Ｄ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ＤｉｅＦｒüｈ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ａｎｄ．１，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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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即试图以 “青年马克思”取代 “老年马克思”的理论努力①。这样的概括是否符合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本意暂且不论，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球传播与接受史中，的确由此引发出如

下至今依然在中文语境无法停息的新议题：第一，异化 （特别是异化劳动）概念 （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②）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理论地位问题；第二，以 “巴黎手

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是否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统。这两个核心问题既是对１９２０－
３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创立期所直面的 “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持续关注，也实际构成

了２０世纪 （特别是１９３０－７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展与演化线索。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人
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③这两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分野的局势日益明显，并最终

围绕着这两大核心问题，在现代性辩证法的范式下，对理性和意识形态专题进行了不同探讨。这些探

讨至今影响着中文语境的相关理论视域，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在马克思思想整体中的关

系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

派）的关系问题等。

为澄清上述问题，本文拟以１９３０－４０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为
代表的人本主义一派对 “巴黎手稿”的率先解读为例④，试图说明：他们不仅是西方学界第一批解读

“巴黎手稿”的学者，而且率先 （特别是马尔库塞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启了对 “巴黎手

稿”的人本主义解读之先河，并因此成就了蔚为壮观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

的第一大流派。本文拟将这一阶段的相关解读划分为：１）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 （以１９３２年的 《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为例）“基础论”，即认为 “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２）以
卢卡奇为代表的 “结合论”（以写于１９３８年的卢卡奇的 《青年黑格尔》和１９３８年发表的柯尔施 《卡

尔·马克思》为例），即认为 “巴黎手稿”标志着经济学和哲学的辩证结合；３）以柯尔施为代表的
“阶段论”，即认为 “巴黎手稿”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

一、马尔库塞：“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

虽然俄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 （１９２７年，梁赞诺夫主编）中先前已以 “神圣家族的

预备著作”为题名发表了其部分文稿，但由阿多拉茨基主编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全文原
文版于１９３２年才首次公开出版 （收录于旧 ＭＥＧＡ第一部分第三卷）。正是同年，马尔库塞对刚刚公
开全文发表的 “１８４４年手稿”展开研究，并由此引发西方世界持续的 “巴黎手稿热”。这个肇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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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马克思的论争还引发后续相关话题，如 “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关系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等。佩里·安

德森的评价对日后中文语境的相关论断产生重要影响，即认为反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和重估黑格尔的思想贡献是由卢卡奇和柯尔

施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实际上，关于前者的讨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如何评价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贡献问题；而

关于后者则更多关涉的是 “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史”问题，无论是以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关系的形式、还是以 “马克思和

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的形式或其他将马克思的思想前溯到前马克思的某位思想家那里，如康德、费希特、或卢梭等。有学者分

析认为其源起是：随着恩格斯于１８８８年把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 《费尔巴哈论》一书的 “附录”而发表，“从而就为发

表属于马克思观点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手稿开创了先例”。（参见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等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８、８０页，其中人名译法有改动；［苏］尼·伊·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７页。）
在这一时期，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期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主要指的是：１）以萨特、梅洛·庞蒂和列
斐伏尔等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２）以柯尔施和卢卡奇 （特别是后者的后期）等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

３）以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 （亦称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们也属于法兰克福学派

（后者正是在这一时期成长为人本主义一派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支流）。

这一时期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１）以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２）以科莱蒂和沃尔佩为代表的意
大利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以列斐伏尔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对 “巴黎手稿”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解读也属于这一时期，例如列斐伏尔１９３８年
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１９４６年的 《日常生活批判》、梅洛·庞蒂１９４８年的 《意义和无意义》，因篇幅有限，不再详述。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献就是马尔库塞发表于１９３２年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①。在这里，马尔库塞率先肯定了 “巴黎

手稿”对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将这一重大意义归结为 “新基础”和 “新材料”的意

义。继卢卡奇和柯尔施 （１９２３年）之后，马尔库塞再次回答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即认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在于其哲学基础和政治革命旨趣；同时确认了 “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思

想的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来源。此后，旨在摆脱僵化的客观主义机械论的努力，就得以在 “巴

黎手稿”中所确立的异化 （或外化）劳动概念中予以布展，以期恢复现代性辩证法的主体之维。马

尔库塞认为马克思 “巴黎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 “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

它将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置于 “新的基础之上”，因而研究者们 “能用一种更

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②，“１８４４年手稿”可以作为
新的文献依据和基础证明马克思对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特别感兴趣”③，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

批判的 “实证的基础”就是 “把人定义为一种 ‘对象性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实践的存在物”。在

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批判和不满的是黑格尔哲学的 “基础和实际 ‘内容’，而不是它的 （大家通常

所认为的）‘方法’”④。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证法习惯性

地归结为一种方法。

这种 “习惯做法”实际上牵涉的是如何看待 “巴黎手稿”的历史地位问题，即关于 “巴黎手

稿”的定性问题。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它是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

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⑤。显然，这是继卢卡奇和柯尔施等人之后对 “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或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明确回答，即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只不过，与这一时期 （特

别是１９３２年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特别是柯尔施）多以 《资本论》为文献依据的研判不同，

马尔库塞直接以 “巴黎手稿”为文献依据作出判定。这样的判定多是在对辩证法的探讨下开展的，

如卢卡奇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所示。实际上，在这里，（无疑

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 “哲学”的代名词，也是 “革命”和 “变革”（“批判”和 “实

践”）的同义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判定并不只限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阶段，而是贯穿马克思

全部思想发展的始终。置言之，在马尔库塞等人本主义者看来，不存在那种所谓的马克思思想先后经

历了哲学阶段和政治经济学阶段的 “阶段论”或任何形式的 “断裂论”。马尔库塞明确指出 “在马克

思理论的所有阶段上，他的理论基础都包括了哲学的基础”，因此，那种认为 “马克思是先为他的理

论制定哲学基础，再为他的理论制定经济学基础”的 “常见的论点是站不脚的”，因为 “对政治经济

学的革命的批判本身就有一个哲学的基础，反之，作为这种批判的基础的哲学也包含了革命的实

践”。在人本主义者看来，只有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是 “有关整个人类存在问题的科学的表

述”，而不至于堕落为某种 “专门”的科学领域，如第二国际理论家所经历的那样。⑥ 这里，马尔库

塞显然是以 “哲学基础论”的方式，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而后者正是卢卡奇等人所

极力倡导的。所以马尔库塞说 “作为哲学来论述”，即意味着 “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础和目的恰恰

正是具体的历史现状和对它进行革命的改造的实践”，因此 “哲学、经济学和革命实践”是不可分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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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文版收录于 《西方学者论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３年。
［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西方学者论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９３页。
［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前揭书，第９４页。特别是 《精神现象学》人的 “自我创造”的历史。只不过，在黑

格尔那里，这一历史过程表现为绝对精神 （理念）和 “物相”之间的二分关系，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实践的过程，即 “自由

的自我实现，始终处理、废弃和变革既成的 ‘直接的’事实”。（参见同上书，第１４１页。）
［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前揭书，第１３３—１３５页。
同上，第９３页。
同上，第９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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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①，这个 “整体”即 “总体”。

除了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在马克思那里的统一性 （即 “总体”），马尔库塞还以 “巴

黎手稿”中异化劳动的概念贡献为例，来说明这一辩证法的总体统一性原则，即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都是奠基于哲学的批判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成了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真正想做

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 “１８４４年手稿”中 “异化劳动”概念的出现，为劳动概念走出 “传

统结构”（即纯粹经济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探讨一直 “围绕着”这一新劳动概念来进行，由此

揭示了日后成为共产主义革命之新科学基础的新的 “事实”。可见，作为 “新的”劳动概念 （基于外

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 “异化劳动概念”），是作为 “批判” （也即哲学）的基本概念出现的，而不再

是古典国民经济学 （及其各类变种的）纯粹经济学概念。和其他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尔

库塞认为，根据马克思在 “巴黎手稿”中的新劳动观即异化劳动观，所得出的新 “事实”是 “通过

对人的现实的真正占有来实现对私有财产的 ‘积极的扬弃’将使整个人类历史革命化”，这是真正的

共产主义的人、真正的人的现实化历史进程，也是扬弃异化的具体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对异化劳动

这一新劳动概念的探讨是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展开的，由此，“人的定义”构成了 “巴黎手稿”的

“核心”和 “基础”。②这也是人本主义 （或人道主义）的、基于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不然，

至多只能算是一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罢了。可见，“哲学的”、“革命的”和 “辩证法的”在这里几

乎是同义语 （即哲学中的异化逻辑、呈现在现实中的革命逻辑，例如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进而提

出主体导向；而对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又与对其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界域的指认密切相关，这里体现的是

劳动、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论题），是卢卡奇所力图 “恢复”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即总体辩证法原则。只是，这样的总体辩证法原则在早期著述中主要呈现为异化 （劳动）逻辑。

这一基于异化逻辑的哲学的和辩证的批判既然在 “巴黎手稿”中已奠基，那么是否意味着它可

以替代马克思晚年的其他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呢？和所有人本主义者创始人一样，马尔库塞一方面高

度认可 “１８４４年手稿”中出现并清楚呈现了马克思晚期与 《资本论》 （及其手稿群）有关政治经济

学批判的 “所有常见的范畴”及其 “本来含义”③；另一方面，这些常见范畴 （如 “异化”）并没有

在马克思晚期的著述中彻底消失，而是得到了持续关照和探讨。这样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之

间的 “连续论”，显然不是马尔库塞所独有的，同样体现在同属人本主义一派的卢卡奇和柯尔施身

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那种不加分析、区别地断定卢卡奇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割裂马克思

思想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以马克思早期思想来取代马克思晚期思想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下文将更

清晰地论述这一点。

二、卢卡奇：“巴黎手稿”标志着经济学和哲学的辩证结合

马尔库塞的这一奠基性阐释，也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支持，尤其是在他

们１９３０年代中后期所作的相关理论贡献，即写于１９３８年、初版于１９４８年的卢卡奇的 《青年黑格尔》

和发表于１９３８年的柯尔施的 《卡尔·马克思》。卢卡奇的这一支持性努力具体表现为：其一，确认

“巴黎手稿”在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 “正文”身份，即它是隶属于 “辩证唯物主义”的 “明

确”的 “开端”之作，但没有放弃对马克思晚期著述的重视 （这一点在柯尔施那里表现得更为明

显）；其二，认为马克思在 “巴黎手稿”中以其劳动辩证法超越了黑格尔的异化 （或外化）概念

（与卢卡奇的 “劳动辩证法”相类似，柯尔施所使用的是 “现实”或 “革命”辩证法）；其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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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德］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前揭书，第１００页。
同上，第９７、９９、１１８页。
同上，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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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巴黎手稿”的哲学属性的研判，再次确认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①。

卢卡奇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１９２３年）所提出的 “物化”概念，与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

所提出的 “异化”观有诸多相似性，有学者因此认为卢卡奇有 “抄袭”马克思之嫌，理由是卢卡奇

有机会在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提前阅读”到尚未公开出版的 “巴黎手稿”。但卢卡奇本人并

不承认这一 “抄袭”行为②，而只是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卢卡奇流亡莫斯科期间，曾于１９３１
年亲自在梁赞诺夫手下工作，辨认那些手稿，据他自己所述，这段历史永久地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

的解释”③。这里，卢卡奇 “自己所称”指的是他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１９６７年序言”的相关言论
以及在接受 《新左派评论》杂志访谈时的交代④：“我于１９３０年开始了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的研究工作。在这里，我交了两个意想不到的的好运：《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手稿正好全部被辨认出

来，我可以阅读它。”“在阅读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被

一扫而空。”⑤ 显然，卢卡奇否认自己之前看过 “巴黎手稿”：虽然他的确可以提前于１９３２年 （“巴

黎手稿”公开发表年）之前 “提前阅读” “巴黎手稿”，但却没有早于１９２３年，即提出 “物化”概

念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公开发表年。

这就意味着卢卡奇１９３０年代以后的著述，应该是阅读过 “巴黎手稿”之后的作品。他的 《青年

黑格尔》（写作于１９３８年，发表于１９４８年）⑥ 应该算是基于 “在莫斯科对１８４４年手稿的研读”后的
成果之一⑦。这一成果体现在 《青年马克思》（１９５４年写作、１９６５年出版）⑧ 中，卢卡奇在此专文论
述了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⑨，而他为 《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写的新序言 （即 “１９６７年序
言”）、１９７１年公开出版的 《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下册第一章 “劳动”和第四章 “异化”也属此列。

在大篇幅引述 “巴黎手稿”的 《青年黑格尔》中，卢卡奇实际上认为自己是在尝试用马克思的

思想来解读青年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 “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人 “自己

的劳动的结果”，认为这些都是 “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所明确看到的黑格尔的 “伟大之处”。据此，

他还把 “巴黎手稿”确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 “明确”的 “开端” （这与马尔库塞将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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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卢卡奇的这一工作与柯尔施稍显不同：卢卡奇是从总体的即所谓 “经济学与哲学”的辨证结合视角展开论述，柯尔施则更直接

地论断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如果把它们分别称为 “结合论”和 “阶段论”，那么上文马尔库塞的

基本观点则可称为 “基础论”。

非常有意思的是，戴维·麦克莱伦曾在书中耐人寻味地指出：“卢卡奇曾惊人地预见到，１９３０年前后 《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
表会给马克思思想投下新的光辉。”同时，麦克莱伦同指出，卢卡奇的 “物化”概念，“显然是从马克思 《资本论》中对商品拜

物教”的 “分析”“出发的”。（［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林春、徐贤珍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８、２０２页。）
参见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６７页。
在接受 《新左派评论》杂志访谈时，卢卡奇说：“１９３０年，我在莫斯科时，梁赞诺夫给我看了马克思１８４４年在巴黎时期写作的
手稿。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兴奋：阅读这些手稿彻底改变了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转变了我的哲学观。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

学者那时正致力于整理这些手稿以备出版。这些手稿已被老鼠的牙齿所啃食，其中有些词句也已丢失。基于我的哲学知识，我和

他一起工作，以确定在这些残破的手稿中那些丢失的字句最有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常需要猜测以字母 ‘ｇ’开头和字母 ‘ｓ’
结尾的某个词其中间丢失的部分是什么。我想，最终面世的这个版本是很不错的———我知道，是因为我也为该版本的编辑工作出

了力。”（Ｃｆ．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ＬｕｃｋａｃｓａｎｄｈｉｓＬｉｆ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ＮｅｗＬｅｆｔ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１（６８），ｐｐ．５６－５７．）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 （１９６７）”，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３３—３４页。
参见 ［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 （选译），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这是根据１９５４年柏林建设出版社版节
译。另参见根据１９６６年柏林本译出的英文本：ＧｅｏｒｇＬｕｋａｃｓ，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ｏｄｎｅｙ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ｌ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这个英译本的封底页也介绍说，在莫斯科期间的卢卡奇作为 “最

早接触到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读者之一”，显然为 《青年黑格尔》的写作提供很大的理论 “动力”。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等译，第８０页。
德文论文发表于：ＧｅｏｒｇＬｕｋａｃｓ，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ｓｊｕｎｇｅｎＭａｒｘ（１８４０

!

１８４４），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ｅ，Ｖｏｌｕｍｅ２，Ｉｓｓｕｅ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５４），ｐｐ．２８８－３４３；后又于１９６５年单独出版：Ｇｙｏ？ｒｇｙＬｕｋａ？ｃｓ，ＤｅｒｊｕｎｇｅＭａｒｘＳｅｉ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ｓｃｈ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ｖｏｎ１８４０－１８４４，（Ｐｆｕｌｌｉｎｇｅｎ）Ｎｅｓｋｅ，１９６５；并有据此译出的法文版：Ｇｙｏ？ｒｇｙＬｕｋａ？ｃｓ，ＬｅｊｅｕｎｅＭａｒｘ：ｓｏｎ
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ｄｅ１８４０à１８４４，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ｐａｒＰｉｅｒｒｅＲｕｓｃｈ，Ｌｅｓé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Ｐａ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２．
［匈］卢卡奇：《〈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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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新材料和新基础，在旨趣上是十分相似的），因为在 “巴黎手稿”中，马克

思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的辩证结合 （即总体），即 “一方面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里的辩证本

质，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的经济基础”①。卢卡奇的这一指认，得到了列斐伏尔

的赞同———以 “总体的人”的名义，参见其在初版于１９３９年的 《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的相关论

述②，只不过，与卢卡奇相比，列斐伏尔对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评价要低得多，而对恩格斯自然

辩证法的评价相对较高。在卢卡奇看来，借助这一结合而实现的劳动辩证法视域在 “巴黎手稿”中

的确立，标志着该文献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借助这一结合，马克思才能在 “这部

手稿里”为 “实际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提供 “先决条件”，即 “从经济学上给异化事实作了说

明”③；同时使马克思得以对 “《精神现象学》在经济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失误做出了准确的评

价”④，即黑格尔 “没见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消极方面。他只从其积极方面对劳动进行了考察”，

所以在黑格尔那里 “就必然地产生出哲学上错误的分割、错误的统一和唯心主义的神秘化”。总之，

根据卢卡奇的解读，“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青年黑格尔，就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

“资本主义劳动的实际辩证法”⑤。可见，和马尔库塞一样，卢卡奇从异化劳动 （这里表述为劳动辩证

法）出发来例证 “巴黎手稿”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这个哲学基础就是辩证法

基础。换言之，武断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阶段中划分出所谓纯哲学阶段或纯政治经济学阶段，是值得

怀疑甚至不可取的，这样的二分法范式至少忽略了二者的结合这一辩证法精神。真正的总体辩证法与

任何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都是绝对不相容的。从这一意义上看，卢卡奇的 “结合论”与马尔库塞

的 “基础论”在根本旨趣上是一致的，即断定 “巴黎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著述的重要意义和地位，

亦即其异化 （劳动）逻辑 （体现为劳动辩证法的总体原则）是马克思贯穿一生的基本原则。马克思

的早期和晚期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前后一致的。

三、柯尔施：从 《资本论》出发的 “巴黎手稿”研究

与马尔库塞对 “巴黎手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 “基础”不同 （基础论），也与卢卡奇关

于经济学和哲学的辩证结合观不同 （结合论），柯尔施立足于 《资本论》，认为 “巴黎手稿”是马克

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 “阶段”（阶段论）。

在１９３８年的 《卡尔·马克思》中，柯尔施对刚公开出版不久的 “１８４４年手稿”予以 “引用”

（指的是ＭＥＧＡ１版中的 “巴黎手稿”），虽然这一引用是在对 《资本论》第一卷中相关内容进行研究

的立足点之上而进行的 （这与卢卡奇和马尔库塞不同，因为后二者是直接从 “巴黎手稿”出发的），

但他对 “巴黎手稿”中 “异化”概念的重视和 “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的论断，都对后来的相关

论者产生很大影响。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中的 “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只不过是科学地表达了

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把它称为 ‘人类的自我异化’”，（这种论断并非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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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第２４、２８页。
Ｃｆ．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ＨｏｈｎＳｔｕｒｒｏｃｋ，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ａｎｄＬｏ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该
书被认为 “是根据１８４４年手稿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进行新的重建的第一部主要理论著作”（［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
主义探讨》，第６７页），列斐伏尔本人还是第一个将 “巴黎手稿”翻译成外文的人：他与罗伯特·古德曼合作 “将１８４４年手稿
最先翻译成法文”于１９３３年在法国出版 （Ｃｆ．Ｈｅｎｒｉ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ｏｆ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Ｖｏｌ．１．：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Ｊｏｈｎ
Ｍｏｏｒｅ，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１，ｐ．２５８，译者注５）。
［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ＧｅｏｒｇＬｕｋａｃｓ，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Ｒｏｄｎｅｙ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ｒ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ｐ．３１９．（根据１９６６年柏林本译出。）
［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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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施独有，马尔库塞在１９４１年的 《理性和革命》也有过类似论断）。接着在同页注释１中，柯尔施
交代说：“哲学概念 ‘异化’最初明确地运用于货币、价值、信贷等等经济现象，存在于马克思１８４４
年的摘录笔记中对老穆勒一本著作的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５－４２页）和有关经济
学－哲学手稿 （同上书第４９页以下、特别是８９页以下）。”① 稍后，他承认自己在这里引用了 “两部

１８４４年的著作”②。该书附录２所交代的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即 “在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

马克思③。根据柯尔施自己对其文献来源的交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截至１８４８年的文章和他们二人之
间于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８３年的全部书信，均按照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全集：《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ＭＥＧＡ）第一部分第一、二卷和第三部分第一至三卷由梁赞诺夫编辑，柏林１９２７年至
１９３０年；第一部分第三至六卷和第三部分第四卷由 Ｖ·阿多拉斯基编辑，柏林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
其中，他明确标识出自己引自 ＭＥＧＡ１第一部分第三卷的文献包括 “１１．摘自摘录笔记：关于斯密；
关于穆勒 （手稿，１８４４年）”、“１２．关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带有结尾一章关于黑格尔哲学 （《１８４４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④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 （即ＭＥＧＡ１）第一部分第三卷
中所收录的，正是１９３２年才首次公开出版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柯尔施这里所交代的
“１２”）⑤；同时，该卷还收录了马克思同期所作的 “摘录笔记”（即柯尔施这里所交代的 “关于斯密”

和 “关于穆勒”的 “摘录笔记”，后来学界一般称之为 “巴黎笔记”）的大部分内容 （即柯尔施这里

所交代的 “１１”）⑥。值得注意的是，中译本在对这一部分的文献出处进行标注时，根据习惯做法，所
标识的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５－４２页”和 “同上书第４９页以下、特别是８９页以
下”⑦，显然指的是中文一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７９年）第４２卷中所收录的 “摘录笔记”和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然而，这个以俄文二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翻译底本的中文一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收录的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相关摘录笔记，与柯尔施这里所引证
的ＭＥＧＡ１并非完全一致⑧。

虽然柯尔施明确标明自己所多次引述的是 ＭＥＧＡ１中的 “巴黎手稿”，但其主要旨趣并不是专门

研究 “巴黎手稿”，而是从研究 《资本论》 （第一卷）⑨ 出发，顺便讨论后者在前者那里的起源或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８５—８６页、第８６页注释１，附录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８７页注释２。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附录ＩＩ”第１９３页。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图书目录”第２０６、２０８页。
Ｋ．Ｍａｒｘ，Ｆ．Ｅｎｇｅｌ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ａｎｄＩ／３，Ｂｅｒｌｉｎ：ＭａｒｘＥｎｇｅｌｓＶｅｒｌａｇＧ．Ｍ．Ｂ．Ｈ．，１９３２．
虽然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写有９个笔记本的 “摘录笔记”，但ＭＥＧＡ１在这里只选择刊印马克思对１０位作家的１３部著作所作的摘
录。当然，柯尔施这里只是选择其中 “关于穆勒”的和 “关于斯密”的。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８５—８６页，以及第８６页注释１（该注
释还对马克思此时的异化观做出柯尔施式的解读）。柯尔施认为，这是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哲学阶段。

实际上，在１９６８年以后出版的作为 “补卷”（第４０—５０卷）的俄文二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中，才收录了 “１８４４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两篇摘录笔记，即对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大纲》的摘录和对穆勒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这是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中文一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的母本。因此，柯尔施这里所引证的 ＭＥＧＡ１中的 “摘录笔记”与中文一版中

所说的 “摘录笔记”是不同的，前者指的是对斯密和穆勒的摘录，后者则指对恩格斯和穆勒的摘录；而且前者所引证的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论在编辑体例还是内容上也与中文一版不同，即省去了能反映对马克思 “巴黎手稿”原始稿进行编辑过

程的的编者说明和相关注释。

这或许因为他本人即是 《资本论》第一卷１８７２年法文版再版时 （柏林１９３２年版）的编辑并为之作序之故。（参见 ［德］柯尔

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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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形式 （这与梅洛－庞蒂１９４８年的 《意义与无意义》一书的做法类似①）。基于此，关于马克

思 “巴黎手稿”时期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柯尔施认为无论是在 《神圣家族》时期，还是在 “在

同一时期产生的、但当是未公开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前言和正文中，对费尔巴哈进一步的、完全

不是如此有限的表态”，都是由于费尔巴哈被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视为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 “马克思在这时已远远超过费尔巴哈”。虽然如此，柯尔施还是把 “巴黎手

稿”视为 “哲学唯物主义的著作”，或称之为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个哲学阶段”②。他认

为在这个哲学阶段的批判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仅仅从观念上来表达 （以 “异化”概念的形式）并

不足以改变这一异化本身，而必须 “通过社会的行动彻底变革作为基础的现实状况”③。可见，在柯

尔施看来，马克思的异化观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异化观之间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现实的异

化，这样的主张虽然萌芽于 “巴黎手稿”时期，但直到 《资本论》时才成为科学的和成熟的表述，

“商品拜物教”理论就是明例。这样，与马尔库塞稍晚时所做的补充以及论者对卢卡奇晚期思想的评

价所指出的一样，这三人都将马克思晚期 （特别是 《资本论》中）的 “拜物教”概念视为早期

（“巴黎手稿”）异化 （劳动）概念的继续和发展，只是柯尔施更强调晚期概念的科学性和成熟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柯尔施说 “巴黎手稿”时期的异化概念依然具有 “哲学形式”，因而是后

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 “阶段”时，他实际上对这个早期阶段的重视程度并不比卢卡奇和马尔库

塞高。“马克思本人这时站在激进地超越于经济科学的立场上。产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内

容上几乎预示了 《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认识。然而在这个时期他对经济学的超越基本说来还

具有哲学的形式。他把经济学的概念同黑格尔哲学的概念相对照。” “马克思在从这种超越国民经济

学的哲学形式达到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之前，还经历了较长远的道路：从这种科学立场出发他在后来

的著作里实际地超过了政治经济学的界限。”④ 实际上，和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 （以及更近地站在

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一边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柯尔施把 “巴黎手稿”之后马克思以及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合著的诸多著作 （如 《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都视为是从 “巴黎手稿”的哲学形

式到后期以 《资本论》为巅峰代表的科学唯物主义阶段的过渡性著述。在他看来，“马克思的 《资本

论》不仅是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著作”，“也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

伟大著作”⑤。显然，他并没有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将 “巴黎手稿”置于 《资本论》之上。然

而，他将 “巴黎手稿”定性为 “哲学著述”阶段的论断却影响了后来的诸多论者。特别让人困惑的

是，他在稍早的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１９２３年）刚刚力主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维度 （即所

谓 “柯尔施问题”），显然这里的 “哲学”是一个与总体辩证法同义的概念；而在 《卡尔·马克思》，

作为阶段的哲学显然不具有之前的广度和深度，而是有被贬低为某种 （与政治经济学或现实实践相

对的）思辨哲学或纯粹理论的嫌疑。

四、结语

综上所述，１９３０－４０年代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无论是马尔库塞、卢卡奇还是柯尔施，）都对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ｆ．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Ｓｅｎｓｅａｎｄ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ＨｕｂｅｒｔＬＤｒｅｙｆｕｓ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ｃａＡｌｌｅｎＤｒｅｙｆｕ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１９６６．虽然与卢卡奇对存在主义的 “反感”相比，梅洛 －庞蒂和列斐伏尔都属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行列，但和卢卡奇一
样，他们都强调历史与自然的总体辩证法原则，因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 “主体哲学”，也不是 “客体哲学”，

而是 “历史哲学”，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 “实践的唯物主义”。（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Ｓｅｎｓｅａｎｄ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Ｈｕｂｅｒｔ
ＬＤｒｅｙｆｕｓ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ｃａＡｌｌｅｎＤｒｅｙｆｕ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６６，ｐ．１３０．）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１３４页注释５，第１３４—１３５、１４５页，
“附录”第１９３页。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附录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６８、６９页。
［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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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公开发表的 “巴黎手稿”给予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解读。其贡献包括：１）肯定
“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应有地位和意义；２）承认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哲

学维度以及这一维度的黑格尔主义因素 （虽然对后者的程度大小，学者们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３）
认为异化 （劳动）理论是 “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概念；４）将 “巴黎手稿”时期的马

克思的上述思想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即强调人以其行动或实践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主体能

动性，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彰显之处；５）一般都认为上述所有这些思想在
马克思后期著述中并未完全消失，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早期替代后期思想，即他们大多主张一方

面马克思青年时期思想和晚年时期思想之间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而不是彼此替代或覆盖，另一方面也不

是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变化或提升，将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理论视为 “巴黎手稿”时期的

异化理论的继续贯彻、乃至提升就是明例。

需要指出的是，与通常的理解相反，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读并没有：１）用
主体代替客体，或用意识 （精神或文化）代替物质 （物理存在或经济）；２）用马克思早期思想代替
马克思晚期思想，或用 “１８４４年手稿”代替 《资本论》及其后期手稿；而是强调自然与社会统一的

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强调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之间的连续性，虽然的确对恩格斯的评价会因论者

的不同而褒贬不一。通过这一解读可见，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创的

“追问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依然作为主线索而存在，而且，对于这一问题的回

答，现在可以更明确或更理直气壮地依据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述即 “巴黎手稿”。同样，在基于 “巴

黎手稿”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时，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特别是其作为总体辩证法的哲学维度
（以及其因此而获得的政治和革命旨趣）依然得到持续关注和凸显，并在这一总体论范式下强调政治

经济学和哲学批判的辩证结合，虽然柯尔施的阶段论与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结合论和基础论之前仍存

在着细微差别；２）此外，异化 （或 “外化”）问题因 “巴黎手稿”的解读而继 《历史与阶级意识》

中的 “物化”概念而得到持续而深入的关注，由此，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之源得到了再次确认，当

然也可以认为这一确认是为了完成前面一个任务，即确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但这个哲学却是总

体的、辩证的或者按照稍后梅洛 －庞蒂的说法是历史哲学，如果我们把科尔施阶段论的 “动摇”视

为例外的话；３）开启了将 “巴黎手稿”中的异化 （及劳动）概念进行持续解读，以便用以展开对资

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先河，并以此影响了正在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

的进一步发展，如稍后列斐伏尔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随后高举的社会批判理

论大旗就是明例；４）所有这些关注似乎都与 “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于 “人的本质”的问题的探讨

密不可分，由此，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就成了人本主义一派的核心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哲学

的关系”（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马克思主义形成

史问题）、“异化劳动和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这三大问题领域，成为人本主义马克思

主义者日后的主要议题，当然，也是稍后科学主义一派籍以形成并对前者进行批判的主要论域。直至

今日，围绕上述议题而展开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探讨马克思及马克思身后的诸马

克思主义思潮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时绕不开的话题。最有名的莫过于佩里·安德

森的断言，即西方马克思主义 （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相比）所从事的主要是哲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

济学批判。安德森还把前一个批判指认为 “文化批判”。如此，“巴黎手稿”时期的异化逻辑被安稳

地落实在哲学的基地中，即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文化上层建筑的书房式 “革命”。在这样的断言下，似

乎西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其人本主义一派）从来都不会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换言之，

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 （至少是其形成期）是缺席的。上述文献梳理和尝试性论断，恰

是为了反驳这一长期以来的学界误解。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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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国家的辩证想象：黑格尔国家观的创制逻辑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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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逻辑学方法在政治领域的实际运用与具体展开，在其中绝对精神先验地预

设与构造了政治国家。黑格尔先后进行了三重论证：主权等于君权、普遍性即是个体性、义务与权利相同

一。三重论证的方法是黑格尔逻辑学方法的逐层展开，而中介逻辑的介入是黑格尔创制国家观的关键。通

过引入 “各等级要素”与 “官僚政治”，黑格尔机智地调和君王与市民、王权与立法权、政治国家与市民

社会的两极对立。但黑格尔国家观实质是主词与谓词、逻辑与历史以及中介作用本身的三重倒置，马克思

在批判黑格尔试图用中介逻辑来掩盖同一性哲学背后的二元论问题之后，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在实践活动中

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与超越。

【关键词】绝对精神；政治国家；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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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本源与超越：黑格尔与马克思思想传承关系再研究”

（２０１７ＢＺＸ０１０）；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风险社会的正义基础：以罗尔斯与贝克为中心”

（２０１３ＰＪＣ０３２）

《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晚年最为重要的政治学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及柏林大学的讲学活动使

得他成为普鲁士王国的 “官方哲学家”，书中也明确提出 “哲学主要或是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观

点。正是在这部包含争议而又极具思辨风格的作品中，黑格尔将思维辩证法发挥与运用到极致而精心

构思与创制了独具一格的现代国家学说。这一国家学说既奠定了黑格尔哲学作为普鲁士 “国家哲学”

的地位，又对其否定辩证法的激进立场与革命取向划定了边界，更是构成了黑格尔思想体系的 “顶

层设计”。准确理解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生成路径与创制逻辑，对合理勘定现代政治中国家与社会、公

民与市民、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具有启迪意义，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新的积极尝试。

一、绝对精神的先验构造

对国家如何产生这个关键问题，黑格尔坚定地认为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

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①，作为伦理精神的政治国家是精神踏上外化之旅中的分裂环

节，是自我意识通向绝对精神的必经阶段，政治国家是绝对精神先验构造的结果。如何理解国家？黑

格尔认为国家只不过是伦理精神的世俗代表，“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国家的根据就是

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的力量”②。国家的政治权力显然不是来自 “君权神授”，黑格尔主张教会

０１

①

②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２５３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５９页。



理性国家的辩证想象：黑格尔国家观的创制逻辑与批判

必须和国家分离， “教会与国家、崇拜与生活、虔诚与道德、精神活动与世俗活动决不能融合为一

———这就是基督教的命运”①。国家作为一个公民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宗教信仰，其管理者与治理者也

不应该以任何宗教信徒的身份出现，宗教教育可能变成危害个人自由选择的工具。但黑格尔也强调宗

教文化对伦理生活会产生很大影响，各民族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宗教文化紧密相关，任何伦理问题的考

察最终都要回归到绝对性逻辑进路上，绝对精神与神圣意志具有相当的同一性，因此他自觉地借助神

圣意志来为世俗国家进行正当性辩护。“国家是神的意志，也就是当前的、开展成为世界的现实形态

和组织的地上的精神。”② 国家是伦理精神的自我实现，但廓清伦理精神与绝对精神的关系才是问题

的关键。

“理念”在黑格尔哲学中被视为世界的本原与基点，自然、社会和精神是理念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表现形式。理念的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阶段，黑格尔哲学正是对这三个发展阶段的描

述。在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黑格尔将自己的哲学体系概括为逻辑学、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三

个基本领域。③ 在精神哲学中，理念通达其巅峰形态即绝对精神，但朝向绝对精神的历程是回返往复

而又逐层竞升。这一征程从意识转变为自我意识而踏上精神之旅伊始，分别经历了主观精神、客观精

神最后才达致绝对精神。客观精神正是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的研究对象，这从 《精神哲学》与

《法哲学原理》两部著作的目录对勘、内容比照可以验证。客观精神分为抽象法、道德与伦理三个环

节，而 “伦理”经过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三个阶段，国家是伦理精神的统一形态。伦理精神属于

客观精神，而 “客观精神是绝对理念，但仅仅自在地存在着”④，它必须以绝对性、普遍性为根据和

真理，这恰恰是绝对精神所具有的内在特质与先天属性，伦理精神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必经阶

段，政治国家无论如何观念成熟、体系完备与制度成熟，终究还是绝对精神的外在显现与先验生成。

绝对精神先验地生成了政治国家，逻辑前提在于绝对精神的 “绝对性”，这一绝对性是无理由、

无根据、无前提的，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绝对性。相较政治国家的有限性，绝对精神的无限性使其先天

地具有起源与根据的意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绝对精神为何构造的是政治国家，而不是构造了其他实

体性对象？这与黑格尔所认知的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密切相关，他认为否定性辩证法不仅是自我意识

发展的方法路径，也是现代社会运行的根本逻辑。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分离与统一，即是各种

力量之间如何既在对立中实现和解，又在统一中展现差别。只有这样才既能凭借否定性力量推动社会

的变化与新生，又能在和解与统一中达成共识而实现社会的凝聚与强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相互紧

张是现代世界的主题与中心，两者从原初统一到相互分离既是伦理精神外化的必经环节，也是各自从

自在存在走向自为存在的过程。但彼此分离的结果是市民社会的利益杂多性与政治国家秉持的权力集

中化构成矛盾与冲突，如不能实现和解则极易导致现代社会的崩溃与解体。

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所建构的国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现代国家，是成熟的政

治国家。必须澄清的是，黑格尔在１８１５年所开始辩护的制度已经不是他在１８０１年进行激烈批判的制
度。在１８０５－１８１５年，整个德意志尤其是以黑格尔所居住与工作的巴伐利亚、普鲁士、符腾堡地区
受到拿破仑战争的剧烈震撼而不得不走向现代化改造，这些公国多少吸收了来自法兰西的自由主义思

想。⑤ 与前现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人具有独立人格与权利自由，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并不必然发

生冲突，“义务与权利是结合在同一的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那种概念是最重要规定之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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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８３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７１页。
［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１８３０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目录页。
［德］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７５页。
在政治立场上，黑格尔经历了惊人的变化与往复。在普法战争拿破仑获胜后，黑格尔毫不掩饰对拿破仑的美誉之词，称他是 “巴

黎伟大的宪法学家”，把 “自由君主制的概念”的含义教给德国君主们。随后不久出版的 《精神现象学》也不乏对新时代的向往

与溢美。但１８１５年滑铁卢惨败和拿破仑逊位给黑格尔带来巨大震撼与政治沮丧，其政治立场随后逐渐朝向保守主义，也不时为
国王提出的宪章 （“这是君王向其臣民曾经提出过的最自由的宪法”）进行辩护，但其理想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是开明的君主立宪

制。（参见 ［以］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７７—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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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国家内在力量之所在”①。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制度具有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种历史形态，

与三种形态相对应的是在国家治理中存在着 “一个人、多数人或一切人”②。这三种形哪一种最可取？

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品德是民主制的原则，贵族以节制为原则，荣誉是君主制的原则，“国家成长为

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在现代世界，实体性的理念获得了无限的形式”③；另一方面，他又说

“我们不会提出这种无意义的问题：君主制与民主制相比，哪一种形式好些？我们只应该这样说，一

切国家制度的形式，如其不能在自身中容忍自由主观性的原则，也不知道去适应成长着的理性，都是

片面的”④。综合而言，黑格尔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但在 《法哲学原理》中又面临着不得不为普鲁士

的君主专政制进行辩护的现实难题。

黑格尔对法国革命态度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其政治立场与国家理念的变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

者，他最初对法国大革命欢欣鼓舞甚至幻想也能在普鲁士进行类似的运动。随着雅各宾派上台与罗伯

斯庇尔的恐怖主义政策，黑格尔认为暴力革命的破坏性太大，其不易控制性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

此对激进政治持谨慎态度而逐渐转向政治保守主义，认为君主立宪制才是最成功的政治形态，可以避

免流血冲突与暴力革命。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革命心态与立场的基础上，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

中试图构建和解的国家学来消解早年的激进政治思想：国家与市民社会、君王与市民之间的对立与冲

突必须被先验地调和，调和的理论基点就是绝对精神所据有的绝对性能缓和对立两极之间的冲突，但

调和不是简单各自保存自己的特点而不受对方影响，而是对立两极必须深刻地进入对方、占有对方、

否定对方并最后实现自我与对象的辩证同一⑤。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紧张关系中国家的先决性、前提性与至上性来自绝对精神，正因为绝对精神

的无根据性、无前提性与普遍性才构造了市民社会是国家概念的运动结果。在客观精神阶段理念外化

为伦理精神又通过国家形态得以显现，也只有经历这样分裂与外化的国家才可能摆脱蒙蔽状态而成为

具有自我意识和追求主体自由的现代国家。国家就是普遍的自由精神：“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精

神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这种精

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使自身成为实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为它的别物，作为蛰伏精神而获

得实现。只有当它现存于意识中而知道自身是实存的对象时，它才是国家。”⑥ 现代国家之所以优于

传统国家，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 “国家是自由依据意志的概念”⑦，即国家是依据绝对精神的普遍性、

绝对性与无限性行事，在国家治理的内政外交中都要依据理性精神与普遍法则行事，而依据个人的偏

好、喜恶或特殊利益行事的传统国家终要被否定与消解。君王专制的国家也不例外，王权虽然是

“自我的任意的最后决断”，但王权也必须在理性的规制与轨道中积极而妥当地运用理性，才能使得

君王与市民社会之间实现有差别的内在同一。

二、理性国家的辩证想象

建构现代国家是黑格尔国家观的核心要务，但普鲁士君主制为何优越于民主制、现代国家如何与

君主制相容是黑格尔要解决的理论难题，对此，黑格尔通过三重论证来为君主制进行理性辩护。

第一重是论证王权等于主权。“朕即国家”的王权思想是君主制国家的本质特征，“君主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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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６２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８８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８７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９１页。
在黑格尔哲学中常使用 “同一性”概念而较少使用 “统一性”概念，黑格尔反对抽象的 “同一性”，即 “Ａ＝Ａ”模式的绝对同
一，而主张 “具体的同一性”，即有差别的同一，例如 “ａ＋ｂ＝ｃ＋ｄ”。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５８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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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个人意志的、无根据的自我规定的环节，是任意的环节”①，即 “任意是王权”或 “王权是任意”。

王权自身包含三个有机构成部分：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制度，具有特定内容的特殊职能，自在自为的普

遍物。这三个部分对应着普遍性、特殊性与个体性三个环节，三个环节彼此相连、各自显现而最终落

归于个体性。黑格尔认为个体性表现为单一性，正是在单一性中才使得王权的 “自我规定的最后决

断”得以呈现。王权不仅具有单一性，还能将多种差异性、杂多性融合为统一体，而国家的主权就

是差异性与统一性结合而成的单一性，它既包含所有各种差别在内，又是各个环节的高度统一。主权

是一切特殊权能的理想性，但它不是无法无天的任性，相反 “主权正是在立宪的情况下，即在法制

的统治下，构成特殊的领域和职能的理想性环节”②。

主权作为理想性环节是国家精神的理性显现，“是国家的各主体的对象化的精神”③，是作为最后

决断的自我规定而存在。但国家本身只有通过个人因素才能成为单一性的东西，“人格只是作为人才

存在”，可见黑格尔想推论出有资格作为单一性人格的就是君王。他甚至直接说 “在已经发展到实在

合理性这个阶段的国家制度中，概念的三个环节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为地现实的独特的形式。因此，

整体的这一绝对决定性的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体性，而是一个人，即君王”④。至此，黑格尔基本完

成了王权就是主权的论证，而这一论证背后更为深厚的理论依据来自其著名的 “实体即主体”观点。

实体与主体的同一性在 《逻辑学》中经历了 “实体 （意识） －自我意识 －主体 （绝对精神）”的逻

辑建构，相应地在伦理精神阶段，作为实体的主权与作为主体的王权也得到黑格尔的同一性辩护。

第二重是论证普遍性即是个体性。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人们对国家的需

求首先表现为国家应该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国家权力的结构与分布体现为整个概念的构成环节。对

通常所谈论的包括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在内的现代国家的三种权力，黑格尔赞同立法权相当于普

遍性，行政权相当于特殊性。但司法权不能代表概念的第三个环节即个体性或单一性，黑格尔认为司

法权也属于特殊性领域，应归属于行政权范围之列，真正能代表单一性的是王权。

根据 “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逻辑理路，政治国家可以分为三种实体性的差别即三个环
节中：“（一）立法权，即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二）行政权，即使各个特殊领域和个别事件从

属于普遍物的权力；（三）王权，即作为意志最后决断的主观性的权力，它把被区分出来的各种权力

集中于统一的个人，因而它就是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⑤ 立法权的普遍性与行政权的特

殊性最后汇合与统一到王权的单一性中，而且王权的单一性还体现在包含着作为整体的国家所具有的

三个环节，“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为特殊对普遍的关系的咨议，作为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的

环节”⑥。国家的三个环节最后落归于王权中，王权的三个环节落归于 “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在其

中 “自我是最单一的东西，同时也是最普遍的东西”⑦。而既能做出自我决断又具有普遍性的单一个

体，无疑只有君王。主体性与客观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最终在君王中达到同一，君

王的单一性就是绝对的普遍性。

第三重是论证义务与权利的同一。现代国家的焦点问题是在国家的普遍主义与个体的平等自由之

间如何保持张力与平衡，前黑格尔哲学在这一问题上或强调二者之间冲突的绝对性而走向二元论，或

强调二者的共同点与一致性而走向调和论。但黑格尔独辟蹊径地引入中介环节，即将各等级要素与官

僚政治作为中介环节，形成一个 “国家 （君王） －社会 （各等级要素＋官僚政治） －个人 （市民）”

的否定之否定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通过中项的中介功能与桥梁作用实现了国家与个人、君王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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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４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９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９５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９２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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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和解。“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所以家庭和

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① 正是在国家这里，个体权利与公共自由实现和解，市民的义务

与君王的权利实现和解。

国家的目的是普遍利益，而市民社会是自私自利的战场，无数持有特殊私利的市民彼此之间发生

各种对立与冲突，那么市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调节？黑格尔批判了１７世纪以来古典自然法所秉
承的权利本位说，即国家与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障个人所享有的各项自然权利。他从国家主义的立场

出发试图构建权利义务并重的学说：“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

一，即个人对国家尽多少义务，同时也就享有多少权利。”② 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相对，黑格尔认为

个人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优先于国家给予个人的权利：“国家所要求于个人的义务，也直接就是个人的

权利，因为国家无非就是自由的概念的组织。个人意志的规定通过国家达到了客观定在，而且通过国

家初次达到它的真理和现实化。国家是达到目的和福利的唯一条件。”③ 正是由国家的所代表的绝对

精神客观地赋予了个人义务，个人才在国家的背景里享受到自我的权利，因而国家是个人自由权利实

现的前提与基底。然而，黑格尔尝试提出的权利义务并重学说，显然是试图将个体主义的权利观念扭

转为整体主义权利观念，用国家的普遍性、前提性来约束与限制个体的特殊性、自主性，这里权利不

过是用义务来解释的权利，义务则充当了权利的根据与边界。

上述三重论证中王权与君权的内在同一性是黑格尔国家观的创制理念，普遍性经特殊性达到与个

体性的同一是其国家观的逻辑进路，义务与权利在国家框架内的辩证统一是制度保障，这三重论证构

建了一个整体性、思辨性的国家学说体系。囿于历史条件、时代境遇与社会环境的制约，黑格尔的国

家观总体而言只是对现代国家的辩证想象，但其政治理性主义的创制理念、缜密严谨的分析方法、否

定生成的逻辑进路以及整体主义的视角可给予现代国家理论以重要启示。

三、中介环节的逻辑演进

《法哲学原理》国家观的创制关键是中项概念的运用，没有它的中介功能，整个国家体系的总体

架构将陷入严重的两极对立与冲突之中直至崩溃与解体。④ 何谓 “中项”？黑格尔做过一个磁体石的

比喻：“磁体在中项里，在其无差别的点中，把自己的两极结合起来，从而这两极在其差别中直接就

是一个东西。”⑤ 作为中项的磁石承担了连接南北两极的中介功能，将原本截然对立的两方统一为力

的综合作用。作为居间作用的中项，中介是肯定性环节之后所设定的否定性，而这一否定性又是达到

否定之否定的必经之途，这是一个形式最为简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介既是关系性范畴，又是实体

性范畴；任何实体都可以作为中项，中项也是实体，或者说每一实体都曾经、正在或将要以中介的形

式存在。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演进历程中，实体即是主体而自我设定对象，对象以否定性的中介形式

存在，但作为否定性环节的对象要被克服与扬弃，进而在否定之否定的环节即肯定性中达到同一性。

这一两极的对立与和解得以完成的关键环节正是中项，正是中项概念的建构与中介逻辑的演进才构造

了黑格尔国家观的体系与基石。

黑格尔的现代国家观本质上是一个多重矛盾综合的体系，其中君王与市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

会、立法权与王权等诸多对立性范畴是矛盾概念的逻辑建构。任何能被公共语言表达出来的概念都具

有普遍性，“君王”概念从逻辑上预设了其对立性概念的存在，即 “市民”；同样 “政治国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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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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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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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预设了 “市民社会”的存在。但对立的两极之间如何实现同一？这就不得不借助中介环节。在君

王与市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充当中介与桥梁作用的中项，正是 “各等级要素”与 “官僚政

治”。

“各等级要素”是来自市民社会的代表，是从同业公会中遴选出来的代表。同业公会只是代表各

个特殊行业、群体与社团的特殊利益，而各等级要素是从全体同业公会中遴选出来且代表市民社会利

益的群体。“正如官僚是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代表一样，各等级是市民社会在国家中的代表。”① 各等

级本质上是一种中介机关，处于政府与特殊领域、特殊个人两个方面之间，背负着复杂的政治任务，

即既要忠实于所在团体与行业这一特殊群体、特殊个人的利益，又要听从来自国家与政府的政策与方

针。各等级处于极其独特的中间地位，“由于这种中介作用，王权就不致成为孤立的极端，因而不致

成为独断独行的赤裸裸的暴政；另一方面，自治团体、同业公会和个人的特殊利益也不致孤立起来，

个人也不致结合起来成为群众和群氓”②。无论是私人等级还是公共等级，其根本性的存在意义就是

调和君王与市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关系，因此市民社会选派的议员、选举的自治团体与协

会的首脑和其他相关公职人员，必须拥有独立的财产而不受外界环境的限制，必须给予足够的政治信

任而能独立行事。各等级的地位极其复杂，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对此，马克思曾指出，从激进的立场

来看 “各等级是与政府相对立的人民，不过是缩小了的人民。这就是它们的对立派的地位”③。从保

守立场看，“各等级是与人民相对立的政府，不过是扩大了的政府”④。

“官僚政治”是黑格尔国家体系的又一重要中介，政府成员和国家官员属于这一中间等级的主要

组成部分。这一等级应该是大公无私、奉公守法、温和敦厚，他们是国家在法制和才智方面的中流砥

柱。国家的民族意志、文化教养、伦理精神首先表现在这一中间等级中。单一性的君主据有普遍性的

权力，但这种原初的普遍性必须通过特殊性的环节才能外化与展开，即要通过选择某些特定的个人担

负特定的国家职务，从不同的方面分有、践行原本为君王所掌握的绝对国家权力。黑格尔把这些

“不同的个人”称为 “公务员”，他们既不能来自贵族也不能来自贫民，而应来自有 “教养的中间阶

层”，并且应由国家发放体面的薪俸。同样作为中介环节，官僚政治与同业公会处于紧张的对立与协

作关系中，官僚政治既要反对同业公会又离不开同业公会。对此，马克思批判说：“同业公会是官僚

政治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政治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则

是国家的同业公会。”⑤ 官僚政治是完备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是不完备的官僚政治。在国家整体主

义取向下，同业公会面临着不断倒向官僚政治的危险，而官僚政治面临着国家的普遍利益与特殊的私

人目的同一化的倾向，国家利益正不断成为一种特殊的私人目的。

为了避免君王与市民两极之间的直接冲突与对立，市民社会派出它的委托人 “各等级要素”，政

治国家派出它的委托人 “官僚政治”，两个具有中介功能的被委托人进行谈判协商，目的是解决各自

委托人所提出的主张与诉求。一旦被委托人之间达成一致就意味着君王与市民之间取得政治和解，避

免了冲突的扩大化。如果被委托人之间的协商最终失败，则意味着对立两极之间可能产生严重冲突甚

至革命。可见，一个成熟、理性而强大的中间等级 （“各等级要素 ＋官僚政治”）是化解社会冲突、
维护政治秩序与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积极建设与理性培育中间等级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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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泛逻辑主义国家观的现实批判

黑格尔国家观本质上是逻辑主义的建构，或者说是 《逻辑学》的方法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现实

展开与具体运用，马克思有时称之为泛逻辑主义、神秘主义。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灵魂，亦是其引

以为傲的学术特色，他将逻辑学方法渗透与贯穿于整个哲学思想之内，将研究对象及其运动置于概念

的逻辑发生史之中。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由三个环节构成：（１）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 （正题）；（２）
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 （反题）； （３）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 （合题）。不单是辩证法的运

用，而是这三个环节的综合有序的运用才构成黑格尔国家观的创制逻辑。黑格尔用思辨的哲学语言表

达了其理智但保守的政治主张，又用逻辑学的方法机智地传达了其隐秘的激进政治意图。理想主义的

政治诉求与现实主义的政治困境间的二元对立，在黑格尔国家观中被逻辑学的方法精巧而机智地结合

在一起。在当时民主制与君王制交锋中，黑格尔这一路径无疑是极具创造性的理论尝试。

国家治理与政治运行要符合基本的逻辑规范与要求，其本身也是处于特定境遇中的历史事实，随

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内容与形式也将随之变化。而这正是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

哲学进行清算与批判的理论任务，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所必须完成的理论飞跃。《黑格尔

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专门针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深刻理解与批判，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正式与黑格

尔哲学划界和决裂，通过对黑格尔思维辩证法的颠覆，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开启了通道与大门。马克思

批判黑格尔在将哲学泛逻辑化的过程中有意地制造了三个 “倒置”的错误，这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批

判所要重点揭示的秘密所在。

第一个 “倒置”是主词与谓词的倒置。命题形式的基本结构一般是 “主词 ＋谓语动词 ＋谓词”：
“主词”是主部的中心，通常由具有实体属性的个别事物担任，也有极少数由表示最小的类的词充

任；谓语动词多是系动词，充当主谓之间的连接与中介；谓词则是对主词的属性、特质、功能或意义

等表述，表示主词 “怎么样”、“是如何”、“要怎样”、“做什么”等。例如，通常说 “政治信念是理

想性中的必然性”，但黑格尔这里颠倒过来就变成 “理想性中的必然性就是政治信念”。主谓倒置看

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语言游戏，但其背后是主体与主体性的有意混淆与替换。在逻辑意义上，主体是独

立存在的实体，主体性是对主体的属性、特质与状态的描述，因此一般意义上主体是主词，主体性是

谓词。但在黑格尔那里，主体性被视为主词，而主体被视为谓词。① 换言之，作为属性与特质的观

念，本来应该作为谓词来修饰与阐释主词或主体，但在黑格尔那里却跃居为主体或主词的地位，而主

体或主词被当作为谓词使用。“主体性是主体的规定，人格是人的规定。黑格尔不把主体性和人格看

作它们的主词的谓词，反而把这些谓词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以神秘的方式把这些谓词变成这些

谓词的主词。”② 黑格尔之所以自觉地进行倒置，目的是通过逻辑学的方法来瓦解固有的本体论基础，

最终从绝对精神出发来构造包括自然、国家与社会在内的全部实体。

第二个 “倒置”是逻辑与历史的倒置。黑格尔构建国家观之际面临着两难：从政治现实层面观

察，同时期法国的民主共和与英国的君主立宪明显比普鲁士的君主专制进步，但从哲学理念层面看，

德意志 “意识形态”又处于欧洲之巅。如何从哲学层面为落后的普鲁士君主制进行理论辩护，显然

成为黑格尔国家观不得不解决的理论难题。当历史与逻辑发生冲突时，黑格尔站在逻辑优先的立场

上，用逻辑学的方法构建政治国家。难得的是，黑格尔在论证过程中始终恪守政治理性主义原则与严

密精巧的论证。在阐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时，本来市民社会产生政治国家，但因为政治国家

从逻辑上就包含着作为其对立面的市民社会，二者又都是绝对精神外化的必然环节，因此国家作为

“在地上行进的伦理精神”先验地构造了市民社会。同样，正像本来是立法权来规定与限制王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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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上唯有王权的单一性能担负起绝对精神的普遍性，故王权规定与制约了立法权，行政权只不过

是王权的差异性环节。可以说，青年马克思深刻地洞见到黑格尔哲学的秘密所在，即 “真正注意的

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

散于抽象的空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

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①。换言之，青年马克思重构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用逻辑来预

设与构造历史，也不能罔顾逻辑而歪曲历史。历史既是宏大的时间序列，是由无数历史人物与事件编

织而成，更是生产实践的发展历史。每一历史都内蕴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与因果必然性，探寻其背

后的历史必然性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必然回归到既是历史主体又是思维主体的人

身上，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程度才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所在。

第三个 “倒置”是中介逻辑的倒置。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激进意图与其国家观中保守的政治主

张之间得以调和的关键是中介逻辑的介入。中介的本质是制造矛盾与解决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令

人惊讶地是几乎没有悬而未决的难题，解题的钥匙正是中介的逻辑。中介是沟通对立两极的通道，虽

然本身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却是促成对立两端实现和解与统一的桥梁，包括 “木质的铁”、“圆

的方”、“各等级要素”、“官僚政治”等都是中项实体。中项不再是桥梁或中介，而是实体对象、对

立的两极。中项不断获得独立性、普遍性，从自在实体逐渐变为自为实体。中介逻辑促使黑格尔将中

介实体化、主体化甚至本体化。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将中项的功能过度诠释与自觉放大，真正对立的两极是不能互为中介的，也不

需要任何中介，“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需要，也不相互补充。一个极端并不怀

有对另一个极端的渴望、需要或预期”②。为此，马克思用隐喻的修辞手法进行描绘：我们面前出现

了一帮好斗之徒，可是他们又非常害怕彼此真打起来会打得鼻青眼肿，而准备打架的两个对手也都想

法使拳头落在给他们劝架的第三者身上，但后来打架双方中的一员又成了第三者，结果由于过分小

心，他们始终没有打起来。这一中介体系还采取这样一种形式：一个人想打自己的对手，同时又不得

不保护自己的对手不致挨打；由于身兼二职，他的打算全部落空了。③ 虽然黑格尔试图克服近代哲学

特别是康德哲学中存在的二元论、不可知论问题，而且用中介逻辑掩盖同一性哲学背后的二元论问题

的哲学尝试不可谓不精致，甚至直到今天政治哲学还发生 “黑格尔主义转向”思潮。但黑格尔用泛

逻辑主义的方法论不断进行形而上学的颠倒与重置，其中介逻辑的调和式进路始终未能真正解决二元

论问题。青年马克思在 “发现”黑格尔哲学的秘密之际也先后从劳动、感性活动、物质生产直至实

践活动的视角来解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对象、存在与意识、现实与精神等的对立与统一，直到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建立才真正完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与批判。二元论难题本身是

一个开放性问题，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对它的研究实际上反映着人类认识世界与自我的水平与方式。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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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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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地描绘了中介的中项功能，批评黑格尔将中介不断实体化、主体化与本体化，认为这迫使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论前提必须不断

回撤到客观的观念论基础上，辩证的方法论也沦为话语游戏。



从 “两面神”思维到救赎史观

———试论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根基

高山奎

【摘要】犹太问题是本雅明思想探究的重要理论背景。在他的文学评论家之职业形象的外衣下，涌动着两

股相互抵牾的思想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和犹太神学。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并非进步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

主义或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实验性和启发式的布莱希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以救

赎史观为根底支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一方面，这种经犹太神学改造过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

主义革命理论注入精神和神圣的质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崭新维度；另一方面，本雅明对政治弥赛

亚主义伪救赎性质的疑虑和他笃信的衰落史观又一再将他拉向犹太神秘主义的末日拯救。作为２０世纪犹太
神学复兴的马克思主义路向的典范，本雅明的政治弥赛亚主义尽管在冰与火的历史实践中显得软弱无力且

饱受内与外的批评，但其直面本心的理论尝试和思想遗产仍需我们认真审辨。

【关键词】本雅明；历史唯物主义；犹太神秘主义；弥赛亚救赎；阿伦特；肖勒姆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１８－１１

作者简介：高山奎，黑龙江汤原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学派所表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本雅明显得

格外与众不同：他以 “文学评论家”的职业形象示人，思想立场却经历了从犹太复国主义到以马克

思主义为表、弥赛亚信仰为里的 “两面神”思维，最终在 《历史哲学论纲》中走向救赎史观。本雅

明的笔法多为意象性的描摹阐释，而非理论概念式的系统论证，他反感理性主义对事物复杂性和丰富

性的剪裁和粗暴切割。对他而言，在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以及同时代的理性主义者柯亨那里，

一切物体都受到绝对化的理解和 “强奸性的评论”。① 他的工作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僭越和赋形，保护

甚或还原事物的真相和丰富意涵。正因为本雅明著述的非理论化和碎片状的特点，即使至交密友肖勒

姆也抱怨他没能在自己能够理解的意义上 “讲清两张处于 ‘意识形态’纠纷中的面孔的紧张关系，

他同时拥有这两张面……一张是我 （指犹太教信仰），一张对布莱希特 （指马克思主义）”②。在有生

之年，本雅明曾一度专注于成为 “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③，但在好友阿伦特看来，把本雅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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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１页。
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７９页。本雅明的思想具有无法归类的多重面相，毛姆·布罗
德森将将这一思想特征描述为 “在不确定中游走 （Ｗａｌｋｉ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阿伦特在其选编 《启迪》（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一书的导言
中则试图用一连串 “是……不是……”来界定本雅明复杂多变的思想面相，即本雅明既是又不是学者、语文学家、神学家、作

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诗人和哲学家，等等。（参见 ［德］毛姆·布罗德森：《在不确定中游走：本雅明传》，国荣译，北

京：金城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遍，
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２４页。）
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６３页； ［美］汉娜·阿伦特： 《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
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２４、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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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为文学评论家，一如把 “卡夫卡推荐为短篇和长篇小说家，都会导致误解”①。在本雅明一系列文

学评论或批评的背后，既有犹太神秘主义的 “乌托邦遁点”②，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诗

性神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交织的 “思维双轨”特点以令人称奇的罕有方式并行于本雅明的思想中，决

定性地主导着他思考和写作的底色。唯有廓清本雅明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厘清他思想

中犹太教信仰的位置及其意指，才能更加明晰地管窥本雅明思想的特质，恰切评估其思想的力度及限

度。这正是本文所试图着力的要点所在。然而在具体开展这两项工作之前，首先需要对犹太问题做出

澄清，因为这是本雅明走向思想双轨 （两面神思维）不可忽视的思想背景和动机之源。

一、犹太问题与本雅明的政治选择

犹太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在１９６２年的一篇自传性导言的起首处曾坦言：“这份……研究撰于１９２５
至１９２８年的德国。作者 （指施特劳斯）……发现自己正深陷于神学—政治的困境当中。”③ 此后，

“神学－政治问题”或 “犹太人问题” （Ｊｅｗｉｓ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以下简称犹太问题）便成为他 “思考的主

线”和 “诸项研究的唯一 （ｔｈｅ）主题”。④ 无独有偶，作为同时代的德裔犹太文学评论家，本雅明同
样遭逢犹太问题所带来的时代困境，并将如何破解和应对这一 “几代人可怕的内在状况” （卡夫卡

语）作为个体安身立命和学术研究的隐秘起点和重要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强调，如果

“不涉及这个问题 （指犹太问题），就无从理解本雅明”⑤。

然而，同是遭逢犹太问题，犹太知识分子对它的理解却不尽一致。例如，在施特劳斯看来，犹太

问题是现代理性主义视域下的衍生品，因为在前现代宗教信仰的视域下，犹太人遭受歧视和迫害是作

为上帝选民的应有之义，也是获得拯救的必经之途，因而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现代理性主

义高扬人权、罢黜神权，认为人们可以凭靠理性 （替代上帝）解决人世间所有不平之事，那么犹太

人 （作为人种之一）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肉体消灭和精神折磨，就是一个需要理性解决、也能够得

到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由启蒙哲人构设、并最终得到践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自由主义社会并未终

结犹太人的歧视问题；相反，在现代社会，犹太问题愈加深重，并在纳粹主义大屠杀中达到顶点。犹

太问题的在场表明现代理性主义并非万能：它既无法安置人类的灵魂信靠问题，也无法在尘世建立起

无纷争的人间天堂。因此，对施特劳斯而言，犹太问题作为现代性危机的重要表征，是现代社会犹太

人普遍遭逢且无法解决的一种处境。与这种立基于古今之争和现代性批判视角的犹太问题理解不同，

阿伦特从德雷福斯这一特殊的政治事件出发，试图对犹太问题的现象做出政治哲学的现象学还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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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２３页。
本雅明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末曾一度试图移居耶路撒冷，“因为这些年里他觉得犹太教的神学范畴更有可能成为他的思想的遁点”。
（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５１、１２７页。）
［美］施特劳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英译本导言》，《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李永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页。根据 《剑桥施特劳斯研究指南》（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２００９）编者兼主笔斯密什 （ＳｔｅｖｅｎＢ．Ｓｍｉｔｈ）的
见解：“神学－政治问题的核心是……喻以 ‘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理性与启示之间的选择或冲突…… （这一冲突）不能简单地看

作哲学问题或神学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个政治问题。它关涉权威、谁拥有至高权威的问题。至高权威作为最根本的生活指

南，是属于启示及其所指的一切，还是属于自然的人类理性。”（参见 ［美］斯密什：《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

高艳芳、高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２１页。）
在１９６２年稍早的一次演讲中，施特劳斯交代了自己长期 “思考的主线就是 ‘犹太人问题’（Ｊｅｗｉｓ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同时提供了这一
思考的经验上的渊源。（参见 ［美］施特劳斯：《我们为什么仍然史犹太人———犹太信仰和犹太历史仍然能够向我们言说吗？》，

《犹太哲人与启蒙》，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８７页；［美］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学〉德文版前言》，
《霍布斯的宗教批判———论理解启蒙》，杨丽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８４页。
［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４８页。
关于施特劳斯与阿伦特犹太问题上的歧见，参见 ［美］施特劳斯：《我们为什么仍然史犹太人———犹太信仰和犹太历史仍然能够

向我们言说吗？》，前揭书，第３８７—３９４页；［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８年，第一部 《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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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伦特来说，将犹太人问题引向一个 “更深广更激进的问题，即质疑西方传统整体的价值”这一

点并不算错①。但我们首先应该剖析现代反犹主义产生的具体政治历史条件，而这一点唯有从极权主

义这一２０世纪最大的政治现象出发才能得到恰切的理解。简要地讲，在阿伦特的眼中，犹太问题是
发端自１９世纪７０或８０年代以来的 “中欧的德语国家”的特殊政治现象，是受到德裔犹太知识分子

高度关注，在 “在极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他们的社会生活”的 “首要的道德生活”②。

比较而言，在何谓犹太问题的理解上，本雅明的视角更接近于阿伦特而远离施特劳斯。与施特劳

斯跟随柯亨走向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和开启古今之争不同，本雅明更深刻地体悟和直面自己犹太身份

所带来的悖谬冲突。本雅明生长于一个高度同化的富裕犹太人家庭，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而对犹太

文化遗产疏远而隔膜。他通过自己细腻的笔触和敏锐的洞察深入到宗主国 （德国）的文化高地，却

被告知自己无权也无能力涉足这一领域。这种身份歧视给当事人带来的撕扯痛彻骨髓。对此，洛维特

令人唏嘘的个案或许有助于理解这一状况。在一部自传性回忆中，洛维特对自己被迫放弃大学教职，

重新面对自己犹太性所造成的分裂伤痛做出如下描述：“在德国时，我努力从犹太文化中解放出来，

现在这努力被中断了，而这中断也决定了我的人生，甚至把问题升高到一个关键点……即便有人可以

重新找到一个家乡，在另外一个国家取得公民权，这个人也必定的耗费人生里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填

补这个被撕开的裂缝。而且……之前愈是毫无疑惑地当一个德国人，逾感觉自己是德国人，那么他需

要填补的裂缝也就愈大。”③ 与洛维特相比，本雅明显得更加不幸，尽管天资聪慧、细腻敏感、著述

深刻，但由于自己的犹太性和机缘巧合的诸般倒运，让他根本无缘德国大学的教席，甚至成为德国文

化领域之外的边缘人和局外人。这种悖谬不能不让他认真对待。

在本雅明看来，个体遭逢的犹太问题不仅令人痛彻心扉，而且不可解决。因为它根本不是事关真

假的知识问题，也不是关涉公正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法律或政制设计问题，而是幽闭于人心的对犹太人的根
底不信与顽固偏见。如果是知识问题，通过逻辑上的辩驳，澄清错误判断，纠正事实歪曲便可化解；

如果是法律和政制公义问题，通过合乎法度的智慧立法或制度构建便可剥除病灶。然而，对源自心底

的不信和根深蒂固的敌意，根本无法通过论辩或立法的方式加以消除，因为前者或可以理服人，却无

法祛除郁结心底的敌视和偏见；后者通过法律禁止人种歧视，则意味着取消公私分离，粗暴干涉私

权，无疑于抽空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也就是说，现代自由社会的公私分立只能避免政治领域的犹太

迫害，却保留了私人领域对犹太人的不满和敌意，因此，犹太人根本无法通过个体融入自由社会的方

式获得尊严而解决犹太问题。

然而，与犹太问题不可解决所带来的绝望相比，本雅明发现更加令其愤怒的是父辈犹太中产阶级

和犹太知识阶层面对反犹主义时的自欺欺人：他们热衷于同化德国主流社会，自逸于犹太律法教导和

外部的世俗成功，通过 “制造谎言否定反犹倾向的普遍存在，不择自欺欺人的手段回避现实”④。对

此，犹太复国主义或共产主义成为本雅明那一代犹太人最有可能 “走出中产阶级虚幻和欺瞒的路径”

和选项。⑤ 犹太复国主义着眼于犹太民族的解放，共产主义则意味着谋求人类的福祉，它们都是理智

真诚地直面犹太问题或人类问题的两个重要选项。但是，当时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犹太追随者之间彼此

攻歼、势不两立。而本雅明一方面先后成为复国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共享双方阵营的亲人和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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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５５页。
［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４８页。
参见 ［德］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５、６９、１１２、１１８页。
［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５１页。
本雅明的挚友肖勒姆 （ＧｅｒｓｈｏｍＳｃｈｏｌｅｍ）对其走向犹太神秘主义影响甚巨，后者在１９１１年便加入犹太复国主义。在关于本雅明
的回忆传记性专著中，肖勒姆曾谈及自己之所以加入犹太复国主义是因为对自己生活于 “其中的家庭环境及其环境的自我欺骗的

认识，以及对一些有关犹太历史的作品的阅读”。（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４页。）



从 “两面神”思维到救赎史观

友，并以 “绝无仅有的方式多年并行两条道路”①，另一方面又对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充满疑虑，

认为它们 “不仅客观上虚假，不符合现实，而且会引他走上虚假的救赎，无论这救赎的标签是莫斯

科还是耶路撒冷”②。那么，这里就不得不深究：本雅明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

克思主义和犹太神学的 “忠诚”是否只是一种躲避战祸、维持生计的权宜考虑？

二、本雅明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意涵丰富、所指繁杂的思想范畴。要廓清本雅明是何种意义上

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对本雅明时代所充斥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对本雅明而言，他

要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写，就不得不直面苏联式阶级革命论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尤其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崇信的经济决定论或自动崩溃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以及他身份所属的法兰克福

学派的社会批判的或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在笔者看来，本雅明躬身践行的试验性的马克思主

义与上述诸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质性的不同，这鲜明地表现在他对教条式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或疏远上。

首先，本雅明坚决反对唯物史观所持守的历史进步主义主张。对后者而言，无论是 “三形态”

说还是 “五形态”说，社会历史发展都必然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蒙昧到开明的发展历程，并最终

抵达人类无限完美的共产主义。这一历史观包含两方面的特质：一是历史发展具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规律性和因果必然性；二是这种发展不可抗拒地 “开辟出一条直线的或螺旋”式上升的进

程。③ 对本雅明而言，这种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奠基在一种虚假的时间观之上。这种时间观受到技术进

