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社会

２０１５·１
ＣＪＳ
第３５卷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
想象力

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渠敬东

＊作者：渠敬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Ａｕｔｈｏｒ：Ｑｕ　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ｍａｉｌ：ｑｕ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７０＠１６３．ｃｏｍ

摘　要：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 潮，确 立 了

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 革 重 塑

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 教 教 化 化 育 民 情，从 而 实 现 从 据 乱 世 到 升 平 世 的

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 合 演 绎 方 法，以《殷 周 制 度 论》等 著 作“以 史 治

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 成 王 周 公 所 以 治 天 下 之 意，从 制 度、民 情 乃 至 思

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 治“不 古

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 用 历 史 研 究 的“总 汇 贯 通 之 法”，考 证 中 古 之

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 融 合 的 历

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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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从马克思的历史观说起

谁也不会否认，社 会 学 是 晚 近 出 现 的 学 问，但 晚 近 出 现 的 学 问，
并不意味着 仅 仅 拾 人 牙 慧，跟 在 别 人 的 后 面，亦 步 亦 趋 地 去 模 仿 人

家，捡些余下的残羹 剩 饭 来 糊 口。社 会 学（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之 所 以 出 现，也

并非只因为专门辟出了一个 领 域，突 显 出“社 会”（ｓｏｃｉｅｔａｓ或ｓｏｃｉａｌ）这

个ｌｏｇｏｓ的解释力，而 在 于 要 对 以 往 的 学 问 形 态 做 一 次 彻 底 的 清 算，
将观念与经验相结合，将 现 实 与 历 史 相 结 合，将 制 度 与 民 情 相 结 合，
将国家建制与民族融 合 相 结 合，将 今 天 强 行 划 分 开 的 所 谓 社 会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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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从而奠定一种既有经验生 命，又 有 精 神 传 统 的 总

体科学，开辟出一个世界历史可能的未来。不 幸 的 是，在 近 三 四 十 年

里，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情状看，社会学逐渐丧 失 了 她 从 前 的 志 向 和

见识，沦 入 一 种 韦 伯 所 说 的 既 没 了 生 身 感 受 又 丢 了 灵 魂 的 漠 然

状态。１

１．米尔斯（Ｍｉｌｌｓ，１９５９）和古尔德纳（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６７）早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以美国社会

学为代表的抽象研究倾向做了激烈的批判，指出抽象化的研究大行其道，致使这 门 科 学 丧 失

了心智品质和反思精神。

今天的社会 学 虽 然 在 古 尔 德 纳（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６７）所 说 的“次 领

域”（ｓｕｂ－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做 了 很 多 工 作，却 很 少 进 入 到 经 验 现 象 的 复 杂 肌

理中来透视总体生活的全貌。社会学者或 者 仅 凭 自 己 的 一 种 抽 象 立

场、价值或信念来要求 整 个 世 界，成 为 极 端 意 见 的 僭 主；或 者 通 过 千

变万化的程序计算，来把玩和取代人们现实生 活 中 的 生 命 体 验，而 成

为数学技术的傀儡；或者通过市场和体制配置 资 源，在 一 连 串 的 课 题

和项目中忙得晕头转 向，在 大 笔 研 究 资 金 的 收 放 过 程 中 享 受 着 管 人

和花钱的乐趣。当这 样 的 学 问 成 为 一 种 国 际 潮 流，自 然 也 不 会 引 起

人们的敬重，无论确立怎样的标准和规范，研究 本 身 也 不 免 成 为 资 本

与雇佣劳动或下级服 从 上 级 的 关 系，学 术 连 同 生 命 一 起 沉 沦 成 一 种

末日状态。

然而，社会学在其产生的那一刻，表现出来的却是要从这种沉沦状

态中超拔出来的勇气。社会学是应时代之巨变而产生的，她对于现代

危机的体验、认识和判断，来源于多方面的深刻感受力和分析力，从经

验、历史和观念的综合层面，从结构、机制和行动的多重维度出发，见微

知著，通过一个个具体现象来呈现经验总体的构成逻辑以及不同区域

和文明相互碰撞和交织而成的世界历史。正因为社会学自形成伊始就

放眼整个世界的经验与历史，所以对于诸文明发展中的思想史、制度史

以及社会史具有总体把握的能力，同时努力深入现实生活的完整经验

世界之中，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才会成为一门全新的科

学。今天回过头来看，几乎所有的经典社会学家的历史和理论著作，都
有这样的鲜明特色。

“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１９７９：３８）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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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概括的一种基本方法，其目的是要将其观念的基础植根于具体而

完整的经验世界之中，并升华为新的经验和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从抽象

上升到具体的“二次航程”。他对贫困哲学的批判，在于那些深深陷入

观念世界的思想 家 们 无 意 也 无 力 去 感 受 人 们 当 下 的 实 存，就 像Ｄ．Ｈ．
劳伦斯（２００６）笔下的查泰莱先生一样，在对待他的雇佣工人的残酷外

表下是一具无能的身体。马克思（１９７２，２００２）从商品中发现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人在物化生产中的价值（一般

价值或抽象劳动）及其宗教形态（即商品或货币拜物教），正是一个从具

体经验现象出发来获得总体解释的范例。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

东西，却成为蕴藏着整个世界的最 大 秘 密。《资 本 论》中 的 商 品，正 是

物化劳动中人的本质，而商品生产中凝结的关 系，也 是 现 实 中 的 人 的

社会关系以及西方传统议题中的基督教和 国 家 的 关 系 走 入 市 民 社 会

的写照。
马克思的学说，是经典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的科学方法力求向经验具体的提升，恰恰说明任何现实的经验，都不因

其仅是现实的而成为整全的经验体。现实的经验是一种历史的构成，
也是历史向未来伸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库诺，２００６）。不过，这里所说的

历史，不光表现为一种线性时间上的历史发生次序，更具有多重的历史

维度，历史是以不同的方式构成现实的社会经验的。
首先，《资本论》开篇就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

程”（马克思，１９７２：１２）。何谓自然史？意味着任何历史都有其特定的条

件，也有其普遍的目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史，呈现为一种黑格尔式的

内在的辩证运动过程，即围绕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后逻辑所形成的

历 史 三 段 论 （Ｃｏｈｅｎ，１９７８：７－２９），它 经 由 人 类 自 身 的 再 生 产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到物化生产，最终演变为人的“自由”生产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ｍａｎ），具 有 一 种 普 遍 的 历 史 目 的（马 克 思，

２０００：９０；马克思，１９７２：１２）。这样的历史观，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哲学视

