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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与儒家文学价值观的建构 `
夏 静

【提 要】作为一个始终高悬在三代乌托邦想象中的思想传统 , 周文以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浓厚的理想

色彩深刻地影响着儒家思想传统的形成 , 并使儒家文学价值观自产生伊始便呈现出德性优先 、 崇尚教化与

历史叙事等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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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套体系完备的价值系统 , 后世对于周文的理

解 , 不仅关乎三代社会政教得失的历史评价 , 尤其与周

王朝的文治武功密切相关 , 同时 , 也与儒家的历史文化

建构有着内在的心理渊源与逻辑关联。考察轴心期的思

想资源 , 可以看到 , 以周文为核心的文制礼法, 不仅铸

就了周代三百多年的伟业 , 而且为 “轴心突破 ” 的哲学

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 决定了诸子思想的基本学

术立场和价值取向, 这一特点 , 在原始儒学思想体系的

形成中体现得极为充分 。自孔子以来儒家文学价值观的

理论建构 , 涉及对文学价值主体 、 文学价值本质的体

认 、 文学价值体系的建立以及文学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

的形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 其中若干价值标准 、 价值原

则和价值理想积淀成为传统时代正统一脉文学价值观的

核心 。我们认为 , 周文对于儒家文学价值观的影响 , 尤

为明显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价值主体的德性要求 ,

形成以文德 、 文质 、 美善为核心的人格理想与社会风

尚 一是价值评价的教化追求 , 形成以文化 、 文教 、 礼

文为核心的教化理念与政教模式 一是价值理想的历史

诉求 , 形成了 “祖述尧舜 ”、 “述而不作 ” 的复古情结与

“知人论世 ”、 “征圣宗经 ” 的脉络化历史叙事 。

“礼崩乐坏 ”, 由制度崩溃到思想重建 , 周文作为古代政

教制度典范 , 成为尔后思想家对于黄金时代追忆的一个

部分 , 是先秦学术产生的历史语境与思想基础 。

周文内涵极为丰富 , 凡人生一切德行修养 , 均可纳

入周文的价值视野 。最典型的例子是 《国语 ·周语下 》

记载单襄公告其子顷公 , 论晋孙谈之子周 即晋悼公

“其行也文 , 能文则得天地 , 天地所炸 , 小而后国。夫

敬 , 文之恭也 。忠 文之实也。信 , 文之孚也 。仁 , 文

之爱也 。义 , 文之制也 。智 , 文之兴也 。勇 , 文之帅

也。教 , 文之施也 。孝 , 文之本也 。惠 , 文之慈也 。

让 文之材也 。” 韦昭注 “文者 , 德之总名也 。” 单襄

公看到晋悼公具备敬 、 忠 、 信 、 仁等十一种德性 , 拿一

个 “文 ” 来概括他 , 由此可见 , 周文统摄了上古道德文

化的全部意义。周代浓郁的 “尚文” 风气 , 自先秦以来

便成为古人颂扬的典范 。 《论语 ·八情 》 “周监于二代 ,

郁郁乎文哉 。” 《礼记 ·表记 》 “殷周之文 , 至矣。” 《史

记 ·高祖本纪 》 “周人承之以文 。” 《史记 ·梁孝王世

家》索隐 “̀周人尚文 。” 《礼记 ·王制》 孔疏 “周贵

文。” 周代 “尚文” 之风包含多重意蕴, 既有对夏商以来

周文的含义 , 大约有二 一是作为礼乐典章形式存

在的周代宗法 、礼法制度, 承夏 、 商二代而来 , 至周公

“制礼作乐” 极盛, 春秋以后逐渐衰亡。一是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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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继承 , 也不乏对文王之德与周公礼乐治国理念的