步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把历史理解为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是具有因果联系的连续统

一体。在这种连续统一体中，过去永恒不变，如死尸般同质而空洞；当下稍纵即逝，是通达未来的过

渡性环节；未来无限美好，是值得期待和托付的尚未到来。在本雅明看来，这种未来指向的历史观是

毫无现实依据、凭空伪造的 “教条主义的宣言”④，它以 “同质、空泛”的时间概念为基础，通过赋

予数千年中 “一系列与其毫不相干的事件”以历史性，最终心满意足地安适在 “历史的不同阶级之

间确立因果联系”的安乐窝中。⑤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进步史观不仅是自欺欺人、毫无理据的构设玄

想，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危害性，因为它呼召人们为了无限美好的未来，把当下视为某种可以甚或应

当牺牲的中介或环节，这实际上为非正义的、暴力的革命实践 （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种族屠杀 （德

国法西斯主义）的敞开了大门。不幸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恰恰中了这种线性进步史观的毒，在这

种进步史观的迷幻下，他们对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之邪恶本性毫无警觉，甚至把它视为 “历史的

常态”，因而在政治上被动消极、无所作为，在经济上跟风宣称技术发展乃大势所趋的潮流，最终

“致命地腐蚀了德国的工人阶级”。⑥

正是基于对线性进步史观这种在理论上虚幻自欺、现实上具有重大危害的认识，本雅明提出了一

种截然对立的衰落史观。应该看到，本雅明时代反对进步主义论调，对欧洲文明做出沉沦、衰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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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５２、５３页。在犹太复国主义一方，不仅肖勒姆是犹太复国
主义者，而且本雅明的妻子多拉·波拉克也具有浓厚的复国主义背景：多拉成长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氛围下，她的父亲列昂·凯尔

纳是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 （ＴｈｅｏｄｏｒＨｅｒｚｌ，１８６０－１９０４）的密友和遗嘱执行人，曾出版后者的日记和复国主义文
献。在马克思主义一边，本雅明受到布洛赫、卢卡奇，尤其是布莱希特和阿丝雅·拉西斯的影响。其中，阿丝雅·拉西斯是来自

里加的俄国女革命家，是本雅明一段重要感情中的女主角，两人曾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２９年１月同居，后来成为苏联 “大清洗”

运动的牺牲品。（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９页。）
［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５４页。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７３页。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７３页。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７３、２７６页。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６９、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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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家并不鲜见，如尼采、斯宾格勒、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然而，与尼采的历史循环论、海德

格尔的存在遗忘史、雅斯贝斯轴心时代等观点进路不同，本雅明的衰落史观蕴含着浓郁的救赎色彩和

末日审判情怀。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历史的衰落和沉沦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它会在某个时刻遭遇

赎救和末日审判的不期而至。正是秉持这种犹太神秘主义的救赎观念，本雅明翻转了进步史观的未来

指向，赋予过去充实着的当下以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然而，这种包含救赎观念的衰落史观与正统马

克思主义理解的唯物史观相去甚远，前者斩断了在不同阶级之间确立起的因果联系，切割了同质性时

间建构起来的具有连续性和普遍规律的世界历史，未来的共产主义进程在当下被阻断、爆破，犹太神

秘主义的弥赛亚拯救成了马克思主义之正当性的精神内核。① 因此，这种包含着浓厚犹太神学色彩的

历史唯物主义无论如何是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仁

所无法理解，甚至难以见容的。②

其次，本雅明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辩证唯物论者。从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４０年辞世，社会研究
所的资助几乎成为本雅明维持生计的唯一来源。然而，在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

本雅明却被指认为是其中 “最为奇特的马克思主义者”（阿伦特语）。因为这个学派或运动的精神领

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本雅明的思考进路和历史书写毫无辩证特色可言：

它只在 “‘唯物的范畴里打转，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缺乏中介调节”。③ 概括而言，本雅

明思想的非辩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他反对理论主义和演绎推理思维对事物的绝对性思考和

强奸性评论 （前已论述）；二是本雅明关注的对象大多是政治或美学上的上层建筑，如一片街景 （如

巴黎拱廊街），“一桩股票交易买卖，一首诗，一缕思绪，以及将这些串通连缀的隐秘线索”，力图对

现实进行 “惊诧而瞠目的呈现”，试图 “在最卑贱的现实呈现中，即在支离破碎中，捕捉历史的面

目”④。这种热衷细小、具象甚至毫厘之物，而不关注观念及其推演的研究旨趣，以及将 “上层建筑

中的某些明显因素”无中介地 “直接附会于基础结构中的相应因素”的做法，在肖勒姆看来完全是

马克思主义眼中 “典型的反革命和小资产阶级”的辩证法，或极端地讲是 “唯物主义思考的伪成

果”。因而，肖勒姆尖锐抨击本雅明 “非辩证地运用马克思的范畴”的创作努力是一种 “少有的严重

的自欺”，而这些 “应归罪于布莱希特的 ‘灾难性影响’”。⑤

肖勒姆的上述评判⑥或可看作是将本雅明从相互拉扯的两面神思维拉向犹太神学的一次学术努

力，因此带有明显的论战色彩和立场偏见。⑦ 然而这一评论确也拨开迷雾，直接戳中本雅明式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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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７６页。
在本雅明和肖勒姆的最后一次相聚中，两人谈及了前者与马克思主义同仁的关系，肖勒姆敏锐地感觉到本雅明与布莱希特、霍克

海默、阿多诺以及社会研究所的其他同事之间有一种 “永恒的尴尬的东西，这当然跟他和神学范畴的联系有关”。本雅明强调自

己的 “马克思主义本性上不是教条的、而是启发式的、实验性的”，认为将 “神学的思想引进马克思主义观点恰恰是一个贡献，

因为它们在那里能产生更强的生命”。然而，布莱希特明显不喜欢本雅明的神学因素，阿多诺 （因为对神学没有兴趣）完全从世

俗的层面谈到它，而霍克海默与其他同事则 “根本不知如何对待它是好”。（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朱刘华译，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３０页。
［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３０页。
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３２，２３３，２２１页；［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
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３０、３１、３４页。
在１９３０年４月的一封信中，本雅明向肖勒姆坦诚：“我只在你这个人物身上认识了活的犹太教。我跟犹太教的关系，始终是这样
一个问题：我如何对待 （你这个）打动我内心的力量。”（［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６３页。）
作为本雅明的思想密友，肖勒姆一直希冀后者能够像自己一样在身体和灵魂上最终走向耶路撒冷，他为此曾竭尽心力达十数年之

久。然而，随着肖勒姆１９２３年成功移民巴勒斯坦之后，事情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本雅明先是与自己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
妻子貌合神离、最终婚姻瓦解；随后与一个俄国女革命家阿丝雅·拉西斯在意大利邂逅 （１９２４年），成为情侣并在四年后开始同
居。在本雅明移居巴勒斯坦计划即将成行之际 （１９２８年末），拉西斯不仅燃起本雅明心中的共产主义火种，而且在他们同居期间
成功阻止了本雅明一生中最有可能成功的这一次神学皈依。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遭遇布莱希特后，后者决定性在思想层面将

本雅明拖向马克思主义阵营。（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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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命门要穴，即本雅明绝不是他所试图成为的法兰克福学派意义上的辨证唯物论者。这是否意味

着可以像肖勒姆那样认为本雅明是一个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其理论实践是 “唯物主义思考的伪

成果”？显然不能！在其去世前两年 （１９３８）的一次聚谈中，本雅明对肖勒姆的义愤之辞做出过并非
正面的辩驳。他认为自己的 “马克思主义本性上不是教条的、而是启发式的、实验性的”，而 “将神

学的思想引进马克思主义观点恰恰是一个贡献，因为它们在那里能产生更强的生命”①。纵观其一生，

本雅明从未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身份，他对自己用神学的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充满了信心，因为这

种改造不仅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质性内核，而且给马克思主义实践注入神圣之维，令其勃勃生机、势

不可挡。因此，在笔者看来，本雅明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不是教条意义上的马克

思主义，而是开创性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者。如果非要用一个标签加以限定的话，不妨说本

雅明既是布莱希特意义上的批判美学式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又是救赎史观 （而非进步史观）意

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或政治弥赛亚主义者。

首先，说本雅明是布莱希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后者对本雅明文学革命观起到关键性

影响。布莱希特主张写作不应当 “以旧的、美好的事物开端，而是要以丑恶的、新的事物为出发

点”②。本雅明完全认同这一主张，其救赎美学强调文学创作不应耽溺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自欺欺人，

而是要多侧面地反映资本主义生活的复杂性和悖谬性的本相，促逼人们去反思，激发人们改造社会的

革命热情。这种文学救赎观在 《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演讲 （１９３４）中得到详尽的阐发。在此，本
雅明首先将作者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左派激进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非生产者的作者。他们的写作与

工人运动毫无关联，其文学创作非但不具备生产功能，相反具有惊人的副作用：“从政治上看，（他

们）不是产生政党而是产生帮派，从文学上看，不是产生流派而是产生时髦，从经济上看，不是产

生生产者而是产生代理人。无论是代理人还是墨守成规的人，他们大肆渲染他们的贫困，将无底的空

虚变成一场盛典。”③ 在本雅明看来，这类作家的写作表面上看起来锋芒凌厉、直指现实，但根底里

不仅对大众认清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实毫无助益，相反会使人们沉溺于虚幻的自欺之中，因而不过是

“腐朽的资产阶级阶层的无产阶级的保护色”。第二种类型的作者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其杰出典范

就是布莱希特。本雅明强调，布莱希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自己的叙事剧 （ｄａｓＥｐｉｓｃｈｅＴｈｅａｔｅｒ）
中创造了 “功能转换”（Ｕｍｆｕｎｋｔｉｏｎｉｅｒｕｎｇ）的概念，通过 “陌生化场景”的设置，“中断情节”的处

理，让作品具备了组织和生产的功能，使得 “读者或观众成为参与者”④。例如，在一个叙事剧的家

庭场景中，当一个母亲正准备抓起一个器皿向她女儿扔去、父亲正准备开窗呼救时，一个陌生人进

来，这个过程被打断了。观众置身于一个远离其生活的陌生化场景中，但情节的中断又让他不得不投

身这个情境，把剧中发生的状况视为自己正在面对的真实状况，并最终领悟到剧情带来的荒诞源自社

会的黑暗与丑恶，而只有改造社会才能结束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这种荒谬和邪恶。⑤ 因此，借助陌

生化、中断情节的设置到功能转换的完成，布莱希特的叙事剧让观众从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变成了改造

社会的参与者，这在本雅明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文学革命观的核心要旨和典范样本。

其次，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面相还表现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改造上。如前所述，正统历史

唯物主义包含着历史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质素，这种因素使得唯物史观意图用未来统摄当下的个体生

活，其现实危害在于对时下法西斯主义的不义与暴力缺少应有的警觉，因而无力唤醒或发动工人阶级

运动以阻止国社党魁希特勒的上台。面对进步史观这种理论上的自欺和现实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

的消极影响，本雅明试图借助自己的犹太学因素来改造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剔除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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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１０页。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ＶｅｒｓｕｃｈｅｕｅｂｅｒＢｒｅｃｈ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１，Ｓ．１３５．
［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王炳钧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３页。
［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前揭书，第２６页。
［德］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前揭书，第２８、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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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主义倾向，挽救过去，爆破当下，阻断资本主义打着进步旗号的邪恶进程。具体而言，本雅明的历

史唯物主义的犹太神学改造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通过隐喻的手法，将自然时间上的先后相继转

变为辩证①意象上的空间凝结。要深入理解这一转变，就有必要提到本雅明的星丛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概
念。在 《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描述道：“曾在之物与现在在一道闪光 （ｉｎａｆｌａｓｈ）中结合为一个
星丛……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时序性连续关系，曾在之物与现在的关系却是辩证的关系：

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时间性，而是形象性。”② 星丛是一个形象性的说法，它把过去和现在的时序性关

联浓缩到一副整体性的空间图景中，空洞同质时间的均匀流逝被闪亮交织的星丛意象所替代。在这幅

交相辉映的意象交织中，未来的统摄地位受到贬黜，共时性的当下闪烁走上前台。二是它将过去之物

从历史的弃物中拯救出来，凸显回忆 （过去之物）对当下的充实意义。在拒斥进步史观方面，犹太

教传统成为本雅明重要的理论资源，在 《历史哲学论纲》第１８节中，本雅明强调 “犹太人是不准研

究未来的……犹太教的经文和祈祷在回忆中指导他们。这祛除了未来的神秘感……时间的分分秒秒都

可能是弥赛亚侧身而入的门洞”③。然而，对于本雅明而言，犹太教的传统并不足够，他需要一个更

牢靠的支点。在这方面，普鲁斯特的 “深层记忆挖掘理论”给他带来重要启发。前者在 《追忆逝水

年华》中赋予消逝的事物以巨大的生命力，让本雅明看到复活过去的活生生的例子。三是本雅明认

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一跃 （革命），为打破同质性的历史连续统一体提供了契机。在本雅明的笔下，

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绝非历史连续体的某种延续，而是对后者的截流和中断。通过革命性的爆破当

下，马克思主义革命 “引进了一个新的年历”，树立了一座 “不像钟表那样计量时间”的 “一座历史

意识的纪念碑”。④ 在这座纪念碑上，过去和现在在此凝结，观念发生梗阻，思想结晶为单子。因此，

马克思主义让历史的发展在当下紧急刹车，资本主义的文明进程受到阻断，时间性的裂隙和缺口得以

产生，救赎 （救世）的出场才能成为可能。可见，在本雅明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犹太神学的联姻

具有双重的意义，它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救世 （救赎）的神圣魂灵和勃勃生机，也为神学的救赎在

当下分分秒秒的侧身而入提供了裂隙和缺口，这种被犹太神学改造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可效仿的马克

思主义的本真样态。

综上可见，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包含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学和犹太神学式唯物史观两个面相。前者

受到布莱希特作品的决定性影响，是本雅明行走学界的职业形象；后者是本雅明对唯物史观中进步主

义要素批判的理论成果，表现为神学幽灵对马克思主义的 “成功上位”。如果把救赎美学看作本雅明

马克思主义的外在表征和阳面的话，那么犹太神学改造的历史唯物主义便可以看作是本雅明马克思主

义的内里和阴面。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并未打算公开发表自己的遗作 《历史哲学论纲》，不仅是因

为担心两边朋友误解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且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犹太神学的结合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虽然两者都具有普遍主义的弥赛亚情怀，如马克思主义谋求人类的解放和福祉，犹太神学期待上帝的

拯救和救赎；但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融通的根本紧张。马克思主义诉求阶级斗争的政治解放，这是

一种人的自我解放，依据的是现代性的大写理性；犹太教神学期冀的则是全能上帝的降临和拯救，救

赎的根据不在人自身，而是有限理性所无法理解的大写他者———上帝。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内在张

力，本雅明对自己践行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坚定不移，相反，它常常受到犹太神学信

仰的干扰和拉扯。这种拉扯在实践中遭遇挫折时变得尤为强烈，例如当法兰克福内部同事产生不信

４２

①

②

③

④

与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辩证法不同，本雅明这里的辩证是意象 （ｉｍａｇｅ）上的静止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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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ｐ．４６３．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７６页。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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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①、研究所合作项目难如其意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③等情况出现时，本雅明思想的天平便不由

自主地摆向神学一边，甚至一度产生放弃马克思主义、完全断绝与社会研究所关系的念头。④ 因此，

有必要廓清如下问题，这种干扰本雅明马克思主义信念的神学到底为何？这种神学在本雅明思想中到

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三、本雅明的犹太性和他的弥赛亚救赎史观

本雅明生逢风雨如磬的乱世之秋，密不透风的黑暗裹挟压抑着他，求 （教）职不得、生活困顿、

家庭关系紧张，思想不断遭遇绝望的侵袭等社会边缘人的体验，让他对现实的细微和神秘的救赎有着

敏锐的把捉和深刻的感悟，甚至曾一度认为 “神学范畴更有可能成为他的思想的遁点”⑤。如果说犹

太身份和生活体验将他拉向耶路撒冷，那么本雅明为何在１９２９年之后毅然投身马克思主义阵营⑥？
而且，在他登上马克思主义巨轮之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他迟迟没有走下犹太神学的战舰？要解答这些

疑问，就有必要走进本雅明的犹太世界。唯有廓清本雅明的弥赛亚信仰、他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以及他关于救赎史观的一些基本思想，才能明白他为何采取纠结于两种立场之间，为何在两种普世主

义的拉扯中最终重回救赎史观的弥赛亚救赎。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本雅明并不是一个神学家，他的希伯来语从未过关，也 “不甚倾心宗教”

学研究，但他却有着 “根深蒂固的弥赛亚信仰”。根据肖勒姆的记述，本雅明相信上帝：“从他最早

的哲学笔记起，青年运动高潮时的书信，直到他所计划的申请大学执教资格的首篇语言哲学论文的笔

记，在他眼里上帝是真正的……是一种象征理论无法企及的中心。” “对于他来说，宗教不只是神学

…… （它）代表了最高的秩序。”⑦ 与这种对信仰的坚定与忠诚相比，尤其在１９２４年遭遇阿丝雅·拉
西斯和布莱希特之前，即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现实性向他展示寻求逃脱的可能性出现之前，本

雅明相当长的时间里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划清界限，认为 “共产主义的目标没有意义”⑧。或许是受

尼采末人社会指控的影响，本雅明眼中的马克思主义 “总会有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只是 “粗俗的、

物的东西的斗争”，“神圣的、精神的东西”在这场战役中并不出场，故而即使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神圣的精神的东西也不会作为战利品体现出来。⑨ 正是基于这种对弥赛亚救赎的信仰和对马克思主义

粗俗的物 （经济）的斗争的理解，在１９２９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本雅明保持着自己的犹太性
和犹太认同，并有意识地行进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路上。然而，由于生长于高度同化的犹太人家庭，本

雅明对犹太传统的理解相当有限，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犹太信徒生活相当隔膜。因此，当他在思考

中萌生对犹太复国主义路向的疑虑时 （下文详述），就无法像肖勒姆或施特劳斯那样通过复返到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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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本雅明和阿多诺的关系很好，但与霍克海默的关系很微妙，阿伦特曾向本雅明毫不避讳地表达过社会研究所对本雅明行为的阴暗

猜测。（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０１、２２０、２１２页。）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８日本雅明离开德国，流亡法国，从那时起便接受社会研究所的写作。在与肖勒姆的通信和交谈中，本雅明曾对研
究所给予的任务表示厌恶，因为那种写作 “‘在各方面都是纯粹的欺骗，我不得不———几乎没有任何资料———撰写它’……它们

的主题最初很少是他喜欢的”。（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９８、１９９、２１２、２０５页。）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苏德双方在莫斯科签订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１９４０年初本雅明写作完全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具有神学
立场的 《历史哲学论纲》，将其作为对这一条约的回答。（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２４、
２２５页。）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１、２２２页。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５１页。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略的，因为作为思想中不可或缺的支点，神学思维从来没有在本雅明思想中完全退场，这尤其表现在最后一篇

遗作 《历史哲学论纲》中。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５７页；［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
揭书，第２３页。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２５页。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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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典 （神秘主义或迈蒙尼德理性主义）去求取资源。这就容易理解本雅明为何会走向马克思主

义，因为后者变成唯一看得见的、既具有救世主普世情怀、又与自己熟稔的启蒙观念一脉相承的思想

资源。

其次，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上，本雅明凭借自己对弥赛亚信仰的独特理解，走上一条蜿蜒

曲折、由近及远的迂回之路。如前所述，本雅明反对父辈犹太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躺在世俗成功的独

木舟上，闭上眼睛无视正在咆哮而至的反犹主义浪潮，这种自欺欺人和推诿责任的做法让年轻的本雅

明产生强烈的反叛意识。这种反叛出身的直接结果让他早在１９１３年便转身思虑犹太复国主义的可能
性和 “必要的责任”，并在１９１５年遇到肖勒姆 （“犹太教活生生的显灵”）①，以及结识具有犹太复国

主义背景的多拉·波拉克 （１９１４年结识、１９１７年两人结婚）之后变得愈加明晰。② 然而，这种深入
参与伴随着思想的冲突和疑虑。在本雅明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必须去除三样东西：‘农业观点、种

族思想和布伯的血统和经历论点。’”③ 犹太教传统强调上帝的拯救，而犹太复国主义强调种族和血

统，后者试图通过依靠犹太人自身，通过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政治方式去解决犹太个体所面对的歧视

和迫害，给予犹太人生存的尊严。这显然与弥赛亚救赎的上帝主导模式相背离，换言之，它宣告了对

上帝拯救的不耐烦或不信。更重要的是，本雅明的弥赛亚信仰是一种内在化的信仰，他追求文学批判

的个体救赎之思。但走向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去种地、去做政府职员、抑或去从事政治斗争？对于

一个只会阅读和写作的本雅明来说，走向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放弃自己所熟稔的作为文学评论家的个

体生活方式，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他难以应对的。相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最起

码可以保证本雅明继续他的 “拱廊街计划”。④ 这种纯现实的考虑让这位笨拙的文人最终走向了马克

思主义，放弃了同样具有伪救赎嫌疑的、政治弥赛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之路。

另外，由于现实的无奈而走向马克思主义，本雅明根底里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实践是一种真正意

义上的救赎。尽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践作为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是当时唯一可以借助个体谋生

和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介。但对他而言，真正的救赎只能凭靠自己的个体化的文学创作来实现。这

可在本雅明生命末期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得到隐喻性的暗示。在１９３７年寄给肖勒姆的 《德意志人》书

中，他写到：“当法西斯的洪水开始上涨，愿你……在我建造的这个方舟里找到一个小房间。”如果

法西斯是上帝毁灭人类的洪水，那么这个方舟就是诺亚方舟，这里本雅明把自己创作的 《德意志人》

这本书比作诺亚方舟。在给他妹妹的这本书的题词中，这种表达更加清晰：“谨将按犹太榜样建造的

这只方舟献给多拉 （指他妹妹）。”在肖勒姆看来，这里方舟的题外之意按字面解释很简单，即 “面

对法西斯主义的洪流，通过文学获得拯救”⑤。可见，本雅明对犹太复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纠

结只是外在的工具考量，它们只是为他的个体救赎之路 （文学创作）解决衣食之忧和生活保障。正

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可以 （而巴勒斯坦不可以）给他提供最低限度的创作和研究计划，所以，直到

最后一刻，他都没有踏上犹疑近二十年之久的巴勒斯坦之旅。

最后，简要勾勒一下本雅明的弥赛亚救赎史观。这在他的遗作 《历史哲学论纲》（以下简称 《论

纲》）中得到高度凝练的概括。《论纲》可以视为本雅明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时刻的一次难得

坦诚的理论表述。当是时，法国已然沦陷，英国危在旦夕，而苏德之间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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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肖勒姆早在１９１１年便加入犹太复国主义，两人于１９１３年初相识，１９１５年以后开始交往，１９１６年夏从熟人向朋友突破和转变。
（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１、４、３１、３２页。）
参见 ［美］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前揭书，第５３—５４页；［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
事》，朱刘华译，第１９、２０页。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７页。
例如在１９３８年与肖勒姆的面谈时，本雅明坦诚：“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研究所让他有希望在它的保护下写完和出版拱廊论文，他
已经缠在里面许多年了，他必定将它视为他的代表作，但他肯定明白这一合作的极限。”（［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

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０５页。



从 “两面神”思维到救赎史观

这一境况，尤其是苏共在实践上与法西斯主义的狼狈为奸，本雅明极为愤慨。因此，尽管 “特别害

怕研究所的意见和反应”，害怕自己最终扯断了自己经济上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本雅明最终还是决定

将愤慨以思想的形式诉诸笔端，从而将 “历史唯物主义置于神学保护之下”①。在 《论纲》中，本雅

明以隐喻方式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预设：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无魂的木偶 （工具），而历史背后的

真正操盘手是被现代启蒙批判得面目全非的神学 （“驼背侏儒”）。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工具还是有用

的，它最终实现的并非马克思主义所宣传的无限美好的未来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而是神学意义上

的末世审判和弥赛亚救赎 （见 《论纲》二、三）。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工具－木偶的意义是通
过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争取 “粗俗的、物的东西”的胜利，从而为神学上 “神圣的、精神的东西”

的存在提供附着物 （《论纲》四）。而这样做首先要打破历史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谎言，因为他们是法

西斯主义之所以崛起的精神帮凶 （《论纲》八、九、十、十一、十三）。这种打破要还原历史的真实

面相，即通过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辩证一跃，打破历史的连续统一体的因果链条 （《论纲》十五），实

现历史在当下的紧急刹车，从而阻断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程，将当下从永恒的过去 （《论纲》十

六）和普遍历史的 “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论纲》十七），从爆破当下 （瞬间）产生的裂

隙和缺口中为 “弥赛亚侧身而入”提供可能 （《论纲》十八）。② 《论纲》的十八条箴言，看似散漫驳

杂，实则论题高度集中，在这些高度凝练和具象化的表述中，可以清晰看到本雅明对进步主义历史观

的坚决摒弃，对历史唯物主义使命的高度肯定和对犹太神秘主义弥赛亚拯救的期待和信心。这种信心

是建立在极端绝望的氛围下对上帝必将拯救的信仰之上。我们或可在１９３１年的一封信的自我表述中
了解其境况：“我达到一个极端了。（像）漂浮在一条弃船上的落水者，他爬上已经变脆的桅杆的尖

尖，但他有机会从那里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③

四、简要评价

毋庸置疑，本雅明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把犹太神学

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态，也创造了犹太神学复兴的一种崭新路向，

即犹太神学的马克思主义路向。

从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态来看，本雅明一方面将马克思对经济学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关注点重新拉

回到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它们较少关注的文学创作领域，强调文学作品的启蒙意义和对阶级意识的

凝聚功能。这种观点既延续了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强调，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具有相当程度

的契合，因此可以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批判领域的重要开创者。另一方面，本雅明剔除了历

史唯物主义中的进步史观因素，将未来统摄现在的救赎模式转变为当下获得救赎的政治弥赛亚主义。

犹太神学的这一剔除和补进，不仅祛除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幽灵，而且让马克思的阶级斗

争理论获得超逾物质层面的精神和神圣维度，不仅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拓荒

意义，而且对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例如，在当下中国，当中国传统道德出场艰

难的境遇下，是否允许神学维度对当下的道德滑坡起到刹车作用，仍是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课题，而

本雅明的路向对我们的思考具有重要的视角意义。

从犹太神学复兴的路向来看，本雅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犹太神学路径是大胆而富有创设性的一条

理论探索。在２０世纪早期，面对犹太问题的愈加深重，犹太哲人开辟出四条具有典范意义的犹太神
学复兴之路：一是赫尔曼·柯亨试图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框架内改造犹太教，让犹太教摆脱斯宾诺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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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参见 ［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前揭书，第２６５—２７６页。
本雅明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７日致肖勒姆的信，参见 ［以］肖勒姆：《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朱刘华译，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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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民族性的褊狭，成为理性宗教的源出样本①；二是罗森茨威格从非理性主义神学视角出发，试图破

除上帝冷冰冰的观念形象，赋予上帝活生生的与人对话的我 －你形象②；三是肖勒姆从卡巴拉主义切
入对犹太教神秘主义路向的有力开掘；四是施特劳斯试图走向的迈莱尼德式的古典理性主义复兴之

路。而本雅明的犹太神学的马克思主义或可看作第五条路径，因为他将弥赛亚救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革命学说结合起来，试图在当下爆破历史，打断资本主义的进程，走向弥赛亚的拯救。这一路向不仅

在当时是唯一有能力对抗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现实可操作的路向，而且在当下，作

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尝试，也是一种值得认真审查的思考路径。当然，本雅明马克思主义的犹太神学改

造也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疑难。这在当时就受到好友肖勒姆和阿多诺的质疑和攻击。总体上看，本雅明

的这一理论尝试显得相当粗糙 （理论上）和无可奈何 （实践上）。命运并没有给本雅明太多选择，即

使其生活本身也曾一度进入绝望的境地。所以本雅明不得不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救命稻草，来为自己

感兴趣的理论探究和写作创造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概括地讲，笔者认为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学改造存在三个层面的理论疑难：首先，本雅明

深刻洞见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存在的进步史观的危害所在，却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主体性逻

辑缺乏思考。他把共产主义视为祛除资本主义黑暗、给人类带来普遍福祉的一种可能，却没有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极端推进形式。众所周知，马克思思想中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情

节：他要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恢复启蒙照亮给人却又无法兑现的人的价值目标。

然而，资本的统治也好，异化的逻辑也罢，都是从主体性逻辑的视角给出的，也就无法通过推进主体

性逻辑的方式加以消除。因此，依靠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逻辑去消弭这一逻辑带来的资本主义罪恶，

在逻辑的自洽性上和现实的可行性上都是很成问题的。其次，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立基于现代性的主体

性逻辑 （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其根本旨趣就与以上帝为主导的犹太宗教之间存在不可融通的断裂。

在如何实现两者结合的问题上，本雅明完全回避了这一古今断裂或旨趣差异。另外，由于本雅明对犹

太宗教传统缺少必要的知识储备，因此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只限于纲要性的片段状描述，这在学术层面

上是缺少必要论证的大胆预设或独断。最后，本雅明试图让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革命的一跃中断资本主

义的历史进程，阻止法西斯主义的铁蹄肆虐。这种将未来统摄向当下爆破的思路转换切中了时代病症

的脉象，具有重大的学理意义，但是本雅明对当下爆破之后的事情交还给了上帝。换言之，他的思路

是解构性的，而非建构性的。这让当下爆破变成一种无根基的一厢情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断然不

会依据一个毫无具体实施目标的弥赛亚玄想去发动一场旨在爆破当下却毫无政治后果的运动，政治行

动是要完成一项建构性的方案，而不是单纯为破坏而破坏的解构或拆毁；另一方面，他将历史截流之

后的工作交给万能的上帝，却又依靠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方式，而不是依靠上帝的意志决断来施行这种

爆破，这包含了对上帝救赎的不信。换言之，从学理上看，这仍是一种令人疑惑的折衷主义，代表了

本雅明面对绝望的自欺和无可奈何的任命态度。

当然，我们不应该对理论家本雅明有太高的要求，历史现实的走向并不能证伪一种理论构想的真

伪。换言之，理论的事情只有通过理性的方式加以评判。更何况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学的链

接与其说是建构性的理论独创，毋宁说是解构性的一种进步史观批判。本雅明是一个直面内心和正视

真正问题的思想家，他在犹太问题和神学政治困境的背景下对纳粹极权主义做出的最具理智真诚的思

考和探索，尽管路向和具体结论值得商榷，但提供的颇具原创性的学术思考却足以让后学认真思量和

反复揣摩。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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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赫尔曼·柯恩：《理性宗教》，孙增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德］罗森茨威格：《救赎之星》，孙增霖、傅有德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等同链条、内在分野与大众认同

———厄内斯托·拉克劳论 “民粹主义”的三个结构性维度

张　炯

【摘要】“民粹主义”几乎无法定义，但拉克劳仍然试图使这一术语变得完整而成熟。他在 《论民粹主义的

理性》中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逻辑，分析了民粹主义的三个结构性维度。等同链条是民主要求得以

转变为大众要求的必经环节，民粹主义的出现依赖于等同链条的延展。社会的构建是差异与等同零和博弈

的结果，但民粹主义不仅是差异与等同的 “零和博弈”那么简单。内在分野在一个断裂的空间里发生，将

社会划分为两个对抗的阵营。但分野的不确定性使得等同的巩固依赖于大众认同的形成。大众认同需要围

绕能指凝缩，这些能指为了容纳异质的社会要求而驱逐自身的特殊性，成为空洞能指。民粹主义符号的含

糊与暧昧是空洞能指的表现。民粹主义的中心不是领袖，而是名称。

【关键词】民粹主义；社会要求；等同链条；内在分野；大众认同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２９－０６

作者简介：张　炯，江西赣州人，（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厄内斯托·拉克劳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在 《论民粹主义的理性》一书中详细分析了 “民粹主义”

这个几乎无法定义的术语。在他看来，既有研究要么忽视民粹主义，要么只是作为一种现象来分析，

除了诉诸道德谴责，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推进，因为我们仍然不清楚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因而，

要得出不同以往的新结论，就需要与先前的分析范式划界。这一划界首先需要确定：分析民粹主义的

最小单位是什么？如果按照社会学的分析范式，把 “团体 （ｇｒｏｕｐ）”作为分析单位，那么民粹主义
就被当作一个既定团体的动员形式或意识形态，抑或是组成团体的方式。但组成团体的方式不止民粹

主义一种，总会有其它的社会逻辑使得不同于民粹主义的认同类型存在。所以，对民粹主义接合实践

的标准的再定位，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比团体更小的单位。拉克劳选择了 “社会要求 （ｓｏｃｉａｌｄｅ
ｍａｎｄ）”，正是看中 “ｄｅｍａｎｄ”在英语中的含义是不确定的，既可表示一种 “需求 （ｒｅｑｕｅｓｔ）”，也可
表示一种 “主张 （ｃｌａｉｍ）”。他认为可以在 “需求”到 “主张”的变化中捕捉到 “民粹主义”的三

个结构性维度的缩影：“多元要求统一于等同链条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ｉａｌｃｈａｉｎ）；把社会一分为二的内在分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结构；等同链条通过建构大众认同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而得到巩固。”①

一、等同链条：从民主要求到大众要求

拉克劳首先设想民粹主义的原初状态，分析这些相互分离的要求如何出现，以及它们是怎样接合

起来的。在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区里有一大群农村移民，他们希望地方政府解决他们的住房需求。此时

的要求只是需求，一旦要求满足了，这个事就结束了。但如果没有满足，那么他们可能会开始逐渐意

９２

①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７７．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识到其它一些同样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如医疗、教育等。如果这种情况在一段时间内僵持不下，那

么这些要求将会聚集起来，而既定的制度系统将愈发无力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它们。之所以是不同的方

式，是因为这些要求实际上互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解。一种等同在这些要求之间建立起来。我们能很自

然地预想到结果：“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干预解决，那么制度系统与人民的分歧将会越来越深。”①

按照拉克劳的观点，这些原本相互分离的、未满足的 “民主要求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ｅｍａｎｄ）”②，通过
接合进等同链条中，转变为更广泛的 “大众要求 （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ｅｍａｎｄ）”。正是这些大众要求开始建构
“人民 （ｐｅｏｐｌｅ）”这一潜在的历史行动者。拉克劳认为这是最原初的民粹主义结构，从中不难发现民
粹主义产生的三个前提，其中前两个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内在的对抗分野分离了人民与权力；第

二，这些要求的等同地接合使 “人民”得以出现。还有第三个前提，它只有在政治动员达到较高层

次时才会真正出现，即这些要求被统一到一个稳定的意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体系里，即形成统一符号。
链接诸要求的等同链条要想得到巩固，只有通过链条的不断延展和寻求符号的统一。这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小范围的地区暴动没有取得大革命时期暴动那样的成效。因为要求的等同链条

没有延伸到其它社会成员的要求，没有把其它要求接合到等同链条中。等同链条越延伸，进入这个结

构中的链接 （ｌｉｎｋ）就越混杂。乔治·鲁德 （ＧｅｏｒｇｅＲｕｄé）在分析群体暴动时写道：“群体之所以成
为暴民是以下因素的混合：饥饿和恐惧、强烈的社会不满、渴望立即改革、想要摧毁一个敌人或呼唤

一个英雄，等等。不可能是其中哪一个在唱独角戏。”③ 等同链条是形成大众要求的前提，也是民粹

主义出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它总是试图不断地接合那些未满足的民主要求，以实现自身的充分延展。

二、构建社会：等同与差异的博弈

如果说大众要求的构成以多元民主要求的等同为前提，那么相互分离的民主要求则面对着这一等

同化的过程。但民主要求的分离并非绝对，如果一个要求没有进入到与其它要求的等同关系中，那是

因为这个要求已经被满足了。这个已满足的要求不再是分离的，而是被印刻在一个制度性的或差异的

总体 （ｔｏｔａｌｉｔｙ）中。所以，可能有两种 “社会 （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构造：一是社会中相互链接的特殊性之
间仅仅是差异的；二是社会部分地接受特殊性的差异，但重点在这些等同的差异之间的共同点。拉克

劳称前者为差异逻辑，后者为等同逻辑。自然地，我们会认为民粹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差异逻辑的

消退和等同逻辑的延伸。这确实对很多情况是适用的，但未免太过简单化。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不

是等同与差异的 “零和博弈”④，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甚至差异和等同不得不相互照应。但这如何

可能呢？

对此，拉克劳如此解释：例如，在以福利国家为最终视域的社会中，差异逻辑被认为是建构社会

的唯一合法路径。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要求互不相同，社会始终无法实现总体化。事实上，在建

立这个社会时遇到的那些阻碍 （如个体无止境的贪婪、不断扩张的利益等）会强迫社会的拥趸去认

同敌人，同时再引入一种建立在等同逻辑之上的社会分离话语。如此，聚集在保卫国家周围的集体主

体就出现了。等同逻辑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首先，等同不试图消除差异。在零和博弈的例子中，因

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要求消解了，等同随之建立起来。实际上，差异会继续存在于等同之中，作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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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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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７４．
为什么拉克劳要用 “民主的”来称呼这些要求，而不是 “特殊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或 “分离的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他在书中第四章的附录
专门作了解释。这里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不与某个特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关，它只是描述性的，表示要求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且这
些要求的出现以某种排除或匮乏为前提。参见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ＷｈｙＣａｌｌＳｏｍｅＤｅｍ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ｐ．１２５－１２８．
ＧｅｏｒｇｅＲｕｄé，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７３０－１８４８），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ｄｏｎＳｙｄｎｅｙ：
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１９６４，ｐ．２１７．
零和博弈 （ｚｅｒｏｓｕｍｇａｍｅ）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指参与博弈的双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
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 “零”，因此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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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基础并维持它们之间的张力。法国大革命的复杂历史就体现了这一张力：“控制国家的人不屈服

于工人的要求，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要求；而工人任何时候都无法自治到可以抛弃革命阵营的程

度。”① 所以，“等同和差异虽然在根本上无法一致，但它们同时作为建构社会的前提条件，依然彼此

互相需要。社会不过处在它们之间无法化约的张力的中心”②。

等同与差异的博弈对民粹主义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拉克劳认为，一方面所有社会认同的建构都建

立在差异与等同的相遇点之上，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的 “总体化 （ｔｏ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需要以一个差异的要
素表达一个不可能的整体，所以在社会中存在着根本的不平衡。一个特定的认同将从整个差异的领域

中被选中，成为它总体化功能的化身。正如在民粹主义的总体化语境里，“人民”不是作为共同体的

总体，而是作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它希望被当作唯一合法的总体。拉克劳认为回到 “人民”的古典

术语能使这一区别变得明朗：“ｐｅｏｐｌｅ”可以是 “ｐｏｐｕｌｕｓ（人民）”，也可以是 “ｐｌｅｂｓ（庶民）”。③ 在
制度主义的总体化话语中，这个区别只是同质化空间中的一种差异，“ｐｏｐｕｌｕｓ”和 “ｐｌｅｂｓ”不是一种
对抗关系。但民粹主义的 “人民”意味着更多：“ｐｌｅｂｓ”宣称它是唯一合法的 “ｐｏｐｕｌｕｓ”，是一个想
要作为共同体的总体来发挥作用的部分。④ 所以，在共同体的空间里将发生 “ｐｌｅｂｓ”与 “ｐｏｐｕｌｕｓ”的
激进划界。共同体中对权力的反抗非常活跃，它需要得到大众要求的链条中所有链接的认同，而这一

认同的原则就是围绕一个共同的标准，把所有那些相互差异的主张具体化为一个肯定的符号表达。至

此，拉克劳认为确定民粹主义的 “等同链条”只是第一步，民粹主义还需要因社会的内在分野而产

生的对抗。

三、内在分野：对抗而非差异

内在的对抗分野把社会划分为两个阵营，但如果从一个阵营走向另一个阵营，那么面对的是差异

关系，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并非是真正激进的。拉克劳认为，分歧的激进性意味着它在概念上不可表

达。如果完全以纯粹概念化的意义来重组事件发生的序列，那么必然无法形成对抗性的分歧，而且冲

突将表现为一个完全附庸于理性过程的现象。“在人民表现对抗关系的方式与对抗关系的真正意义之

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⑤ 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意义上的 “矛盾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完全无法把握处
于危机关头的社会对抗。矛盾是辩证序列的一部分，它完全能被概念地把握。如果对抗是构成性的，

那么对抗的力量就表现为一种外在性，而不像矛盾那样内在于概念的、辩证的序列中。所以对抗可以

被克服，但不能被辩证地回溯。这一构成性的对抗，抑或说这一激进的分野，需要一个 “断裂的

（ｂｒｏｋｅｎ）”空间。为什么？拉克劳对 “断裂”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断裂的第一个也是根本的维度是 “缺乏 （ｌａｃｋ）”，即在协调统一的社会中出现 “缺口 （ｇａｐ）”。
从缺口出发看不到共同体的 “完满 （ｆｕｌｎｅｓｓ）”，而 “‘人民’的建构将试图赋予那个缺席的完满以一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８０．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８０．
“人民”是政治学和哲学中最难理解且意思最含糊的术语之一，其内涵与外延不断演变，通常无法确定到底 “人民”是指所有国

民的全体，还是指国民中的普通百姓。如在罗马共和国前期，ｐｏｐｕｌｕｓ（人民）与 ｐｌｅｂｓ（庶民）是有区别的，ｐｏｐｕｌｕｓ还包括贵
族。虽然绝大多数公民都是ｐｌｅｂｓ，但ｐｏｐｕｌｕｓ往往用来指称贵族，而不是ｐｌｅｂｓ。那时的共和国实际上只是贵族以 “ｐｏｐｕｌｕｓ”的
名义运作的政治体制。在拉克劳对这两个词的使用上，我们姑且接受一个不严谨的区分：ｐｏｐｕｌｕｓ指向作为整体的人民，是一种
虚幻的、缺席的完满；ｐｌｅｂｓ指向作为部分的人民，是真实在场的部分。对 “人民”概念的讨论，可参见 ［意］阿甘本：《什么

是人民？》，《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法］巴迪欧：《“人民”一词用法的２４
个笔记》，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５４２ｅｆ２ｂ２０１０２ｖｏｐｗ．ｈｔｍｌ；蓝江： 《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

民？———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 《理论探讨》２０１６年第４期；吴冠军： 《“人民”的悖论：阿甘本问题与 “群众路

线”》，《学术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８２．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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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称 （ｎａｍｅ）”①。社会秩序如果没有这种最原初的缺口，那么就不可能会有对抗、分野以至最后
有 “人民”。有 “缺乏”才可能有 “要求”，“要求”所要求的正是缺乏的东西。

第二个维度是 “凝缩作用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拉克劳在此借用了弗洛伊德在释梦时使用的概念。
在弗洛伊德 （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对 “梦”的解释里，“凝缩”指的是以简单的图像来表达大量复杂的

意义，即梦的隐意被浓缩到一个个简单的图像中，这些图像都是记忆中的梦的显意。“研究者在比较

梦的显意与隐意时，首先会注意到，梦中进行了大量的凝缩工作。梦的显意通常简洁、贫乏、紧凑，

相比之下梦的隐意却冗长而丰富。梦的显意假如可以写在半页纸上，对于隐意的分析就会需要６倍、
８倍甚至１２倍的篇幅。”② 将 “凝缩”移置到政治语境将意味着，划分社会阵营的前提是出现一些凝

缩了整个对抗性阵营意义的 “能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ｓ）”③。对敌对力量往往会形成诸如 “政权”“寡头”“统

治阶级”等能指，对被压迫者则会形成诸如 “人民”“民族”“沉默的大多数”等能指。拉克劳认为

在这个凝缩过程中不得不区分两方面：“一面是话语地构成社会分离的 ‘本体论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角
色；另一面是在特定环境中扮演这一角色的 ‘本体的 （ｏｎｔｉｃ）’内容。”④ 这一区分很关键，因为
“本体的”内容可能在某一阶段耗尽了自己扮演 “本体论”角色的能力，但对这一角色的需要仍然存

在。鉴于 “本体的”内容和 “本体论的”功能之间不确定的关系，“本体论的”功能可能被一个完

全相反的政治符号能指表现出来。

第三个维度是在那些业已成为 “大众的”复杂要求中等同与差异的张力。等同链条中任何一个

民主要求的印记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都是一个混杂的 “诅咒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⑤。一方面，这个印记给予这一要
求以有形的存在，使其不再是一个漂浮的、暂时的存在，话语的、制度的集合确保它能长期幸存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另一方面，“人民”有其运动规律，无法保证这些规律一定会牺牲那些个体民主要求中的
需求。拉克劳认为 “民主要求”像刺猬一样，分开会感觉寒冷，靠近取暖又会伤害彼此。这个冷暖

拘束发生的区域并非风平浪静，它开始有它自己的要求。往往在等同与差异的接合中会发生真实、极

端的可能：在统治系统里，每个个体要求被当作差异的要求被消化吸收了，随之而来的是它与其它要

求的等同链条也瓦解了。“民粹主义的命运与政治分野的命运密切相关；如果这一分野不存在了，那

么作为历史行动者的 ‘人民’也解体了。”⑥ 以１９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为例。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
英国改革激起民众的暴力反抗，宪章派的反国家话语显然是激励和融合社会抗议的理想话语。随着国

家政策的改变，即国家以更人道的合法途径解决人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等诉求，也愈发认识到政治

权力不应干涉市场力量。等同的联系松弛下来，大众要求逐渐分解为多元的民主要求。这一转变意味

着 “政治不再是两个对抗集团之间的事，而是愈发成为一个在更大的社会层面协商解决差异要求的

问题”⑦。所以当工人阶级再度出现时，他们会发现与直接碰撞国家相比，与国家协商谈判能更有效

地解决他们的具体要求。

因而，“如果等同的关系没有具体化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为确定的话语认同，那么这种等同仍然给人以
不确定的结合感。”⑧ 具体化之后的话语认同不是把 “民主要求”表达为 “等同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而
是表达为 “等同链接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ｎｋ）”。所以，在拉克劳看来，“具体化”是建构民粹主义之 “人

民”的关键，其实现离不开大众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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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８５．
［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方厚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６１页。
“能指 （ｓｉｇｎｉｆｅｒ）”与 “所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是索绪尔语言学创造的术语。索绪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认为语言的要素是符号
（ｓｉｇｎ），符号又分为能指与所指两部分，能指和所指结合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号。大致而言，能指是符号的音象 （ｓｏｕｎｄｉｍ
ａｇｅ）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心理印迹，并不是指物理的音象和有形可见的符号；所指是符号的音象所代表的意义。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８７．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８８．“ｂｌｅｓｓｉｎｇ”是拉克劳使用的反语。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８９．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９２．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９３．



等同链条、内在分野与大众认同

四、大众认同：“空洞能指”的生产

回到 “‘ｐｌｅｂｓ’作为 ‘ｐｏｐｕｌｕｓ’这一总体来表现自身”① 这一观点。拉克劳认为这一说法蕴涵两
层意思：一是 “ｐｏｐｕｌｕｓ”是一个集合社会关系的虚构总体；二是 “ｐｌｅｂｓ”希望创构一个真正普遍的
“ｐｏｐｕｌｕｓ”，“ｐｌｅｂｓ”作为一个确定的特殊性，以一个理想化的总体 “ｐｏｐｕｌｕｓ”来认同自身。在这个认
同作用里，多元的等同链接通过围绕大众认同的凝缩而成为 “奇异点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②。凝缩过程的
原材料显然只有特殊的个体要求，如果等同链接要在个体要求之间建立，就必须建构一种大众认同。

拉克劳指出把握大众认同建构的关键在于：

第一，大众认同具体成为的那个要求是内在分离的。一方面，它仍是一个特殊的要求；另一方

面，其特殊性指向一些与它自身相当不同的东西，即指向等同要求的整个链条。它既是特殊的要求，

又成为更普遍的能指。这一更普遍的意义必然传导到链条的其它链接上，因此整个链条可能分离成

“要求的特殊性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ｍ）”与 “要求在链条中的印刻所赋予的大众意义 （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这两部分的张力表现为：“一个要求越虚弱无力，它就越依赖于它结构中的大众印刻；反之
亦然，这个要求在话语上和法理上越自主，它就越不依赖等同接合。”③ 这个依赖关系的断裂将导致

大众阵营的解体，就像１９世纪英国的情况。
第二，大众认同与 “空洞能指 （ｅｍｐｔ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ｓ）”④ 的生产。任何大众认同都需要围绕一些能指

（如文字、图像）凝缩，这些能指指向整个等同链条。这一链条越长，这些能指离它们最初的特殊要

求就越远。也就是说，链条表达相对普遍性的功能将战胜它表达特殊主张的功能。大众认同从等同链

条的一个外延点开始愈发丰富，但是它自身的内涵愈发贫乏，因为它为了囊括那些几乎完全异质的社

会要求，不得不把那些特殊的内容从自身中驱逐出去， “大众认同作为一个部分的空洞能指在起作

用”⑤。“空洞能指”指的是在意义系统里有一块不可表达的构成性空间，这是作为主体的 “我”可

能意指的空洞，是在意义中的 “空无 （ｖｏｉｄ）”⑥。好比 “０”意味着没有数字，但为了给这个数字的
缺席命名，我们称之为 “０”。“０”虽然是一个数字，但它指涉的不是 “数字”，而是数字的 “缺席

（ａｂｓｅｎｔ）”。所以 “空洞能指”自身是空洞的，它放逐了它的本意，却包含其它可能的各种意义。拉

克劳强调，不要将 “空洞 （ｅｍｐｔｉｎｅｓｓ）”与 “抽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混为一谈，即不要把大众符号表达
的共同特征当作最终的肯定特征。在等同的关系里，这些要求不分享肯定的东西，事实上它们全都没

有得到满足。以 “正义”“平等” “自由”等术语为例，拉克劳认为试图给这些术语以肯定的定义、

赋予其概念化的内容是徒劳的，因为它们的语义学角色不在于表达任何肯定的内容，而在于作为一种

完满的名称发挥作用；但这一完满是持续缺席的，即必须有 “不正义” “不平等” “不自由”存在，

“正义”“平等”“自由”才有意义。这些术语只是赋予一种缺失的完满以一个 “名称”，而没有概念

性的内容，“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一个空洞的术语”⑦。

通过上述讨论，回到民粹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将会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答案：

第一，民粹主义术语 （更确切地说，民粹主义的符号）为何是 “含糊不清 （ｉｍ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和
“暧昧不明 （ｖａｇｕｅｎｅｓｓ）”的？往往因为这些特点，很多研究者并不认为这些符号是重要的，因为民
粹主义包含许多不同的政治现象，这些政治现象可能基于不同的社会基础、文化背景，不可避免是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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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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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劳对 “空洞能指”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ＷｈｙｄｏＥｍｐｔ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ｓＭａｔｔｅｒ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Ｅｍａｎｃｉ
ｐ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７，ｐｐ．３６－４６．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９６．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１０５．
ＥｒｎｅｓｔｏＬａｃｌａｕ，Ｏ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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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与暧昧的。但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的符号表达了民主要求，它无法还原为它所表达的东西。当

然，在地区斗争中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彼时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要求和我们要对抗的敌人。

一旦试图通过接合其它更多的要求，以建构更大的大众认同和树立更全面的敌人，会立马发现诸如此

类是难以确定的。随着 “空洞能指”的生产，符号驱逐了它自身的特殊意义。“含糊不清”和 “暧昧

不明”不是由于民粹主义发生的境遇不同，而更应看作是 “空洞能指”的表达，隐藏在其背后的是

大众认同的建构。如果忽视这些民粹主义的符号，将无法理解大众认同，民粹主义的结构也将是不完

整的。

第二，领袖为什么占据中心位置？最常见的解释是 “暗示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 “操纵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或两者的结合，这是群体理论家曾使用的范畴并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就算接受这些解释，能
被解释的也只是领袖的主观意向，至于为什么 “操纵”可以成功，则仍然不明确。拉克劳认为，在

大众认同的结构中已经暗示了领袖的关键作用，但这一暗示难以察觉。“大众符号 （或大众认同）作

为印刻的表面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它不是消极地表现印刻在其中的东西，而是通过这个表现的过
程创构它所表现的东西。”① 如果大众符号只是表现那些印刻其中的东西，那么无论话语的或霸权的

结构怎样统一，它总是处在为总体命名之前。如果大众符号通过表现的过程来创构它所表现的东西，

那么这种统一就从概念化的秩序变为 “名义上的 （ｎｏｍｉｎａｌ）”即有名无实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那
些通过名称来保持异质要素相互等同的诸集合，成为一系列的 “奇异点”。一个社会越无法通过内在

的差异机制保持协调一致，它就越依赖于这个 “点”。奇异点的极端形式是个体形式，所以会有这样

一层推进关系：“等同逻辑导致奇异点，奇异点使那个统一团体与领袖之名的认同作用发生。”② 在这

一意义上，领袖的中心位置只是一种表象，甚至可能是一种假象。这可以看作是群体对领袖的认同，

但按照拉克劳的思路，这其实是群体对领袖名称的认同。有克里斯玛型领袖个体存在的民粹主义其实

是一种极端形式，真正决定民粹主义之所以然的中心不在于领袖，而在于那个作为奇异点发挥作用的

“名称”存在。

五、结语：作为政治逻辑的民粹主义

拉克劳认为，理解民粹主义时， “不是在理解一类有着特殊社会基础和特殊意识形态导向的运

动，而是在理解一种政治逻辑”③。他把社会逻辑当作一个满是规则的体系，这个体系划出一片视域，

其中一些对象是可表达的，其它则被排除在外。但政治逻辑不同：“社会逻辑遵循规则，而政治逻辑

则与社会制度有关。不过这一制度不是一个任意武断的政法秩序，而是产生于社会要求之外、又内在

于所有社会改变之中。这一改变发生在等同与差异的各种接合中，其中等同环节意味着构成全面的政

治主体，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要求的多元化。这一过程转而要求建构内在的分野，并认同那些业已制度

化的所谓 ‘其他人’。”④ 拉克劳始终坚持他在１９７７年的看法，即 “所有为 ‘民粹主义’确定内容的

企图终将失败”⑤。所以他所建构和分析的 “民粹主义”不是概念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等同链条”

“内在分野”与 “大众认同”三个维度，正是在上引政治逻辑的运演中统一起来，共同构成一个成熟

完整的 “民粹主义”。所以，现实中这些结构无论在何时何地结合，无论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或社会

内容是什么，我们总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民粹主义存在。或许正如拉克劳所言，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

逻辑，只要还有政治存在，就不可能为民粹主义的命运画上终止符。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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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双重使命”到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论殖民主义与印度传统社会的关系

胡洁瑶

【摘要】长久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视马克思的 “双重使命”说，即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要完成 “破坏”和

“重建”的双重使命，为马克思在殖民主义问题和印度问题的经典立场。事实上，纵观马克思一生的思想

发展历程，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和摘录，可见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和发

展。本文便旨在探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与印度传统社会关系问题上的观点的转变和发展。

【关键词】殖民主义；印度；欧洲中心主义；土地公有制；村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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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洁瑶，（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

谈及马克思对殖民主义与被殖民社会的看法时，人们通常想起的是著名的 “双重使命”说：“英

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

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① 在此，马克思认为历史地看，英国的殖民统治不但打破

了印度社会停滞孤立的状态，而且为整个印度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物质条件。因此，被殖民统治对

古老的印度而言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即英国殖民者充当了推动印度社会发展的 “不自觉的工具”。

回顾１８４８年的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会发现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论印度问题的一系
列时评中表达的观点与 《宣言》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宣言》展现了这样一幅社会发展的图景：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而资产阶级则是

推翻旧阶级和旧制度的最重要力量。因此，既然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

段，那么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变革便是推动印度发展的必要环节。换

言之，马克思对印度问题的看法是建立在他当时的社会发展观之上的，即他以西欧历史为根据而总结

的固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过程：原始社会－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宣言》中尚未提及备受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看法广受诟病，甚至令马克思遭受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等的指责。一些

后殖民研究者批评马克思提出的是一种 “完全忽视在非西方社会中的殖民主体经验的欧洲中心型的

政治解放”②，萨义德甚至抨击马克思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种族主义的东方化③。事实上，对马克思殖

民问题观点的批评意味着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观的否定，即对基于西欧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说的

否定。然而，纵观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相较于１８５３年及之前的思想，后来的他
无论在殖民主义问题还是在非西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都有更丰富和全面的思考。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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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ＭＥＧＡⅡ）中马克思晚年的摘录、笔记的陆续整理出版，马
克思在非西方社会问题的思考全貌得以被逐渐呈现出来。本文希望借助对马克思１８５３年以后论及印
度问题，包括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文本及其晚年笔记的研究，呈现出马克思在印度问题和殖民主义问题

的观点发展和转变，即从先前认为英国殖民统治可以完成 “双重使命”并且推动印度社会的发展，

转变为批判地看待殖民主义，认为其对殖民地传统社会产生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由此，我们也

能够一窥马克思晚年在社会发展理论的转变。

一、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 “双重使命”

文章开头所引的关于 “双重使命”的段落来自马克思１８５３年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时评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结合同年另一篇同样著名的论印度问题的时评 《不列颠在印度的

统治》，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所谓的 “破坏”与 “重建”的具体内涵。

（一）破坏———打破印度传统社会的孤立、停滞状态

１８５３年的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评被殖民前的印度社会处于非常孤立、几近停滞的状态，甚至直
言印度 “没有历史”，从根本上缺乏推动自身向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印度

社会的孤立状态首先体现在其基层社会结构即村社制度，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村庄制度。在

１８５３年６月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如此描绘印度的村社：“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
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

姓制。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儿女从事家庭纺织业。”① 马克思指出的是村社内部的公有或半公

有土地所有制、村社内部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村社中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

济模式。在他看来，村社的这些特性相当落后，极大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在 《不列颠在印度

的统治》中，马克思对村社制度给出更详细的描绘：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

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

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

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

独特的生活。②

在这看似中立的描述后，他话锋一转，直指村社制度实际上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坚实基础：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

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③

换言之，印度社会的基层结构不仅不能为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动力，而且自身就是巩固专制统治的

最佳方式。无怪乎马克思忧心忡忡地认为亚洲社会亟需一场革命，否则难以向前发展：

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

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④

英国的殖民统治恰好可以从根本上破坏印度传统社会的结构，进而成为刺激印度迈入现代化转型

的外来动力。亚洲的社会革命的完成既需要英国殖民者的破坏，也依赖于他们的重建。

（二）重建———建设现代化的生产、分工方式和铁路系统

马克思认为印度作为 “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注定要成为 “征服者的战利品”，但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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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侵略者不同，英国作为比印度高级的文明，其殖民统治将有着改造和提升印度文明的深远意义。

这种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经济生产领域中，尤其体现在英国人对印度传统纺织业的彻底摧毁和重建上。

以手织机和手纺车为生产工具的纺织业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印度一度依赖向欧洲出口棉纺产

品以换取贵金属。可如今，拥有蒸汽机和更先进科技的 “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

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

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①。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凭借更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出价格更低的

产品，这些价廉物美的棉纺品大肆侵占印度市场；此外，英国统治者还在印度推行更高效的现代分工

模式，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传统分工。他们 “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

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

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

革命”②。先是摧毁作为印度社会结构枢纽的纺织业，继而破坏作为基础社会结构的自给自足的传统

公社，英国殖民者无疑已经抽掉了印度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基石，传统社会结构的坍塌指日可待。

除了指出英国对印度传统的生产分工方式的破坏与重建，马克思还花了大量笔墨分析现代交通

———铁路的建设给印度社会带来的深远意义。现代铁路将印度广袤的土地连接起来，大大地降低了村

庄与村庄之间交通往来的难度，因此将极大地打破印度各村庄从前那种相互隔绝、呈原子状零星分布

的状态，为社会内部的往来提供无数便利。而且，铁路系统的建设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工业

水平的提高，直接地推动印度工业化进程。

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达成了诸如实现印度的政治统一、训练现代化的印度军队、推

行土地私有制、培养具备现代知识的新阶层等成就。客观上说，英国的殖民统治的确为印度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型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并且是推动这个消极停滞的古老社会发生变革的关键外部动

力，如果不是唯一动力的话。

二、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的批评以及马克思关于印度的知识的来源

不难想象，马克思１８５３年发表的这番关于印度问题的言论将会遭到猛烈炮轰，其中批判火力最
集中点聚焦于对马克思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立场的抨击。所谓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主要体现

为这样两种观点：１．西欧是世界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乃至人种的中心，认为西欧社会相比于其
他社会而言具有优越性③；２．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和历史具有普遍性，因此全世界都应该按照西欧模
式发展自身④。所谓东方主义，按照萨义德的说法，则是指西欧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与其说是真

正关注非西方社会的真实状况，不如说是在以建构 “西方经验”为目的而打造一个东方的 “他

者”⑤。诚然，如果仅仅从１８５３年的两篇论印度的文章看，马克思显然难以摆脱这些指责。在马克思
看来，考虑到印度社会的孤立与长期停滞，被更高级的英国文明殖民是印度迈向现代化的必要阶段。

本文并不旨在为１８５３年的马克思辩护，而仅仅意图初探其关于印度知识的来源，进而指出马克
思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囿于当时盛行于欧洲和英国知识界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马克思很可

能在没有仔细辨别知识来源和充分反思流行观点的情况下做出了对印度问题的草率分析。

马克思本人从未到过印度，甚至没有去过他所论及的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而且从现有的材料看

来，在１８５３年以前马克思基本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印度历史。那么，马克思关于印度的知识的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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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在马恩１８５３年 ６－７月的通信中，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一位法国人弗朗斯瓦·贝尔尼埃
（Ｆｒａｎ？ｏｉｓＢｅｒｎｉｅｒ）的印度游记。他在１８５３年６月２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
成方面，再没有比老弗朗斯瓦·贝尔尼埃 （他在奥朗则布那里当了九年医生）在 《大莫卧儿等国游

记》中描述得更出色、更明确和更令人信服的了。”① 随后，他又提到：“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

东方 （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② 可见，马克思

关于印度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来源于这位在印度居住了１２年的法国医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游记，甚至称
赞贝尔尼埃的书 “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贝尔尼埃１６７０年从印度回到欧洲后出版了
一本影响很大的印度游记，他在书中多次声称在印度只有统治者一个人占有所有的土地：

只要了解国家的情况和独特的管理制度，对所有这一切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

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整个首都，如德里或阿格拉，几乎完全靠军队生活，因此当

国王要在某个时期出征时，全城的人都得随同前往。③

贝尔尼埃的相关论断被孟德斯鸠和黑格尔解读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主要表现④。事实上，贝尔尼埃

的言论完全经不起历史学家们的推敲：印度在被殖民统治前早已存在土地私有制。

尽管与事实相去甚远，贝尔尼埃关于印度传统社会的诸多看法仍然流行于１８、１９世纪的欧洲知
识界，而其中所蕴含的东方主义乃至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也一度被不加反思地采纳。本文并非想把马

克思塑造为这一流行观点的 “受害者”，仅仅是想指出马克思当时关于印度的知识的来源本身很可能

就深深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偏见的烙印，以此说明这种偏见也许并非是马克思本人添加

的。事实上，１８５３年以后的马克思展现了更多关于殖民主义的反思，并且在对印度历史进行了更系
统的研究的基础上推翻了自己早前的偏见。

三、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及其与殖民地传统社会关系的重新考察

（一）从爱尔兰的例子看殖民主义与殖民地传统社会的关系

如果说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马克思坚持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很大程度上 “启蒙”了印度这片未开

化的土地，那么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系统地考察过爱尔兰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 “惨况”后，马克思对

殖民主义是否必然促进落后的被殖民社会发展的观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结果不同，马克思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导致爱尔兰陷入 “糟糕的社会状况”

之中。１６５２年，英国通过颁布 “国会法令”来巩固自身在爱尔兰建立的恐怖统治制度，并且准许英

国资产阶级和 “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大量掠夺爱尔兰土地。次年，又出台新的法令强迫财产

和土地已被充公的爱尔兰人移民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克莱尔郡⑤。除了通过掠夺土地破坏爱尔兰的农

业外，英国议会于１６９８年通过一项对爱尔兰产品 （主要是毛织品）输入英格兰和威尔士课以重税的

法令，以此来打压爱尔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如此，无论是爱尔兰的农产品还是手工产品都失去了整

个英国市场。英国殖民统治的种种掠夺性行为导致爱尔兰本土发生严重饥荒，不计其数的爱尔兰人逃

亡到北美和澳大利亚，同时爱尔兰本土出现接连不断的反殖民政府的起义运动⑥。１７９８年，爱尔兰民
族解放起义被英国政府镇压后，英国国会颁布英爱合并法令，宣布解散爱尔兰议会，借此剥夺了爱尔

兰最后的一点自治权。合并法令的目的之一就是在英国与爱尔兰推行统一的关税制度，取消了１８世
纪末爱尔兰议会为维护新生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这导致爱尔兰的工业由于不具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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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双重使命”到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英国发达工业竞争的能力而走向衰败，整个国家最终沦为英国的农业附属地①。与认为英国殖民者促

进了印度的工业化相反，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如何严重阻碍爱尔兰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每一次爱尔兰准备要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就会被压倒而重新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②

爱尔兰的案例让马克思意识到，殖民主义对于殖民地而言本质上是一个不对称地参与到世界市场

的过程，极大地阻碍着殖民地发展出可与西欧国家媲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例如在爱尔兰有的只是

农业、人口和军事的被疯狂掠夺。爱尔兰的被殖民只是大大增加了其宗主国的原始积累，却丝毫无助

于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显然，在这里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积极影响。和论及印

度时的情况截然不同，马克思论及爱尔兰时对殖民主义大加鞭挞，丝毫不见 “双重使命”的影子。

这意味着通过对爱尔兰被殖民历史的观察，马克思对殖民主义性质的看法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也必

将反过来影响马克思对印度问题的思考。当殖民主义的光环褪去后，非西方世界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真实面貌开始逐渐呈现出来。

（二）对前殖民时期的印度社会传统结构的重新考察

今天人们已无从知晓马克思晚年停下 《资本论》的写作，转而埋头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是

否与他对殖民主义以及对单线式社会发展观的反思有关，但马克思１８７９年以后的笔记中的确有大量
关于非西方世界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摘要和研究，其中不乏能够推翻其自身前期观点的内容。如前所

述，１８５３年的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评印度传统社会孤立、停滞、无变化、无历史，没有对这个古老
的帝国表现出任何好感。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晚年的马克思似乎尤为关心一度被他批评为保守停滞

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包括印度传统社会）的结构，并且经过深入研究后甚至承认非西方传统社会内

部事实上具备足够的动力推动自身的发展和转型。换句话说，马克思摈弃了从前认为非西方社会停

滞、无变化、无历史的观点，转而逐步意识到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可能存在的自律性。

１８７９年秋天，马克思着手阅读和摘录年轻的俄国人类学家柯瓦列夫斯基 （ＭａｘｉｍＫｏｖａｌｅｖｓｋｙ）的
《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ＩｔｓＤｅｃｌｉｎｅ）一书。这本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致力于梳理和探讨印度从古至今公有制
形式的变化，并从此出发研究整个印度历史的变化，这也成为马克思阅读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内容。从

阅读笔记来看，马克思跟随柯瓦列夫斯基将印度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并分别对每个时期的公有制形式

的变化加以考察：１．被穆斯林征服前的印度；２．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印度；３．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
被穆斯林征服前的印度社会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部分之一，他在阅读中发现了推动印度传统社会变化

的矛盾和力量。马克思注意到，存在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村社制度实际上是由一系列更早期的

共同体形式演化而来的：最早期的共同体几乎完全建立在氏族或血缘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

为一定程度上以氏族为基础的拥有共同土地的村庄，即逐渐由血缘性公社向地域性公社过渡，在此基

础上又缓慢发展成一种不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村社共同体，这种新近类型的村社共同体以周期性地重

新平分土地为特征③。马克思在附加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推动印度传统共同体发展变化的社会对

立：为了使亲属等级和份地大小更相适应，调和新近的定居者与传统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矛盾，公有土

地的周期性重新平等分配成为必要④。找到古老的印度传统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发展动力，意味着马克

思逐渐扭转自己先前的认识。

马克思在１８７９年的笔记中不仅肯定了印度传统社会存在着发展动力，而且注意到在英国殖民统
治以前印度社会已经出现不同形式的私有财产的事实。马克思摘录到： “土地关系上出现不同的形

式”⑤，而公有制的解体更进一步地表现在 “耕地，往往还有草地，归公社各个成员私人所有，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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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附属地 （Ａｐ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ｚｉｅｎ）仍归公社成员共同所有”①。同时，在莫卧儿帝国时期 “私有财产已经

如此根深蒂固于印度社会，以至于 （这些不动产）必须要求以公开的方式被售卖”②。印度早在英国

殖民统治以前便发展出不同形式的土地和财产所有制的事实，使得所谓统治者一人拥有所有土地的东

方专制主义断言不攻自破，也使得英国人所谓促进了印度在所有制上的现代化的功劳被大打折扣。此

外，马克思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英国殖民者为了巩固自身在印度的统治，在殖民时期很大程度上

保留了土地公有制，即使部分推行私有制也只是以加强殖民统治为目的。鉴于此，英国殖民者在推动

印度的土地私有化改革进程上配得多少功劳似乎相当值得商榷。

从马克思晚年的笔记可以看到，他摈弃了相当一部分１８５３年时所掌握的关于印度社会的认识，
这意味着他将同时修正建立于其上的关于殖民主义和印度传统社会之间关系的观点。因为如果这些

“认识”并不确切，那么以其为根据的推论必然岌岌可危。随着马克思对非西方世界的逐步深入研

究，他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色彩便越发淡薄，他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理论便越发丰富和全面。

（三）为土地公有制与村社制度寻找新的历史定位

对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问题，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晚期以后的马克思至少是从两个方面入手拓宽视域
和深化思考的：一是上文提及的，从加深对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的认识入手，丰富关于前资本主义

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发展动力的知识；二是体现在为土地公有制和村社制度寻找新的历史定位的努

力。对公有制的历史价值的真正重估，才能彰显一条不同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东

方式进路的独特性。

与 《宣言》中的观点不同，在１８８１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重申了其在
《资本论》法文版中已明确表达的观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替代以自己的劳动为基

础的私有制的运动的 “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③。他指出俄国的问题不在于一种私有制形

式将必然地替代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而在于要把俄国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鉴于俄国与西欧处于相去

甚远的社会结构和进程，那些适用于西欧社会的历史规律并不必然地适用于俄国社会。值得关注的

是，马克思在复信三稿中正是以英国对印度土地公有制的破坏所导致的恶果，来论证以资本主义私有

制强行取代村社制度不仅不具有必然性，甚至还将给殖民地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至于比如说东印

度……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

他们后退。”④ 英国人在东印度大肆破坏土地公有制 “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

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⑤。导致种种灾难性后果意味着英国对印度村社制度的破坏根本不具有正

当性，也意味着并非在用一种更 “高级的”制度取代 “低级的”制度，事实上，英国给印度社会带

来的破坏远远多于其所带来的 “重建”。也许正是因为目睹了印度传统村社制度被破坏后产生的恶劣

后果，马克思给俄国的建议是：“俄国能够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在农业上所处的绝境；

