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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礼法文化，礼和法纠缠错节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
最为醒目的一道风景：古代中国，夏、商、周三代礼法一体、礼外无法；春秋战国和秦代礼坏乐崩、
礼法分离；汉至清末礼法结合、以礼率律。
因此，对于法律史的研究，理清礼与法的关系，是最为重要和紧迫的课题。
而王权，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处于枢纽地位，而且其本身就是法律的来源之一，所谓“前主所
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在中国古代，君主不仅掌握着最高的司法权，同时还掌握着立法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如果不把君主纳入视野，不考虑君主在法律中的作用，
显然是有失妥当的。
《礼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以唐以前的史料为中心》的研究，从合法性的视角对礼与中国古代王权的
关系进行探讨，并进而对传统法律文化中最为核心的礼法关系作一个宏观的审视。

　　除了绪论和结语之外，本书主体部分包括五章。

　　第一章为基本概念及礼与王权合法性的一般理论。
这一部分首先对本书的几个关键词，如礼、王权、合法性的基本含义作了一个相应的界定和说明，然
后从整体上对礼与王权合法性的一般理论作一个总括性的描述，点明了礼在中国王朝政治中的合法性
功能。

　　第二章从宗教之礼的层面探讨礼与王权的合法性建构。
在古代社会，任何统治合法性的存在都需要有一个终极基础，以作为现实社会所有合法性问题的最终
依据。
这种终极基础一般是诉诸上帝、神之类的无须追问和证明的神圣存在。
在古代中国，合法性的终极基础被认为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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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对符应说思想有概括性的论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
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
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综上，董仲舒的君权天授说，正如有的学者所论，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又在君
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并企图通过将对于“天”的解释权牢牢抓在
儒生职业集团的手中，为士大夫批评政治提供了一种思想工具，使其免于将单个的批评者直接暴露在
皇权之下，从而能够对君权作出相对理性的规约。
使得君王、官僚、百姓和上天这四者，形成一个“老虎、鸡、虫、棒”相互循环的政治食物链。
因而，无论是同战国法家的政治理论相比，还是同秦王朝的极端专制政治相比，君权天授说及其所引
致的士大夫政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二）儒家理论中的“礼一天”与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既然“天”从根源上论证了君权的合法
性，那么，人间的君王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方式将自身的合法性系之于“天”，礼很好地承担了这一平
台作用。
　　从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来看，天道的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以儒家的经典《周礼》为例，就是以“天”的权威来论证人间秩序合法性的典范。
《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
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
《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
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
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
《周礼》原名《周官》，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
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
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阴、阳是最基本的一对哲学范畴，天下万物，非阴即阳。
《周礼》作者将这一本属于思想领域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的层面。
《周礼》中的阴阳，几乎无处不在。
《天官·内小臣》说政令有阳令、阴令；《天官·内宰》说礼仪有阳礼、阴礼；《地官·牧人》说祭
祀有阳祀、阴祀等等。
王城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
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
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周礼》王城的选址也
是在阴阳之中。
所以，钱穆先生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
《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也是人间的制度结构的合法性范本，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
的楷模。
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
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
文源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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