认同 , 这种以人文教化而不是武力征伐治理天下的政治

运作 , 备受后世推崇 。周文所表现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

求 , 渗透在上古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此 , 近代

学者多有论述 。柳治微先生指出周代政治 “尚文”, 其

文教以礼乐为最重 , 他认为 “三教改易 , 至周而尚文。

盖文王 、 周公皆尚文德 , 故周之治以文为主。”①牟宗三

先生认为, 周文的重要内容是 “传子不传弟 , 尊尊多礼

文”, “周之文只是周公之政治运用以及政治形式 礼

之涌现 , 教化风俗是其余事 ”, 他强调 “亦义道之表

现 , 亦即客观精神之出现 。凡公私之编 , 分位之等 , 皆

义道之表现 。此周文之所以称为吾华族历史发展之一大

进步处也 。”②作为三代以来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政教

制度 , 营造出一种 “郁郁乎文哉 ”的精神信仰与社会风

尚 , 正是周文的核心所在 。

春秋末世 , “周文疲弊”,③诸子蜂起 , 礼乐道德流

于形式化的 “文” 弊 , “文” 逐渐失去其固有的精神道

德内涵而蜕变为无质的虚文 , 对于周文的反思 , 遂成为

思想家关注的焦点 , 分析此一问题 , 韦伯的社会历史视

野极具借鉴价值 。在考察宗教起源时 , 韦伯认为 , 亚洲

所有伟大的宗教性理论皆为知识分子的杰作 , 中国的

儒 、道 , 作为伦理思想或救赎论的担纲者 , 亦不例外 ,

在一个既存的教育范围内, “他们通常也只是忽视既存

的宗教实践 , 或者予以哲学的再阐释 , 而非直接与其决

裂 ”。④对于韦伯的这一宏观判断 , 余英时先生极为推

崇 , 他以 “礼乐” 替换 “宗教 ”, 认为孔子 、 老子 “从

哲学角度对现行礼乐实践加以重新阐释 , 而不是从中抽

身而出”, ⑤对中国轴心期的思想家而言 , 情况确实如

此 。围绕着周文之盛与周文之弊的建构与解蔽 , 成为

“轴心突破” 时期诸子的一种自觉的历史反省 , 他们的

思想 , 都是建立在对周文而发 , 也即针对周代的这一套

礼乐文制而言的 , 班固所谓诸子之学 “殊途同归”, 正

是此意 。孔子的再阐释 , 旨在赋予周文 “仁 ”的生命化

意蕴 , 以礼之损益赋予周文与时俱进的品格 , 通过发挥

周文新的价值意义, 使之成为尔后儒家道德价值 、伦理

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源头 。墨子秉持的功利目的和 “尚

用”、 “尚质 ” 理念 , 使其成为周文最早的反对者 , 墨子

力图用夏政 、 夏礼之原初简洁改造周文之复杂繁褥 , 这

种改造 , 囿于在人文价值与制度设计上的缺失 , 自然导

致了墨家思想在战国以后的衰微 。老庄以近乎决裂的方

式划清与周文的界限 , 不仅从历史的本源处颠覆了礼乐

制度的合理性 , 而且在 “方内” 的现实世界之上 , 开出

一个 “方外 ”的 “道 ”的精神世界 , 道家既不同于儒家
对尧舜的追寻 , 也不同于墨家对夏代的想象 , 而是彻底

否定了文明 , 构想回到文明之前的 “自化 ”、 “自正 ”、

“自富 ”、 “自朴 ”的自然秩序时代 。总体而言 , “周文疲

弊” 背景下兴起的诸子之学 , 均热衷于对周文得失的评

判 , 儒家的重新阐释 、墨家的激烈攻击 、道家的超越突

破 , 构成先秦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伴随着这种反

思与总结 , 也就完成了自周公 “制礼作乐 ” 以来 “神道

设教 ”的过程, 实现了周文从西周具体政治制度到思想

文化传统的理论总结 , 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千古相继的思

想传统。

德性优先 , 是周文重要的价值理想 , 与人格修养 、

精神气质乃至社会风尚相关的文德 、美善 、文质等质

素, 也就成为儒家文学价值主体的核心要求 。周文所显

现的上古道德传统与伦理精神 , 在文化理想与价值目标

上 , 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塑造 、 伦理规范与

德性培养 、 日常生活之道的诸多方面, 尤为明显地体现

在儒家所推崇的文王之德 、尽善尽美 、文质中道等命

题上 。

文王以德行 、 文略而使天下归心的举动 , 不仅是政

治运作之典范 , 也是理想人格之典范 。

作为礼乐政治的核心命题 , 文德思想到西周已经成

熟并完善起来 , 金文中习见的 “正德 ”、 “鼓德” 、 “孔

德”、 “介德 ”、 “元德”、 “明德”、 “哲德”, 都是对品行

高尚者的称谓 , 如 《诗经 ·周颂 ·维天之命 》 “于乎不

显 , 文王之德之纯”, 《国语 ·鲁语上 》 “文王以文昭”,

均指文王有彭德 、 纯德 , 故溢 “文 ”, 所谓 “文王之德”

