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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扬雄 《剧秦关新 》
周桂铀

提 要】扬雄撰写一篇 《剧秦美新 》, 歌颂王莽。王莽因为失败 , 成为慕权的代表 , 扬

雄因此受到后人指责 。扬雄撰写 《剧秦美新 》的时候 , 有几十万人歌颂王莽 , 支持王莽当真

皇帝 。古诗云 “王莽恭谦未篡时 ”, 说明他未墓权时是恭谦的 , 有儒者风度 。之所以得到那么

多人的拥护 , 说明他得民心。获得政权以后 , 他变了。而扬雄没看到他的后来表现 , 死后也

没有人毁灭歌颂之作 。被保留下来 。而许多人死在王莽失败后 , 都毁灭歌颂之作 。而班固从

皇宫里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歌颂之作。从扬雄一生淡漠名利来看 , 他并不卑鄙 , 无可指责 。

关键词 扬雄 剧秦美新 王莽 桓谭 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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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秦美新 》是一篇歌颂王莽新朝的文字 。

在自序中 , 扬雄一方面说 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和

道德 , 被提拔 , 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说王莽

“以至圣之德 , 龙兴登庸 , 钦明尚古 , 作民父

母 , 为天下主 , 执粹清之道 , 镜照四海 , 听聆

风俗 , 博览广包 , 参天贰地 , 兼并神明 , 配五

帝 , 冠三王 , 开辟以来 , 未之闻也 。臣诚乐昭

著新德 , 光之周极 。往者司马相如作 《封禅 》

一篇 , 以彰汉氏之休 。臣常有颠胸病 , 恐一旦
先犬马填沟壑 , 所怀不章 , 长恨黄泉 。敢竭肝

胆 , 写腹心 , 作 《剧秦美新 》 一篇 , 虽未究万

分之一 , 亦臣之极思也 。',①这 大概是表述写

《剧秦美新 》 的动机 。认为王莽的圣德超过三

王 , 达到五帝 , 是开辟 以来没有过的 。这个评

价当然不低 。并以司马相如歌颂汉朝比喻自己

歌颂新朝 。

这个赋从天地玄黄讲起 , 爱初生民 , 帝王

始存 , 上 自羲皇 , 中盛唐虞 , 下及成周 。春秋

以后 , 仲尼等人都倡导道德仁义礼智 , “独秦屈

起西戎 , 分卜荒岐 、雍之疆 , 因襄 、文 、宣 、灵

之膺迹 , 立基孝公 , 茂惠 、 文 , 奋昭 、庄 , 至

政破纵擅衡 , 并吞六国 , 遂称乎始皇 , 盛从鞍 、

仪 、韦 、斯之邪政 , 驰鹜起 、剪 、恬 、责之用

兵 , 划灭古文 , 刮语烧书 , 弛礼崩乐 , 涂民耳

目, 遂欲流唐 、漂虞 , 涤殷 、荡周 , 然除仲尼

之篇籍 , 自勤功业 , 改制度轨量 , 咸稽之于秦

纪 , 是以着儒硕老 , 抱其书而远逊 礼官博士 ,

卷其舌而不谈 。来仪之鸟 、 肉角之兽 , 狙犷而

不臻 。甘露嘉醛 、 景跃浸潭之瑞潜 大弗经陨 、

巨狄鬼信之妖发 神歇灵绎 , 海水群飞 , 二世

而亡 。何其剧与 帝王之道 , 竞竞 乎不可离

已 。”②这大概就是 “剧秦 ” 的意思 。剧有非常

糟糕与十分短促的意思 。

接着是 “会汉祖龙腾 ……而帝天下 ”, ③但

是 , 没来得及改革 , “秦余制度 , 项氏爵号 , 虽

清 严可均辑 , 《全汉文 》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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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古而犹袭之 , 是以帝典缺而不补 , 王纲弛而