野，一个基本的历史法则，即将人的类存在（亲属关系的逻辑）、异化劳动

（资本及市民社 会 的 逻 辑）以 及 人 的 解 放（自 由 联 合 的 逻 辑）看 成 一 种

“正—反—合”的辩证性历史演化。而这种内涵着总体史观的努力，我们

在中国清末以来的“通史”书写中也看得很清楚，即力求将中国文明之一

体格局及其外部融合过程加以总体呈现，以此映射出其未来的历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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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２

其次，马克思历史研究方法的另一个维度带有结构史的方法论特

点。他 在 所 谓“原 始 积 累”中 所 提 出 的 形 成 史（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概念，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史是一个整体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

巨变性的重构过程，为 生 成 新 的 社 会 形 态 提 供 必 要 的 结 构 条 件。换

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一开始就是自洽 的，它 需 要 某 些 特 定 的

历史契机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形成史研究，是 要 找 出 历 史 变 迁 的 特

定前提，诸如“圈地运动”、“农民革命”和帝国“殖民活动”便 是 这 种 带

有结构作用的关键历史要素。不过，资本主义 生 产 方 式 一 旦 形 成，资

本积累贯彻的则是一种当前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的 逻 辑；一 旦 成

型的雇佣生产关系确定下来，资本便可不断地 进 行 自 我 复 制，形 成 资

本主义生产 方 式 内 部 的 自 我 循 环（参 见 阿 尔 都 塞、巴 里 巴 尔，２００１：

２９５－３１０）。在这两种不 同 的 结 构 史 逻 辑 中，相 比 而 言，形 成 史 具 有

创生的意涵，强调社会变革中的历史节点所具 有 的 突 变 作 用，而 当 前

史呈现的则是一种自 我 再 生 性 的“再 生 产”（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系 统，在 结

构固化的情形 下，这 使 得 人 们 进 行 社 会 选 择 的 余 地 大 为 下 降（马 克

思，１９７２：１２）。３

２．即梁启超（１９８９ａ：１－２）所说“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

其相互之关系”，就是开启这样一种新史观的标志。不过，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理念的通史

观，表现形态各有不同，如夏曾佑所提出的上古、中古和近古模式，柳诒徵的文 化 史 视 角 以 及

吕思勉的制度史研究等，都是致力于构建中国总体史学的代表。柳诒徵（１９８８：３）在《中国文

化史》“弁言”中的话颇能表明其中的志向：“故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长宙中，若仅仅占有

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垂创赓续 以 迄 今 兹，吾 人

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祥，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史者之责任。”

３．形成史与当前史的分析方法对于考察中国改革的现实问题很有启发意义。在市场与体制

的关系中，如果市场因素是生成性的，而体制结构相对变化不大，那么虽然市场提供的新的结

构条件会触发体制进行一定的调整，如项目制的方式，但市场因素会很快被纳入体制的当前史

逻辑中，转化成为其自身复制或再生产的部分，其间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参见渠敬东，２０１２）。

不过，马克思呈现历史具体的经典范本要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等一系列作品。“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

着活人的头脑”，“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

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１９６１：１２１）。这部著作

·５·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



刻画了法国自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混乱局面开始，到以１８５１年路易·波拿

巴复辟旧制度的笑剧收场的一连串事变。它不是用一种历史哲学式的

一般观念贯彻始终，而是通过史志的手法，在事件的追察中让历史的各

种偶然性纷繁呈现出来，解放了那些不被所谓历史规律左右的故事细

节。这说明，在经验世界中，情节的偶然性是历史真实性的最初表达，

历史不是观念强加的一种现实的解释，而是过去的东西不断交织组合

而构成的现实。该书并没有按照所谓史实之前后展开的历时次序来描

述，而是对这段具体历史进行了再次呈现，表明历史的本质并不是故事

本身的演绎过程。马克思的这段历史书写，破天荒地运用了一种巧妙

笔法，他将各种历史情节重新加以编纂，依据事件背后的理论逻辑再次

组织材料，从而为看似变 化 无 常 的 故 事 本 身 赋 予 了 一 种 更 具 解 释 力

的结构，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汇通一处。４这种“从 抽 象 上 升 到 具

体”的历史叙述，建立了故事性的具体与解释性 的 具 体 之 间 的 递 进 关

系，带有一种现象学还原的味道，从而使结构化 的 故 事 更 符 合 历 史 的

真实性。

４．柏拉威尔（１９８０：２３６－２４８）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写作方式比喻为一种“剧场

写作”，马克思信手拈来以往各种文学作品的引文和历史回忆的片段，并采用了一种情节的颠

倒手法，目的是强调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角色的表演性及他们行为中一以贯之 的 社 会 逻 辑。
真实的历史犹如一场化妆舞会，路易·波拿巴成了笑剧中的主角，由此来呈现旧 制 度 必 然 复

辟的历史趋向。

可以说，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活的历史，是以不同的样态出现的：

既有普遍历史的规定性，又有社会结构的生成和总体运行的逻辑，既有

具体历史事件之再构造中的复杂演绎，也有像《人类学笔记》或恩格斯

执笔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呈现的演化史的进路。这些多

重维度的历史研究相互交织，构成了对现实经验体的多棱镜般的透视。

唯有此，今天所谓的经验研究才能获得其真正的思考资源，社会学才会

有安身立命之本。

其实，这里讨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只是一个例证。百余年前的世

纪之交，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社会学家们无一不在社会研究中

注入了历史的视角。涂尔干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和《教育思想的

演进》曾被后人誉为社会史的开山之作（艾默贝耶，１９９７）。前一部著作

打破了西方古典学关于希腊和罗马的家制与政制的既定判断，从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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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进史出发为西方文明之社会传统的构成奠定了基本论题，并通过

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再到近世变迁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契约权、财产

权以及民情状态中的民主制政体的建构过程（参见涂尔干，２００１）。后

一部著作则系统研究了基督教世界确立以来，人的教育是如何通过“用
理性来检验信仰”的方式来实现的，是如何通过构建“大学”这样的职业

法团 组 织 和 仪 式 活 动 来 塑 造 社 会 秩 序 的（涂 尔 干，２００３：１００，１２３－
１３８）。可以说，没有人的重塑和社会组织的团结，没有人对于社会生活