被视为古来有德者的最高境界 。文德与文武相对 。古人

对于 “文 ” 、 “武 ” 的理解与具体的德行有关 , “文 ”主

内心慈惠 , “武 ” 主外力暴庚 。如 公逸周书 ·溢法解 》

“经纬天地曰文 , 道德博厚曰文 , 勤学好问曰文 , 慈惠

爱民日文 , 憨民惠礼曰文 , 赐民爵位曰文 。刚强理直日

武 , 威强睿德曰武 , 克定祸乱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 大

志多穷曰武 。” 这些记载虽然不乏后人的想象 , 但是亦

可以充分说明 , 古人重文 、 武之德 , 尤其强调对君王的

柳治微 《中国文化史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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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要求 。文德是三代圣贤政治的核心内容, 如 《诗

经 ·大雅 ·江汉 》有 “矢其文德 , 洽此四国 ”, 《论语 ·

季氏》有 故̀远人不服 , 则修文德以来之”。古人提倡

文武兼资 、华实相符的完美人格 , 如 《诗经 ·大雅 ·裕

高》有 “文武是宪”, 《小雅 ·六月 》有 “文武吉甫 , 万

邦为宪”, 《鲁颂 ·浮水 》有 “允文允武 ”。据此 季镇

淮先生认为文 、 武自殷商以来就代表两个观念 “ 武̀ '

字表示人的一种事功 征伐 , 偏于政治的意义 `文 '

字表示人的一种行为态度 , 偏于伦理的意义。”①

周文明确界定文德 、 文武之分 , 构成了传统时代伦

理道德思想的源头 , 对此 , 儒家有进一步地发挥 。在孔

子的君子理想中 , 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 “尽善尽美”,

《论语 ·八情 》 “子谓 《韶 》 尽̀美矣 , 又尽善也 。' 谓

《武 》 尽̀美矣 , 未尽善也 。”, 为什么能 “尽美 ” 不能

“尽善 ” 呢 孔子面对 “周文疲弊” 的现实 , 看到了春

秋美善相分的时代趋势 , 承认美与善的区别 , 也承认

文德与武功的高下 , 但他力图调和 , 主张美善相兼 、

美善一体 。作为不同层面的价值标准 , 美善浑然互涵 ,

指涉范围不尽相同, 体现了价值理想之高下 。 “美” 是

一种经验性的感知 , “善” 则寄予了理想的价值判断与
理性反思在内。在孔子看来 , 主体从自在走向自为的

人文化成 , 同时也表现为一个德性尽善尽美的过程 ,

《韶 》 乐正因为兼有审美体验与道德判断的双重意蕴 ,

负载了深厚的周文政教想象 , 才符合孔子的审美理想

境界 。孔子将君子的内在质素 “恭 、 宽 、 信 、 敏 、 惠”