未张 , 道极数弹 , 暗忽不还 。',①这是说刘邦打

天下 , 还没有改革去秦的制度和项羽的爵号 ,

“帝典缺而不补 , 王纲弛而未张 ”。也就是说汉

朝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王道政治 。只有到了新朝

才有了新局面 。他说 “逮至大新受命 , 上帝还

资 , 后土顾怀 , 玄符灵契 , 黄瑞涌出 ……必有

不可辞让云尔 。于是乃奉若天命 , 穷宠极崇 ,

与天剖神符 , 地合灵契 , 创亿兆 , 规万世 , 奇

伟调悦诡橘 , 天祭地事 , 其异物殊怪 , 存乎五

威将帅 , 班乎天下者 , 四十有八章 。登假皇育 ,

铺衍下土 , 非新家其畴离之 , 卓哉煌煌 , 真天

子之表也 若夫白鸿 、丹乌 , 素鱼 、断蛇 , 方

斯覆矣, 受命甚易, 格来甚勤, 昔帝攒皇, 王

攒帝 , 随前踵古 , 或无为而治 , 或损益而亡 ,

岂知新室委心积意, 储思垂务 , 旁作穆穆, 明

旦不寐 , 勤勤恳恳者 , 非秦之为与 夫不勤勤

则前人不当 , 不恳恳则觉德不恺 , 是以发秘府 ,

览书林 , 遥集乎文雅之 囿 , 翱翔乎礼乐之场 ,

清殷 、周之失业 , 绍唐 、虞之绝风 。鼓律嘉量 ,

金科玉条 , 神龟灵兆 , 古文毕发 , 焕炳照耀 ,

靡不宣臻 , 式转轩旅旗以示之 。扬和莺肆夏以节

之 , 施椭献衰冕以昭之 , 正嫁娶送终以尊之 ,

亲九族淑贤以穆之 。夫改定神抵 , 上仪也 钦

修百祀 , 咸秩也 明堂雍台 , 壮观也 九庙长

寿 , 极孝也 。制成六经 , 洪业也 。北怀单于 ,

广德也 若复五爵 , 度三壤 , 经井田 , 免人役 ,

迁马法 , 恢崇抵庸烁德豁和之风 , 广彼摺绅讲

习言谏咸诵之途 , 振鹭之声充庭 , 鸿莺之党渐

阶 。惮前圣之绪 , 布镬流衍而不锡镯 , 郁郁乎焕

哉 天人之事盛矣 。鬼神之望允塞 , 群公先正 ,

莫不夷仪 。奸究寇贼 , 阁不振威 , 绍少典之苗 ,

著黄虞之裔 , 帝典缺者已补, 王纲弛者已张,

炳炳麟麟 , 岂不虱哉 厥被风濡化者 , 京师沈

潜 , 甸内匝洽 , 侯卫厉揭 , 要荒灌沐 , 而述前

典 , 巡 四民 , 迄四岳 , 增封泰山 , 禅梁父 , 斯

受命者之典业也 。盖受命 日不暇给 , 或不受命 ,

然犹有事矣 。况堂堂有新 , 正丁厥时 , 崇岳淳

海通读之神 , 咸设坛场 , 望受命之臻焉 。海外

遐方 , 信延颈企踵 , 回面内向 , 喝隅如也 。帝

者虽勤 , 恶可以已乎 宜命贤哲 , 作 《帝典 》

一篇 , 旧三为一袭 , 以示来人 , 搞之周极 , 令