通过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的整

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⑥ 这段话和本段开头提到的 “资本主义运动的 ‘历史必然性’仅仅限于西欧

各国”的论断是相互呼应的，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有可能走上一条

超越私有制阶段的发展道路。

农村公社制度之所以并非必然地要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公社制度本

身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甚至具有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缺陷的优势。马克思所赞赏的这种农业公

社是一种最近类型的公有制形式，即摆脱了狭窄的血缘亲属关系的、以耕地公有为基础进行合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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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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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ｐ．５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８２页。
同上，第４７６页。
同上，第４７９页。
同上，第４６７页。



从 “双重使命”到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或集体生产的农业共同体。① 这种农业公社制度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使得生产资料 （如设

备、肥料、农艺方法等）得以共享，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农民应对耕地有限、土地贫瘠等挑战的能

力。② 在他看来，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俄国可以在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情况下吸收资本主义社会

的优点，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导致的问题，最终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意味着俄国社会 “不

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甚至应对资本主义生产在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的

最好方式，也许恰恰就是向农村公社制度中的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回归。马克思晚年如此看重土地

公有制和村社制度，以至于在１８８２年为俄文版 《宣言》所作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

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

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③

这段话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土地公有制的革命性意义：如果建立在俄国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土地公有

制能够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有机地结合且相互补充，那么一种以现代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

便有实现的可能。有理由认为，在晚年马克思看来，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基于土地公有制

的非资本主义社会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面临更少 “客观障碍”，虽然缺乏足够的 “主观

意愿”。然而，只要从外部 （比如从欧洲的工人阶级那里）适当地引入主观要素，处于土地公有制中

的社会将革命性地成为 “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既通过爱尔兰的例子否定了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社会的利大于弊，又将在 《资本论》等

著作中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的 “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定在西欧社会内部，经过长达十数年的潜心

研究后，甚至赋予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公有制和村社制度以极高的革命价值和意义。毫不夸张地

说，晚年的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乃至在社会发展理论上，都一定程度颠覆了自己前期的诸多观

点。这种 “颠覆”具体到印度问题，恐怕意味着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反思 “双重使命”说，而且在同

情地理解印度传统社会自身结构和内部发展动力的前提下更多地思考迈向现代化的 “印度道路”该

如何走。

四、结　　语

通过研究对比马克思１８５３年发表在 《纽约每日论坛》上关于印度的时评，和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晚
期以后论及殖民主义的文章以及其晚年的笔记，本文旨在说明马克思在殖民统治与印度传统社会关系

问题上的观点随着其研究的深入产生了发展和变化。１８５３年的马克思对殖民主义怀抱相当乐观的态
度，认为其将从根本上促进印度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这种乐观无疑源自其 “单线式”社会发展观，

这种历史观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 《共产党宣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不断加深对殖

民主义和殖民地传统社会的认识后，马克思的立场逐渐从某种程度上支持殖民主义转变为严厉地批判

殖民主义，并且认为残酷的殖民统治破坏了非西方社会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马克思在殖民主义问题

上的立场转变是否刺激了他重新思考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也许是未来值得探究的问题。但毫无疑问

的是，批判殖民主义与 “多线式”社会发展观 （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和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两种互

相支持的立场和观点。因此，结合最新的一手与二手材料重新考察和理解马克思对殖民主义及其与被

殖民地传统社会关系的观点，对从整体上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自 《大纲》到 《资本论》法文版中所

展现出来的多线式历史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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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５９—４６９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第２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６４—４６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１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３２６页。



长时段视野下的集体经济、农业革命与乡村振兴

谭同学

【摘要】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集体经济并不必然 “一大二公”。家族集体经济与小农结合运行超过八百

年，直至无法满足工业化原始积累之需，而被无退出权的集体经济替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工业要素全面
进入农业，开启了 “劳动密集型”农业向 “资本密集型”转变的革命。当前大规模的小农，只有合作为

“产供销加”“一二三产”融合的 “大农”，方能与农业革命、以工补农的 “新时代”对接，成为乡村振兴

的主要依靠力量。

【关键词】集体经济；农业革命；人民公社；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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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谭同学，湖南郴州永兴人，社会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南岭民族走廊社会分化与治理转型研究”（１６ＢＭＺ０９０）

一、引　　言

对现时代的中国而言，建立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基础上的 “大集体”时期，依然具有某种 “当代

史”的意味。自古治史者，对当代史都是比较谨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研究者本身尚在其中，容

易身在 “山”中而不识 “庐山”真面目。可是，这并不是我们回避历史的理由。尤其是，当某些高

度形式化、从而也必然意识形态化，却缺乏起码省思的历史虚无主义话语，具有笼罩性影响的时候，

重新反思历史观，重申历史关照，就显得极其迫切。例如，在当下大众媒体乃至学界讨论中，一提到

“集体”，相当多人即倾向于简化为 “人民公社”，而 “人民公社”的特征就是 “一大二公”。“大集

体”时期的历史，何以被简化、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到如此地步，并非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但很

显然，只要以稍微严肃些的态度，依据史料去梳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想

象。

诚然，人民公社建立后，确曾强调过 “一大二公”，但其时间仅限于１９５８年７月到１９６１年３月。
此后，人民公社制度做了重要调整。１９６１年３月２２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简称 “农业六十条”）将之变为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再加上种植权、劳力安排权、

技术措施权，以及耕牛、农具、土地、劳力固定为生产队所有 （简称 “三权四固定”）①，解决了生

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 “一大二公”的问题。更遑论在农户与生产队之间，自人民公社建立起即开始

普遍采用的 “工分制”，绝非 “一大二公” （当下企事业单位普遍采用的 “绩效考核制”，本质上与

２４

① 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 《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确认了这两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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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制”并无区别）。“大集体”时期，不管是狭义上以人民公社制度存废为标志计算，还是广义上

从农业合作化之高级社开始算起，抑或以制度特性而论，均非１９５８年７月到１９６１年３月这段短暂历
史所能代表。如此简单明了的事实，即使讨论历史的人身在 “此山”中，岂能视而不见？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简单地批驳以上偏见，更不是要做道德主义批判。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之形

成，自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并非事实批驳与道德批判即可矫正。这里，我们将试图倡导以一种长时

段历史的视角，重新审视集体经济，通过将 “当代史”置于更长时段历史的框架下，以便在某种程

度上克服身在 “山”中的局限，更贴近历史本身的脉络，去理解它的内在逻辑及其成败得失。在此

基础上，再看这些历史对当代，诸如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具有何种 “鉴”的意义。

二、从家族集体到无退出权集体经济

若非特指人民公社之集体，其实集体经济在我国有着很长的传统。其中，以家族为基础的集体经

济，自宋代开始即在乡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要真正理解集体经济的内在逻辑，就有必要对家族

集体经济及其缘起略作梳理。

在当代，言及家族，很容易笼统地将宗族看作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此属误解。秦王朝建立

起郡县制后，汉代用了上百年时间才在县、道一级具体落实展开中央权力，乡、亭及以下则力所不

及①。汉代形成了很高水平的精耕细作农业，成为传统 “中国农业的标准特征”②，在现代工业因素进

入农业之前，主要农具与农业核心技术并无革命性变化。而在乡村社会起组织作用者，主要是贵族残

余及其进一步转化而成的门阀士族，他们占有大量田地，其他农民 （即使是自耕农）与之有相当程

度的依附关系③。门阀之残余，在唐末被消灭。虽然日本史学界所称宋代中国进入 “近世”④ 未必准

确，但不可否认，较之于此前，宋代进入一个相对 “平民化”的时期⑤。在这个意义上，唐宋之间社

会确实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

“平民化”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难以避开的问题是：在农业上如何合作开展水利建设等公益事

业，在社会上如何应对生存风险。而且，较之于北魏至唐代均田制下规定男丁受田中一部分不得买卖

（从社会功能角度看，这部分土地具有社会保障的意味），以及利用税制抑制土地集中，宋代的土地

制度空前鼓励自由交易，小农家庭失地的风险急剧增加。例如，唐代均田制规定 “诸丁男给永业田

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⑥，永业田可子孙继承，但买卖则受到限制 （实践中，尤其在王朝中晚期，

当然有买卖现象）⑦，而宋代农户土地买卖则不受此限制⑧。如此，土地作为农业的重要生产要素，流

转速度加快，使得农业市场经济非常繁荣。但是，这给社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即相当一部分人的

土地被兼并，失去 “社会保障”。北宋开国７０年后的天圣、景年间，官方统计无地农户超过４０％
（考虑到有产户为避税而常将土地 “寄存”于无产户名下等因素，实际比例必定更高）⑨。

普通的小农完全失去土地之后怎么办呢？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国家没有办法为失地农民提供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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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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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社会保障”。为了防止被兼并土地的农民无路可走而引发社会动荡、危及统治，宋代政治精英

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即发动农民基于宗族合作，让百姓自己相互提供 “社会保障”。例

如，较早开始实践此类方案的 《吕氏乡约》，主张由邻里村民自愿入 “约”；“约”第一条便是 “德

业相劝”，内容包含相劝 “读书、治田、营家、济物”等；另有 “患难相恤”条款，内容包含相互救

济 “水火”、“疾病”、“死丧”、“孤弱”与 “贫乏”等①。此后，凭籍男性宗亲关系网络的宗族组

织，配以族规、谱牒、祠堂、义仓、义学及其他各种 “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于宗族合作的家族

集体经济。这种家族集体经济有效降低了社会风险，其组织方式更是成为此后八百多年汉族乡村主要

社会结构形态。新水稻品种及玉米、土豆、红薯等新作物的引进，更使得人口承载能力大幅度上升。

当然，农业产出上升与人口增长在传统农业社会一直是一对辩证关系。新增长的财富基本被新增

加的人口消耗掉，学界称之为 “高水平陷阱”②。具体到农业领域，就是王朝中后期，如清代嘉庆年

间，靠投入更多劳动获得更多产出的空间逐渐缩小直至零，学界称之为农业 “过密化”③ 或 “内卷

化”④。农业内卷化之后，人地矛盾就会变得日益尖锐，农户的生存风险进一步加剧，但总体上还可

以再维持百来年，靠的就是家族集体经济对小农户的 “社会保障”。可以说，在工业社会以前，家族

集体经济在帮助小农抵抗风险方面是相当先进的。直至上世纪３０年代，陈翰笙调查表明，珠三角族
田占比达一半以上，尤其是珠江水系冲积而成沙田，甚至八成为族田⑤。族田由宗族 （房支）成员集

体所有，租给成员或他人耕种，成员有优先租赁权且地租较低。

可是，近代百余年血的事实却表明，中国人民要站起来就必须赶超式地工业化。而其原始积累只

能来自农业，但家族集体经济无论如何支撑不起这种原始积累的需要。由此，更高整合程度的集体经

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但这与传统家族集体经济条件下，农户长期因家庭经营而形成的自由分散习惯

相冲突。在形势并不从容的情况下，靠推翻三座 “大山”、分田地团结农民起家的共产党人，选择了

带有强制性的、快速的、全方位的集体化政策。事实证明，它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农户无退出权的

集体经济，以 “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学界关于 “剪刀差”的额度有争议⑥，但

无疑是巨额的。我们无意介入此类争论，但想强调几点：首先，一味用 “剪刀差”控诉 “大集体”

时期对农民如何不公，乃至否定集体经济，与长时段历史逻辑相悖；其次，不能只讲 “剪刀差”，而

不讲别无选择；再次，家族集体经济本身只能一段时间内降低小农风险，并不能从根子上消除它。

无退出权的集体经济与农户自由分散的家庭经营习惯冲突不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则是双

方 “妥协”的结果。它能满足国家战略，又因生产队在不少地方与宗族房支 （即家族集体经济）的

范围高度重叠，加上自留地家庭经营，而有限兼顾了小农习惯，由此得以稳定下来。直至上世纪７０
年代末，我国基本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此类集体经济完成其历史使命，国家才可能考虑让小农家庭

经营成为农业主角。

当然，我们不是说强制性的、无退出权的集体经济没有缺点。它是有缺点的，主要表现为：集体

经济对外，首先农业剩余被高度提取，其次工业反哺相对滞后；集体经济对内，首先不符合近千年以

来的小农自由分散的习惯，其次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从长时段历史趋势看，最后一点属于政策性失

误。１９６１年出台 “农业六十条”，在反思 “大跃进”运动失误的同时，禁止生产队发展工业，矫枉

过正⑦。究其缘由，其中不乏官僚主义的因素，但若作同情性理解，或许也有具体政策操盘者 “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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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钧：《〈吕氏乡约〉原文》，牛铭实：《中国历代乡约》，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１—１３４页。
ＥｌｖｉｎＭａｒｋ，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ｓ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ｐ．２９８－２９９．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０页。
［美］安德森，《中国食物》，马

"

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５页。
陈瀚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４页。
参见韩志荣：《工农业商品剪刀差问题的探析》，《农业经济问题》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徐俊忠等：《“去工业化”与人民公社的困境》，《现代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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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影响。事实上，大约十年后，不少地方默认了发展社队企业。

此后集体经济发展好的地方，一般都有两个特点：首先，原来有比较良好的社队工业基础；其

次，有关键性的村庄精英，团结了部分积极分子，说服广大群众克服了长期存在的自由分散家庭经营

思想。达到这两个条件的地方，乡镇企业都发展得不错。这其中是有内在规律的。到上世纪９０年代
中期，乡镇企业经过十余年积累，要么已经升级换代为标准化工业，要么失去了生存空间。此时期，

人们却无视其内在规律，指望它能遍地开花，解决 “三农”问题，结果本身成了 “三农”问题的一

部分。

三、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农业

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直至１９８５年，农业产出持续增高。对于这一现象，流行的经济
学解释倾向于认为：原集体经济因产权不清、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以至效率低下；而 “分田到户”

后产权明晰、农民劳动积极性显著提高①，以至农业产出明显增高，其中粮食产量较之７０年代初翻
了一翻。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这种说法错把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如前所述，在传统农业技术条

件下，农户靠投入更多劳动获得更多产出的空间，在清代嘉庆年间已基本消失。“大集体”时期结束

之际，即使存在 “磨洋工”现象，农业劳动力依然严重剩余，靠刺激农民劳动积极性、投入更多劳

动获得更多产出的空间，就算有也不会太大。对此，抛开集体经济为扩大一倍可灌溉耕地面积所作贡

献不论，无疑不够公允。

当然，只有水利改善，农业并不能从根本上跳出 “高水平陷阱”。“大集体”时期人口增长很快，

新增财富完全可能被新增人口抵消掉。要真正突破这一点，除计划生育外，单就农业本身而言，靠的

是良种、化肥和农药。这三样东西正是源于集体经济积累对工业支持而得的成果，也是自７０年代中
期开始普及的。“分田到户”前后农业产出高速增长，很大程度得益于此。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这

也是中国农业种植首次系统性地加入工业要素，并开始依赖工业要素投入达到以往靠增加劳动投入达

不到的目标。相应地，农业投入的成本开始上升 （只不过，在其初期由于计划经济机制的作用，成

本上升并未体现在农户身上）。

整个８０年代，农村基层干部虽已无 “大集体”的权力但仍保留了相当的权威，而且部分传统意

识复苏的宗族精英能够组织农户维护农村道路、农田水利等公共品，在此良好的技术和社会基础下，

农户充分发挥家庭分散经营的灵活性，实现了小农经济创造性发展。但好景不长，９０年代中期以后，
“三农”成了举国聚焦的 “问题”。究其缘由，不少人认为是基层官员过多、“胃口”过大，主张精

简机构及人员；更多人则认为是税费过重，主张税费改革直至取消农业税。无疑，这些对策有一定收

效。尤其是２１世纪初国家取消农业税，还给予大量涉农补贴后，大大缓解了 “三农”矛盾。但从总

体上看，农村人、财、物流失的状况并未改变，甚至有加剧之势。质言之，乡村和农业不景气，应该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微观经验层面，许多立足于实地调查的研究者发现，即使免除所有税费乃至给予涉农补贴，如

果计算劳动力投入的价值，单家独户小农经营农业依然是亏本的。这也是绝大部分农业经济学家谈到

农户增加收入时，张口闭口就是 “公司 ＋农户”的原因。黄宗智率先敏感地从宏观上对此现象进行
理论总结分析，指出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中国食物消费结构由 ８：１：１，即八成粮食、一成肉 （含禽、

鱼）、一成蔬菜 （含水果），快速转化成５：２：３②。相应地，中国农业由劳动投入过密化的粮食生
产，转为以新型菜－果种植和畜 －禽 －鱼饲养为主、面向国内外市场的 “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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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１７页。
［美］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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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构成了 “隐性农业革命”①。换言之，中国农业正静悄悄地发生一场不为人所瞩目的革命，正

在由 “劳动密集型”向 “资本密集型”转变。

“隐性农业革命”的判断是富有洞见的。本文总体认可此判断，但认为还有两个重要的事实值得

补充和强调。

首先，从长时段历史视野看，这场农业革命显著特征呈现为黄宗智所分析的１９８５年以后，但其
源头应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尤其是７０年代初期开始算起。随着我国工业能力初步形成以及科学技术
研究水平提升，此时期化肥、良种、农机开始投入到农业。其中，化肥与良种在７０年代中后期已经
基本普及使用。以生产要素为分析对象，此时期的农业已经开始与传统农业有了本质区别，在农业中

工业要素投入日益比劳动力投入重要。而从成本来看，工业要素的成本当然远远高于劳动力价格，即

此时期农业已经进入由 “劳动密集型”向 “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起步阶段。只不过此时工业要素在

农业中提升的成本，并不表现为生产队或农户的生产开支，以至于此时期农业投入上升的事实常为人

所忽略。

其次，农业革命还远未完成，我国还将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面临 “劳动密集型”和 “资本密集型”

农业共存的局面。黄宗智也注意到，当前这两种形态共存于农村，称之为 “农村内部的二元体系”②，

但他对其前景估计或许过于乐观，认为这种转变已经到了中晚期，“会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中结束”③。

时隔几年，若再加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中 “三农”重大转型的经验作参照，本文认为，这种判断

可能主要是从农业本身所作预估，忽略了农村社会其他因素是否可能如此快地与农业形势变化相配

套。目前，在农村社会组织条件改变极其缓慢，甚至有可能 “走弯路”，即向着与农业革命不配套的

方向变化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会延缓乃至严重延缓农业革命的广度与深度。

以上两方面的事实，在微观可以看得更清楚。以微观农户经营为例，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已
经非常清楚地表明，靠多一两个人在家辛勤劳动 （增加劳动投入），根本不可能再增加人均纯收入，

甚至不可能增加农户纯收入。农民比理论界人士更敏感地发现了，小农传统经营已经完全赚不到钱，

且一有不慎或自然灾害即亏本，于是选择让青壮年外出务工。但问题在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并不能高

到足够让他们真正变成城里人。由此，农民通常以家庭 （主要是主干家庭）为单位核算，在现金收

入和底线保险之间，尽量找到一个平衡点。例如，让老人 （无老人的则让妇女）在家务农，这种农

业但求 “糊口”，并不指望它有利润，遵循的是 “社会保障逻辑”。即使如某些乐观算法将 “农民

工”当作城镇人口来计算城镇化率，并且这种有水分的城镇化率达到８０％，未来３０年左右我国也仍
有３亿左右人口需要靠农业作 “社会保障”。这意味着这类农民人均仍只有６亩耕地，如走西方式农
场的道路，面积仍小得可怜。如考虑到农民工的 “社会保障”也一定程度上依赖农业，从功能上看，

“农民”人均耕地实际数字更小。

当然，这并不代表在农村经营农业就一定不赚钱，只是说要实现此目标，靠增加劳动投入是无效

的。事实上，“资本密集型”农业依然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在城镇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

“农民”的依赖程度，总体来说只会增强、不会减弱。例如，笔者近年曾调查过广东珠海市斗门区海

鲈鱼养殖的情况：当地每亩鱼塘一年投入１２－１５万元是常见现象；以一对夫妇经营１０亩左右鱼塘的
一般案例计，需要投资一百多万 （产业兴起早期，每户每年盈利可达３０－５０万元乃至更多。近年产
业饱和，海鲈鱼销售价常逼近乃至跌破成本价）。笔者在湖北洪湖调查过螃蟹养殖业，其投入也差不

多。面对这种农业竞争，单家独户以传统方式经营几亩鱼塘养海鲈鱼或螃蟹，不可能有利润。不过，

较之于 “劳动密集型”农业， “资本密集型”农业的风险也高很多。一旦出现亏损，对单家独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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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美］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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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都是大数字。换句话说，绝大部分农民都知道，现时代要靠农业赚钱，就必须是高投入的经营模

式 （未必是规模经营，单以规模经营立论，根本未切中其本质）。问题在于他们首先无法拿出 （借

到）大笔资金，其次难以承受巨额亏损。

由此，除非有某种农村社会组织形态的创新，能够将 “小农”聚集为 “大农”，从而将小额资金

汇聚成大额资金，将 “大”风险分解为 “小”风险，那些难以完成农业革命的小农户才有可能全面

与 “资本密集型”农业对接。否则，他们将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方能完成此过程，又抑或是

非常残酷地被淘汰。

四、结　　论

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中国乡村的确已经处在一个 “新时代”。“新”不仅包括工农关系已经进

入全面以工补农的阶段，而且包括农业正在由 “劳动密集型”向 “资本密集型”转变。在这个 “新

时代”，单家独户小农靠传统 “劳动密集型”经营，至多只能实现其 “社会保障”功能，能够产生利

润的只能是 “资本密集型”农业。但是，单家独户的小农自身却难以积累起足够的资本，以利润为

导向的资本系统也不倾向于贷款给小农，帮助小农进入 “资本密集型”农业。而且即使单家独户的

小农能够进入，也难以承担得起 “资本密集型”农业的风险。

在这个 “新时代”，国家可以从第二、三产业中汲取足够多的资源补贴到农业。但是，大量的国

家涉农资金却找不到一个 “合适”的扶植对象。种粮补贴直接发放到农户，每家每户得到一两千元，

只能起到 “福利”和政治象征作用，对于农业投资并无实质意义。其他高额涉农资金到了地方政府

（部门）手中，若投给单家独户的小农，即便每户给１０万元，所能创造的利润依然很难比打工收入
更多 （在 “资本密集型”农业条件下，投入１００万元以上依然只是 “小本”经营）。而投资逻辑和政

绩逻辑的结合，使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资金投给 “大户”（通常是公司）。这样，面对上级考核，无

论是投资效益还是政绩显示度，都容易被 “看到”和认可。

如果我国只有五千万甚至更少的农民，“农民”人均耕地达到三四十亩甚至更多，每个农户能平

均分配到１５０亩左右 （依然是西欧标准的１／２到１／３），那么，农村走 “大户”、公司 “圈地”这条

路也许行得通。但是，现实显然与此相差甚远。由此，在乡村社会的组织和治理方式上，不宜过分指

望 “大户”。当下常被提起的 “新乡贤”，含义较模糊，实践中通常被理解为乡村中的富人、能人式

的 “大户”。参照长时段历史经验，他们可能很难起到历史上 “旧”乡贤那样的作用。宋代至近代，

乡贤在乡村社会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取决于五个基本条件：儒家的意识形态、宗族的社会结构、国

家的法律支持、共有财产的家族集体经济、有良好教育的精英 （但即便有这些基础，每到王朝的中

晚期，都不乏土豪、劣绅）。在现时代，这五个条件几乎都不具备。例如，市面上流行的民间 “意识

形态”接近 “人欲即天理”①；乡村社会结构是 “核心家庭本位”②；“法治”主张且应主张人格平等；

家族集体经济不再；有良好教育者外流，在地精英大多文化程度一般。当然，个别 “好人”“好事”

总是会有的，但 “新乡贤”作为一种 “药方”，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似乎并非 “新时代”农业、

农村 “病症”的根本所需。

既然 “大户”不够靠、靠不住，而农业革命一旦发生即不可能再回头，那么，唯一契合当代农

业革命的思路就应该是让小农成为 “大农”，即走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

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大可不必一提到 “集体经济”，就将之等同于农民无退出权的、人民公社

式的集体经济，等同于 “一大二公”。这种集体经济是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迫切真正站

７４

①

②

谭同学：《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４７页。
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０年，第４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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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战略所需，不乏种种问题。在当前的 “新时代”，中国乡村可以更从容，不必也不可能重建这

种集体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宗族合作基础上的家族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完全可以建立在小农自

愿的基础之上，成为乡村主导但非唯一的经济形态。长时段历史表明，并不存在只要有私有制，农民

就有积极性，就有农业产出快速增长的公式。相反，宋代至近代八百余年里，在总体制度基调为

“私有”的条件下，基于宗族合作的家族集体经济才是小农的最后一根救命 “稻草”。在 “大集体”

结束前后，中国农业产出快速增长，也并非来自所谓 “产权明晰”，而是 “大集体”水利建设成果逐

步转化为农业成果，以及农业革命的贡献。

在当前的 “新时代”，农业要进一步兴旺，在 “咽”之 “鲠”绝非缺乏土地私有制或产权还不

够明晰。后者所据之由，据说农地私有即可资产化，让它变成可买卖、抵押之物，农民就可获得足够

生产资金。可是，若非城郊地区，普通农地在市场或银行能实现的资本实在可怜。金融机构无论如何

承担不起让农户抵押三五亩地，就发放上百万元贷款的风险。而在 “资本密集型”农业方有利可图

的条件下，若资金过少，根本就不具有投资意义。再者，即使农民能籍此获得基本的资金，世上也无

任何机制能保证其经营只赚不亏。这样的制度无非是为 “大户”（能人、公司）兼并土地、吞噬小农

扫清障碍而已，还不如让农地发挥小农必需的 “社会保障”功能。“一私就灵”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神

话。若不局限于农业革命之后的片段时光，而从更长时段历史视角看，此神话背后还隐藏着亚非拉地

区数以亿计头颅落地的事实。

从中国长时段历史经验看，若非强制性、无退出权，小农基于自愿合作经营集体经济，不仅可能

而且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在农业革命和国家有能力以工补农的 “新时代”，若有适当力量介入乡

村，承担发动、组织成本 （不仅着眼于农业，而且着眼于农村、农民），小农当然有可能合作组成

“大农”。这种 “大农”既能与 “资本密集型”农业相对接，又让小农保留退出权，既能将农业剩余

留给农户，还能承接国家资源并有效发挥作用，正是 “新时代”乡村振兴之根本所需。当然，这种

“大农”并不仅仅指人数、资金规模，还指经营上 “产供销加”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如果仅

局限在农业，尤其是生产环节合作，正如有研究表明的，此类狭隘合作，全世界范围内９５％以上的
案例都是失败的①。

当然，如非强制，必定发动、组织成本会比较高，而且最终依然可能有一定数量农户只在乎农地

的 “社会保障”，不在乎其盈利的功能。这应该并不妨碍大局，乡村振兴完全可以容纳四种力量：无

退出权的集体经济；自愿合作而有退出权的集体经济；能人大户及公司；不愿合作的小农。不过，我

们应清晰地看到和强调，在农业革命的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要依靠力量只能是农户自愿合作、

融合 “产供销加”与 “一二三产”的集体经济。

（责任编辑　欣　彦）

８４

① 郑良芳：《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必须以合作金融为基础》，《青海金融》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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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到习近平 “统”的思想

张　杨　程恩富

【摘要】从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和习近平 “统”的思想出发，壮大集体经济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相

互依存、荣衰与共的。新时代亟须重温 “第二次飞跃”论的高瞻远瞩战略和习近平 “统”的思想，科学认

知两者关系，挖掘习近平 “统”的思想所蕴含的 “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 “分”

辩证思想、“四条底线”思想、“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的五大内涵，在新时代改革发展实践探索中可

以开辟一条壮大集体经济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习近平 “统”的思想；新时代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振兴战略；政治

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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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 “统”的思想具有密切的思想关联，对新时代集体经济的壮

大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理论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然远远不够。一方面，“第二次飞

跃”论的新时代意义需要被重视。邓小平给党和国家留下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不仅开创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而且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但邓小平关

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 “第二次飞跃”论，即从长远的观点看在实现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飞跃之后还要实现发展集体经济、集约经济的第二次飞跃，至今仍没有受到

应有的重视。而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①

另一方面，对习近平关于壮大集体经济 “统”的思想需要进一步总结与研究。早在１９９０年，习
近平就在 《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一文中谈到，对农村的深入调查有喜有忧，“喜

的是广大农民开始脱贫致富了，忧的是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出现了弱化的现象”②。进而，他尖锐

地指出集体经济弱化的原因，就是一些农村没有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应有的位置，摒弃了 “统”的

思想，造成从 “原有的 ‘大一统’变成了 ‘分光吃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③。习近平治

国理政以来，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实践的结果是 “‘分’的积极性充

分体现了，但 ‘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④。２０１７年底，中央

９４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１页。
同上，第１９３页。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侧记》， 《中国江苏网》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ｈｔｔｐ：／／ｊｓｎｅｗｓ２．ｊ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３／
０３／０９／０１６４９６３９４＿０１．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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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

富裕之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壮大集体

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① 可

见，习近平 “统”的思想绝不是走指令性集体经济道路，而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走更高质量、更

有效益、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且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型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

一、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在新时代的意义

（一）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的产生

邓小平所实施的农村改革是从突破 “一大二公”模式转到实行包产到户开始的。包产到户是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叫法，具有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方便简便的特点，与实行工分分配制的集

体劳动相对立。邓小平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把家庭经营引入集体经济，解决集体劳动可能出工不出力的

问题。不过，对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从 “统”到 “分”的层面。一些论

著夸大了家庭经营模式的历史作用，如 “当代世界上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农业生产无不采

用家庭经营这一组织形式。迄今为止的农业史证明，无论是集体农庄、企业式农场、还是人民公社，

这一类 ‘工厂式’农业经营组织没有一种能真正解决好农业问题的……可以相信中国会以联产承包

的家庭经营为基础而走向现代化”②。类似观点在学界很盛行，只看从 “统”到 “分”、而忽略从

“分”到 “统”的时代意义，带有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性质，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１９５８
年开始在全国推广的人民公社，从经济水平低下、百废待兴的实际国情出发，通过走组织化的合作道

路来最大程度解决温饱问题，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产生，使农民享受到基础性教育、医疗服务等社会

福利，蕴含着 “毛泽东关于农民合作的丰富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对于中国农民

所创造的经验的一种概括和提升”③，不能全盘否定。实际上，邓小平高度重视集体经济的作用，把

集体经济看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反复强调 “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

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④。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邓小平针对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高瞻远瞩的规划。他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划时代地上升到 “第二次飞跃”论的高度，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

列宁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就指
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

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

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 （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

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

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

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

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

变化。”⑤ 概括起来就是低水平的集体化可以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但有四个条件，即生产力水平、

管理水平、多元化经营水平、集体经济水平的提高。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邓小平在与江泽民等领导人
谈话时，指出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赵一明：《邓小平现代化建设思想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５、９６页。
徐俊忠：《农民合作思想与实践：毛泽东时期的一份重要遗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５８页。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５０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１５、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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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

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① 概括起来就是：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的基础上，为

适应社会化生产需要，要逐步发展统一经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３－２４日，邓小平在审
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再次指出：“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

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

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②

现今，邓小平所提出的实现 “第二次飞跃”的四个条件已逐渐成熟，必须要探索再次壮大集体

经济的新路子。正如江泽民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５日在农村改革二十周年视察安徽省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要探索新的形式和路子……少数确实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提高农业集约化

程度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③

（二）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的新时代意义

迄今为止，理论和实践层面都 “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 ‘归大堆’的区别”④，造成了从一

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和全球新自由主义蔓延的干扰，唯私有化或

唯民营化的言论甚嚣尘上，私人家庭农场、私人专业大户、私营企业等私有化倾向的组织日益壮大，

少数别有用心的学者把邓小平、江泽民和习近平讲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人民公社完全等同起来，有

意夸大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基础的政经合一的完全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存在的问题，根本

否定集体经济发展而主张农业和农村逐步私有化。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把利己与利

他分离，所蕴含的是西方哲学 ‘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哲学观念，内含的是 ‘分’的价值观”⑤。

新时代不能把集体经济理解为 “归大堆”，更不能把集体经济变得 “分光卖光”。

在此基础上，理解 “第二次飞跃”论不能割裂三个重要元素，即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制、

集体经济的内在逻辑。所谓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⑥，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

实施都有其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是完全回归人民公社的老路，但其部分制度

遗产可以作为历史经验被吸收；也不是否定较长时间内的土地承包关系，但其小农经营的弊端应充分

正视。正如习近平关于发展集体经济的 “两个绝不是”重要论断所指出的：“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绝

不是复归 ‘归大堆’式的人民公社，而是纠正大包干中忽视统一经营所造成的偏差；绝不是对家庭

联产承包制的否定，而是对这种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⑦

综上分析，新时代 “第二次飞跃”论的理论意义是：１．指导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集体经济实
践；２．融通中国农村改革领域的两个三十年，明确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制、集体经济的内在逻
辑；３．应运而出的习近平 “统”的思想，是壮大集体经济更为具体的方略。

二、习近平 “统”的思想发展三阶段和五大内涵

（一）习近平 “统”的思想的产生标志——— 《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 （１９８８年９月至１９９０年５月）的重要讲
话、文章，是习近平理政思想的开端，标志着习近平 “统”的思想的产生。从 《摆脱贫困》关于

“统”的思想发展脉络出发，可以分为 “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 “分”辩证

思想三个有机组成部分：１．“经济大合唱”是思想统领，“我们应提倡 ‘经济大合唱’。‘经济大合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邓小平年谱 （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３１０、１３１１页。
同上，第１３４９、１３５０页。
《江泽民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１３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２页。
卢根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纪人假设的证明及其现实意义》，《海派经济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４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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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得有总指挥，要讲协调，讲配合”①；２．“大农业”是思想主线，“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
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②；３． “统”与 “分”的辩证法是思想精华，

“‘统’与 ‘分’是相互关系的，不是相互排斥的。不能一说 ‘分’，就排斥任何形式的 ‘统’；一说

‘统’，又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 ‘分’”③。

（二）习近平 “统”的思想的发展———从 《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到 《之江新语》

习近平关于 “统”的思想，即 “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 “分”辩证思想

产生之后，又在时代发展与理政实践中分别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所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以及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 《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所发表

的２３２篇短论 （自２００３年２月到２００７年３月，收录于 《之江新语》一书）中。在该思想发展阶段，

“经济大合唱”思想与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发展理念进一步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农村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④；“大农业”思想与解决 “三农”问题进一步联系，提出了解决 “三

农”问题要 “务必执政为民重 ‘三农’、务必以人为本谋 ‘三农’、务必统筹城乡兴 ‘三农’、务必

改革开放促 ‘三农’、务必求真务实抓 ‘三农’”⑤；“统”与 “分”辩证思想与农村市场经济进一步

融合，“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然是农村市场经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

制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乃至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⑥。

（三）习近平 “统”的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 “五大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２０１７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而习近平关于壮大集体经济的 “统”的思想可

以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是五年来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与发

展。其具体内涵是：

１．“经济大合唱”思想。这就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改革开放后的时代主旋律。习近平准
确把握了时代发展潮流，认为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大经济、大生产的时代”⑦，就要更加重视整体的

经济功能效益，“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⑧。“经济大合唱”思想绝不是片

面发展经济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效益的协调发展。“经济大合唱”思想

高度重视经济生态化理念，进一步增强了生态文明在农村治理中的地位，立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的农村，发展循环经济，打造生态宜居乡村， “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⑨。

“经济大合唱”思想高度重视绿色工程建设，要求集约经营、专业协作，明确强调发展经济不能破坏

生态平衡，不能 “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瑏瑠。从 “经济大合唱”思想出发，壮大集体经济，

就是要突显良好的精神风貌，“集体经济实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瑏瑡。“扶贫先扶志”瑏瑢

是打赢扶贫攻坚战的重要环节。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习近平在考察江苏马庄村时肯定了该村的精神文明建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１页。
同上，第６页。
同上，第１８２页。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９页。
同上，第１００—１０７页。
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５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１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２页。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３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４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页。



壮大集体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则与路径

设，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①。

２．“大农业”思想。“大农业”思想区别于 “小农思想”，致力于发展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

的立体农业。它不仅是闽东坚定不渝的发展方向，也是全国贫困地区农业发展的总方向，是农民脱贫

致富的根本保障。其中，壮大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是其重要举措。在 “大农业”思想的形成阶段，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学习与贯彻壮大集体经济的 “六个必须”：必须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必须

相对集中一部分扶贫资金用于乡村集体经济实体，必须 “全社会齐抓共管”②，必须以集体办乡镇企

业为主，必须 “兴办经济实体”③，必须 “以工补农、以工促农”④。习近平认为 “乡镇企业体现的首

先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它不仅基本上坚持了生产资料的公有，而且基本上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⑤。

在 “大农业”思想的发展阶段，习近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 “五个统筹”的要求，把

“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的 “重中之重”来抓，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统筹的发展理念成

为核心理念。“大农业”思想高度重视研究和把握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市场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

系。“农村市场化是连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要纽带，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

发展。”⑥ 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集体经济的互促互进关系，成为 “大农业”思想所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农村壮大集体经济的条件和现状千差万别，从 “大农业”思想出发，必须把全局工作的大

背景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联系，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经营水平，

扩大集体层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效益。黑龙江兴十四村以现代化大农业道路来壮大集体经济即是一典

型案例。兴十四村发展规模经营和设施农业，加快种植结构调整，通过大农机、大水利、大科技、大

合作、大市场的发展理念把土地集中起来连片经营。兴十四村还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开展了微生态

制剂生产、５０万吨粮食仓储、有机大米加工等产业项目，农产品深加工产业进一步壮大，促使集体
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

３．“统”与 “分”辩证思想。“统”与 “分”辩证思想的首次明确阐释，标志着习近平 “统”

的思想的形成。早在１９９０年４月 《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习近平就高瞻远瞩地从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经营

体制的 “统”与 “分”辩证思想，进一步形成了壮大集体经济 “统”的思想。他明确指出 “分”是

指 “以家庭为主要的生产经营单位，充分发挥劳动者个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性”⑦，“统”绝不是

“归大堆”而是 “以基层农村组织为依托，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⑧。习近平准确

把握了 “统”与 “分”的内在联系，着重批判了一说 “分”就分的一干二净、就排斥任何形式的

“统”的误区，要求加强集体经济 “统”的职能，“分则力散，专则力全”⑨，强调对软件环境薄弱的

地区更要加强 “统”的工作，充分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

“统”与 “分”辩证思想，赋予了集体经济更多的实现形式以及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在充分认

识 “统”与 “分”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把 “统”与市场化有机结合，可以通过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经济组织、乡镇企业等多种有效形式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践证明，造成村集体经济实力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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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十九大后首次调研》，《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２／１３／ｃ＿１１２２１０３６７９．
ｈｔｍ。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８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８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７２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３４页。
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年，第６３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２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２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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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原因之一就是集体层收入少、渠道少，但绝不能被动地等、靠财政，而是通过股份合作经济的发

展注入强大、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努力带领广大农民积极探索新型的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①

是壮大集体经济道路上的良好选择。近年轰动全国的贵州塘约村就是按照 “村社一体、合股联营”

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

习近平 “统”的思想的大框架下所指的农村市场化，并不是弱化农村集体经济，而是更多地赋

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抵御市场风险、搞好社会化服务、减轻农民负担等重要的历史责任。他从农业与

工业、农村与城市是对等的视角出发，认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大国，显然不

能搬套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市场化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自己的具体国情，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鲜明

中国特色的农村市场化发展道路来”②。这条道路势必是农村市场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互

促共进、共同实现的发展道路。

治国理政期间，习近平 “统”的思想进一步在系列讲话以及 “打赢扶贫攻坚战”中体现出来。

２０１３年３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团会议上，习近平在听取相关汇报后指出：“改革开
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但

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 ‘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③ “农村合作社就是新时期推动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一种组织形

式。今后要着力解决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真正使务农不完全依靠国家补贴也能致富。”④这充分体

现了 “统”与 “分”的辩证思想，批评了目前农村体制中存在的重 “分”轻 “统”的问题。在加大

力度推进深度脱贫地区脱贫攻坚的决胜期，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充分发挥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培育壮大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的 ‘最后一公里’。”⑤

４．“四条底线”思想。“四条底线”思想突出了土地集体所有制 “魂”的作用。２０１６年４月，
习近平视察安徽小岗村时针对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问题重点强调了 “四条底线”，即 “不管怎么改，

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

利益损害了”⑥。习近平一直把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作为农村最大的制度，明确指出 “要在实

践的基础上，加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组织形式、实现方式、发展趋势等理论研究”⑦。

农业实现 “第二次飞跃”就必须坚持和完善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

“魂”。从 “四条底线”思想可以鲜明地看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贯彻最严格耕地制度、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根本保障，是壮大集体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在 《马克思致赛扎尔

·德·巴普》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产者的表面目的，是要把应该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块土地

所有制，并且为了人民的更大幸福而制造农民。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向土地贵族进攻。他们想把土地投

到自由流通中去。”⑧ 如果今日中国所实施的 “三权分置”继续虚化集体所有权，那么，通过土地流

转可能加速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土地最终为城市工商资本所用。因此，必须贯彻 “农村土

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制度”⑨ 的要求，维护集体所有权制度的根基性作用。比如，

贵州塘约村在完成 “七权同确”后，把承包到户的责任田通过自愿入股的方式全部归村集体所有，

由村社一体的土地合作社统一经营，从而走上了强村富民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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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９页。
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年，第６０页。

④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侧记》，《中国江苏网》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ｈｔｔｐ：／／ｊｓｎｅｗｓ２．ｊ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３／
０３／０９／０１６４９６３９４＿０１．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８、８９页。
《习近平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４月
２９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７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６２９页。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壮大集体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则与路径

５．“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这可以理解为凡是仍然没有脱贫的村，集体经济都较弱，凝
聚力普遍不强。２０１７年６月，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全国１２．８万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居住着６０％的贫困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村两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强，四
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村无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

……深度贫困县村均集体收入只有８８００多元，同所有贫困县平均５万元相比，差距较大。”① 从习近
平讲话和客观实际可以看出，村两委班子能力不强是造成集体经济较弱的直接问题。农村脱贫需要凝

聚力，需要高素质的干部，就必须讲 “四个意识”尤其是核心意识，必须讲 “四个伟大”尤其是伟

大斗争，乡村建设要坚持党组织的领导，听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 “统”的思想。

贫困地区全部脱贫的最根本条件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习近平 “统”的思想非常重视 “强

班子带村，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②。从 “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出发，重点

在于把农村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重新走组织化道路，打造廉洁、清明的村社共同体。

习近平曾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过得硬的农村党支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

在农村得到具体的落实，就不能把农村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就谈不上带领群众壮大农村经济，

发展农业生产力，向贫困和落后作战。”③ 兴十四村发展集体经济有四个好，即好支书、好支部、好

制度、好思路，强调 “‘芝麻官’千钧担”④，其中好的支书是关键。“打攻坚战的关键是人，这些年

我们在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有的还增加了大学生村官。”⑤ 近年，选派的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在农村深深地扎下根，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农村的建设带来了新鲜

血液。今后还应加大大学生村官选拔等工作，使一大批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⑥ 的有志青年在

农村得到锻炼。

三、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 “统”的思想的关系

（一）邓小平 “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 “统”的思想的关系

“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 “统”的思想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两者本质相同，指导着中

国农村应该改变重 “分”轻 “统”的现状，走以共富共享共福为目标、以集体化为基础的新型农业

现代化集约道路。“‘共享’不再是单纯的利益分配和分享，是对于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

发展的过程中，实现 ‘共享’式的发展的一种倡导”⑦。

习近平关于壮大集体经济 “统”的思想是对 “第二次飞跃”论所蕴含的两个基本点的继承：一

是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二是壮大集体经济需要过程。这体现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致性。一方面，

习近平 “统”的思想遵循了 “第二次飞跃”论的第一个基本点的总体要求。早在 《摆脱贫困》中，

习近平就提出：“必须搞好农村二步改革，完善双层责任制，进一步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⑧ 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铺开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乡村发展更应重视规模经营，搞好

二步改革。“统”的思想所蕴含的二步改革就是要改变分散经营导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彻底转变小

农经济发展面貌和粗放型经营方式，实现集体化、集约化经营，“通过发展现代大农业脱贫致富”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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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０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５９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１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９１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２页。
李炳炎、徐雷：《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管理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７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９８页。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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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 “第二次飞跃”高度吻合，具有很强的逻辑一致性。另一方面，从壮大集体经济的总基调出发，

习近平强调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需要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①，这与 “第二次飞跃”论中 “集

体经济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② 高度一致，共同点就是壮大集体经济要稳中有

进。稳中有进也是近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立的今后长期要坚持的经济发展总基调。

习近平 “统”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很好地发展了 “第二次飞跃”论。“统”的思想所蕴含

的 “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 “分”辩证思想、“四条底线”思想、“贫困村集

体经济较弱”思想都是沿着 “第二次飞跃”的要求，指明了稳中有进地壮大集体经济的方法论。由

此，新时代实现 “第二次飞跃”论不能没有习近平 “统”的思想的具体方法论作为行动指南，习近

平 “统”的思想也离不开 “第二次飞跃”论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义。新时代亟须重温

“第二次飞跃”论的战略思想以及习近平 “统”的思想，来共同指导中国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

（二）壮大集体经济是解决新时代农村主要矛盾的一个良方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

“第二次飞跃”论要求辩证地处理好集体化和集约化的关系，坚持集体经营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

则，坚持 “组织起来就有力量”④，指导着我国应该走以共富共享共福为目标、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

业现代化集约道路。习近平 “统”的思想非常重视 “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开放地区与不开放

地区”的辩证统一关系。“统”的思想要坚决阻止财产和收入分配的 “马太效应”，防止出现贫富两

级分化现象。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间，习近平先后任职于厦门和闽东地区，深刻感受到两个区域在开放程
度、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硬软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他认为面对 “开放的地区会越开放，不开放的地区

会越不开放”⑤ 的问题，要努力改善条件特别是软环境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态势下要充分保证贫困地

区免于落伍。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来改变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最终目的还是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 “统”的思想把壮大集体经济放在坚

持社会主义方向的位置：“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富裕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⑥

新时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深刻变革生产关系，才能

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集体经济的壮大很好地体现了共享发展理念，是解决

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良方。习近平提出 “四大公平”理念，即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

则公平、分配公平”⑦，强调 “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效率也要以公平为前提才得以持续”⑧。

“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 “统”的思想的辩证关系表明，壮大集体经济必须沿着 “越公平越有效

率”（不能把公平曲解为平均主义）的路径，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防止社会两级分

化，推进新时代全社会的经济和谐和共同富裕。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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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基于 “组织起来”的乡村振兴战略布局

———以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为中心的考察

尹　胜

【摘要】《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乡村振兴的战略性规划文件，蕴

含着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目标，是在合作化高潮基础上制定的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全面布

局，也是将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建设和计划体系之中的重要步骤。这种以 “组织起来”为核

心、农业生产发展为基础的战略布局包括三方面：１．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改造；２．属地合作式
的农村全面治理；３．农民生活方式的改进。毛泽东乡村振兴战略的特质在于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农村的属
地全面治理，《纲要》的内容体现了毛泽东全面振兴中国乡村的目标、途径和总体布局。

【关键词】农业四十条；毛泽东；乡村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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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尹　胜，四川邻水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博士生。

新中国成立后，振兴旧中国全面衰败的农村成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最

重要问题之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正是毛泽东探

索振兴中国农村的重要方案，是新中国第一个乡村振兴的战略性规划文件。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

封建制度的压榨下，旧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已全面衰败。面对这一问题，民

国时期的众多有识之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试验，或提出 “复兴农村”、 “救济农村”、 “建设农

村”、“乡村建设”等口号，或提出 “农村改进”、“农村改造”、“农村革命”等主张，更有提出 “民

族再造”和 “民族自救”的呼声。中国共产党则在根据地进行以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 “组织起来”的实践探索，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共同形成一个试图实现中国

乡村振兴的时代潮流。建国后，毛泽东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试图以合作社为载体将农民组织起来进

行 “精耕细作、多种经营”，开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商业网、金融网

等方面建设，移风易俗，改造乡村社会，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 《纲

要》所要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 “农民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就

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财两

７５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旺”①。这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是一致的。

一、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

《纲要》在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产生，其制定的目标在于将合作化的高潮推向农业生

产的高潮，进而发展到农村建设的高潮，以实现新中国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纲要》产生的过程正

是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过程。１９５１年春，中共党内发生关于山西省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争论后，毛泽东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在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和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两篇文献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中共中央依据他的

精神先后形成了１９５１年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１９５３年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１９５５年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一系列文件引领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在合作化运动逐

步开展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前景逐步清晰起来。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方向

在原则上是确定了的，然而这些文件并没有给出一幅能够让农民和基层干部都清晰明了的乡村发展和

振兴图景，因此在理论、方针和政策基本完备的情况下，如何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图景和战略布局明

晰地展现出来，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乡村振兴成为全体农民和共产

党员共同的奋斗目标，成为毛泽东着重考虑的问题。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规模相当的社会调查，

即编撰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以下简称 《高潮》）一书，将全国各地办合作社的好经验归纳

起来，亲自撰写按语，一方面驳斥反对合作化的声音、统一党内思想，另一方面以经验案例的形式推

动合作化运动的良好开展，这种百科书的指导方式更能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所掌

握。他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了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而各地办社经验和省

委报告印证了制定农业增产规划是办好合作社以及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关键。因此，在 《高潮》关于

农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他考虑制定全国农业的发展规划，即后来的 《纲要》。《纲要》全面勾勒出

一幅乡村振兴的战略图景，内容包括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进步以及农村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

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１９５０年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
范大会上，他就鼓励李顺达 “将来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②，并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全国省市自治
区书记会上郑重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民解放的新生活”③。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宣传建

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 《纲要》产生之后。１９５６年１月 《纲要 （草案）》公布后，就被认为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南④，而后青年团中央提出的 《中国青年为实现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的奋斗纲领 （草案）》⑤ 和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提出的 《全国妇女为实现 “１９５６年到
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奋斗纲要 （草案）》⑥，都将 《纲要》作为把我国农村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由于 《纲要》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氛围中制定出来的，很多地方在执行中兴

办了太多与农业生产不直接相关的各种事业，因此反冒进对 《纲要》的宣传采取一定的抑制措施。

而整风反右之后，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 “反冒进”，认为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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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的说明》，《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５页。
张松斌、周建红主编：《西沟村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５页。
马社香：《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保证彻底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的伟大计划，北京、天津、湖北、湖南、浙江人民热烈欢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人民

日报》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第１版。
《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９日第２版。
《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３月９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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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促进委员会，右派之所以这样猖狂与此相关，因此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纲要修正草案》，并

且人民日报先后发表题为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和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

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浙江日报》社论 《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指

出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①。１９６０年４月全国人大二届二
次会议正式通过了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同时通过的 《关于为提前实现全

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中正式提出：《纲要》是 “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②。除去当时 “跃进”情势和急于求成的政治氛围，《纲要》的内容并不局限

于农业生产，而是涉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整

体战略布局。

二、乡村振兴的核心与基础

（一）“组织起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

作为一个长期扎根并成长于农村的政党，历经苏维埃和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农

村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旧中国农村，由于个体农民之间在耕地、劳力、畜力与生产工具方面存

在不相匹配的情况，为维持生产，历来存在着换工互助的习惯。这种民间换工互助是旧中国个体经济

贫困、无力开展独立生产的产物，与近代以来西方的合作社和合作主义不同，其目的也仅在于勉强维

持农业生产，并以能够开展独立生产的自耕农为理想。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因战争破坏与壮劳力

扩红支前，个体农户在分得土地后仍然面临劳动力、耕畜、农具等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各根据地利

用民间传统的包括变工、札工、唐将班子等劳动互助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具有战略意义

的是，毛泽东从这种形式中看到土地革命之后中国农业走向列宁所说的以集体劳动经营为方式的可能

性，因此他认为互助合作除具有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功能外，还有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变革的意义，即

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种农业发展经验具体体现为以 “组织起来”为核心的发展思路，通

过劳动互助形成组织优势，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并通过合理分工分业、多种经营发展生产，

以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从事各项公共事业和社会建设。

毛泽东在 《组织起来》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

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

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

社。”③ 他敏锐地看到，合作化、集体化不仅可以摧毁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重塑中国农村基层社会

结构，而且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弥补旧社会在社会救济、公共建设方面的功能性缺失。因此，“组织

起来”并不是增加粮食生产、保证根据地经济供给的权宜之计，而是毛泽东在长期农村建设和革命

中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探索出的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根本战略。在战争环境下，“组织

起来”对根据地革命和建设起到一定作用，待到新中国建立、国家进入常态化建设阶段后，其改造

传统农业和旧农村的革命性意义突显出来，一个全新的农业经营模式和农村社会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逐

步明晰，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 “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实现这幅图景，即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和中

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其根本立足点和核心就在于 “组织起来”这一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根本变革。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纲要》的制定直接导源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序言首先分析了选择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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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页。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１９５８－１９８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９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９３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合作化）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工业需要农业供应粮食和原料，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世界上最巨大的

国内市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发展农业，然而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手里；只有

合作化才能使农民共同富裕。 《纲要》第一部分是关于农业合作化方面的规划，由于制定 《纲要草

案》时全国农业合作化尚未完成，因此草案要求１９５６年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１９５８年基
本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并规定地主富农要求入社的问题，虽然不允许他们担任社内任何重要

职务，但应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而地富子女应当作为社员农民允许入

社①。到修正草案通过时，全国农业合作化已经在１９５７年基本完成，因此这部分内容改为巩固农业
合作化制度，其中论及巩固合作社的条件有：确保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完成

增产计划、合理分配以及加强包括社会主义教育、整风整社在内的政治思想工作②。可以说，毛泽东

制定 《纲要》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农村、改善农民生活以巩固合作社。

建设新农村、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以巩固合作社、实现农业增产为条件，１９５５年七届六中全会
后农业合作化进度明显加快，毛泽东也提出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各地党委根据这一方

针纷纷讨论了对合作社进度规划和农业增产方案，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大量转发部分省委这方面的报

告，包括湖北、辽宁、广东、热河、青海、安徽、黑龙江、河南、浙江、甘肃、河北等省③，并要求

其他地区也制定计划报告中央。毛泽东提出 “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

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

庄”，“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

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

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④。《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有２０篇
关于规划的具体经验，其中６篇县乡以合作化为中心的全面规划，９篇合作社长期的生产规划，４篇
年度生产计划和１篇财务收支计划，这些正是毛泽东所要求的 “全面规划”的实践案例，而 《纲要》

则是对这些局部规划的综合和提升所形成的农业发展战略。

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以农业增产为前提的，“四五八”的粮食增产指标⑤是 《纲要》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内容，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成为全国许多农村共同奋斗

的目标。有学者认为这个指标与 “大跃进”的发动存在直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符合历史事实

的。然而过分批评这个指标冒进也是不恰当的。首先， 《纲要》中也提到，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

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

另外规定增产指标⑥。这表明 《纲要》强调因地制宜，并没有一刀切。其次，当时很多乡、区和县已

经达到甚至超过了这个指标，认为条件大致相同的其他地区能够达到这个指标⑦是可以接受的。最

后，指标只是作为引领性的纲领，并非硬性规定，作为一种远景目标能够起到动员农民的作用。正如

廖鲁言在关于 《纲要》的说明里提到的，“如果没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奋斗目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

面规划也很难定好”，“农民不仅在生产上要求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奋斗目标，而且对于他们自己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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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７—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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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页。
《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７５页。
“四五八”的粮食增产指标要求到１９６７年粮食亩产，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 （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达到四百斤；黄河

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八百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３８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８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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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①。《纲要》制定的目的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凝聚农民共

识，发挥农村的内生动力，为农民提供一个奋斗远景，充分体现了农民的主体作用。

三、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

（一）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改造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为传统农业②，这种农业处

于一种长期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经济均衡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动，基本维持

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对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造，不仅要在组织上走合作化

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要在充分发挥传统生产要素的最大效能的基础上，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包括现代

的农业技术、机械化农具、化肥、农药等。这即是毛泽东归纳的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③，就是要传统

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实现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的双重改造。毛泽东还提出文化革命，旨在培养具有现代生产技术和知识的农民，提高农民的文化教

育水平，树立农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现代社会理念，培育新型现代农民。

传统农业这三方面的全面改造，在 《纲要》中有着全部的体现。在社会革命方面，主要通过合

作化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的根本变革，将传统的小农经济改造成合作社的集体大规模生产，国家

也可通过合作社介入和引导农业生产。这不仅在生产上提高了农业的效率，而且可以避免小农的破产

和农村的阶级分化，是合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在功用和价值两个维度上符合毛泽东对未来农业

的设想。这种合作社的企业化经营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其计划生产、分工分业和预算、决算

等财务管理科学化的内容都与现代企业经营类似。例如 《纲要》中提出 “勤俭办社”，包括合作社积

极扩大生产范围，发展多种经济，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基本建设尽量利用合作社本身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④。在技术革命方面，毛泽东始终致力于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 “精耕细作”和 “科学

种田”的现代农业。“精耕细作”就是通过各种增产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农业的增产潜力，《纲

要》中的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扩大复种、改良土壤、改进耕作方法、开垦荒地等措施，目的就在

于此。而 “科学种田”最重要的内容是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农具的机械化、增施化肥、

推广良种、使用农药等⑤。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将这些措施高度概括为 “水、肥、土、种、密、保、管、

工”，被称为 “八字宪法”，基本上涵盖了改造传统农业的技术革命方面的全部内容。《纲要》还要求

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加强气象水文工作⑥，此后农村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站、气象站有

力地推动了农业 “科学种田”。文化革命方面，《纲要》要求逐步扫除文盲，设立业余文化学校，逐

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⑦，并且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培养合作经济需

要的技术人才⑧，这都是为了培育新型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有异曲同工

之处。

在对传统 “精耕”农业的现代改造之外，《纲要》还接续了兼业传统，赋予其新的生产内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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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季节性决定了农民一年之中有大量的农闲时间，加上妇女、老人、儿童等辅助劳动力，农村有大

量的剩余劳动力，传统农业社会存在各种兼业和家庭副业。毛泽东在 《高潮》中已经提倡发展 “多

种经营”，《纲要》延续了这一思路，即要充分发展林、牧、渔等副业以及农村手工业，努力扩大生

产门路，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村人民的收入①。后来的农业合作社办工业，也是兼业传统的现代化改

进。因为合作化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剩余劳动力问题更为突出，多种经营可以为农村的剩余

劳动力找到出路；统购统销后，农产品价格受到国家控制，农民收入受到限制，而多种经营无疑给农

民增加收入开辟了渠道。这两方面也是制定 《纲要》的重要缘由。

（二）属地合作式的农村全面治理

农村的全面建设和治理也是 《纲要》的重要内容，旧中国农村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修建

多依靠当地士绅集资募捐，学校以私塾为主，文化活动如庙会、祭祀也以农村精英为主。可以说，农

村的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建设和社会治理，在旧中国主要依靠官僚士绅阶层。这种治

理模式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必然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治理有效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在依靠

阶层上，《纲要》强调依靠党团员、生产精英、积极分子和贫雇农，实质上是重构农村的阶级话语体

系，以取代旧社会的基层治理模式。在组织载体上，《纲要》依靠的是合作社，这是一种治理方式的

创新，这种合作社的属地治理有别于依靠政府和士绅精英的方式。由于合作社有公积金和公益金等公

共积累，在国家财政紧张的条件下，农村的各项事业建设不会因国家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而滞

后。其具体措施包括：设立业余文化学校，采取多种形式的农村办学；普及农村广播网，发展农村的

电话网和邮政网；基本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依靠群众力量，逐步修建适应当

地运输工具的各种道路，整理和疏浚航道②。这些农村基础事业的开展，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

用，同时也能够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农村的基本面貌。

社会救济方面，旧中国主要依靠宗族互相扶助。古代患难相恤的传统文化倡导大家扶助孤弱、贫

乏，互助应对疾病、死丧，要求无父母之子女大家照顾，无衣无食者大家周济，遇有瘟疫疾病和死

丧，大家彼此帮忙，这是一种施舍救济方式，而非制度式解决方式。《纲要》将社会救济职责交给具

有经济实力的合作社，要求合作社对缺乏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给予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 （燃

料）、保教 （儿童和少年）、保葬，同时优待烈属和残废军人，倡导供养和尊敬父母③。这也是毛泽东

极为欣赏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地方。对于农村１０％左右的缺粮户，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又
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④，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

就解决了⑤，使破产农民不必卖地也可生活下去，从而避免了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消除封

建历史上因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而导致农民破产、最终酿成普遍的社会危机 （农民起义、匪祸等）的

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纲要》对那些需要救济的半劳动力或者能够从事轻微劳动的人们，不仅要

求照顾他们的生活，还要求合作社安排他们参加适合自己能力的劳动⑥，使他们没有成为被救济的被

动客体，而是通过自己力所能及获取报酬的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尊严感和价值感，这是属地互助合

作的制度优势。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原因，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外，农村的商业与金融被资本家、

地主和投机商人所控制也是重要原因，即农产品被中间商低价收购，生活品被抬高价格；农民生活和

生产缺乏资金由于没有合理的借贷渠道，被迫借高利贷。农民遭受中间流通环节和高利贷资本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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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生活艰难的同时，农村资源和资金不断被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掠夺至城市，农村在城乡经济交流

中处于流出方，失去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重建城乡商业流通渠道和开展良性信贷成为振兴中国农

村的必然举措。《纲要》不仅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产，还要求发展农村的供销和信用合作社：商业

部门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完成农村商业网的调整，加强商品的流通和初级市场的管理；信用合作社积

极开展农村信贷和储蓄业务，帮助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解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①。可以说，毛泽东通

过对农村的生产、流通和金融三大领域的合作社进行规划发展，改造了旧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的根源，

加上工农联盟的视野，农村良性发展的新经济体系得以建构，而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便是这种载体。

（三）农民生活方式的改进

移风易俗、改进农民生活方式也是 《纲要》的重要措施。首先，严禁赌博，取缔会道门活动②，

消除旧社会遗弊，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氛围。“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

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③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

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④。《纲要》还要求在生产发展和社员收入

的增加基础上，农业社要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

件⑤；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 （后改为臭虫）、苍蝇和蚊子，基本消灭和防治危害

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

惯，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⑥。这些规定远远超出了农业生产的范围，涉及到农民生活和改

造社会层面，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农民生活的改进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目的，而且对农业生产有促进作

用。

在妇女工作方面，《纲要》规定要 “根据妇女的特点，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妇女劳动力”⑦，改变

了旧社会妇女不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同时教育妇女勤俭持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并且毛泽东讲话

多次提到工资直接发给青年，以此破除长期以来的封建家长制；农业社可以成立适合需要的、临时简

便的农忙托儿组织，并在分配工作时，照顾女社员的生理特点；训练助产员，保护产妇和婴儿，并宣

传和推广计划生育⑧。这无疑改变了妇女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农民的传统观念，切实提高了妇女的地

位、尊严和价值感，对妇女解放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属地全面治理：毛泽东乡村振兴战略布局的特质

在合作化时期形成了关于农村发展的三个重要文件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合作社示范

章程》与 《纲要》，三者分别从不同维度展现出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图景，也共同体现着毛泽东战略

布局的特质。《纲要》是在毛泽东编撰 《高潮》期间萌生的，《高潮》中关于规划的文章是 《纲要》

的雏形，同时书中农村生产、文化、教育、政治工作等方面都是对新农村的案例式展现，《纲要》将

其浓缩成为一个战略远景规划，而 《合作社示范章程》（包括初级和高级合作社章程）是新农村组织

载体———合作社的规章体制。三个文件分别从体制建构、发展远景与具体操作的案例方面，丰富、生

动、立体地反映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态和运作经营模式，因此研究合作化时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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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思想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将这三个文献联系起来。《纲要》不仅是农业发展的规划，而且突破了

其名称 “农业发展纲要”所赋予的内容。如果只将这一文件高度凝缩为 “四五八”、高指标、急躁冒

进，无疑会遮蔽其关于农村发展战略和全面改造传统农业、农村的重要思想史价值和实践价值。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包括合作化、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进步在内的方方

面面，合作化是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农业发展是巩固合作化、改造农村和农民的经济条件，农村建

设和农民进步是推动农业发展、合作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四者是互相推进、互为条件、在一定程度

上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合作社生产的发展是根本，因此要因地制宜，贯彻多种经营的方针，努力实现

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的经济。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点，在制定 《纲

要》时全盘考虑这四个方面，抓住了 “组织起来”这一关键点，通过规划实现对农业、农村和农民

的全面综合改造和治理，全面构建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振兴图景。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是属地式的。他认为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社是改造传统

农业的一个根本办法，并将它作为通向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途径。合作化以生产合作为根本，同时

拥有属地管理、建设和治理的职能。因此，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也是旨在提供属地农村建设

和社会治理的基层管理组织。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将这些职能嫁接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合作

社组织中，可以说是一种组织制度的创新。合作社属地治理的方式能够激活农村在地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资源，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是一种内生式的发展战略。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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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历史观

张再林

【摘要】一种身体现象学视域下对中国古代历史观的考查将使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更

加重视当下的历史观，一种天人合一的历史观，一种进化与循环并重的历史观，一种英雄与民众协同的历

史观，一种与忧患血肉相连的历史观。所有这些中国式的历史观，不仅以其从容中道、不落两边的性质，

与那种从心灵出发而泥于思执的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以其 “经”与 “史”的彻底的统

一，而和中国哲学的种种核心思想结下了深刻的不解之缘。

【关键词】身体现象学；中国古代历史观；经史的统一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６５－１２

作者简介：张再林，河北南皮人，（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身体哲学视域中的中西体育思想比较研究”（１５ＢＴＹ００１）

黑格尔有逻辑与历史统一之说，中国古人则有 “六经皆史”之论。这意味着欲真正进入哲学领

域，与其说要求我们思辨地诉诸逻辑的演绎，不如说要求我们忠实地描述历史的史实。正是这种对历

史史实的忠实描述，不仅以一种所谓 “精神现象学”的方式，使 “事物本身”得以如如显示，而且

以一种所谓的 “故事思维”的方式，使事物之理臻至不落思执的圆融之境地。这种历史与哲学的相

统一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哲学观。下面，笔者将从一种全新的身体现象学的视域出

发，尝试步入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观。从中所揭示的这种历史观将表明，不仅该历史观以其从容中

道、不落两边的性质，与那种从心灵出发而泥于思执的西方传统的历史观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以其

“经”与 “史”的彻底统一，使中国哲学中的几乎所有的核心思想，都可以如影之随形般地从其历史

观中得以豁显和发现。

一、千万年只是当下

如果把康德的批判哲学视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真正确立，那么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则标志着
后主体性的主客合一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的异军突起。换言之，梅氏的身体现象学之所以为身体现象

学，乃在于对于梅洛－庞蒂来说，惟有在身体而非意识之中，我们才能一如现象学这一彻底经验主义
所要求的那样，实现经验者与被经验者的无间的直接的统一，即主体与客体的无间的直接的统一。用

梅洛－庞蒂自己的表述，即惟有在身体而非意识之中，“不能客观化的活动”才能根据 “能客观化的

活动”而构成①，惟有在身体而非意识之中，才能真正实现 “对 ‘客体’范畴和 ‘主体’范畴的双

５６

①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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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属”①。一言以蔽之，身体乃人与世界的 “交织”。正是这种 “交织”使 “我们作为自然人置身

于自身和事物之中，置身于自身和他人之中，以至于通过某种交织，我们变成了他人，我们变成了世

界”②。

一旦把当代现象学运动最终落脚于一种人与世界交织的身体，那么一度被人们炒作得沸沸扬扬的

“德法之争”就会成为向壁虚构的东西。因为德国现象学运动里程碑式的人物海德格尔的 “存在论的

转向”实际上异名同谓地同为一种 “身体论的转向”，或者说，海氏所谓的 “在世之此在”不过是梅

氏的 “走向世界之身”，即二者都从胡塞尔的那种孑然一己、超凡脱俗的先验自我走向了世俗性、时

间性的经验世界，走向红尘滚滚、刹那生灭的世界，二者都使被胡塞尔弃如敝屣的 “历史主义”的

“历史”又一次复活了。其实，它岂止是复活，简直就是如同凤凰浴火般地重生，历史之创瞬即逝的

东西不仅得以再次肯定，而且在西方哲学史上破天荒地被置于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其标志就是海德格

尔的 “去存在”（ｔｏｂｅ）名下的 “时间本体”的隆重推出，以及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可经验的终极

本体，而是日新又日新的直接体验的 “此时此地”的 “此在”成为新哲学的发轫之地。随着对历时

性的 “变易”、“无常”的肯定，被胡塞尔备极顶礼的哲学的 “还原”，已完全让位于梅洛 －庞蒂所
谓的 “完全的还原的不可能性”③，而被胡塞尔变本加厉的康德式的 “主体构成”的思想，取而代之

为 “我们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因为我们是时间的涌现”④，即取而代之为对 “在场者”才是可

察觉的时间，即和 “生命联系”一起出现的那种既是瞬间又是我的整个一生的 “现在的时间”。⑤

这种极其根本的此在式、现在式的时间对中国古人并不陌生。在古汉语中，“时”即 “是”（如

《诗经·大雅·生民》所谓 “厥初生民，时为姜源”中的 “时”字所指），而 “是”又为 “此”（如

《荀子·王霸》所谓 “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中的 “是”字所指）。这使中国古人对时即此

时的领悟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当现代西方现象学家殆至今时如梦初醒地发现了时的此时义之际，中国

古人早已通过自己的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形式使之成为不解自明之理，使海德格尔的 “此在”这一

哲学新大陆的发现不过是拾人之余唾而已。

这种此时的时间观除了可见之于古汉语 “时”字的字义外，还为从先秦到宋明的历史思想家所

不断申张发明，使之成为中国古人的时间理论的千年不易不论。《尚书·益稷》的 “敕天之命，惟时

惟几”，《周易》的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丰·彖传》）、“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辞

下》），《荀子·不苟》的 “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论语·先进》的 “未知生，焉知死”，《孟子·

万幸下》的 “孔子，圣之时者也”，禅宗的 “当下即是”“当下即佛”，陆九渊的 “欲知自下登高处，

真伪先须辨只今”（鹅湖之会与朱子的和诗），明儒的 “千年万年只是一个当下”（《明儒学案》卷十

六，江右王门学案）等等，谈的都是这种此时。

上述所有这些时论之时之所以是此时之时，在于其与海德格尔的 “去存在”的 “生存”之时、

梅洛－庞蒂的 “生命联系”一起绽放之时一样，都是一种体现性而又原发性的 “生生之时”、“生命

之时”。故中国式的时间乃是一种 “寒暑相推”“春花秋月”之时，一种有着晨钟暮鼓、春种秋收之

时，一种与我们的生命、生活息息相通之时。它使 “落花流水春去也”带给我们的不是科学的物理

时间的消长，而是我的 “青春不在”的诗意的悲时悯人的人生感伤。它使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被冠以

“春秋”之名，不仅在于其为我们反映了华夏民族这一 “温代生物”的种族特征，更在于其服务于对

今人的惩善扬恶的 “春秋笔法”的时评的社会功能，体现了一种人类最早的在 “六经注我”名下的

“读者中心”之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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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法］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１６９页。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Ｌｅ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ｔ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ｓＧａｒ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４，ｐ．２０８．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第１０页。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第５３６页。
同上，第５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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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的历史观，是对这种中国式的此时之时的高度总结和大力阐明。一方

面，从 《尚书》的 “天有显道”（“天显”）这一中国式的现象学思想出发，王夫之提出 “道恶乎察！

察于天地。性恶乎著·著于形色”（《尚书引义卷四·洪范三》），对不无佛学化的宋明理学内源性的

“心性”之学给予彻底纠弹，代表了向中国古老的 “下学而上达”思想的忠实归返。另一方面，这种

对内源性的 “心性”之学的纠弹并不意味着对之彻底地一刀两断，而是正如王夫之所说 “是故心者

即目之内景，耳之内牖，貌之内镜，言之内钥也”（同上），意味着真正 “心性”并非 “别有独露之

灵光”，而是与外显性的形色互为体用，以致于我们可以得出 “内生外成者，性也” （《诗广传卷

三》）这一结论。对王夫之而言，这种合内外之道的东西与其说是 “心性”之性，不如说是指向了

“身以内，身以外，初无畛域”的那种身体之身。故在王夫之的学说里，“即身而道在”（《尚书引义

卷四·洪范三》），不是为宋明理学家所备极顶礼的 “心”，而是为后理学思想家所视若神明的 “身”

成为 “道”的真正体现和象征。这不仅为中国哲学史迎来了一场 “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其与现代

西方身体现象学的遥相呼应，使人类哲学中的中西的理论会通第一次成为可能。

这种合内外之道的 “身”，即梅洛－庞蒂的 “走向世界”的 “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

如身体现象学的生命之旅是从直接当下的 “此在”、“现在”启程那样，在王夫之那里，“试天地之

化，皆我时也”（《周易外传卷七·杂卦传》），一如其所声称的，一种极其切身的 “我时”被置于历

史大化的中心。同时，正是基于这种极其切身的 “我时”，才导致了王夫之 “惟今日之义”的历史观

的隆重祭出。故他提出 “天地始者，其今日乎！天地终者，其今日乎！”（《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

第一章》），提出 “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惟其日生，故前无不生，后无不

至”（《周易外传卷二·复》）。也正是基于这种极其切身的 “我时”，才使王夫之既反对理学之 “太

极原点”的 “原始论”，又拒绝佛学之 “
!