《论语 ·阳货 》 与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子 ” 颜

渊 的社会承担统一起来 , 在他眼里 , 即便有再好的

道德修养而没有政治担当 、 人生关怀 、 社会责任 , 也

不能算一个理想的君子 。在某种意义上 , 孔子业已赋

予理想人格以内圣外王的规定 , 尔后孟子的 “充实之

美”, 靠反省求诸己 , 荀子的 “全粹之美 ”, 求诸外 ,

求诸文 , 从内外两个维度充实了以知情意 、 真善美统

一为内在尺度的理想人格 , 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

形态 。

源于 “尚文” 的传统 , 周代所崇尚的德性理想与人

格典范 , 以文质中道 、 温恭平和为特征 , 按照 《周礼 ·

春官宗伯 》 的记载 , 就是培养国子 “̀中 、 和 、 抵 、 庸 、

孝 、 友 ” 的道德品质 , “兴 、 道 、 讽 、 诵 、 言 、 语 ” 的

从政能力, 以及学会祭祀祖先神灵的乐歌乐舞 。不同于

文德重内在修养 、 文武重外在武力 , 文质重在文野之

辨 。 《论语 ·雍也 》 “质胜文则野 , 文胜质则史 。文质

彬彬 , 然后君子 。” 何晏 《集解 》 “野如野人 , 言鄙略

也 。史者 , 文多而质少。彬彬 , 文质相半之貌 。” 《礼

记 ·表记》 “虞 、 夏之文不胜其质 , 殷 、 周之质不胜其

文 。” 孙希旦 《集解 》引方想云 “至矣者 , 言其质文不

可复加也 。加乎虞 、夏之质 , 则为上古之洪荒 加乎

殷 、 周之文 , 则为后世之虚华 。” 过质之野蛮与过文之

虚饰 , 均非儒家的理想 , 文与质的结合 , 才能中庸和

谐 。对于理想君子的德性要求 , 荀子说的很明白, 《荀

子 ·不苟 》 “君子宽而不慢 , 廉而不判 , 辩而不争 , 察

而不激 , 寡立而不胜 , 坚强而不暴, 柔从而不流, 恭敬

谨慎而容 , 夫是之谓至文。 《诗 》 曰 温̀温恭人 , 惟德

之基 。' 此之谓也 。” 这种不偏于一隅 、 中正平和的品

行 , 集政治 、伦理 、 宗法 、 情感于一身 兼顾了道德理

胜与个体性情 , 协调了内在欲求与外在规范 , 正是周代

“尚文 ” 所追求的理想人格风范 。

作为一种价值理想 , 儒生主体精神的培育 , 是与周

文的核心价值观密切关联的 。周文的理想落实到人格培

养上 , 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与超越 , 从而获得一种精

神存在的普遍意义与抽象价值 。此一过程, 用黑格尔的

话讲 , 就是 “自身异化了的精神 ”, 也即人不能停留在

自在存在的状态 , 要通过异化 , 摆脱个别性 、 特殊性 ,

与自身的直接性和本能性保持距离 , 向普遍性提升 , 使

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 , 从而转化为自为的存在状

态 。②此一过程 , 用孔子的话讲 , 就是 “质胜文则野 ,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 然后君子 ”。理想的人格境界