万世常戴巍巍 , 履栗栗, 臭馨香 , 含甘实 , 镜

纯粹之至精 , 聆清和之正声 , 则百工伊凝 , 庶

绩咸喜 , 荷天街 , 提地厘, 斯天下之上则已,

庶可试哉 ”②

王莽当皇帝是 “必有不可辞让云尔 ”。 “于

是乃奉若天命 ”, 就是奉天命 , 当上了皇帝 。也

就是说 , 由天命证明王莽政权的合法性 。 “卓哉

煌煌 , 真天子之表也 若夫白鸡 、丹乌 , 素鱼 、

断蛇 ”, 他将王莽当皇帝 , 与商汤 、周武王 、刘

邦当皇帝相提并论 , 都是天意 , 都有祥瑞出现 。

王莽当皇帝以后 , 做了很多大改革 , “发秘府 ,

览书林 , 遥集乎文雅之 囿, 翱翔乎礼乐之场 ,

撤殷 、周之失业 , 绍唐 、虞之绝风 。”弘扬了文

雅 、礼乐的风气 , 继承发展了唐 、虞 、殷 、周

的优秀传统 , 比汉朝更加伟大 。 “郁郁乎焕哉

天人之事盛矣 。” 汉朝没有做到的事情 , 新朝都

做到了 , “帝典缺者已补 , 王纲弛者已张 , 炳炳

麟麟 , 岂不彭哉 ”海内外都对新朝皇帝寄予厚

望 , 皇帝虽然勤劳 , 也不能满足天下人民的厚

望 。于是 , 扬雄提出建议 。 “宜命贤哲 ” 以后就

是一个建议 。请贤哲作 《帝典 》一篇 , 传到天

下 , 传到后世 , 让后代万民都能享受太平生活。

这是 “天下之上则 ”, 最高最好的法则 。扬雄很想

为后代定出不能改变的永恒的法则 。对王莽的建

议是这样的 , 自己描绘天地体系也是这样的 。

关于 “九庙长寿 , 极孝也 。”周朝制度 , 天

子七庙 , “周之所以七庙者 , 以后樱始封 , 文

王 、武王受命而王 , 是以三庙不毁 , 与亲庙四

而七 。非有后樱始封 , 文 、武受命之功者 , 皆

当亲尽而毁 。',③后傻 、 文王 、 武王三庙不毁 ,

以后的王由现任的王往前四代 , 立二昭二穆四

庙 , 一共七庙 。前三庙 , 表示敬祖 , 后 四庙 ,

表示亲亲 。王莽于地皇元年 公元 年 , 毁

汉时的建章 、承光诸宫 , 建了九庙 一 曰黄帝

太初祖庙 , 二曰帝虞始祖昭庙 , 三曰陈胡王统

祖穆庙 , 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 , 五日济北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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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穆庙 , 凡五庙不堕云 。六曰济南伯王尊称