的依恋感、归属感以及对神圣存在的敬畏感，社会便会失去它的道德基

础。
韦伯的研究就更不必说了。本质而言，韦伯所做的所有工作都可

视为一项集大成式的历史创作，不仅因其领域涉及宗教史、经济史、法

制史、政治史、组织史以及世界各文明中的宗教研究，而且他将自己的

研究方法及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就界定为“历史个体主义”。因此，韦伯

（１９９９：４８）认为，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是“唯有服务于具体历史联系之

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形成概念和概念批判的工作要为之服务的目

的”。事实上，诸如帕累托、滕尼斯、齐美尔、卢卡奇等经典社会学家都

曾提出过各自独特的史观、史论和治史方法，由此构成了对于现代社会

之起源和变迁 的 不 同 论 述。正 像 史 家 布 洛 赫（１９９２：３８）所 说 的 那 样，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同根同脉，“只有一门科

学，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
历史学是关于过去的社会学，社会学是关于现在的历史学。

二、中国现代思想变局之第一波：康有为的经学革命

本文援引经典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取向，绝非是要用既有的某种

西方理论来度量、测试、裁断甚至锻造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是要认识

到历史在社会学观察、分析和解释经验现实中的重要意义。经典社会

学之启迪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西方现代社会之构成和变迁也有着不同

的传统，不同的结构条件，不同的现实经验感。历史决不是一个纯粹归

一性的发展趋势。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性，是现代性所能衍生出来的诸

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且不同的文明体和共同体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调适、转换和重构。历史的要义，在于她不仅蕴

涵着丰富的可能性，而且可以用各种办法将其呈现出来，从而使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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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现现实经验的丰富性，对未来有多重可能的创造和选择。
因此，历史意味着，我们必须要不断回到构成自身经验的传统和现

实中来，历史必须成为一种开放的自我认识。若要检视我们当下的经

验构成，就必须回到我们自身的现代生活的起点。中国的现代转型经

历了短短不过二百年时间，然而这条路却走得艰辛漫长，历经无数次的

激变与革命。表面上看，引发这场变革的是西方的强势入侵及其带来

的器物、制度和思想上的刺激，似乎此后的中国总是在抗拒和接轨的两

极之间选择和徘徊，但本质而言，这一转变有着内生之源，使得中国社

会自身的再造有了新的契机。
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对文明的外部性问题向来并不陌

生。早在殷周之变时期，周人从西而来，却确立了宗法和封建之天下秩

序的经本，成为后世之范（王国维，２００１ａ；傅斯年，２０１２）；后秦人由西征

发，统一六国，缔造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由此绵续

２０００余年；汉末佛教由西土传入中原，经由魏晋等朝及后来的辗转，终成

大乘佛教及各宗，反而使该教在中国获得延续和重生，如此等等。王铭

铭（２００７：１２）认为，“自东而西的想像、旅行和认识，有史以来不间断地存

在着。２０世纪出现的那些充满意识形态的‘中国式西方论’，既有近代意

义上的‘西方’刺激，也有古老观念的作用”，讲的就是这般东西交互的历

史图景。因此，对于西人的刺激，中国向来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做出应

激反应，而是从事植入、转化和改造的工作；而文明的外来因素能够植入

本土土壤的前提，确是对于自身传统的重构和创造。

５．有关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由来及其在清 代 经 学 研 究 四 期 发 展 中 的 位 置，可 参 见：周 予 同，

１９８３。

中国现代转变中这新的一页，是由康有为翻启的，而他“创世”前言

的第一章，是经学的革命。无论后世评价若何，康氏等人缔造的这一起

点，依然是我们今天无法摆脱的现代命运，必须予以正视。康有为重解

《春秋》三世之义，颇有些辩证历史哲学的味道。他 在《春秋董氏学》中

说，“自伪‘左’灭‘公羊’，而‘春秋亡’，孔子之道遂亡矣”（康有为，１９９０：

２９）。在《孔子改制考》中他说，“《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

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

第一义也”（康有为，１９９２：３３５）。立《公羊》为正经之固本，是要重塑《春

秋》之义，重申“今文经学”的主张，即孔子托古改制之意。５公羊三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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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是历史演化的原理：“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

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
……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大义”（康有为，１９９０：２９）。

康有为（１９８１ａ）意 欲 正 本 清 源，确 立“据 乱 世”、“升 平 世”和“太 平

世”的历史演进的三段论，很类似一种基于普遍历史的自然史观，其目

的是要一扫中国两千年来“维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的局面。换言

之，正因为经书之伪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中国长久以来处于

“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朝，民贼得隐操其术以愚制吾民”的乱世状

态（康有为，１９８１ａ：４６９）。由此，康有为做出了一个明确判断，即当今时

代为据乱世，而由此时超拔出来，唯一的取经是重新确立孔子的“圣王”
形象，以圣王代君王，从而实现信天命、存天道，贯彻历史进化的春秋大

义，从而为中国现代历史变迁提供一个通往普遍历史而非君王治术的

走向（参见萧公权，２００７）。
可以说，康有为提出的经学变革，从历史观上确立了近世现代化的

几个基本原则：（１）进化之道。从进化论的角度确立了历史演化的普遍

公理，即所谓“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

体在 各 明 名 分，用 在 与 时 进 化”（康 有 为，１９８１ａ：４６８；亦 见 楼 宇 烈，

１９９２）。（２）改革之道。借以孔子代文王的义理，确立了儒家的“变通

之道”，即用君主立宪制替代君主专制的政治改革方案，为维新变法提

供思想基础，“故君子当因其所处之时，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上下无

常，惟变所适”（康有为，１９８７：１９２）。（３）民本之道。“民者，君之本也；
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此专发民贵之义，而恶轻用民命。国之所立，以

为民也；国事不能无人理之，乃立君焉。故民为本而君为末，此孔子第

一大义，一部春秋皆从此发”（康有为，１９８１ａ：４６８）。（４）工商之道。《孟

子微》中说，“孔子尚文，非尚俭也”。“据乱世人少，专于农田；升平世人

繁，兼于工 商。然 均 平 之 义 则 无 论 农、工、商 而 必 行 者 也”（康 有 为，

１９８７：１９）。
不过，康有为虽然未将三世的演绎概说得较为抽象，但将其间的辩

证过程讲得很透彻，如他在《论语注》中所说：“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

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世……有乱

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升平、据乱”（康有为，１９８４：２８；亦参见王

汎森，２０１０）；在《中庸注》他又说：“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焉，其统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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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异，则其道亦异”（康有为，１９８７：１９２）。但是，这里有两个历史哲学的

重要问题需要明确做出说明：一是历史最终趋向的那个作为普遍历史

目的的大同理想究竟是什么？二是三世演化中的彼此转换的关键环节

究竟是什么？《实理公法全书》和《大同书》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两

书所提的惊世骇俗之 乌 托 邦 思 想，由“入 世 界 之 众 苦”说 起，到“去”国

家、阶级、种族、家庭以及劳动分工各“界”而达致大同之“爱众生”和“至
极乐”的境界，几乎塑造了后世中国人的一种绵延百余年的抽象理想，
在后来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诸种意识形态中，我们皆可见其