是儒家的终极价值指向 , 人的内在价值及其本质力量

惟有通过人格的完善才能得以展现和确证 , 无论是治

平的外王理想 , 或是修身的内圣理想 , 均以主体人格

境界的完善为前提 , 如何经由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 ,

如何将本然提升为应然 , 是孔门弟子孜孜以求的目标 。

对儒家而言 , 从自然的超越到人文世界的建构 , 从自

然的人化到意义世界的建构 , 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的

现实 , 最终统一于人格的完善 , 而文质兼备 、美善合

一 , 就体现了儒家对于人格完善的基本理解 。 因此 ,
在儒家理想君子标准形成的历史过程中 , 无论孔子的

“文质彬彬 ”、 “尽善尽美”, 孟子的 “美善信 ”, 还是荀

子的 “全而粹”, 均以德性优先的周文价值原则为理论

前提 。

崇尚教化 , 是周文重要的价值目标 , 与人文化成 、

政教伦理相关的文化 、 文教 、 礼文质素 , 成为儒家文学

价值评价的核心内涵。历史地看 , 人文教化理念的形

成 , 源自周代 “尚文” 的传统 , 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教

季镇淮 《来之文录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下卷 , 贺麟 、 王玖兴译 , 商

务印书馆 年版 , 第 一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年第 期

运作与信仰建构 , 周代的礼乐教化以外在典章制度的实

施和道德规范的约束 , 联系着社会的精神控制与民族的

文化整合 , 是国泰民安 、天下大治的必由路径 同时,

作为人内在的灵魂安顿与情感慰藉 , 又联系着宗法伦理

与血缘亲情 , 是古人信仰系统的心理本原 。古典时代以

道德教化为主体的生活方式 , 营造了中国社会总体的精

神风貌与教养水平 , 这对于尔后儒家文学价值观的建

构 , 无疑具有本源性的影响。

周文的文化意义与政教目的, 在于教化。以教化为

核心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古典时代的思想主流 , 与西方

的教化传统亦不乏相通之处。就社会生活而言 , 教化观

念特别注重的是 “化”、 “化成 ” 的过程 , 也即通过经典

学习 、礼乐传习等方式 , 既符合人之本性 , 又能发挥移

风易俗之社会功效 , 这有似于罗蒂的 “教化的哲学 ”。

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 , 罗蒂区分了两种哲学概念

一是主流的 “系统的哲学 ”, 它以认识论为中心 , 旨在

通过认知的建构活动 , 为社会生活提供一种 “普遍的公

度性” 一是非主流的 “教化的哲学”, 它质疑认识论 ,

旨在通过不断更新的表述和可持续的谈话引发人内在精

神生活的转变 , 从而避免制度化 、固化为普遍公度性的

标准。①罗蒂倡导一种相对主义的教化观 , 强调教化所

引发的精神世界改变 , 在于转变的意义与价值 , 这与中

国古代的教化 、教育理念颇有相似之处 。譬如对 “文

化 ” 一词的理解 , 所谓 “文化”, 即易学 “观乎天文以

化成天下 ” 之义, 《说苑 ·指武 》 “圣人之治天下也 ,

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 , 为不服也。文化不改 , 然

后加诛 。” 此 “文化”, 是指以周文为文治教化的依据 。

正因为周文有教化之功 , 故 “文 ”与 “化 ”合一 , 谓之

“文化”, 这是华夷之辨的前提 、 文野之分的界线 , 化外

为野 、 化内为文 化前为朴 、 化后成人。 “文化 ” 是个

体社会化的一个起点 , “文化 ”的手段 , 亦可以借助于

“文教”。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晋文公之所以为 “文”,

是因为定霸前曾实施 “文教 ”, 左传 ·嘻公二十七年 》

“晋侯始人而教其民, 二年 , 欲用之 。子犯曰 民̀未知

义 , 未安其居 。' 于是乎出定襄王 , 人务利民, 民怀生

矣 , 将用之 。子犯曰 民̀未知信 , 未宣其用 。' 于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资者不求丰焉 , 明征其辞。公曰

可̀矣乎 ' 子犯曰 民̀未知礼 , 未生其共 。' 于是乎大

苑以示之礼 , 作执秩以正其官 , 民听不惑而后用之 。出

毅戍, 释宋围 , 一战而霸 , 文之教也 。” 此处的 “文之

教 ”, 就包含 “义 ”、 “信 ”、 “礼 ”等内容 , 可见 , 作为

周文核心的道德传统与伦理精神 , 并没有随着制度层面

周礼的崩溃而失去立身之所 , 文化与教化的理念 , 作为

一种政教理想 , 仍然对古人的精神自觉以及对自身价值
的体认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

周文崇尚教化的传统 , 成为尔后儒家人文化成思想

阐扬之根基 。《论语 ·学而 》 “子曰 弟子入则孝 , 出

则梯 , 谨而信 , 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 , 则以学文 。”

这里 “学文” 的主要内容 , 既包括人文活动中必要的规

范与文饰 , 也包括孝梯 、亲亲等内在情性的外在表现 。

《宪问 》 “若减武仲之知 , 公绰之不欲 , 卞庄子之勇

冉求之艺 , 文之以礼乐 , 亦可以为成人矣 。” 每个人的

天性虽然不同, 但均需经历 “文之 ” 的教化 , 才能 成̀

人”, 即人格的完成 。 《荀子 ·天论 》 “ 卜笙然后决大

事 , 非以为得求也 , 以文之也 。故君子以为文 , 而百姓

以为神 。”这里的 “文之 ”, 是在礼乐教化的仪式中, 注

人人文 、 理性的要素 , 即易学所谓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

天下服矣”。在周文教化的历史语境中, “文” 的意义与

礼的意义基本倾向一致 , 尤其是周文衰弊繁文褥节极至

以后 , 人们更倾向于取 “文 ” 所显现的外在文饰美化

之义 , 视 “文 ” 为周礼的特质也就更容易被认同 , 也

即所谓 “礼文 ”, 《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 》 “文辞以行

礼也……无礼甚矣 , 文辞何为。” 《韩诗外传 》卷 “故

礼者 , 因人情为文 。” 《礼记 ·乐记 》 “礼自外作故文 。”