之将坏”的 “终结论”，而坚持所谓的 “故不区画于必

来，而待效于报也；抑不愁苦于必往，而苟?于不来也”（《周易外传卷六·系辞下传第五章》），使

自己始终立足于 “过去”与 “未来”交融的活生生的今生此世的当下，并把活在 “当下”作为何以

“通古今之辨”的真正解答。惟其如此，才令王夫之虽主 “与时偕行”，却不同于那种 “旦秦暮楚”

“蝇飞蝶掠”式的 “无恒之人”；虽处 “天崩地裂”“海徒山移”的历史巨变，却可 “退伏栖幽，俟

曙而鸣”地葆有自身 “舍我其谁”的历史主体性。无怪于章太炎云 “当清之际，卓然能兴起顽懦，

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矣”①。易言之，对章太炎来说，煮酒论英雄，就历史的继往开

来而言，王夫之乃当之无愧为有清中国第一人。

二、天生人成

人与世界交织的现象学身体，不仅使作为过去的既定经验与未来的可能经验之中介的历史的当下

得以洞显，而且随之为我们解决了人创造历史抑或历史创造人这一历史学说的两难。为了说明这一

点，必须首先回到为胡塞尔、梅洛－庞蒂所揭示的 “能受一体”的身体观。

这种身体观是：与那种受 “线性因果”的我们的意识思维不同，我们的身体是由一种 “互为因

果”的法则所规定的。身体觉的触觉突出地为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当我们用自己的右手触摸自己的

左手时，一种左右手的 “相互触摸”就出现了。在此触摸活动中，一旦我们使自己完全沉浸于触摸

感里，我们就无从区别何是触摸者、何是被触摸者、何是能动者、何是受动者，而是触即被触、被触

即触，活动的能受二分让位于能受一体，不是 “前因后果”的科学铁律，而是因与果的 “可逆”“循

环”“回馈”成为身体之为身体的真正秩序。相反，在精神化的视觉活动中，这种性质却完全消失

了：我不能在看到对象的同时看到看者的自己，这里体现的与其说是看与被看的能受一体，不如说是

７６

① 章太炎：《重刻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第１６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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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与被看之间与之俱来、难以化解的能受分离。①

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这种 “能受一体”的法则不仅适应于我自己的身体，而且放之皆准地被

推及到作为我身体延伸的人类整个历史。这意味着无论客体主义的宿命论，还是主体主义的自由意志

论，都将作为历史哲学的伪问题而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二者的互为前提以及二者的分

争对立的彻底消弥。故一反历史上议论纷涌、甚嚣尘上的二元论，梅洛 －庞蒂掷地有声地宣称 “没

有决定论，也没有绝对的选择，我不是物体，也不是赤裸裸的意识”②，宣称 “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世

界，世界选择了我们”③。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恰恰在于这两种历史观分属于 “客观思维”与

“反省分析”，而 “客观思维和反省是同一种错误的两个方面”④。这里所谓的 “同一种错误”即那种

祛身化的 “能受二分”。在梅洛－庞蒂看来，惟有从 “能受二分”走向 “能受一体”，才能真正克服

历史之宿命论与自由意志论二者的悖论。在这里，我们似乎听到了一种对马克思的人创造历史、但又

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观点的不绝如缕的现代回音。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回音，才使一些人有理

由将梅洛－庞蒂的学说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营。
但凡作为人类的历史的研究，各个民族对历史的思考都是相通的。和西方历史学家一样，中国古

代历史学家同样把 “究天人之际”视为历史的首要问题。所不同的是，如果说西方历史学从意识的

“能受分离”出发，使历史始终踯躅徘徊、流连忘返于人的自由与天的必然二者的两个极端之间的

话，那么，中国古代历史学则从身体的 “能受一体”出发，以一种合内外、一天人的 “天生人成”

的方式，彻底化解了或人为或天命这一历史选择上的两难。

固然，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殷商 “人道”的先天性缺失，早期中国曾长期出现 “天命至上”的

一统局面。即使在人道日渐觉醒的历史中，人们依然可以听到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以及往往不

是文明战胜野蛮而是野蛮战胜文明的历史的扼腕之叹，人们始终坚信在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人力之所

不逮的至高无上的 “天”。但是，这一切丝毫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自周以后，随着内生外成的 “身

道”的开始凸显，这种 “天命至上”的历史观业已改观，迎之而来的是人与宇宙互根互补的 “天生

人成”式的全新的历史观。

这种全新的历史观在周人的 “皇天无亲，唯
"

是辅”“天命糜常，唯德是从”的思想中已初见其

端，随后又在老、庄、孔、孟、荀、《易》、 《庸》的论说里不断得以充实和完善。老子 《道德经》

所谓的 “道生之，德畜之”、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德一体思想是它的体现，因为这里的

“道”指向了 “合规律性”的 “天”，而 “德”则与 “合目的性”的 “人”相勾连。庄子 《逍遥游》

所谓的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是它的体现，因为其不仅将 “天生”与 “人成”彻底融

为一体，还使客观物实现了从 “以我观物”向 “以物观物”的这一物的主体化的转变。孔子的 “道

不远人”（《中庸》）、“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问》）是它的体现，因为这里所表述的就是所

谓的 “天道恰在人道上见”。孟子强调的 “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是它的体现，因为这与其说表现了孟子在人性与天命之间的举棋不定、左右为

难，不如说表现了一种二者亦此亦彼的不落两边。《易传》所谓的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兼三才

而两之”（《系辞下》）是它的体现，因为正是基于此才使 《周易》以其 “究天人之际”而非作为神

秘的巫术而走下神坛。《中庸》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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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体现，因为其以中国哲学少有的环环入扣的

逻辑推演，使 “人与天地参”的天人之大道得以真正彰显。

８６

①

②

③

④

张再林：《论触觉》，《学术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第５６７页。
同上，第５６８页。
同上，第５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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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里，真正使 “天生人成”的历史观得以发扬蹈励的，不能不提到荀子，当代大儒牟

宗三就有 “天生人成”思想乃 “荀子之基本原则”的评议。荀子在其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一方面是

他对天命的不可易移的规定充满了深深敬意，另一方面是他并未因此放弃积极的人为的努力。前者使

荀子认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

（《荀子·天论》），后者则使荀子得出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

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同上），以其对 “天”的

“制之”“用之”“使之” “化之”的强调，极大地肯定了并非 “慕其在天者”而是 “敬其在已者”

的主体的能动性。这种 “天”与 “人”的并重没有使荀子走向西方历史观的 “宿命论”与 “自由意

论”二者的一决雌雄，而是从容中道地步入 “天人交相胜”的 “天生人成”。这种 “天生人成”用

荀子的表述，即所谓的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 （同上）、“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荀子·王制》），易言之，即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荀子·天

论》）。这使荀子提出 “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王制》），将问题的解决最终导向 “参”的概

念。这种 “参”，按庞朴的观点是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又与梅洛 －庞蒂身体现
象学相连，而可视为他的人与世界 “交织”的思想的中国版。

如果说在荀子那里，其 “天生人成”之说以其天与人各有所长、各取所需而尚留有天人二分之

嫌的话，那么殆至王夫之学说的兴起，随着合内外、一天人的人与世界 “交织”的身出现，才使中

国古代 “天生人成”真正臻至那种无间可乘、彻底圆融的哲学的达观。由此也才有了谭嗣同 “五百

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矣”这一由衷的感叹。

正是基于这种无间可乘、彻底圆融的 “天生人成”的历史观，使王夫之如此彻底地消解了中国

历史上天人二分之孑遗，以致于在其学说里已区分不出何者为天、何者为人、何者为能动、何者为受

动、何者为主体，何者为客体，而是如同 “相互触摸”的左右手那样，成为一亦此亦彼的有机的生

命整体。所以，王夫之既主张 “圣人延天以佑人” （《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二章》），又主张

“圣人善因人以成天”（《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既强调 “唯能造命者，而可以俟命”，又强调

“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既坚持通过 “内尽于己”以尽心知

性而知天，又坚持通过 “外及于物”使天命经由人性来展现；既力主 “存人道以配天地”，又力主

“保天心以立人极”（《周易外传卷二·复》）。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其学说中的 “天之化裁人”的

命定论与 “人之裁成天”的 “人为论”的二律背反的终结。一方面，他认为 “天道本然是命”，对

之我们不能恣意妄为，只能 “修身以俟命”；另一方面，他又提出 “天在我”，主张 “一介造命”，

“以人造天”，“君子应以贞天地之生”为己任，否认历史有所谓 “前知一定之数”，对原教旨道家所

谓 “我高以明，而天之之志不足知；我静以虚，而天下之务不足为”的无为主义给予力辟。而他令

人耳目一新的 “辟朴”说的推出即其显例：

朴之为说，始于老氏，后世习以为美谈。朴者，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已伐则生理已绝。朴者，

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已伐则生理已绝。未裁则不成于用。终乎朴，则终乎无用矣……人之生理在生

气之中，原自盎然充满，条达荣茂。伐而绝之，使不得以畅茂，而又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顽质，则

天然之美既丧，而人事又废。君子而野人，人而禽，胥此为之。若以朴言，则唯饥可得而食，寒可得

而衣者，为切实有用。养不死之躯以待尽，天下岂少若而人耶。自鬻为奴，穿窬为盗，皆以全其朴，

奚不可哉！养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乎用者，礼也。《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遄死

者，木之伐而为朴者也。（《俟解》）

在这里，王夫之认为 “朴”之所以为朴，乃在于它 “天然之美既丧，而人事又废”，其结果必然

导致出君子而入野人、出人类而入禽
#

。这实际上以 “天生人成”之旨，不仅回答了人之所以异于

禽兽者的问题，而且使他历史观中持之甚坚的 “夷夏之辨”的谜底得以洞揭和豁显。也就是说，船

山之所以既与满清 “不共戴天”又 “不共履地”，之所以面对 “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治高压，对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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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的古训如此的誓死不渝，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一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食

之不化，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普世性人类本性的彻底自觉。一如船山自题画像的堂联所云，真正的人

不仅是 “六经责我开生面”这一人为的产物，而且是 “七尺从天乞活埋”这一天命的结果。

三、生命Ｓ形运动

在身体现象学中，身体的人与世界的 “交织”即人之于世界的 “扩展”（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以致于在
身体现象学，尤其是南希的身体现象学里，“扩展”不啻成为其极其核心的概念，甚至可以与身体之

为 “开放系统”的 “开放”（ｏｐｅｎ）概念等量齐观。然而，对于身体现象学而言，其不是就 “扩展”

自身来谈 “扩展”，而是就 “收缩”来谈 “扩展”。就 “收缩”与 “扩展”二者关系来谈 “扩展”，

“扩展”成为一种以 “收缩”为前提的扩展。南希所谓 “因为我通过被收回、被抽取、被疏远和被拒

绝而在，我才是扩展”①，梅洛 －庞蒂所谓 “回到身体就是走出身体”②、“因为我的身体能拒绝世界

进入，所以我的身体也能使我向世界开放”③，无一不是这一观点的体现。

如果把这一观点仅仅理解为是对单纯的身体行为规律的发现，那么这种理解依然不失为一种极其

偏狭的一孔之见。实际上，与其说它是对单纯的身体行为规律的发现，不如说它以一种 “近取诸身”

的方式，为传统西方哲学迎来一场根本性、革命性的理论巨变。这种理论巨变表现为，它不仅使西方

哲学从 “真”与 “伪”的思维辩证法走向 “褶”（ｆｏｌｄ）与 “展”（ｅｘｔｅｎｄ）的 “肉身辩证法”，不仅

通过这种辩证使生命张力得以展现，使西方哲学实现从 “观念”中心向 “能力”中心的哲学激变，

更重要的是从中导致一种全新的运动观、发展观在哲学视域中的彰显。在这全新的运动观、发展观

里，不是机械的他组织的 “线性”而是生命自组织的 “非线性”被推向理论前沿。这不仅代表西方

自身运动发展观的一场革故鼎新，也跨文化地使看似行将入木的中国古老的运动发展观有望再次重登

时代精神的哲学殿堂。

这里所说的中国古老的运动发展观，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集中象征的·图

中的Ｓ形的运动发展观。这种Ｓ虽看似一条线的探出和进展，却以其曲折迂回，显然具有 “非线性”

的特点。同时，一种更为深入的研究发现，这种Ｓ虽被众所公认为阴阳之道的表示，其真正发端实际
上却是近取诸身的以 “身道”。因为，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伸也”（《释名》）。身就是伸展的

“伸”，更严格地说，这种伸又是以屈就的 “屈”为其前提的，以至于真正的 “伸”就是 “以屈求

伸”“随屈就伸”的 “伸”。在这里，一种惊人的一致出现了：正如在现代身体现象学那里，身体是

由 “褶”与 “展”的关系根本地构成那样，在中国古代哲学之中，“屈”与 “伸”的关系成为身体

之为身体的 “第一规定”。

没有条分缕析的刻意为之的分析，也没有天马行空的信心而由的演绎，一切都循着 “大道至简”

的古义。在每个人身体四肢唯有弯曲才能伸出、伸展这一如此直捷简明的道理里，实际上隐含着世间

一切运动变化的秘密的谜底。从太极拳始终不落两端的 “画圆”运动到动物世界 “尺蠖之屈，以求

信也”（《系辞下》），从物理世界相对位置所引起的 “势能”到器具制造上弓矢的利器的发明，从天

文运行的日月更替、寒暑相推到人力战争中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兵法·九

地篇》），无一不是其明证。职是之故，才有了老子所谓 “屈者，所以求伸也”（《文子·上义》）之

说，也才有了 《易传》所谓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下》）之论。其说虽异，其指却一，他们

都把根身性的Ｓ运动视为一切运动的至谛，使所谓的 “无往不复”“否极泰来”成为宇宙变易中万世

０７

①

②

③

ＪｅａｎｌｕｃＮａｎｃｙ，Ｃｏｒｐｕｓ，Ｆｏｒｄ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９．
［法］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第８５页。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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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的普遍真理。

历史观作为人类生命运动观念的集中体现，同样难以逃逸这一运动的轨迹。固然在中国历史上，

随着 “身道”的退隐和 “思道”的崛起，其历史观曾出现过对这种 Ｓ运动的扭曲和背离，其结果就
是迥然异趣的两种历史观的对立与并驱。一方面，当人们更多地着眼于历史的 “前往”性质时，就

导致了所谓 “进化论”历史观的异军突起。这方面可见于韩非子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

必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

者，必为新圣笑矣”（《韩非子·五蠹》）这一鲜明的 “法后王”思想，还有王弼的 “改命创制”的

主张、刘知几对 “厚诬来世”的力辟，以及柳宗元之于取代 “封建制”的 “郡县制”的 “历史之

势”的厚肯和颂扬。另一方面，当人们更多地着眼于历史的 “回复”性质时，就导致了所谓 “循环

论”历史观的隆重登场。在这方面，一如众人所说，邹衍的与 “五行说”互为表里的 “五德终始说”

显然是其代表，作为这种学说变种的董仲舒的 “三统说”或 “三世说”则为其继承，此外，孟子所

谓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亦常为历史循环论者引用，而孔子对中国西

周礼制的几乎无保留的复辟，以及老子对前文明的 “小国寡民”历史一往情深的向往，也或多或少

地使自己的历史观打上了该循环论的烙印。然而，无论这两种学说如何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都以其

“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性质，未使自己真正步出思执的误区。

要真正步出思执的误区，有待于一种 “从容中道”的身道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唤醒和再启。而正

是中国晚古 “儒林第一人”的王夫之，为此做出了最为杰出的理论努力。换言之，在人类历史如何

运动发展问题上，王夫之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提出了 “即身而道在”，把身体的身而非心思的心置

于历史的中心，更重要的还在于其 “屈而能伸者，唯其势也”（《宋论》）的主张。一如王夫之所指，

他是通过身体的屈伸的 “势”来把握历史，而非像理学家那样通过思维的真伪的 “理”来把握历史，

从而使历史第一次从纯思的概念走向涉身的现实。这一点恰与他哲学上 “道以器显”、“天下唯器”

的思想完全一致 （尽管他并不因 “器”而否认 “道”的作用，正像他并不因 “势”而否认 “理”的

作用那样）。

一旦从身体的屈伸的 “势”来把握历史，那么必然意味着正如身体之屈与伸互为前提、须臾不

离那样，无论是注重 “前往”的 “历史进化论”，还是注重 “回归”的 “历史循环论”，都将由此失

去其赖以成立的立足之地。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不是二者的分庭抗礼而是二者的熔为一炉才是历史之

为历史的真正规律。后者正是王夫之毕其学术一生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这使他的历史观具有鲜明的

“兼两”的特色。

一方面，正如学人们一再指出的那样，王夫之是 “历史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针对传统儒者

“信而好古”的思想，他强调人类历史 “世愈降，物愈备”（《读鉴通论卷十九·隋文帝》），强调历

史 “风教日趋画一，而民生之困亦以少衰”（《读鉴通论卷二十·唐太宗》），而 “道以器丽”又决定

了一成不变的历史之道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与时俱进之道，即其所谓的 “洪荒无揖让之道，唐

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 （《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十二

章》）。故就后儒 “三代以还，人渐浇讹”的说法，他以史为据将之视为大谬不然，而是勾画出不断

演进的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在轩辕、太昊以前的野蛮时期，人不过是 “饥则稴稴，饱则弃余”的

“植立之兽”；到夏、商、周三代，人类已告别了 “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生活；再到秦汉以后，

随着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以及征战的减少，一个更为文明的社会又投入人类的怀抱。在他看来，那种

厚古薄今的历史观不仅导致了理学的三代以上是天理流行、三代以下是人欲流行这一奇谈怪论的滋

起，还以其所谓的 “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篾生人之性，其说行而刑名威力之术进矣”（《读通鉴

论卷二十·唐太宗》），使申韩的 “刑名之术”日渐泛滥，大行其道。

另一方面，在鼓吹历史进化的同时，王夫之又念念不忘地为其植入的历史循环、往复的重要的视

角。在这方面，大易的 “始以肇终，终以集始”（《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卷第十一章》）、“于其始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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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其终，于其终如其始”（《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一章》）的思想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参照。正是

从大易这一思想出发，王夫之提出 “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春秋世论卷四·襄公》），“夫

唯大盈者得大虚”，“盛衰者偶也，生杀者互相养者也”（《周易外传卷四·未济》），“君子乐观其反

也”（《周易外传卷七·杂卦传》），“岂有积重难返之势”（《周易外传卷四·未济》）。于是，在其历

史论述中，不仅可以看到 “以文胜野”论，还可以看到 “文野互变”论，以致于后者带来了 “中国

之文，乍明乍灭”与 “出华入夷”在今天与我们的再次邂逅，甚至可以使我们 “蔑不兽矣”地退化

为所谓的 “植立之兽”（《思问录·外篇》）；不仅可以看到对 “郡县制”取代 “封建论”的极力讴

歌，还可以看到其有所谓 “陋宋”及 “孤秦”之说，而船山之所以对此 “孤陋”不无诋毁，原因就

在于它以 “胶胶然固天下揽握”，而使轩辕所肇始的 “家法沦坠”（《黄书·古仪第二》）。

然而，如果把船山的上述观点视为传统的循环论的历史观的旧调重弹，那么就实际上偏离了他历

史观的独创而深刻的洞见。因为虽同宗往复循环，但传统的循环论是一种他组织的、封闭的及前定的

循环论，而王夫之的循环论是一种自组织的、开放的及随机的循环论。这使王夫之的循环论既坚持历

史周而复始的性质，又坚持历史之树常绿、以其 “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以其进化中的循环、循环

中的进化，而与传统的循环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惟其如此，才使王夫之所描绘的历史运动呈现为一

种屈中有伸的Ｓ线，而非传统循环论那种回到原点的 Ｏ形的圆圈。也惟其如此，才使王夫之虽蛰伏
南岳船山，却始终未泯其精卫填海般的雄愿，虽反求诸古之六经，却矢志于为垂垂老矣的中华旧邦开

出新面。

四、精英与民众的协奏曲

身体现象学对当代哲学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其坚持正是通过身体，指向了人与世界的交织，还

在于其坚持正是通过身体，使人与社会的交织得以发现。后者之所以成立，是由于按海德格尔的观

点，此在之 “在世”即在那种 “与他人共在”之世。这层意思在梅洛 －庞蒂那里表述尤为明确。他
称 “因为我来到世上，因为我有一个身体和一个自然世界，所以我能在这个世界发现我的行为与交

织在一起的其他人的行为”①，从而得出 “我们与社会的关系如同我们与世界的关系”②。

这种和 “人与世界的交织”互为表里的 “人与社会的交织”的发现，将使西方传统的社会历史

观得以彻底改观。首先，它说明了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和作用的真正来源，故梅洛－庞蒂指出 “‘我

作为工人存在’或 ‘作为资产者存在’，这是我与世界和社会联系的方式”。③ 进而，它也借以使我

们告别了解读历史时要么走向我之唯心论、要么走向社会存在论这一理论上的两难，故梅洛－庞蒂指
出 “唯心主义和客观思维都不能解释阶级意识，因为唯心主义从意识推断出实际存在，因为客观思

维从实际存在推断出意识”④。显然，萨特坚持的 “英雄是自己造就英雄”、我的自由选择就是对社会

规定说 “不”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梅洛－庞蒂的挑战和批判：“不应该借口我能不断地拒绝我之所
是，说我能不断地自我选择。不拒绝，不等于不选择。”⑤ 相反，对于梅洛 －庞蒂来说，我之所以可
以能动地选择，恰恰在于这种选择是以非我的社会规定为受体、为条件的。最终，这一切就导致了一

种全新的 “能受一体”的历史观的发现。这种 “能受一体”并非是前述的物我领域的 “能受一体”，

而是人我领域的 “能受一体”。如果说前者的 “能受一体”导致人的自由与自然的必然之间悖论的消

解的话，那么，后者的 “能受一体”则使精英创造历史抑或民众决定历史这一背反的二律终归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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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第４５０页。
同上，第４５５页。
同上，第５５５页。
同上，第５６０页。
同上，第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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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尽管由于过早辞世，梅洛－庞蒂似乎并未专门展开这一历史命题，但可以想见的是，该命题是
其 “交织”哲学将必然得出的应有之义。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中国古老的哲学时，可以发现中国古人以一种民本主义与精英主义相映成趣

的协奏曲，使梅洛－庞蒂这一应申却实际上未申之义真正大白于世。
为此，让我们先从中国古代民本主义谈起。众所周知，这种民本主义以其代代相传、源远流长业

已成为中国历史千古不易的传统。早在中国文明伊始之际，它就为我们开出其历史的先声，所谓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 《秦誓》语），“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

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 《秦誓》

语），“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适

足以为证。迨至春秋战国来临，这种民本主义更是为诸子反复申论、备为称颂。在这方面，除了可见

之于孔子 “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荀子 “君者舟

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外，孟子的观点更是如雷贯耳、掷地有

声，以致于他以所谓 “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

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

最终奠定，乃至后世种种有关民本的论说统统不过是孟子民本主义的流风余韵，还使孟子思想后来远

渡重洋、旁泽泰西，成为西方近代法国启蒙主义的民权思想的先声之鸣。

与此同时，中国古人对民本主义的极力弘扬，并不意味着其以偏概全地忽视社会精英对历史既深

且巨的影响。这种社会精英，即古人所谓的 “圣人”。《易传》称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莫大乎圣人”（《系辞上》）。对于古人来说，人类的器物文明乃是由圣人首创的。这种文明始于包栖

氏八卦的发明。而在这种八卦思想指导下，神农氏、黄帝、尧、舜等相继 “尚象以制器”地为我们

创制了各种用器，诸如渔猎之器、农耕之器、商贸之器、治理之器、交通之器、防卫之器、工业之

器、兵戈之器、栖居之器、丧葬之器以及书契之器，从而在 “利用厚生”的物质文明发展之中，使

人类最终告别了那种 “穴居而野处”的蛮昧的悲惨人生。

其实，这种作为社会精英的圣人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并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先民创造了以

礼乐制度、礼乐教化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即在 “人文主义”名下的精神文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贲·彖传》），由此才使人类告别了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

上》）和 “人而无文，则为仆人”（王充语）的命运，使 “人之异于禽兽者”的 “文化人”成为真正

的可能。这正是从 “人文始祖”轩辕，到文王、武王、周公，再到孔子、孟子所做的工作。这也正

是所谓 “道统论”者所坚持的主张，尽管这种 “道统论”以其所谓的 “以心传心” “一线单传”的

性质而不无神秘主义，但较之那种 “器制论”而言，它却在中国圣人史观中更具影响。其原因不仅

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泛道德主义”“唯道德主义”思想相得益彰，还在于在极其激烈的儒佛

对抗中，它成为后来儒者赖以辟佛的最富理据的支撑性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人对历史精英的强调除表现为 “圣人情结”外，还表现为以 “春秋人格”

为代表的 “英雄情结”。这种英雄，用 《论语》的表述就是那种 “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

人，用孟子的表述就是那种 “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的 “大丈夫”，用王夫之的

表述就是那种 “唯 ‘知敝’而必与之 ‘永终’”（《周易大象解·归妹》）的 “君子”，用司马迁的表

述就是那种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报任安书》）的 “倜傥非常

之人”。在司马迁心目中，这种 “倜傥非常之人”除了包括诸如孔子这样的 “文圣”外，还包括叱诧

风云、壮怀激烈的武士项羽，以及以其 “古侠”之风令司马迁深深为之动容的豫让、侯赢、专诸、

聂政、荆轲等人。虽然这些人往往功败垂成，其人其事极富悲剧色彩，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之，无不

目为人间的真正豪雄，在 《史记》中浓墨重彩地备极称颂。在这些人身上，与其说体现了一种喷薄

而出的侠义奇节，不如说恰恰体现了被章太炎所点破的中华民族至为可贵的 “倚自不依他”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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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与萨特所谓 “英雄是自己造就为英雄，懦夫是自己造就为懦夫”之说庶几近之，而与海德格

尔那种 “唯他是从”和在混世逐俗中完全磨掉了自我锋芒的 “常人”（ｄａｓＭａｎｎ）判若云泥。
如果说萨特从他的那种自我决定、自我选择学说出发，最终走向了对 “他人”的社会存在的无

视，并使自己的学说实际上充当了为西方历史观中的顽冥不化的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二律背反背书

的话，那么，如前所述，中国古人对少数精英的心仪和崇尚，并未因此使自己走向绝对的唯精英主

义，而是始终为广大民众在人类历史中留有发挥自身的巨大空间和余地，从而才有中国史观中精英崇

拜与民众至上两者相映成趣的协奏曲，也才使孟子一方面鼓倡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

者”（《孟子·公孙丑下》），另一方面高扬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的民本主义。

这种并行不悖之所以可能，无法借助意识哲学主客二分逻辑加以说明，只能依据身体现象学的

“能受一体”原则而被规定。这种 “能受一体”即 《礼记》所谓的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

（《礼记·缁衣》）。它以一种极其形象的身体比喻，阐明了体现为社会历史 “劳心者”的精英与体现

为社会历史 “劳力者”的民众二者如何互为一体、如何须臾不可离。正是从这种互为一体、这种须

臾不可离中，产生了孔子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一领导者正己

乃正人的示范政治思想，以及孟子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

·梁惠王下》）这一君民忧乐相感的学说。而孟子所谓的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

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虽是就君

臣关系而言，但其原则对君主与民众关系同样成立，把君民二者的互存互动原则发挥到极致。它既可

视为是中国古老的 “礼尚往来”之旨在新时期的再续，又同时为现代的人际 “交往理性”的鸣放开

出先奏之曲。

五、司马迁定律：蚌含苦难，始生珍珠

一如老子所说 “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如果说纯思的存在以其超脱攸关生命利害的世俗而为一

种无忧无患的存在的话，那么，身体的存在以其涉足这种世俗则为一种充满忧患的存在。对此，海德

格尔描绘得尤为真切。在 《存在与时间》里，正如梅洛 －庞蒂把 “走向世界”的我称为 “身”那

样，海德格尔把 “在世界中”的我称为 “此在”。这种虽无 “身”之名却有 “身”之实的 “此在”，

一旦其 “在世界中”，实际上是通过 “烦”（德文 Ｂｅｓｏｒｇｅｎ，英文 ｃａｒｅ）来使自己与世界照面。正如
“在世”是人的先验规定那样，“烦”是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不断烦恼，不入涅?”，这种 “烦”与

人是如此的须臾不可离，以致它之于人如影之随形、魍魉之逐影，只要人生命不息，它就不止不已，

唯有在人生命之 “尚未”的 “可能性”之完成之终结的 “死亡”里，这种 “原始的焦虑”才能最终

停下自己的步履。

这种 “焦虑哲学” “忧患哲学”并不仅仅是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专利，但凡人类的涉身性的哲

学，对它都不得不必然有所涉及，成为其学说的应有之义。例如，在人本主义暨自然主义者的青年马

克思那里，“苦恼”由于与情欲相关而被视为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在根身的现代实用主义那里，

杜威所谓 “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① 这一 “趋利避害意识”凸显出来；更有

甚者，在当代身体哲学大师南希那里，他立下了 “整个身体所有的仅仅是一个伤口”② 这一更为触目

惊心的断言，使身负人生痛苦几乎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 “天赋人权”。总之，对于上述这些哲学

家来说，人愈涉身，人就愈入世；而人愈入世，人就愈蒙难，人生也就愈步履维艰。换言之，在人的

涉身与人的患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规避的内在的正相关。这不仅意味着 “生于忧患，死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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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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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而且意味着但凡人类历史上的大有作为之人，必有世事之艰、命运多舛与之相伴。

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对之体会尤深，并使之成为他的一种持之甚坚的历史观。我们不妨把它

称之为一种所谓的 “蚌含苦难，始生珍珠”的司马迁定律。在司马迁看来，正如光彩夺目的珍珠孕

生于蚌的含砂粒之苦那样，中国历史上一代天骄的英杰伟人无一不是饱经人间苦难洗礼的特产。此即

他所谓的 “盖西伯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左丘失明，厥

有 《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 《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报任安书》）。在这段如泣如诉、传诵千古的文字中，

司马迁告诉我们，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既是一部充满苦难的历史，又是一部以苦难为炉、铸就出无数

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的历史。这种苦难不仅为铸就了诸如文王、孔子、屈原等历史巨人，也铸就了司

马迁本人。正是在身遭 “最下腐刑”，并蒙受那种令其 “肠一日而九回”的身心奇耻大辱之中，才使

司马迁创作出发愤之作的人类巨著 《史记》，并使他名炳千古地永远光照汗青。

实际上，这种 “司马迁定律”在中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其说是出自历史中国的某种特定的

历史境遇，不如说恰恰是由古老的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自觉的传统，尤其是这种传统固有的思想基因

所决定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不能不提及 《周易》。正是 《周易》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该定律的理论

之谜，从而使该定律最终成为颠覆不破的历史真理。换言之，《周易》之为 《周易》，在于它与传统

西方哲学不同，不是把 “去伪存真”的 “思”，而是把 “利用安身”的 “身”作为哲学的起点和坐

标。一旦从 “身”出发，就意味着正如海德格尔的身是一种在世之在、而在世必然使 “烦”成为人

的必然规定那样，《周易》同样如此。在 《周易》里，身的入世与人生命的蒙难忧患实际上走着同一

条道路。故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这一似问实答谈的就是这种 “蒙难忧患”，“刚柔

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屯·彖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系辞下》）以一种和生命与

生俱来的方式谈的亦是这种蒙难忧患。所谓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同上）、

“惧以始终”（同上）的提出，则是这种蒙难忧患意识在中国思想史得以前所未有地空前彰显。

在人们面对蒙难忧患这种生命困局畏葸不前之际，《周易》却告诉我们，正如海德格尔认为人是

由 “烦”造就出来的那样，这种生命困局恰恰是人得以成人的前提，并为人一展身手、“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也”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因为 “险以动，动而免乎险 （《解·彖传》），唯有付诸于积极的

行动努力才能使我们化险为夷，并借此最终在险象环生、弱肉强食的世界中赢得自身生命真正的雄

起。故 “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象传》），生命之穷困反而使人命中注定地忠实于自己的志

向；“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象传》），生命之蹇难反而可以使人反躬自省而增益其所不能；

“震，君子以恐惧修省”（《震·象传》），生命的震荡不定反而可以使人在戒慎恐惧中省悟到人生最

高止境；“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于明”（《明夷·象传》），生命之黑暗降临反而可以使人韬光养

晦以光大其明，而按 《明夷·彖传》说法， “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的文王、 “内难而能正其

志”的箕子恰恰为其显证。

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光被四表、名垂千古的时代伟人，之所以能成为 “倜傥非常之人”，

之所以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除了他们生逢时运之艰外，往往还在于他们得益于 《周易》的思

想之助，在于他们几乎都是 《周易》生命忧患哲学的忠实信徒。为此，我们不能不想到王阳明，这

位 “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被誉为 “雷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

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同时，亦为得罪权贵，庭杖四十，谪贬贵州荒蛮之地，并被

刺客追杀，侥幸逃生，饱历 “百死千难”之人生困危的王阳明。欲了解这两个王阳明如何统一在一

起，就不能不回到 《周易》，尤其是回到他研读 《周易》时写下的 《玩易窝记》。记曰：

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 《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

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孑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联兮其若彻，菹淤出焉，精华入

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优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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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内翕，视险若夷，而不知其夷之为厄也。于是阳明子抚几而叹曰： “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

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

在这里，王阳明指出的是，在他对大易仰思俯疑而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幡然醒悟到真正的易理就

是 “精粗一，外内翕”的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决定了无论生存环境的艰险与否都是天的厚赐。

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使他明白了 “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将至”的古之君子的生命依据，也

为他直面困危的人生遭遇提供勇往无前的无穷动力。

耐人寻思的是，在王阳明之后的一百多年，王阳明的故事又一次在王船山身上再次重演。他们同

为使中华民族学脉得以光大的思想巨人，同样面临着人生罕见的生命危机。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有

着一往而深的 《周易》情结，正是这种情结使他们虽深蒙内忧外患，却可视险若夷地跻身于时代之

巅。

较之王阳明，一代易学大师王夫之对 《周易》的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之旨的理解似乎更为

体之无遗，也更为鞭辟入里。就 “归妹”卦的 “君子以永终知敝”，他写到 “惟知敝而必与之永终，

斯以为君子。知父母之疾不可起而必药必祷，知国不可兴而必出必仕，以得所归为悦，以动为尽道，

何贰行鲜终之有？天下有道，不与易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君子所以异于功名之士也”（《周

易大象解·归妹》）。又，就 “大过”卦的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他指出 “夫独立不惧者，有可

惧者也。遁世无闷者，有可闷者也。履凶游浊，守贞笃志，正己而不与俱汨，斯大过焉可矣”（《周

易大象解·大过》）。再，就 “困”卦的 “君子以致命遂志”，他评曰： “君子之于危乱，非无君可

事、无民可使、躯必不可保、妻子必不可全也，不受福泽，自致于困也。困其身而后身不辱，困其心

而后志不降……非困则志不可得而遂矣。”（《周易大象解·困》）

如果把这里所谓的 “惟知敝而必与之永终”、“履凶游浊，守贞笃志，正己而不与俱汨”、“非困

则志不可得而遂矣”，以其超然物外而一言以蔽之为一种极端的 “唯心主义”，那么就完全错失船山

在易学中发掘出的真谛。实际上，这一切与其说体现了一种 “唯心主义”，不如说恰恰体现了肇始于

大易的 “天人合一”。但是这种 “天人合一”是一种既正视既定的现实世界，又同时强调 “以动为尽

道”，而提示人的能动性的 “天生人成”的 “天人合一”，而非像道家者流所坚持的那种完全和光同

尘、顺应于世、完全 “蔽于天而不知人”的 “天人合一”。

用现代现象学的术语，这种 “天人合一”即身之为身的人与世界互根互补的 “交织”。正是在这

里，我们与王夫之的 “身道”又一次不期而遇。身道在解释人类历史种种之谜的同时，也使看似大

惑难解的 “司马迁定律”所深掩的胜义真正地得以大白于世。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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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宗教排他性

———晚明天主教及许大受的反应

［法］梅谦立

【摘要】晚明，天主教带给中国一种排他性的宗教观。天主教攻击佛教、道教，挑战了传统的 “教”观念。

１６２３年，寓居杭州的士人许大受在 《佐辟》里试图反驳天主教的攻击，重构一个封闭性的 “三教合一”，

并发动一个反基督宗教运动来禁止天主教。１６２５年，许大受很突然地停止了这种反基督宗教运动，而且决
定销毁他的书。虽然 《佐辟》试图建立一种排他性的三教合一，但是许大受也意识到这种排他性的宗教观

违背佛教及新儒家的基本思想，这使他最终放弃。通过这种历史案件，我们可以重新反省西学东渐所带来

的宗教观。

【关键词】西学东渐；宗教排他性；晚明天主教；晚明佛教；耶稣会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７７－０７

作者简介：梅谦立 （ＴｈｉｅｒｒｙＭｅｙｎａｒｄ），法国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佛光大学研究中心 “近世东亚佛教的文献和研究”

关于许大受生平的中文文献极少。幸运的是比利时汉学家杜鼎克 （ＡｄｒｉａｎＤｕｄｉｎｋ）通过中外文
一手材料找到不少讯息。在此基础上，他写了很深刻的研究性论文，即 《许大受的 〈圣朝佐辟〉

（１６２３年）》。① 按照杜鼎克的研究，许孚远 （１５３５－１６０４）曾有两子，其一夭折，只得许大受存活。②

万历三十七年 （１６０９），许孚远去世五年后，许大受邀请叶向高 （１５６２－１６２７）为其父撰写墓志铭。
许大受只是秀才，不是科举出身，但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得以担任刑部郎中。

许大受以何种动机写作 《佐辟》？杜鼎克在前述论文中考证诸多中外文一手材料，找到了一些线

索。在杜鼎克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在此试图按时间顺序重构许大受所经历的过程，分四大阶段陈述：

第一、他对天主教产生兴趣；第二、由于个人危机及思想上的困境，他放弃天主教信仰；第三、为攻

击天主教会并保护中国传统，他重新建构中国传统的 “三教合一”，为之提供新含义；第四、他发现

自己走得过于极端，遂放弃反天主教的运动。

一、作为慕道者的许大受

１６１６－１６１７年，南京礼部侍郎沈 （１５９２年进士，１６２３年去世）镇压南京天主教会，天主教在
全国遭禁止。不过，杭州成为全国天主教会的避难所：杨廷筠在家庇护诸多耶稣会士，如艾儒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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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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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１５８２－１６４９）、龙华民 （Ｎｉｃｃｏｌò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１５５９－１６５４）等。泰昌元年 （１６２０）标志
着中国天主教会的好转，因为当年叶向高再次担任内阁首辅。他虽未受洗，但出力保护天主教会。杭

州由避难所变成天主教发展活动的中心。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士大夫在此保护天主教。天启三年

（１６２３），艾儒略一年内出版三本著作 《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使天主教徒感觉很自

豪。南京教案的阴影似乎已完全过去。据 《耶稣会１６２３年书信》记载，连在许大受的家乡德清加入
天主教会的人数都达到了三百。

寓居杭州的许大受有许多机会与传教士来往。《佐辟》“第三辟”告诉我们，他曾与艾儒略讨论

天主教的创造论。万历四十七年 （１６１９），艾儒略来到杭州。我们可以借此推测，１６２１－１６２２年期
间，许大受与艾儒略有来往，向他请教天主教教理。天启三年 （１６２３），许大受的母亲逝世。艾儒略
前往德清许大受家拜访慰问他。① 很明显，艾儒略怀抱着许大受会变成基督徒的希望。

《佐辟》还告诉我们，许大受与其他传教士亦有来往。他很可能认识龙华民，因为 《佐辟》三次

提及这一名字。② 许大受周围也有许多天主教徒。他很可能认识李之藻与杨廷筠，然而 《佐辟》特意

避免提及这两位的名字。不过，许大受提到其友周国祥是天主教徒 （“第五辟”）。他也认识一位刚皈

依的天主教徒，这位热情的教徒每天在家接待数十位人。许大受很可能参加过这种家庭聚会 （“第五

辟”）。在其老家德清已有三百名基督徒③，且许大受也提及一名基督徒家中发生火灾 （“第七辟”）。

１６２１－１６２２年间，许大受花费近两年时间搜集、阅读、消化天主教著作，“第八辟”提及将近十
本。关于天主教礼仪，他也比较熟悉。他知道天主教的主要经文，如 《天主经》及 《信经》。“第五

辟”描述天主教的圣洗圣事 （提及圣水、圣油、圣盐、圣烛等），也许他亲眼见过朋友领洗。他对天

主教会的组织有深入理解，比如知道传教士最初穿僧服，后改穿儒服 （“第一辟”）。故此，杜鼎克推

测许大受是一名慕道者。然而许大受并未领洗，因为如果领洗，他应该会参加弥撒或领圣体，然而他

没提及领圣体一事。很明显，在这两年期间，许大受认真了解天主教，然而无法下决心皈依。他在徘

徊，似乎有某种事情阻碍他加入天主教会。

二、许大受的第一次转变

正如很难把握皈依的原因一样，同样很难解释为何有人放弃他们原来的信仰并转而攻击之。许大

受最初两年对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但他后来改变主意，极为系统地攻击天主教的教理、组织、风俗

等。在天主教教义中，许大受很可能存在思想上的困惑，至少接下来这点他难以接受：当传教士介绍

天主教信仰时，他们经常与佛教对比。他们不一定是恶意批评佛教，而是天主教的诸多观念与佛教类

似，因此有必要弄清它们的区别。在此过程中，传教士很容易下价值判断，蔑视佛教。在 《天主实

义》里，利玛窦不仅瓦解了佛教教义，而且诽谤僧人撒谎、贪污、虚伪等。许多中国天主教徒完全

接受了传教士对佛教的排斥，或因为他们本来不喜欢佛教 （如徐光启），或因为他们皈依天主教后愿

意与他们过去的信仰及生活断绝关系 （如杨廷筠）。不过，因为天主教要求人们完全放弃佛教，使得

一些人在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徘徊一段时间，直到被迫做出决定。

根据 《耶稣会１６２３年书信》记载，许大受的母亲于当年逝世。对他而言，这造成了很大的信仰
危机，因为母亲的丧礼逼迫他做出选择，要么按照天主教，要么按照传统举行丧礼。我们不知道他母

亲是否为很虔诚的佛教徒，不过许大受应该会考虑多年前辞世的父亲及刚辞世的母亲在彼岸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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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对此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既然他的双亲活着的时候没有领洗，那么他们到底能否得救？“第五

辟”如此表达天主教的立场： “纵有孝子，媚我天主，得生天堂，然天怒最吓，万难解免，虽存孝

志，无益亲灵云云。”① 照此，许大受无法帮助双亲的灵魂升天，这是他难以接受的。因此在 “第六

辟”里，他责怪天主教不尊重祖先。他最终选择按照传统举行丧礼，因为佛教丧礼可以表示他对父

母的孝道。按照 《耶稣会１６２３年书信》的说法，他将自己的家改为 “偶像崇拜的庙宇”，请法师给

父母诵经。② 这一决定使许大受告别慕道者的身份。

艾儒略去德清慰问许大受时，得知他给母亲安排佛教丧礼后应该非常惊讶。但是为表达哀悼，艾

儒略仍前往安慰他。在这一场合，艾儒略无法开始争论，无法批评，只能表示哀悼。四十九天的服丧

给许大受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机会。在此期间，他重新反省天主教教义，决定彻底放弃天主教信仰。

除了母亲丧礼造成的信仰危机外，杭州天主教会的迅速发展亦使许大受不安。天启三年

（１６２３），艾儒略共出版三本书。《佐辟》记载了杭州天主教徒的傲慢：“孔夫子岂能及我艾先生之万
一？”许大受难以接受天主教徒的这种傲慢。天主教亦对其家族产生极大影响。根据 《耶稣会１６２３
年书信》及李九功 《励修一鉴》（１６３９），杜鼎克证明当年许孚远的堂兄许受节、许受节的儿子及孙
子均已领洗。③ 彼时许受节虽然年长，仍从德清去杭州听艾儒略给他讲道理。由于许大受住在杭州，

并且已与艾儒略有两年来往，或许是许大受向艾儒略介绍了许受节。艾儒略发给许受节一个圣图。不

久之后，许受节乘船渡黄河，遭遇巨大暴风，他手拿这一圣图开始祈祷，突然暴风停止，而他安全到

达目的地。

我们可以想象，许受节全家突然皈依及这一奇迹的发生使许大受很难理解。许大受比许受节早一

点认识天主教，他很努力地学习天主教的道理，然而仍有许多思想上的问题没解决，尚处于徘徊中。

关于圣图的奇迹，许大受持怀疑态度，因为 《佐辟》讽刺天主教徒相信李之藻的家庭由于圣图免过

火灾，也讽刺一位德清基督徒，无法凭借圣图而避免他家遭遇火灾 （“第七辟”）。根据 《耶稣会

１６２３年书信》，许受节皈依天主教先于许大受母亲去世。照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许家曾发生激烈冲
突：刚皈依天主教的热情教徒许受节劝告许大受领洗，并给他的母亲安排天主教丧礼；许受节反对许

大受举行佛教丧礼，劝告他彻底放弃佛教信仰。许受节的这种极端立场，使许大受很难接受，甚至使

他反感。许大受无法理解和接纳许受节这种天主教信仰的极端表达。他最终决定放弃天主教信仰，给

他母亲安排佛教丧礼。

天主教在杭州地区的迅速发展及狂热气氛也导致许大受担忧国家社会的安危。晚明承受着来自国

内外的巨大压力：北有满清人的压力———许大受提及奴哈赤 （也称努尔哈赤，１５５９－１６２６）；东有日
本的扩张，１５９２－１５９８年，日本多次侵略朝鲜；还有日本倭寇的危险。许大受提及其父许孚远所写
的 《议处倭酋疏》，其中许大受注意到澳门的佛郎机与日本倭寇之间的贸易 （“第一辟”），也提及与

菲律宾的来往 （“第十辟”）。因此，明朝也面对西方国家南来的压力。许大受提及其同乡余士恢数十

年前写的 《藜藿亟言》，其中涉及近一百年前 （１５２１）与葡萄牙人发生的一些冲突 （“第七辟”）。在

国内，明朝也面对内乱。１６２２年，白莲教在山东的起义刚平定——— 《佐辟》五次提及白莲教。同年，

在杭州附近的湖州，叶郎生发动叛乱。在国内外如此紧张的气氛下，许大受视天主教为国家安全及社

会稳定的巨大威胁。他指出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入中国定居，不服从国家命令。他也担心天主教会的经

济能力如此强大，会吸引众多教徒，使教会的扩张造成社会问题。他更担心天主教，如同白莲教在准

备发动起义。

总之，许大受写 《佐辟》的动机较为复杂。他个人最初对天主教怀有浓厚兴趣，不过，在学习

９７

①

②

③

《佐辟》１７ａ，《大藏经补篇》第２８卷，台北：华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８１页。
Ａｎｎｕ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１６２３，ｐ．４０５ａ／ｂ；参见Ｄｕｄｉｎｋ，ｐ．１１１．
Ｄｕｄｉｎｋ，ｐｐ．１１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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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信仰和体验天主教生活的过程中产生许多困惑，使他无法决定离开天主教，也无法完全投入。

面对母亲亡故，他认为天主教无法解决父母灵魂的安宁问题，这使他对天主教的失望转化为对天主教

的报复。如同之前花费两年时间学习天主教一样，他放弃天主教信仰之后，必须花一段时间去瓦解天

主教信仰，他要向自己证明天主教根本是全恶的，也要向大家证明天主教是邪教，并试图破坏天主教

会。他似乎要将自己最初的错误和无知完全删除，使其天主教信仰的萌芽不留任何痕迹，随天主教会

一起毁灭。虽然许大受提供诸多理性依据，如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传统等以批判天主教，但是

《佐辟》的一些极端说法仍暴露出许大受的个人动机。

三、护教者的新使命及对 “三教合一”的重构

为反驳天主教教义，许大受重新翻阅原先以慕道者身份读过的天主教著作。在慕道者阶段，即便

他碰到思想方面的困惑，仍有许多东西吸引他多加理解天主教。现在，以反对者的身份，他要全面否

定天主教，系统地将天主教核心教义，如创造论、灵魂论等，一一否定；他也批判天主教会的风俗习

惯，甚至包括西方人传入的新知识 （地理学、天文学），等等。在一万余字的篇幅里，《佐辟》没有

一句对天主教的好话，全部都是负面批驳。

《佐辟》大量引用天主教著作，并且极其系统地进行反驳。许大受参考了反教文件，如沈 的奏

折 （《参远夷疏》）。他赞同沈 对天主教的镇压，却意识到虽然万历皇帝禁止天主教，但这一决定并

未阻止天主教会的发展。相反，许大受看到传教士在杭州获得一些当地士大夫的大力支持。为此，在

最后一辟 （“第十辟”），许大受安排极为严厉的政策，要用强势方法禁止天主教：遣返所有传教士，

严厉禁止他们再来；惩罚中国天主教徒；禁止天主教著作；拒绝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及技术 （地理

学、天文学、军事等）。

许大受也阅读佛教界对天主教的反驳，如舃宏的 《天说》 （１６０５）及虞淳熙的 《天主实义杀生

辨》（１６０５－１６２０）。这些反教文献给 《佐辟》提供了宝贵论点，使许大受可借用它们。然而，这些

著作只是从佛教角度批判，比如大量篇幅谈及杀生问题，十分狭隘，针对性很弱，对大众缺乏说服

力，且在理论方面比较薄弱。《佐辟》的价值在于它极其系统地从各个方面瓦解天主教，包括创造

论、灵魂论、世界观、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等。

《佐辟》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它不是单独从儒家角度反驳天主教 （如沈 的 《参远夷疏》），也不是

单独从佛教角度反驳 （如 《天说》 《天主实义杀生辩》），而是从 “三教合一”的角度攻击天主教。

这可说是 《佐辟》的创新点，也是其价值所在。《佐辟》“引论”中，有人问许大受为何不仅从儒家

角度批驳天主教，或从佛教角度出发。许大受的回答很关键：

夷言人有后世，非贯通儒释，不足以折妖邪故也。况夷之狡计，阳辟佛而阴贬儒，更借辟佛之

名，以使不深于儒者之乐于趋。故区区之心，必欲令天下晓然知夷说鄙陋，尚远逊于佛及老，何况吾

儒？然后知三
#

决不容四；治统道统，各不容奸，而圣人之道自尝尊于万世矣。①

如此，许大受识透传教士的策略：他们试图破坏中国传统，不过由于无法同时推翻整套传统，他

们决定先攻击佛教，再攻击儒家。也许一些儒生看到佛教受攻击会感到高兴，甚至一些儒生会愿意与

天主教结盟攻击佛教。因此，许大受提醒这些儒生不要上传教士的当，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整

套中国传统，包括儒家在内。当天主教传教士试图分裂中国传统时，儒释道必须团结抵抗这一外来宗

教。

我们需特别关注许大受在反驳天主教过程中如何重新建构传统的 “三教合一”。在此，我想提出

０８

① 《佐辟》２ａ，《大藏经补编》第２８卷，台北：华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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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构的两点：第一，以极端主义建立排他性的 “三教合一”；第二，以理性主义建立精英主义的

“三教合一”。首先，明朝的 “三教合一”一般来说强调儒释道之间没有冲突，可以互相容纳。相较

于传统意义上的 “三教合一”，许大受反天主教的 “三教合一”获得了新含义。当一个外来宗教 （在

此为天主教）入华时，三教合一提升到新高度，如许大受所言 “三教绝不容四；治统道统，各不容

奸”（“引论”）。换言之，许大受的身份发生了变化。面对他者的进入，许大受必须划出新界限，重

新确立中国传统的整体性。即便他本人比较偏向儒或佛，当感觉天主教的来临威胁其核心价值时，他

必须建立这种 “三教绝不容四”的观念，重新建立中国文化传统。这种排他性的三教合一主要体现

在许大受的极端主义方面。状告天主教时，他的许多说法或观念都很极端，扭曲事实，甚至撒谎。在

此列举三例。第一，他说：“且按 《藜藿亟言》中，言彼夷残甚，掠十岁以下小儿，烹食之，率一口

金钱百文，恶少缘以为市，广人咸惴惴莫必其命。”（“第七辟”）① 许大受为何提及一百年前所发生

的事？西方人吃人肉的说法毫无根据。许大受本人与西方传教士曾密切来往，他十分清楚这点，却引

用 《藜藿亟言》中的谣言。第二，关于杭州天主教会，他同样有一些不诚实的说法。比如，“夷又为

令曰：能劝百人从者，赏自鸣钟、自鸣琴各一，金帛称是。若得一青衿准十人，得一缙绅准百人。”②

许大受明知此说不代表真相，却将之从 《天主实义杀生辨》中照搬过来。第三，《佐辟》经常提及传

教士与女性有不当接触。比如，“至若从夷者之妻女，悉令其群居而受夷之密
$

，为之灌圣水，滴圣

油，授圣椟，鉇圣盐，燃圣烛，分圣面，挥圣扇，蔽绛帐，披异服，而昏夜混杂又何欤？” （“第五

辟”）③ 许大受似乎在描述天主教的告解圣事及圣洗圣事。他自己很可能参加过上述礼仪。神父给女

教徒傅油有违儒家礼法，故可理解许大受的反对。但他自己继续凭空想象神父与女性 “昏夜混杂”。

其想象力使他继续描绘：“然其自处，又延无智女流夜入猩红帐中，阖户而点以圣油，授以圣水，及

手按五处之秘華状，男女之乱，曷以加诸？”（“第八辟”）在杭州关于天主教的这种谣言估计有很多，

不过许大受自己认识神父及教徒，他应该清楚神父并未引诱女性。《佐辟》还表现出浓厚的恐慌，将

天主教描述得十分可怕，并与白莲教相联系。他甚至暗示天主教准备推翻明朝！在 “引论”里，许

大受担心天主教徒要暗杀他。

总之，我们不妨说，天主教增强了许大受 “三教合一”的意识。在 《佐辟》中，我们可以发现

这种 “三教合一”获得了新含义。一方面，许大受发挥了强烈的排他性，为巩固三教的共同防卫，

他必须用极端主义的方法与天主教划清界限。另一方面，由于许大受本身偏向理性主义，他所重构的

三教内容符合其理性主义倾向。他允许民间佛教或道教的存在，不过仅赋予给它们次要位置。

四、护教身份的矛盾及许大受的第二次思想转变

天启三年 （１６２３），许大受出版 《佐辟》之后，自行散发推广。根据 《耶稣会１６２３年书信》记
载，许大受当年将 《佐辟》交给德清高官，提醒他正如湖州县高官被白莲教暗杀那般，天主教也将

杀害他。④ 次年 （１６２４），叶向高被迫下台，耶稣会失去他们的一大靠山。之后，东林党遭镇压，徐
光启不得不离京返沪。这是南京教案发生后反教人士首次有机会公开攻击天主教。当年，许大受说服

杭州总督府镇压天主教会。不过，叶向高在杭州仍有一些势力，在经过杭州时，他改变了总督府的决

议，使之放弃禁止天主教的计划。那时，叶向高邀请艾儒略去福建传教。于是１６２５年４月，艾儒略
移居福州。

１８

①

②

③

④

《佐辟》２６ｂ，第２８６页。
《佐辟》１８ｂ，第２８２页。
《佐辟》１８ａ，第２８２页。
Ｄｕｄｉｎｋ，ｐ．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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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耶稣会１６２５年书信》所说，许大受也前往福建，并携带多册 《佐辟》，以便发给高官。当

时，天主教会在福建几乎没有教徒。不过，如果许大受知道艾儒略要去福建传教，他很可能会通过他

父亲的关系阻碍天主教在福建传播。

许大受知道叶向高保护天主教，但由于他父亲与叶向高的关系，天启五年 （１６２５）春，许大受
在福州拜访叶向高。许大受在叶家尴尬地遇见艾儒略———艾儒略４月刚到福州。在叶向高面前，这两
个敌人既避免讨论宗教问题，也不提 《佐辟》。许大受还感谢艾儒略，因为当他哀悼母亲时，艾儒略

前往慰问。①

《耶稣会１６２５年书信》还告诉我们又一无法意料的转变。一名叫赵鸣阳的基督徒 （西文圣名为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找到许大受———很可能是艾儒略的安排———给他展示 《佐辟》中的许多错误。我们前面说

过，许大受的一些说法是不真实的，如西方人吃人肉或用金钱传教。许大受心里明白他不公正地状告

了传教士及教徒。故此，他答应赵鸣阳销毁 《佐辟》，许诺将所余本册都烧掉。之后，许大受前往艾

儒略居所认错，祈求他的宽恕。

当然，我们需要问耶稣会的报告可靠吗？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当?益智
旭 （１５９９－１６５５）写 《辟邪集》时，他提及 《佐辟》并赞扬这本书，然而表示很遗憾这本书的发行

量极少。② 这表明许大受没有继续发行其著作，按照许诺，他将发送出的书尽量收回自行销毁。至今

《佐辟》无存，然而很幸运，许大受没有将它彻底毁掉，因为它在１６３９年初输入 《明朝破邪集》。

从思想方面出发，许大受也发现他自愿扮演护教者是一个错误，已远离佛教的原来面貌。在

《佐辟》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说法以理解他思想上的第二次转变。在许大受看来，天主教事奉的天

主虽超越有形之物，却没超越欲望，用佛教术语来说，天主执着于 “我见”的幻想。（“第二辟”）

或者按照宋明理学家的说法，天主教所讲的 “天主”有七情 （喜怒哀乐惧爱恶欲），没有达到 “一

性”的境界。（“第七辟”）天主创造天地万物是为满足一己私欲。天主主宰万物，如同一位统治者那

般统治人民，要求得到尊重。如此，在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形成一道无法跨越的沟壑。或如同许大受

所说：“造化以不造造，邪说以造不造。不造造者，公造也，自造也。造不造者，私造也，他造也。”

（“第三辟”）换言之，为满足己欲，天主创造万物来控制它们。而佛教的 “法身”或儒家的 “太极”

完全不同，如同许大受所说：

故佛有法身以上之事，如吾儒所谓 “统体一太极”，至尊无对者也。然本觌体全
$

，平等如如，

而非亢之以成尊。亦有报化应机之身，如吾儒所谓 “物物一太极”，各各皆尊者也。然 “如来说有我

者，
%

非有我”，而未尝判谁独？学道之人，若果尽理，谓之独尊可也，谓之平等亦可也。稍有不

尽，则其所挟以自雄，正如绿林黄屋，号弥尊，逆弥大耳。（“第七辟”）③

法身或太极主宰万物，通融一切，使 “各各皆尊者也”。与天主不同，法身或太极不包含任何控

制他物的概念或欲望，因此并不要求得到尊重，而让万物存在，使天地万物一体。

天主概念这一错误理解导致天主教对其他学派也有错误态度，要与其他所有学派 （如佛教、儒

家）竞争。天主教入华开始攻击佛教或宋明理学，这表现出天主教对于天主的理解是很狭隘的，没

有达到法身或太极的水平。天主教试图成立教会的努力也是狭隘的目标。与天主教不同，佛教或儒家

并不试图成立自己的学派，与其他学派竞争。

确实，天主教给中国带来了关于万物本原的新概念，也导致关于 “教” （或 “宗教”）的新概

念。按照天主教所说，人们只可皈依天主，必须与其他所有宗教断绝关系。明清天主教虽然试图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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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ｕｄｉｎｋ，ｐ．１３１．
?益智旭 ：《?益大师全集》第１９卷，台北：佛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７７１—１１８１８页；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Ｊｏｎｅｓ，“Ｐìｘｉèｊí（辟
邪集）：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ｙｂｙＯｕｙｉＺｈｉｘｕ（?益智旭，１５９９

!