中最基本的精神气质。
然而，由据乱世到升平世的当前史转型，涉及的问题则相当多。在

这个方面，西方文明和宗教的融合亦成为了重要因素。康有为认为，欧
美诸国内部的民权进化，表征着“大同之先声”，只是国界尚存，导致战

争不绝，致祸奇惨（参见朱维铮，１９９８：１７）。但“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确
是走向升平世的根本出路。这一变法的首要基础是政制改革，但政制

改革的目标则是民权之兴，即《官制议》所强调的“国以民为本，则以治

民事为先”，要达到开民智、鼓民气的维新气象，就必须以地方自治和合

群立会的组织化的办法来建设社会实体，如他所说的那样，“合群之道，
众议是尊。舍私从公，宪政攸传”（康有为，１９８１ｂ：６０７）。

不过，康氏的另一层想法亦尤为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并未给予充分

关注。康有为明确认识到，仅有制度建设，并不能彻底实现向升平世的

过渡，民众从据乱世中要获得解救，还必须使人心得以安顿。他的“孔

教”宣扬虽为人所诟病，但其中的义理仍旧值得今人深思。他认为，西

人若不经过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化阶段，便无法落实现代意义上的君权

向民权的转化，因此，由据乱世过渡为升平世的关键一环，就是要确立

一个中国化的宗教时代，经由孔教的升华方能迈入太平世中的世界大

同。《孔子改制考》明确提出孔子乃为教主，“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

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而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
不善者也”（康有为，１９９８：５３）。他意图围绕孔子来建立一个皈依和教

化性的宗教王国，以安抚那些民智未开的人心，让他们信仰太平世中的

大同景象，进而实现有着中华文明之根本的普遍历史的终极价值。在

这个意义上，升平世才是三世进化论的一个关键环节：“政令徒范其外，
教化则入其中，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教隆，则风俗人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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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君坐收其治；不隆，则风俗人心坏，国亦从之”（康有为，１９８８ａ：２８７）。
在康有为的眼里，升平世之本义，必是一种宗教化的历史阶段，只有在

宗教阶段里，才能使举国之民超越君主专制的历史，而为实现终极性的

价值诉求做准备。
因此，在康有为看来，西人依基督教信仰而逐渐开启的现代世界，

强烈激发了中国人改造自身文明的创造力，却非纯然是人心的最终归

宿。《康子内外篇》分殊了不同宗教的差别，指出“其立国家，治人民，皆
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士农工商之业，鬼神巫祝之俗，诗书礼乐之

教，蔬果鱼肉之食，皆孔氏之教也……其戒肉不食，戒妻不娶，朝夕膜拜

其教主，绝四民之业，拒四术之学，去鬼神之治，出乎人情者，皆佛氏之

教也。耶稣、马哈麻一切杂教，皆从此出也……然则此二教者，谁是谁

非，谁胜谁负也？曰……孔子之伦学民俗，天理自然者也，其始作也；佛
教之去伦绝欲，人学之极致者也”（康有为，１９８８ｂ：１３）。康有为所指的

普遍历史之目的，是儒家所谓“仁”与“礼”之辩证关系的呈现，虽然“礼”
的基础在于差等和分殊，但“仁”却有着向作为普遍情感的仁爱秩序而

发展的趋向，将逐渐消除先天等级次序的自然与人性合一的状态，导向

以万物为一体的超越精神（干春松，２０１１）。

６．梁启超（１９９９：４８２）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若 其 理 想 之 宏 远 照 千 载，其 热 诚 之 深 厚 贯 七

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时之人，未见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诚为举国之所嫉视；若夫他

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

之所自始。若是乎，先生果为中国先时之人物哉！”

上文的讨论，不是关于康有为思想的专论，而是要说明现代中国之

起点，是在一种有关文明体存续和改造的宏大历史观中展开的。康有

为提出的经学革命的极端思路、历史进化论的思想、风俗革命中的移风

易俗之主张以及旨在消除一切等级差别的乌托邦思想，成为了现代中

国后来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基因，似乎与西介而来的左派学说更为

贴近，始终忽隐忽现地左右着我们的命运。他由此塑造的抽象平权意

识和政治理念，在中国的现代乐章中时常浮现出基调般的旋律。他身

后那些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几乎不能走出他的阴翳。６无论后来的政见

有何差异，梁启超（１９８８ｂ：９－１０）所提倡的“新史学”，其中所贯彻的历

史观，并未超出他老师的眼界，所谓“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

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依然强调的是进化论的“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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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例”，而对于“旧 史”的 激 烈 批 判，虽 有 挽 狂 澜 之 势，却 也 多 为 性 情 之

笔。相比而言，严复（１９８６：１３４７）应“世变之亟”，鼓呼“群学”，提出“盖

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

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
则为中国现代变迁给出了“社会”逻辑的至高地位，特别是他通过系统

翻译现代西学典籍而做的中西汇通的工作，颇有些类似于汉唐以降大

量佛经翻译之事业，将西方的概念和思想植入汉语思维，扩展汉语语词

和文法的容纳和转换能力。倘若没有这样的基础，此后的现代转型在

思想和言说上都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现代思想变局之第二波：王国维与陈寅恪的

　史学转化

　　康有为的经学变革，可谓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第一波浪潮。这潮

流汹涌澎湃，不仅提出了全盘革新的思路，又石破天惊地展现出天演公

理和大同秩序的理想。不过，这种思想变局虽一时呈摧枯拉朽之势，却
因有着极强的观念的抽象性，成为了此后激进革命的动力之源。康有

为的“去界说”，具有社会夷平化的强大力量，三世大同说起先虽在经学

领域里成型，却已成经学传统的绝响。梁启超、严复等都准确地把握了

这一脉搏，既然经学的自我革命不可逆转，唯有革命的史学和全新的群

学才是开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的思想利器。康有为虽然后来成了“保

皇派”，却早已在之后那些革命家的脑海中种下了激进思想的种子，一

旦要从传统出发进行彻底革命，最终就会成为一种控制不住的激情，革
掉传统的命，革掉历史的命。

对此种潮流的反戈，章太炎最为猛烈。虽说他的革命思想更激进，
但他对康有为借公羊来解《春秋》三世之义的抽象历史哲学大为不满。
章太炎（２００３：１７９）认为，“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

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
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