从本质上看 , “文 ” 与礼是自在走向自为的人文化成的

必然过程 , 故 《郊特牲 》 “男女有别 , 然后父子 。父子

亲, 然后义生 。义生 , 然后礼作 。礼作 , 然后万物安。”

在周文的思想系谱中, 不仅礼与 “文” 是相通的 而且

乐与 “文 ”也是相通的 , 譬如古人论 “乐 ”, 首先谈

“文”, 如 《礼记 ·乐记 》提出的 “声文 ”、 “乐文” 等 ,

在古人眼里 , 凡美的 、 和谐的事物均需依靠 “文” 来显

现 , 听之 “声文 ”、 观之 “乐文”, 在运思逻辑上是相

似的 。

传统的教化理念, 既建立在 “神道设教” 的信仰基

础上 , 又需要以 “君子之文 ”加以点化 , 方能完成

“文” 化的自觉与超越 。三代以来的 “六艺 ” 之教中 ,

礼教和乐教尤其体现出 “文之 ”、 “成文 ” 的特质 , 对

此 , 后世儒者表现出极大的阐释兴趣 。以报本返始 、 慎

终追远为宗旨的礼教 , 强调情文的统一 , 如 《荀子 ·礼

论篇 》、 《礼记 ·三年问 》均有 “称情而立文 ” 的说法 。

《大戴礼记 ·礼三本 》 “凡礼 , 始于脱 , 成于文 , 终于

隆 。故至备 , 情文俱尽 其次 , 情文佚兴 其下 , 复情

以归太一 。”从发生的角度看 , 作为人文化成的产物 ,

礼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从质到文 、 由脱 简 而隆

繁 的过程 , 因此 , 情与文的分裂 , 就如同文与质的

分离一样 , 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 , 但是 , 儒家仍然视

“情文俱尽 ” 为礼的最完满表现 , 以之确立人文化成的

① 美 〕理查德 ·罗蒂 《哲学与自然之镜 》, 李幼蒸译 , 三联

书店 年版 , 第 页。



夏 静 周文与儒家文学价值观的建构

理想高度。同样 , 以中正平和 、 温柔敦厚为宗旨的乐

教 , 亦以 “成文” 为价值目标 , 《礼记 ·乐记》 “故乐

者, 审一以定和 , 比物以饰节 , 节奏合以成文 。所以合

和父子君臣, 附亲万民也 。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发挥

教化的社会整合作用, 借助礼乐的 “成文 ”特质 , 展示

出一种对民众生活的自觉的人文价值引导与塑造 , 营造

出一派上下和睦 、 井然有序的盛事景象 , 应该是后世儒

家对于周文教化更高的价值期待 。

四

尊崇往古 , 企慕圣贤 , 注重温故知新 、 继往开来

的脉络化历史叙事 , 是周文重要的价值理想 , 与复古 、

三代 、道统相关的 “祖述尧舜” 、 “述而不作” 、 “知人

论世 ” 、 “征圣宗经 ” 等命题 , 构成儒家文学价值理想

的历史诉求 。 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历史意识 , 古人不

仅重视回顾自己的历史 , 常常对其进行想象性的发

挥 , 而且善于从中引出未来的发展向度 , 这不仅仅是

一个社会历史观问题 , 更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向后看的

思维方式 , 追根溯源 , 这种浓郁的乌托邦倾向形成的

重要思想根源与参照标准 , 就是周文的历史评价

系统 。

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 , 周文看重历史脉络的连续

性和整体性 , 重视的是个体生命身处于历史传统之中

对文化生命的继往开来 , 今人之所以能够理解或解释

古人 , 就在于历史具有连续性 , 文化传统是一个连续

不间断的 、 一脉相承的整体 。因此 , 历史的 、 文化的

存在 , 是人存在的一个显性特征。在这一方面 , 世

纪西学哲学解释学的观念 , 与中国传统教化思想不乏

亲和之处 。在重建人文主义传统 , 确立精神科学和哲

学解释学合法性的建构中 , 伽达默尔认为教化是一个

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概念 , “我们所说的一种普遍的和共

同的感觉 , 实际上就是对教化本质的一种表述 , 这种

表述使得人们联系到某种广阔的历史关系”。因此 , 他

强调教化概念的传统 , 就是我们要回顾的人文主义传

统 , 教化的历程 , 也就是熟悉和拥有人文传统的历史

记忆 , 不断去除个别性 、 自然性而进人普遍性 、 本质

性的过程 , 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 , 就是获得 ' 共̀通感”