１６５５）”，ＰａｃｉｆｉｃＷｏｒｌｄ１１（Ｆａｌｌ２００９），ｐｐ．３５１－４０８；此
处ｐ．３５６。
《佐辟》２１ａ，第２８４页。



超越宗教排他性

许多儒家观念及风俗，但是对于佛教与民间宗教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面对天主教的排他性，佛教界

面临一个巨大诱惑，即通过类似的排他性来抵抗之。在反驳天主教时，许大受陷入这种危险中，重构

排他性的 “三教合一”，即 “三教绝不容四”，但这意味着佛法已放弃 “平等如如”的最高目标，而

投入众学派之间的争论及竞争。许大受一旦投入进去，便难以脱身。为抵抗天主教，他不断强调华夷

之别，显露对外国人的浓厚恐惧，而这完全违背佛法的最高境界，也违背宋明理学的理想。我们认

为，许大受意识到这种论战完全违背佛教与儒家的立场，因此他最终决定脱离战场。许大受的智慧在

于他最终摆脱宗教之间的冲突，得以从更高角度观察到 “平等如如”。故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许大

受最终烧毁其作品。

五、结　　论

天主教带到亚洲一个全新的万物本原的概念 （赋予统治权的唯一天主）及一个全新的宗教概念

（唯一宗教）。在比较包容的亚洲，天主教展现出严重排他性：不允许将天主与其他神混为一谈，也

不允许将天主教与其他宗教混在一起，只能与一个被视为非宗教性的传统 （儒家）相融合。虽然传

教士掌握了天主教与佛教的差异性，但是他们停留在比较负面的理解之上。他们没有阅读佛经，以致

对佛教的批判过于武断，大多缺乏根据。利玛窦及其他入华耶稣会士亦不尊重佛教，没有很深入地理

解，便出于传教目的而攻击佛教。

当天主教全面否定佛教时，佛教有两条路可走，或忽略天主教的攻击，或主动响应。许大受一开

始选择了第二条路。不过，为抵抗天主教所带来的排他性，许大受运用类似方法，建立了一个排他性

的 “三教合一”，将儒释道构成一个封闭体系以阻挡第四教的参与。为对抗天主教，他提出很极端的

说法，表现了很浓厚的民族排外主义。如此一来，他违背了中国传统 “天下主义”的包容性。写作

《佐辟》后，许大受以积极反天主教的身份四处发送他的小册，决心使国家禁止天主教会，但最终发

现他为抵抗天主教会而重构的中国违背了其原初面貌。

至今宗教竞争仍持续主导着世界上的许多冲突，然而，现代化思想也产生了宗教对话的新概念。

与传统的包容性不同，宗教对话主动进行交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彼此学习。可以说，宗教竞争导

致两方变得更极端。所谓 “原教旨主义”则违背这些宗教的传统精神。反之，在宗教对话过程中，

两方将变得更好：在理解其他宗教的同时，更深地认识到一个宗教对真理没有垄断，相反可通过其他

宗教来丰富自己，开放自己，从而变成更好的自己。基督宗教与佛教之间的宗教对话在二十世纪刚刚

起步，故此，我们可乐观期待这两大宗教的对话能够接近许大受推崇的 “如如平等”。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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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研究

田书峰

【摘要】有关苏格拉底的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与色诺芬。但是，学者们对哪些资料更

为可靠一直争论不断，因此，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真像是一个难解的谜团。迄今为止，先后出现三种不同

的有关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的诠释路径或解决方式。本文尝试对这几种不同的诠释路径进行梳理，认为

只有对比性的诠释进路才更为可取。对比性诠释虽然以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为主，但并不排斥其他作品的参

考价值，反而推进这些作品中的文本间性研究。

【关键词】苏格拉底；伦理学；柏拉图早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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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史，乃至在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哲学思想的最大

特色，或对西方哲学的开端的最大贡献是：让 “哲学从天上下降到人间”①，将哲学对自然的研究引

向有关人的幸福的探求。但是，能够重构或审度苏格拉底生平和思想的历史资料非常贫乏，因为他一

生并没有撰写任何文字或著作，或者即使写了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苏格拉底问题

（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即对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进行考古，从有关苏格拉底的二手作品中尝试挖掘历史
上的苏格拉底之真像并进行历史还原。２０世纪后期，研究苏格拉底哲学的德国专家 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ａｔｚｅｒ认
为 “苏格拉底问题在古典哲学史上是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②。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平，

如下三位作者尤为重要：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和色诺芬。其中，只有阿里斯多芬的喜剧 《云》是苏

格拉底在世时的作品，其余作品都是苏格拉底去逝后写成的。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色诺芬、

Ｓｏｐｈｒｏｎ、Ｘｅｎａｒｃｈｕｓ所写的有关苏格拉底的哑剧一并归入到称为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苏格拉底的文
学作品）的文学类型中。③ 在有关苏格拉底的资料清单中，只有这个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文学类型
被看作是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所谓的可靠历史资料仍然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因为这些作

品所描述的苏格拉底形象有时是相互矛盾的，而且这些作者的写作的首要动机不是忠实地记述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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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ｉｃｅｒｏ，Ｔｕｓｃｕｌａｎａｅ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ＧｅｓｐｒｃｈｅｉｎＴｕｓｃｕｌｕｍ：Ｌａｔ．／Ｄｔ．（Ｒｅｃｌａｍ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Ｔａｓｃｈｅｎｂｕｃｈ－１９９７，ｈｒｓｇ．ｖｏｎＥｒｎｓｔ
ＡＫｉｒｆｅｌ（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ｂｅｒ，ｂｅｒｓｅｔｚｅｒ），Ｂｕｃｈ５．Ｋａｐ．１０－１１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Ｍｅｔ．９８７ｂ１－２，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ｔｖｏｎＷ．Ｄ．Ｒｏｓ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
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ｅｄ．ｂｙ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ｒｎｅｓ，Ｖｏｌ．ＩＩ，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５６０．
Ｐａｔｚｅｒ，Ａ．（Ｅｄ．），Ｄ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Ｂｕ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１９８７，Ｓ．４．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Ｐｏｅｔ，１４４７ｂ１１，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ｔｖｏｎＩ．Ｂｙｗ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ｅｄ．ｂｙ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ｒｎｅｓ，Ｖｏｌ．ＩＩ，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２３１６；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Ｒｈｅｔ，１４１７ａ２０，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ｔｖｏｎＷ．ＲｈｙｓＲｏｂｅｒｔｓ，ｐ．２２６２．



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研究

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及其思想，而是掺杂着作者本人对苏格拉底的个人想象。随着苏格拉底问题在１９
世纪初越来越被关注，对苏格拉底的文学作品可靠性的批判顺理成章地成了首要任务。

一、色诺芬的 《回忆苏格拉底》

最早对苏格拉底问题提出个人洞见的是施莱尔马赫，认为在将苏格拉底看作是希腊哲学史上重要

的开端人物与这些文学作品对苏格拉底的描述或展现的琐碎平庸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据这

些作品对苏格拉底的描述，他整日忙于回答一些伦理问题，和自己的学徒或对话者讨论何种生活对于

人来说是最好的等问题。基于这样的描述，很难看出苏格拉底代表了希腊哲学的新生。１９世纪初人
们对苏格拉底的描述和观点主要凭借色诺芬的记述，尤其是 《回忆苏格拉底》 （Ｍｅｍｏｒａｂｉｌｉａ），来断
定历史中的苏格拉底的观点。① 对此，施莱尔马赫并不认同，对色诺芬的观点进行批判②：１．色诺芬
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兵士和政治家，因此不能被看作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主要哲学立场或观

点的忠实代言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抽象思辨的活动，而色诺芬的作品根本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将其

作品作为理解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实不相称。２．色诺芬热衷于为自己的老师进行辩护，但他笔下的
苏格拉底所要辩护的那些立场是如此的保守和平庸，以至于后人很难理解这样一位平凡无奇的哲学家

何以吸引像柏拉图和欧克里德斯 （ＥｕｃｌｉｄｏｆＭｅｇａｒａ）这样的青年才俊。而且，根据色诺芬对苏格拉底
的辩护，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要被雅典人送上断头台。③

色诺芬在 《回忆苏格拉底》中极力为苏格拉底的守法和虔敬进行辩护，认为苏格拉底被控告崇

拜新神灵是因为他宣称有 “神圣的指引”（ｄｉｖｉｎｅｓｉｇｎ），实际上，按照色诺芬的记载，苏格拉底所听
到的 “神圣指引”与当时的雅典官方权威所听到的声音没有不同，只是雅典人误解了。所以，色诺

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是一位具有威胁的宗教革命家，对雅典根本不构成威胁，因为他没有做过不敬神

的活动。如若这样，为什么苏格拉底还会以引进新的神明、不钦敬雅典诸神的罪名而被判死刑呢？显

然，柏拉图 《申辩》的记载更为真实。按照柏拉图的报道，苏格拉底不仅不相信希腊传统宗教中的

诸神，认为神圣的存在不依赖于诸神，而且苏格拉底所听信的 “神圣指引”根本不同于雅典传统宗

教人士的神圣经验。

施莱尔马赫通过对色诺芬的批判，否定了他对苏格拉底记述的可靠性，认为要理解历史上的苏格

拉底，唯一可靠的途径是叩问苏格拉底应该是怎么样的人，苏格拉底的真实历史形象应该远超色诺芬

的描述。虽然色诺芬在 《回忆苏格拉底》中掺杂很多个人想象，尤其是为苏格拉底进行个人辩护的

动机非常明显，但这不能否定这部作品对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价值，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某

些性格特点和行动规则上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并不冲突。虽然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非正式学徒

（只在很短的时间内跟随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的认识也大多源自柏拉图的对话录，但他对苏格拉

底的描述和回忆，不能排除其运用当时公众对苏格拉底的普遍评价或流行看法的可能性。

二、阿里斯托芬的 《云》

自施莱尔马赫批判了色诺芬的 《回忆苏格拉底》之后，苏格拉底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直到２０世
纪初，很多希腊哲学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如罗般 （Ｌ．Ｒｏｂｉｎ）④、泰勒 （Ａ．Ｅ．Ｔａｙｌ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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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奈特 （ＪｏｈｎＢｕｒｎｅｔ）①、迈尔 （Ｈ．Ｍａｉｅｒ）等，先后撰写了相关论文或专著②。伯奈特和泰勒的立场
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成为主流看法：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记述对重构历史上的真实苏格拉底几乎没

有用处，柏拉图的对话更符合历史上的真实的苏格拉底形象。③ 尽管对柏拉图的对话所呈现的苏格拉

底形象是不是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存在不同看法，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柏拉图的对话

是研究历史上的真实苏格拉底思想的唯一有价值的资料来源。

那么，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的 《云》，可否视为重新还原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

可靠资料呢？公元前４２３年，阿里斯多芬写成喜剧作品 《云》。他有意创作这部滑稽的作品来揶揄苏

格拉底，也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有些举止或行动在当时的希腊社会看来的稀奇古怪的。《云》的故事

梗概是：喜剧主角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谢若丰 （Ｃｈａｅｒｏｐｈｏｎ）经营着一个被称作买卖论辩技巧的学园
（ｐｈｒｏｎｔｉｓｔｅｒｉｏｎ）。阿提卡的一个富有的农夫 Ｓｔｒｅｐｓｉａｄｅｓ让他的独生子Ｐｈｉｄｉｐｐｉｄｅｓ去那里接受培训，目
的不是为了学习真理，而是为了不择手段地学会说服别人的能力，以对抗那些一直前来强迫他的儿子

偿还因赌输而欠下的一笔可观债务的逼债份子。但Ｐｈｉｄｉｐｐｉｄｅｓ并不想去学习，Ｓｔｒｅｐｓｉａｄｅｓ只能亲自前
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只学习到一个跳蚤可以跳 “跳蚤脚”的几倍远、蚊子的嘴是不是发出嗡

嗡的声音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发明。苏格拉底是坐在一个被悬挂起来的篮子里出场的，因为他可以离

开地面，呼吸上面的空气而更能自由地思想。他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神灵的能力都被赋予自

然的能力。他热衷于解释打雷下雨等自然现象，认为宙斯根本不存在。他还说服他的学生放下所谓对

神的虔敬与正义，过一种自由的、没有伦理拘束的快乐生活 （酒色、宴饮、节庆和赌博等）。一开

始，Ｓｔｒｅｐｓｉａｄｅｓ并没有对苏格拉底教授的东西有所不满，直到有一次Ｐｈｉｄｉｐｐｉｄｅｓ和他意见不合而起争
执时挨了儿子的一个掌掴，他才忽然醒悟，儿子堕落的罪魁祸首就是这种新型的思维方式，是苏格拉

底及其同伙。喜剧以Ｓｔｒｅｐｉｄｉａｄｅｓ怒火中烧，一把火烧了苏格拉底买卖 “思想”的店铺而收场，结束

了苏格拉底对学生的伤害。

《云》把苏格拉底描述为一个无神论的自然主义者，或所谓的人本主义智者，即当时兴起的一种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大部分学者认为阿里斯多芬的 《云》对苏格拉底的描述是错误、荒谬而可笑的，

因为这里的苏格拉底形象显然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大相径庭。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

笔下，苏格拉底是一位不收学费的教师，他利用对话形式教导学生或驳斥他人，有虔敬的宗教热忱，

对科学和自然的问题漠不关心，更热衷于人应该怎样生活或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好生活等问

题。笔者认为，不能把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高尚的苏格拉底形象的相似性，作为驳斥阿里斯多芬笔

下的丑陋的苏格拉底形象的有力证据，因为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虽然很是相似，但也

有很大不同，而且色诺芬的 《回忆苏格拉底》不是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可靠资料来源。克尔凯

廓尔曾认为阿里斯托芬的 《云》中的苏格拉底形象最接近真实的苏格拉底④，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将这

部作品从关于历史的苏格拉底的可靠资料清单中剔除出去。虽然这部作品不能提供一个历史上真实的

苏格拉底形象，但至少揭示了苏格拉底的部分性格特点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ａ）、对话方法和物质处境。虽然阿
里斯托芬在自己的喜剧中掺杂了很多夸张和戏谑的文学手法，但其作品对苏格拉底研究并非一文不

值，至少从他将苏格拉底描绘为当时希腊社会新兴的一种知识分子代表可以看出，在关于如何获得美

德方面，苏格拉底与当时希腊社会的传统看法是截然不同的。⑤

三、怀疑论与支持论的对立

根据伯奈特和泰勒的看法，色诺芬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都不能被看作是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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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资料来源，依靠这些资料，根本无法还原或重构真实的苏格拉底的形象和其思想，所以剩下的柏

拉图的对话是唯一仅存的可靠资料来源。但是，转向柏拉图的对话不等于完全解决了苏格拉底问题，

学者们对柏拉图的哪些对话才真正对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具有建树也是众说纷纭。这些不同观点可

以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种①：１．历史上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学作品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包括柏拉图的
对话录都具有虚构的文学成分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ｅ），不足以作为可靠的历史资料，所以历史上的苏格拉
底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虚假问题。这种主张的代表是约艾尔 （Ｋ．Ｊｏｌ）、日宫 （Ｏ．Ｇｉｇｏｎ）。２．这
些文学作品中，只有柏拉图的对话录能真正揭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思想。不管是早期、中期还是晚

期的对话，凡是柏拉图放置于苏格拉底之口所说出的话，都能揭示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形象。这种观

点以伯奈特和泰勒为代表。但是，有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坎恩 （Ｃ．
Ｋａｈｎ）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只有 《申辩篇》是最为可靠的资料，其他对话都具有虚构成分②；乌

拉斯托斯 （Ｇ．Ｖｌａｓｔｏｓ）坚定认为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真实可靠地再现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根据第一种观点，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所有关于苏格拉底的

作品都具有虚构性，不能作为史料，所以，试图重构或还原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及其思想的尝试便无从

谈起。这种观点可以称为彻底的怀疑主义。约艾尔最早提出所有有关苏格拉底的作品都具有虚构性的

主张，认为无论是色诺芬还是柏拉图的作品的首要目的都不是为了忠实地再现历史中的苏格拉底，而

是掺杂着个人的自由想象。迈耶尔 （Ｈ．Ｍａｉｅｒ）、日宫、克鲁斯特 （Ａ．Ｈ．Ｃｈｒｏｕｓｔ）都认可约艾尔的
这种主张。迈耶尔认为苏格拉底根本不是哲学家，只是在伦理学和辩论术方面有贡献，但他承认

《申辩篇》和其他早期柏拉图对话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③ 克鲁斯特则将这种看法推向极端，认

为苏格拉底在不同作家笔下呈现的形象是不同的，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具有戏剧家风格，在柏拉图

那里变成为伦理哲学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是理念主义者，因此一切关于苏格拉底正面形象的报道

都是不可信的，我们只能从反面来重塑苏格拉底的形象。根据智者波利克拉特 （Ｐｏｌｙｃｒａｔｅｓ）在苏格
拉底死后几年后撰写的 《对苏格拉底的控告》一文，他推断苏格拉底其实是政治活动家，是因为积

极参与推翻雅典的民主制度而被控告入狱的。④ 这种观点受到学者的抨击，因为无法解释这样一位颠

覆雅典民主制度的人、被雅典人痛恨的人怎么能够成为柏拉图哲学的代言人？坎恩对这种极端的怀疑

主义进行修正，认为苏格拉底问题根本不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下，任何相信有关苏格拉底的作品再现了

历史的苏格拉底的观点都是一种误解，包括柏拉图的对话。⑤ 但是，坎恩将柏拉图的 《申辩篇》看作

例外，认为它是唯一能够再现真实的苏格拉底的史料。⑥ 无独有偶，罗斯 （Ｒｏｓｓ）、顾特瑞 （Ｇｕｔｈ
ｒｉｅ）、德灵 （Ｄüｒｉｎｇ）等认为 《申辩篇》不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德灵甚至认为
可以基于 《申辩篇》重新建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⑦

这种极端的怀疑主义遭到乌拉斯托斯为代表的学者的极力反驳。乌拉斯托斯通过对比柏拉图早期

对话和中晚期的对话而发现不同的苏格拉底形象，将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称为早期的苏格拉底

（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简称Ｓｅ），将中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称为中期的苏格拉底 （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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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ｉｄｔｅｒｍ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简称Ｓｍ）①，认为这两个不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至少在十个方面有着明显差异。②

他提出这样的假设：柏拉图在早期对话中并不像色诺芬那样旨在描述的意义上还原苏格拉底的对话场

景、再现苏格拉底的昔日风采，而是更多着意于呈现自己的早期哲学思想，因为柏拉图在其哲学思想

的发展早期吸收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洞见；而中期的苏格拉底 （Ｓｍ）则与早期的哲学发展路线发生断
裂，这种断裂的最大特征是柏拉图提出的独立而自存的形式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ｏｒｍｓ）。③ 乌拉斯托斯认
为，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与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

一些文本中，认为是柏拉图而非苏格拉底提出了普遍的形式与具体的个别事物相分离④，而且所有有

关形式的分离思想都是柏拉图提出的⑤，而苏格拉底寻求的定义对象是针对普遍事物的，这可能对柏

拉图的形式分离学说产生重要影响，但苏格拉底并没有将普遍性的东西与具体事物分离开来。⑥ 早期

苏格拉底的思想作为直接源自苏格拉底本人而进行报道，以至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好像理所当然是他

认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的可靠来源，而柏拉图的中期对话则更多是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的口讲述自

己的理念哲学。⑦ 早期柏拉图在对话中所展现出来的苏格拉底具有伦理热忱，是理智主义的德性观代

表，其道德心理学使他否认意志薄弱 （ａｋｒａｓｉａ或译为不节制），并且宣称自己一无所知，使用诘问式
来反驳那些自以为知道智慧是什么的人。而中期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却是另外一种形象，柏拉图

借苏格拉底的口讲述自己的理念论、灵魂的三分学说和政治哲学。乌拉斯托斯认为，这种早期的柏拉图

对话与中期的柏拉图对话在思想进路方面的改变或者断裂，所表达的并不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方式的改

变，而是柏拉图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的变化。

乌拉斯托斯的假设受到不同学者的批判。柏沃斯路易斯 （Ｂｅｖｅｒｓｌｕｉｓ）认为，即使承认乌拉斯托
斯所主张的Ｓｅ与Ｓｍ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并不能就此证明早期的柏拉图对话所描述的就是历史上的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按照乌拉斯托斯的看法，柏拉图早期对话分为两组：第一组主要是诘问式对话篇 （ｅｌｅｎｃｔ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包括 《申辩篇》《凯米德

斯》《克里同》《欧绪弗伦》《高尔吉亚》《小希皮亚斯》《伊翁》《拉克斯》《普罗泰戈拉》《理想国》（第一卷）（Ｒｅｐ．Ｉ）；第
二组由过渡性对话组成，写于诘问式对话之后、中期对话之前，包括 《欧绪德牧斯》《大希皮亚斯》《吕西斯》《美涅克塞姆斯》

《美诺》。柏拉图中期对话包括 《克拉图鲁斯》《斐多》《会饮》《理想国ＩＩ－Ｘ》《斐德洛》《巴曼尼得斯》《泰阿泰德》。柏拉图
的晚期对话包括 《蒂迈欧》《克里提亚》《智者》《政治家》《斐乐布》《法篇》。Ｃｆ．Ｇ．Ｖｌａｓｔｏｓ，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ｒｏｎｉｓｔ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ｅｒ，Ｉｔｈａｃａ１９９１．ｐｐ．４６－４７．
Ｇ．Ｖｌａｓｔｏｓ，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ｒｏｎｉｓｔ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Ｉｔｈａｃａ１９９１，ｐｐ．４７－４９．
按照柏拉图的对话，早期的苏格拉底与中期的苏格拉底有十种不同：（１）哲学的领域 （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ｉｎｇ）：Ｓｅ是伦理
哲学家，Ｓｍ是伦理哲学家、形而上学家、知识论者、科学哲学家、语言哲学家、宗教哲学家、教育哲学家、艺术哲学家。（２）
形而上学的形式理论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ｏｒｍ）：Ｓｍ宣称发展出一套有关能够分离存在的形式和灵魂的形而上学理论，灵魂
通过回忆起出生前的知识来学习；Ｓｅ根本没有这样的理论。（３）哲学研究的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ｅ通过
诘问法来寻求知识，但宣誓他并不具有任何知识；Ｓｍ寻求可以论证的知识，并坚信他已经找到。（４）灵魂的形而上学理论：Ｓｍ
具有复杂的三分灵魂论，但Ｓｅ并不具有，而是将伦理德性的概念混淆，使意志薄弱 （不自制）成为不可能。 （５）科学兴趣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Ｓｍ完全掌握当时的数学科学，Ｓｅ宣称对这些科学没有兴趣，而且在整个早期以诘问法为主的对话中没
有给出任何他懂数学的证明。（６）哲学的实践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ｅ的哲学是大众的，Ｓｍ的哲学是精英的。（７）政治理论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Ｓｍ具有负责的政治理论，按照他的宪法系列，民主应该被放置到当时最差的政府体制行列中，甚至低于荣誉
制和寡头制，只是比没有法纪的独裁制好一些；Ｓｅ没有这种理论，尽管他激烈批判那时在雅典发生的事情，但仍然喜欢雅典和
它的律法甚于任何当时的其他城市，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８）对哲学的爱欲：Ｓｅ和Ｓｍ都具有爱欲 （Ｅｒｏｓ）哲学家
的称号，Ｓｍ的爱欲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在对超验的美的理念的爱中，这在 Ｓｅ是找不到的。（９）宗教的面向 （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ｄｅｍｅｎ
ｓｉｏｎ）：Ｓｅ的虔敬存在于对神的服侍以及神对人的要求，而神具有伦理特性，这种宗教是实践的，实现在行动中；Ｓｍ的个人宗教
以与神灵的沟通为中心，但神是非人格性的形式，这是神秘主义的，实现在沉思中。 （１０）哲学的研究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ｅ的哲学研究方法是诘问式的，即通过驳斥持有反对意见的对话者所辩护的命题来寻求伦理真理；Ｓｍ是教导
性的哲学家，将自己的思想传给意见相同的对话人。Ｃｆ．Ｇ．Ｖｌａｓｔｏｓ，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ｒｏｎｉｓｔ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Ｉｔｈａｃａ１９９１，ｐｐ．４７－
４９．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Ｍｅｔ．１０７８ｂ３０．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ＥＮ１０９６ａ１３、ａ１７．
Ｇ．Ｖａｌｓｔｏｓ，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ｒｏｎｉｓｔ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Ｉｔｈａｃａ１９９１，ｐｐ．１４５－１４６．
Ｇ．Ｖｌａｓｔｏｓ，“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ｎ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Ｐｒｉｏｒ，Ｖｏｌ．Ｉ：Ｔｈ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６，ｐｐ．１４４－１４９．



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研究

苏格拉底之镜像。① 罗斯也认为，柏拉图对话录本身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明，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苏格

拉底学说也可以被看作是专属柏拉图的，和苏格拉底无关。所以，乌拉斯托斯需要外在证明来支持自

己的主张，即需要借助亚里士多德与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说辞。同时，很多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

在 《形而上学》与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苏格拉底的提及并不能被视为绝对可靠的证明，除非亚

里士多德是基于柏拉图早期对话录以外的资料来源而赋予苏格拉底相应的哲学命题。但是，我们并不

知道亚里士多德除了参考柏拉图对话录或色诺芬的作品外，还有什么不同的资料来源可以利用。即使

有，我们对这些资料来源也一无所知。② 那么，色诺芬是否可以充当有力的外来证明呢？自从施莱尔

马赫质疑色诺芬的 《回忆苏格拉底》对重构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的可靠性或有用性以来，色诺芬

的作品就被排除在具有权威的有关苏格拉底的历史资料之外，因为色诺芬并不是苏格拉底的正式门

生，只是出于偶然机会与苏格拉底相遇，而且并未在苏格拉底受审时在场。尽管这样，乌拉斯托斯仍

然将色诺芬有关苏格拉底的记述作为有力的外来证明，其前提是当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记述与柏拉图

早期对话中的记述并不相悖时，能被看作是支持其主张的有力证明。问题是，既然色诺芬的 《回忆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的报道在很多重要的哲学思想方面彼此冲突，那么，

乌拉斯托斯如何能够只利用二者关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方面相一致的报道作为外来证据呢？另外，

柏沃斯路易斯也提到在那些被Ｓｅ所肯定的哲学命题与对这些命题的论证之间存在着差异，如果说前
者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想法，那么，柏拉图早期对话中对这些想法的论证则属于柏拉图，而非

苏格拉底。③ 综上所述，乌拉斯托斯用亚里士多德或色诺芬作为佐证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令历史

上的苏格拉底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四、对比性的诠释

关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极端的怀疑论与支持论的争论至今仍在进行着，并无定论。但可以

肯定的是，那些被亚里士多德称为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的作品多少带有某种想象的文学成分，而非
旨在重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真像和思想，就连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能否作为重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的最为可靠的资料来源都受到很多质疑。因而，要实现重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真像希望渺茫。在这

种研究困境中，乌拉斯托斯力排众议，始终坚信基于早期的柏拉图对话录与中期的柏拉图对话录中的

苏格拉底十个方面的明显差异或者巨大转变，就能推测出早期的柏拉图对话表述的是苏格拉底本人的

哲学思想，而中期的柏拉图对话是柏拉图本人的哲学思想之发挥。尽管这种推测或假设遭到很多学者

的反驳，因为他仍然不能证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Ｓｏｃｒａｔｅｓ）就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Ｓｏｃｒａｔｅｓ），但他仍然不愧为继迈耶尔 （１９１３）之后又一位以重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真像为研究
旨趣的学者，是对苏格拉底哲学思想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开创者。

乌拉斯托斯的假设如果具有说服力，那么，他首先需要证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就是历史上的苏格

拉底本人的哲学思想。按照他的看法，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并不是旨在重现苏格拉底的生平纪实 （ｂ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重点在于将他在苏格拉底那里所听到和学到的一些哲学思想经过反思之后，用自己的哲学
语言和哲学论证表述出来。乌拉斯托斯在生平纪实与哲学思想之间做出的区分并不是自明的，因为我

们可以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反问，为什么这两者不能同时都是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呢？虽然乌拉斯托斯的

假设至今仍有争议，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构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思想的可能性。今日，我

９８

①

②

③

“Ｉｎｓｔｅａｄ，Ｉｗｉｌｌａｒｇｕｅｔｈａｔｅｖｅｎｉ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ｃｏｒｐｕｓｄｏｅ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ｔｗｏ‘ａｎｔｉ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Ｖｌａｓｔｏｓｈａｓｎｏｔ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ｈｉ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ｉ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Ｍｉ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Ｅｉ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ｓｅｅＪ．Ｂｅｖｅｒ
ｓｌｕｉｓ，“Ｖｌａｓｔｏｓｓ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ｎ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Ｐｒｉｏｒ，Ｖｏｌ．Ｉ：Ｔｈ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６，ｐ．２０３．）
Ｃ．Ｈ．Ｋａｈｎ，Ｖｌａｓｔｏｓｓ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３７：ｐｐ．２３３－２５８．
Ｊ．Ｂｅｖｅｒｓｌｕｉｓ，“Ｖｌａｓｔｏｓｓ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ｎ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ｅｄ．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Ｐｒｉｏｒ，Ｖｏｌ．Ｉ：Ｔｈ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６．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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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乌拉斯托斯一样必然面对如下困难：苏格拉底的图像的多元性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或非一致性 （ｉｎ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ｃｙ）。面对这种困境，有三种可能选择。第一是如同乌拉斯托斯一样，更多地选取柏拉图的早期
对话而非色诺芬的作品作为重构或解决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的依据，因此，柏拉图早期对话获得更

好的研究。第二种是认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样的任务远非我们的能

力之所及，苏格拉底问题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应当是他的影响：他的哲学理念的超凡丰富性以及他

作为道德楷模而垂范后世的力量①。第三种可能性是干脆放弃还原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设想，因为这

样的设想不但不会帮助我们解决苏格拉底问题，反而会导致一种双重的否认：一方面，在寻求历史上

的苏格拉底无果的同时，我们会扬弃所有与历史的苏格拉底之幻影不相符合的观点；另一方面，历史

上的苏格拉底问题会阻碍我们对历史上有关苏格拉底的各种报道或记述的公正的历史理解。② 总之，

通过公元前４世纪的关于苏格拉底的作品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并不能获致一个统一性的苏格拉底
之图像，相反，这些作品所呈现的苏格拉底图像描述各异，甚至互相矛盾。如何在这些不同的苏格拉

底图像中确定被人们所认可的一种历史上的或者最接近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图像，就成了当务之急。

也许，我们对执行这样一种任务的激情更多地源自人性中的求真欲望，即对历史真相的偏爱，但在年

代如此久远、资料如此有限、记述如此不一的情况下，执着于还原苏格拉底的真实镜像未免显得有些

幼稚和不自量力。无论如何，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家的形象和作为道德的典范，早已对后世的哲学发展

产生无法估量的塑造性影响。

在上述诸种不同的选择背后透显着对有关苏格拉底的文学作品的诠释视角之不同。以施莱尔马赫

为代表的反色诺芬派、以日宫和莫里森为代表的怀疑派，以乌拉斯托斯为代表的乐观派或支持派，都

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关于历史的苏格拉底问题的阐释路径。虽然这些不同的诠释视角或阐释路径意味着

不能平等地或不加区分地对待这些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但没有任何一种阐释路径被证明为不容置
疑的。如果各持己见，无疑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执着于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

真像弄得水落石出，不如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搁置起来，选择一种对比性的阐释。对比性的阐释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ｅｇｅｓｉｓ）不是不加区分地对待这些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而是更强调要尽可能地推进
这些作品中的共同主题的研究，比如苏格拉底惯常使用的诘问法 （Ｅｌｅｎｃｈｕｓ）、苏格拉底坦言自己的
“无知”、苏格拉底在雅典受审时的辩护 （Ａｐｏｌｏｇｉｅ）等，因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之间的区分并不能仅仅通过分析这些 “Σωκρατικολóγοι”就能自见分晓。在这种真假难辨的情况
下，选择以共同主题或文本间性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为基础的对比性阐释路径不失为上策。笔者虽然不
完全赞同乌拉斯托斯的假设，但至少不否定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对理解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的优先

性，同时这并不表示色诺芬、阿里斯托芬、埃斯基涅斯等人有关苏格拉底的作品或残篇对理解苏格拉

底的哲学思想没有丝毫价值，如同施莱尔马赫以来那些只以柏拉图的对话录为了解苏格拉底的唯一资

料来源的学者们所主张的那样。

这种对比性的阐释路径仍以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为主，同时兼顾其他作品，尤其是柏拉图早期对

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形象与其他作品中的苏格拉底的形象相互矛盾的地方更值得关注，恰恰是这种相互

矛盾之处更能显露出问题所在。另外，是否能够从苏格拉底之后发展出的不同伦理学传统窥见历史上

的苏格拉底呢？苏格拉底作为道德典范对柏拉图的学园派、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伦理学的传统产生

积极影响，而在漫步学派和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传统那里，苏格拉底的伦理学命题则常常被作为对立的

立场而加以批驳。无论如何，苏格拉底对后来的伦理学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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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

黄俊松

【摘要】近现代柏拉图研究传统中的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起源于１９世纪的德国，它们相互支撑，
构筑起柏拉图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即发展论范式。然而，这一范式很大程度上只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

的自我表达，并不能完美地诠释柏拉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左右，发展论范式开始动摇，研究者纷纷转向对
柏拉图的作家身份以及对话文体的研究。通过探究柏拉图哲学和他所选择的文体之间的本性质关联，可认

识到对话这种 “最富孕育性的形式”足以克服书写的缺陷，能使得读者参与到鲜活的哲学对话中。

【关键词】柏拉图；发展论；文体研究；作家；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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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１６ｗｋｐｙ０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英美柏拉图学界在研究范式的问题上出现了根本性转变：一是近现代以来
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论范式日渐动摇并濒临崩溃，但尚无新范式替代它；二是在有关柏拉图作品的文学

形式与哲学论证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出现新一轮争论。① 这两大转变促使研究者开始破旧义、立新说。

对此，笔者将借助泰勒 （Ｃ．Ｃ．Ｗ．Ｔａｙｌｏｒ）等人的论述来梳理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界主流范式②的源流
及特征，指出其局限或缺陷所在，并尝试为研读柏拉图对话提供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论。

一、近现代柏拉图研究的主流范式：发展论、编年学说、文体研究

在２０世纪末由哈克特 （Ｈａｃｋｅｔｔ）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英译本 《柏拉图全集》导言中，主编库珀

（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开篇即宣称 “柏拉图的对话作品自从约两千四百年前诞生以来，就一直都能在每

一代人中找到其读者”③，但不久又说 “除了残缺的 《蒂迈欧》拉丁语译本之外，柏拉图的作品在西

方拉丁语世界将近一千年内都未能得到研究”④。虽然他始终强调研读柏拉图作品的连续性以及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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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就在欧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但事实上，柏拉图的研读传统在西方曾经中断了
千年之久。

虽然自文艺复兴以来，柏拉图的作品被译成拉丁文，其后又被译成现代欧洲各主要语言，但对柏

拉图作品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要迟至１９世纪，而且主要是在德国。此外，近现代以来发端于德国的柏
拉图研究传统带有浓厚的１９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特征。这些研究与其说是对柏拉图作品的研究，
不如说是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自身的表达。近现代的研究传统大多既没有诉诸古代柏拉图主义传统，也

没有深入探究柏拉图对话本身所独有的特征，而是从自身的预设出发，虽然成果斐然，但终究不能完

美地诠释柏拉图，而且弊端日益突显。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整个柏拉图研究界才开始转向。①

１９９９年８月，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召开题为 “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解释柏拉图对话的各种进

路”（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的讨论会②，泰勒梳
理了当时诸种范式的源流。在他看来，面对这些范式出现的危机，首先要对它们的核心问题进行彻底

地追问：在柏拉图的解释史上，“苏格拉底”开始与 “柏拉图”相分离的时间及原因；发明早期对话

即苏格拉底对话 （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这一概念的人是谁及其原因；柏拉图研究者们何时开始系统考
察或假设中期对话与晚期对话之间的区别及其原因，等等。③ 他将当时柏拉图研究界的诸种范式追溯

至１９世纪，集中讨论施莱尔马赫 （Ｆ．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赫尔曼 （Ｋ．Ｆ．Ｈｅｒｍａｎｎ）、格罗特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ｒｏｔｅ）等人的范式特征、出现的原因及共通之处，认为他们的各种范式的共同特征在于持有某种意
义上的发展论，这种发展论源于１９世纪初的德国，是在其时浪漫主义精神的熏染下形成的。④

首先，泰勒借用柏林 （ＩｓａｉａｈＢｅｒｌｉｎ）对浪漫主义精神的描述，对照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翻译导
论，指出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解释完全类似于黑格尔式的发展观。施氏的发展论特征是：撇开柏拉图

对话的外在因素，完全从对话内部出发，强调要对柏拉图思想作发展式理解，即将对话划分为早期、

中期、晚期，而且每一个较后的阶段都以较前阶段的结果为先决条件，由此可将柏拉图对话构建成一

种体系性的、前后逻辑环环相扣的发展图式。这可以称为 “内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⑤。这种完全无

视外在因素的进路似乎是施莱尔马赫独有的。

另一种考虑外在因素的进路则较为流行，可以称之为 “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主要代表是赫

尔曼。赫尔曼接受施莱尔马赫的基本预设，即对柏拉图对话要作发展式理解，但他将对话的发展与当

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着重提及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道德和政治状况、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柏

拉图漫游各地所受到的苏格拉底之外的影响，并且将对话分期与这些外在事件对应起来。在他的论述

中还出现某些新的东西：一是将一组对话认定为本质上是苏格拉底的对话，它真实表现了实际的苏格

拉底的哲学活动，二是明确将对话按照编年大致分为早中晚三组。⑥

此外，泰勒还简略考察赫尔曼之前和稍后德国学界的研究状况，认为那些研究要么和赫尔曼的研

究大同小异，要么是赫尔曼和施莱尔马赫二者解释的折衷，不外以下四个特点：一是认为有一组对话

写于苏格拉底生前，意在呈现历史上实际的苏格拉底；二是认为受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亡所激发而创

作了一组作品；三是认为受其他哲学学派的影响，柏拉图的某些对话开始脱离苏格拉底而独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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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认为在之前预备的基础上，柏拉图的作品变得越来越体系化并最终抵达某种顶端。① 这四个特点

为１９世纪德国柏拉图研究界所共有，虽然各家在具体细节上可能有所不同。
除德国学者外，泰勒还提到英国的格罗特，认为受德国发展论范式的刺激，格罗特开始挑战这一

范式。格罗特强调柏拉图对话的非体系性特征，认为每一部对话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戏剧世界，完全独

立于其它对话；而且我们对柏拉图生平知之甚少，在对话中柏拉图也从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因而无

法将对话与外在因素联系起来。他甚至将柏拉图比拟为莎士比亚，认为柏拉图不居住于任何世界，而

是创造了每一个世界。格罗特的这种解释似乎既不同于施莱尔马赫的内在进路也不同于赫尔曼的外在

进路，但正如泰勒指出的，这些都不是格罗特深思熟虑的想法，在某些关键点上他依旧逃脱不了德国

发展论的范式：他欣然接受有关柏拉图拥有形式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ｏｒｍｓ）以及拥有其它被称为柏拉图
教义之类的学说；他推进了有关柏拉图思想发展以及将对话系于历史背景的假设；抛开编年不谈，他

认为在一组对话中，柏拉图描述的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而在另一组对话中，柏拉图最为远离苏格拉

底，等等。因而，格罗特为柏拉图对话提供的是一种线性顺序，严格说来其进路是一种混合物，并没

有完全脱离发展论范式的影响。②

在讨论１９世纪的范式后，泰勒简要提及它在２０世纪的回响，比如卡恩 （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ａｈｎ）等人的
“统一派”阅读可以追溯到施莱尔马赫，斯托克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ｏｋｅ）等人的后现代解释可以追溯到格罗
特，格思里 （Ｗ．Ｋ．Ｃ．Ｇｕｔｈｒｉｅ）、沃拉斯托斯 （ＧｒｅｇｏｒｙＶｌａｓｔｏｓ）、厄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Ｉｒｗｉｎ）等人意在区
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赫尔曼等人的解释。③

在１９世纪的柏拉图研究中，无论是从柏拉图作品的内在关联出发，企图找出某种体系性的、必
然的历史发展进程，还是从柏拉图作品的外在关联出发，企图将柏拉图的作品系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以寻求柏拉图思想受外界影响而呈现出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必然会引出有关柏拉图作品的编年问题，

而寻求确切编年的企图又催生出所谓的文体研究 （ｓｔｙｌ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文体研究始于１９世纪６０年
代，由坎贝尔 （Ｌｅｗｉｓ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开创。坎贝尔的文体研究大体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 《法律》

晚于 《理想国》，以及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 （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Ｌａｅｒｔｉｕｓ）的报道即柏拉图死时 《法律》尚

未出版 （还在蜡板上），因而认为 《法律》是最晚作品且早于 《理想国》；接着，他先以 《法律》为

中心找出文体特征与之近乎相同的 《智者》《政治家》《斐勒布》《蒂迈欧》《克里提阿》，将这六部

对话定为最晚一组；然后，由于 《理想国》的文体特征与最晚那组对话的文体特征虽有很大不同但

有不少类似，于是据此以 《理想国》为中心找出文体特征与之类似的 《斐德若》《巴门尼德》《泰阿

泰德》，并将这四部对话定为第二组；最后，其它那些几乎完全不具有最晚对话之文体特征的对话，

被定为时间上最早的第一组。④

经过１９世纪后半叶语文学家的努力，终于在柏拉图作品中清晰区别出三组文体风格迥异的对话，
在此基础上，柏拉图作品的大致编年似乎可以最终确立。在卡恩看来，虽然文体研究存在诸多问题，

但仍不失为一项伟大的历史语文学成就。１９世纪争论的一个主题就是要为对话的编年顺序寻找一个
可靠的标准，而很大程度上正是坎贝尔等人的文体研究才有效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因此，其成就被认

为可以和同时代的圣经批评 （所谓底本假说）以及稍后的荷马批评 （所谓口头传统）相媲美。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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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范式的缺陷

发展论范式笼罩着１９、２０世纪的柏拉图研究，直到２０世纪末才受到广泛质疑。在旧范式动摇之
际，泰勒追根溯源地考察了其出现的时间及原因，指出其症结所在。在他看来，尽管发展论传统的内

部各家意见纷纭，但无疑有两点共通的预设，即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有着一个历史，而且有关这一历史

的知识与我们对柏拉图作品的理解有关联。① 在笔者看来，泰勒所论述的范式虽然大致可以分为发展

论范式 （以施莱尔马赫、赫尔曼为代表）和反发展论范式 （以格罗特为代表）②，但在根本预设上，

二者其实是同根生，格罗特的解释只是对德国范式的一种反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在根本问题上依然受制于
德国范式并且由德国范式所塑造。至于内在论、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路，虽有不同且影响不一，但都

植根于某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历史主义意识③，都是浪漫主义精神的自我表达，因此，近现代以来

主流学界的根本范式其实是一种基于历史主义意识的发展论。然而，这种普遍的历史主义意识本身却

并不普遍，它只是一个特殊时代 （１９世纪）、特殊民族 （德国）、特殊的智识氛围 （浪漫主义）的产

物。正如安娜斯 （ＪｕｌｉａＡｎｎａｓ）所言，对柏拉图作品作历史发展式的解释，在１９世纪之前是闻所未
闻，古代柏拉图主义者全然没有创作编年的问题意识。④

此外，在柏拉图对话中生硬地划分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早期对话可以称作是 “苏格拉底

对话”，其中的苏格拉底是历史上实际的苏格拉底，而中期对话则显示出柏拉图开始脱离苏格拉底的

影响而日趋独立，因此其中的苏格拉底只是柏拉图的代言人，等等。⑤ 这更是某种解释性的预设⑥。

至于文体研究，正如泰勒所言，它只是修正了发展论范式，而没有根本地颠覆它⑦；实际上，它

只是由发展论这一问题意识催生出来的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它为发展论提供了某种貌似可

靠的编年划分。尽管文体研究成果卓著，但它只是大致区分了三组对话，至于每一组对话内部的具体

划分，则根本不能确定。⑧ 而且，文体上的显著区别和编年划分是否存在必然关联，是否可以藉此将

柏拉图对话笼统地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也是一个根本不能确定的问题。⑨ 再者，就算可以将柏拉图

的实际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但这种实际写作时间的顺序是否代表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阶段，也毫

无确切性可言。正如格里斯沃尔德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Ｇｒｉｓｗｏｌｄ，Ｊｒ．）所说，文体研究至多只是识别出某些
对话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其自身并不能确立任何对话的相对创作时间或实际创作时间，此外，即使

知道任何对话的确切创作时间，也不能推进对柏拉图的理解。瑏瑠

以上便是发展论及文体研究所面对的根本性的困境和难题。而在发展论框架的影响下，近现代的

柏拉图研究还呈现出某种片面的和主观的特征。比如，通常会抽出柏拉图对话的某些片段或主题来构

建某种历史发展的图式 （诸如形式论或理念论等）；或者，如果某些对话不符合预先设定的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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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会被判定为伪作，等等。

三、作为对话作家的柏拉图

当发展论走到极端之后，所有根本性的缺陷都暴露出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在经过深刻反思
和争论后，不少研究者开始追寻某种新的方法论。比如，目前最权威的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在目录编排

上完全回到古代的忒拉绪洛斯 （Ｔｈｒａｓｙｌｌｕｓ）所编定的九个 “四联剧”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ｉｅｓ）的传统，并且收
录了所有被认为是伪作的柏拉图作品①。主编库珀一再强调，不能主观地判定柏拉图著作的真伪，对

话的编年顺序对理解柏拉图价值有限；最好 “转而集中于每部作品自身所呈现的以及同其它各部作

品相关的文学内容和哲学内容”，“只要有可能，还是应该让单个文本自身说话”②。而安纳斯力抵发

展论，主张回到古代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 （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ｔｓ）的传统③。罗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Ｒｏｗｅ）强
烈批判植根于近现代柏拉图研究主流传统中的两大流派，即所谓怀疑派／发展派 （ｓｃｅｐｔ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和教义派／统一派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ｉｓｔ／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强调柏拉图对话的多样性与思想发展无关，
而是与柏拉图高超的哲学写作技艺和修辞技艺有关；自始至终强调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同一性，以及

所谓的 “苏格拉底对话”和 “后苏格拉底对话”之间的连续性。④

可见，晚近以来的方法论转向大多数是从批判发展论范式出发，而且越来越重视柏拉图对话中的

文学内容，越来越强调柏拉图作为对话作家的身份。笔者并不试图完全否定近现代以来发展论范式的

贡献，而是打算借助其所呈现出来的弊端来重新思考柏拉图的作家身份及其对话文体本身的根本性意

义，以期为研读柏拉图对话提供某种合理的视角。

在笔者看来，如果从常识的角度来考虑，发展论范式的弊端首先在于忽视了柏拉图作为作家的身

份以及创作过程的复杂性。在创作过程中，各种情形都有可能发生，比如反复地修改、可能同时写作

各个对话、可能先写短篇对话再写长篇对话、可能先写长篇对话再写短篇对话；不一定某个历史事件

发生后或是接触到其它哲学流派后就即刻创作相关的对话，可能经过很长时间再写；并不是所有历史

事件都会激发创作；⑤ 可以自由地运用各种文体，等等。所以，各种发展论或者追求历史确切性的编

年学说，都显得太片面、太线性化、太严苛。再者，无论实际上的苏格拉底到底如何，一旦他出现在

柏拉图的对话中，成为柏拉图笔下的人物，那么这个苏格拉底就是柏拉图的创造，无论是逼真地描

述、改造还是杜撰，他都是柏拉图意在传达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这位作家笔下的苏格拉底。因此，

无论是追求某种线性发展的努力，还是追求某种历史确切性的努力，都忽视了柏拉图作为作家的身

份。

作为作家，柏拉图不是凭空创造，也并不是没有其确切的关切，因而需要将他放在古希腊城邦政

治、思想文化尤其是雅典的背景下来考察。虽然基于文体研究的编年分期很成问题，导致历史发展论

的客观性、确切性也成问题，但我们还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谅它们 （尤其是外在论的历史发展进

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感知到其内在的某种热望，即渴望从 “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论述柏拉图思想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ｐｐ．ｖｉｉｉｘ．这可以和流传颇广的柏拉图选集目录对照：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ｓｏｆＰｌａｔｏ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ｅｄ．ｂｙＥｄｉｔｈ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ａｎｄ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Ｃａｉｒ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１．
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ｐｐ．ｘｉｖ／ｘｖ．
Ｃｆ．ＪｕｌｉａＡｎｎａｓ，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Ｅｔｈｉｃｓ，ＯｌｄａｎｄＮｅｗ，ｐｐ．１－７．
Ｃｆ．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Ｒｏｗｅ，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ｐ．１－５１．
ＤａｖｉｄＧｒｅｎｅ指出，公元前３９９年苏格拉底死后，希腊世界或是雅典的政军大事在柏拉图对话中似乎都没有反映。Ｃｆ．ＤａｖｉｄＧｒｅｎｅ，
Ｇｒｅｅｋ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Ｍａｎｉｎ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ｔｏ，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０，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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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历程。只不过由于对柏拉图其人所知甚少①，这种热望在根本上就无从实现，因而任何发展论

范式在根本上就是假设，这可谓不幸。这种热望无从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献不足，但如果有足

够的文献呢？如果能够将柏拉图的作品一一系年并由此描绘出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就可以得出完美的

结论吗？上文指出，无论编年研究还是发展论范式，其根源都是１９世纪德国浪漫派的历史主义意识。
这种历史主义不具有普遍性，在其指导下的任何历史发展观都只是其延伸或变种，根本不能展现出经

典作家的教导。好在有关柏拉图生平的文献记录甚少或甚不可靠，直接触发研究者对编年划分的怀

疑，进而促使他们对编年划分所暗含之预设的怀疑，这可谓大幸。②

因此，从 “知人论世”的角度对柏拉图对话作发展式解释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我们只是不满

其背后那种线性的、目的论的、历史终结论的发展图式。尽管有限，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厘清了有关

柏拉图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指出某些重大事件在柏拉图对话中的反映，这是极为有益的，因为我们

同样反对以文献不足征、不可知、文学形式为借口而对柏拉图作品进行任意解释的进路。如果说在

“知人”方面的确有所遗憾，在 “论世”方面则可以从希腊史家的著作中获知大量信息。因而，大体

可以从 “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窥探柏拉图的学说。

近现代的柏拉图研究传统还有一个表面特征，即过于严肃、僵硬，虽然意识到所谓 “苏格拉底

对话”的生动活泼，但其自身却一点都不 “活泼”：一板一眼地寻求发展轨迹，极为僵化地断言编年

顺序，似乎柏拉图就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写作。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希腊人有

说谎的天性③，根本不能领略希腊人会饮时的轻松场面。恰如施特劳斯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所言：现代柏
拉图研究发源于德国，德国是一个没有喜剧的国度。④

作为作家，柏拉图只写作对话 （书信除外），因此，任何解释者都要面对一个事实，即柏拉图的

作品充满了戏剧特征。⑤ 任何抛开戏剧情节、只抽取所谓哲学内容的研究，在根本上是有失偏颇的；

任何死盯住字面含义、不顾上下文情境及戏剧情节进展的分析，在根本上是失于机械的。其实，很多

敏感的解释者注意到对话的戏剧特征，试图从各个角度加以阐释，只是这并未成为柏拉图研究界的主

流。总之，我们需要留心逻辑论证与戏剧情节之间的关系，需要考虑苏格拉底 （柏拉图）出于某种

说服、教导的目的，而作出的那些似是而非、看似前后矛盾甚至与字面意思完全相反的论述，即要注

意其修辞特征。

情节而外，便是人物。除苏格拉底外，柏拉图对话中还出现大批年龄、身份、社会地位、性格特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即使 《书简七》确实是柏拉图的真作，但书信在古代是一种文学手段，而非真实的个人档案。此外，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柏拉

图传记因其神话性质 （比如认为柏拉图是神的后裔）而在可靠性上大打折扣，因而也算不上是现代意义的历史实录。Ｃｆ．Ｊｕｌｉａ
Ａｎｎａｓ，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Ｅｔｈｉｃｓ，ＯｌｄａｎｄＮｅｗ，ｐｐ．７５－７６．
目前，有关柏拉图对话的分组和编排，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在 Ｈａｃｋｅｔｔ版 《柏拉图全集》导言中所

提议的便宜划分，即还是采用近现代传统术语但淡化其编年含义的 “苏格拉底”对话、“第二组”对话和晚期对话；二是 Ｊｕｌｉａ
Ａｎｎａｓ所提倡的回到古代 “中期柏拉图主义者”（Ｍｉｄｄｌｅ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ｔｓ）出于教导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目的而来的划分；三是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Ｈ．
Ｚｕｃｋｅｒｔ按照对话的戏剧时间进行的编年，其最大特色是将 《法律》排在第一位。顺便提及，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按照对话标题 （主题、

人名等等）和对话形式 （表演式对话和叙述式对话）进行划分。Ｃｆ．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ｐｐ．
ｘｉｖｘｖ；ＪｕｌｉａＡｎｎａｓ，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Ｅｔｈｉｃｓ，ＯｌｄａｎｄＮｅｗ，ｐ．２７；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Ｈ．Ｚｕｃｋｅｒｔ，Ｐｌａｔｏ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Ｔｈ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ｐｐ．
８－９；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ｐｐ．５５－５８．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第１２０页。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ＯｎｔｈｅＥｕｔｈｙｐｈｒ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ｂｉｒｔｈ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ｅｄ．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Ｌ．Ｐａ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２０６．
其实，没有研究者会不注意到这点。正如ＪａｃｏｂＫｌｅｉｎ指出的，自古以来的历史学家和注释家们都试图将柏拉图对话看成是哲学戏
剧或者至少是和戏剧相关，即使近代以来，从施莱尔马赫开始，也不得不认为柏拉图对话的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开，因此，柏拉图

对话的 “戏剧特质”从来就没有被放弃，问题在于很少有人从戏剧特质的角度去处理具体对话。因此，笔者较为赞同 ＭａｒｔｈａＣ．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的进路，但Ｎｕｓｓｂａｕｍ偏重与悲剧作比较，而较少涉及喜剧。Ｃｆ．ＪａｃｏｂＫｌｅｉｎ，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Ｍｅｎｏ，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ｚＰｒｅｓｓ，ｐｐ．３－５，１８－１９；ＭａｒｔｈａＣ．Ｎｕｓｓｂａｕｍ，Ｔｈｅ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ｏｆ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Ｌｕｃｋ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ｉｎＧｒｅｅｋＴｒａｇｅｄｙ
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ｐ．１２２－１３６；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ｎ，ｐｐ．６０－６２．



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

征等方面各异的角色，我们应充分留意这些差异，才能体会苏格拉底言辞的针对性及其最终效果。此

外，我们还要牢记柏拉图的 “在场”，要留意他与其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借助那些人物之间

的对话所想要传达的信息。①

四、对话作为 “最富孕育性的形式”

作为对话作家的柏拉图，其自身存在着一种紧张。他选择口头交谈的形式来呈现哲学活动，显然

是因为意识到对话、问询、辩驳等口头活动与哲学之间存在本质关联②。但是，柏拉图对话毕竟是写

下的对话，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 《斐德若》中对书写之缺陷的描述③。因此，口说与书写之间的紧

张便成了柏拉图作品自身内部一种挥之不去的紧张。

就笔者所知，近代以来最早对此问题作深度探究且卓有成效的当属克莱因 （ＪａｃｏｂＫｌｅｉｎ）。在
《〈美诺〉疏解》一书的导言中，克莱因阐发了他注疏实践的指导原则。在论述口说与书写的关系之

前，他首先借助反讽 （ｉｒｏｎｙ）概念强调读者参与对话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们对柏拉图对话中苏
格拉底的普遍印象是其言行方面极具反讽意味；而苏格拉底的反讽特色在于，他并不是在其他在场之

人没有听出反讽的情况下获得自我满足，而是依赖他们能够抓住他的反讽、能够听出他所没有说出的

东西；这种反讽预设了聆听对话之人必须是一个沉默的参与者；这包括我们读者，如果我们不参与，

对话便没有发生，那么我们面对的就仅仅只是一本书。④ 接着，克莱因指出，柏拉图对话毕竟是写下

的作品，面对一个写下的文本，我们如何参与其中呢？而且，柏拉图在 《斐德若》中明确说写下的

文本并不可靠，这同样适用于 《斐德若》及柏拉图对话自身，如何解决这些困惑？克莱因转到口说

与书写之间的关系问题，解释说：写下的文本并不完全可靠，必然包含有大量的游戏成分，因为写下

之言辞是口说之言辞的影像，是对口说之言辞的摹仿，而摹仿正是最高游戏的来源，因此，写作由于

其摹仿性质而在根本上必然与游戏相关，必然也是为了娱乐的目的。此外，按照 《理想国》的线段

比喻，影像部分相对于原物必然在可靠性、清晰性上有所欠缺，所以写下之文本必然不完整、不能被

适当地教授。但柏拉图显然认为写下之言辞其自身并不可耻，于是必须检省的问题是哪种写作方式较

为适当。对此，《斐德若》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克莱因回到 《斐德若》对好的言说的描述，按照这种

描述，好的言说的适当性在于：说者一方面要 “知道”（“ｋｎｏｗｓ”），即知道正义的、高贵的、好的事
物，另一方面要懂得如何将言辞 “写入”或 “植入”听者的灵魂中，也就是说，说者要同时拥有

“辩证的技艺”及 “引导灵魂的技艺”。⑤ 而对好的言说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对其影像———好的写作

———的描述，但必须基于以下前提，即写下之文本必须能够激活好的口头言说所根据的那些条件下的

交谈，而不是被当作死的、僵化的文本。⑥ 对此，柏拉图所选择的对话形式，一方面通过摹仿交谈使

书写的不完整性得到强调，因为在实际讨论的内在进程中，如果没有达成一致、没有得到完全的澄

清，就会诱导讨论继续进行，而柏拉图对话恰恰能开启这一进程并通过紧跟关键性问题以及给出片面

的或模棱两可的答案而保持其鲜活；另一方面，这只是柏拉图 （苏格拉底）言辞的伪装形式或掩藏

形式，通过对话所呈现出来的情节 （ａｃｔｉｏｎ），我们依然能够知晓答案。⑦ 换言之，柏拉图写下的对话
作为对实际对话的摹仿，完全能够激活好的口头言说所根据的那些条件下的交谈，既逼真又鲜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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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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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Ｃｆ．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Ｒｏｗｅ，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１０．
Ｃｆ．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Ｗｏｒｋｓ，ｐｐ．ｘｖｉｉｉｘｉｘ．
《斐德若》２７４ｅ－２７５ｂ、２７５ｃ－ｅ、２７６ａ；总体一段可参见２７４ｂ－２７８ｅ。
Ｃｆ．ＪａｃｏｂＫｌｅｉｎ，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Ｍｅｎｏ，ｐｐ．５－６．
Ｃｆ．ｉｂｉｄ．，ｐｐ．１０－１２．
Ｃｆ．ｉｂｉｄ．，ｐ．１３．
Ｃｆ．ｉｂｉｄ．，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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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质完全展现出作为作者的他 （当然也展现出作为说者的苏格拉底，后面括

号内的 “听者”指对话中苏格拉底交谈的对象），既拥有 “引导灵魂的技艺”即懂得如何将言辞

“写入”或 “植入”读者 （听者）的灵魂中，又拥有 “辩证的技艺”即 “知道”。当然，这些具体成

效取决于读者 （听者）注意和参与的强度①，即取决于读者 （听者）自身的品质。这便是克莱因就

口说与书写之间的关系而延伸出来的对柏拉图对话的总体看法。

在此，笔者想借用莱辛的理论，略作改造和发挥。在 《拉奥孔》中，莱辛力辨诗画之别，并尽

数双方之优劣，认为绘画展现空间中静止的事物，而诗歌描述时间中连续的事件，彼此互不相通，双

方区别在此，双方之优劣亦源于此。富于创造力的画家会选择某个静止的、“最富于孕育性的倾刻”，

通过这种倾刻，人们可以联想这个倾刻的之前和之后，也就能在反思中知晓不能直观的连续事件，这

样，画作所选取的场景就会弥补绘画本身所固有的欠缺。②

类似地，口说与书写在某些方面虽是磗格难通，但柏拉图选择并借助对话这种 “最富孕育性的

形式”，使柏拉图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通过不断地交谈、盘问 （ｅｌｅｎｃｈｕｓ），通过各种离题话、各种
插入、甚至使对话陷入僵局 （ａｐｏｒｉａ）等，不仅可以尽量呈现真实的、口头的哲学活动，而且可以帮
助读者在反思中洞察、知晓这种活动。通过对话这种 “最富孕育性的形式”，一方面作者可以弥补书

写本身所固有的欠缺、传达其教导，另一方面读者能籍此参与到对话中，从而领略其教导。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如何进入柏拉图而苦思冥想，其实柏拉图也在努力进入我们。比如，在

《美诺》中，当阿努图斯 （Ａｎｙｔｕｓ）出场时，苏格拉底事先向美诺介绍了他的身世和经历。我们感到
奇怪的是，美诺来到雅典就寄宿在阿努图斯家中，照理来说他应该早就对阿努图斯有所了解，因而根

本用不着苏格拉底来介绍。显然，苏格拉底 （柏拉图）是在向我们、向读者介绍。③ 在 《理想国》

开篇，可以看到整部对话就是苏格拉底的独白，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听众到底是谁，但依然可以在宽

泛意义上认为他是在对我们、对读者说话。而且，当苏格拉底自述说，他和格劳孔正要回城时，波勒

马霍斯老远看见了他并派家奴前去命令他们留下时，也显得有些奇怪，似乎是说他看见波勒马霍斯从

背后看见了他。④ 显而易见，柏拉图并不是在实录现实的场景，他是在向我们、向读者交待。所有这

些都是柏拉图在努力进入我们的明证，其实，柏拉图作品的任何地方以及对话形式本身都是在朝向我

们、朝向读者而展开，而我们也应当尽力通过仔细的阅读，以期与柏拉图的目光相遇。

（责任编辑　任　之）

８９

①

②

③

④

Ｃｆ．ｉｂｉｄ．，ｐ．１７．
参见 ［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８—１９、８３页。
《美诺》８９ｅ－９０ｂ；Ｃｆ．ＪａｃｏｂＫｌｅｉｎ，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Ｍｅｎｏ，ｐｐ．２２４－２２５．
《理想国》３２７ｂ；Ｃｆ．ＳｅｔｈＢｅｎａｒｄｅｔｅ，Ｓｏｃｒａｔ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Ｓａｉｌｉｎｇ：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ｐ．９．



“凡事开端最重要”

———柏拉图 《泰阿泰德》“序幕”中的基要问题

贾冬阳

【摘要】柏拉图 《泰阿泰德》的显白议题是 “什么是知识？”，这似乎意味着，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试图探

究 “知识的本性”，即所谓的 “知识论”问题。但柏拉图的 “笔法”表明，苏格拉底并没让 “哲学”和

“泰阿泰德”仅仅停留在试图发现 “知识”是 “什么”，而是引导泰阿泰德在探问 “知识”的途中领悟一

种政治性的探问：为何求知？换言之，单单追问所谓 “知识论”问题，很可能就丢失了柏拉图更为紧迫的

教诲。柏拉图精心设计的这个 “开端”，为我们理解 《泰阿泰德》提供了纲领性的线索：只有将一显一隐

两个议题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领会，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 “灵魂学”所探问的 “知识”，究竟具有

怎样的整全面相。

【关键词】苏格拉底；柏拉图；泰阿泰德；麦加拉学派；知识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９９－０７

作者简介：贾冬阳，哲学博士，（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古希腊思想中的 ‘诗与哲学之争’研究”（１３ＣＺＸ０４６）

在谈到城邦护卫者的 “教育次第”时，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兄弟阿德曼托斯 说，

“凡事开端最重要”（《理想国》３７７ａ），这句话适用于柏拉图的任何一部作品。据说，柏拉图为其对
话的 “开篇”煞费苦心①，以便引领读者 “在力图理解这篇对话的整体时理清自己的方向”②。那么，

《泰阿泰德》的 “开端”会将我们引向何处？

柏拉图以一个不同寻常的 “序幕”开启了 《泰阿泰德》。《泰阿泰德》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

它拥有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 “开端”。据说，这个 “序幕”并不是此篇对话原有的部分，而是后加上

去的，先前有一个更枯燥的③。这个后加上去的 “开端”意味着什么？表面看，“序幕”与 “正文”

相分离，只是为了交代一场三十年前的交谈是如何开始的；事实上，这个 “序幕”寓意丰富，充满

意味深长的暗示。就像一粒种子蕴含着一棵大树的所有 “潜能”一样，柏拉图精心设计的这个 “开

端”，内在地为理解 《泰阿泰德》规定了方向，或者说提供了纲领性的线索：什么是知识与为何求知

能否分离？知识与灵魂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只有将一显一隐两个议题结合起来，我们或许才能领会，

９９

①

②

③

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述，柏拉图对 《理想国》的开篇数易其稿。参见 ［古罗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３．３７，徐
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相关研究文献参见 ＪｏａｎＣ．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Ｐｒｏｌｏｇｕｅ：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１４２ａ－
１４３ｃ”，ｉ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Ｔｕｌａ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７８，ｐｐ．１０３－１２３；ＤｉｓｋｉｎＣｌａｙ，ＰｌａｔｏｓＦｉｒｓｔＷｏｒｄｓ，ＹａｌｅＣｌａｓｓｉ
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９，１９９２，ｐｐ．１１３－１２９；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６２．
［美］郝岚：《政治哲学的悖论———苏格拉底的哲学审判》，戚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６页。
参见 ［美］克莱因：《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与 〈政治家〉》，成官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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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 “灵魂学”所探问的 “知识”，究竟具有怎样的整全面相。审慎的读者必须严

肃地对待它。

一、泰阿泰德是谁？

我们首先要问，泰阿泰德 是谁？不算 “书简集”，在柏拉图传世的３５部对话中，明
确以人物为主角的有２７篇，其中更有２５篇直接以某个人物的名字命名。除了神话人物 “米诺斯”

外，其它几乎都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在 “戏剧笔法”之外，柏拉图的写

作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 “史家笔法”，或者说柏拉图的写作带有一种鲜明的 “记事”烙印。既然

如此，还有必要问泰阿泰德是谁吗？如史所记，泰阿泰德是古希腊数学史上鼎鼎大名的数学家。作为

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以无理数理论和正多面体理论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荣誉①。在逍遥学派的

欧德穆斯 看来，泰阿泰德堪称公元前５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之一②。传诸后世的 《几

何原本》搜集、融汇了许多前人的成就，其中就包括泰阿泰德的无理数定理③。史记昭昭，为什么还

要问 “泰阿泰德是谁？”

倘若仅仅如此，那么柏拉图记述的也许不过是这个历史人物的少年往事；在某种程度上，《泰阿

泰德》的确可以满足数学史家的历史好奇心。但是，柏拉图的写作除了 “史家”笔法，同时还有

“诗”（哲学戏剧）的特征。施特劳斯提醒我们，柏拉图 “从未保证过，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谈话是真

实的”④。换言之，我们如何确信 《泰阿泰德》不是柏拉图为了 “净化”某种 “灵魂类型”而讲了一

个 “虚假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 “戏剧笔法”与 “史家笔法”，即 “诗的真实”与 “历

史的真实”混合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只是 “柏拉图底泰阿泰德”！⑤ 无论如何，“泰

阿泰德”这个名字，让我们的阅读从一开始，就与一个活生生的 “形象／样子”联系在一起。就像听
了几何学家忒奥多洛斯对泰阿泰德的夸赞之后，苏格拉底并未急于问这个如此出众的年轻人姓甚名

谁，而是首先问 “他是哪一位邦民的儿子” （《泰阿泰德》１４４ｂ９）。可见，苏格拉底绝非仅从 “智

性”上认识泰阿泰德，而是首先将其 “卓越天资”与他的 “家世”和 “母邦”联系在了一起……

如所周知，泰阿泰德的 “数学成就”超绝非凡。但在 “序幕”中，让欧几里德 和忒

赫珀希翁 ⑥赞叹不已的并非其 “数理成就”，而是其 “卓著军功”：

忒赫珀希翁：你说斯人竟遭此难！

欧几里德：一个既美又好的人 ，忒赫珀希翁，事实上就在刚才，我还听到

不少人盛赞他在此战中的表现。

忒赫珀希翁：毫不奇怪，若不如此，那才稀奇呢。⑦ （《泰阿泰德》１４２ｂ７）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鲁旭东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４４—５４８页。
参见 ［英］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５７—４５８页；ＴｈｏｍｏｓＨｅａｔｈ，
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Ｇｒｅｅｋ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１，ｐｐ．２０９－２１２．
参见 ［美］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张理京、张锦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５—６６页。
参见 ［美］施特劳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李小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页。
笔者用 “底”而非 “的”，是借鉴张志扬教授的 “魔鬼第二格”之说，意在强调柏拉图对泰阿泰德的 “主语第二格”身份。所

谓 “主语第二格”，是指这里的 “泰阿泰德”仅仅属于 “柏拉图”，不管 “真实”与 “虚假”都属于柏拉图。因此，我们要面对

的是柏拉图的 “笔法”与 “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欧几里德的名字 意谓着 “声誉”，忒赫珀希翁 则意谓着 “乐趣”。这两个名字分别对应着

灵魂中的两个较低的动力即 “爱荣誉”和 “爱快乐”，与苏格拉底的 “爱智慧”形成鲜明对照。Ｃｆ．Ｋｅｎｎｅｔｈｄｏｒｔ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ｏｌ．４４，Ｎｏ．２（Ｄｅｃ．，１９９０），ｐ．３４３．
本文所引 《泰阿泰德》译文皆为笔者据Ｉｏ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ｎｅｔ的希腊文校勘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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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几里德将 “美”和 “好”并举，以此赞扬泰阿泰德。这是 《泰阿泰德》中第一次出现

（美）这个词，也是第一次出现 （好）这个词①。在古希腊传统中，二词并置往往用来形容

完美或完整意义上的 “君子”、“好人”或 “大丈夫”。这种人不满足于一己之私，渴望超越属于有

限个体的东西②。换言之，二词并用体现为共同体所钦佩的美德，尤其是对共同体无私的贡献③。这

一细节，表明似乎在欧几里德看来，泰阿泰德之 “美”首先是一种政治伦理性的 “德性之美”。

在 “序幕”中，柏拉图让我们看到，泰阿泰德是一位骁勇的战士，充满拳拳爱邦之情，为雅典

而战，甚至在奄奄一息之际，宁愿冒着加速死亡的危险，也不愿应欧几里德之邀中途逗留，希望尽快

返回雅典，以便魂归故土 （《泰阿泰德》１４２ｂ５－ｃ５）。正是泰阿泰德这种勇于为城邦献身的政治德性
之美，让欧几里德突然想起了苏格拉底，想起了他谈到泰阿泰德时预言般的说法并为之惊讶不已

（《泰阿泰德》１４２ｃ）。
与苏格拉底交谈时的泰阿泰德不过是个 “尚未成年的毛头小子”（《泰阿泰德》１４２ｃ６、１４３ｅ５）；

而在 “序幕”中，三十年过去了，泰阿泰德已经成长为城邦栋梁，并因其显赫军功而赢得欧几里德

和忒赫珀希翁的交口称赞。这一戏剧性情节让欧几里德显得非常 “政治”，似乎非常懂得识别政治德

性之美并称赞这种 “美”。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格拉底首先赞颂的是泰阿泰德的 “言辞之美”，

虽然与苏格拉底交谈时的泰阿泰德尚未成年，亦未充分实现其灵魂的政治性潜能：

真美啊，泰阿泰德，你并不像忒奥多洛斯说得那样是丑的 。任何言辞美的人都既美又

好。（《泰阿泰德》１８５ｅ）
苏格拉底的言辞表明，三十年前的泰阿泰德凭其在数学上的天资与成就而赢获美名，这种美名不

同于 “军功”，不是一种 “政治德性”之美，而是 “数理智能”之美。这一区分产生这样的问题：

泰阿泰德是如何从一个 “数学天才”转变为 “城邦护卫者”的？他何以未沉迷于 “云上的日子”，

反而英勇献身于城邦的政治性生存？如果说 “人应该如何生活”是苏格拉底式政治哲学关切的核心，

那么，再也没有比 《泰阿泰德》的 “序幕”更适合提出这一问题了。④

事实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柏拉图让欧几里德一上来就赞颂泰阿泰德的 “政治军功”而非

“数理智能”，明显是在反讽。理由在于，雅典曾与麦加拉交恶并给麦加拉人带去了深重的苦难，这

从阿里斯托芬的 《阿卡奈人》可知。因此，赞颂与母邦有宿怨的敌国公民的军功，表明麦加拉人欧

几里德要么没有政治头脑，要么根本不关心政治，总之是一种 “非 －政治”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灵魂
状况。还有一个例证。据说即便在麦加拉与雅典高度敌对时期，欧几里德也常常 “穿着女人的衣服

潜往雅典”，为了能见到苏格拉底，听他谈话。⑤ 这则 “逸闻”加深了前面的判断：作为一个数理智

识人，欧几里德的生活方式是非－政治性的，或者说他对政治事物没有生命热情。柏拉图让这样的人
赞颂泰阿泰德的政治德性，有何深意？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 《泰阿泰德》的 “开篇”与 “结尾”，柏拉图分别用泰阿泰德和苏格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在古希腊语中， （美）的基本含义为漂亮、英俊、迷人，反义词是 （丑）。 的含义后来扩展至道德方

面，有别于 （好、善、优秀），指身体的美、漂亮，心灵或行为的高贵，即无论外貌还是灵魂的可爱都是美的。因而该

词不仅指外貌美，还有 “值得赞赏的”、 “可信赖的”、 “名声好的”等道德含义，以至在晚期希腊文中， 取代了

。在古希腊时代，“美”带有道德性质，超出了服从和责任，因而高于正义。参见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的 〈会

饮〉》，刘小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页注释３０。
在 《克拉底鲁》中，苏格拉底用 “既好又美”形容赫西俄德笔下的 “黄金种族”。他认为赫西俄德笔下的 “黄金种族”，说的

“不是黄金人族是从黄金而生，而是既好又美”（《克拉底鲁》３９８ａ）。柏拉图也曾用以描述帕默尼德的 “君子之貌”（《帕默尼

德》１２７ｂ）和城邦护卫者的德行 （《理想国》３７６ｃ）。
ＰａｕｌＳｔｅｒ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２４－２５；ＭａｒｋＬｕｔｚ，Ｓｏｃｒａｔ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Ｖｉｒｔｕ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ｖｅｏｆＮｏｂｌ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９２－１１０，
ＰａｕｌＳｔｅｒ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６．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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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底两个人的 “政治性死亡”框住了整部对话，这让 《泰阿泰德》的 “序幕”笼罩在肃剧的气氛之

中。但是，泰阿泰德和苏格拉底两人的政治性之死却截然对立：泰阿泰德为之献出生命的城邦，恰恰

是处死苏格拉底的城邦。通过思索这种并置，或可得以领会柏拉图如此鲜明地突出 “序幕”中的

“政治处境”的原因。①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政治处境，我们才被引向对话的主题———知识的本性

———这一主题似乎远离任何政治关切。

二、欧几里德与麦加拉学派

麦加拉人欧几里德是 《泰阿泰德》的记录者②，柏拉图自己则充当了欧几里德与忒赫珀希翁的戏

剧性开场的记录者。通过并置 “两个记录者”，柏拉图的 “记述”与欧几里德的 “记忆”对立起来，

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分离。这种 “分离”意味着什么？③ 进而言之，柏拉图为何要安排一个麦加拉的数

理智识人来记述这场关于知识本性的对话？

要想回答上面的问题，或许首先要问：欧几里德是谁？ 《泰阿泰德》中的欧几里德，不是写作

《几何原本》的那位同名数学家，而是来自伊斯特摩斯地峡的麦加拉人。④ 此人———包括忒赫珀希翁

———与苏格拉底关系匪浅。苏格拉底饮鸩前，曾与一群哲学青年在狱中谈论自己的 “第二次起航”

以及 “灵魂不死”。当时，欧几里德和忒赫珀希翁都在场 （《斐多》５９ｃ），但二人自始至终都未发一
言，始终保持沉默。值得注意的是，当欧几里德的童仆开始诵读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的交谈记录时，

二人同样保持了沉默，这意味深长的沉默贯穿始终。更早之前，当苏格拉底在狱中静候前往德罗斯岛

祭祀阿波罗的船返航时 （《斐多》５８ａ－ｃ），欧几里德就经常来探访他 （《泰阿泰德》１４２ｄ－１４３ａ）。
由此可见，欧几里德对苏格拉底始终充满钦佩之情，即便在苏格拉底死后三十年，因为偶遇声名卓著

又奄奄一息的泰阿泰德，这种情感仍在欧几里德心中油然而生。

欧几里德，他致力于研究巴门尼德的作品，人们把他的追随者称作麦加拉学派，然后又称作论辩

派，再晚些时候还称作辨证论者……他认为，善实际上只有一个，虽然它有很多名称来显示；因为，

有时叫它智慧，有时叫做神，另外的时候也叫做理性，等等。他否认一切与善相矛盾的东西，宣称它

们是不存在的。⑤

根据这段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述，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欧几里德创建了麦加拉学派；

第二，该学派致力于研究 “巴门尼德的作品”；第三，它结合了埃利亚派与苏格拉底的教诲并因此主

张 “善”虽名目众多、实则为 “一”，唯 “善”存在、与善 “相异者”皆不存在；第四，为了证明

这一点，他运用了智术师式的 “诡辩”并因此著称。难怪提蒙在提到他时说，爱争吵的欧几里德

“带着对辩论的疯狂创立了麦加拉学派”⑥。

在 《形而上学》（１０４７ａ１５－２０）中，亚里士多德对麦加拉学派吉光片羽般的描述，有助于我们
理解柏拉图选他作为对话记录者的深刻用意：

［麦加拉学派的］这些观念消除了运动与生成。照此观念，站着的将常站着而坐着的则常坐着；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ａｕｌＳｔｅｒ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６．
克莱因说，如果我们接受欧几里德在 “序幕”中的说法，便得接受蒙克的观点：“我们必须认为欧几里德不仅是 《泰阿泰德》，

也是 《智者》与 《治邦者》的记录者。”转引自 ［美］克莱因：《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与 〈政治家〉》，前揭

书，第９２页。
ＪｏａｎＣ．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Ｐｒｏｌｏｇｕｅ：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１４２ａ－１４３ｃ”，ｉ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Ｔｕｌａ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７８，ｐｐ．
１０５－１０６．
参见 ［美］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前揭书，第６５页；［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前揭书，第１１６页。
［古罗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２．１０６，前揭书。
［古罗马］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２．１０７，前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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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坐着的无法站立，因为不能站立者就无法站起来。（《形而上学》１０４７ａ１５－１７）①

麦加拉学派否定了 “运动与生成”，即否定了 “潜在的可能性”而只承认 “绝对的实在性”。在

他们看来，没有什么能够成其所未是，或者说无论何物，总如其所是 （《形而上学》１０４６ｂ２９以
下）。② 然而，否定 “运动与生成”就意味着人的发展或成熟，目的与方向甚至生和死都变得不可理

解了。倘若如此，柏拉图让欧几里德对苏格拉底关于泰阿泰德灵魂潜能的 “预言”表现出的 “惊

讶”，就充满了反讽！我们要注意在此反讽中显现出的 “分离” （即 “灵魂”与 “身体”相分离、

“观念”与 “行动”相分离、“高”与 “低”相分离），麦加拉学派信奉的 “理论”否定 “运动与生

成”，致使 “灵魂”陷于停滞。但在 “序幕”中，柏拉图的精妙笔法却让我们看到，欧几里德与忒赫

珀希翁的 “身体”却实实在在处于运动与变化中：

欧几里德：［１４２ａ］刚刚 ③从乡下上来，忒赫珀希翁，还是已经到了一会儿了？

忒赫珀希翁：好一会儿了。我一直在市场上找你，还纳闷儿怎么找不到你。

欧几里德：那会儿我不在城里。

忒赫珀希翁：［ａ５］去哪儿了？
欧几里德：下到港口去了，碰巧遇见泰阿泰德，正被人从科林斯的军营抬回雅典。

在 “序幕”中，柏拉图以多种方式展现了欧几里德与忒赫珀希翁 “身体”方面的 “运动”。这

种 “知－行”分离，为 《泰阿泰德》的 “开端”铺就了浓浓的 “谐剧”色彩。倘若没有忘记因 “苏

格拉底之死”和 “泰阿泰德之死”而产生的 “肃剧”气氛，我们就会发现，柏拉图成功地展示了苏

格拉底在 《会饮》结尾处所宣称的高妙的混合笔法，即 “同一个人可以兼长谐剧和肃剧”（《会饮》

２２３ｄ）。如果说 “肃剧”显示了人性中 “高”的部分， “谐剧”展现了人性中 “低”的部分，那么

《泰阿泰德》开篇的这种混合特征就显然是在提醒我们注意：在一场对 “知识本性”的探问之旅中，

苏格拉底将如何超逾各种对人性的片面理解而贯通高与低、知与行、同一与差异……④

麦加拉学派的绝对一元论主张，与随后出场的坚持相对主义的普罗塔戈拉刚好 “各引一端”，针

锋相对。但在对待泰阿泰德的 “灵魂潜能”问题上，二者却结成了同盟⑤：麦加拉学派从根本上否定

“潜能”；普罗塔戈拉虽鼓吹 “流变”，但却得出与欧几里德殊途同归的结论，即泰阿泰德的 “灵魂”