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若局于《公羊》取义之说，徒以三

世、三统大言相扇，而视一切历史为刍狗，则违于孔氏远矣！”章太炎以

重订《訄书》为机，舍弃了曾受康有为影响“援今文义说古文经”的取径，
而尊崇古文经学的传统，明确指出“孔氏，古良史也。……孔子死，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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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伉者，汉之刘歆”（章太炎，２０００：５１）。简言之，康章之别，即是究竟

由经学到宗教还是由经学到史学的差别。７章太炎批评康有为仅依《公

羊》断史，无视国史几千年之传承与流变，用武断的普遍历史观代替具体

历史的凝重与温情，因而在国变与世变之亟，应走出一条经学的史学化

道路，“铸古文经学为史学”，立国化民，用历史来凝集中华之民族精神。

７．王国维（２００８：２１２－２１３）对康 有 为 孔 学 宗 教 化 的 倾 向 不 以 为 然，他 说：“康 氏 以 元 统 天 之

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以预言者自居，又居然 抱 穆 罕 默 德 之

野心者也。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

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

８．柳 诒 徵（２０１１：３０９）在《国 史 要 义》中 曾 明 确 提 出“国 史”之 本 质，并 指 出 王 国 维 的 贡 献 最

巨：“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近

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 承 之 周 秦。其 由 简 而 繁 或 由 繁 而 简 者，固 由 少 数 圣 哲 所 创

垂，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此史迁治史，所以必极于究天人之际也。……吾之人本主义，即王

氏所谓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

章太炎承“六经皆史”，多是在义理上做文章，而实现经学与史学的

现代转化，并融合晚近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治史的学问家，当属王国维和

陈寅恪。他们与同时代的史学家一起，掀起了一场重新奠基中国文明

精神的国史运动。８王 国 维 之 弟 王 国 华 曾 这 样 评 价 其 兄：“先 兄 以 史 治

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

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

兄可也”（参见王国维，１９８３）。王国维（２００１ｂ：８７５）本人也是这样说的：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

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

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由此可见，

王国维治史，并未倚重古今某派，亦不在意新学与旧学之分，似乎对于中

西之别也没有那样敏感。一般人认为，上述引文说明的只是一种学者应

有的持中态度，但细绎之却含义颇深。在王国维看来，时下中国之历史

变局以及走出此变局的文明再生，既不应拘泥于古今中西的差别与对

立，又必须 重 新 体 认 自 身 文 化 之 本 体。“本”不 离 其“变”，“变”不 失 其

“本”，才是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正是这样的继往开来之工作，才要有

浓烈的情感和沥血的心力。对此，陈寅恪（１９９２：５０２）理解得最透彻：“古
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
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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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经，“变”为史，王国维治学走的是经史结合的路子，而其中

最重要的研究，多集中于礼文、制度与交通等领域，而且几者是互为表

里的。他的制度史研究，同时亦可说是结构史研究，更是一种精神史研

究，以《殷周制度论》最为代表。文章伊始，便以变迁论统领：“中国政治

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言一出，自有大义，一改史家赋予

秦始皇帝的一统地位，而强调周之建制及其德化之教才是两千载制度

精神之基础。“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

独崛起西土。”“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王国维，２００１ａ：

２８７）此亦说明，殷周之剧变，是因其“变”而立其“本”，表面上看，“不过

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本质而言，“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

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王国维，２００１ａ：２８７）。因此，迄今为止

对于中国历史的所有观察，必要循此制度精神的本原结构出发，宗其

“本”，才能见其“变”。这便是经史辩证的意涵所在。
那么，殷周之“变”的“本”究竟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改传统史学的

春秋笔法，而用 演 绎 推 理 的 逻 辑 方 法 逐 次 进 行 推 导。首 先，周 人 采 用

“舍弟传子之法”，改变了商人兄终弟及的继嗣制，致使“立子立嗣之制”
旁生出“嫡庶之制”。而嫡出和庶出之别，必然会随之产生宗法制度和

丧服制度。在宗统 中，大 宗 与 小 宗 的 划 分 使 得 尊 尊、亲 亲 秩 序 得 以 确

立，《大传》曰：“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

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因此，藉由宗法而形成的“合

族之道”，便成为了中国宗族组织的根由。而所谓丧服之制，则依宗法

制度的“精密纤悉”之条理，进一步确立了各种别等系统。至此，一套完

整的人伦和祭祀系统形成了。
宗法制度不仅为宗族组织提供了尊统和亲统，同样也确立了政治

秩序。“与嫡庶之制相辅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周人既立了嫡长，也
就定了天子之位，而其余的嫡子和庶子，按照他们是贵、是贱、是贤的差

别，作为诸侯之封建，畴以国邑。虽然周代开国之初，同姓和异姓分封

各半，但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即由此得到确定，土地与城邑照此逐次分

封下来，成为有史以来的大一统格局。不仅如此，宗法制度与封建制度

互构相合，又是中国礼制秩序的根本。王国维（２００１ａ：２９７）说：“周人以

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

制，此其所以为文也。”这是什么意思呢？依照周人的基本制度，嫡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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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本质在于尊尊之统，但是在合族与共食的组织内，“怀德维宁，宗子

维城”，宗子统领全族成员实施集体祭祀活动，体现亲亲之统和德教之

义。因此，殷周之变的根本是确立兄弟之间的尊尊秩序。宗子地位的

确立，一是表明“大宗维翰”，二是表明“此立宗子者，所以合族也”。宗

法配以丧服祭祀，恰恰是要将尊尊与亲亲统合起来，实现族内之差等秩

序和合族祭祀的社会团结。
而所谓庙制，则是将宗族组织内部的逻辑在政治上做反向的演绎。

既然“为之君，为之大宗”，“王者，天下之大宗”，那么国君的服制并没有

什么差别，其祭祀活动也必有亲亲之义，但由于封建制度成立的一个前

提是，“大宗限于大夫以下”，“君统之外复戴宗统”，所以庙数分殊必然

是尊尊之统的政治规定。正因为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格局，所以由

周代嫡庶之制衍生出来的各项制度，“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倘若尊

尊缺了亲亲，必然只是威权政治，而亲亲缺了尊尊，则一切秩序都无法

稳定下来。与此同时，恰恰是尊尊、亲亲二统的结合，才会使制度本身

的规则成为礼制的秩序，所谓“礼”，就不仅是规则，也是情感的升华。
周尚文，“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国人所谓的情理关系，即古人常说的

民彝与德治教化，皆肇端于此。
所以，王国维（２００１ａ：３００）总结说：“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

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
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
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王国维对传统的匡义正说，显然不同

