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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 ”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
杨念群

　　 ［摘　要 ］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经常被使用的 “文质之辩 ”观念的分析�力图说明中国历史观拥有自己独特的构造�并非
西方的历史演进观念所能够解释和说明。并分别讨论了 “文质 ”概念与古代文明观、古代知识论的关系�以及它在朝代兴替
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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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西方概念观察中国历史时�就会很不适应地发现�仿佛中国历史中到处
充斥着 “退化论 ”的思维痕迹�中国人始终充满了对远古黄金时代不容置疑的美好想象。这种 “朝
代循环 ”的思路不是螺旋上升式的�而是以不断追慕模仿前代的程度作为衡量是否优秀的标准�如
此思维不但与西方近代 “进化史观 ”背道而驰�而且也应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负起文化的责任。

本文以为�把中国历史观单纯地用 “循环退化论 ”加以解读�并把它和 “进化史观 ”进行二元对
立的比较思路是有缺陷的�是过度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观察中国历史造成的后果。要合理地理解
中国历史观的内在演进脉络�就必须从古人使用的许多概念入手进行精细的解读�方能比较贴近历
史文本所呈现的发展轨迹。本文即挑选出 “文 ”和 “质 ”这两个概念 （或合而观之为 “文质 ” ）予以分
析�由此观察中国历史观自身形成的真实构造及其内在纹理。

一　 “文质 ”之辩与 “三代 ”黄金期的建构：
当代人似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成见�即认为中国历史观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特点�那就是史家总

是会夸耀 “三代 ”成绩的不可逾越�历史记录不是为记载后代的境况好于前代�而是在不断抱怨后代
历史劣于前代的窘境中次第展开。这种记叙历史的模式与现代历史叙事技术恰好相反。西方的现
代历史总是记录后来时代如何超越过去达致辉煌之境的过程�往昔历史自然成为验证现时代之优
越感的一种佐证。

在当代史家眼里�中国古代史家总是预先悬设了一个更加远古的模本�这个模本具有无可争议
的不变的权威性�以为裁量后代历史演进的参照物�由此可对比出后代与之保持的差距。这与欧洲
的近代历史观不同�欧洲现代史学预设了一种历史的普遍意义�依据这种 “意义 ”去建构特殊的符合
进化原则的历史事实。但这个普遍意义并不是先天的、不可讨论的�故它重视后来已成 “结果 ”的
“历史事实 ”对重建过去之真相的支配作用�成为 “后代优于前代 ”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
“后世之师 ”式的观察历史的方式�“后世之师 ”的眼光永远支配着对过去历史的塑造和评价。
在上述历史观的参照下�人们又会产生一个误解�即总以为中国古代史家早已预先把一套完满

实现了宇宙道德秩序的 “三代 ”社会孤悬在那里供后人瞻仰。 “三代 ”的完美是无条件的�完全没有
商量的余地。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指出这一秩序在历史上实现的完满程度及其表现出的各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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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并以此为准衡量各朝代价值的高低�或藉此帮助那些背离 “三代 ”理想秩序的王者适时调整�以
恢复符合 “三代 ”理想的正常状态。传统史学不是从时代变动的世界观中寻究对历史的解释�而是
捍卫以往史家早已构造出的永恒不变的价值�并以此作为评价人们对当下时代认知状态的标尺。①