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实现其 “潜能”，因为这种 “实现”必须以一个 “具有延续性的自我 （ｅｎｄｕｒ
ｉｎｇｓｅｌｆ）”为前提，而这个前提是普罗塔戈拉的相对主义所无法接受的。在这个意义上，欧几里德和
普罗塔戈拉表面上分处 “两端”，实则 “一个铜板的两面”，因此，他们都无法理解苏格拉底的临界

之思。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对泰阿泰德灵魂之潜能的悖论式考察毫无意义。斯特恩的说法

可以作为注脚：

这两种观点都否认一种具体人类生活的关键特征，即它被人们看作一种生活的能力，看作一个包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第１７４页，译文略有改动。相关研究文献
参见：ＳｔａｎｌｅｙＲｏｓ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ｓ，Ｅｎｅｒｇｅ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ｇａｒｉａｎ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１．２，１９７９，ｐｐ．１０５－１１９；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Ｗｉｔｔ，
“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ｖｓ．ｔｈｅＭｅｇａｒｉａｎｓ”，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ｓｔｏｎＡｒｅａ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ＸＩ，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ＪｏｈｎＪ．Ｃｌｅａｒｙ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ｉａｎｓ，Ｌａｎ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５，ｐｐ．２４９－２６６．
参见 ［美］郝岚：《政治哲学的悖论———苏格拉底的哲学审判》，戚仁译，第２８—３０页。

柏拉图对话开篇的第一个语词 （Ｓａｃｈｓ将 译为ｒｉｇｈｔｎｏｗ），往往戏谑地暗示着其核心关切。Ｈａｒｒｉｓｏｎ通过对 《泰阿泰德》开

篇第一个词 “刚刚”（ ，ｒｉｇｈｔｎｏｗ）的精彩分析，深刻地揭示了麦加拉学派的荒谬及其对 “自知之明”的缺乏到了何等程

度。Ｃｆ．ＪｏａｎＣ．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ＰｌａｔｏｓＰｒｏｌｏｇｕｅ：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１４２ａ－１４３ｃ”，ｉ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ｎｄ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Ｔｕｌａ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７８，ｐｐ．１１０－１１１．
参见 ［美］伯纳德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爱欲的辩证法》，张文涛译，《经典与解释８：苏格拉底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５页。
亚里士多德早就看到，麦加拉学派事实上赞同普罗塔戈拉的教义 （《形而上学》１０４７ａ６），对观 《泰阿泰德》１６１ａ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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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所有无法避免的变化的整体，并且因此，看作同时带有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某种方式。①

总之，无论欧几里德还是普罗塔戈拉，都不可能正确对待泰阿泰德的灵魂；而苏格拉底则试图证

明，泰阿泰德的灵魂同时拥有 “持存性”与 “潜在性”。事实上，《泰阿泰德》正是始于苏格拉底对

某种特殊的灵魂类型的关切与忧心。至此，“泰阿泰德是谁”这个问题的真正意义才显露出来。通过

一个人灵魂潜能的延展与实现，它连接了 “知”与 “行”、 “智性”与 “政治”、 “同一”与 “差

异”。这对理解 “知识的本性”意味着什么呢？

欧几里德与普罗塔戈拉 “各引一端”的两种学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两种更古老的思想的 “不

肖子嗣”（下文将会看到，无论 “麦加拉学派”还 “智术师派”，都没能真正领会他们所依凭的古老

思想的原初含义）。随着对话的延展，“万有归一”与 “万物流变”这两种更古老的思想将渐次出场，

共同构成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交谈时的 “思想处境”！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苏格拉底的身位或者说立

足点在哪里？柏拉图让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既非 “归一”派，亦非 “流变”派，因此，“知 －无知”
的苏格拉底必将受到来自两端的攻击：“归一”派必将攻击其为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归根结底乃虚

无主义；“流变”派则必将指摘其为独断本体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在 “绝对”与 “虚无”之间，

临界哲人如何执两端而扣中庸？②

三、“时间缺口”：在绝对与虚无之间

《泰阿泰德》的 “开端”，确切地说是柏拉图的 “笔法”告诉我们，这部对话经历了 “双重转

述”，即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的交谈发生在一个无名运动场内 （《泰阿泰德》１４４ｃ），当时欧几里德并
不在场。后来，苏格拉底在狱中将对话内容转述给欧几里

"

。但欧几里德的 “记性”实在不够好，

不像斐多那样仅凭 “回忆”就能复述对话的全部内容，而是回家后要马上起草备忘录，然后再凭记

忆写下来 （《泰阿泰德》１４３ａ以下）③，即便如此还是记不全，后来他又去监狱反复问了苏格拉底好
几次，记下的东西才 “极为接近完整的谈话”（《泰阿泰德》１４３ａ以下）。我们现在读到的文本，就
是欧几里德在家中让童仆念给忒赫珀希翁听的笔记中的内容④———一份经过 “双重转述”即 “模仿的

模仿”的文本。

我们不禁疑惑：以苏格拉底的 “知人之智”，他肯定清楚什么是平庸的欧几里德能够胜任的、什

么是他不能够胜任的。那么，在死亡即将到来之际，虽身在狱中，苏格拉底仍积极协助欧几里德

“制作”并 “出版”这样一部包含着自己 “自画像”的 “作品”，究竟想要借欧几里德传达出怎样的

自我认识 （ｓｅｌ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他想让什么人抑或何种灵魂类型的潜在读者在他死后也能听见这些传递
“自我认识”的言辞？

为了避免谈话中间的 “旁白”使记录变得嗦，欧几里德删去了苏格拉底的 “我说”、 “我答

道”、“他同意”或 “他不同意”等词语 （《泰阿泰德》１４３ｃ以下），从而将苏格拉底的 “叙述体”

改成了 “演剧体”⑤，这种改动会使人觉得三十年前的对话犹如发生在 “当下”。斯特恩敏锐地发现，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ａｕｌＳｔｅｒ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２０．
参见张志扬：《偶在论———仍是一个未思的领域》， 《启示与理性———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２４６页。
“回忆”总与 “遗忘”相关。阿里斯托芬批评苏格拉底遗忘了 “政治共同体”（参见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云》），亚里士多德批评

其遗忘了作为 “整体的自然世界”（《形而上学》９８７ｂ２－１４），柏拉图则展示了苏格拉底良好的 “记忆－回忆”能力 （《理想国》

４８６ｃ－ｄ、４８７ａ、４９０ｃ、４９４ｂ；《美诺》８１ｄ、８６ｂ；《斐多》７６ａ、９６ｂ；《斐德若》２４９ｃ－ｄ；《会饮》２１０ａ；《斐勒布》３３ｃ－３４ｃ
等）。

虽然有欧几里德路遇泰阿泰德的诱因，但如果不是欧几里德和忒赫珀希翁走累了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就不会听到这份谈话记录。

当然，这是柏拉图的笔法。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ｐ．５８－５９．



“凡事开端最重要”

通过这样的 “修改”，欧几里德排除了叙述体中所包含的时间语境。“他敉平了事件与解释之间的时

间缺口 （ｇａｐ），该缺口的存在能提醒我们：变幻莫测之流 （ｔｈｅｖａｇａｒｉｅｓｏｆｆｌｕｘ）支配着我们的知
识。”①

这一 “时间缺口”尖锐地提醒或反讽着试图探究知识本性的人们，在实事、怀疑与反思之间，

有着不可弥合的 “裂隙”，任何试图人为敉平这一 “时间缺口”而构造同一性知识的努力，都不过是

为本体论战场增添了新的头盖骨而已②。但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只能陷入 “虚无主义的河流”或 “极

端的唯我论”即 “人是万物的尺度”？

在古希腊，那些亲自观察 “自然”并将观察经验上升为抽象理论之人被称为 “爱智之人”

。但 “爱智之人”不只一类，有欧几里德包括忒奥多洛斯式 “爱智能”的自然智识人，

有普罗塔戈拉式 “爱智术”的政治智识人，当然还有苏格拉底式 “爱智慧”的临界哲人。③ 在 《泰

阿泰德》中，三类 “爱智者”交错在一起，展开探究 “知识本性”的竞赛。奇诡之处在于，普罗塔

戈拉的 “感知”论具备当下性 （ｒｉｇｈｔｎｏｗ），强调 “在场感”；而柏拉图让欧几里德一开篇就说出

“刚刚” 这个语词，无异于暗示了他与普罗塔戈拉的内在一致性。这个 “一致性”揭示了哲学

史上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绝对”与 “虚无”貌似截然对立的 “两端”，实则 “一个铜板的两面”！

这真是哲学史上巨大的反讽！④ 在此意义上，作为 “爱智能”之结果的 “本体论同一”与 “爱智术”

之结果的 “虚无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两极，二者恰恰一体两面，互为因果 （《泰阿泰德》１６４ｅ４－
５）。真正执两端而扣中庸对其构成哲学审断的，乃 “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 “临界之思”！

凡事开端最重要。《泰阿泰德》意味深长的 “开端”，不仅引出整部 《泰阿泰德》，而且还带出

苏格拉底的审判以及诸如预言、记忆与回忆、书写与阅读、还乡与放逐、熟识与陌生等诸多紧密交织

在一起的主题⑤。如上所有主题都与一个更为根本的关切相关，即泰阿泰德的 “灵魂状况”，以及谁

才是其真正的 “灵魂托管人”！

凭借这一 “开端”，我们可以踏上探索 “知识”与 “灵魂之美”的道路了吗？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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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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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ｕｌＳｔｅｒ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Ｔｈｅａｅｔｅｔｕ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１９．
正如黑格尔所说，“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私人的骨骼。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

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参见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２１—２２页。
参见贾冬阳：《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张志扬：《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 “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９—１３５页。
参见 ［美］郝岚：《政治哲学的悖论———苏格拉底的哲学审判》，戚仁译，第２６页。



最后的神的面目

朱清华

【摘要】海德格尔著作中的神深奥晦涩。透过对他的思想整体方向的把握，我们发现，在海德格尔这里，

最后的神是救渡人出离 “存在离弃状态”之困境的神，但他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上帝反倒是走向无神的虚

无主义的起源。海德格尔敏锐地看到，近代以来人作为主体并未因脱离上帝而变得自由，反而精神贫困，

无能于思考，无能于真理，人无根地生存。与此相对，海德格尔的神召唤人出离困境从而踏上返乡之途。

这种神有自己的 “面目”和出场方式，但他不是不缺乏任何存在的最高的存在者，甚至也不是存在自身。

神不是神化的人，但人却从神获取尺度，成为 “半神”，在 “家乡”中人共神同在。这种神是人确立自己

的本质的必经之途和最短而最陡峭的路径。这种非神学的神打开了思考神性和人性的另一条路。

【关键词】神；人的本质；存在历史；居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０６－０８

作者简介：朱清华，山东阳信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 “海德格尔的真理思想研究”（２０１７０８１１００２６）

海德格尔后期关于最后的神和诸神的论述引起了广泛兴趣，一方面因其深奥难解，另一方面因其

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占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研究者都试图透过海德格尔艰深的描述来把握海德格尔

所说的神是什么及其思想意义。海德格尔协会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２０１６年年会 （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所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与神学的关系，在会上 ＩｎｇｅｂｏｒｇＳｃｈüβｌｅｒ、ＩｓｔｖｎＭ．
Ｆｅｈéｒ、ＧüｎｔｅｒＰｌｔｎｅｒ、ＨｅｌｍｕｔｈＶｅｔｔｅｒ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海德格尔的神。① 在关于海德格尔的
“神”的研究文献中，有人强调海德格尔的神的非神学意义和神对此在的促成作用。例如，Ｆｉｇａｌ强调
《哲学论稿》和 《存在与时间》的内容承接和联系，提出最后的神是给出理解者，是此在和存在的时

间－空间，通过神，此在在自由中成为自身②；认为最后的神不会以任何个别的形式显示自身，不会
成为一个宗教信仰的中心。Ｃｒｏｗｎｆｉｅｌｄ也强调神在自我 －决断中的位置，神是超出自我决断的赠予和
要求。③ Ｐｏｌｔ认为海德格尔提出的诸神以及最后的神是 “民族性的来源”。④ 他们都淡化了最后的神和

诸神的神学意义，而强调在提出众神和最后的神之际，此在的成己就有了一个上限，或者说获得了一

个来自超越的力量的规定，即它的成己之路不再只靠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在上的超越的力量可以诉

求。孙周兴的论述大概可以归为此类。⑤ 有的学者则强调最后的神的神学特征，例如 Ｓｅｉｄｅｌ认为海德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其中ＩｎｇｅｂｏｒｇＳｃｈüβｌｅｒ教授的报告 《观看、全能与暗示：海德格尔论上帝问题》论述了海德格尔的最后的神和上帝 （作为存在者

的最高根据）、基督教的创世神的对抗。（参见王宏健：《２０１６年海德格尔协会年会纪要》，首发于公众号 “大道不离万有”。）

ＧüｎｔｅｒＦｉｇａｌ，“ＦｏｒｇｅｔｆｕｌｎｅｓｓｏｆＧｏｄ：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Ｅ．Ｓｃｏｔｔ，Ｓ．Ｍ．Ｓｃｈｏｅｎｂｏｈｍ，Ｄ．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Ａ．Ｖａｌｌｅｇａｅｄｓ．，Ｉｎｄｉ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２０６．
ＤａｖｉｄＣｒｏｗｎｆｉｅｌｄ，“ＴｈｅＬａｓｔＧｏｄ”，ｉｎ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ｐ．２１３－２２８．
［美］波尔特：《存在的急迫》，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０５页。
孙周兴：《后神学的神思———海德格尔 〈哲学论稿〉中的上帝问题》，《世界哲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４４—５４页。



最后的神的面目

格尔的最后的神出自谢林 “最后的神”，甚至是将谢林思想转化的结果。① 林子淳认同Ｓｅｉｄｅｌ的观点，
认为海德格尔深受谢林神学影响，最后之神可能反映了海德格尔的基督论，所担负的是 “道成肉身”

教义，即最后的神是存有的本现；但他也指出不能直接将二者等同，因为海德格尔最后的神的提出，

是为了进入另一个开端服务。② 另外，ＰａｏｌａＬｕｄｏｖｉｃａ③、Ｄ．ＶａｌｌｅｇａＮｅｕ④、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ｊｃｅｗｉｃｚ⑤等都对
海德格尔的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对海德格尔的 “神”这个异常晦涩的概念应当如何理解？

海德格尔的 “神”是什么？神和人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最后的神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海德格尔所说的神因其难以正面描述，往往只能从否定方面被把握，所以他关于神的观点常常被

称为 “否定神学”⑥。本文也首先从否定方面对海德格尔的神进行论述。海德格尔所说的最后的神显

然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哲学论稿》对 “最后的神”最先表明的，就是 “最后的神完全不同于曾经的

那些神，尤其是基督教的上帝”⑦，这就开门见山地把最后的神和基督教上帝区别开了。上帝已死，

根本无力承担海德格尔赋予神的任务。他在多处文本反复批评包含在形而上学史中的基督教的上帝。

在他看来，基督教的 “上帝之死”是必然结局，是形而上学史发展的结果。传统的形而上学同时是

存在论、神学、逻辑学⑧，这三者是一体的。由于形而上学首先是存在论，它将存在作为奠基性的观

念，对存在者的存在的论述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它是那最先的、最普遍的，另一方面它是最高的、最

终的。从第一方面来说，存在就是逻辑学的最根本原则和论证的出发点；从第二方面来说，存在是形

而上学上的最高存在者。上帝同时作为最高的和最终的存在者、根据以及最终因、自因，所以在形而

上学历史中，存在论、逻辑学与神学不相分离。但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忽略了存在论的差异，所

探讨的主导问题是 “什么是存在者”，而没有思考存在自身。⑨ 上帝被分解 （Ａｕｓｔｒａｇ）出来，成为存
在论－神学－逻辑学的最终因的和最高根据，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根据，那筣自己也不免成为一个特
别的存在者。这个贯穿形而上学史的上帝见证了形而上学的兴衰，并随着形而上学走向终结，而被宣

称 “上帝死了”。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之死并非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无神论以及虚无主义的开

始，反倒是虚无主义的自我呈现。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虚无主义的，它既不思存在，也无诸神临在。

这种虚无主义一向被基督教的上帝所掩盖，而上帝之死将这种虚无展示出来。海德格尔甚至提出，上

帝不是刚刚才死了、死于现代，而是两千年来神都已经不在场。虚无主义是欧洲的历史基本运动，也

是被欧洲所决定的世界历史的基本运动，是西方民族命运的不为人所知的推动力。瑏瑠 以虚无主义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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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形而上学注定发生超感性世界的崩塌，包括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文明、文化等的崩

塌。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丧失，只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近代以来，上帝和教会的权威被 “理性”和 “良知”代替，超感性的领域被 “历史进步”代

替，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被尘世幸福代替，似乎一种新的思想模式已取代了旧的神创论模式，但实际

上这一切都没有脱出旧有的世界构造和存在者的等级模式，只不过换了名称而已。海德格尔指出这个

旧的模式是在形而上学的开端处早就被柏拉图所确立的泛希腊 －犹太世界基本结构。① 这个换汤不换
药的架构，虽然到了尼采才喊出 “上帝死了”的哀鸣，实际从开始就已经离弃了诸神，离弃了存在。

在尼采那里，“上帝”指的是基督教的上帝，而 “上帝死了”是说那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丧失

了，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的理念世界不再有效了。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事实上，形而上学的 “上帝”

的位置没有阙如，而是被 “主体”所替代。形而上学的那种神学 －存在论 －逻辑学结构也没有随着
上帝之死而丧失。主体性的本质规定是 “表象着的主体保证其自身，并且始终也保证它所表象的东

西本身”②，从而真理成了确定性，确定性具有可靠性的特征。这种可靠性靠数学观念的清晰性、明

确性来保证。因此，数学和计算成为真理的衡量标准。在以计算和机巧 （Ｍａｃｈ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为特征的现
代，真理不复是存在的真理。海德格尔断言：还有几百年机巧将会洗劫地球，使之荒芜。③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的崩塌是存在离弃的结果，其表现就是诸神的逃离，在现代这种从存在

的连根拔起却被 “人的重现发现”所掩盖④。人作为主体是脱离上帝的控制而自我裁决的 “自由

人”，通过科技的 “进步”，人的控制力变得强。但人自身却是大众化的、无根的，松松垮垮，精神

贫困。人无能于思考，无能于真理。所谓 “进步”只是存在的离弃的加深和增长。

二、人的本质和神性

诸神逃逸被海德格尔看作是存在离弃的标志，人也因此失去根基。问题是：为什么人必定需要

神？在人的生存中，神有怎样的位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本现与人的本质的确立跟神的召唤密

切关联。他一再指出传统对人的定义 （即人是理性动物）是一个谬误，原因之一是这个定义将人规

定为某种实体，赋予人既定的本性。而他认为人除了生存外，没有其他本质。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一

切根据的根据，由此可以说人是无根据的 （Ａｂｇｒｕｎｄ）。⑤ 不过，展露在此在面前的是命运带给它的、
它作为被抛的东西的那些可能性。这是有限的选择可能性，而非萨特所说无限的可能性。不能将人归

为理性动物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从动物出发对人进行规定时，在范围上已经画地自限，将人跟动物划

归一类，然后将人再区别出来，对人的研究也最终归为生物学、人类学的范围。而在他看来，虽然人

和动物在肉体上最接近，但从存在上人更接近于神。⑥ 神一直和人的 “本真状态”或 “人的本质”

的奠基关联在一起。神就在存在的真理的奠基中运作，作为召唤者，作为逝经 （Ｖｏｒｂｅｉｇａｎｇ）者。人
和神的本现都来自存在自身，来自存在的真理，所以必须从人－神关系而非人－动物关系来规定人。

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本质同 “家”和 “家乡”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一方面是此在本质的无家

可归状态，另一方面又要返乡和回家。《存在与时间》强调人本质上是无家可归的。在家状态 （Ｚｕ
ｈａｕｓｅｓｅｉｎ）只是常人在平均日常状态的安然自信，沉沦于世界中如同在家一样。畏将这种假象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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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神的面目

此在失去熟悉的 “家”，顿觉骇异惊恐，流离失所。人在畏中骇异于这种不在家 （Ｕｎｚｕｈａｕｓｅ）①，这
是寻求本真存在的开端。此在更加源始的现象是无家可归状态 （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而非在家的平安宁
静状态。在家状态反而是无家可归的一种变式。因而，在沉沦日常操劳的在家状态中，总有无家可归

状态在威胁着，它在最无关痛痒的处境中升起。此在在操劳中总是力图逃避这个无家可归状态，逃进

常人状态中。而畏总是要打破它的宁静，将带它到自己面前。② 在对无家可归的强调中，海德格尔试

图说明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不受任何预定的实体决定。人是自由的，虽然这种自由令人惊怖，如同遭

到流放。不过指出人本质的无家可归状态并非最终目标，海德格尔的目的是要为人找到真正的家，即

人的立足之处。 “只有那种存在者，它作为将来的 （ｚｕｋüｎｆｔｉｇｅｓ），也同等源始地是曾在的 （ｇｅｗ
ｅｓｅｎｄ），才能把继承下来的可能性承传给它自己之际接纳本己的被抛状态，为 ‘它的时代’而瞬间存

在 （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ｌｉｃｈｓｅｉｎｆüｒ‘ｓｅｉｎｅＺｅｉｔ’）。”③ 此在的立足点就是其被抛其中的历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这
里的历史主要指涉民族历史。此在通过对历史之曾在的重演，在决心中传承下、选择出那些使得本真

生存可能的可能性，也就是将自己交托给了自己，从而拥有他本己的命运。此在决断之根基就来自这

里。在这个本质立足点，人不再如同浮萍一样处处是家而处处不是家，不再流转于常人。

海德格尔在后期与前期一样仍讨论 “无家可归状态”，但是从存在历史角度来谈的。自第一个开

端之后，存在离弃日益深重，上帝之死更敞明了那种虚无。思想在形而上学之存在遗忘中挣扎，在机

巧为本质的技术时代，已经面临极大的危险和困境。在这个时代，诸神逃逸。处于存在离弃这种最大

的困境 （ｄｉｅＮｏｔ）中，是最深重的无家可归。在作为存在离弃的拒绝中，此 －在 （Ｄａｓｅｉｎ）被迫回
到自身，接受自己在存在历史中的天命。因此，后期海德格尔除了揭示人的日益深重的无家可归状

态，还强调 “还乡”，并且显然更关注的问题是何处是人的 “家乡”、人如何 “还乡”。海德格尔说

需要回到西方的天命去找到人的本质。“人的未来的天命就在于，人要找到存在的真理中去而且要走

到找存在的真理的路上去。”④ 所谓西方的天命，海德格尔指的是西方在存在历史中现在所处的存在

遗忘状态和将来有可能的承担起人类克服存在离弃，过渡到另外的开端的使命。这个使命尤其是荷尔

德林的 “同胞们”德国人的，“以便德国人从命定的归属于各民族的关系中与各民族一同变成有世界

历史意义的”⑤。人的天命便是在存在的真理中驻足，从存在历史而言，人的驻足之处是存在的天命，

回归到存在的近处，就是回到家乡。人真正的本质或者本真性，就是进入存在的真理，看护存在。除

此之外人无本质，是一无所有的赤贫。⑥

那么，人从何处获得进入存在的真理的力量？易言之，人成其本质的尺度是什么？在机巧的时

代，尺度败坏为数学和数字的度量。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皆从数学获得其存在性。一切对象皆从数字被

表象。人自身作为统治者、支配者自身却失去了尺度，唯有从尼采所依据的 “动物性”或黑格尔所

依据的 “理性－意志”来规定和衡量。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尺度是诗人荷尔德林所把捉到的，乃
是从神而来的尺度。 “神本是人的尺度。”⑦ 神能够作为尺度，乃因神源自存在，出自居有 （Ｅｒ
ｅｉｇｎｉｓ）。神有其神圣性和神秘性。神作为尺度，意思是这个不可被认识者保持为不可被认识者，处于
一种揭露活动中，让被遮蔽者看到，但不是作为完全的、脱离了遮蔽的东西被看到，而是将其保护在

遮蔽之中同时让人看到。神在天空中，而人在大地上，同时在天空之下。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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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第３８２页。
［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第３８５页。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４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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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的地理位置，而且是人本质的维度———人需要从大地和天空同时获得其存在尺度。作为在大地上

的，人是有死者，人承担起他的死亡；作为在天空下的，人从神获得尺度。①

神是那在亲熟的东西中陌生的东西，也是诗人在作诗中所召唤的东西。② 诗人能够从神获取尺

度，他的作诗活动就是从神 “采取尺度”，诗人借神性度量自身。③ 海德格尔所说的回到家乡，承担

起被抛状况，或承担起存在离弃的困境，都是指人获得本质，获得其命运，为命运所把握，或者说被

存在所派遣。只有能胜任这种困境的人才有命运，才能经验到作为命运的存在。命运是半神的存有

（ｄａｓＳｅｙｎｄｅｒＨａｌｂｇｔｔｅｒ）。④ 海德格尔所谓的只有诗人能够 “采取尺度／丈量尺寸”，就跟他说诗人是
“半神”一样。半神的内在特征是绽出地进入神和人的存有的中间，嵌回到家乡大地，解放其中统治

性的力量。所谓半神不是神，也不是完全的人，海德格尔称之为超人的存有 （Ｄａｓüｂ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
Ｓｅｙｎ），其本质是承担起我们的被抛状况，揭示出困境，并胜任这种困境。在这个承担 （Ｌｅｉｄｅｎ）中，
存在作为命运被敞开。⑤ 半神作为海德格尔的超人，正是那些以作诗、运思等方式打开澄明之境的

人。在他看来，人需要先被存在抛进存在的真理，绽出地生存才有可能有最后的神和诸神进入澄明，

但并不能保证他们会出现。唯有等待最后的神的召唤和拯救，才能摆脱存在遗忘状态，回到家乡。总

之，神是人得以被派送存在的命运的中介，人藉由神而成为此－在，即存在的真理在此本现。

三、存在历史和神的面目

Ｂｕｌｈｏｆ认为海德格尔 “没有回到基督教信仰的神，而是试图开创一种新的言说神的哲学方式———

这种方式也揭示出哲学话语的种种局限”⑥。在海德格尔看来，神有形象 （Ｂｉｌｄ），但这种形象不是一
种视觉上的图像。海德格尔将神称为陌生者，在亲熟的东西中阴森可怖的东西。⑦ 从视觉上来说，神

是不可见的 （Ｕｎｓｉｃｈｔｂａｒ），不是任何 “映像和模像 （ＡｂｂｉｌｄｅｒｕｎｄＮａｃｈｂｉｌｄｅｒ）”。⑧ 海德格尔在描述巴

门尼德的真理女神时，这样表述这个 （神圣者）：她在熟悉之物中有所指示地自我展

示，从而也和熟悉之物一样以一定方式到处本现着，而它却从来不仅仅是熟悉之物。⑨ 这也是海德格

尔所说的神的显现方式。神在人们所亲熟的光和声中是那令人讶异的幽暗和沉默。在这种讶异中，神

向人昭示其临近。“神圣者”是 “阴森可怕的东西 （Ｕｎｇｅｈｅｕｒｅ）”，它直接地属于亲熟的东西，但不
能从亲熟之物被解释。海德格尔称这种神圣者是 “质朴者，不引人注意者，不可为意志之钳手把捉

者，对所有计算之技艺自我退隐者，因为它超出一切计划”瑏瑠。他还根据词源学将神圣者解释为观看

者，观看不是主体的表象活动，“希腊人首先和真正地经验观看为这样一种方式：人和其他的存在

者，自身作为人如何涌现入其本质中并在场显现”瑏瑡。观看就是显现，神是涌现和本现意义上的显现。

神是令人吃惊的东西，在惊异中展示自身。“‘诸神’是 （显现者）……并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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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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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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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４７１页。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４７６页。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４７２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Ｈｙｍｎ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ｉ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ＧＡ３９），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９９．Ｓ．１７９．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Ｈｙｍｎ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ｉ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ＧＡ３９），Ｓ．１７５．
ＩｌｓｅＢｕｌｈｏｆａｎｄＬａｕｒｅｎｓＴｅｎＫａｔｅ．Ｅｄｓ．，Ｆ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Ｇｏｄ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ｏｒｄｈａ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ｖｉｉ．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ＧＡ５４），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８２．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选集》，第４７６页。任何映像和模像 （ＡｂｂｉｌｄｅｒｕｎｄＮａｃｈｂｉｌｄｅｒ）都已经是真正的形
象 （Ｂｉｌｄ）的变种。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ＧＡ５４），Ｓ．１５１．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ＧＡ５４），Ｓ．１５０．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ＧＡ５４），Ｓ．１５３．海德格尔根据 （看）和 （女神）的词形相似，从这个词根又衍生出

（神圣的东西）、 （观看）、 （观看）、 （看者）等词汇，认为神的词根本意就是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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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熟悉的东西一起显现。”① 诸神作为显现者，同熟悉的东西一起显现，但阴森可怕，所以在他

们显现之前，有敬畏和恩宠到场显现，因此神是定调者。

神的形象既然是不可视见的神秘，其降临就不会是跟人面面相觑的直视。海德格尔用逝经 （Ｖｏｒ
ｂｅｉｇａｎｇ）来描述神的到场，提出逝经是诸神在场状态的方式 （ｄａｓＶｏｒｂｅｉｇｅｈｅｎｉｓｔｄｉｅＡｒｔｄｅｒＡｎｗｅｓｅｎ
ｈｅｉｔｄｅｒＧｔｔｅｒ）②；同时用诸神的逃离或到来 （ｄｉｅＦｌｕｃｈｔｏｄｅｒｄｉｅＡｎｋｕｎｆｔｄｅｒＧｔｔｅｒ）这样的说法；称
最后的神在暗示中本现 （ＷｅｓｕｎｇｉｍＷｉｎｋ）③，最后的神的 “最伟大的接近”作为拒绝 （Ｖｅｒ
ｗｅｉｇｅｒｕｎｇ）。这些说法的共同之处是，神的显现不是现成的在场。波尔特 （Ｐｏｌｔ）指出，“逝经”这种
说法和尼采有关，即 “查拉斯图特拉逝经我这里”；但其更深来源是旧约 《圣经》，即 “神在其荣光

中 ‘逝经’摩西，但摩西不能直接看神的面容，因为那意味着死亡”④，同样神伴着烈风、地震和火

逝经了以利亚。波尔特正确地指出，上帝间接地展示自身，在人和神之间有某种接触，但我们永远无

法表象或者考察他。海德格尔的神跟上帝一样地逝经人，并不表明他的神是基督教的上帝，不过他提

到在源始的犹太教中和耶稣的布道中的神是他所说的神的 “曾在者”（ｄａｓＧｅｗｅｓｅｎｅ）⑤。
海德格尔既用神 （ｄｅｒＧｏｔｔ）也用诸神 （ｄｉｅＧｔｔｅｒ），还用最后的神 （ｄｅｒｌｅｔｚｔｅＧｏｔｔ）这样的表达

方式，在数量方面，既有单数也有复数。他提出神的数量并不是个问题，无论是单数的神还是复数的

诸神，都不能做量化的理解。用单数的形式，神用以表述海德格尔所说的神性，所以他也用神圣者

（ｄａｓＧｔｔｌｉｃｈｅ）、神性的 （ｄａｓＧｔｔｈａｆｔｅ）来称他所说的神⑥；而他用复数对应的是 “基础与去基础的

内在丰富性”⑦。最后的神和诸神虽然在神性上没有差别，但海德格尔按照存在历史给了属于他们的

不同的历史阶段⑧。按照他的存在历史，第一个开端及其作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已经到达终结，必将开

启另一个开端。现在所处的是过渡阶段，即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和向另外一个开端跳跃的阶段。第一个

开端处有希腊的诸神。伴随着形而上学的历史的开展并走向终结，诸神逃逸，随之而来的是无神状态

（Ｇｔｔｅｒ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无神状态并不值得人欢欣鼓舞，也不是人摆脱神权统治后获得自由，而是人已经进
入了最深重的存在离弃状态，有待开启存在历史的另一个开端。在跳跃入另一个开端之前的过渡阶段

中，只有最后的神的召唤让人出离存在遗忘的困境。海德格尔称，最后的神是为了存有之本质的发生

而来，筣开端性地本现作为开端的存有，而最后的神的召唤是 “居有活动神秘的来袭和逃离”（Ａｎｆａｌ
ｕｎｄＡｕｓｂｌｅｉｂ）⑨。由于最后的神产生自对真理的存有 （ＳｅｙｎｄｅｒＷａｈｒｈｅｉｔ）的拥有，所以最后的神也
是开端的神瑏瑠，筣唤起人向着另外一个开端。基督教因为拒绝了存在而拒绝了神，而海德格尔的最后

的神丢弃了形而上学的造物主本质，筣却因此更具神性。瑏瑡 最后的神在过渡时期中是独一无二的，具

有唯一性，因为这是存有通过最后的神而有 “独一无二的切近”瑏瑢。而在另一个开端中，海德格尔又

用诸神来表述神，“诸神被分配进神性中，人被分配进人性中”瑏瑣。在过渡阶段，那作为神性的曾在

者，无论是在希腊人那里的诸神还是在预言的犹太教、耶稣布道中的神，虽然已经不再 （Ｎｉｃｈｔ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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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ＧＡ５４），Ｓ．１６４．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Ｈｙｍｎ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ｉｅｎ”ｕｎｄ“ＤｅｒＲｈｅ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ｓｅｍｅｓｔｅｒ１９３４／３５），Ｓ．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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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波尔特：《存在的急迫———论海德格尔的 〈对哲学的献文〉》，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０１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ａｓＤｉｎｇ”，ｉｎＶｏｒｔｒ？ｇｅｕｎｄＡｕｆｓ？ｔｚｅ（ＧＡ７），ｅｄ．Ｆ．Ｗ．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２０００，Ｓ．１８５．
在Ｐａｒｍｅｎｉｄｅｓ（ＧＡ５４）中多有这样的用法。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ＧＡ６５），Ｓ．４１１．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ｄｅｎＡｎｆａｎｇ（ＧＡ７０），ｅｄ．Ｆ．Ｗ．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２００５，Ｓ．６５．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ＧＡ６５），Ｓ．４０６，４０８．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ｄｅｎＡｎｆａｎｇ（ＧＡ７０），Ｓ．１３１．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ｄｅｎＡｎｆａｎｇ（ＧＡ７０），Ｓ．１３２．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Ｖｏｍ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ＧＡ６５），Ｓ．４１２．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ｒｄｅｎＡｎｆａｎｇ（ＧＡ７０），Ｓ．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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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在场，但是同时也是筣们的神性之 “未被耗尽的本质的隐蔽的到来”的一种尚未 （Ｎｏｃｈ
ｎｉｃｈｔ）。① 如果是这样，那么对曾在的神的重演就是对未来的神的接近。

四、神和半神

海德格尔所说的神不是存有 （ｄａｓＳｅｙｎ），不是某种存在者，也不是神化的人。② 神显然不是任何
存在者，即使是最高的存在者都不是，所以与基督教的上帝有质的差别。海德格尔的神也不是基督教

上帝那样的完满的存在，不缺乏任何存在，相反，他的神需要存有，但是神有所需要、有所缺乏并不

降低神的伟大。在海德格尔这里，存在比任何神都更具开端性 （ＤａｓＳｅｉｎｉｓｔａｎｆｎｇｌｉｃｈｅｒｄｅｎｎｊｅｄｅｒ
Ｇｏｔｔ）③。在神和存在的关系中，最后的神来自存在的居有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是居有 “迟疑着的拒绝提升”，

也就是一种拒绝 （Ｖｅｒｗｅｉｇｅｒｕｎｇ）。这种拒绝不是单纯的不在场，而是在拒绝中已经有着居有发生，
是一种最高的赐予的方式。在存在离弃中，存在显示为拒予，而最后的神显现的方式首先是拒绝显

现。这是神对人的最极端的遥远。人认识到这个困境和这种遥远，恰恰是由于听到了神的召唤，所以

这种遥远同时是对神的独特的切近。最远和切近同时在一瞬间发生。在存在的拒予中，以暗示的方

式，最后的神降临。为此，人需要做到两件事：一是经受住作为拒绝的存在的居有，二是让存在者如

其所是地显现。④ 由此，大地得到拯救，世界焕然一新。

神不但需要存在，也需要人，只有人的建基才把真理庇护进存在者中。神的历史需要人来保存。

说最后的神或诸神在存在和人之间沟通二者，或者说它是存在自身 “道成肉身”⑤，都有很大的解释

空间。但是基督和最后的神之间仍有本质区别。海德格尔的神所做的不是救赎，将人作为罪人、低下

的存在物，让人屈服于神才能得救。在他的神中，此在没有被压低，而是被提升到它的自由的奠基

中，置身入存有之中。海德格尔明确说，诸神对于人 “不是救赎，不是压低人”⑥，存在之居有发生

在神和人的斗争中。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听从，而且还是斗争。在天、地、神、人共同构成

的游戏时空中，神、人、存在者整体才都各得其所地本真存在。

这个居有事件在决断 （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中发生。在 《存在与时间》中，面临虚无的惶恐畏惧，决

断打开了一个空间，从而完全摆脱常人状态。在后期，决断 （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首先是属于存在自身的
运作。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表示的是分离、分开，是存有的本质中心 （Ｗｅｓｅｎｓｍｉｔｔｅ），即存在自身在最中心
处就是分开、分离。在分开中，打开一个敞开域，这个敞开域就是澄明之境 （Ｌｉｃｈｔｕｎｇ），也是居有
活动 （Ｅｒｅｉｇｎｕｎｇ），是人对存在的归属，同时人成为存在的真理的奠基者。在存在的中点处打开一
个游戏时空 （ＺｅｉｔｓｐｉｅｌＲａｕｍ）。通过分开，才有了人 －神的分离和人对神的归属，人被神占有。在
这个敞开域中，存在者整体被放入决断。这种决断从存在对人的派送而言属于天命，而对人而言就是

承受天命做出决断。这种决断或者朝向历史，或者丧失历史。海德格尔称，所谓历史即大地和世界的

斗争，这种斗争的实施方式出于居有的召唤，其样式是最后的神的召唤。这种决断朝向历史的方式，

必须是对最后的神的归属样式。神的暗示是 “最短的、最陡峭的道路”⑦。最后的神的暗示涉及诸神

的 “来临和逃离的来袭和缺席”，也就是关于另一个开端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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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ａｌ对最后的神和诸神的理解是深刻而有见地的，认为海德格尔最后的神不会以任何个别的形
态显示自身，也不会成为一个宗教信仰的中心，最后的神是那种让人理解此在和存在的敞开的时间、

时间－空间的东西，筣让人经验时间的统一，统一起这个敞开域。此在从对自由的把握而被奠基，它
既非只相信自己的理论，也非仅仅依赖于一个在上的超越的能力。① Ｆｉｇａｌ点明了神在人在此－在中奠
基中的作用。在笔者看来，海德格尔的神的确有其神圣性。神不仅是促使人为存在所居有的一个力

量，而且以其神秘和令人惊异的面目启示人，这种神秘如同宙斯在天空发出的霹雳给人带来敬畏②。

但这种神圣者又跟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不同，和 “道成肉身”的耶稣也有本质区别。海德格尔说神给

出尺度，而诗人 “采取尺度”，诗人如同 “半神”一样。同样运思者、艺术家、政治领袖等也可以成

为这样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介。③ 神通过诸如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等给出尺度，他们承担起了存在的

天命，为此－在建基。在人的本质中，为存在所具有，被神所召唤，就是这种作为 “半神”的 “此

－在”。这些少数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庇护了真理，由此成为历史性的。同样，“民族”也来自神的
尺度。海德格尔强调，他所说的民族不是人类学上的某个族类，而是说他们都属于存在自身。④

结　　语

海德格尔自早期就对神和神性的主题充满兴趣⑤，对神和神性的思考跟他不同时期思考的重点问

题密切关联着。在后期，海德格尔关于 “最后的神”的论述同存在历史以及此在的建基和人的安居

密切相关。最后的神在存在离弃的困境中对人发出召唤，拒绝作为存在自身的本现的方式，是最后的

神对人召唤的方式。最后的神是存在历史从第一个开端到另一个开端的过渡中的神，就是那个能够救

渡处于极端困境中的我们的神。神还以诸神方式临现。海德格尔说诸神是曾经的诸神的变形，应当指

第一个开端处诸神的复活。他们是赫拉克利特在烤火炉旁共在的神，是人安居之神，也是在人 “归

乡”之后的 “家乡”的神，在此处，大地和天空、神和人在一个时间－空间的敞开之域中交相映射。
在存在的真理之思中，在筑基中，神在。人对神是倾听、不计算，为神所占有，被神所用⑥，同时和

神在斗争。易言之，在海德格尔看来，“未来者”的生存必定与神同在。人的本质中有神性才得其所

哉。

海德格尔的神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总之，不是神学上的神。他将神与人在存在的本现中

以特别的方式结合起来。他对神的存在和神人关系的描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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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的匿名性与自身遮蔽

———海德格尔的后期现象学研究

尹兆坤

【摘要】如何评价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的问题。本文从现象学中匿名现象的研究出

发，以海德格尔思想中存在之本现这一匿名现象为例展开。在作为匿名现象的存在之本现中，自身遮蔽起

了重要作用。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存在三重遮蔽以及作为其来源的相应的作为结构，其中自身遮蔽这一因素

成为现象学的现象的必要部分，也导致以自身显示为特征的现象学被放弃。不过由于在存在之本现处，自

身遮蔽与自身显示的双重性在起作用，因而尽管海德格尔不再使用现象学一词，但现象学依然起作用。可

见，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乃是匿名的现象学。

【关键词】匿名性；自身遮蔽；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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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之前，海德格尔的著作与讲课稿大多冠以现象学之名，尽管这里的现象学已经与
胡塞尔的现象学有很大差异。而在３０年代之后，海德格尔却是鲜有提及现象学之名，虽然他在某些
地方声称其思想是现象学，因而现象学的匿名性 （Ａｎｏｎｙｍｉｔｔ）成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
征。不过如何理解现象学的匿名性，或更确切地说，如何定位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是一个非常有争

议的问题，比如ＯｔｔｏＰｇｇｅｌｅｒ、ｖｏｎ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Ｆｉｇａｌ、ＯｌｉｖｅｒＣｏｓｍｕｓ等海德格尔研究专家都给出了自己
的理由，并通过考察现象学的匿名性现象与自身遮蔽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一、海德格尔后期现象学匿名性的争议

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是否还是现象学，这本身就是非常有争议的。ＯｔｔｏＰｇｇｅｌｅｒ认为海德格尔后期
完全放弃了现象学，也就没有现象学的匿名性问题 （因为如果谈论海德格尔后期现象学的匿名性就

承认了它是现象学的），不过这无法说明海德格尔在后期仍声称自己的哲学是现象学这一事实。ｖｏｎ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认为海德格尔后期的现象学依旧是诠释学的现象学，而海德格尔之所以让现象学保持匿名
状态，是因为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是事实本身在现象学自身显示的纯粹实行，因而现象学这一标题就

可以消失了。他认为在现象自身显示的意义上谈论后期海德格尔哲学，恰是海德格尔保持现象学而不

是放弃现象学的原因，但这一论证无法说明海德格尔必然放弃使用现象学之名的原因。①

Ｆｉｇａｌ认为 “现象学的这种匿名性与普遍性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根本运动，其本身就是对现象学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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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又矛盾的贡献”①。他紧紧抓住的是海德格尔在 《我的现象学之路》中的 “现象学乃是思的可能

性”② 这一观点。如果将思的可能性认作现象学的本质，那么现象学就是普遍的，其名称可以被放

弃。现象学的这种普遍性与其匿名性有什么关系？Ｆｉｇａｌ认为这种普遍性表现在：这种作为思的可能
性的现象学不仅构成现象学的未来，而且实际上就已经是所有哲学的过去，由此现象学就是哲学的代

名词，在这一意义上，现象学就由于其普遍性而可以放弃其专有的名称。诚然，海德格尔在其教学生

涯的一开始所关心的是作为源始科学的现象学，但之后放弃了源始科学的说法，而将现象学看作哲学

的真正实现，这样现象学实现的就不仅仅是近代哲学的渴望，而是整个西方哲学的渴望。Ｆｉｇａｌ将现
象学的思考看作是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思考，可见，他处理现象学匿名性的视角很宏大。但是，将

现象学的普遍性突出来，就能说明现象学后期的匿名性吗？毕竟在前期，海德格尔明确地谈论自己的

现象学，后期则对现象学鲜有论述，而Ｆｉｇａｌ这种将现象学普遍化的想法其实隐藏着自己推广其诠释
学的意图。通过对现象之现象性的描述，Ｆｉｇａｌ看到海德格尔通过对解蔽的阐释强调了现象中的隐匿
（Ｅｎｔｚｏｇｅｎｈｅｉｔ）特征③，但认为对解蔽的思考应进一步让位给对澄明 （Ｌｉｃｈｔｕｎｇ）因素的思考。澄明因
素之所以被突出，是因为Ｆｉｇａｌ将诠释学的空间置于这种澄明之中。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澄明先于遮
蔽与解蔽④。这样，Ｆｉｇａｌ就将空间性凸显为一种新的、更为根本的现象性。尽管将空间作为一种新现
象性在现象学上具有创新的意义，然而提出一种新的现象性与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反思态度是不相符

的。因而基于这种对现象性的理解，Ｆｉｇａｌ便不能真正理解现象学的匿名性。
在 《匿名现象学》中，ＯｌｉｖｅｒＣｏｓｍｕｓ是在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方法的思考中来谈论现象学的匿

名性问题。他非常敏锐地抓住了隐匿 （Ｅｎｔｚｕｇ）这一要素，认为海德格尔将在 《存在与时间》的第

三部分首次展示的存在之隐匿特征把握为存在之于存在者的 “存在论差异”，不过 “现象学最终奠基

于此在中，这阻碍了存在本身在现象学上被主题化并且阻碍了在其隐匿特征中对存在的指明”⑤。可

见，Ｃｏｓｍｕｓ对隐匿这一因素的重视，实际上是看出对隐匿的发现与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关系。他特
别将存在之遮蔽或隐匿特征看作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标志 （Ｂｅｚｕｇｓｐｕｎｋｔ），甚至指出匿名现象学与
规定每一思想史的历史阶段之存在的遮蔽状态都有具体的关联⑥。然而在对这种遮蔽状态的把握上，

他却走偏了。他正确地看到真理之本现中的遮蔽因素⑦，甚至正确认识到这种遮蔽因素并不能被解

蔽，然而依旧冒险地认为遮蔽本身也许可能作为遮蔽而得以自身显示即被主题化⑧。因而，Ｃｏｓｍｕｓ最
终将对海德格尔后期现象学的考察放在以显现为特征的现象学基础上，也没有描述遮蔽与现象学的匿

名性的关系，而是主要从方法论考察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匿名性⑨。诚然，海德格尔让现象学处于匿名

状态有其方法论的考虑，然而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对现象学之现象本身的考察。

二、现象学上的匿名现象

考察现象学的匿名性，首先要研究匿名现象本身。匿名或者匿名性在哲学史上很少直接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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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ＺｕｒＳａｃｈ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７，Ｓ．１０１．
ＧüｎｔｅｒＦｉｇａｌ，Ｚｕ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ｔｗｏｒｔｅｎｕｎｄＦｒａｇ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９，Ｓ．４７．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ＺｕｒＳａｃｈ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７，Ｓ．５１．
ＯｌｉｖｅｒＣｏｓｍｕｓ，Ａｎｏｎｙｍ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Ｗüｒｚｂｕｒｇ：ＶｅｒｌａｇＫｎｉｇｓｈａｕｓｅｎｎｅｕｍａｎｎ，２００１，Ｓ．６１．
Ｉｂｉｄ．，Ｓ．１４６．
Ｉｂｉｄ．，Ｓ．８８．
Ｉｂｉｄ．，Ｓ．８９．
Ｉｂｉｄ．，Ｓ．１０２．Ｃｏｓｍｕｓ简述了海德格尔由匿名性来规定现象学的多个方面，１．海德格尔放弃了现象学的名称；２．其后期现象学
有一种趋向，即方法问题完全退到真正的事实问题后面；３．那有待思考的事实本身被作为一个匿名事件来考察；４．在其历史处
境中的思面临一个根本的问题，即无论在思之内容还是在方法方面，为那由思所确保的现象找到一种语言。笔者认为，尽管Ｃｏｓ
ｍｕｓ看到匿名性的这诸方面，也顺带考察了所谓匿名现象学的事实领域，即技艺、语言与世界，然而这只是其论文很少的一部
分，其主体在于从方法上考察匿名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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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 《哲学历史大辞典》中匿名 （Ａｎｏｎｙｍ）这一条目下只列出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匿名性，该条
目是由克劳斯·黑尔德撰写的。在胡塞尔那里，在形式上看，匿名性是对那虽然起作用却未被说出、

未被认识即未被主题化的状态的描述。根据黑尔德，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存在两种匿名性，一是可被扬

弃的匿名性，二是不可被扬弃的匿名性。第一种匿名性的代表是先验自我构造世界的功能，这种功能

虽未被认识，但在生活世界中起着作用；第二种匿名性的代表是原自我 （ＵｒＩｃｈ），与这种原自我相
对的是主题化的自我 （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Ｉｃｈ）或反思的自我①，只要在现象学上对此自我进行反思，那么
这个自我就是过去的自我，而这种反思以当下的原自我为基础，因而现象学的原自我乃是最终起作用

的并且是不可扬弃的，原自我是第一位的并且是匿名的，由此，胡塞尔指出 “在所有阶段我们都有

一个匿名的自我面”②。而根据黑尔德，这种原自我之匿名性的不可扬弃状态是一个假象，胡塞尔的

手稿最终克服了这一假象，即不存在不可扬弃的匿名性。虽然黑尔德给出的理由很牵强，也未予展

开③，但从其对匿名性的描述出发，我们仍可以得出胡塞尔匿名性这一概念的含义：其一，匿名物是

存在并起作用的；其二，匿名物是首先未被认识、未被主题化的。就后者而言，匿名物是否最终都会

被认识、被主题化，也是有争议的④。

由上可知，胡塞尔并未在语言符号行为中探讨匿名与匿名性问题，而是认为匿名现象是前谓词的

现象，甚至是处于符号行为边界之外的一种源始现象，但匿名现象与语言现象有关。名称或者词命名

了一个事物，词对于事物就具有支配作用。如果一种匿名现象可以被主题化，那么便处在语言的支配

中；如果有根本不可能被主题化的现象，那么便不能被语言把握，这才是真正的匿名性。与胡塞尔一

致，海德格尔同样如此看待语言现象：“名称乃是能进行描述的词语。它将存在者送向表象，通过这

种描述力，名称证明了其对于事物的绝对的统治。”⑤ 如果对于一种现象，它虽然起作用，然而我们

尚未用名词或者符号行为描述，或者根本无法用名词或符号行为描述，那么我们就说这种现象处于匿

名状态中。对这两种匿名状态要做出区分，例如在报纸或者检举信中，作者或者检举者本是有名字

的，然而出于自身保护的目的，就让该报纸或者检举信处于匿名状态，这种匿名状态并不是根本上的

匿名状态，因为究其根本来说可以被克服；而在绘画作品中，画家可能找不到一个名称来描述自己的

作品，从而让创作处于匿名状态，这种匿名状态区别于检举信的匿名状态，因为检举信的作者的名字

是可以找到的，而某些艺术作品的命名则是不可能的，即根本不可被主题化。

在海德格尔思想中也存在这种不可被主题化的匿名现象，即存在之本现 （ｄａｓ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Ｓｅｉｎｓ），
它到处起作用，然而表象无法把握存在的本现，以表象为基础的名称就不可能命名存在之本现，在这

一意义上，存在之本现就是匿名现象。海德格尔在 《词语》一文中指出，存在之本现问题出现在

“词语破碎处”，“词语破碎”指的是词语的缺失，即存在之本现处于匿名性中。不过对于存在之本

现，海德格尔最终还是给出了 “命名”，他选择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来称呼存在之本现这一问题域，并且在思
（Ｄｅｎｋｅｎ）或者沉思 （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这一名称下来称呼对以上问题域的通达。在这一意义上似乎可以得
出：首先，存在之本现的匿名性就是一种可以克服的匿名性；其次，对存在之本现进行命名似乎与海

德格尔的语言学说发生冲突。就第一点来说，因为海德格尔将德文 “ｅｓｇｉｂｔＳｅｉｎ”中的 ｅｓ这个在
《存在与时间》中保持匿名的给予者命名为Ｅｒｅｉｇｎｉｓ，马里翁由此认为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退步⑥。马
里翁从现象被给予的纯粹性出发对海德格尔进行批判，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前期思想中作为自身显示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ｐｔｅＴｅｘｔｅüｂｅｒＺｅｉｔ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ｉｅＣ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Ｈｒｓｇ．ｖｏｎＤｉｅｔｅｒＬｏｈｍａｒ，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６，Ｃ１０，４ｂ．
Ｉｂｉｄ．，Ｃ１１，６４ｂ．
黑尔德认为，时间上无限的自身反思的重复能够将当下的本质凸显出来，然而胡塞尔明确说这种重复的反思并不是第一性的，手

稿中也很少提及对这种原自我的匿名性的克服。

Ｉｂｉｄ．，Ｃ１０，７ｂ－８ａ，胡塞尔指出在自在的第一或者最底层的主题中，进行主题化的自我连同其行为还都是匿名的。这就反驳了匿
名性最终被克服的说法。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ＵｎｔｅｒｗｅｇｓｚｕｒＳｐｒａｃｈ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５，Ｓ．２１３．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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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在现象性上的局限，指出只有某物被给予，它才能够自身显示①，也就是说被给予性才是现象

学上更为根本的现象性。他认为海德格尔自己已经在用被给予性的财产，却不承认其来自被给予

性②。如在ｅｓｇｉｂｔＳｅｉｎ这一例子中，实际上存在是被给予的；同时，由于用了无人称句，即 “存在的

被给予”是匿名的，使存在的被给予保持在纯粹被给予性中。然而后期由于海德格尔将这个无人称

句中的 Ｅｓ命名为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破坏了存在被给予的纯粹性。这在以纯粹被给予性为现象性的现象学看
来，海德格尔对存在之本现的命名无疑乃是倒退。不过，马里翁对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之本现的命名的

批判建立在一种新的现象性的基础上，这或许可以解释存在之本现处于一种无法扬弃的匿名性中的方

式，却无法解释这一矛盾，即海德格尔一方面命名了存在之本现，另一方面根据其语言学说，又认为

存在之本现出现在词语破碎处。

海德格尔对存在本现的探究深入到了现象的根基处。存在的本现就是由自身遮蔽与解蔽二重性所

规定的深渊，恰是语言与存在本现之二重性的规定使海德格尔认识到存在之本现是根本不可命名的。

这种二重性又有解蔽的一面，尽管这种解蔽基于自身遮蔽，所以海德格尔又必然地给予存在之本现以

及语言之本现以 “名称”，以便解蔽之。不过，此名称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也不是以表象为特征的名词，毋
宁说，它本身就与存在之本现是同一的。通过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匿名现象，我们可

以看到一种不可扬弃的匿名性。基于此匿名性，海德格尔后期的现象学才处于匿名性中。在存在之本

现这一匿名现象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自身遮蔽，要想真正理解这种匿名性，还需进一步探究自身遮蔽。

三、海德格尔现象学中的自身遮蔽

如果存在之本现由自身遮蔽与解蔽的二重性所规定，而且正是由于自身遮蔽，存在之本现才根本

上是匿名的，那么其中的自身遮蔽究竟是怎样的？这种自身遮蔽又怎样使得海德格尔将其后期现象学

置于匿名状态？遮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因素，海德格尔曾在 《存在与时间》中指出，遮蔽 （Ｖｅｒｄｅｃｋ
ｔｈｅｉｔ）是 “现象”的对立概念，认为遮蔽必然具有两重可能性，即必然的遮蔽与偶然的遮蔽③，不过

遮蔽似乎不止于此，自身遮蔽 （Ｓｉｃｈｖｅｒｂｅｒｇｅｎ）就是遮蔽的一种特殊的形式④。借用海德格尔谈论假
象与存在的方式，有多少假象 （Ｓｃｈｅｉｎ）就有多少存在；显现与遮蔽的关系可以改为，有多少显现就
有多少遮蔽。即使自身遮蔽似乎仍与一种作为自身显示的显现相对应，即自身遮蔽仍不是决然不显现

者 （ｅｔｗａｓ，ｗａｓｎｉｃｈ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ｔ）⑤，与之对应的是作为显现之最高形式的自身显示。这种自身遮蔽的位
置到底是怎样的？难道这种自身显示就是自身遮蔽，两者乃是一体之两面，当然这里的体或许是深

渊，显现与遮蔽之二重性的来源或许就在于这深渊？如果将自身显示与自身遮蔽看作是一体之两面，

那么这意味着显现也就是遮蔽，现象性就成了遮蔽性。如此一来不就走到现象学的对立面吗？或者，

毕竟自身遮蔽作为自身显示还是一种显现，那么自身遮蔽依旧处在现象学的范围内吗？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处在现象学的边界上？我们到底能否在现象学上谈论自身遮蔽？或者自身遮蔽只能处于匿名之

中，试图用诠释学来阐释或者从西方哲学史以及基督教中寻找新的现象来囊括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企

图，特别是当代法国现象学家的努力，这或许没有真正理解海德格尔对现象学之本质进行认识与批判

的深度？为了展开对于显现与遮蔽的研究，我们挑选最明显地体现显现与遮蔽关系的真理现象，来勘

察海德格尔对自身遮蔽的观点。

海德格尔将αληθεíα（传统翻译为真理）翻译为解蔽 （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或无蔽状态 （Ｕｎｖｅｒｂｏｇｅｎｈｅ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ａｒ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Ｇｉｖｅ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Ｓ．７０．
Ｉｂｉｄ．，Ｓ．３８．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ａｘＮｉｅｍｅｙ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７，Ｓ．３６．
Ｖｅｒｄｅｃｋｅｎ与Ｖｅｒｂｅｒｇｅｎ是近义词，而ｖｅｒｂｅｒｇｅｎ可接反身代词，ｖｅｒｄｅｃｋｅｎ无反身用法，接反身代词有自反义，因而后来海德格尔
强调自身遮蔽时，用的是Ｓｉｃｈｖｅｒｂｅｒｇｅｎ。
这里的 “不显现者”指的不是首先不显现、终究存在显现的可能性的东西，而是绝然的不显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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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并在此意义上将传统命题真理的源头回溯到直观真理①，而直观真理是一种 “让看 （Ｓｅｈｅｎｌａｓ
ｓｅｎ， ）”即显现。在命题中还有一种作为结构，即判断 （ａｐｏｐｈａｎｔｉｓｃｈ， “让看”）的作为结
构，它就是命题中错误的来源。进一步探究命题中的作为结构之来源可以看到，这个作为结构又来自

于语言，特别是作为传诉的语言②。在此，某个存在者被看到即得以显现出来，是通过这种作为结构

而被看到的。这种作为结构构成对现象进行遮蔽的一种可能性，其中的遮蔽是通达作为自身显示的现

象所需要克服的遮蔽。正是着眼于作为自身显示的现象，海德格尔才指出真理并不居于语言之中。

与这种传统命题真理相对应，海德格尔还指出了一种生存论的真理。这种真理区别于直观意义上

的 “让看”，其本身是一种形式指引。这种指引所指引者也不是主题化的对象，而是非主题化的因

缘。这种因缘是一种 “与某物有关”，海德格尔将 “与某物有关”规定为源始的作为结构③，也就是

诠释学的作为结构。这个诠释学的作为结构对世界具有组建作用，而作为此在之 “在之中”的源始

语言也包含这种生存论的作为结构，因而这个诠释学的作为结构同时对此在具有根本的组建作用。由

于此在具有这种包含指引关联的作为结构，此在才在世界中操劳与操心。然而此在首先操劳与操心者

乃是日常事务，这意味着此在首先处于沉沦中。沉沦是对此在存在之可能性的遮蔽，这样沉沦就是生

命自身遮蔽自己的一种方式，因而在 《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试图达到真正的此在之存在④。尽管

在此海德格尔已经明确认识到，沉沦也是此在的存在结构，达到本真此在的过程，就是去除沉沦之遮

蔽的过程。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要达到的是此在的真正自身，此在的自身性就是此在的真

正自身显示，即 《存在与时间》一开始所规定的真正的现象。要达到本真的此在需要克服沉沦之遮

蔽，而这种遮蔽之可能性来自于诠释学的作为结构。此作为结构更根本地与此在之自身性即与此在存

在的意义———时间性有关，对于存在意义的追问也就是对存在之真理的追问，恰是在对真理之本质的

追问中，海德格尔思想出现了转向。

海德格尔在 《论真理的本质》中指出，存在者被解蔽实际上是对于存在者整体的遮蔽。在此这

种解蔽与遮蔽可以被看作是来源于诠释学的作为结构，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指引关联都会遮蔽作为整

体的存在者进行存在指引的可能性。由此，这种遮蔽归属于存在者之真理，是根本不可克服的。如果

真理之本质就是遮蔽，而本质在古希腊语中源始地也就是存在，由此遮蔽就成为存在之本现或存在之

真理中的根本因素。在阐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第九卷中的逻各斯以及 《物理学》时，海德格

尔已经在用遮蔽或者隐匿来界定存在之真理。不过对存在之真理的描述更明显地见于海德格尔对前苏

格拉底哲人的阐释中，特别是对于赫拉克利特残篇第１６的解读中。在存在之真理中，自身遮蔽成为
主导性的，海德格尔甚至多次将真理的本质表述为澄明着的遮蔽⑤。遮蔽着的澄明与澄明着的遮蔽这

种交互的用法，恰可以体现此处自身遮蔽与自身显示的一体两面状态。在此还可以用作为结构来解释

这里的自身遮蔽吗？如果将存在之本现即居有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看作自身遮蔽者之真理，那么自身遮蔽者
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结构⑥。这种作为结构不是命题中的综合，也不是生存上的指引关联，而是作为自

身遮蔽者的存在之本现。

通过真理问题，我们描述了三种遮蔽以及三种作为结构。前两种遮蔽是可以克服的，而第三种归

属于存在，如果海德格尔同时将存在规定为自身显示者与自身遮蔽者，而真正的现象又是自身显示，

那么存在本身能否成为现象就是成问题的。如果所有的现象都由存在来规定，那么在现象中就都有自

身遮蔽。这样如何还能够谈论作为自身显现的现象？如果现象都有自身显示与自身遮蔽，那么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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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海德格尔重新翻译并诠释了亚里士多德关于 “命题”与 “真理”的一些段落。参见ＧＡ２１，§１３．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Θ１－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１，Ｓ．１４５．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Ｌｏｇｉｋ，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７６，Ｓ．１５０．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ａｕｓｇｅｗｈｌｔｅｒ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ｚｕ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Ｌｏｇｉｋ，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０５，Ｓ．３５８．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９，Ｓ．３０，３４２．
三重作为结构与三重遮蔽的对应关系可以参见尹兆坤：《作为结构 （ＡｌｓＳｔｒｕｋｔｕｒ）与自身 （Ｓｅｌｂｓｔ）———海德格尔诠释学的核心因
素》，《世界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第８５—８７页。



现象学的匿名性与自身遮蔽

的探究作为一种 “让其自身显示”也就成为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自身遮蔽总是居于支配地位的。

四、自身遮蔽决定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匿名性

通过对作为匿名现象的存在之本现的命名这一例示，以及对海德格尔思想中自身遮蔽的揭示，可

以说明海德格尔后期现象学之所以保持匿名的原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在某些场合又会尝试

用现象学或其它名称来命名其后期哲学。

如果现象学的现象包含了自身遮蔽，并且我们承认了现象的自身显示同时是自身遮蔽，那么这对

于以自身显示为目标的现象学有何影响呢？当我们试图用概念语言去揭示这种所谓的自身遮蔽现象

时，我们已经失去了自身遮蔽；当我们试图用非概念语言去揭示自身遮蔽现象时，尽管形式有所变

化，不过我们的努力不还是在将自身遮蔽现象澄清吗？如果我们保持自身遮蔽不被主题化，一任它在

自身显示的现象中存在，基于自身显示这一现象学目标，我们对于现象的认识就总是不完备的。甚至

可以说，现象学总是处于通达作为自身显示的现象过程中，现象学为自己设置了无限的任务，不过即

使是海德格尔也未曾放弃追寻现象的自身显示，从而根本上不是神秘主义或者怀疑主义。如果现象是

根本不可能完备的 （这正如我们对于海德格尔深渊的认识，深渊乃是处于一种二重结构之中），如果

现在试图在现象的二重结构之外，去找到更为源始的现象，比如身体、被给予性等，那么他们做的无

非是从西方哲学传统中，比如从笛卡尔哲学或者天主教神学中，找到自身显示的某个已被忽视或者根

本就不曾注意的层面，从而达到对以自身显示为特征的现象学的推进。不过他们并未触及现象的根本

方面，即使是揭示现象的身体、被给予方面，这些仍然是对于遮蔽的忽视，即他们根本无法把握海德

格尔揭示自身遮蔽对西方哲学的根本意义。即使是以自身遮蔽为主题的探究也只能是指示性的，甚至

是暗示性的、隐喻性的。海德格尔只能在那些自身显示的现象那里揭示这些现象的自身遮蔽，自身遮

蔽成为现象学中的支配性的因素，这就限制了现象学之绝对主义的倾向。在此限制的意义上，海德格

尔会放弃以自身显示为特征的现象学的概念，不过这不足以说明现象学的匿名性，因为匿名性指的不

只是名称的消失，而且包含那匿名物以非主题化的方式起作用。

海德格尔通过揭示自身遮蔽来限制以自身显示为特征的现象学，同时从未放弃以某种自身显示的

方式去阐释那由自身遮蔽所主导的西方哲学中的现象，他努力尝试揭示从自身遮蔽而来的自身显示。

例如，当他说语言的本现作为一种解蔽来自于自身遮蔽时，还是通过对诗歌的阐释来进一步阐释语言

的本现。这种对遮蔽的强调以及基于此遮蔽进一步开显的努力与对于时 －空二重性的强调是一致的，
即他发现了现象的不完备性或者说深渊性。从这种深渊性与不完备性而来的思想尝试，至少超越了任

何一种以某一观念为基础的 “学说”。据此，现象学或许就恢复到希腊哲学的根本含义即爱智慧，人

们对于智慧总是处于通向而不通达中。在此意义上，我们既可以放弃现象学的名称，又能够确认现象

学以某种方式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运作，即以匿名的方式在运作。由此也就可以说海德格尔后期的思

想是匿名的现象学。

综上可见，现象中的自身遮蔽这一因素对现象学的匿名性是决定性的。如果名称将存在者带向表

象，那么自身遮蔽这一要素在名称这里就被忽视了。如果放弃了这种带向表象的词语，任自身遮蔽者

处于匿名之中，那么就不会有哲学以及诗歌。不过西方哲学并未由此走向终结，海德格尔还在进一步

探索西方哲学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那里，自身遮蔽并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与自身显示联系在一起，

即存在作为自身遮蔽者处于显隐的二重性中。至于在语言之中是否有不同于名称而又足以暗示这种语

言或者存在本现的词语，确证这一点就需要研究语言的本现。这对海德格尔来说，首先是要探寻西方

语言本身是否具有如此语言，他努力在西方诗歌、古希腊的箴言、古德语中寻找；其次，海德格尔也

在考察其他语言中是否存在解决西方哲学问题，揭示二重性的语言。这些都是海德格尔后期在探究语

言上的努力，在以非主题化起作用的意义上，这些努力更可以确证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是匿名现象学。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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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

———以朱子 《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

陈　畅

【摘要】朱子的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包含对道 （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其

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朱子道统论不仅是儒佛竞争的产物，更主要是儒家源

远流长的回向 “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其作用机制表现在：１．经由性理思想的奠基，三代礼乐从
封建制中分离出来，礼乐重建的主体从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群体；２．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
性 （神圣性），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

【关键词】理学；道统论；三代之治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

作者简介：陈　畅，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明儒学案》的道统论哲学及其话语特色研究”（１２ＣＺＸ０３５）；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 （１５ＺＤＢ００５）；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
青年项目 （ＧＤ１１ＹＺＸ０１）；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ｗｙｍ１１０２７）

在当前哲学界的语境中，宋明理学往往意味着是一种内在化、微观化的心性之学。这种观点主要

是针对宋明理学抽象而繁琐的心性论思考特质而提出的。然而，在历史学界的语境中，宋明理学则是

一种与社会政治及文化塑造密切相关的思想资源。例如，科大卫 （ＤａｖｉｄＦａｕｒｅ）面向华南地区的历
史人类学研究指出，宋明理学在构建地方宗族，尤其是把华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国家体制中发挥重要

作用。① 这种反差提醒我们注意：宋明理学除了是今人熟悉的思想运动，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

治运动；其所包含的诸如心性之学与社会政治治理在内的丰富内涵，尚有待哲学界深入挖掘。若要理

解上述内涵如何融汇成一个完整的宋明理学义理整体，需要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宋明理学道统论就

具有这样的功能，它能帮助我们从整体层面审视理学义理建构及其政教机制。

理学道统论源于朱子 《中庸章句序》：“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

经，则 ‘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

所以授禹也。”② 以往研究或将其理解为一个虚构的、一线单传式的道之传授谱系，或将其理解为一

种纯粹哲学形上学视野中的儒家心性论思想体系。这两种解读的共同点在于：将理学道统论从其所从

出的思想脉络中抽离出来，作片面的单一化处理。事实上，朱子提出的理学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

包含对道 （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

０２１

①

②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曾宪
冠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２０１６年。
［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１４页。



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

考以及解决方案。本文以朱子 《论语集注》对 《尧曰》篇道统说以及 《先进》篇 “吾与点也”的阐

释为切入点，对此议题作初步探讨。

一、道统：回向三代与大中之道思潮

儒家道统学说由唐代韩愈的 《原道》正式提出。韩愈描述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孔子、孟子一线单传的先王之道，指出此道的核心内容是仁、义、道、德。① 但朱子道统论的原型并

非韩愈的道统说，而是来自孔子。 《论语·尧曰》篇记载尧、舜、禹授受之际相传之道： “尧曰：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朱子注释称：“此