的过程 。①通过不断的教化传递与承接 , 将个体生命

融人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中 , 孔子所谓 “述而不作 ,

信而好古 ” 《论语 ·述而 》 , “周监于二代 , 郁郁乎

文哉 , 吾从周 ” 《论语 ·八情 , 均是源于对历史

文化连续性 、 传承性的高度自觉 。这种自觉营造了中

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复古文化模式 , 其最显著的特

点是 轴心时代的诸子均认为上古存在一个乌托邦的

完美社会形态 , 因此 , 对于黄金时代的追忆 , 成为诸

子思想建构中的一个共同点 。在他们看来 , 人类起初

都有无限美好的黄金时代 , 尔后便 日趋堕落 , 今不如

昔 一代不如一代 , 这是西周礼乐秩序崩溃后种种复

杂情绪 , 诸如对现实社会的失望 、 对黄金时代的追忆

以及对理想秩序重建的期待等共同交织而成的 。对

此 , 葛瑞汉认为 “这肯定是一个令人幻想破灭的时

代……对一切有组织的政府的失望 , 对圣贤君主的嘲

笑 , 对黄帝开战以前的时代的怀想 , 凡此一切 , 都成

了上古思想的背景 。”②情况就是这样 春秋以后复杂

的思想状况与社会情绪 , 正是复古思想兴起的重要历

史语境 。诸子景仰 “上古之世 ”, 在整体思想倾向上复

古 、崇古 , 但在价值理想上分野不同 , 故所 “复 ”之

“古 ” 也不尽相同。罗根泽先生 《晚周诸子反古考 》认

为孔子乃复古改制第一人 , “孔子以前 , 各国制度皆纯

任其自然演变 孔子而后 , 则诸子皆托故改制 ”。③自

孔子复古改制以后 , 墨子道夏禹, 孟子言必称尧舜 ,

许行则为神农之言 , 庄子更臆造古圣先王之说 , 其他

托古者 , 不胜枚举 。

这种向后看的历史文化观 , 充分体现在孔子对三代

文质的理解上 。以文质论史 , 最初兴起于对夏 、 商 、 周

历史文化特征的整体评价。有关殷周礼乐的实质 , 金景

芳先生认为 “用两个字概括 , 就是 亲̀亲 ' 、 尊̀尊 ' 。

用一个字概括是 质̀ ' 、 文̀ ' 。”④其最早的含义是指

殷 、 周不同的继承制 , 殷人超现实重原始血缘故尚质 ,

周人重现实尚政治故文 。三代文质 , 与世推移 , 有不

同的时代特点 , 《礼记 ·表记 》假孔子之口认为 “虞 、

夏之质 , 殷 、 周之文至矣 。虞 、 夏之文 , 不胜其质 。

殷周之质 , 不胜其文 。”孔疏认为 “此一节总明虞 、

夏 、 商 、 周四代质文之异 。” 夏代文化的核心是巫祭和

鬼神 , 礼乐文化的特点是愚朴鄙野 、 朴而不文 殷人

尊神信鬼而轻礼 , 礼乐制度不够完善 周人尊礼重人 ,

礼乐制度完备但繁缚 。由夏至商 , 大体是由野到质 、

文质相间 由商至周 , 则是由质到文 、 文胜于质 。孔

子视周文为一个动态的文明创制过程 , 在他看来 , 三

代社会由质而文的演进 , 既是自然到文饰的必然 , 也

是人文化成的必然 。韦政通先生认为 “孔子为了追究

德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 洪汉鼎译 , 上海译文出版

社 年版 第 、 页。

英口葛瑞汉 《鹃冠子 一部被忽略的汉前哲学著作 》, 杨

民译 《清华汉学研究 》 第 辑 , 清华大学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罗根泽 《诸子考索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金景芳 《金景芳晚年自选集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年

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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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失效的原因 , 因而奠定了内圣之学的基础 , 但在