昭庙 , 七曰元城孺王尊称穆庙 , 八曰阳平顷王

戚称昭庙 , 九日新都显王戚称穆庙 。工程浩大 。

扬雄于建九庙之前两年的天凤五年 公元

年 卒 。他怎么能在 《剧秦美新 》 中提到九庙

呢 这是尚未解决的疑案 。提到九庙 , 又是与

孝相联系的。如果这九庙不是指黄帝太初祖庙

等庙 , 而是指汉朝皇帝刘邦等庙 , 与王莽的孝

也不好联系 。文中所谓 “上仪 ”、 “咸秩 ”、 “壮

观 ,, 、 “极孝 ”、 “洪业 ”、 “广德,, , 都是用高调来

歌颂新朝的政治业绩 。在 《法言 ·孝至 》 中也

有歌颂王莽的言论 , 如说 “周公以来 , 未有汉

公之鳃也 , 勤劳则过于阿衡 。” 彭是美德 。周公

以来 , 没有比王莽有更美的道德 。王莽的勤劳

超过周公 。这是什么样的评价 在一千年中, 周

公是公认的道德最高的圣人 , 而王莽比周公有过

之而无不及 。

扬雄在历史上曾受到许多人的高评 。同时

代的桓谭称他是 “能人圣道 , 卓绝于众 。汉兴

以来 , 未有此也 。” 稍后的王充说 “玩扬子云

之篇 , 乐于居千石之官 。”①他还说 “身与草木

俱朽 , 声与 日月并彰 , 行与孔子比穷 , 文与扬

雄为双 , 吾荣之 。”②将扬雄与圣人孔子相提并

论 。稍后于王充的大科学家张衡对扬雄的 《太

玄经 》特别感兴趣 , 据范哗 《后汉书 ·张衡传 》

记载 “衡善机巧 , 尤致思于天文 、 阴阳 、 历

算 。常耽好 《玄经 》, 谓崔缓 曰 吾̀观 《太

玄 》, 方知子云妙极道数 , 乃与 《五经 》相拟 ,

非徒传记之属 , 使人难论阴阳之事 , 汉家得天

下二百岁之书也 。复二百岁 , 殆将终乎 所以

作者之数 , 必显一世 , 常然之符也 。汉四百岁 ,

《玄 》其兴矣 。”, 这里可见张衡是喜欢 《太玄

经 》的 。 《太玄经 》 中有结合天文历法的内容 ,

而张衡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历法家 , 可以说在这

一点可以相通 。后面讲汉代再过二百年就要结
束了。有点预见性 。这个预见是后人的马后炮 ,

或者只是无意识的猜测 。我们很难相信 《太玄 》

有预测功能 。到了班固时代 , 扬雄 的 《法言 》

相当流行 , 而 《太玄 》虽然也保存下来了 , 还

是难以流行 。就是四百岁后 , 一千年后 , 《太

玄 》还只是少数人研究的对象 , 不能成为群众

普及的读物 。所以 , “兴 ” 还是很有限的 。当

然 , 像 《周易 》也是很难懂的神秘著作 , 在公

元二十世纪的时候 , 最后二十年中 , 却出版了

上百种研究 、解读 、 全解之类的著作 , 可谓盛

况空前 北宋司马光在 《读玄 》中说 “孔子既

残 , 知圣人之道者 , 非扬子而谁 孟与荀殆不

足拟 。” 扬雄的著作 , 扬雄的思想和品格 , 后代

有很多人欣赏 。但是 , 他却写了歌颂王莽的

《剧秦美新 》。而王莽被后人视为篡汉的大奸臣 、

阴谋家的典型代表 , 甚至成了叛臣逆臣的符号 。

好与坏 , 美与丑 , 如此对立 , 让后代读者难以

理解 , 难以接受 。于是 , 历代学者议论纷纷 ,

有的说在王莽篡汉的时候 , 扬雄 “进不能辟戟

丹挥 , 亢辞鲤议 退不能草玄虚室 , 颐性全真 ,

而反露才以耽宠 , 诡情以怀禄 , 素餐所刺 , 何

以加焉 '' ③如李善 有的人说扬雄是 “莽大

夫 ”, ④如朱熹 有的说他 “不得已而作 ”, “其

深意固可知矣 ”, ⑤如洪迈 有的说他写 《剧秦

美新 》 “外示符命 , 内实以亡秦相风切 。',⑥如章

太炎 有的说 “扬雄写 《剧秦美新 》, 确是为

了免祸 ”, 这表现了扬雄的 “软弱性 ”, ⑦如张岱

年 有的认为这是 “扬雄对汉室和王莽都一种

矛盾心理 ”⑧的表现 , 如黄开国 。这实际上是事

实上的矛盾在人们心理上的表现 。

我们如果再仔细研究一下王莽上台前后与

败亡前后的局势 , 就会揭开这一矛盾现象的神

秘面纱 。

西汉到了元帝以后 , 日渐衰弱 。贾谊所预

见的弊病都开始显现出来 。贾谊见别人所未见 ,

所以遭到迫害 , 不幸夭亡 。晃错为了巩固汉室

江山, 提出削藩 , 藩没有削成 , 自己却作了牺

牲品 。元帝以后政治宽松 , 到了成帝时 , 形成

汉 王充 《论衡 ·佚文

汉 王充 《论衡 ·自纪 》。

《文选 ·剧秦美新 》, 李善注 。

清 昊乘权 《纲鉴易知录 》第 册 , 中华书局 年

版 , 第 火。

宋 洪迈 《容斋随笔 》 卷 《晏子扬雄 》。

章炳麟撰 《检论 ·扬颜钱别录 》。

张岱年 《扬雄 》, 参见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 》续编

一 , 齐鲁书社 年版 。
黄开国 《扬雄思想初探 》, 巴蜀书社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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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无能的政权 。奸臣弄权 , 迫害忠良。特别