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舜后逊位于禹，亦以此辞命之。今见于 《虞书·大禹谟》，比此加

详。”② 《尚书·大禹谟》的记载更详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③ 《尚书》

《论语》等经典文献在内容上的呼应，构成了朱子道统论的思想来源。作为传自孔子的重要文献，

《尧曰篇》道统思想的意义在于：孔子以讲述上古圣王相传谱系的方式彰显和确认尧舜禹授受之

“中”道思想，为中华政教文明提供了理念性的基础。④ 朱子道统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疏理中

华政教文明，为时代的社会政治革新指引方向。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作为朱子道统论核心的十六字

心法是尧、舜、禹授受之法，其所代表的是儒家念兹在兹的三代之治。这可通过与韩愈道统论相较而

进一步确认。

韩愈道统论是针对佛老思想压力而提出的竞争理论。首先，韩愈寻找儒家与佛教思想的共同点并

作高下对比，即孔子仁义之道与佛教治心之学。他指责佛教治心之学外政治、灭人伦，强调只有贯通

身心家国天下为一体的儒家学问才是治心正道。⑤ 因此，他以孔子所开辟的仁义之道，而不是作为三

代之治核心原则的 “允执其中”来概括道统。其次，韩愈主张禁止佛老之道，“人其人，火其书，庐

其居”，以恢复儒家伦理秩序。⑥ 北宋欧阳修的 《本论》严厉批评韩愈的观点，认为儒佛之争的历史

原因是在尧舜三代的王道政治和礼义教化废阙衰败之后，佛教趁虚而入，因此胜佛之本不在于 “火

其书，庐其居”，而是重建三代礼义教化。⑦ 欧阳修主张回到三代之治以立本，这是宋代士大夫政治

思潮及其核心议题的体现。例如，朱子曾评论欧阳修的 《本论》，在肯定欧阳修意图恢复三代礼制的

前提下，批评其具体方法过于笨拙⑧；陆九渊在这一问题上与朱子有共识，认为 《本论》方向正确但

流于表面。⑨ 综上，可以得出初步论断：朱子道统论并非仅仅是儒佛竞争下的产物，而主要是儒家源

远流长的回向 “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

以朱子本人的文字再作说明。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时年３３岁的朱子撰 《壬午

应诏封事》，将十六字心法定位为贯本末而立大中的治道渊源。瑏瑠 “大中”又称 “大中之道”，是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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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唐］韩愈：《原道》，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８页。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卷１０，《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９３页。
［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４，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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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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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欧阳修：《本论》，《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七》，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１２３页。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３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３３１０页。
［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语录上》，《陆九渊集》卷３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４０８页。
［南宋］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０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７１—５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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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的常用词汇。例如，皇二年，时年１８岁的程颐上书宋仁宗，自言 “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

道也……其为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①。在程颐的

用法中，大中之道是三代之治的最高原则，是圣人之道的核心内容。这一用法的最早源头是 《尚书

·洪范》记载的洪范九畴之第五畴 “皇极”： “五，皇极。皇建有其极。”孔安国释为 “大中之道，

大立有其中，谓行九畴之义”，孔颖达疏为 “皇，大也。极，中也……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

大中教民也…… 《中庸》所谓 ‘从容中道’，《论语》‘允执其中’，皆谓此也”②。王道、大中之道、

中庸之道是同义词。朱子、程颐此用法的源头，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余英时指出， “大中之

道”在两宋时代最早是孙复的特有用语。③ 孙复认为 “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也”，

强调三代大中之道经由孔子损益而集大成、焕然齐备，其贡献高于三代圣王。④ 这是宋初儒家士大夫

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的表现。余英时认为北宋 “回向三代论”大盛于仁宗之世：北宋立国之后经过

七八十年的酝酿，不少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对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革新的

要求。⑤ 朱子本人亦有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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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始说得透。”⑥ 这足以说明朱子道统论是继承了宋初儒家士大夫回向三代的

政治理想，而非蹈袭韩愈旧说。

需要提及的是，以仁义之道或大中之道界定儒家道统论，在韩愈与朱子那里主要是时代差异，即

大中之道是宋代回向三代思潮的产物；其他方面则没有太大区别，例如韩愈也强调孔孟与三代圣王的

一贯之道，朱子也以仁义礼智信解释 “中”。但在现代语境中，两者却有本质的差异，这涉及到究竟

是把儒学降格为与经世济民无涉的思想资源，抑或返回其更为根本的文明之大经大法原貌。现代学界

误解宋明理学为内在化、微观化之学术，很大程度上就是混淆了这一点。牟宗三的道统观念即为典

型。他将三代之道与孔子之道作断裂式的处理：三代之道是 “政规业绩”之道、文制之道，区别于

孔子所创辟的内圣之道；两者对应于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之别。经由这种区别，牟宗三把理学心性之

学从 “三代之治”中作某种抽离：宋明理学家承续的是孔子所创辟的内圣成德之教，并以此内圣之

教来 “觉润”唐虞三代所传 “文制之道”、使之成为活法。在其解说中，理学内圣之学趋向个体性的

学问，其意义在于 “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传统儒家念兹在兹的经世济民成了 “偶然的义务”⑦：

有之甚好，无之亦不影响理学之意义。牟宗三断裂式的道统观消解了儒学的政教意义，儒家道德被局

限在社会历史之外的纯粹空间，成为独立、独断的存在。这是现代语境中以仁义之道为道统核心内容

并做抽象思考时容易陷入的误区。这也反过来彰显了朱子道统论特质：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儒家士大

夫大中之道思想，关注的是回向三代之治，而非断裂；其重点是在新时代再现三代之治的政教规模，

而非局限于个体内在的道德人格。

二、性理：封建制礼乐的重建基石

北宋初期士大夫对大中之道的理解多在制度层面，孙复的弟子石介即为典型。石介以井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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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５《上仁宗皇帝书》， ［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渔点校：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年，第５１０页。
［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１２，前揭书，第３０７—３１１页。【笔者按】：朱子后来作 《皇极辨》，认为

“皇”应释为 “君”，反对释为 “大”。这种观点差异不妨碍下文所论述的内容，即朱子道统说是两宋回向三代、大中之道思潮的

产物。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３１３页。
［北宋］孙复：《孙明复小集·上孔给事书》，《宋集珍本丛刊》第３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６６页。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第１８４—１９８页。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２９，第３０８５页。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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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乡射、学校等具体制度来解释 “三王大中之道”，坚持三代之道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圣人

而与时势无关，“圣人存则道从而隆，圣人亡则道从而降”①。石介所论三王之礼法主要是周代礼法。

周礼是封建宗法的产物，自秦代废除封建、推行郡县制以后，古代社会一直着面临如何损益以及重建

礼乐生活的问题。石介认为新时代能够 “尽行三王之道”，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

问题。当三代大中之道被归结为三代礼法时，回向三代之治就变成损益、恢复这些具体的礼与法。朱

子则批评此类学说不透彻。朱子在评论 《本论》时指出欧阳修意在恢复封建、井田与冠、婚、丧、

祭、搜田、燕飨之礼，重建礼乐塑造民众生活的功能。② 朱子和陆九渊批评欧阳修 《本论》为

“拙”、“只说得皮肤”，主要是因为其并未思考平民化的郡县制时代如何重建封建制 （贵族制）礼乐

的问题。朱子认为只有二程才真正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原理，③ 即回向三代之治不是简单的制度损

益，还必须有更加根源的基础。下文根据朱子对 《论语·尧曰》和 《先进》 “吾与点也”的注释，

作具体考察。

对于 《尧曰》篇的 “天之历数在尔躬”，朱子释为 “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

也”④，认为历数是指帝王相传的顺序，具有如同四季节气般的公共性和客观性，它是由 “其人之德”

而非 “图馩”谶纬来决定的。⑤ 那 “其人之德”如何能决定历数的公共性？朱子对 《先进篇》“吾与

点也”的注释透露了个中信息。略引 “吾与点也”章如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点，尔何如？”……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篇》）

朱子注释称：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

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程子）曰：“……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⑥

简言之，贯穿孔子师弟问答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三代王道、礼乐精神的问题。子路、冉

有、公西华的回答仅得其表，曾点的回答能够深得其意，故而孔子赞许曾点。朱子引程子之言阐释三

代王道之真意为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天地万物各得其所，此为

孔子之志，也是上文所说的能够决定历数公共性的 “其人之德”。这种诠释具有多层次的政教与道德

实践意义，试述如下。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之言曰：“夫礼，必本于天，?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

冠、昏、朝、聘。”⑦ 古典世界人的日常生活是在丧、祭、射、御等礼乐实践中展开的，日常性和神

圣性在礼乐秩序中贯通为一。这种贯通被朱子解释为天理流行境域中的各得其所、各遂其性。天理观

念是朱子诠释话语的核心与基石：万物各遂其性的性，是万物得之于天的理。朱子对天理的定义是

“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⑧。“所当然之则”是事物内在的规律和性质；“所以然之故”是事

物之所以成立的原由。概言之，天理是事物内在的本性与本然应然状态。人、物个体本性与本然状态

的实现，既是每一个体内在秩序的完成，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由此，天理观在回向三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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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石介：《汉论上》、《汉论下》，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１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１１、１１４页。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３９，第３３１０页。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２９，第３０８５页。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卷１０，《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９３页。
［南宋］朱熹：《论语或问》卷２０，黄坤点校：《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１０页。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卷６《先进第十一》，《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５８５页。
［南宋］朱熹：《大学或问》上，黄坤点校：《四书或问》，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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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进程中具备了两大功能：一是获得批判和建构的双重视野，以内在于历史的方式审视历史、开创

未来，以个体自治的方式建立道德状态；二是将礼乐与封建制作出某种程度的分离，令其更具当下的

实践性。

先看天理观的批判视野及建构视野，这可通过对比 《宋史·道学传》与欧阳修所撰 《新唐书·

礼乐志》的不同历史叙述来了解，其中亦能彰显礼乐从封建制中分离的具体机制。

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

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孟子没而

无传……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

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道学传》）①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新唐书

·礼乐志》）②

对比可知，两家文字所指的是同一个历史现象：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型及其历史断裂。《新唐书

·礼乐志》的叙述以礼乐为核心：三代治教皆出于礼乐，以礼导民、治教合一；三代以后则是治教

分离，官府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治，礼乐沦为形式化的虚名，失去化民成俗的实质功能。在这一叙

事中，解决历史断裂、回向三代之治的途径无疑是恢复那些具体的三代礼乐制度。《宋史·道学传》

的叙述以 “道”为核心：三代以道为政教、职业、讲习、日用生活，此为天德王道之治；三代以后

“道”失其用，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其所描述的道之内容，是民、物皆被此道之泽，各遂

其性 （自治）；这意味着 “道”是引导民、物自治之意。在理学的历史叙述中，三代封建制度的实质

是一种引导性的政教伦理：引导万物各遂其性、各正性命，以完成和实现自己天性的方式确立自身。

这种历史叙述的实质是把性理作为礼乐制度的基石，进而将礼乐与封建制作出某种程度的分离。

《宋史·道学传》对三代之后的描述以道统传承谱系刻画为主，没有涉及其治教状况。朱子的文

字可视为补充：“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

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

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③ 朱子寓道德批判于历史批判之中，而道学论述的建构性

就由其批判性奠基。朱子对于历史的道德判断，表面上是断裂古今，实质上是为不同的历史时空建立

起一个共通的性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重建礼乐的神圣性。由于性理是礼乐的基石，基于古今共通

的人性，礼乐得以从封建制分离出来，能够重新应用于新的历史时空。在 《新唐书·礼乐志》历史

叙述中，礼乐本身就具有神圣性和规范性；欧阳修没有思考的是：在礼乐已经成为虚名，其神圣性和

规范性在实际的政教生活中受到摧毁的情况下，回到三代礼乐制度这一做法是否有效。《宋史·道学

传》的历史叙事以及朱子的汉唐批判，找到了礼乐在不同时代的共通基础，能够指向当下与未来，

具有非凡的建构意义和巨大的实践空间。其建构性和实践性主要表现在：礼乐经由性理奠基，得以从

封建制中分离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制礼乐的问题被取消了，而是以精神内核的方式重现于平民

化时代的伦理秩序。

以宗族建设为例加以说明。汪晖指出，郡县制度下的封建问题集中在宗法家族制度的演变问题

上④，表现为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兴起的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谱等宗族重建运动。宗族共同体是一个

血缘、伦理甚至政治共同体，其成员以血脉亲情及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伦理秩序为纽带。宗族是宋代

以降中国伦理社会的基本单位。所谓伦理社会，就是以伦理组织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伦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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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４２７《道学一》，《宋史》第３６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２７０９—１２７１０页。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１１《礼乐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南宋］朱熹：《答陈同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５８８页。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１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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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是由于古代圣人基于对人性的洞见而作出的制度性建构，而不是由宗法社会自然演成；伦理

的核心内容表现为，人在情感中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在欲望中则只知为我。① 这一观点可谓洞见，

亦是 “道心与人心”的注解：互以对方为重的情感关系是 “道心”的表现，是人类社会凝聚和合的

基础；自私自利的欲望关系是 “人心”的表现，是社会冲突的源头。从人心转变到道心，在群体层

面是伦理秩序的形成；在个体层面则是个体道德状态的建立。换言之，礼乐秩序与个体道德在性理层

面统合成整体。因此，性理学不仅是生命成长之道，也是社会政治和教化之道。

在郡县制的历史条件下，回向三代封建礼乐之实践得以可能，是基于理学家性理之学所开拓的思

想空间与实践空间。经由人人同禀于天的性理之奠基，三代礼乐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礼乐重建的主

体从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群体。从由上而下的为政者损益制度颁行天下，转变为民间社会各遂其性

（自治）的个体道德完善与群体伦理共同体建构。此即朱子认为的直到二程出场才说得透的 “理”，

它为解决时代政治难题、回向三代之治奠定了基石。

三、道心：“自我”中的公共性 （神圣性）及其工夫义蕴

对 《论语·尧曰》篇的 “允执其中”，朱子释为 “中者，无过不及之名”②、 “盖以其在事者而

言”③。“中”是在事情、行为中所体现的恰到好处、“无过不及”。以 “中”来概括三代礼乐核心原

则，彰显了日常生活本身所蕴含的公共性 （神圣性）。宋初回向三代之治思潮以及作为其后续的理学

运动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社会文化 （礼乐）脱离人的真实生命的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在宋代士大

夫的各种历史叙述中，这一现象是三代之治在历史上断裂的产物。无论是礼乐沦为虚名，还是经学末

流以繁琐的注疏训诂为务，都是文化与人的生命脱节的表现。因此当文化脱离真实生命、失去塑造生

活的功能时，就需要人内在的新生力量的觉醒，以重塑文化对生命的规范和养护。在 《新唐书·礼

乐志》和 《宋史·道学传》的历史叙述中，真实生命来自公共性 （神圣性）与日常性的融合。理学

的独创之处在于，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 （神圣性）。此即前文所说的每一个体内在

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

朱子论述十六字心法与国家政教的一体机制称：

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

日用之间，二者并行，迭为胜负，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系焉。是以欲其择之精

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则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

而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④

“心”一般是指称自我的概念，朱子所说的 “道心”则是表述 “自我”中的公共性 （神圣性）

的概念。朱子指出道心得之于天地之正，而古典思想中的天地是人物共生的场域，是公共性、规范

性、神圣性的根源，表明道心是人的生命存在通向天地的通孔。“通”主要表现在心能以 “思”的方

式通达于万物。⑤ 换言之，心本身就蕴涵着通达天地场域中的人、事、物和家、国、天下的功能；圣

人将其发挥到极致，尽心知性知天，就能建立长治久安的治天下之大法。与道心相对的人心，则是由

于人的形气之私欲障蔽了通向天地的通孔所造成。得于天地之正的道心，朱子 《中庸章句序》释为

“原于性命之正”⑥。性命之理是 “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这种界定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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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６—８７页。
［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９３页。
［南宋］朱熹：《论语或问》，黄坤点校：《四书或问》，第４１０—４１１页。
［南宋］朱熹：《答陈同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５８６页。
［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卷１１，《四书章句集注》，第３３５页。
［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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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性理并非事物之外的孤高存在，而是事物内在的本性与秩序；二是指出性理既包括当下事物之变化

的个别性之理，也包括超越个别性限定的根源之理、结构之理，天下万事万物因此被纳入相互通达、

彼此相与的贯通状态，即 “各正性命”、“物各付物”。上述两个意义分别代表个体性与公共性 （规范

性），说明性理之学本身就内在蕴含着个体性与公共性的恰当平衡结构。这是理学家针对宋代以后平

民化社会之政教秩序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最根源的政教意义。由此，在理学视域中，天地就

是由性理而统合起来的共同体；在以天地为范型建构而成的人伦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以

利益交换或外在强力为媒介建立的，而是以内在本性为纽带连接起来的社会关系。理学的目标是建构

一个由多种多样的个体融合而成的公共社会，这一社会尊重彼此相异的个体并追求个体之间和谐协调

的共存状态。而共同体内部所有个体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内在本性的自觉，都是维护共同体的责

任承担。由此，每一个体 “各正性命”的行为，都具有身心道德秩序和政治伦理秩序的双重意义。

符合人的本性和道德原则行事，推而行诸天下，就是大中之道，“凡其所行，无一事不得其中，而于

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

然而，“自我”中的公共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自然开显，这需要工夫修养。“心”在儒家思

想脉络中，向来与工夫修养联系在一起。例如先秦儒学典籍中， 《孟子》之 “尽心知性”、 《荀子》

之 “虚壹而静”，皆表现出这种工夫义蕴。朱子的 “心”论亦不例外。在朱子的论说中，人 “心”

的实践场域就是上述个体性与公共性平衡结构之具体展现。前文提到，性理之学公共性的落实，是基

于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自觉。朱子对这一 “自觉”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诠释方案即知觉论：“心之虚灵

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

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① 心的主要功能是虚灵知觉，“虚”指涉心之无

形象无方所；“灵”是指示心之功用。例如，心可体察万物而无不察照等。知觉则分 “所知觉者”与

“能知觉者”，前者是心之理，后者是气之灵，能、所合起来表示心 “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功能②，

即知觉的内涵和定位是认知道理以及运用道理。朱子认为知觉是 “智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③。在朱

子对四端之心解释中，“智之端”为是非之心，“智之用”（知觉）则是对于道理的认知与辨别。知

觉为 “仁者之所兼”，是在 “能知能觉”为仁心发动状态的意义上言说，也是在仁包四德而贯四端的

意义上说。朱子在论 “未发之中”时说：“盖当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也……且夫

未发已发，日用之间，固有自然之机，不假人力。方其未发，本自寂然，固无所事于执；及其当发，

则又当即事即物，随感而应。”④ 静坐之时，此心尚未应事接物，没有所知所觉之事，但能知能觉之

心未尝停息。能知能觉之心类似于未尝发动的 “恻隐之心”，是不假人力、贯通人的生命全过程的自

然生机。换言之，能知能觉是仁心发动的状态。仁心是天地生生不息之心，是爱人利物之心。⑤ 仁心

温然爱人利物的原型是天地生育万物；生育、生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与外界交换能量的过程。

心也是如此。因此，朱子的知觉论是对 “自我”中的公共性的开显，意味着自我不是封闭的主体，

而是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不断沟通的创造性自我，是不断进行生命转化的自我。知觉论同时也意味

着，沟通中的自我有可能走向封闭，即 “梏于形体之私”的人心。

朱子在解释道心、人心之辨时强调区分的根源在于 “所以为知觉者不同”，说明心具有自觉与超

自觉两层内涵：如果说性理是超自觉的存在，那么 “知觉”便是将性理落实于具体生命的自觉状态。

落实是指发挥知觉具备的认知、运用道理的功能。这表明朱子力图将人性的深层品性开显出来，获得

精神上自新的思想目标；同时也展现朱子所坚持的理性主义立场，即强调 “理”对于心的主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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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４页。
详见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５，第８５页；朱子：《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５页。
［南宋］朱熹：《答吴晦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２册，第１９１８页。
［南宋］朱熹撰，黄坤校点：《四书或问·中庸或问》，第５８—５９页。
［南宋］朱熹：《仁说》，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３册，第３２７９—３２８０页。



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

朱子认为 “天理人欲之判、中节不中节之分，特在乎心之宰与不宰”①，即在于心能否认知和运用道

理。通过充分发挥心的这一功能，就能够根据公共客观规范对 “情”的种种活动进行检查，使人的

意念与行动符合 “理”的要求。在朱子看来，性理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人人自有之物；知觉

功能的运作机制并非以人的知觉去认知外在的道理，而是把人所固有的道理发挥、运用出来。“道理

固本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② 因此，发挥 “自我”中的公共性，建构日

常生活的公共性 （神圣性），最终落实于心之虚灵知觉所具有的主宰功能上。总而言之，朱子的知觉

论述表明，作为理学道统论核心的道心人心之辨，不是纯粹个体化、内在化的精神修养，而是以天地

为场域的生命转化。对此，朱子对儒家恕道的诠释有助于理解：

天地之化，生生不穷，特以气机阖辟，有通有塞。故当其通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则有似于恕；

当其塞也，天地闭而贤人隐，则有似于不恕耳。③

朱子认为 “恕”是 “随事应接，略假人为”④ 的 “求仁工夫”⑤，是道德实践过程。 “气机之通

塞”是道心、人心之辨的原型。这种诠释方式表明理学道德实践的思想原型是天地之化：破除事物

彼此不相与、不相知、不相通的存在状态，重建事物之间的本真联系，实现万物在时间、空间上的恰

到好处的配置。这是理学道统论重塑文化对生活、生命的规范性和养护性的核心机制。三代礼乐的规

范性和权威性由此得以落实于人的生命过程，而不仅仅是虚名。

四、结　　语

综上，朱子的道统解释没有局限在内在的精神体验中，而是展开于广阔且具体的家、国、天下、

社会历史政治视野中。理学道统论的思想目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一种思想文化经验，开辟一个

“文化”的生活世界。具体说来，理学道统论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内容是将人的本性

与社会公共性融合一体、以内在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建立神圣性 （规范性）。随着理学运动的推广，这

种思维方式最终落实于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人们为生活世界之合理性作论证的主要途径。例

如，人们往往以理、性、心作为日常生活、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所有社会行为的终极判

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争端、冤屈时往往诉诸天理、良知。这一思维甚至延续至今，可见理学道

统论深远的历史影响。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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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问张敬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３９５页。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１７，第３８２页。
［南宋］朱熹撰，黄坤点校：《四书或问·中庸或问上》，第７２页。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２７，第６９１页。
［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２９，第７５７—７５８页。



《朱子家礼》真伪考的历史回顾与探索

毛国民

【摘要】纵观 《家礼》真伪学术争论史，伪本论最关键人物是王懋、最焦点的文献是 《家礼考》；真本

论者惟有翻越王氏及其 《家礼考》，才可能确立 “《家礼》乃朱子书”之言。本文在邱?、夏?等前人的

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反驳王氏观点，并提出一些新证，如手书 《家礼序》笔迹对照、《家礼》核心

内容并不悖逆 《仪礼》主旨、无 “深衣之续
'

钩边”“丧服辟领”“妇人不杖”等常识错误等。这些新证

将指向 “《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

【关键词】朱熹；家礼；真伪考；王懋；夏?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８－０８

作者简介：毛国民，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４２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 “关系与契约互补的乡村治理研究”（１７ＢＳＨ０８２）

《家礼》作为 “朱子之书”，却屡遭非议。元代应氏、清人王懋多有质疑，明人邱?、清人夏

?等则为其 “正名”。时至今日，争议之声仍不绝于耳，先后有阿部吉雄、陈来、束景南、彭林等学

者，专题讨论过 《家礼》的真伪问题。

一、伪本论：《家礼》“非朱子之书”

持 《家礼》“非朱子之书”观点者，最早可追溯至元代应氏，其说存于 《家礼辨》，但 “元应氏

作 《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于明邱仲深浚所刻 《家礼》中”①。从中可见应氏的理由有四：（１）
朱子自说 “顾以衰病不能及”②；（２）其弟子勉斋说 “未及脱稿而先生殁”；（３）时间不吻合，因为
宋光宗绍熙 （１１９４年）是在孝宗乾道己丑 （１１６９年）后，而朱子在２０多年后写作的 《跋三家礼范》

中却说 “顾以衰病不能及”；（４）《家礼》虽然已成四卷并 《家礼序》文，但并未成书，只是门人编

入张拭本③。

但伪本论的主要代表，应推清人王懋。仅 《家礼》真伪考证的论著，他就有 《家礼考》《家礼

后考》和 《家礼考误》。他明确提出 《家礼》“非朱子之书”（Ａ１）④，理由是：（１）从证据链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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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懋：《白田杂著》卷２《家礼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５９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６６２页。
［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８３《跋三家礼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９２０页。
此处应指张縂的 《三家礼范》，朱子曾为其作 《跋三家礼范》。

［清］王懋：《白田杂著》卷２《家礼考》，载于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８５９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６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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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礼》不知作者是谁，也不知书从何出，证据链条是断裂的。Ａ２、Ａ４和Ａ５认为①，书的出处载于
黄? 《朱子行状》，《家礼序》载于朱子 《文集》，成书的岁月载于李公晦的 《朱子年谱》，其书 “亡

而复得”之由又载于陈安卿的 《家礼附录》。数人记载、数个陈述，又在多书之中，如此零碎的信

息，作为证据则说服力有限。另外，在 “先生葬日”突然有人携来，但不知是何人且不知何所，此

“记录”也不能作为证据。（２）从 “文本出生”证明文献看，都没有提及 “丧时送 《家礼》”之事。

《年谱》记载 “丧时”，可 《家礼序》绝字未提 （Ａ３、Ａ４）； 《行状》和 《书家礼后》也没有提及

“丧时有人送 《家礼》” （Ａ６、Ａ７）；朱子重要信件和 《语录》中虽提及 《家礼》，但非五卷本 《家

礼》（Ａ１０）。于是，王氏断定：《与蔡季通书》中提及的 《家礼》，只是 “《仪礼经传通解》中 《家

礼》六卷之四”本。（３）《家礼序》与朱子重宗法观点不合。有人因 《〈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

《家礼》，并假托为朱子所作； 《家礼序》亦是仿 《礼范跋语》而作的，故 “序中绝不言”宗法

（Ａ１２、Ａ１３）。故这是 “伪作”，《家礼》 《家礼序》和 《跋三家礼范》等文本的主旨不吻合甚至冲

突，《家礼》重 “宗法”而 “序”文却不言 “宗法”。（４）从时间上推论或考证，《家礼》亦非朱子
所作。张拭本 《三家礼范》“不详其年”，但其成书时间在朱子 《答汪尚书书》《张敬夫书》《吕伯恭

书》等书信前后 （Ａ８、Ａ９）。《文集》记载，朱子与张敬夫等往复多次论及 “祭仪”和 “祭说”，如

果朱子亲书 《家礼》且成书，为何绝不提及内容密切相关的 《家礼》，而仅只提及 “祭仪”和 “祭

说”等问题，这似乎不合常理。由此推断，庙中被窃之书可能不是 《家礼》，而是 “祭仪”和 “祭

说”等文本。《朱子行状》是在朱子殁后２０多年作，其时 “冒牌” 《家礼》已盛行多年，又有朱敬

之传录，故黄?没有怀疑其书真伪，直接将此记入 《行状》 （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５）后人误
信朱子家季子之言，最终造成这一错误。大家都信以为真，加上 《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

安卿翻刻，杨氏、周复考订并尊用，后人 “不敢少致其疑”，以为是文公 《家礼》（Ａ１８）。
当代，彭林作 《朱子作 〈家礼〉说考辨》②，试图从 《家礼》内部文本考察来重伸王懋 《家

礼》“伪书”说，其主要质疑有：（１）《家礼》作于何时和见于何时，弟子门人 “言人人殊”；（２）
《家礼》与朱子晚年之论不合；（３）《家礼》讹误种种，这是否定 “朱子之书”的关键 “内证”。他

认为 《家礼》与 《仪礼》有相悖逆之处，有些礼文劣于 《书仪》，甚至犯了礼学常识性错误且悖逆

时势；《家礼》有 “虚抬宗法”、仪节错乱、昧于经义、前后不照、取舍失当等问题，在 “丧服制

９２１

①

②

参见 ［清］王懋：《白田杂著》卷２《家礼考》，前揭书，第６６２页。本文为论说方便，依次按照 《家礼考》每条的顺序编号

为Ａ１－Ａ２０。
Ａ１．《家礼》非朱子之书也。Ａ２．《家礼》载于 《行状》，其 “序”载于 《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于 《年谱》，其书亡而复

得之由载于 《家礼附绿》……Ａ３．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Ａ４．李公晦叙 《年谱》，《家礼》成于庚寅居祝，孺人

丧时。《文集序》不纪年月，而 《序》中绝不及居丧事。Ａ５．《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语，以为此牲年僧寺所亡本，有士
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其录得携来，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Ａ６．黄勉斋作 《行状》，但云 “……未及

更定”。既不言成于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 《书家礼后》亦然。Ａ７．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
(

第弟子，而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Ａ８．按：《文集》朱子 《答汪尚书书》与 《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论 《祭仪》《祭

说》，往复甚详……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 《祭仪》、《祭说》为言耶？Ａ９……
则是所亡者乃 《祭仪》《祭说》，而非 《家礼》也明矣。Ａ１０．《文集》、《语录》自 《家礼序》外无一语及 《家礼》者。惟 《与

蔡季通书》，有 “已取 《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 《仪礼经传通解》中 《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 《家礼》也。

Ａ１１．甲寅八月 《跋三家礼范后》云：“……顾以衰病，不能及已……”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耋老，岂尽

忘之至是，而乃为是语耶？Ａ１２．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 《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盖自附于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

托之朱子所自作。Ａ１３．其 《序》文亦依仿 《礼范跋语》，而于 《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

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Ａ１４．其 《年谱》所云 “居母丧时所作”，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Ａ１５．敬之但据所传，不
加深考……Ａ１６．……Ａ１７．而勉斋 《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余年，其时 《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

非，但其辞略而不尽……Ａ１８．后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传，又见 《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

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Ａ１９……Ａ２０……所摘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 《家礼》决非朱子

之书。

彭林：《朱子作 〈家礼〉说考辨》，《文史》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３６３—３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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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妇人不杖”“握手”等礼文上也有疑误。

归纳起来，伪本论主要从三个方面证伪：Ａ．以朱子本人自述 “顾以衰病不能及”及其弟子陈述

“未及脱稿而先生殁”等；Ｂ．《家礼》内容和观点多 “与朱子晚年之论不合”，与 《仪礼》相悖逆，

《序》与重宗法观点不合，以及 “虚抬宗法”等；Ｃ．证据链不足，如成书时间上有明显冲突，《朱
子行状》 《年谱》重要信件和 《语录》中都没有提及 “丧时有人送 《家礼》”等。他们的基本判定

是：《家礼》乃他人假托朱子之名所作。

二、真本论：《家礼》属 “朱子所作”

对伪本论的最早回应，当属明人邱?。他认为应氏证伪理由的 （２） （４）不成立，是 “浅妄”

之论①。如果没有 《家礼》一书，何有 《家礼序》？实际上，勉斋 《跋语》所谓 “未及脱稿”者是指

《仪礼经传通解》而非单行本 《家礼》。“未及脱稿”者乃是 《丧礼》《祭礼》，是朱子嘱咐弟子黄?

和杨复续修 《仪礼经传通解》。因而，《家礼序》“文决非朱子不能作”，亦非门人编入张拭本的。但

邱?未能对应氏证伪理由 （１）（３）作正面回应。
真本论之集大成者，当属清人夏?。他认为 “《家礼》一书，朱子所编辑，以为草创之所未定则

可，以为他人之所仪托则不可也”②，其反驳的主要论点如下：（１）朱子弟子及其儿子的话，真实可
信③。黄勉斋等皆是朱子升堂入室之高第弟子，敬之亦是能传朱子之家学者，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

误④。（２）王氏复拾应氏之 “唾余”，乃以讹传讹⑤。王氏以 《文集》 《语录》无一语及 《家礼》，

《家礼序》也是依 《三家礼范跋后》为之，乃 “唾余”应氏之说，与事实相违背。（３）《文集》《语
录》多次言及 《家礼》，且内容吻合。所引 “诸条，虽不明言 《家礼》，然曰草具、曰修定、曰尝

修，非朱子 《祭礼》明有一书乎？”⑥ 夏氏找出大量对话和语录以印证⑦。（４）不见 “家礼”二字，

便说 “他人伪托”，其甚汰矣⑧。 “草具、修定、尝修”之义，便是言朱子在作 《家礼》 “祭礼”。

（５）以 “顾以衰病未能及已”断定 “非朱子书”，过于武断⑨。夏?回答了 “邱?未能回应的 ‘应氏

疑问 （１）’”。《〈三家礼范〉跋》作于绍兴甲寅，朱子时年６５岁，所修之 《家礼》亡之已久。朱子

可能是迫于桑榆，因身体衰老等原因不能补辑被窃之 《家礼》，而希望后人来补修，故作此言。此

处，朱子是无力 “补辑”，并不是撰写 《家礼》新书，不能因此断定朱子未成 《家礼》一书。如果

据此以为朱子实未尝有是书，那么 《文集》 《语录》所云修定、尝修、草具者，岂不都是诳语？总

之，夏氏认为 “《家礼》为未成之书，其中议论节目，不能无待于修补。儒者更以 《书仪》及诸家之

说，参酌而行之可矣。然其大体则已得之，乌得以为非朱子之书哉？”瑏瑠 至此可以说，夏氏主张的

（１）是对王氏主张的 （５）的有力回应，夏氏主张的 （３）（４）是对王氏主张的 （４）（５）的正面回
应，夏氏主张的 （２） （３） （４）是对王氏主张的 （２）的回应，夏氏主张的 （５）是对应氏主张的
（１）的正面回应。笔者认为，夏氏的这些回应是有力的，无需再重新论证。但是，应氏主张的 （３）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清］王懋：《白田杂著》卷二 《家礼后考》，前揭书，第６２３页。此卷记录，邱?评应氏 《家礼辨》曰：“应氏之为其言，其

亦浅妄之甚矣！”

［清］夏?：《述朱质疑》卷７《跋家礼》，《景紫堂文集》（三），民国十年刻本，第２１－２５页。
［清］夏?：《述朱质疑》卷７《跋家礼》，前揭书，第２１－２５页。
陈来：《朱子 〈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第３期，第１２２页。
［清］夏?：《述朱质疑》卷７《跋家礼》，前揭书，第２１－２５页。
［清］夏?：《述朱质疑》卷７《跋家礼》，前揭书，第２１－２５页。
［清］夏?：《述朱质疑》卷７《跋家礼》，前揭书，第２１－２５页。
［清］夏?：《述朱质疑》卷７《跋家礼》，前揭书，第２１－２５页。
［清］夏?：《述朱质疑》卷７《跋家礼》，前揭书，第２１－２５页。
［清］夏?：《述朱质疑》卷７《跋家礼》，前揭书，第２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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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氏主张的 （１）（３），即写作时间冲突、证据链断裂、《序》不言宗法等疑问，仍未得到回应。
近现代，持朱子 《家礼》属 “朱子所作”观点者甚众。例如，陈来找到一些 “新证”：（１）内

容上的 “几条新证”，考定了 《家礼》一书中 “祭礼”部分确为朱子所作。（２）逻辑上，驳斥了王
懋的两个重要疑问，即本文前述的王氏 “理由”（４）（２）等。“白田发现的旧谱的这一年代差误，
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朱子曾在后来其他时候写成 《家礼》的可能性……甚至于，即使序文是伪作的，

也并不就能排除本文是朱子所作的可能性。”① （３）以还原朱子时代与人物生活背景，驳斥王氏 “葬

日有人送伪作 《家礼》”之说。但是，仍有关键问题没有解决，未能充分回应应氏主张的 （３）和王
氏主张的 （１）（３）（即写作时间冲突、证据链断裂和 《家礼序》不言宗法等）；此外虽考定 《家礼》

“祭礼”确为朱子所作，但未能考定 《家礼》全书或其大部分核心内容为朱子所作。

束景南也发现新的反驳视角，考述了朱子如何增益 《祭仪》，并在此基础上如何形成 《家礼》一

书的过程②，即朱子初作 《丧祭仪》，由此推及昏、冠而粗具 《家礼》，只是被窃后葬日始出，可见

其书为朱子本人所作。“朱熹作 《家礼》，于 《文集》《语类》本自昭昭可考。”③ 经考证，他明确以

下几点：（１）断定朱子草拟 《家礼》的时间为１１７５年；（２）１１７６年２月 《家礼》已经 “成书”，只

是没有完全 “脱稿”；（３）“礼书”当指 《家礼》，而非 《丧祭礼》、《祭仪》或 《仪礼经传通解·家

礼》。至此，束氏基本回应了应氏主张的 （３）和王氏主张的 （１），即解决 《家礼》文本 “时间”上

的质疑。但是，王氏主张的 （３）（即 《序》不言宗法）仍然没有得到回应，本文则欲提供 “新证”。

三、《家礼》真伪考新证

除上述两派观点外，还有折中论者。日本上山春平 “将主张伪书说的应、王与反对伪书说的丘、

夏共四人的说法互为对照阅读之后”，对 “四人的说法均有不满”④，指出 《家礼》与 《仪礼经传通

解》虽有一些共通点，但 “前者针对日常实践的运用，而后者的意图在于礼学的古典体系的集大成，

可见二者的目的及其性格有很大不同”⑤。这在某种程度上驳斥以 “五卷本 《家礼》与 《仪礼经传通

释·家礼》不同”为由来判定 《家礼》“伪书”的观点。

伪本论者影响深远，因此必须厘清事实，还原真相。为避免重复赘述，夏?、邱?、贺瑞麟、束

景南、陈来以及上山春平等人对伪本论的已有批评和已有的观点反驳，笔者以为无需再次论证。但

是，要对王氏主张的 （３）和彭林主张的 （３）给出回应，还须列举新证予以论述。
（一）作者或编者是谁？

史书证据：《家礼》编者是朱熹。《宋史朱熹传》曰：“（朱熹）所编次 《论孟集议》…… 《家

礼》……皆行于世。熹没……又有 《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⑥ 《宋史》卷４３７记载，廖
"

明 “在

南粤时……刻 《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⑦，宁宗圣批的第一部文献便是 《朱熹家礼》⑧。 《宋史·艺

文志》亦曰：“朱熹…… 《家礼》一卷。”⑨

笔迹证据：朱熹手书 《家礼序》 （见图１）。《纂图文公家礼集注》书前有朱子亲笔手书 《家礼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来：《朱子 〈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９年第３期，第１１８页。
束景南：《朱熹 〈家礼〉真伪考辨》，《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７５—６８６页。
束景南：《朱熹 〈家礼〉真伪考辨》，前揭书，第６７５—６８６页。
［日］上山春平：《朱子 〈家礼〉与 〈仪礼经传通解〉》，吴震、［日］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９、１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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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２９７２页。
参见覃隆淼：《家礼溯源》，中华文氏宗亲网，２００７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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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绝非王氏所说的 “因 《〈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因为笔迹完全可以比对或对照。从

图１可以看到，朱子的亲笔署名 “仲悔义书”，左方有 “朱子家季子”对此段手书序的介绍：“此序

原刻乃朱子手笔，后来翻刻模仿渐失其真。”

图１　 《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序》

经验印证：编者为朱子。朱子晚年遭庆元党禁并被列为 “伪学之魁”，在其下葬之日有人携 “伪

作”来见，不合常理。常人当避之而不及，此可反证其携来之本必定为真。乾道五年 （１１６９年）九
月，朱子母亲病故，须居丧尽礼，故参酌古今而成 《丧葬祭礼》；守墓尽孝 ６年后，即淳熙元年
（１１７５）长子大昏，于是朱子潜研礼仪之书，遍考昏冠之仪，从而促成其从对 《丧祭礼》的关注转到

昏、冠之礼的修订，最终形成 《家礼》。正是这些生活上的直接需求或时代的社会强烈需求，推动朱

子完成了 《家礼》。

（二）《家礼》核心内容是朱子完成的吗？

在上述直接证据下，还需要论证 《家礼》核心内容是否确系朱子所作，如 《家礼序》是否 “不

合宗法”、《家礼》是否悖逆 《仪礼》主旨、是否有礼学常识性错误等。

１．王氏逻辑有误，“《家礼序》乃伪作”为臆测。除朱子手书序铁证外，从逻辑上看 “序”中

不言 “宗法”二字，并不等于不合 “宗法”，现读其序，无不贯穿 “宗法”理念。从一个人的思想

发展看，早年创作的 《家礼》观点与朱子晚年观点有些不合，乃属于正常现象，不能用来证明 “非

朱子之书”。从 《家礼》失窃至朱子没约２５年，期间朱子多与朋友书信交换观点，证明他一直在修
正礼书及其观点。

２．彭林的内证值得商榷，《家礼》悖逆 《仪礼》主旨、有礼学常识错误以及 “虚抬”宗法等，

属于虚假命题。

（１）《家礼》不悖逆 《仪礼》主旨。杨复云：“初先生所定家乡、邦国、王朝礼，专以 《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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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及自述 《家礼》，则又通之以古今之宜。”① 《家礼》以 《仪礼》为核心标准和参考书，但只是

取其大义、大本，然后 “通之以古今之宜”，损益其礼目、条文等枝叶。从条文上看，《家礼》可以

与 《仪礼》不同，只须本于 《仪礼》之本，不必同于 《仪礼》条文。否则，《家礼》“庶民化”的努

力何在？从俗、从宜、从简的创新和革新古礼的成就何在？如果 《家礼》条目完全同于 《仪礼》，那

朱子还需要编著一本不同于 《仪礼经传通解·家礼》的单行五卷本 《家礼》吗？

彭林等列举了 《家礼》以宗子主冠礼、昏礼和祠堂之祭祀，证明其违背 《仪礼》制度，因为古

礼冠、昏、丧、祭之礼，主人皆为亲父或者祖。② 实际上， 《仪礼·士冠礼》中，郑玄注曰 “主人，

将冠者之父兄也”③，“父、兄，诸父、诸兄”④也。可见，“父兄”可指亲父、亲兄，也可指非亲父、

非亲兄⑤。宋人魏了翁对 “主人将冠者之”“父兄”作进一步解释：“父兄者，一家之统，父不在则

兄为主可知，故兼其兄也。又案下文 ‘若孤子，则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而迎宾’，则无亲父、

亲兄，故彼注云：‘父、兄，诸父、诸兄’”⑥。“主人”并非一定是 “将冠者”的亲父兄。将冠者有

三种身份可能，即自己是宗子、非宗子、宗子之子或孙。相应地，主人也有三种可能，即将冠者自

身、将冠者之父兄或祖、非将冠者之父兄或祖。朱子为精细化礼之条文，使 《家礼》具有更强的可

行性和实践性，便沿此古礼思路进行细化改革。例如，《家礼·冠礼》曰：“主人，谓冠者之祖父，

自为继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则必继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则命其次宗子。”⑦ “女子许嫁笄……

母为主。宗子主妇，则于中堂。”⑧ 可见，朱子 《家礼》在遵照宗法时，仍然主张 “主人谓冠者之祖

父”、笄 “母为主”的思想，只不过条件是 “将冠者祖父”为 “宗子”。而此 “宗子”既可以是大宗

子，也可以是小宗子，实际上就是 “一家之统”的 “父兄”而已。非宗子或孤子等冠礼，虽然不由

亲父、亲兄主持，但却由继高祖之宗子主之或次宗子主之。这里的 “宗子”是小宗，而非大宗概念，

与魏了翁的 “父兄者一家之统”、郑玄的主人乃 “父兄诸父诸兄”基本一致。可见，《家礼·冠礼》

并没有违背天理之自然，作为儒学大师的朱子也不可能违背儒家一直坚守的血缘与亲情原则。

（２）《家礼》重宗法，但非 “虚抬宗法”。彭林说：“《家礼》最鲜明之特点在突出宗法，然不见

于正文，而隐匿于注文之中，故读 《家礼》者多不之察。然 《家礼》最大之问题亦正在宗法。”⑨ 在

他看来，一者 《家礼》以宗子主冠礼、昏礼和祠堂之祭，有违 《仪礼》之旨；二者宗法与宗庙本为

一体，但后世宗庙已经少见甚至罕见；三者至南宋时宗法制度早已失去根基，宋人已疏于宗法大义，

因而很难推行西周宗法制度瑏瑠。对此，笔者不能认同，实际上朱子已经看到时代的变迁，也清楚推行

“贵族式礼仪”之 《仪礼》的不可行，故而提出 “小宗”概念等。“小宗”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在

努力 “降低”大宗法之门槛，为那些 “无家庙”或 “无大宗身份”的官僚阶层或平民阶层创造祭祀

条件，最终实现并倡导 “庶民化”的 《家礼》。从词义看，“虚抬”应该是指在原有 《仪礼》等古礼

赋予 “宗法”地位之上再拔高，而 “小宗”实有 “降低”宗法门槛之义，何来 “虚抬宗法”之说？

再从朱子所处现实背景看，因唐宋大转型，人们对古礼要么只能 “陈其数”却不能 “知其义”，

要么虽 “知其义”却难 “敬守之”，古礼已 “失灵”。因此，朱子在司马光、二程和张载等礼制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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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１８８《经籍考十五》“朱文公家礼”下附 “杨氏 （杨复）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１４册，
第２２２页。
彭林：《朱子作 〈家礼〉说考辨》，《文史》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３６３—３８３页。
［汉］郑玄注，［唐］陆

)

明音义、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２册，第１４页。
［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１，前揭书，第３６页。
［南宋］魏了翁撰：《仪礼要义》卷３《孤子加冠与父在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４册，第３７１页。
［南宋］魏了翁撰：《仪礼要义》卷１《将谋日亲父兄先服即位》，前揭书，第３４６页。
［宋］朱熹著，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８９页。
［宋］朱熹著，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前揭书，第８９３页。
彭林：《朱子作 〈家礼〉说考辨》，《文史》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３７０页。
彭林：《朱子作 〈家礼〉说考辨》，《文史》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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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世俗化改革，力争一平民之礼。可见，不能说朱子主张儒家 “宗法”或者努力

去恢复古礼核心要义是错的，更不能说因为宋代现实中不讲宗法了，就认为朱子在逆潮流而动，在

“虚抬”宗法。遵天序、缘人情、重人伦，是儒家一再坚守的理念，不因时代变化而被摒弃。故朱子

重拾宗法，在情理之中，合乎儒家大义和原则。

（３） 《家礼》无 “妇人不杖”等礼学常识错误。王氏列举６０多条，彭林也列举数个 《家礼》

“常识错误”。其实，杨复注 《家礼》时虽然指出７处错误，并悉附于逐条之下①；但是他特别强调这
是朱子 “后来议论始定，不必守 ‘家礼’之旧仪者”，且这些皆 “见先生 （朱子）之意”“以待朋友

共相考订，庶几粗有以见先生之意云”②。

彭林等认为古礼童子妇人皆杖，而 《家礼》作者竟然不知此常识，作 “凡妇人皆不杖”③ 之礼，

据此推测 《家礼》属于伪书。事实果真如此吗？《丧服·斩衰传》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妇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④ 《丧服小记》云： “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

杖。”⑤ 可见，《家礼》是从人性、人情出发，因妇幼是受保护群体， “不能病”之，故定礼为 “不

杖”，这是合乎 “先儒旧义”的。但在特殊情况下，虽妇幼也 “杖”，如成年之妇、童女为丧主等。

司马光和朱子为何改革此节，大概基于以下考虑：（１）无论妇人是否 “成人”“为主”，皆弱势 “不

能病”，故 “不杖”为正。实际上，“杖”礼也有 “正”与 “权”之分。“若妇人弱童子幼，皆不能

病者也。庶人身执事面垢而已，又不可病者也，则又以不杖为正，以杖为权也。”⑥ 杖是为 “安此身”

“衰病者用之”，既然妇人皆弱势 “不能病”之，则当 “皆不杖”，不管她们是否成年。（２）司马光
和朱子极力推行庶民化改革，改 “贵族之礼”为 “平民之礼”。古礼中，杖者为三者所设，即 “爵

者”“担主”和病弱之庶人。而庶人一般不杖，只有 “担主”和病弱时杖。这样，庶人 “成人妇”

既不 “担主”，又属弱势 “不能病”者，则当 “皆不杖”。 （３）与司马光和朱子对 “杖”的释义有

关。斩衰苴杖，以竹为之。竹圆而象天，而父是子之天；竹内外有节，象子为父亦有内外之痛之意，

故 “杖”之本义在于 “父子”之间。而司马光和朱子要彰显 “宗法”“宗子”严格之义，《家礼》定

“妇人皆不杖”便在义理之中了。

彭林等还指出 “祭礼祭始祖初祖而后不祭”等 《家礼》常识错误⑦，因篇幅问题，此处不一一

回应。概括起来，以为 《家礼》“非朱子所作”，可能的缘由是：将 “早年草创”之 《家礼》以朱子

“晚年之定稿”来要求，产生诸多误解；或是对朱子从宜、从俗和从简的礼仪庶民化改革认识不足，

仍然坚持 《仪礼》等古礼条目，而不是 《仪礼》所内涵的儒家礼学精髓或者礼之原则的贯穿；抑或

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家礼》具体条文已经跟不上清代、当代等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以及生活观念的

改变，没能以 “礼时为大”原则去同情理解文本或 《家礼》作者，也没能回到朱子年代和朱子生活

背景中去 “同情地解读”《家礼》。

（三）何时成书？

经反复考证，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朱子已经粗具 《家礼》。对此，笔者补充几个新证。

王氏说在蔡季通书中所提 《家礼》四卷，乃 《仪礼经传通解·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

《家礼》五卷本。王氏的这个质疑具有很大杀伤力，夏?等人都没有明确回应。实际上，以下两段文

字可很好的回应此质疑。一是李方子说的，朱熹丁母忧 “参酌古今，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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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礼》卷３《丧礼》，《性理大全书》卷２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１０册，第４４０页。
《家礼》卷３《丧礼》，《性理大全书》卷２０，前揭书，第４４１页。
《家礼》卷３《丧礼》，《性理大全书》卷２０，前揭书，第４４１页。
［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礼记义疏》卷７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６册，第４９２页。
彭林：《朱子作 〈家礼〉说考辨》，《文史》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３６３—３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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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昏，共为一编，命曰 《家礼》”①。《仪礼经传通解·家礼》六卷本是没有 “丧祭”二门的，但这

里说 “丧葬祭礼成”再加上冠昏共为一编命曰 《家礼》。可见，这是指单行本 《家礼》五卷本。二

是陈淳言：“为篇有五：通礼居一，而冠、昏、丧、祭四礼次之。”②

王氏说 《文集》中朱子只论 “祭仪”“祭说”，说明 《家礼》未成书。这个论证逻辑有漏洞，因

为一本书只认真讨论其中某一个部分，其余不谈，并未不可。这不等于说 “讨论什么”，该书的全部

内容就应该 “是什么”，这是其一。其二， 《仪礼经传通解·家礼》六卷本中，已有冠、昏等目录，

而没有 “丧祭”二门目录。晚年朱子致力于 “丧祭”二门研讨或准备编撰，在此篇目讨论多一点，

合乎情理。其三，朱子也在谈 “丧祭”二门之外的礼：朱子与南轩也在讨论冠礼，曰 “若冠礼，是

自家屋里事，却易行”③；１１５５年，在同安任上曾申严婚礼④；１１５９年，与刘平甫、许顺之探讨祠堂
和影堂⑤；１１６２年，与胡籍溪等学者商订昏礼⑥。其四，《答吕伯恭》记载：“书成，当不俟脱稿。”⑦

可见，淳熙二、三年间 （１１７５－１１７６），朱子 （年４５、４６岁）已经草就了 《家礼》。陈淳也转述朱子

之言，曰 《家礼》稿 “旧亦略有成编矣”⑧，可惜被行童窃去， “更不复修”⑨。朱子深感温公 《书

仪》闲词繁冗、长篇浩激且令人难读，欲别为一书，裁订增损、举纲张目，易晓而易行。

综合诸家 “真本论者”观点以及本文所列举的一些新证，都指向 “《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

作”。从史书记载和笔迹对照看，朱子在世时 《家礼》虽为未彻底完成，但其大体已得之 （或者说底

本乃朱子所作，刊本有后儒点窜痕迹）。因此，王氏 《家礼》“非朱子之书”的决然断定不足信，本

文诸多论述和新证都指向一个事实，即王氏所列证据明显不足，至少有待进一步考证。从成书时间

看，如果 《家礼》确由朱子在淳熙二年所作，时年朱子４５岁，当属其早年草创之作。从宋代及其后
世礼学史看，《家礼》与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子礼学体系中最核心的两部文献，而 《家礼》又是

朱子乃至宋代礼学家们 “庶民化”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其真伪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希望能为

《家礼》研究者提供更多视角及证据，从而更谨慎地对待王氏的观点。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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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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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著，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附录”，前揭书，第９４７页。
［南宋］陈淳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１４《代陈宪跋 〈家礼〉》，《宋集珍本丛刊》第７０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４年，第
８１—８２页。
《朱子语类》卷８９（礼六），《朱子全书》第１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９９８页。
［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２０《申严婚礼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９６页。
［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４０《答刘平甫》，第１７９５—１７９６页。
［南宋］朱熹：《朱文公别集》卷３《答胡籍溪先生》，第４８７３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３３《答吕伯恭》（便中两辱诲示），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４６５—
１４６６页。
［南宋］陈淳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１４《代陈宪跋 〈家礼〉》，前揭书，第８１—８２页。
［南宋］陈淳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１４《代陈宪跋 〈家礼〉》，前揭书，第８１—８２页。



中晚明王学 “以内在证超越”之取径新探

———以江右王门王塘南之孟子观为线索

程海霞

【摘要】王门以内在证超越之取径，在王塘南的思想中，主要有以心证仁、以良知而非情识证性体、以

“外”证 “内外中道之体”等具体形态。其中，以心证仁体现了王门以内在证超越之别于程朱以超越证内

在的基本理路；良知情识之别，是江右王门之特色所在；而以 “外”证 “内外中道之体”是王塘南本人基

于江右、融会浙中的义理创发。

【关键词】王门；以内在证超越；孟子观；王塘南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３６－０８

作者简介：程海霞，盐城射阳人，哲学博士，（江苏２２５００９）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孟子之于中晚明王门，所系甚重。阳明之学，标孟子之良知为宋儒之天理，属 “以内在证超

越”① 之理路。阳明后学，虽门派众多，论学缠绕，然凡举孟子，多以此为取径。相较而言，举后者

而前者毕矣。后者以江右、浙中②为大。以江右思想家王塘南为例。王塘南 （１５２２－１６０５），名时槐，
字子植，号塘南，江西吉安人。于王学风起云涌之际，受教江右，参访浙中，“多方求质”，默会深

契，集诸家之大成，启为学之新境，终成王学之 “光大”者③。其著述颇丰，然多出自晚年，尝以

“初未有著述”、“六十三偶出 《三益轩会语》”④ 为言。其言甚谦，其举实重。然王塘南所论之孟子，

并不始于 《三益轩会语》。早在６２岁时 （１５８３年），他已辑 《广仁类编》，尝多处引及孟子之观点，

大体强调 “生理之仁”之 “亲亲”、“爱人”、“泽物”⑤ 之 “达用”面相。“达用”与 “存体”相对

而言，王塘南 《三益轩会语》所表即为 “存体”之学。依阳明学孟子观之视野，此 “体”实由 “以

内在证超越”之路径而不断证成。此可从三个层面细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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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在证超越”，取牟宗三以内在之 “人伦”证成 “一超越实体”之义。牟宗三处中西文化交汇之时，有感儒学入世情怀之沦

丧，以 “亦内在亦超越”“并不隔离”之 “内在超越”标举儒家，以别于耶佛老三教之 “外在超越”。贯通而言，宋儒之天理是

“一超越实体”，而良知是 “人伦”之根据，具有入世性即内在性。以内在于个体之良知证成超越之天理，是阳明心学得以存在

的根由。

此处关于江右与浙中的划分，在地域的基础上凸显义理的标准：浙中王门以 “见在良知”为 “具足”，即肯认 “现成良知”；江

右王门以 “见在良知”为 “不足”，即否认 “现成良知”。关于 “见在良知”与 “现成良知”的内涵，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

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２页。
张学智言：“……塘南之学由于形上之识度特精，概念之间的分析与融摄有较高的程度，因而整个理论在论证、体悟的深度和含

摄面的广度方面都超过了江右余子，可谓能光大王学的人物。” （张学智： 《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０６页。）
［明］王时槐：《塘南居士自撰墓志铭》，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５８页。
［明］王时槐：《广仁类编序》，《王时槐集》第６９８—６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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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心证仁

阳明之学，本为除格物外求之弊而发，故以 “良知”证 “天理”，以 “内在”证 “超越”。于此

点，王塘南实有明确之理解。

问：“孔子 ‘从心所欲不?矩’，颜子 ‘其心三月不违仁’，夫矩与仁者理也，而以心不?不违，

是以心合理也，非二而何？”

曰：“孔子曰 ‘仁者人也’，是仁与人一也。孟子曰 ‘仁，人心也’，是心与仁一也。 《诗》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则即矩也，若矩在心外，是有物无则也，而可乎？夫不?不违，盖自得其

本心而言，非以此合彼之谓也。”①

依 “心”之 “不?矩”、“不违仁”之表达，心与理 （仁、矩）之间似有 “以心合理”之嫌。此

“以心合理”乃 “以超越 （理）引证内在 （心）” （以下简称 “以超越证内在”）之理路，属重 “超

越”一脉。与此不同，王塘南认为，孔子以 “仁”（理）为 “人”、孟子以 “仁”（理）为 “人心”，

实以 “仁”与 “人心”为一。此乃 “以内在 （人心）证超越 （理）”之理路，属阳明重 “内在”一

脉。他认为 《诗经》所言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之 “则”即是 “从心所欲不?矩”之 “矩”；

“矩”在心外，如同 “有物无则”之不可能。可见， “矩”在人心，可表为 “心之矩”，亦可表为

“人之则”②。此即 “以内在 （心）证超越 （理）”之 “证成”。

不仅如此，王塘南将 “不?矩”“不违仁”解为 “得其本心”③，便与 “以此合彼”（以心合理）

相区别。矩与仁之所以为心，乃指 “本心”。所谓 “本心”即本有之心，指向本然、应然层面。这一

层面表之于朱子，则强调其 “存有”；表之于阳明，则强调其 “活动”。所谓 “得其本心”，若表之

于朱子，重在本然之呈现、应然之落实；若表之于阳明，重在本然之自我呈现、应然之自我落实。王

塘南以 “得其本心”解之，似未明确表达其立场；然 “非以此合彼也”之断语于此则又 “尽泄天

机”。

“以此合彼”即以心合理，实蕴含一前提，即心与理为二而非一。此表之于朱子，必为定见；表

之于阳明，则必要批判。于此，王塘南言：“道即心也，心即道也。今人以道为心外之理，必以心合

道而后可，则是吾心本有欠缺，必外求以增益之也。圣学之晦甚矣。”④ 所谓 “以心合道”即是 “以

心合理”（“以此合彼”），在王瑭南看来其背后暗含着本体与工夫之偏差⑤，即 “吾心本有欠缺”与

“外求以增益之 （吾心）”。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此 “外求以增益之”工夫无疑是指

程朱格物工夫，因此体现这一工夫偏差的 “以此合彼”即为程朱格物工夫之基本指向；又由于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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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４４条，《王时槐集》，第４８９页。
王塘南还有 “仁人之心”的表达，尝从为政仁民层面有所言及。《友庆堂存稿》卷四 《永新县常平仓记》言：“夫为民牧者莫先

于使民足食，孟子所谓 ‘受人之牛羊，必为之求牧与刍’者是也。《传》有之曰 ‘如保赤子’，且夫赤子不能自食，所谓时其乳

哺、察其饥寒疾痛而安全之，非父母之责哉？”（《王时槐集》第１１１页）又言：“予惟古之仁人能与民造命而植生，使境内有恃
以无患，所谓天不能灾而地不能竭者，则以储蓄豫而敛散之得其道也。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人死则曰，‘非我

也，岁也。’此则不务储蓄而徒罪岁者之为也，其视仁人之心何如哉？今侯建常平以贻永利，惟后来者善行之勿坠，其为兹邑造

命而植生也，盖无涯矣！”（《王时槐集》第１１２页）举孟子为民 “牧刍”以及为官不可推责于岁之思想言 “仁人之心”中仁民

之层面，此亦为王塘南之孟子观。

于此本心之得失，王塘南在 《赠刘公霁进士北上》“五条”言：“人生天地间，进不能济时，退不能成德者无他，则以利为之梗

也，身欲通显，家欲肥润，更欲厚殖以贻子孙，于是不得不违本心，悖古道，而浸淫于玷秽之归矣。诚于世澹然无欲，则德业安

得不光明而俊伟也？故洁己为君子立身第一义，纵使守道致贫，在先儒且有 ‘饥死事极小’之言，况未必至此极乎？孟子以

‘美宫室’、‘奉妻妾’与 ‘穷乏得我而受’非礼义，为失其本心。有志者，宜深省于斯言。”（《王时槐集》第５９８页）举孟子之
重礼义言本心，此亦当为王塘南孟子观之内容。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４３条，《王时槐集》，第４８９页。
王塘南以 “圣人之学晦甚”评之，表明其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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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合彼”乃重 “超越”之一脉，故程朱乃重超越之一脉，而 “以此合彼”之工夫面向，为 “以超越

证内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此工夫以 “吾心本有欠缺”为前提，而 “吾心本有欠缺”表明

举 “心”不足以证 “理”，举 “内在”不足以证成 “超越”，故体现这一本体偏差的 “以此合彼”又

是 “以理证心”、“以超越证内在”的必要条件。因而，“以此合彼”的工夫面向与本体面向就为程

朱 “以超越证内在”提供了充足理由。

回到 “得其本心”、“非以此合彼”之语，王塘南实有明辩于程朱 “以超越证内在”之倾向，从

而体现出阳明 “以内在证超越”之特色。当然，不止于 “以心证仁”，他还举 “以情证性”表阳明

“以内在证超越”之具体取径。

儒家言性，宏于孟子。孟子性善，宋明儒皆有言及。王塘南独举程子之语为言：

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今人言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之言性善

是也。此程子谈性最精当之语。①

《礼记·乐记》云：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周易·系辞上》云：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据此，程子对性作了两重区分：“人生而静以上”即形

上之性；“继之者”即形下之性。贯通而言，形上之性乃 “天之性”，乃 “一阴一阳之谓道”②，无声

无臭，自不容言；形下之性乃 “性之欲”，“感于物而动”，于 “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而善，

“成之”而性。孟子所谓性善，即是指此。

程子谈性，语多言杂，而王塘南以此为 “最精当之语”，其根由在于：依此两种区分，可有效处

理性之 “不容说”与 “孟子言性善”之矛盾。在程朱那里，性之不容言，乃指超越之理；孟子言性

善，乃指应然层面之落实。以此区分为背景，王塘南以孟子性善为 “只于情上见之”： “性不可言，

故孟子言性善只于情上见之，故曰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于此见孟子真悟性者。”③ 因 “性

不可言”，所以孟子 “只于情上见”“性善”。可见，孟子乃是真悟 “性”之 “不容言”者。

在王塘南看来，孟子所悟乃是 “性”之超越性，正有此悟才有 “于情见性”之思路。“于情见

性”，正是以情证性、以形下证形上④、以内在 （情属于心）证超越 （性属于理）之思路。当然，此

种思路以性与情之区分为前提，正如 “以心证仁”之取径实以心与仁 （理）之区分为前提。此处性

情之区分当同于程子两性之区分。

既是如此，何来程朱与阳明之分途？何为王门以内在证超越之根由？具体而言，程朱虽指孟子性

善为应然之落实⑤，却是应然之 “理想落实”。于实然层面 （情），善恶相混，善较恶终显不足，终

难取信。故其针对实然之不足凭，标举超越之理 （天理）及其应然之理想落实 （“继之者善”），此

即以超越 （应然）引证内在 （实然）之思路。其中，实然之不足凭即是其根由。而王门于善恶相混

之实然层面，终见应然 （性）之现实落实 （情善），善较恶，终见长养，终要取信。故其针对不容言

之性体，标举实然之善 （情善），此即以内在证超越之思路。其中，性之不容言即是其根由。在王塘

南看来，孟子情上见性正指此意。

依此来看，心与仁 （理）之区分，在程朱与阳明亦有不同。程朱言心，有 “道心”、“人心”之

别，归性为 “道心”，归情为 “人心”，故 “继之者善”仍就 “道心”（应然之现实）而言。而心与

理之区分，所表实为 “人心”（实然）与超越之理之区别，两者在善恶之性质上相去甚远，故言心与

理为二。阳明言心，人心道心打并为一实然之情善、无有 “欠缺”之心，故心与理之区分，实 “情

善”（无 “欠缺”之心、“道心”）与超越之理之区别，两者皆属善性，相去不远，故言心与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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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４５条，《王时槐集》，第４９０页。
关于 “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形上形下属性，宋儒尝有争辩。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４６条，《王时槐集》，第４９０页。
比较而言，性更抽象，故言形上；而情更具体，故言形下。

程子以 “继之者善”表孟子之性善即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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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故有 “以超越证内在”与 “以内在证超越”分途之可能。

二、以良知证性体

经上文分析，王门 “内在证超越”至少有以心证仁 （理）与以情证性两种取径。相对于超越之

理，心为内在；相对于超越之性，情为内在。因此，内在与超越皆具有相对性。因而，“内在”能否

证成 “超越”，何种 “内在”才可证成 “超越”，须加以思考。王塘南反思道：

问：“情识既非良知，而孟子所言孩提之爱敬，见孺子入井之怵惕，平旦之好恶，呼蹴之不受不

屑，皆指情上言之，何也？”

曰：“性不容言，姑即情以验性，譬之即烟以验火，即苗以验种，此正孟子巧于言性也。后学不

达此旨，遂认定爱敬、怵惕、好恶等，以为真性在是，则未免执情而障性矣。”①

在阳明后学中，江右王门强调情识与良知之异质性②；孟子言 “爱敬”“怵惕”“好恶”“不受不

屑”，“皆指情上”言良知，所持乃良知与情识之同质性，两者如何统一则是一个问题。王塘南从

“性不容言”之根由出发，以孟子为 “姑即情以验性”者，即以孟子情性同质性思路为 “巧于言性

者”、为言说 “性”（“不容言”）之 “姑且”之法。他认为 “后学”“不达”此 “巧”与 “姑且”，

以孟子 “爱敬”“怵惕”“好恶”为真性，“未免”流于 “执情而障性”之弊。

由此看来，王门所取孟子以情证性之理路，虽以情性之区分为前提，然性情同质异质之关系值得

思考。孟子以情善证性善，根由为 “性之不容言”，所证结论为情善见性善，即在善的层面，性情同

质。而王塘南所谓 “巧于言性”强调的，就是孟子之证重点在于其所悟得的 “性之不容言”，而不在

于 “以内在之情善证超越之性善”之结论，何况这一结论还有 “指情为性”之倾向，由此必导致

“执情而障性”之学弊！于此，王塘南有极为清醒的认识：

后儒误以情识为心体，于情识上安排布置，欲求其安定纯净，而竟不能也。假使能之，亦不过守

一意见，执一光景，强作主张，以为有所得矣，而终非此心本色，到底不能廓彻疑情而朗然大醒也。

亦可谓劳而鲜功矣。③

在王塘南看来，以情证性只能说明性之不容言，不能说明性情之同质。这是他对王门 “以内在

证超越”思路的反思。换言之，王门 “以内在证超越”之思路，有情识良知关系之辩。江右王门强

调情识与良知之区分，虽同具内在性，但在对超越的证成上，良知比情识更优先。情识不仅不能证成

超越之性，反而会 “执情而障性”，即越是证明，越失性之本真。

既是如此，在江右王门 “以良知证性”而非 “以情识证性”之理解中，情识与良知之关系就非

常值得思考。于此，不妨借王塘南对孟子 “平旦之气”的理解进行分析：

平旦之气，非性也，是孟子姑就常人斧斤暂息、浮气稍定之时而言也。如语沙漠之外之人指边城

曰此中华也，若遂执边城以为帝都则鮑矣。④

“平旦之气”于孟子而言，可为性善之又一证明；于王塘南而言，“非性也”只是 “常人斧斤暂

息、浮气稍定之时”。因为平旦之气为 “时”所限，只是 “常人斧斤”之 “暂息”、“浮气”之 “稍

定”；当有不被 “时”所限定的恒常之气，以证成超越之性。

问题是，有何理由认为 “平旦之气”的恒常与 “平旦之气”两者之间存在久暂关系？于此，王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８６条，《王时槐集》，第４９９页。
《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８４条言：“致良知一语，是阳明先生直示心髓，惜先生发此语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
先生没后，学者大率以情识为良知，是以见诸行事，殊不得力。念庵先生乃举未发以究其弊，然似未免于头上安头。夫所谓良知

者，即本性不虑之真明，原自寂然，不属分别者也，此外岂更有未发耶？”（《王时槐集》第４９８页）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１４７条，《王时槐集》，第５１２—５１３页。
《附录二：逸文与传铭》，《王时槐集》，第８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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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南尝有一语暗示：

心譬则水也，知则水之明，意则水之发源，物则水之支流也，性则水之所从生而贯彻于源流之

中，不即不离，不可得而名状者也。①

由 “心”“意”“知”“物”所构成的理论体系，是 《大学》的基本框架，亦为阳明心学的主要

形态。而王塘南以 “心”“知”“意”“物”为序，对心性关系作了详细疏解：知为心之明；意为心

之源，物为心之流；性为心之 “所从生”，且贯于心之源流中。此处的心之 “所从生”是 “知”，贯

于心之源流是贯于意与物。此性与心之源流是 “不即不离”之关系， “不可得而名状”。由此，以

“知”为心之 “性”，以 “知”贯 “意”与 “物”，乃王塘南此时思想之基本架构。故良知与情识、

平旦之气与其恒常之间的关系，当以 “知”与 “源”（“意”）“流”（“物”）之关系为依据。他以

“知”定 “心”，以 “意”与 “物”为心之 “发用”，乃阳明心学之基本立场。但与阳明以 “心之所

发”为 “意”、以 “意之所在”为 “物”的 “意物一体”立场相比，以 “意” “物”为心之 “源”

“流”的观点更强调两者的分别，更强调 “意”（“源”）相对于 “物”（“流”）而言所具有的优先

性。由此，以流证水不若以源证水，以物证性不若以意证性。此正是以王塘南为代表的江右王门对王

门 “以内在证超越”理路之发展。在此意义上，平旦之气与平旦之气的恒常，乃为流与源之关系，

以源证水，故可 “以内在证超越”。同理，良知与情识亦为源流关系，故以良知证性优于以情识证

之。

三、以 “外”证 “内外中道之体”

