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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探讨唐宋之际思想巨变的起点：安史之乱后的儒家复兴，尤其着重文人与儒家复兴的关系。
作为专业学者，我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唐代的历史。
我决定从事唐史研究，时间相当晚，大约是在1983年春天，当时我已经是耶鲁大学博士班二年级的研
究生，即将进入第三年。
在此之前，我从没打算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没有上过一天唐史的课，仅有的学术认识来自陈寅恪先生的若干著作。
我之所以决定进入这个自己毫无准备的园地，唯一的出发点是一个问题感：我想探索唐宋之际的思想
变化，更具体地说，想追寻宋学的来源。
没想到，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才出版这本粗具规模的唐代思想史论著。
　　我的博士论文是以柳宗元的思想为主题，论文在1987年年底完成，经过修改，于1992年由剑桥大
学出版社出版。
其实，在该书出版之前，我已着手进行对于中唐儒家复兴的通盘研究。
当时所做的工作，有的已撰成论文，收入本书，有的到现在还没机会整理写出。
有了整体性研究的概念并稍稍起步之后，碰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什么是有意义的整体性研究？
如何而能做出这样的研究？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不外乎研究的目标、课题和方法。
几经摸索，我大约在1990年代后期有了比较清楚的想法，这里略作报告。
　　我想做的，是一个既能包容中唐儒家复兴的各主要方面，又能展现其来由与发展之过程的研究。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大概从两个角度选取研究课题。
其一，站在中晚唐的时间点，考索儒家复兴主要面相的内涵和特色；其二，从中古整体历史环境的立
场，观察儒家复兴的各种渊源。
我甚至有一个奢望，想通过对于某些现象如何形成与为何出现的研究，侦测出历史过程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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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多个角度考察唐代思想的演进和唐宋思想剧变的起源，希望重建一个动态、立体的历史过程。
作者精研唐代思想史，这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荟萃，内容涉及：中古心灵的基调，六、七世纪的思想
状态，安史乱后的文人意识，中晚唐古文运动与儒家复兴，以及唐代思想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
本书涵盖佛教、道教、儒家学说、文学思想，是隋代至唐末五代思想史点与面兼顾的探索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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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
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并长期任职于台
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现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专长为隋唐五代史、中国思想史。
着有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中国文化史》（合著）、《公共意识与中国
文化》、《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以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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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总说墓志中所见的唐代前期思想排佛思潮与六、七世纪中国的思想状态隋代唐初道性思想的特色
与历史意义思想史中的杜甫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复性书》思
想渊源再探——汉唐心性观念史之一章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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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说 　　中古传统的变异与裂解——论中唐思想变化的两条线索　　导言　　这篇文章要为中唐
士人的思想变化提供一一些概括的描述与解释。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对于这段时期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掌握中国思
想演变中的一大转向及其原由。
学界早已公认，中晚唐到北宋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唐宋变革”的断案是很难动摇
的。
在这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十一世纪的北宋与八世纪的唐代比较起来，在很多方
面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诸种变化之中，思想局面的改易是极其明显的一个。
八世纪的唐代中国，佛教鼎盛，领时代思潮之风骚，道教与道家意识活跃，社会上洋溢着文学崇拜之
风，士人热衷诗文写作，经史之学问津者寡。
