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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
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
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
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
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
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
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
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
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
”“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
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
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
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
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
”（第一卷，第153页。
）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
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
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
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
局，其成就大于负面。
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
“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
专制”、“黑暗”。
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
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
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
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
”（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
情感奔放的学者。
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
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
，世未有逾中国者。
”（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
造”。
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
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
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
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
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
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
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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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
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
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
义。
”（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
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
为什么喜欢《离骚》？
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
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
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
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
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
这就是一种“书法”。
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
明证。
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
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
”（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
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
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
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
与理想性”。
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
“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
”（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
，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
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
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
题。
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
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
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
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
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
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
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
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
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
见。
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
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
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
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
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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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
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
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
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
，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
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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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三版改名自序有关中国殷周社会性格问题的补充意见台湾版代序自序西周政治
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  一、对西周奴隶社会论者的检讨  二、周室宗法制度  三、周室之封建制度及其基
本精神  四、“国人”的性格、地位问题  五、土田制度与农民  六、农民的地位与生活状况封建政治社
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  一、封建政治秩序的崩溃    （一）周室封建领导地位之丧失及其原因
   （二）封建政治的全面崩溃  二、封建社会在赋税重压下的解体  三、在封建社会解体中，国人阶层
的发展与转变    （一）“商”义探源    （二）春秋末期的商业发展    （二）“士”义探源    （四）士在
春秋末期发展中的转变    （五）“国人”阶层发展转变对政权的影响  四、封建道德的传承问题及宗法
由政治向社会的移转    （一）孔于所传承的封建道德的价值问题    （二）礼在传承中的转变    （三）
宗法向社会的移转  五、开放的过渡时代    （一）国家性格的改变    （二）工商业的发展    （三）士集
团的扩大    （四）政治思想的大分野    （五）在观念上政治社会的开放与封闭  六、商鞅变法与秦之统
一及典型专制政治出现的关系    （一）在流动社会中孟子言“保民而王”的根据    （二）在流动社会
的背景下，商鞅变法的消极意义    （三）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    （四）吕不韦的插曲  七、典型专制政
体的成立    （一）中西专制的不同    （二）中央专制    （三）一人专制  八、一人专制的五种特性  九、
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问题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  一、问题的限定  二、封建与楚汉兴亡之关系  三
、汉代封建的三大演变  四、专制对封建的克制过程  五、在克制过程中对学术发展的重大影响  六、学
术史中董仲舒的冤狱  七、东汉专制政治的继续压迫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  一、官制系以宰
相制度为骨干  二、三公九卿在历史官制中的澄清  三、汉代官制的一般特性  四、武帝在官制演变中的
关键性的地位  五、武帝对宰相制度的破坏  六、尚书、中书的问题  七、中（内）朝问题的澄清  八、
尚书在西汉非内朝臣  九、武帝以后的宰相地位与三公在官制中之出现  十、光武对宰相制度进一步的
破坏及尔后在专制下官制演变的格局  十一、光武对地方军制的破坏及其严重后果西汉知识分子对专
制政治的压力感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  一、引言  二、氏义探源  三、姓义探源  四、周初
姓氏内容的演变  五、氏在春秋时代的演变  六、古代平民的姓氏问题  七、姓氏向平民的普及  八、姓
氏普及后社会结构的变化  九、以孝为中心的伦理观念的普及与宗族的功能  十、专制政治对宗族势力
的摧残  十一、姓氏在对异族同化中的力量  十二、结语附录一：有关周初若干史实的问题附录二：释
“版本”的“本”及士礼居本《国语》辨名附录三：与陈梦家、屈万里两先生商讨周公里曾否践昨称
王的问题附录四：有关周公践阼称王问题的申复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两汉思想史（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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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同样性质的金文材料很多，这里只简抄西周奴隶社会论者所应用得较多的若干例子。
在西周奴隶社会论者中，大概可分为两型：一型以郭沫若为代表，认为当时奴隶之范围甚大，上引金
文材料中，凡被“锡”与之人，皆是奴隶。
“人鬲”是奴隶，“庶人乃人鬲中之最下一等”，《矢》中之“王人”、“甸人”与“氓”，也是奴
隶。
如郭氏之说，则西周诚不愧为奴隶社会。
另一型则认当时奴隶之范围较小，姑以杨宽为代表。
不以“庶人”为奴隶，而以“人鬲”、“丑”、“讯”、“臣”及手工业之百工等为奴隶，其来源皆
为战争之俘虏。
并还有“部族奴隶”。
在上述两型主张中，有一共同之点，即是都引《诗经·周颂·载芟》上的“千耦其耘”，及《周颂·
噫嘻》的“十千维耦”的诗，以作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证明。
因为他们认为若非使用奴隶以从事于农业，便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劳动。
　　由金文研究，可以补证典册记载之所不足，诚为治古史者所必须之工作。
然“周时文字，点画自由，略无定律”。
以金文中之文字为尤甚。
故对金文之解读，必以在典册中可以得到互证旁证者为能近于真实。
又其文字简质，在解释时若无典册上之互证旁证，即不应随意加以联想扩充。
　　按古代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由战争所得的俘虏，这是历史的事实。
西周有战争，西周便有俘虏，便有由俘虏而来的奴隶，这是无可置疑的。
《尚书·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这很显明地指出了俘虏的用途。
但“人鬲”、“鬲’，是否即由俘虏而来的奴隶，便非常可疑。
“鬲”是鼎属的器具，在典册中丝毫找不出是俘虏、奴隶的痕迹。
且幅尊》：“鬲锡贝于王。
”鬲在此处是人名，其非奴隶，甚为显著。
绝对多数的金文学者，都以鬲为“献”之省。
“人鬲”即“民献”或。
“献民”。
于是李剑农即以人献为奴隶。
但《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
”《洛浩》：“其大停典殷献民。
”（逸周书·商誓》：“及百官里居献民”，“天王其有命尔百姓献民”，《度邑》：“九牧之师，
见王于殷郊，乃征厥献民”，《作洛》“俘虏献民，迁于九毕”。
被俘而迁于九毕的殷献民可能成为奴隶；但献民之本义乃指人民中持有才能者而言，无法解释为奴隶
。
于是有人主张‘嗝”即是《逸周书·世俘篇》的“磨”，由此以证明其为由俘虏而来的奴隶，这从文
字训诂的观点说，未免太牵强了⑤。
最低限度，此说是非常可疑的。
即使承认此一说法，其人数也不足以构成一个“奴隶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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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徐复观所著《两汉思想史》，是近年来有关两汉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论著。
徐氏这部书有两点最值得称道的优点：一是他的观点和纲维，都是出于自己读书和思考的心得；二是
在史料方面下过一番考证的工夫。
所以读者尽管可以不同意他的议论，但他的这些优点却值得重视和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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