于传统史学的著述方式，与康有为相比，亦不屑于一种纯公理式的宏大

叙事，虽然其中所运用的概念皆从经学典籍中来，却可看到西方哲学和

史学之影响的因子。在《论性》、《释理》和《原命》三篇文章里，王国维坚

持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用“充足理由律”来疏解已有的材料（参见陈元

晖，１９９０：１８－３３），陈寅恪（１９９２：５０１）所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

料，互相参证”，指的便是这样的方法。
从《殷周制度论》来看，王国维求中国历史之本原，用的恰是综合演

绎的办法。他批评传统史学“有辩论无名学，有文学无文法”（参见王国

维，１９８３：９７－９８），恰恰是要将文献与器物、名与实、逻辑与历史相互参

证，对经学化的史学或“以史治经”进行科学的重新奠基。不仅如此，该
文及《殷卜辞中所见 先 公 先 王 考》诸 篇 所 呈 现 出 的 经 世 志 向 也 是 昭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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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国家衰弥之际，王国维所及“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

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罗振玉，２００１：４），一是坚信周孔以来的中国文

明之制度精神不会泯灭，将继续孕生出一种世界历史的普世价值，二是

期望这一传统应随中西际遇的时刻，兼修外来的观念与方法，以达自我

文明的再生与复兴。如王国维（２００１ｂ：８７７）所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

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

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不过，“特

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

而已”。今人再看这句话，会心者必会哑然失笑。
从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局看，如果说康有为的抽象历史哲学“下降”

成王国维的制度史研究，那么陈寅恪的“下降”幅度则更大。不过，此

“下降”可以说是抽象继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陈寅恪（１９８０：２３６）治
史不常引经据典，倒更愿意拾捡那些看似散乱的史料，如他所说：“一时

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

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按照他自己的评价，他平生所学是一种“不古

不今之学”，并不算得上新学，那么此“新”与彼“新”究竟有何差别呢？

９．陈寅恪（１９９２：５１２）自谓“平生 为 不 古 不 今 之 学，思 想 囿 于 咸 丰、同 治 之 世，议 论 近 乎 曾 湘

乡、张南皮之间”，自然与其家学 的 传 统 有 关，但 更 是 其 治 学 取 向 的 自 我 定 位。所 谓“咸 同 之

世”，是说他虽同情地接受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主张（汪荣祖，１９９２：２７），却亦要通过秉承曾

国藩的精神内核而有所修正。罗志田（２００８）认为，陈寅恪对清季今文经学以及疑古思潮持批

评态度，他虽因晚近世变之亟而不得不走一条“法后王而不道久远之事”的致用道 路，却 自 有

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在，但 他 依 然 用 融 合 之 开 放 视 角 维 系“不 忘 本 来 民 族 之 地 位”的

心旨。

所谓不古不今，自然有不新不旧之义，但其中的第一个涵义，是秉

承王国维的经史观，即摆脱清末以来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从观

念问题直 接 回 到 历 史 的 本 原 和 实 际 经 验 中 去（逯 耀 东：１９９８：２０１－
２０２）。其次，既然 治 史 要“求 真 实、供 鉴 戒”，就 不 能 仅 循 经 学 的 路 径，
“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清代“群舍史

学而趋于经学一途”，反而误了史学的要务。９因此，要用新的视角去解

放史料，使零散的史料获得新意而成系统，“文史互证”，才能防避私家纂

述之“诬妄”和“讳饰”，求得历史真相。再次，文与史的互证，所采用的新

材料自然大多取自士风、民情的记述与抒怀，因而史学必然既要循其经

本，又要印对正史，但更重要的是要呈现出一部民情史或士人的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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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为要紧的是，陈寅恪的历史研究着重选择了魏晋隋唐

的时代，汪荣祖（２００５）说 的 好，“不 古 不 今 之 学”的 真 义 恰 是“中 古 之

学”。但汪荣祖只说对了一半，陈寅恪治中古史的原因，并不是不愿在

古史上与人一争高下，也不是因家族避讳而不专近世史，实为中古史有

着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局面。汉末以来政治上

的政统不举以及外族政权的取得，都使得中国历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变局。中古史的这种“不古不今”的形态，不再像传统的封建制那样依

宗法制度来确立家国秩序，而是塑造了以士风和民情为核心的历史构

成的逻辑，如陈寅恪（１９９２：５１０－５１１）所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

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

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

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

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
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２００１ａ：８５）又说：“道德标准社会风

习纷乱变易之时，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
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在制度剧变之际，社
会风习的转换及随之而来道德情感的变易就显得尤为重要，成为塑造

未来历史的肌理与机制。由此，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很类似于孟德斯鸠

所讲的情感上的民情逻辑，即制度常以风俗为本原，社会常以情感做支

持。而且，陈寅恪借古验今，颇能表明他对近世现代变迁的判断，如他

在《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一文的结尾处所说：“……见吾国政治革

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虽至今日，尚未能尽脱此历史

之惯例。好学深思之士当能心知其意也。”（陈寅恪，１９９２：１８９）
要验风俗，理民情，辨析各教形成的人文地理要素，考察士人生活

的观念和方式，就得 有 历 史 研 究 的“总 汇 贯 通 之 法”：既 通 过 广 搜 群 籍

“修丛目”，又通过比较取舍“修长编”，再“考证是非，解释矛盾疑滞，互

相参证”。还历史风貌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历史研究亦好比现实的经验

研究，仅凭单一的研究材料，不研求人文地理，汇集各方资料，进而相互

比对，进行互证、参证和补证，就无法把握变迁中的总体经验事实，无法

找到滋育制度与人心的民情土壤，也无从知道历史于现实中转换而来

的变化契机。因此，若要认识时代之变局，就必须通理政治、宗教、民族

和文化 相 互 共 融 的 历 史 过 程，并 施 以“了 解 之 同 情”（参 见 王 永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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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现举二三例，略加说明。
中古时代，已全然不像周制那样可设定一种一以贯之的逻辑，而是

民族问题渗入在政治制度里，而文化问题则又交织在胡汉民族之间的

混融过程中。陈寅恪（２００１ｂ：３）认为，“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

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
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因此，中古制度研

究直接关系到此后的国家政制及其所关涉到的民族融合问题，后费孝

通所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必要追溯至中古时代的制度和文化

演变。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篇，陈寅恪便设论说，隋唐制度虽极

广博纷复，却不出三源：一是北魏、北齐，承袭了元魏所采用东晋南朝前

半期文化制度，亦包括“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即
“河西之一支脉”；二是梁、陈，为“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

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三是西魏、北周，“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

山东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
是“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