至于十一世纪的宋代，文学虽仍兴盛，但士大夫以道自任，以政治主体自居，要求回向三代之治，与
此一目标有关的学术思想空前发达。
在这样的气氛中，又有寻求建立儒家价值之形上与心性基础的“道学”酝酿而出，在思想的领域，佛
教和道教已经落居辅助与旁支的地位。
用最一般性的历史断代概念来说，这就是中国思想由中古到近世的转变。
　　唐宋之际的思想巨变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从韩愈（768—824）的时代到范仲淹（989-1052），
大约为两百二十年，到程颐（1033-1107），则有两个半世纪以上。
在此期间，思想的变化不是均质进行的，而是有两个明显的突破点。
第一个突破点约在唐德宗至宪宗年间（780-820），第二个则为宋仁宗至神宗之际（1023-1085）。
这篇文章所要处理的是第一个突破点，这也是本书的首要课题。
在开始进行有关中唐思想突破的叙述和讨论之前，要对本文的主题做一些补充性的说明。
　　首先，前面已经提到，本文试图处理唐宋之际思想变化的第一个突破点，也就是八、九世纪之交
的局面。
不过，这个突破并非骤然而起，它是一个明显可见的思想变化所导致的。
由于这个变化开始于安史之乱前后，本文将以安史乱后的一个世纪左右为主要探讨范围，以求展示中
唐思想突破的前因与后果。
此外，由于安史之乱后的思想变化触动了中古心灵的基本结构与价值方向，造成中国思想的深层异位
，我也必须对中古思想传统的特色有所讨论，以解明中唐新局的历史意义。
扼要而言，本文包含了三个层次：中古心灵的特性，安史乱后的思想情态，八、九世纪之交的突破。
　　如果说，安史乱是个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事变，安史之乱后思想变化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最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儒家复兴”。
这个儒家复兴潮流的内容，将是本文以及本书所要多方探讨的，文章伊始，我想先提出一个基本的界
定，以便读者建立了解的方向。
安史之乱后出现的中唐儒家复兴，是一个和缓的旧教复兴。
在汉末以后的中古时代，玄学与佛教相继兴盛，再加上道教形成，儒家在思想界的版图遭到压缩，重
要性也降低。
但是，横亘整个中古时代，儒家依然是一个坚韧不摇的思想与价值系统，孔子仍是人们一致钦仰的圣
人，儒经仍为中土圣典，一言以蔽之，儒家在文化中继续占有正统的地位。
事实上，在某些领域，例如法律，儒家的力量甚至比以往增强了很多，就社会整体而言，显然是往儒
家化加深的方向行进。
所以，安史乱后的儒家复兴绝不意味着儒家从荒废的旧墟中重新崛起，这里的“复兴”所指的是，一
个多少已经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传统出现了新活力、新探索，而且有了一些改变——有的还是深刻的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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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复兴”的一个长期后果则是，相对于佛、道，儒家版图大大扩张，造成中国思想结构的改易。
　　安史之乱后的儒家复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基本上是士人群中意识层面的变化，整体而言，
相当散漫，尤其在初期，不是个有核心主旨的思潮。
这是我以“儒家复兴”——而非“儒学复兴”——来称呼这个变化的原因。
不过，在中唐儒家复兴的趋势中，还是出现了两个形迹比较明显的运动。
一个是以啖助（724—770）、赵匡、陆淳（即陆质，？
—805）等人为首的新春秋学运动，一个是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古文运动。
新春秋学运动是由少数边缘的儒学家所发起，主张从探寻大义的角度来钻研《春秋》，讲究会通经旨
，不专主一传，而且，此派学者的经传解释往往掺入了与时势有关的政治理念。
在唐代知识界，经学家的角色相当隐晦，新春秋学兴起后，声势也不彰，这个学派是因在八、九世纪
之交向文人群传播成功而生出影响的。
至于古文运动，一方面是个文章改革运动，其支持者批判近代讲究声律对偶的华美文风，主张文章首
当言之有物，文体则可以古为师，质朴有变化，不拘于骈俪；另一方面，这个运动具有更广泛的思想
意涵，古文家多主张文章应以经典义理为依归，有些人甚至直接宣扬儒道，乃至从儒家立场进行思想
探索。
毫无疑问，古文运动是中唐儒家复兴潮流的骨干，这不但是因为儒家复兴的代表人物多为古文家，更
重要的是，文人居于唐代文化的核心，地位绝高，文人思想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不是其他群体所可相
比的。
综合而言，安史乱后的儒家复兴是个广泛的潮流，由于古文运动在其间的核心位置，本文将多涉及古
文家，但并不以他们为限。
　　本文一开始时说，这篇文章要对中唐士人的思想变化进行描述和解释。
这是经过斟酌的说法。
此一说法意指，我要讨论的只是士人群中的思想变化，这并不能代表中唐全面的思想动态。
东晋十六国以后的中古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士人并没有主导时代思想的态势，宗教界——
特别是佛教——往往比士人更具思想上的影响力。
唐代中叶仍然是如此，在当时，禅宗大盛，诸说并出，震动一时，士人往往对佛教的论说产生兴趣或
生出向往，中国思想的域外传播也集中于佛教。
就中国知识界而言，安史乱后的儒家复兴只是士人群中的现象，这个趋向什么时候开始对儒佛关系以
及整个知识界产生强大的冲击，还有待考索，大概是晚唐以后的事。
　　在进入本文正题之前，还要说明，本文虽然试图广泛讨论中唐儒家复兴，但并不是一篇面面俱到
的通论，我准备根据两条线索来说明安史之乱后的思想情态。
这基本上还是一个以解释为重的写法，目的是希望能较清楚地显示中唐思想演变中的关键点以及它们
与此前中古传统的关系。
安史乱后的思想发展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论著的考证辨析才能充分掌握，这篇总说旨在提
出一个有整体性的图像，对于本书分论部分或者其他学者已深人研究的问题，一般不再详论，本文的
重点将放在既有研究较少或自己新见较多的重要课题。