是王氏家族 , 权倾朝野 。哀帝即位后 , 想重新

整顿朝纲 , 严惩奸臣 , 屡诛大臣。哀帝死时才

岁 , 未能完成 自己的计划 。朝廷混乱 , 社会就更

乱了 。在世风日下的时候 , 出现王莽这样一个特

殊人物 。他是太皇太后的侄 , 地位特殊 。他谦逊

恭敬 , 节俭勤奋 , 在群臣中是儒家风范的代表 。

他地位不断上升 , 恭敬谦虚的态度不改 , 节俭生

活也没有变 。这又在社会上留下好印象 。在他当

上皇帝之前 , 王莽一直是儒家的典型代表 。

王莽在当上皇帝之前 , 从当安汉公 、宰衡 、

假皇帝 , 最后才是真皇帝 。他每上一级 , 都有很

多人拥护 , 只有少数刘氏家族的人从宗亲的角度

进行反对 。扬雄是 “好古 ”、 “乐道 ”的人 , 淡泊

名利 , 怎么会为了讨好 、免祸 , 而去写 《剧秦美

新 》呢 《法言 ·孝至 》对王莽的歌颂 , 和 《剧秦

美新 》对新朝的赞扬 , 应该说都是他的真实认识 。

他在 《元后诛 》中称颂元后功德时提到 “博选大

智 , 新都宰衡 ”, 又说 “圣新 ” “代于汉刘 , 受柞

于天 ”, 肯定了王莽 “摄帝受禅 , 立为真皇 ”。①

王莽当皇帝之前以及当皇帝以后的一段时

间里 , 当时社会上有一股歌颂风 , 只有极少数

刘氏宗室不满意 , 甚至起来反抗 。这种宗族情

绪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观念, 皇帝只能世袭 ,

刘氏的家天下 , 不许别人凯觑 。王莽从摄政到

即真都要用周公辅成王 、尧舜禅让的先例和天

命符瑞作掩护 , 一步步艰难地走向代汉的目标 。

而在政治方面 , 王莽所采取的措施 , 以回天之

力 , 扶大厦于将倾 , 给在汉朝腐败政局下呻吟

的人民一点希望之光 。各级官员 , 包括很多刘

氏宗室, 都群起歌颂王莽 。王莽女儿要人选为

平帝妃的时候 , 每天有千余人上书拥护 。逼得

元后只好违心同意自己不赞成的事 。这不是姑

娘漂亮贤慧 , 而是王莽的影响 。群臣要王莽当

“宰衡 ”的时候 , “民上书者八千余人 ”。要给王
莽加九锡的时候 , 上书者前后达到 “四十八万

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还不包括诸侯王 、公 、列

侯 、 宗室的一大批人 。这个数字精确到个位 ,

不是谁捏造的 , 而是班固从资料中引录的。正

如太后诏所言 “诸侯王 、公 、 列侯 、宗室 、 诸

生 、吏民翁然同辞 。” 万多人异口同声 王莽

当宰衡的时候 , 大概也是王莽政治声望达到最

高峰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 扬雄看到内政外

交 、政治 、经济 、文化诸方面 , 也可以倾听各

方面的意见 , 在那歌颂热潮中 , 扬雄也情不 自

禁地歌颂起王莽来了。就在那种情况下撰写了

《法言 ·孝至 》 和 《剧秦美新 》。这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 , 既不是什么讽劝 , 也不是什么为了免