生之混 合 品”。相 比 而 言，第 三 种 因 素 的 影 响“实 较 微 末”（陈 寅 恪，

２００１ｂ：３－４）。
篇幅所限，且不述 陈 寅 恪 的 考 订 之 法，单 就 上 述 史 论 而 言 意 义 甚

大。其一，中古之变 中，世 族 和 地 域 关 系 构 成 了 制 度 建 设 中 的 重 要 因

素。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以来，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学术中心开始移

于家族，而家族又复限于地域。苏绰深受宇文泰赏识，其子苏威在隋文

帝时以宰辅之职监领修撰五礼，乃出于家传的学问。而为隋文帝撰修

王礼的牛弘、辛彦之等，皆为河陇地区之士人。究其原因，是因中原长

期战乱，许多世家大族避居河陇一带，使本来的文化偏僻之地遂成为存

续传统文化的飞地，文明的原核心区域落入蛮荒，而僻居边缘的河陇地

区却成了文化遗 存，反 成 为 制 度 输 出 的 策 源 地。其 二，有 确 凿 证 据 说

明，隋代制度礼仪的形成，采用的是南朝萧梁及北齐的仪注，当时北魏

社会虽汉化程度不断加深，但礼制尚未完备，拓跋氏政权借王肃等士人

战乱徙居北奔之际，定制修礼。由此可见，中原礼制植根于北方少数民

族政权，士人迁徙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三，陈寅恪之所以对北周

的制度评价不高，是因为其建制的动机原本就不纯，宇文泰“以继述成

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

·８１·

社会·２０１５·１



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

实亡”（陈寅恪，２００１ｂ：２０）。北周仅用汉文化的礼制做点缀装饰，强行

将其与鲜卑文化相混糅，“袭魏天兴旧制，虽加雕饰，仍不合华夏文化正

式系统也”（陈寅恪，２００１ｂ：６０）。
“寅恪尝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这里的制度史研

究，更偏重于文化史和风俗史的路数；而此间民族问题的讨论，意在以

“文”为“化”的意义上，说明仅有制度上的安排和移植，没有风俗之“文”
化，胡汉两分，一个王朝便无法维持长久。同样，胡汉之间不能有效结

合成为一个实力集团，中古时期也不会确立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系统考证了李唐姓氏的来源和改易过程，
指出唐代的开国帝君初本是华夏血统，后与胡夷混杂，李昞妻独孤氏、
李渊妻窦氏、李 世 民 妻 长 孙 氏，都 是 胡 族。陈 寅 恪（２００１ｂ：１９６）指 出，
“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

有唐一代之官书，其记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

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此一修饰的目的，“以附会李重耳之由北向

南，又由南归北耶”（陈寅恪，２００１ｂ：１８８）。不过，中古史中改易姓氏的做

法，确是胡汉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的常态，“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

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亦莫如是”（陈寅恪

２００１ｂ：１９７）。这说明，连世家大族都不惟血统论，宇文泰、李唐皆如此，足
见中古之风俗流变的程度。

在政治上，陈寅恪认为，自唐初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将相大臣“融合

胡汉文武为一体”，都来自一个庞大的关陇集团。只有到了武则天时代

实行士科取士，关陇集团垄断朝政的局面遂告崩坏。李唐建国，离不开

一个基本的结构条件：宇文泰此前融冶关陇地区胡汉民族中的文武将

才，而后隋唐承继和扩充了这份遗产，皇室及佐命功臣几乎全部出自关

中陇西地区。李氏 家 族 位 居 核 心，各 族 将 相 汇 集，为 皇 室 视 作 同 类 之

人，形成紧密的胡汉一体格局。他们在“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

族之要道”（陈寅恪，２００１ｂ：１９８），在价值取向上，着力淡化山东人的地

位，确立新的宗室世系，衍撰李渊先世为陇西名门李暠，四世祖李重耳

因西凉国亡奔宋的前世故事，旨在将关中地区确立为历史上汉化发源

之地，将胡汉融合地区确立为精神正统。因此，唐代建制之初，种族问

题的解决是一切之根本，陈寅恪（２００１ｂ：２０２）所说“武周之代李唐，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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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便是出于此理。后来的安史之乱，恰
是因为河北藩镇的民间社会长期未受“文”之敦化，其社会的通常情感

“尚攻战而不崇文教”，“故论唐代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

得其真相所在也”（陈寅恪，２００１ｂ：２１０）。

１０．陈寅恪（２０１２：２０６－２１４）认为，崔浩要建立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合而为一的贵族政治

之理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对于鲜卑部酋汉化进程的时点和节奏做了误判。当 时 所 谓 汉 化，
是要推崇有文化的士族，与他们合而为一，鲜卑部酋显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但亦时刻担心被

汉族彻底同化。只有到了孝文帝时期，北魏才进入了新的汉化时期。

除民族问题外，中古史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宗教问题。陈寅恪宗

教研究亦非专论，而坚持的是一种以文化和民情视角展现的皇族与世

族政治、宗教与民风变易，乃至士人内在精神气质上的儒道并存所交织

而成的完整的历史情态。如《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论及东西晋南

北朝时代中的士大夫，“其行事虽尊周孔之名教，言论演老庄之自然”，
因而多数世家常趁沿海交通之便，将惑世诬民之鬼道作为遗家训子之

传，致使期间宫廷政治之剧变多出于此类宗教之谋。《崔浩与寇谦之》
则通过大量考证，进一步考察了北朝史中的一大公案。世家出身的崔

浩持旧儒家的“整齐人伦、分明姓族”之理想，与信奉“人神对接、手笔灿

然”之新道教的寇谦之相互利用、相得益彰，将各自学说的重心都放在

了同属一个社会阶级的“种民”上，最终触怒了鲜卑，形成了一幕历史惨

剧。对于这一历史之变的社会根源，陈寅恪总结说，崔浩的悲剧在于，
他仅将“先复五等为本”的儒家理想寄托在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上，而

忽视了胡汉民族的意识，即使一心想着“效法司马氏以图儒家大族之兴

起，遂不顾春秋夷夏之大防”（陈寅恪，１９９２：２２３），也必然使政治设计与

鲜卑部酋的预期及时下的基本民情不合，故而其失败也在所难免。１０

由此来看，陈寅恪治史与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历史研究法倒有

些相似。胡适（１９８５：５３９）说他“当然是今日最博学、最有识见、最能用

材料的人”，常用考证、参证之法，将各种制度、地理、诗文、名物、风俗、
交通等看似互不搭界的材料相互交织和比较，求得历史的真实（参见罗

志田、葛小佳，１９９８）。不过，这些庞杂的材料却有一个明确的支点，即

他对中古史的实质认识在于历史变局中的史识，必须要从社会风习的

变易过程中去寻找其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这其中，那些汇集在关键

人物和焦点事件上的微妙细节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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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气质，连同历史的特定情势和结构条件的变化，交汇而成一种历史发