孔子 , 内圣之学不过是恢复周文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

手段 , 目的是要周代的文制 , 再度发挥社会 、政治方

面的功能 , 这一面是孔子的外王之学 , 也是孔子积极

的目标 。',①以文质论历史的传统一经形成 , 在文化传

承上便自然衍生出 “贵古” 与 “趋新 ” 两种相对的史

观 , 在 “尚文 ”、 “尚质 ”或文质代变中寻求历史与现

实的平衡与协调 , 成为尔后儒家文学史观的核心价值

取向 , 文学退化与整个文化乃至文明进化交错之悖论

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特有的书写模式 , 亦使中国

传统文化以及文学观念都呈现出极其浓郁的向后看的

乌托邦倾向 。

在思想谱系与文化心态上 , 儒家极力塑造出上古帝

王的伟大人格与传承谱系 , 以此建构古史的黄金时代 ,

这是中国道统的来源 , 也是复古思想的依据 。对于古代

帝王谱系的美化 、理想化 , 主要体现在儒 、墨两家 。孔

子多使用一些感性的 、 空泛的赞美之辞 , 如 “大哉尧之

为君也 ” 《论语 ·泰伯 , “文王既没 , 文不在兹乎”

《论语 ·子罕 , 等等 , 表达对古代帝王的崇敬思慕之

情 。墨家以 “尚贤 ”、 “节葬 ”、 “兼爱 ”为古帝所明之

道 , 《墨子 》全书多处提到古代帝王之名及其业绩 , “昔

者尧 、舜有茅茨者 , 且以为礼 , 且以为乐 ” 《墨子 ·三

辩 , “文王若日若月 , 乍照 , 光于四方于西土” 《兼

爱下 》 , 已经有意识地将尧 、舜 、禹 、汤 、文 、武连成

谱系 。孟子开始有目的的道统建构, 孟子以捍卫和承继

“先王之道 ”为己任 , “言必称尧舜 ” 《孟子 ·滕文公

上 》 , 把尧舜的德性传统和人伦传统作为性善论的历史

依据 , 具有明确的圣贤传承的历史意识 。 《孟子 》七篇 ,

篇篇提及古代帝王 , 他根据古代帝王的名称 、 出现时

间 , 顺着朝代顺序连成一条系络 , 以德行 、人伦的理

念 , 将三代历史进行了道德上的联系, 如 《滕文公上 》

“后樱教民稼墙……人之有道也……圣人有忧之……教

以人伦 。” 《梁惠王下 》 “文王之治岐也 。” 《离娄下》

“武王不泄迩 , 不忘远 。” 《公孙丑下》 “不识王之不可

以为汤武 , 则是不明也 。”据此 , 孟子总结出 “一治一

乱 ” 的历史观和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的结论 , 其 “以

意逆志” 、 “知人论世 ” 的说诗方法 、 “尚论古之人 ”的

最高境界 , 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 , 注重 “历史性 ”和

“具体性 ” 的协调统一 , 这种在历史的时空脉络中寻找

经典意义的方法论原则 , 与周礼的政治文化理念 , 明显

是一脉相承的。

梁漱溟先生在 年完成的 《中国文化要义 》中 ,

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特征称之为 “周孔教化 ”,

周即周公 , 孔即孔子。他认为周公是儒家思想的奠基

人 , 创设了礼乐制度 , 孔子是继承和传扬者 , 周公的贡

献是根本性的, 孔子的贡献则是就影响深远而言的。②

确如梁氏所言 , 周文的传统奠定中国古代学术发生期的

原初视域 、价值取向及未来走向, 也确立了尔后儒家在

价值理想 、价值目标 、价值尺度 、价值取向上一以贯之

的文学传统 。历史地看 , 儒家的价值体系确实体现了对

文化创造过程中基本价值关系的自觉反思 , 并从某些方

面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中思想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 其

意义不仅在于对历史上经典文本的诊释 , 更在于对未来

的人文化成提供一种内在范导 , 在于与社会生活 、 文学

实践有着更为切近的关系 , 并且总是作为稳定的思维定

势 、 审美倾向 、人生态度制约着广义的人文创造过程 。

儒家文学价值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主导影响, 更多的也

体现在这些方面 。

本文作者 曲享师范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届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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