祸 。扬雄死于王莽大败之前 , 他的颂莽之作被

保留了下来 。如果他能活到王莽大败之后 , 那

么 , 他也会将 自己所有颂莽之作 , 包括 《剧秦

美新 》、 《元后诛 》和 《法言 ·孝至 》, 进行销毁

或修订 。或者还可以再写一些总结王莽失败教

训的文字 。桓谭活到王莽失败之后 , 他就写 了

不少指责王莽的文字 。当时那么多人上书歌颂

王莽 , 为什么都没有留存下来 , 一方面可能就

是无名之辈 , 一方面可能就是在王莽失败以后

自己销毁了。后人为了替扬雄开脱 , 找出种种

借口, 实际上都是没有必要的 。

我以为 , 扬雄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

不会因此而损害他的光辉形象 。对于王莽的评

价也应该实事求是 , 不能还站在 “袒刘 ” 的立

场上 , 跟着刘氏的滥调 , 把王莽视为坏人 。皇

帝轮流做 , 刘家做得 , 为什么王家就做不得

没有道理嘛 王莽当上皇帝之前 , 严于律己 ,

做了一些好事 , 是典型的儒家风范 , 是很得人

心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 。但他得天下以后 , 头

脑有点膨胀 , 胜利冲昏头脑 , 有点唯意志观念

以为自己是个皇帝 , 下个诏书 , 就可以解决问

题 。又以为 《周礼 》中讲的社会是最好的理想

社会 , 所以 , 他召集一批文人研究 《周礼 》, 希

望从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指导 , 犯了本

本主义错误 。前半生有功劳 , 后半生有罪过 ,

是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 搞个二八开 、 三七开 ,

或者四六开呢 一概而论 , 将过去做的好事都

当作阴谋诡计 , 恐怕难以服众 , 也不是真正彻

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 。后人有诗曰 “王莽

恭谦未篡时 ”。说明王莽前半生是 “恭谦 ” 的 ,

是有儒家风度的 。因此得民心而得天下 。他当

上皇帝以后 , 地位变了 , 所实行的政策一再错

① 清 严可均辑 《全汉文 》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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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 终至于失败 。①失败以后 , 他得天下就变成

“篡 ”了 。而历代统治者以王莽为典型例子 , 批

判对象 , 防止后人篡权 。王莽一生前后有大变

化 , 不要将他看死了 , 以为前半生的表现都是

假装的 。承认人是变化的, 才是真正符合历史

辩证法的 。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

授 、博士 生导师 , 中国哲 学史学会 副

会长

责任编辑 周勤勤

① 参见拙著 《王莽评传 》, 广西教育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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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选 萃

发挥网络在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唐金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 、 讲师唐金权在来稿中

指出

高校要发挥网络的重要作用 , 使网络成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新载体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 为我们开展思想

政治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 , 增强国家安全教育的时效性和影响力 。在上网成为生活时尚的今天 , 我们巫需让大学

生在形式多元 、 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接受国家安全教育。

要建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网站 , 引导大学生更好地利用网络教育平台, 鼓励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的教学设计和优

秀教案上网, 把教育内容用多媒体以声 、 色 、 光 、 画等多种手段表现出来 , 从而化抽象为具体 、化枯燥为情趣 , 让

网络真正成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 。广泛利用网站 、 电子邮件 、 微博 、 网络社区讨论 , 提供国家安全方面的

知识交流和咨询服务 , 使网络成为师生交流的重要场所 , 使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向课堂和校园之外延伸 。高校可充分

利用自己的科研和技术优势 , 把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网站与校园网及远程教育网相连接 , 让更多优秀的教育媒体进人

网络 , 实现网络资源共享 , 形成立体化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格局 。

要积极开展网络信息安全和保密教育 , 增强大学生的网络信息安全和保密意识 , 使每个大学生利用好网络资源 ,

自觉遵守各项网络保密制度和规定 , 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 。

周勤勤 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