王塘南认为，孟子于儒家之贡献在 “尊孔子而排异端”②。孟子所斥之 “异端”主要指 “告子”。

王塘南言：

告子但知本性无善恶，无修证，一切任其自然而已；才涉修为，便目为义外而拒之，大偏见也。

故孟子以知言养气救之，在告子则必以孟子为支离，而不知孟子得中道之全，而告子终不免专内之偏

也。③

告子 “但”（只）悟得 “本性”（性之本体）“无善恶”，故在工夫上强调 “无修证”，“一切任

其自然”。工夫 “才涉”“修为”，告子以为 “义外”而加以排拒，此乃告子之 “大偏见”。于此，王

塘南对告子所悟本体之无善恶是认同的，他反对的是告子工夫上任其自然之偏弊。为补偏救弊，孟子

提出 “知言养气”之论。相对于告子 “无修证”“任自然”之 “易简”工夫，此无疑涉于 “修证”，

备感 “支离”。在王塘南看来，孟子为 “得中道之全”，告子则 “终不免专内之偏也”。所谓 “得中

道之全”乃对本体而言，与告子只主张本体之 “无善恶”从而只强调工夫之 “无修证”不同，孟子

主张本体还有与 “言”“气”相关的层面，故有 “知言养气”之工夫。

关于 “知言养气”，孟子言：“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此本是针对

告子错解心气 （言）这一内外关系而发。告子以外定内，而孟子强调以内定外。与告子重外、孟子

重 “由内而外之生发”之本义不同，王塘南从告子之本体与工夫出发，强调告子为偏内、孟子为中

道。之所以如此，或与阳明后学特别是浙中王门的学术立场有关。浙中王门在本体上强调心体之无善

无恶，在工夫上强调任其自然，极类王塘南此处所表告子之观点④。因此，孟子补偏救弊于告子，亦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附录二：逸文与传铭》，《王时槐集》，第８００页。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１２１条，《王时槐集》，第５０６页。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１２２条，《王时槐集》，第５０６—５０７页。
王塘南８０岁时，尝有一语暗示其中联系：“近世剽窃告子之绪余，参入禅宗之影响者，往往以无修无证为言，视圣门规矩准绳一
切以为未悟而排斥之，遂至于恣情败行，大坏名教，荡然无所底止，此真以学术杀天下者。乃知孟子之言，诚为闲先圣之道，其

有功于万世，甚大矣。”（［明］王时槐：《答王儆所》“七条”“辛丑”（１６０１），《王时槐集》，第４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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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塘南补偏救弊于浙中王门①。此种补偏救弊之方式，正是以知言养气工夫的修为面向，证 “本体

之有 （言、气）”的面向，从而以 “本体之有”证 “本体之有无中道”。相对于 “本体之有无中道”

的超越性而言，“本体之有”“本体之无”皆为内在。相对于 “本体之有”的超越而言，“功夫之修

为”更为内在。因此，以 “工夫之修为”证 “本体之有”，以 “本体之有”补 “本体之无”，以证

“本体之中道”，皆是内在证超越理路的精彩呈现。其中的补偏救弊，乃是这一理路之意义所在。

王塘南归孟子的 “知言养气”为 “于用上一边”“帮补”告子，实 “良工心独苦”：

告子生之谓性，言但任其生，生本无善恶，即是性矣。若更于生生处加以矫揉之功，使合于义，

便是于性上添了一层，故曰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以为若如此，则人与禽兽何别。然告子自是过高，

终不肯以孟子之言为然，故置之不答，非不能答也。要之，告子乃分内外为二，落在偏空一边，如佛

家所谓二乘断见也。孟子洞悟中道，原无内外，其与告子言，皆就用上一边帮补说，以救告子之所不

足，良工心独苦也。②

此条材料可从以下层次来看。首先，王塘南对告子思想进行系统化诠释，此与阳明后学中以功夫

之 “无”证本体之 “无”一派相联系。他认为，告子以生之谓性为性之本体，以任其生生为功夫。

“生本无善恶”，既表明本体之无善无恶，亦指向工夫之任其自然。因为生生处无以用功，一有用功

才涉修为，则为矫揉合义，添障于本体，即是 “义外”。此是将 “生”与 “无善无恶”相联系，将

“无善无恶”式 “无修证”与反对 “义外”相联系，体现出王塘南对告子思想从本体与工夫层面的

系统化理解。在本体层面，王塘南在告子以生为性、“生本无善恶”之基础上，用无善无恶对告子关

于性之表述进行贯通。他认为告子包括 “原无善无不善”在内的 “先后所言”“总是一个意见”，而

朱子判告子以 “屡变其说” “恐未然”。③ 此种贯通，虽未必合于 《孟子》原义，然王学背景下阳明

四句教首句 “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反响体现无疑。他还以告子的 “一个意见”作为其 “不动心”④

的根由。此解亦不合 《孟子》原义，却体现出对告子思想的体系化贯通。在功夫层面，王塘南在以

告子工夫为任其生生、斥修证为 “义外”的基础上，一方面将 “宋儒汲汲以求于外”判为 “告子义

外”⑤，并与告子 “以义为外而不求”相别⑥；另一方面，将告子 “先不动心”归因于 “直任本体之

无修证”工夫，判此工夫为 “无涵养渐次之功而顿造”⑦ 的 “助长”，以别于 “强制”⑧。统合而言，

塘南以无善无恶之生为本体，以直任本性的无修证为功夫，以不动心为境界，对告子思想进行系统化

理解。之所以如此，与阳明后学主 “本体之无善无恶、功夫之无修证”一派相关，后者以浙中王门

强调 “四无说”之王龙溪为代表⑨。

其次，王塘南依据孟子对告子无视人禽之辩之责难，对告子之 “置之不答”作了同情式理解。

依孟子来看，告子 “生之谓性”的主张无以体现人禽之别。但王塘南以为，告子是 “自是才高”才

“置之不答”，“非不能答也”。以 “自是才高”评价告子，固然体现出阳明后学 “上根人”与 “中下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当然，浙中王门是否需要此 “补偏救弊”，又当别论。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１２７条，《王时槐集》，第５０７—５０８页。
“告子以杞柳原无?蒱，湍水原无分于东西，生性原无分于人与犬牛，原无善无不善，先后所言，总是一?意见。朱子乃谓屡变

其说，恐未然。”（［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１２５条，《王时槐集》，第５０７页。）
“告子居之不疑，故能不动心，若屡变其说，则其动也甚矣。”（［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１２６条，《王时
槐集》，第５０７页。）
“义外”本为孟子判告子之语，而王塘南以此判宋儒。

“宋儒穷物理，与告子义外大不同，宋儒汲汲以求于外，告子则外之而不求者也。” （［明］王时槐： 《三益轩会语》 “甲申”

（１５８４）第１２３条，《王时槐集》，第５０７页。）
“告子之助长，非强制之谓也。彼直任本性之无修证，当下便了，故能先不动心。盖无涵养渐次之功而顿造者，是以谓之助长。”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１２４条，《王时槐集》，第５０７页。）
关于 “助长”，孟子以之与 “忘”对举，表 “必有事焉”（“养气”）功夫之 “急于求成”倾向，明显具有强制性。

关于浙中王门对无善无恶之理解，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第７１—８９、１３７—１４５页；程海霞：《“天泉证道”的 “追述义”

探析》，《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０９—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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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人”对举的倾向①；但更重要的是，王塘南本人之思想即强调生生之性、仁之生理。此在 《广仁类

编序》中即有明示。在是时的 《三益轩会语》中，王塘南以 “孟子有远庖厨之训”明儒家 “不杀”

之仁②，与 《广仁类编》以 “孟子有 ‘远庖厨’之训”“可知”“圣贤仁及群物”③ 如出一辙，体现

出其对生理之强调。强调生理，又强调性体之不容言，王塘南此种思想倾向与告子所主张的本体之

“生”之 “无善无恶”有众多重合，此当是王塘南对告子作同情式理解的缘由。

最后，王塘南在以中道观判告子为偏空断见之基础上，凸显孟子因 “洞悟中道”而以 “帮补”

证超越之 “良工心独苦”。在他看来，告子以义为外、强调性体之无善无恶，实是以性体为内、偏向

“与外相对”之内、“与有相对”之空、“与用相对”之体，落于内外、空有、体用二分之 “断见”，

此是 “专于内”之偏向。孟子洞悟本性之 “体用中道”，故才于用处 “帮补”告子 “偏于 ‘内’

‘体’”之倾向，此是以 “用”证 “性体之体用中道”、“以内在证超越”之 “帮补”义。以偏内、偏

空、偏体之 “断见”评告子，并非 《孟子》之原义，而是王塘南对阳明后学浙中王门 “空无”一派

之评判。而他强调中道观④基础上的 “以内在证超越”之 “帮补”义，实是对此 “空无”派之 “帮

补”。比较而言，“自是才高”之偏空派，判 “于用处着力”派为 “义外”派，体现了浙中王门 “空

无”派之立场；而 “洞悟中道”派对 “空无”派 “于用处”“帮补”，可谓 “良工心独苦”。王塘南

本人无疑自居于后者，故对前者之理解既具系统又表同情。然而，以龙溪为代表的浙中王门，虽具

“本体无善无恶、工夫自然而无修证”之 “空无”特征，却自有其体用之圆融，于此 “帮补”，未必

不受用。

四、结　　语

以上乃王门 “以内在证超越”之具体取径，主要呈现为以心证理 （仁）、以情证性、以情识证性

体、以良知证性体、以意证性、以物证性、以 “外 （言、气）”证 “内外中道”、以 “用”证 “体用

中道”等。其中，以心证仁、以情证性，乃王门 “以内在证超越”之别于程朱 “以超越证内在”的

基本理路。良知情识之别、意物源流之别，乃江右王门的特色所在。以 “外”、 “用”证 “中道之

体”，乃王塘南当时基于江右、“帮补”浙中之义理创新。由此，透过王塘南 《三益轩会语》之孟子

观，中晚明纷繁复杂的阳明学及其后学，既可统之于以内在证超越的基本路向，亦可析之于 “以多

种层次的内在”证 “相应层次的超越”的具体取径。

需要补充的是，王塘南之孟子观虽不止 《三益轩会语》⑤，但其致思方向亦不出此。在７０岁前
后，王塘南有举孟子 “孩提爱敬”为 “不学不虑”之体，以别于当时 “属之后天”的学弊⑥；有举

“孟子以 ‘强恕’为 ‘求仁莫近’”证 “孝弟即圣门之秘传”⑦；有举 “孟子言 ‘直养无害，塞乎天

地之间’”为明 “无生死”、“非断灭”之境界⑧；有举 “孟子反经之说”以明其对孔子 “生生而无

生”之道的 “但守”与 “实修实诣，实有诸己”，以别于 “生生之上更有无生一着”的 “盲谈”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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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儒学在其不同发展时期对人的根器皆有关注，但以根器分别教法则自 “天泉证道”始。关于 “天泉证道”所论人之 “根器”，参

见程海霞：《“天泉证道”的 “追述义”探析》，《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０９—１１６页。
［明］王时槐：《三益轩会语》“甲申”（１５８４）第１４８条，《王时槐集》，第５１３页。
［明］王时槐：《王时槐集》，第７８９页。
王塘南对中道观之推崇，参见程海霞：《中晚明思想家王塘南 “儒门中道观”探析》，《浙江学刊》２０１７年３月，第１４—２１页。
“予初未有著述，六十三偶出 《三益轩会语》，七十以后出 《仰慈肤见》、《瑞华剩语》、《静摄寤言》、《朝闻臆说》、《续稿》，误

为同志相知者梓行之。”（［明］王时槐：《塘南居士自撰墓志铭》，《王时槐集》，第１５８页。）
［明］王时槐：《与贺汝定》“庚寅”（１５９０），《王时槐集》，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明］王时槐：《仰慈肤见》“辛卯”（１５９１），《王时槐集》，第５４３—５４４页。
［明］王时槐：《寄贺汝定》“辛卯”（１５９１），《王时槐集》，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明］王时槐：《寄贺汝定》“辛卯”（１５９１），《王时槐集》，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中晚明王学 “以内在证超越”之取径新探

有表孟子 “持志无暴气之说”以证孟子 “帮补”之义之同时，举 “气”为此心真宰之志，以别于

“持志之外别有调习以养气之功”①；举孟子 “仁人心”明 “心即仁”，以别于 “离心求仁”这一 “道

为远人”式学弊②。以上以 “后天”证 “先天”、以 “孝弟”证 “求仁”、以 “养气”证 “真境”、

以 “生生”证 “无生”、以 “气”证 “志”、以 “人心”证 “仁之方式”等，皆不出上文所言及的

“以内在证超越”之理路。此后，王塘南还举 “孟子辨小体大体”与 “耳目不思而蔽，心则能思”

区别 “形质冥顽之物”与 “发窍之真灵”③，举孟子之 “人禽之辩”区别 “不知未发之凝寂”“误以

知觉运动为良知”④者。此种以 “真灵”别 “冥顽”、以 “良知”别 “知觉”之取径，亦不出上文所

言及的以 “‘源’‘流’之分疏”证 “超越”之理路。⑤

更有趣的是，比较王塘南前后所举之 “内在”与 “超越”，不难发现其对孟子之论 “情”、论

“气”的评价，有一从 “巧于言性”到 “不学不虑之体”之转变。在８０岁以后，王塘南更以 “摄用

归体”解孟子⑥，阐扬儒家之坚定立场，一改 《三益轩会语》同情告子、以 “帮补”、 “良工独苦”

解孟子之犹疑状态。⑦

由此来看，以 “孟子观”形态呈现的 “以内在证超越”之路径，既可横通于阳明后学之派别研

究，亦可纵贯于阳明后学之个案研究，值得细察与深思。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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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王时槐：《答曾肖伯五条》“壬辰”（１５９２），《王时槐集》，第３７９页。
［明］王时槐：《答郭青螺方伯》“甲午”（１５９４），《王时槐集》，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明］王时槐：《答谢居敬》“五条”“戊戌”（１５９８），《王时槐集》，第４０４页。
［明］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一 《寿平川郭先生八十序》，《王时槐集》，第２３页。
王塘南在 《衰年求益》“丁酉”（１５９７）中还提及以孟子 “舍己从人”之观点，强调 “固己易”“从人难”，以便自省。此当为

塘南孟子观之个案。（［明］王时槐：《王时槐集》第５８５页。）
［明］王时槐：《答王儆所》“七条”“辛丑”（１６０１）第５条，《王时槐集》，第４１７页。
对于王塘南思想的这一转变，黄宗羲尝从王塘南对 “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前后理解的角度作过提示，他在 《太常王塘南先生时

槐传》言：“先生尝究心禅学，故于弥近理而乱真之处，剖判得出。夏朴斋问：‘无善无恶心之体，于义云何？’先生曰：‘是

也。’曰：‘与性善之旨同乎？’曰：‘无善乃至善，亦无弗同也。’朴斋不以为然，先生亦不然朴斋。后先生看 《大乘止观》，谓

‘性空如镜，妍来妍见，媸来媸见’，因省曰：‘然则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乎？此说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说，终是稳当。向使

性中本无仁义，则恻隐、羞恶从何处出来？吾人应事处人，如此则安，不如此则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无善无恶之

说，即所谓 ‘性中只有个善而已，何尝有仁义来’，此说亦不稳。’”（［明］王时槐：《王时槐集》，第８２３页。［清］黄宗羲：
《明儒学案》卷２０，《江右王门学案》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４６８—４６９页。）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

丁成际

【摘要】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伦理与儒学日常生活伦理是合二为一的。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不是通过概

念的抽象演绎或建构形而上的体系得以证实，其价值体现于 “日用即道”中，即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随着

形上的终极关切，在日用生活伦理中蕴含着 “知性、事天、立命”与 “知天命”的终极追求。儒学日常生

活伦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在儒家的内在超越和伦理认同

的理论与实践中，人的生命与道德终极根源、个人日常生活与伦理责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 “天道”

与 “人道”的统一中遵循着 “中”与 “和”的人生价值，并通过 “诚”与 “信”对超越人类自身的形上

本体进行确认与体认，从而为日常生活伦理提供形而上的途径与担保。

【关键词】儒学；日常生活伦理；形上之维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４４－０６

作者简介：丁成际，安徽枞阳人，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６）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儒家日常生活伦理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１５ＢＺＸ０６４）；安徽大学农村

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招标课题 “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Ｙ０１００２３４７）

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不是通过概念进行抽象地演绎，也不是以建构形而上的体系来证实，其价值

体现于 “日用即道”中，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形而上的终极关切，在日用生活伦理中蕴含着

“知性、事天、立命”与 “知天命”的终极追求。在儒家的日常生活伦理之中，贯彻着 “天道”与

“人道”相统一的原则，人的生命的内在超越与外在的伦理责任认同是相互关联的，在人的安身立命

之道中追求着 “中”与 “和”、“诚”与 “信”的人生价值理想，日常生活伦理的规定与道德的终极

追问始终相伴随，家庭生活伦理是儒家日常生活伦理建构之基础。

一、儒家日常生活伦理中的人生意义问题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从形上方

面来说，儒学日常生活伦理体现出某种宗教性的品格，牟宗三先生称之为 “圆教”。在他看来，儒家

的 “圆教”是一种人文宗教，在日常生活伦理中求得其价值之源，具有 “提上去”以显示其超越内

在性的一面，又具有 “落下来”建构生活世界的外在性一面，这与西方把人文世界与崇拜的对象相

分离的 “外在超越”之 “离教”显然有别。“宗教的责任有二：第一，它须尽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

……第二，宗教能启发人的精神向上之机，指导精神生活的途径。”① “儒家教义即依据此两面之圆满

４４１

①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３—６５页。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

谐和形态而得成为人文教。凡不具备此圆满谐和形态者，吾皆认之为离教，或耶或佛。”①杜维明先

生也强调需要从儒家日常生活发挥儒学核心价值在当代的功用：儒家传统具有宗教性与精神性的一

面，在一些平凡人身上能看到他们的自我理解的深刻性。如果不理会这一点，将是一种很大的缺失；

我们不能仅仅在习俗层面理解一种文化，而应对它的核心价值重新解读、研究与阐发，否则会导致对

它的误解，以及这种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力降低。儒学中的很多资源是基督教所无法把握的②，儒学最

成功之处是 “日用即道”，将其核心价值转化为大众的日常生活伦理，在日常生活伦理中显现 “安身

立命之道”。

对于 “立命”，朱子训解说：“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③ “立命”就是天命的

实现。孟子曾对如何实现命做具体阐明：“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

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孟子·尽心下》）对孟子而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按照仁义礼

智的要求来立命，来实现天命。对 “天命”的觉解 （即孔子所说的 “知天命”），构成孔孟儒学精神

生活的最高精神境界和人生自觉，凸显出尽心、养性、修身的内容，表现为心性修养、伦理道德实践

的人生过程。在儒家的生活方式里，最高的精神境界体现于将天、命之超越融合于现世日常的伦理道

德实践过程中，形成一个人自觉地设定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标，实现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之间

的和解。儒家要求人对生活目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也是一个人实现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精神基

础。生命的意义、价值展现，绵延于日常生活相互对待的伦理实体中，父慈子孝的伦理实体与道德要

求是生命得以开展与延续的最基础的方面。在儒家这种孝与慈的道德责任践行中，即在一种道德的理

性自觉中，一个人无论是亲代或子代都能感觉到生活的力量、生命的充实，并能从实践努力的收获

中，在父母得到赡养与尊敬，子女获得成长与成就中，感受到欣慰、幸福。这体现的是在现世的、平

凡的生活中，儒家不企望超越生死，而是在家庭日用伦常生活的希望与责任中实现人生的意义。儒家

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与人性的完善是一个不停息的过程，在 “绘事后素”（《论语·八佾》）中

不断追求着人生的完美。因此在看似平常、平凡的儒家日常生活伦理中，却有着丰富的结构与厚实的

生活根基。这也是儒家文化有如此多姿多彩的历史表现，以及在异质文化不断侵袭的背景下仍能不断

保持其活力的精神特质。

二、儒家日常生活伦理中的形上之道：“中”、“和”

儒家日常生活伦理恪守着 “中”与 “和”的价值原则。就 “中”的原则来说：孔子一方面要求

在位者 “守中”，行使 “执中”之道；另一方面要求将 “中”的原则化为百姓人伦日用之道，在生

活实践中能够 “守中”，“中”的现实化就是 “礼”。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礼记·中庸》），“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④，都是主张人伦日用中的行为恰当、合宜与

否需要用 “道”这一抽象性的终极标准来衡量。但在现实生活中，“道”就要具体化为 “礼”所要

求遵守的规范，即在现实、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实行、践履的具体规范是依 “道”而立的 “礼”⑤。

抽象的 “中”与 “和”的原则通过 “礼”将天地秩序和谐之道运用到人类社会中，进而落实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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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１页。
［美］杜维明：《我最看重日常生活》，《大地》２００４年第１８期。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９４页。《论语·述而》曰 “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朱子将

这里的 “道”解释为 “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

［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前揭书，第９４页。
《礼记·仲尼燕居》明确记载了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

逆。’……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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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伦日用中①

如上所述，在传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道”的不同层面和角度都与具体的做人规范即 “礼”

密切联系在一起，表现为遵守具体的礼仪。对应 “天道”有效祀之礼；对应 “人道”尤其是 “孝

道”有侍奉父母兄长之礼。 “夫妻之道”有婚姻六礼及居家之礼， “友道”有相见称谓交接之礼，

“职业之道”依职业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在传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随时随事随处而

在的，在中国传统家礼、家训中表现得最明显。如传统中国人首推的 “孝道”，所有家礼家训基本都

放在首条：“父母面前无违拗，在生不见子承欢，死后念经有何效？尔子在旁看尔样，忤逆之人忤逆

报，当知孝。”② 如何孝？各种家礼家训规定了详细细节，包括对父母的晨省昏定、养身娱心及对已

逝祖先的祭祀时享，在父母面前言语温和、容色恭顺、动作舒缓以免父母担心惊吓。继承之后，家训

尤重夫妇之礼，对夫妇之义及相关规范有明确训示：“和夫妇：阴阳交和，雨泽斯行。夫妇调和，家

道乃成。夫为妻纲，正心修身。妇主中馈，内助殷勤。毋玷家声。雍雍肃肃，如鼓琴瑟。君子偕老，

诗咏睢麟。”③ 这强调夫妇有礼有节是礼之始、家之成。雍雍肃肃，既是夫妇和谐之态，亦是家庭和

睦亲融而又整肃有礼的风范，可以说是所有的礼所要达到的功效。④ 儒家的礼以 “分”和 “节”的

形式，追求的最基本、最高的目标与境界是 “和”。一方面，礼的制定本身要合道、合宜；另一方

面，人在行礼之时必须依礼而行，无过无不及，恰如其分，复合中道。合情合礼、通情达理、谦和有

礼，是传统中国的齐家之道；礼让为国，是对统治者为政之道的肯定与期许。在传统中国社会，可谓

“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礼”是人立身于社会、生存于社会的根本，日用常行不可

一日不修。人一日 “克已复礼”，一日身心平和，家和安乐，又能 “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

弟也”（《论语·颜渊》）。如果天下之人，人人日日 “克已复礼”，就会实现大同社会：“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

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

礼运》）

三、儒家 “诚”观念的形上分析

儒学以 “诚”“信”为日常生活伦理形而上方面提供途径与担保。就 “诚”的意义来说，一是

要处理好人禽之别。人们在日常生活人伦中关系相互信赖、相互期待，在真情实感中过着诚实不欺的

生活，从而避免弱肉强食、急功近利之动物似的丛林法则⑤。二是要保证道德践行。儒家的日常生活

伦理为人们提供基本的原则与规范，为人们的日常伦理生活提供根本的路径，也为人们的生命的安顿

提供住所，为人之为人的内在超越之体认与确认提供形上本体。一旦通达了 “诚”的境界，人自然

会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诚者”是 “天之道”，“诚之者”是人之道，使

诚实现出来。普通人一般要经过 “自明诚”与 “自诚明”的双重化过程。如果说 “自诚明”是一个

“尊德性”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伦理方面显现的是形而上的 “至圣”的追求，那么 “自明诚”就是

一个 “道问学”的过程，践行的是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伦理责任。“自明诚”与 “自诚明”的形而上

与形而下的互动与转化，使在日常生活伦理的见习中达至 “至诚”的形上境界成为可能。王阳明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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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有不少记载 “中”与 “礼”关系的言论，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

语·泰伯》）。

罗文华、聂鑫森：《中华姓氏通书·陈姓》，海口：三环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罗文华、聂鑫森：《中华姓氏通书·罗姓》，第１１９—１２２页。
王雅：《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的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王雅：《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的建构》，第１８３—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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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庸》一书大抵皆是说 ‘修道’的事，故后面凡说君子，说颜渊，说子路，皆是能 ‘修道’

的；说小人，说贤、知、愚、不肖，说庶民，皆是不能 ‘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

诚至圣之类，则又圣人之自能 ‘修道’者也。”① 如此来说， “致曲”的过程就是由 “人”至 “圣”

之 “人之道”的过程。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 “诚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现

实生活中实现 “诚”的境界，因而为儒家所言的圣人与常人划开一道界限。但是这个界限又不是绝

对的，从 “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意义上言，“诚”可以在功夫论的方面得以实现，这是儒家将成圣之

途落实到日常行为的重要表现。因此，“诚”的实现必须通过人的具体行为来完成。“诚”是形而上

与形而下的具体统一，说明儒学日常生活伦理既符合形而下的日常生活规范，也通达形而上的 “人

道”与 “天道”的要求。

“诚”是世界的本来状态，由 “诚”到 “明”是一个自觉反醒的过程。 “自诚明，谓之性。”

（《中庸》）这里的 “明”是实践理性，是认知与实践的结合体达到反思之明，是一个明乎 “善”的

过程，可以说唤起心中的良性与良能。由 “诚”到 “明诚”，自 “诚”到 “明”理应为一个人 “无

可逃乎天地之间”的人生走向。所以，落实到日常行为的 “诚”的实现就不仅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

规定，更是作为人性基础的 “天命”；“诚”的实现不仅是一个意愿问题，更是一个从日常行为 “上

达”天命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儒家所强调的 “自明诚”。诚的开启首先需要人的 “择善”，需要的

是 “智”，即人的理智之知，使人保持 “志于道”而不偏离人生的方向。经过择善固执的操存涵养，

终达至 《大学》的 “明明德”，照明内心之 “诚”，使 “诚”与人的自觉合一，“思诚”成为自觉的

反思行为。孟子曰： “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也。”（《孟子·离娄上》）这里的工夫当然不仅是一种境界体认，更是对儒家日用伦常的落实。这种

落实不只是按照外在的伦常要求去做，而且是从内心中生发出对 “诚”的体认，并在此基础上践行

对 “诚”的体认，这就是功夫。“诚”上贯于天，下落于人，是纯粹至善。周敦颐言：“诚者，圣人

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② “诚”

是宇宙的根本，也是人真实无妄本性的根源，是朱熹的天理的实然，无丝毫作伪的 “诚”。具备

“诚”、体证到 “诚”的人就是圣人，是身心性命各得其正的人，或说是 “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

（《正蒙》）的人。成为这样的人首先要择善固执，也就是人事所当然，是尽人之道。

四、儒家 “信”观念的形上之辨

在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中，“诚”与 “信”是互为表理的。“一心之谓诚，尽心之谓忠，存于中

者谓之孚，见于事者谓之信。”③ “诚”固然是本体心性，“忠”是尽这本体心性，“信”是本体心性

的外在表现；“诚”是德性原则，“忠信”是德性与规范的合一，“诚”显然是最为根本的。在现实

中，诚与信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中庸》）。朱熹将守信、

忠诚看成是安身立命之道，是做人的根本。 “人道惟在忠信……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

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④ 陆九渊将忠信看作是人禽之别的标志，认为忠信是为人之本，不忠不

信之人与禽兽无异，“人而不忠信，果何以为人乎哉？鹦鹉鸲鹆，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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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不忠信，何异于禽兽者乎？”①

“信”源于 “诚”又超越 “诚”。对形而上本体 “诚”的确认在儒家基本是共识，正因为 “诚”

的存在，“信”“忠信”“诚信”等才具有根基和超越的意义。“诚”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还

要践行于日常生活中，这就要由 “诚”至 “信”、“体信”，由道德主体走向道德主体间的确认与证

实。“信”德作为诸多道德规范之一，自孔子提出并经后世儒家的不断倡导、充实和完善，与 “诚”

“诚信”“忠信”等共同构筑起信德体系。其中，“信”的建构通常在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在超越的

形上本体中体认，即体 “诚”、体 “天道”；二是在形下的日常实践中体认，即体认 “人道”，具体

要求就是在言行举止上 “体信”②。这种 “体信”既包括言行者在自身言行中 “体信”，也包括他人

在言行中对他的体认和道德评价。换言之，一个人的举止言行不仅是其自身 “信”德的体现，也是

他人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依据。将诚信融于日常言行中，必须持之以恒，即使面临险境也不能失去诚

信，即居险而不失信。《坎》卦曰：“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象传》曰：“‘习坎’，重险

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信。”诚信出自内心，必定亨通。 “习坎”即为多种险境，险阻重重。

行险而不失信，才能达到内心亨通。将诚信融入日常生活中，绝非一时的工夫，必须持之以恒，常保

美德。故孔子告诫弟子以 “恭敬忠信”立身立人，强调 “君子”要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

（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要具备 “恭、宽、信、敏、惠”之美德。郭店楚简

的 《忠信之道》也提到 “君子”言行要秉持 “忠，仁之师也；信，义之期也”③ 的原则。至此，

“信”作为君子人格和道德规范的意义已经牢固确立起来。

孔子给自己定立的人生三个最高目标中，“信”即是其中之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

之。”（《论语· 公冶长》）在人的日常生活、言行举止中，时时处处以 “诚”德为标准和规范做事做

人，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家庭和睦的基础、人与人互信友爱的前提、国家安定的保障。所谓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传·文言》），就是在平常的日

常生活中坚持诚信，真诚实在地生活。“诚”在现实生活中通常表现为 “信”，“信”作为五伦之一，

具有更强的实践属性和对实践的规范。如果没有 “信”，“仁”“义”“礼”“智”可能只是虚悬之理。

朱熹就是从 “信”对 “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之确立的重要性的角度说明 “信”何以成为 “五德”：

“信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信配土，以

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不是虚说。”④ 无法与真实的人的生命与生活相关联，就失去了五伦的价值与

意义。“信”就是真正、确实地拥有仁义礼智，而不是假的、虚的。 “信”的实现要回到内心之

“诚”中，回到 “仁义礼智”的原发之地。“信”作为德性。成为人的行为之始的基础与行为之中的

依据，这就要求人要 “择善固执”、“操存涵养”。“择善固执”是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践履的统一，

要求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地证实与 “固执”应有的人伦关系。唯此，“信”德在日常伦理生活才

得以完善与巩固。因此，“信”的实现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由内心之 “诚”自内而外地涵养，实现

“诚”与 “信”内在统一；自外而内地固执 “信”德，使 “信”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呈现出来。

五、余论

儒家日常生活伦理建立在家庭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家庭关系以夫妻关系作

为组建基础，夫妻之间和睦是家庭和谐的基础，夫妻之间首先要诚信相待。夫妇关系的确立始于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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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昏礼的二性 （姓）相合是效法天地而成人伦，即 “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

取于异性，所以附远厚别也。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礼记

·郊特牲》）。此处虽强调 “信，妇德也”，并因附有 “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

·郊特牲》）之语，而被历代反儒人士作为儒家 “封建道德”压迫女性的铁证，但据此认为 “信”

只是对妇 （女）单方面的要求是不确切的。这里的 “币必诚”“告之以直信”之语，都是指夫 （男）

的一方要真诚，把男方的情况直言相告，然后才能订立婚姻信约。应该说，“信，事人也”是男女夫

妇双方当事人共同的信约，这一信约一旦确立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千秋万代之始，犹如天地合和

万物兴旺一样。夫妇以诚合一，以信相守，是夫妇长久和睦之道。早在 《周易》中，对夫妇之道就

多有阐发和规定。《小畜·象传》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如

果夫妻不和，家庭就不正常，就会有祸殃；如果夫妻诚信相待，志同道合，就会家道兴旺。所以

《咸》卦特别强调夫妻之间诚信的重要性：“咸：利贞。取女，吉。”《传》曰：“咸，感也。柔上而

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应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

见矣。”孔颖达解释说：“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夫妇之道，

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那么，什么是夫妇之道？《家人》卦专门阐述了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夫妇关系及其原则对整个家庭关系的影响：“家人，利女贞。”《象传》

曰：“家人，女正乎内，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夫妇有分工、有合作，分工合作的基

础是 “正”，所谓 “正”就是效法天地之大义，真诚无妄，真实不欺，要 “言有物而行有恒”（《家

人·象传》）。言语真实，行为坚定，这样的夫妇以诚信相待，以诚信治家， “有孚威如，终吉”

（《周易·家人》），终令家道兴旺吉祥，家人 “交相爱”（《家人·象传》）。

（责任编辑　李　巍）

９４１



“人治的多数政治”

———重思梁漱溟的中国式民主观

张　城

【摘要】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

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

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

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

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

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 “多数政治的人治”或 “人治的多数

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

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

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关键词】人治的多数政治；民主；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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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语境下的民主内涵

面对民国初年甚嚣尘上的宪政思潮，梁漱溟异常冷静，认为宪政只能远图而非急务，当务之急是

要 “实践民主精神”。民主与宪政虽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仍须辨明二者之区别。“宪政较为具体，往

往落于形式。而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宪政虽为远图，而民主精神则为眼前所切需。”① 宪政

的实现需诸多条件，如选举议员、召开国会、起草宪法等，故民国数十年来不断筹备宪政，却始终不

上轨道。相反，民主精神无须筹备，即孔子所谓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如政府果

真有诚意于民主精神，则不必日日言说，层叠开会，专事筹备，而自可实践之。②

民主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最早由希腊语 Ｄｅｍｏｓ（人民）和 Ｋｒａｔｉａ（权力或统治）演变而来，最初
含义为 “人民的统治”或 “人民的权力”。据现有史料考证，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 《历史》一书中

最早使用民主概念，用来说明希腊城邦的政制决策体制，即城邦的公共事务由全体公民参与的公民大

会通过投票方式来最终决定。这既不同于君主制，又不同于贵族寡头制，是一种 “主权在民”的政

制。因此，“民主”一开始即是政治概念，是 “许多可能的政府形式之一，在这种政府形式中，权力

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大多数人”③。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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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答政府召见书》，《梁漱溟全集》第６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６５页。
参见梁漱溟：《答政府召见书》，前揭书，第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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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政制形式的民主，“以多数人的意志为政权的基础，承认全体公民自由、平等的统治形式和国家形

态”①。民主的最大之特点在于：它以公民意志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政治决策最终以公民的公共意

见为标准。作为现代国家反对专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在当今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在现

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民主已变成使用频率较高之词汇，其至尊地位已如政治神话，除了供人们膜拜与

赞誉外，似乎很难遇到与之匹敌的对手。以至于各种政制、观念、行为等无不贴上民主的标签以宣示

其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施米特 （ＣａｒｌＳｃｈｍｉｔｔ）戏称民主为政治市场上流通的 “贬值的通货”，但

“不管怎么样，在当今的政治话语中，民主 ‘铁定’是我们的流行口号。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更美好的

生活而斗争时，回荡在他们心间并从嘴边迸发出来的一个词”②。

民主一词虽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使用如此泛滥，但在上世纪民国初创之时，二千余年的帝制王

朝刚被推翻，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民国成立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可说完全系于民主政

制。③ 具体到梁漱溟，起初他对西洋民主政制亦极热心，以至投身于革命实践，但西洋民治却始终未

能在危机四伏的中国落地生根。最终他发现西洋政制背后的政治习惯与中国固有民族精神不相调和，

西洋民治之路绝不可能在中国获得成功。这种看法当然引起争议，以至他发表 《我们政治上的第一

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时，就有人说他是 “开倒车的先生”。事实上，梁漱溟

并非反对民主，只是认为以个人主义权利本位为核心的西洋式民主在中国不可能成功，因为他对民主

之内涵有自己独特的认识。

按照韦政通的看法，梁漱溟 “对民主的了解，不是引征政治学上的解释，他是应用通俗的语言，

依据自己的领会来解释”④。在梁漱溟看来，民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精神或倾向。何谓倾向？“倾

斜到某一方向，慢慢升上去，或慢慢降下来，就是倾向。”⑤ 由此，他把民主精神的内容分为五个要

点：一是承认旁人，即当我承认我时亦须承认旁人，我的感情要求与旁人的感情要求都正当合理，都

须顾及而不能排斥抹杀，如 “有己无人”为反民主；二是平等，即承认旁人就自会有 “彼此平等”

之精神出现，不仅承认他人之存在，亦承认他人不比自己低下，若 “唯我独尊”则违反民主；三是

讲理，即彼此平等便有讲理之精神出现，彼此间的问题与矛盾须由理性来解决而不能硬来，以强力推

行己意，如不讲理、以力服人者便是反民主；四是尊重多数，即从平等讲理出发，自然就有 “多数

人大过少数人”之原则，凡关涉众人之事都须公开协商讨论，尊重多数，共同取决；民主之 “民”

是针对多数人而言，民主之 “主”则有多数人之主意，以多数人为主体，由多数人做决定；五是尊

重个人自由，即众人之事自然由众人做主自决，但个人之事于他者无涉，就应自己做主，他人不得强

行干涉，个人之意志断不容公众随意抹杀。

梁漱溟强调民主是一种倾向或精神，困难在于断言其存在的标准：“它表见得一点，就算民主；

表见得多，更算民主。反之，表见得少，就是不够民主；假如缺的太多，就是反民主。它在正面负面

一长一消上见，在彼此比较相对上见，而非绝对如何的事。”⑥ 同时，民主精神虽最先见于较小范围，

但若不能推广应用于较大范围并成为风气习俗，亦不能以民主许之。可见，他非常重视民主精神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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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５１页。
施米特说：“民主这一词语作为一种贬值的通货在政治市场上流通。犯有大量罪行的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占有这一招牌并把他贴

于自己的行为之上。”（参见 ［德］施米特： 《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民主与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
２０—２１页。）
民国时期，对民主政治本土化过程具有代表性的理解，可举吴景超为例：“第一，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谁能够说服大众，谁

就可以当权。第二，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赞成政府，或是反对政府，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第三，民主

政治是和平的政治，假如我们对于政府不满意，可以提出我们的主张来，以求民众的拥护，假如民众赞成我们，我们便可上台，

不必流血，不必革命。第四，民主政治是大众的政治，凡是公民，都有参政的权利与义务，民众与政治，可以打成一片，没有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别。”（吴景超：《中国的政制问题》，《民主还是独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４页。）
韦政通：《现代中国思想家 中国前途的探索者———梁漱溟》第８辑，台北：台北巨人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７９页。
梁漱溟：《民主是什么———什么是民主？》，《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１２５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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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程度与范围。在他看来，上列五点民主精神的内涵都是从根本精神即承认旁人而来，精神是

一，故各点相连而见。但 “各时各地社会生活却多不同，因而其所表现者就有出入，又非必五点齐

备。”① 如苏联与英美虽自许民主，却互有短长，在同一点上亦各有表现，绝非一样。正如卢梭所看

到的，实现民主制度的条件十分苛刻，如国家大小要适宜、公民地位与财产平等、民风淳朴、毫无奢

侈等。“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

数人去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

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② 施米特亦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是由一套

独一无二的制度所组成。民主制度的类型形形色色，它们各自五花八门的实践产生了一系列相类似的

后果。民主政治所呈现的特殊形式因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稳定的国家结构和政策实践而

定。”③ 斯克拉 （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Ｓｋｌａｒ）也明确指出，民主是一个发展的观念，由来自所有文化共同体和
民族国家来丰富和充实其意义。因此民主并非意识形态阵营里的私产，每个民族国家都是开发民主原

则的可靠实验室和锻造民主机器的作业场。区分各个国家制度为民主、半民主或欠民主等不同类型，

并不能揭示民主发展的创造性过程。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了解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作为民主政治的冶

炼厂和铸造厂，也许很多新民主部件正从那里锻造出来。④

按照上列五个标准，与西洋民治制度相较，梁漱溟认为中国人自有其民主精神：１．承认旁人之
精神，在中国是 “充分的有”，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之恕道；２．彼此平等
之精神，在中国表现上有曲折，一面讲平等，一面又讲差等；３．讲理，中国人最为擅长，表现的
“极充分”⑤；４．尊重多数与尊重个人自由，则于意识上有之，在生活习惯上缺乏。在他看来，通常
认为中国缺乏民主是指缺乏第四、五两点，即遇事协商讨论取决于多数的制度习惯与群己权界的制度

习惯未立。前者可以说是缺乏政治上的民主，后者则是缺乏近代法律上的民主，特别是缺乏个人主义

权利本位。他认为这两点需在团体生活中培养，以伦理本位为主而缺乏团体生活的中国，自不免缺欠

于此。这两点亦即政治上的民主，“中国自古富于民主精神，但政治上则不足”⑥。他还指出 “西洋人

的民主精神多建筑在行动习惯上；中国人的民主精神则多表现在意识要求上”⑦。表现于意识则不免

要求意境高，但需要之理解力亦较高，这样就不易于落实；表现于习惯行动则意境低，多数人都可理

解，自然易于普及。因此，他认为 “中国非无民主，但没有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⑧，“中国文化

中的民主成份绝不低于西洋文化，但情形不同”⑨。

一、民治未成之由：理与势

早在民国初年，梁启超对中国的民治传统就看得十分透彻：

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
*

括之曰：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ｂｙ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译言
政为民政，政以为民，政由民出也。我国学说，于０ｆ，ｆｏｒ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ｂｙ义则概乎未之
有闻……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

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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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４１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８４—８６页。
［德］施米特：《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前揭书，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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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１４８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１４９页。
梁漱溟：《中国民主运动的障碍究在何处？》，《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１２９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４２页。
梁漱溟：《中国民主运动的障碍究在何处？》，《梁漱溟全集》第６卷，第１２９页。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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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自小便熟识梁启超之学说，在此方面实受后者较大影响。在他看来，在中国传统政治的民

有、民享之义发挥甚早，但二三千年却不见民治之制度。他感叹 “岂止制度未立，试问谁曾设想及

此？三点本相联，那两点从孟子到黄梨洲可云发挥甚至，而此一点竟为数千年设想所不及，讵非怪

事？”① 细究其由，他认为民治制度未成于中国，主要有二因：一是人生理念 （理）。西洋民治从集团

生活而来，中国则始终过着伦理式的家庭生活。遇事开会协商讨论是团体生活自然养成的习惯，而家

族生活的习惯则是父兄领导于前、子弟追从于后。基督教后来对西洋影响甚大，处于教会组织中，在

上帝看来人人平等，取决多数理所当然。但周孔教化兴起后的中国，长幼尊卑，亲疏远近，种种不

等，甚为分明。由基督教逼成的近代政教分离形势，从反面对铸成民治影响极大。从反抗禁欲到实现

个人现世幸福，事事关涉每一个体，须讨论协商，民治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亦能从中得以锻炼。但中

国自古以来便是政教合一，尚贤尊师，贤愚之分甚重，多数取决乃不可设想。二是社会形势 （势）。

中国走不上多数决定的民治之路，固受阻于人生理念之异。而近世西洋走上此路，却是因社会形势逐

渐演出，并非完全在于理念。民主政治的本义在于政权之公开，凡共同体之事由成员共同做主，西洋

民主政治之发展，政权之逐渐公开，实有其工具，即各阶级之发展与文化之进步。阶级之发展逐步要

求参与政权，使得政权渐为开放；文化之进步则可促进知识技能的增长与生产力之发展。“民治制度

绝非单建筑于一种理念之上，还建筑于客观形势之上”，而中国自秦汉后，阶级隐于伦理而浑，化为

职业而散，此社会形势与西洋之异遂显，故 “像西洋那样以阶级作阶梯而逐步展开民治者，自亦不

可得”②。

二、中国式民主——— “人治的多数政治”

中国虽由缺乏西洋的理与势而未走上民治之路，但民治毕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一，梁漱溟也非

不知此义，故晚年时有言 “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他认为中国将来亦会成功于民治，但此

绝非西洋意义上之民治，而是合于固有民族精神之民治精神，“它正是一个民治精神的进步，而不是

民治精神的取消”③。正如钱穆在对新中国之憧憬中所谈到的：“新中国之政治发展，必然将向 ‘民主

政治’之途而迈进。但此种民主政治，决非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亦非苏维埃式的民主政治，亦非任

何其他国家之民主政治，而断然为中国文化圈里的中国式的民主政治。”④ 从人生态度的对比出发，

梁漱溟认为如西洋那样把人生看成为欲望之满足，把政治看作满足欲望之工具，那自要大家共同讨论

商量，其决定办法亦须多数表决，由此所定的规则及维持之秩序即为法治。在法治社会中以法为最

高，法由共同体成员的公共意志决定，个体绝不能超越于团体，只能根据法来行使命令，绝不容许以

少数人或个人之意志发号施令。如果共同体所遵守之法被少数人超越，即为人治而非法治。在民治社

会里，法治与人治根本冲突并不能调和。但按照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人生并非仅止于欲望，而是向

上求进步。每个人都有向上求进步之要求，事实上多数人是不自足的，正如孔子所谓 “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论语·述而》）。故必须承认智愚、贤不肖在人群中天然存在，“众人之中糊涂人常居多

数，贤智者寥寥无几，现在政治上的服从多数，无异是让 ‘贤智者跟着糊涂人走’”⑤。而从人生向上

来说，应视己不如人，必时时求教于人，固须尚贤尊师。“天然的就要走入少数领导的路，而非多数

表决的路。”⑥ 正如卢梭所言：“多数人去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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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５１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５５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９０页。
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１４页。
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梁漱溟全集》第５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４２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８３页。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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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民治之核心是主权在民、多数表决。但在梁漱溟看来，这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向上不符，甚至

根本冲突。例如，“饭团”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团体，固可取决于多数；但如为研究学问的组织，或如

古人彼此切磋砥砺人格的讲学团体，则不能采用多数取决的办法。“因为学理的对否是不能取决多数

的，人格也不能以多数人为准；这种团体天然的要尊师，要以贤智为尚。”① 在人格方面，他多次举

例说一个妓女怎能与一位贤智者各有一票之权，这是对贤智者的极大侮辱。“每人一票，是很呆板很

不高明的一种办法；如照这种办法去作，一定作不通。”② 因此，他很不喜 “民治”两字，强调在团

体中多数份子应有力参加团体生活，这样多数分子能把力气与心思都投入团体事情，“因他用心，他

将更能接受高明人的领导”。因此，须改变以前未能对团体生活作有力参加而处于被动之地位，要用

心思智慧。而这虽是听从少数人领导，但仍不失为主动。如果能通行，则中国将有一个新政治。“这

个新的政治，一方面是民治，一方面非法治”，即 “人治的多数政治”或 “多数政治的人治”③。

政治上的分别，不外多数政治与少数政治，我们现在的这种尊尚贤智，多数人受其领导的政治，

自一方面看，的的确确是多数政治，因多数是主动，而非被动；但同时又是人治而非法治，因不以死

板的法为最高，而以活的高明的人为最高。④

法既然可因共同体成员的同意承认而为最高，那一个人亦未尝不能因大家的同意承认而为最高。

大家同意承认一个人为最高地位，正如同意承认法为最高者一样。在梁漱溟看来，这种 “人治的多数

政治”或 “多数政治的人治”，符合中国民族之精神、古人之理想。中国传统儒家自来反对刑法与武

力，如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对儒

家而言，只承认作师之人才有资格作君，因此服从少数贤智之人符合古人之理想与儒家之精神。

多数表决实是西洋民主政制之核心，正如萨托利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Ｓａｒｔｏｒｉ）所言：“在民主制度中，解
决冲突的规则是多数原则。也就是说，除非多数 ‘游戏规则’或原则得到普遍接受，民主制度便没

有处理内部冲突的规则可言，因此也很难作为民主制度运行。”⑤ 中国自古亦有服从多数之理，如：

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

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

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左传·成公六年》）

但在梁漱溟看来，从众固然有理，而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在此上之理，即 “取决多数，只算聚讼

不休时一个最省事的解决办法。执行起来，容易行得通而已。至于其是否当理，就不得而知”⑥，“尚

贤尚智根本是一个理，都是因为多数未必就对”⑦。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其根本要求在于追求真善美，

理性逐渐开发而此要求愈强，这种不问是否合理而一味从众之法将不为人所取。而且西洋立法趋势亦

有舍民意而取专家之意，其形式上虽舍民意而实质却正是为达成民意。因此，“拘定要从众者，或反

不如尊贤尚智之合理。此实为民治制度之进步，夫岂民主精神之取消？民有民享之理，中国人充分见

到，顾不以民治制度行之者，并非见不及此，盖从乎理性所见又超过了一步”⑧。

其实，梁漱溟主张中国式民主 “人治的多数政治”，与西方所谓精英统治如出一辙。在西方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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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８４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３２６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９２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５６页。
梁漱溟认为，在西洋科学发达，有所谓技术行政之发展趋势，遂在它的政治上开出一个新方向，即共同体之事要听从智者，受智

者之领导。与西洋不同，中国科学不发达，但有一种人生向上的道德要求，从这种要求出发则要尚贤，如果将来中国有共同体之

政治亦要恢复尚贤之风气。“本来贤者就是智者，如果尊重智者，在团体中受智者的领导是可行得通的；则尊重贤者，在团体中

受贤者的领导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９０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３卷，第２５７页。



“人治的多数政治”

政治论者看来，人民似乎永远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政制事务只能由少数精英宰制与摆布，这确也部

分地反映现代社会政治之某种事实。经过现代技术的发展，专业分工愈来愈精细，要处理纷繁复杂的

公共事务必须依靠具备特色才能的精英式职业政治家，而不能盲目依靠一大群业余政治爱好者。质言

之，以私人事务活动为重心的人民大众在政治决策中不能出场，只能由贤智之精英来领导。例如，近

代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米歇尔斯 （ＲｏｂｅｒｔＭｉｃｈｅｌｓ），根据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亲身体验，对有寡
头化趋向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一种经典性分析原理——— “寡头统治

铁律”，即 “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

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① 这亦符合卢梭对即将出现变质的民主制之分析：

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

立起各种机构来，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只要政府的职能是被许多的执政者所分掌时，则

少数人迟早总会掌握最大的权威；仅仅由于处理事务要方便的缘故，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大权在握。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所提出的 “人治的多数政治”与西方民主政制的代议制颇有相似之处，

即人民可参与共同体，积极用心于共同体，同时选举自己合意的政治精英来管理共同体，治理国家。

其重点在于可选举但并不参与决策，即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正如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ｏｉｓＳｃｈｕｍｐｅｔ
ｅｒ）所言：“民主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定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
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③ 总之，梁漱溟认为 “团体分子对团体生活要为有力参加，可是我

只说到参加，而并没有要多数表决，这个 ‘有力参加’最好，可以把民治的意思包括进去，而不必

一定是多数表决”④。

三、政教合一之制度想象

梁漱溟之所以如此反对西洋政制，原因在于它是西洋政教分离之产物，而中国自古以来之传统则

为政教合一。政教分离之西洋，其民治制度以法为最高，国家与公民都在法律下过活，虽为法治却相

当机械，没有教育之意味。教育意味着由贤智者来领导众人，而民主政制是众人出主意，贤智者不过

是执行众人之主意而已，其意见被悬隔，教育之意味便不能涵摄其中。正如刘小枫所言：“在中国古

代政制中，君王必须为 ‘民’是德政的基本规定，这一传统早在先秦之前就已经奠立……为 ‘民’

原则包含教民以德，而教民是国家赋予儒生的法权，按照民主法理当然得取消这样的法权。现代西方

政制理念成了百年来中国思想面临的死结。”⑤ 质言之，民治是以公共生活方便之眼光来决定，而非

使公共生活含有向上之更高眼光。正如钱穆所言：“正因民主政治的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指

导，则个人自由很直捷便转落到物质享受上。”⑥ 西洋近代民治的特点是法律与道德互分，政治与宗

教相离，个人信仰完全自由，国家尊重公民，团体尊重分子；但在树立与保障个人自由时，却拒绝团

体之干涉，导致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不能使整个国家之人心积极向上，整个社会变为人生欲望之满足

而已。“故在中国如公私分清，则团体组织不成，政治与道德分开，则国家组织亦不能成功。而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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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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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２９３页。梁漱溟这种中国式的民治制度，可能更接近西方的共和观念而非
民主，误解了西方民主与共和的重要差别，正如金观涛所言，在西方共和比民主更着重强调公民在参与政治事务时的道德因素，

并且共和亦强调公领域与私领域之区分，把政治视为有别于私领域的公共事务。由于共和强调参政者的道德水平，因而更容易落

入精英主义的引力场。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乃为道德之延伸，参政乃为道德精英如君子、儒生之特权。因此，梁漱溟

认为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理解与引进新政治体制时，共和观念显然较民主更有市场。（参见金观
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６页。）
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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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国家非先提出标明道德与法律合一不可。如此的团体生活不单是图生存过日子而且还有领导大家向

上学好之意。”① 从近代西洋民治发展的历史线条看，不容否认的是政教分离于西洋民治甚为必要。

但对中国而言，政教分离则行不通，“人生与人生道理必不容分家”，政教合一本着人生向上之意，

由贤智者领导而众人服从。在人类生活中，最有力量且最有权威的共同体即国家，它一面能保障公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一面又抑制其各种行为。政教合一就是要把人生向上交由团体来执行，使人的生命

往更有道德、智慧与善良里去。

国家是有最高权力的团体，它将给我们许多安排、许多指示。这许多安排许多指示，应当充分寓

有领导人生向上、发展人们德性智能的教育意义；这便是政教合政教合一。②

多数人恳切向上，愿意受贤智的领导，这个意思讲出来，方为政教合一。③

执行政教合一的最高团体国家要从两方面为其成员作总安排：一是对人类生活有总安排，而不是

彼此竞争；二是对人类心思活动有总安排，要求其向上求进步，即可由生活方面给以指导，而复于精

神方面理出方向。这必然要求放弃武力之强制与法律之机械，而靠理性之教育。这里政教合一之

“教”不是宗教，“此处所谓合一，却并非要恢复什么 ‘国教’”④，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

而是中国传统教化之 “教”：

政教合一之 “教”范围甚狭，他是特别指 “关乎人生思想行为之指点教训”而言；再明白点说，

政教合一之 “教”；差不多就是道德问题…… “教化”二字庶几近之；故所谓政教合一，即政治教化

合一也。⑤

这教化之根本却在礼乐：“最有效的教育，就是我国的礼乐。礼乐予人以柔软的自然的影响，使

人有公共的生活，最好的秩序，而代替了强制的法律；使人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生活，同时也代替了

宗教。”⑥ 这礼乐之教并非指知识技能之教育，它超越了物质要求，于生命方面立说， “人生最大事

情，即是创造自己。社会应帮助人去创造自己，形成一个教育的环境，启发并鼓励个人的前进”⑦。

这样才能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个体生命，向上求进步。梁漱溟政教合一的思想与西洋启蒙以来许多

著名哲学家的观点甚为相似，如在其政教合一中担负教化责任的贤智者颇与英国哲学家密尔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所说的中产阶级相似。密尔认为：

中等阶层———他们为科学、艺术以及立法本身增添了最耀眼的光彩，并且是一切提高和纯洁人性

之举的主要根源———是社会中的这样一部分人：如果代议制的基础是如此广泛地扩大到他们，他们的

意见将起决定作用。地位低于他们的人们当中，绝大多数肯定将受他们的建议和榜样的引导。⑧

很明显，在密尔看来，政府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偶然偏爱的那种快乐，不如说

某些快乐比其它快乐更好，因而政府有责任教育其公民追求高尚的快乐而不是低级的快乐。因此，社

会团体担负着教育公民的责任，虽然个体确是优先于社会或者国家，但个体并不是指现有状态的个

人，而是在组织良好的社会中经过教育而可能培养成的那种个人。正如菲利普·佩迪特 （ＰｈｉｌｉｐＮｏｅｌ
Ｐｅｔｔｉｔ）对欧陆哲学家所作的评价：

设想一下卢梭关于公意和民主审议的价值的说法。设想一下赫尔德 （（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Ｈｅｒｄｅｒ）
对自我的养成与民族精神的关系的论述。设想一下康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对目的王国或者黑格尔有
关世界精神的实现的说法。设想一下像法治国家这样的法律观念或者像道德失范这样的社会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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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３４０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５６３页。
梁漱溟：《什么是政教合一？》，《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６９１页。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２卷，第５６２页。
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３３７页。
梁漱溟：《政教合一》，《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６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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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都可以说明一种共同的趋势，那就是，这些人认为，用于对政治结构的评价的基本价值，

本质上是社会性的。①

这里的 “价值”指衡量一种制度之标准。佩迪特所强调的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仅仅承认个人的

价值，而不承认社会的价值；欧陆哲学家们一直强调的则是一种 “社会价值”，即认为国家的正当性

或有效性之标准在于其有社会价值。因此，他倡导一种公众参与的、整体主义的国家结构，强调国家

的道德功能。其实，对国家是否应该担负教育民众的道德功能问题，是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争论的主要焦点。除了施特劳斯学派外，麦金泰尔 （Ａｌａｓｄａｉｒ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阿伦
特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共和主义的斯金纳 （Ｂｕｒｒｈｕｓ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Ｓｋｉｎｎｅｒ）等著名政治哲学家都认为国家应
当肩负起追寻美德的使命，强调社会和政治制度 “对公共的善和美德的追求，对古老共和传统的迷

恋，对腐败和暴政的痛恨”②。

在梁漱溟看来，民治主义政治制度所运用的 “箝制与均衡”原理，与政教合一却正相冲突。政

教合一必然要求 “权归于一”③。对于科学，可有批评与判断，但对于贤者之领导则不可，如信托某

人而受教于他，则全无箝制与均衡之意。信托即以师之眼光待之，不能有批评心与防备心，如只认他

为知识技能之师，犹可批评；如其为人格之师，则只能诚心受教。④ “故从政教合一则不合于民治主

义，从民治主义则不合于政教合一，二者在制度上最难调和。”⑤ 但他亦看到，在现代政治社会中，

主张政教合一又是相当危险的。

夫我岂不知政教分离，不独在欧洲当时有其事实上及理论上的必要，而且在何时均不失为最聪明

的办法。夫我岂不知，天地间没有比以国家权力来干涉管理人们的思想信仰行为再愚蠢而害事的；居

今日而还要谈中国所谓 “作君作师”，将为人讶为奇谈，哂为笑话。⑥

在梁漱溟看来，这是眼光短浅之人囿于眼前所见，根本不能看清世界文化发展变迁之大势。在以

往之社会，国家的统治与宗教的禁锢严重妨碍个人之自由，到近代则已打破藩篱，划清群己权界，争

取个人之独立与自由。然而这只是一种消极目的。据他判断，人类文化的发展大势将会转变出一种积

极要求，即要求团体帮助人生向上而非只是消极不干涉。“在我想，这将是世界多数人所要求的，不

过现在尚非其时机而已。中国往前去所要走的路，大概一上手就是政教合一。”⑦ 同时，他强调政教

合一之教并不包括教育上的一切事情，它比较严格狭窄，指最高团体 （国家）帮助个人向上而言，

并非要把 “教育的事情完全与政治合到一块。”⑧ 的确，在现代政治中讲政教合一风险非常大，更极

容易产生误会，故梁漱溟认为 “政教合一这话不好随便乱讲，普通所说的政教合一都不很对”。当

时，长江一带已兴起热闹非凡的 “政教合一”，一方面借用行政上的强制力量来办教育，尤其是民众

教育；一方面用教育的工夫与办法来推行政府之各种新政。例如，强调办民众教育没有政府力量为后

盾则很困难，而新政治推行如不用教育之方法亦推行不好，这就把政治与教育合一，名之为政教合

一。梁漱溟认为 “那就非一塌糊涂不可了！”⑨ 该分就分，该合就和，不能错误地运用政教合一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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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佩迪特：《人同此心：论心理、社会与政治》，应奇、王华平、张曦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１０年，第３６６页。
李猛：《革命政治———洛克的政治哲学与现代自然法的危机》，吴飞主编：《洛克与自由社会》，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１５
页。

对此，杜维明亦指出：“儒家的道德理性的一个基本点是信赖，即对社会的信赖。政治依靠所谓贤人政治，即以身作则的儒家型

的政治家。他们对自己的权利不仅有自我约束的能力，而且对人民的福祉有一定的承诺。”（［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２
卷，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１４页。）
对此，钱穆可谓梁漱溟的知音：“若依卢梭 《民约论》，谓西国政治权之理论来源为由于民众之契约，则中国传统政权之理论来

源乃在民众之信托。若目西国政权谓 ‘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 ‘信托政权’。” （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４页。）
梁漱溟：《政教合一》，《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６７８页。
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１７０页。
梁漱溟：《什么是政教合一？》，《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６９０页。
梁漱溟：《什么是政教合一？》，《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６９２页。
梁漱溟：《什么是政教合一？》，《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６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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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政教合一之所以可能与合理，在于人生向上与人的生活不能完全分开。如只顾生活而不注

意人生向上，完全把生活与人生向上 “打成两截”，实与中国文化不符。故政教分离单为谋生活而不

问人生意义，单为谋个人方便而不受团体干涉，都与中国文化相悖。“将来社会进步之后，人类会有

一更积极的要求，要求团体帮助自己人生向上，那时人生向上不再是你的事或我的事而是团体大家的

事，由社会来帮助策勉，共趋于人生向上之途，这才是政教合一的真义啊！”① 因此，他说 “吾人理

想之政治制度是政教合一的制度”②。

四、梁漱溟对民主政制可能的误解

在现代社会政治中，民主几乎已成国家政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代名词。任何想结合自身文化传统

创造新政制的思想家，概不能把民主自闭于外，被视为保守主义代表的梁漱溟亦不能例外。不论是

“人治的多数政治”，还是 “政教合一”式政治制度，都体现了他用民族精神接续西方政制传统、弥

补中国民治的努力。在现代社会中，西洋文明处于强势地位，民主被认为西洋之专利品，在中国文化

中极端缺乏。例如，叶德辉对孟子民贵君轻条所下之评语，即 “民为贵者，君贵之也，非民自贵也，

且非贵民权也”③，认为西洋之所以能首倡民主，原因在于西教中无忠君之义。

迩来泰西立国，民主之制居多。摩西立诫，以敬天、孝亲、爱人为宗。希腊、天主、耶稣三教本

之。其于忠君爱国，无明约也。彼书偶亦有之，乃其教士得见儒书以后所增，非彼经原文如此也。故

俄罗斯、英吉利之乱民，时时倡民主之议。所以然者，敬天孝亲爱人之理，中西所同，独忠君为孔教

特立之义，西教不及知也。④

但在梁漱溟看来，民主并非西洋之专利，中国文化中实有其真精神，其辩护理由是：民主首先并

非一种政制，而是一种精神或倾向，主要表现为承认旁人、平等、讲理、服从多数与尊重个人五项。

其中前三项在中国文化中都有所体现，甚至如 “讲理”还为中国人之长处，只是因历史背景之殊异，

团体组织未能充分发展，导致后两项之缺乏。为此，他采取的弥补之方是：对服从多数，采用 “人

治的多数政治”与 “政教合一”；对尊重个人自由，采用团体与个体互为尊重，以对方出发，以义务

来解决。对于梁漱溟极度自信之 “人治的多数政治”与 “政教合一”式政制，虽为结合中国传统文

化所创立的全新政制，但笔者认为其中有很多地方对西洋民治的认识与改造颇有混淆与误读之处，值

得研究者认真检讨。

首先是普遍参与和取决多数之区别。梁漱溟认为，民治之本质是 “遇事开会，取决多数”；但他

所创立的 “人治的多数政治”与 “政教合一”式制度只要求共同体成员积极关注、用心于公共之事，

“接受高明人的领导”，并没有权力决定公共事务。钱穆也认同这种中西融合的民治构想，认为 “多

数常见为有力些，却不一定常是有理些。尚力政治以力为理，故政治取决于多数；全民政治在 ‘理’

上分从违，不在 ‘数’上争多少”⑤。虽然梁漱溟把民主之 “民”即多数人包涵于共同体之中，但对

民主之 “主”即多数人之主意，以多数人为主体，由多数人做决定之意，却置之不理。他以为只要

强调多数人的普遍参与就能容纳民主精神，却未曾注意到将极少数贤人置于众人之上，民主似乎已渐

行渐远。正如张汝伦所言：“梁漱溟显然对现代民主政治理解得过于简单了。他以为只要大家参与团

体生活，就是民主政治了……民主不仅是多数人参与公共生活，而且还是公共生活由多数人来决定。

但梁漱溟却只是要多数人参加，却不要多数人表决。可是，没有决定权的参与根本不是参与，而是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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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什么是政教合一？》，《梁漱溟全集》第５卷，第６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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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却为专制政治打上了合法的烙印。”① 在梁漱溟看来，法既然可因共同体成员的同意承认为最高，

那一个人何尝不能因大家同意承认而为最高，正如同意承认法为最高者一样。这种只须个体热情参

与、服从领袖权威，而不须取决多数的全民运动，其演变后果往往不好。

其次是真理与政治之分界。梁漱溟一再强调 “人治的多数政治”与 “政教合一”式制度的合理

与可能。他认为必须承认贤愚、智不肖之自然差别，“真理”必掌握于少数贤人手中，众人必须尊师

重贤、服从于他。的确，从真理讲述者的逻辑看是非此即彼。但政治生活并非如此，它往往是共同体

成员各方表达意见与偏好的场所，成员之间需要不断的交流、沟通甚至争论，才能最后达成各方可能

的调和与妥协，而不能用任何真理或谬误之名随意定性。从揭示自然规律与人生真理的角度看，因社

会分工不同，真理的确可能掌握于少数人之手。但人毕竟是政治的动物②，政治毕竟为 “众人之事”，

其典型之特征在于个体要求在共同体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偏好与意见。胡适认为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在

于其为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训练一个素来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

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

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

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

种幼稚阿斗。”③ 也有学者认为：“给每一种意见和偏好以平等的表达机会，并认可其平等的价值，在

程序化的民主选举或民主决策中就必定体现为一人一票、票值相等、多数定夺。”④ 对真理与政治的

本质区分，著名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指出，真理具有非政治的性质：“从真理的角度看待政治，正如我

现在所做的，意味着从外在于政治领域的立场看待政治。这一立场是真理讲述者的立场，如果真理讲

述者试图直接干预人类事务和用说服或暴力的语言讲话，他就会丧失了他的立场，以及同时也就丧失

了他所要说的东西的可靠性。”⑤ 徐复观在 《学术与政治之间》一书中对政治与学术做了仔细辩证，

认为政治与学术的最大区别是质与量的区别，必须把政治对真理的立场与学术对真理的立场分开，才

能保证政治的民主性与学术的纯粹性两不相妨：“一万个普通人对于哲学的意见，很难赶上一个哲学

家的意见。一万个普通人对于科学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赶上一个科学家的知识。这里是质决定量，

这是学术思想的本性。但在政治上，任何伟大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他所投的票依然和普通人一样，只

能当作一张票看待。假定他要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惟有把他的意见诉之大众的同情，即是质要通过

量而始能有政治上的作用。因此，政治是以量决定质的。”⑥

再次是理性与制度之差异。梁漱溟相信人都有理性，亦有要求向上求进步之心，服从贤智之人领

导，其背后之最高原则显然不是取决于多数的民主政制，而是人之理性。他认为制度只是理性的外在

形式，不能照搬于西洋，应因地制宜。“在时下人浅薄稚劣的头脑，方于西洋制度初有所闻者，当然

也只能有这一套，想不出别的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要各地方社会从事实上漫漫探求创造以成的，

不是在写字台上斟酌条文，可以照图样制造的。”⑦ 但他太强调人之理性与民主之精神倾向，忽视了

民主作为一种政制在制度保障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只有民主精神才具有普遍性，民主制度却因时因地

而表现各异。的确，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各有差异，如古希腊直接选举之民主、近代的代议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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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８３—５８４页。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按其本义，后一句话可译为：“人类在本性

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便是被广泛引用的名言 “人是政治的动物”的蓝本。（参见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第７页。）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智效民编：《民主还是独裁：７０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争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６页。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９页。
［德］阿伦特：《真理与政治》，田立年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学术思想评论第６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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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等。但民主作为一种基本政制有其基本原则，如强调公民的基本选举、依法治国与权力制衡

与监督等制度，虽有其弊端，但作为制度在保障民主实现上却必不可少。相反，他过于强调人的理

性，主张 “理性的政治”，认为共同体成员可通过讲理来保障人心向上的社会风气与社会秩序的良好

运行。但这种缺乏具体历史规定的理性飘忽不定，并不能保证贤智之人能用其理性引导众人有向上求

进步之心。正如张汝伦所评价的：“梁漱溟提出的政治设想，本意未尝不是要有一个比现存任何政治

制度都好的政治制度，可是只合他主观的情理，却不合历史和现实的事理，在实践中行不通是必然

的。”① 王宗昱也认为：“梁漱溟否认把自由和人权建立在外在的需要和保证上，因为这些都不免会使

物欲参杂其中。他要求把自由和人权建立在超乎物欲的人心透达上。然而，失去外在作保证的人权和

自由以及仁政都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②

最后是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梁漱溟本着固有文化的民族精神，断然否定由西洋团体与个人、团

体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三者开展出的 “箝制与均衡”即分权原理，认为中国应该充分相信贤智之人，

不能对之有批评与防备，须绝对服从其领导，使他能权归于一，一心引导公众向上求进步。因此，他

虽然一再申明自己并非反对民主，但对民主的核心分权原理却相当拒斥。但如果过分相信贤智之人的

道德与人格，导致权力高度集中而毫无任何外在制度规约，极有可能堕入危险境地。而且，他也并未

说明贤智的衡量标准与产生方法，即如何保障其必定为贤为智。更何况人性之复杂尽人皆知，即便贤

智亦未必能不染一层私欲，则没有权力相互制衡，结果必定不堪设想。正如牟宗三所对中国传统民主

形态所作之区分：古代中国没有 “政权的民主”而只有 “治权的民主”，如科举取士面对所有人开放

即是治权民主之表现，但真正的民主却是政权之民主。“唯有政权民主，治权的民主才能真正保障得

住。以往没有政权的民主，故而治权的民主亦无保障，只有靠着 ‘圣君贤相’的出现。然而这种有

赖于好皇帝、好宰相出现的情形是不可靠的。”③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伦理关系本位无法形成与西洋相

互对抗之势，更不能建立维持权力均衡的政制。于此，他只看到西洋权力制衡政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

背景，并未看到这种分权制度对现代民主政制的意义。它不仅要在共同体与其成员、各组织团体阶级

之间保持权力均衡，更重要的是限制和监督权力，保障共同体成员的基本政治权利，如没有个人的自

由权与政治参与权，民主政制绝不会存在。“梁漱溟过于相信人的道德良知和约束力，认为中国人天

生向内用力，人心向上，靠自己的道德良知，而不靠外在的限制和约束。”④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

的：“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

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⑤ 理想的政制当然应为君主制，但君主制虽好，如没有制度保障君主必为

“最优良的人们”，其变体便是独裁，危害极大，故亚氏最后主张的政制乃是最现实可能之共和政治。

梁漱溟如此相信贤智之人的理性、道德与良知，但如出现不讲理之人该如何处理，通读其相关文献并

未发现解决办法 （基本上都靠人心之自律）。显然，他对中国传统的理性与人心过于理想化，以为只

要坚持人的理性，即可实现最理想之政制。但理想归理想，现实仍是现实，只相信贤智之人却不要外

在的权力制衡与制度保障，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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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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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０７页。
王宗昱：《梁漱溟》，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２年，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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