　　上篇 文人与文化　　要了解中唐思想变化的特色、来由与动力，文人心灵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中国自东汉晚期，文学创作兴盛之迹趋于明显，从南朝到北宋，即五世纪到十一世纪，可说是文学的
时代，诗文写作的价值高张，文才被认为是才能的首要表征，知识界中的领导者大多为文学家，这不
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世界文化史中也难有其匹。
由于文学家自南朝以下长领知识界的风骚，他们对时代文化影响之深，只有佛教僧侣可与比肩，八、
九世纪之交的思想突破即是起于这个群体。
　　所谓文学家，是指擅长诗赋文章写作并以此见知于世的人，本文也称他们为文人。
这类人虽然经常来往密切，自成群体，但他们背景多端，形形色色，加上中国中古又有显著的文化、
价值多元情况，文学家彼此思想歧异，很难说存在着任何具有确定内涵的文人心灵。
不过，文人之间至少有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文学写作本身，文人议论文学的结果是，文
学思想成为集中反映文人意念的处所——虽然也有些鲜明的文学主张是由非文人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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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要通过南朝至中唐文学思想中的一个课题来观察安史之乱后思想变迁的面貌及其历史意义。
　　文人思想中的文学与文化　　学者普遍注意到，伴随汉末魏晋以下文风大盛，知识界中明显出现
独立的文学观念。
所谓独立的文学观，大概包括了两层意识。
一层比较弱，指“文”是一种特殊事物，跟其他的人类活动性质不同；另一层比较强，认为有一种“
文”异于一般的、功能性的“文”，这种“文”接近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也就是西方概念中
的literature，换言之，具有艺术的意味。
本文并非文学研究，而是尝试借文学思想中的课题来解明一个思想变局，以下行文将不对中古独立文
学观中的两个层次加以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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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弱水教授《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是一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
中唐儒学复兴运动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古今论者无数。
陈教授在本书中第一次对这件大事进行了视野最广阔、材料最全面、系统最周密的研究。
本书由一篇“总说”和八篇“分论”构成，前者为纲领，钩玄提要，后者则属“多角度”、“多层次
”的分析和论断，对每一专题作了彻底而精密的探索。
为了与“多角度”、“多层次”的取向相配套，著者特别设计并运用了多元研究法，使所采取的方法
和所处理的问题及材料密合无间、丝丝人扣，这更是前所未见的新突破。
因此本书各章，分读之，无不独立成篇，首尾完具；合读之，则全书如常山之蛇，浑然一体，节节互
动。
本书的出版将使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余英时　　　　本书探讨唐代社会的结构
变迁、政局变化与某些士人群体中儒学新取向的关系。
这是对唐代文士的精神世界与唐宋思想转型过程做出通盘考察的一部力作。
对中国学术史，作者研究有夙，因而可以凭借对儒家文化渊源和历代演变的全面了解，梳理隋唐五代
不同士人群体的儒学取向、个人之间的大同和分殊，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全书涉及前贤没有关注的许多领域，达到了论学而有宗旨的境界。
在考据方面，作者大多在正文，有时也在注脚，缜密核查史事，给予卓有洞见的阐释，展现了作者治
学功力。
在表述方面，作者尽可能完备地举证史料，纳入周延的论叙架构，纲目清晰、次第谨严。
本书拓展读者视野，激发读者就前贤未曾认真探讨的领域做进一步思考。
　　——台湾中研院院士 张广达　　　　中唐不仅是唐史，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史的转折点。
中唐思想史的脉络不仅上涉六朝，而且下连宋明，不仅儒家知识人在危机中思索出路，而日．佛教和
道教也在这个充满变异的时代中移形换位。
陈弱水教授自从以英文出版了Liu Tsung-yu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之后，多年来一直关注
着这一时代的思想和文化变迁。
在这部新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他思考的范围涵盖了儒、道、佛各种思想，研究的资料也包括了传世
文献、石刻资料和佛藏道藏，同时还超越学科的画地为牢，不仅沟通了文学史与思想史，同时也关注
到了区域和阶层的话题。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葛兆光　　　　这部著作虽以文化剧烈变迁的中唐作为关注的中心，但
实际的讨论涵盖了整个唐代思想变化的大脉络，是作者多年来将思想史的分析和社会史的眼光结合的
研究工作的精彩总结。
著作中收入的多篇论文相互关联，涉及的都是中国中古晚期文化变化的关键问题和人物。
其中既包括了对学界产生诸多影响的经典研究，也有作者最新的思考。
作者的讨论真正做到了将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去熟悉化和重新解读，应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出版的有关
唐代思想文化著作中最有新意和贡献的一部著作。
　　——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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