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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补篇”和“前著”组成。
    “补篇”揭示了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的
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大传统的根本特色。
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成为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
。
“前著”则从剖析孔子的仁学开始，提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认为血缘、心理、人道
、人格为四大因素，孟、苟从内外两方展升为光辉的个体人格和伟大的人类特征，而以“实用理性”
和“乐感文化”为总精神。
在此前提的贯穿下，渐次论述了自先秦到明清的各种主要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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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再评价　　关于孔子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意见分歧也许更大。
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社会变革不很清楚，从而对孔子思想的性质和意义也就众说纷纭。
本文无法涉及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而只想就孔子思想本身作些分析，认为其中包含多元因素的多层
次交错依存，终于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对中国民族影响很大的文化一心理结构。
如何科学地把握和描述这一现象，可能是正确解释孔子的一条途径。
本文认为春秋战国是保存着氏族社会传统的早期宗法制向发达的地域国家制的过渡时期，认为孔子思
想是这一空前时代变革中某些氏族贵族社会性格的表现。
但由孔子创始的这个文化一心理结构，却因具有相对独立的稳定性而长久延续和发展下来。
　　一　“礼”的特征　　无论哪派研究者恐怕很难否认孔子竭力维护、保卫“周礼”这一事实。
《论语》讲“礼”甚多，鲜明表示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毁弃痛心疾首，要求人们从各方面恢复或
遵循“周礼”。
　　那么，“周礼”是什么？
　　一般公认，它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
本文认为，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
原始文化延续而来。
“周礼”就具有这种特征。
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变而为少数贵
族所垄断；另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
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性。
就在流传到汉代、被称为“礼经”、作为三礼之首的《仪礼》中，也还可以看到这一特征的某些遗迹
。
例如《仪礼》首篇的《士冠礼》，实际是原始氏族都有的“成丁礼”、“人社礼”的延续和变形。
例如《乡饮酒礼》中对长者的格外敬重，如《礼记》所阐释“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
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人孝弟”（《礼记·乡饮酒礼》）。
可见，孝弟以尊长为前提，而这种尊长礼仪，我同意杨宽《古史新探》中的看法，它“不仅仅是一种
酒会中敬老者的仪式，而且具有元老会议的性质，这在我国古代政权机构中有一定地位”。
中外许多原始氏族都有这种会议，如鄂温克人“在六十多年前，凡属公社内部的一些重要事情都要由
‘乌力楞’会议来商讨和决定。
会议主要是由各户的老年男女所组成，男子当中以其胡须越长越有权威”。
《仪礼》中的“聘礼”、“射礼”等等，也无不可追溯到氏族社会的各种礼仪巫术。
《仪礼》各篇中描述规定得那么琐碎的“礼仪”，既不是后世所能凭空杜撰，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繁文
缛节，作为原始礼仪，它们的原型本有其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
远古氏族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礼仪活动，将其群体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按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
进行生产和生活，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
因之这套“礼仪”对每个氏族成员便具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它相当于后世的法律，实际即是一
种未成文的习惯法。
到“三代”，特别是殷、周，这套作为习惯法的“礼仪”就逐渐变为替氏族贵族服务的专利品了。
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反映了对氏族统治体系和这种体系所保留的原始礼仪的维护。
例如孔孟一贯“尚齿”：所谓“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10.1》），“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10.7》）。
所谓“天下之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孟子·公孙丑下》）等等，就是如此。
　　“礼”是颇为繁多的，其起源和其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
王国维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幽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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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谓之礼。
”（《观堂集林·释礼》）郭沫若说：“礼是后来的字。
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用丰字的。
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
《盘庚》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礼之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各种
仪制。
”可见，所谓“周礼”，其特征确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
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宗法制的习惯统治法规（“仪制”）。
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
体制则是它的延伸扩展。
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谓巫、尹、史）演化而来的
“礼仪”的专职监督保存者。
　　章学诚认为，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又说：“孔子之大，
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
”（《文史通义·原道下》）的确是周公而非孔子，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加以大规模的整理、
改造和规范化。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
孔子一再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7.1》）、“吾从周”（《论语·八佾3.14》）、“
梦见周公”（《论语。
述而7.5》）⋯⋯其意确乎是要维护周公的这一套。
“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6.25》）；“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
语·八佾3.1》）；“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3.17》）⋯⋯是孔子对礼仪形式（“仪”
）的维护。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2.3》），“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2.7》）等等，则是孔子对建立在习惯法（“信”）基础
上的“礼治”内容的维护。
　　但是，孔子的时代已开始“礼坏乐崩”，氏族统治体系和公社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在瓦解崩毁，“
民散久矣”，“民恶其上”（《国语·周语》）。
春秋时代众多的氏族国家不断被吞并消灭，许许多多氏族贵族保不住传统的世袭地位，或不断贫困，
或“降在皂隶”。
部分氏族贵族则抛弃陈规，他们以土地私有和经营商业为基础，成为新兴阶级并迅速富裕壮大。
韩非说：“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
”（《韩非子·爱臣》）经济上的强大实力使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夺权（田恒的大斗出小斗进实际是显
示实力而不是“收买民心”），在军事上要求兼并侵吞，终于造成原来沿袭氏族部落联盟体系建立起
来的天子一诸侯一大夫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
赤裸裸压迫剥削（“铸刑鼎”“作竹刑”“初税亩”“作丘甲”）和战争主张，取下了那层温情脉脉
的“礼”“德”面纱，公开维护压迫剥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从管仲到韩非的法家思想体系日
益取得优势。
　　孔子在这个动荡的变革时代，明确地站在保守、落后的一方。
除了上述在政治上他主张维护“礼”的统治秩序、反对“政”“刑”外，在经济上，他主张维持原有
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免破坏原有的氏族制度和统治体系（“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反对追求财富（聚敛）而损害君臣父子的既定秩序和氏族贵族的人格尊严，成为孔子一个重要思想：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
（《论语·里仁4.5》）　　士志干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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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4.9》）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
攻之，可也。
（《论语·先进11.17》）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论语·卫灵公15.26》）　　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欤!（《论语·子罕9.27》
）　　这些都反映了被财富打败、处于没落命运的氏族贵族的特征。
孔子尽管东奔西走，周游列国，想要恢复周礼，却依然四处碰壁。
历史必然地要从早期宗法制走向更发达的地域国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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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认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
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
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
《新版》增补了李氏有关巫史传统的重要论述，从源头上探寻中国文化之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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