现的逻辑和契机。因此，见微知著，因小见大，并辅以严密的考证与义

理阐释，才是中古史民情研究的一个决定因素，而这恰恰与晚近随社会

科学而形成的新眼 光 密 切 相 关，所 谓“考 兴 亡 之 陈 迹，求 学 术 之 新 知”
（陈寅恪，２００１ｃ：９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１１

１１．关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对于晚清民国史学研究的影响，参见：桑兵，２００５。

四、待续的小结

陈寅恪治史之论“变”，恰与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求的历史之

“本”构成了二重互补关系，上古史与中古史的不同意涵及其所揭示的历史

实质也恰恰在于此。民国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层出不穷，王陈二家是其

中材料工夫最大，研究领域最广，且用意最深的史家代表。他们引进社会

科学的研究法，求制度之本质精神，究风习之变易机制，将国史中的经本与

变易做了极为丰富的呈现。这与康有为基于《公羊》三世说而提出的普遍

历史理论与政治变革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对于今人来说，这一

对照的意义还在于，正是他们所构成的中国现代思想的两波变局，奠定了

后人研求当下现实和历史传统的思想格调。因此，反思这一现代变迁的渐

次进路以及继承前人的发现和方法，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任务。
康有为对于上古史的推断辨析，依托的是今文经学所强调的“大义”

与“微言”，“推三世进展之理，演大同为三世之极旨”。此后，“由佛学之研

究，增一新境，乃掺佛家大慈大悲之心于其大同之思”，再后，“复引基督

博爱之义，阐发达尔文演进之理，大同学说遂成”。他将儒家与佛家、中
国与西方的不同思想因素“融于一炉，乃创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想象力之

乌托邦思想。其虽袭用大同旧词，而其大同内容实新”（汪荣祖，２００８：

５０）。在这个意义上，史“原”即为经“本”，亦为社会演化之目的。而经学

革命的又一主旨，则是要强烈推行周孔以来的教化传统，并借喻西方历

史演进的逻辑，指出在礼崩乐坏、文教未明的时代，中国的现代变革必须

经历一种升平意义上的宗教化阶段，以基于对素王“仁本”理念之信仰，
形成一种超越性的天道秩序，而使风俗归于敦化，人心达致谐和。

康有为晚年倡导孔教教化的大胆举措，实为要在儒家内部形成一

场革命。这场革命之所以要发生在儒家内部，是因为任何政治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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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都必须从调整民众的信仰结构入手，风俗之变绝不能由制度之变

而来，必须从更广泛的宗教教化而来。“王者，往也”，大同世界即为天

下归一的秩序，因而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由国与国、家与家的界

分来决定的，而是通过德化天下来实现古人所说的“王者无外”与“夷夏

之防”的自然正当（参见干春松，２０１１）。康有为宣扬革命，又反对彻底

革命，就是因为担心在世变之亟和政变之际，人们割断了自身文明之仁

爱情感的血脉，遗忘了自身文明之自然史的演化次序，永久落入据乱世

的历史循环之中。
对于此，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人所做的史学矫正，针对的恰恰是这种

极其抽象的历史进化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首先需要恢复的是

对自身历史的敬重感、经验感和解释力。章太炎身先士卒，倡导经学与

史学之间的转换，就是要通过回到古文经学的传统而重拾对历史的尊

重。尽管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看似是一种经学研究，但从著述体例

来看，他探讨周代制度之源，取的是历史演绎之法。他指出，周孔以来

的宗法封建制度，立子立嗣之制是一切制度的逻辑起点，而其所衍生的

一系列家国秩序，构成了宗族、土地、祭祀和政治体制的制度系统。亲

亲与尊尊二义，则又在所有制度之间确立了情感关联的秩序结构，使得

礼制与文教归于仁义之本。他将完整的逻辑链条纳入制度史之中，将

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确实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使得文明史自其源始

便获得了更为牢固可靠的基础，且尤能说明王国维内在的精神世界和

学术理想：“时局如此，乃西人数百年讲求富强之结果，恐我辈之言将

验。若世界人民将 来 尚 有 孑 遗，则 非 采 用 东 方 之 道 德 及 政 治 不 可 也”
（王国维，２０００：４４７）。

王国维之所以 有 别 于“国 粹 派”，在 他 坚 持 论 理 之 说，坚 持 西 人 之

“充足理由率”对他的启发；他坚持名实之学，相信只有通过综合分析的

方法，才能揭示 制 度 之 精 神 史 的 结 构 与 义 理。同 样，陈 寅 恪 亦 主 张 在

“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的同时，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何谓“本
来民族之地位”，并非是一种臆想而来的抽象认同，而必须以开放的历

史视角加以确证。认识中国历史乃至近世之纷乱，不能仅以上古史之

制度本源论之，还必须充分认识中古史所呈现的民族、宗教之混融而形

成的历史新格局。而在一种急剧流变的历史中，就不能唯经书论，唯制

度论，而必须从众多史料中挖掘制度和风俗变化的机缘、脉络和具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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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机制，寻找历史变易的轨迹和浸润风俗的民情基础。中古史研究所

揭示的也恰恰是一种蕴涵着夷夏之辨、胡汉糅合的新格局，是奠定帝国

秩序的根本，而其中关于崔浩的研究，更加说明不识民情之本原和变易

的现实基础，而空拿儒士之抽象理想纸上谈兵，必为历史所舍弃。
因此，制度之结构要与风俗之情感相结合，历史的“本”与“变”之间

相融通，恰是王陈治史之精义所在，恰如孟德斯鸠论“法”之精神一样，
做观念与经验的真实关联。与此同时，上古史与中古史的研究，亦为近

世中国之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即只有将文明制度之精神本源与历史

经验的现实流变通联起来，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种有效的思想方

案，正像陈寅恪（１９９２：５１２）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中

说的那样：“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

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
排斥外来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
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窃疑中国自今

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

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

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

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

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

昭示者也”。
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的学术格局中，历史研究始终守持着自身的

精神气质和经验体会，亦将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和方法融汇其中。前辈

学者们所呈现出的洪钟大吕般的气象，博古通今的识见，阐幽抉微的治

学心态以及借古鉴今的社会承担和关怀，成为历史开合和存变的动力。
相比而言，今天的学科研究落入如此狭窄之境地，是颇值得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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