真实的情况是�后人总谈 “三代 ”是因为 “三代 ”重要到只要把握了其更替嬗变的历史脉络�就
似乎得到了一把解决全部未来历史的钥匙。 “三代 ”蕴藏了中国历史演替的全部秘密和程序�以后
的历史学家只要把它们重新编码�即可拼贴出新的符合现实的历史图像。而重新从事编码的最重
要工具就是 “文质 ”损益之论。还有一种编码程序叫 “三教 ”�它的基本表述是：“夏尚忠、商尚敬、周
尚文。”历史的演进程序应该是 “由文返忠 ”�这也是一种返回古典的说法。② 但这套说法后来虽偶
被提及�却远未象 “文质论 ”那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然而�令人有些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仔细考察 “文质论 ”中对 “三代 ”的描写时�就会发现�“三
代 ”在 “文质论 ”的叙述框架里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典范时代。比如在 《论语》中�孔子是比较尚 “文 ”
的�在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话里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但在那个时代的观念里�“文 ”与
“质 ”并非有绝然的高下之分�而是 “一文一质 ”相互损益�呈现出的是交替演化的态势�两者可以相
互弥补。在《论语·雍也》中�孔子唯一把 “文质 ”并列而论的例子是这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
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 “质 ”的内涵并非弱于 “文 ”�谁占优势完全看它面对的历史对象
如何。比如有一段时间�孔子所提倡的周代之 “文 ”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关键在于东周乱世
之后紧接着就是秦朝�史家认为正是因为东周礼仪的繁琐�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过于 “文饰 ”而发生变
异�间接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所以汉初才奉行 “黄老之学 ”�推崇简约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想走回到
“质 ”的老路上去。
从历史观的构造角度而言�“质 ”和 “文 ”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概念�“文质 ”

的交替出现往往与中国历史上 “一损一益 ”的现实状态密切配合�其中充满了变数。 “质 ”往往与
“损 ”相应�“文 ”往往与 “益 ”相当。比如朝代礼仪若过于繁缛�需要适当删减时�文人往往会频发
“质 ”的议论�反之若社会发展过于质朴简陋�缺乏一种华贵气象时�又多益之以 “文 ”。
有意思的是�新朝皇帝登台�一般都会崇 “质 ”而抑 “文 ”�如秦朝之亡的原因之一就被总结为

“文敝 ”�甚至到了唐代�白居易还在用 “文质损益说 ”警告王者。③ 可是在个别朝代也出现了一些奇
怪的变化�比如魏晋时期文士放诞之风被认为是不够 “质朴 ”的行为方式导致蔑弃礼法所致�但 “礼
法 ”在秦汉甚至在早期先师如孔子的言辞框架里却是和 “文 ”相联系的�故放诞之风本应是弃 “文 ”
的表示�在魏晋却被改变了意思�可见 “文质 ”的含义也会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变。

有些奇怪的是�孔子崇周�但秦政的苛酷却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延续周代的礼仪而来�以至最终
走向崩溃�“周代 ”即因秦亡而被视为 “文敝 ”的来源�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汉初经历了短暂的黄老之
治却转而又尊崇儒学这个演变过程呢？ “由质救文 ”在儒家文献里频频出现�似乎与道家的 “返朴 ”
思想完全趋于一致�其实差别甚大。道家要求复归最为原始的生活状态�不但弃绝礼法�而且拒绝
基本的文明样态带来的变化。儒家的 “由质救文 ”却严格限定了范围�并非要求回到生活的原始状
态�而是要从 “尊尊 ”的单面强调�回到 “亲亲 ” “贤贤 ”的日常状态之中�在他们看来�秦朝动用 “礼
法 ”过了头�只强调自上而下实施官僚科层的严刑峻法实施统治�而没有考虑不同地区和上下层次
情况的差别�也没有关注民众内心的道德要求�一味强压胁迫�导致民怨沸腾�统治难以维系。儒家
“由质救文 ”的思路则考虑到了礼法之下的道德和心态因素�即 “亲亲 ”的原则。董仲舒在 《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质文》中就说：“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 ”�“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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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如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就说：“汉承暴秦之后�宜变其迹�乃可善治。三代相救�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今

汉宜少损周之文�用夏之忠。”参见荀悦《前汉纪》卷11《孝武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03册�史部61�编年类�台湾商务印
书馆1986年版�第301页。

《策林一·忠敬质文损益》�《白居易集》卷62�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册�第1301—1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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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仁朴�……主地法夏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 ”。① 在董氏看来�“尊尊 ”和 “亲亲 ”是 “文 ”
“质 ”交替而动的表现。董氏理解《春秋》的大义是 “先质而后文 ”�②或者说 “救文以质 ”。③ 如果按今
文经学的路子讲�《春秋》乃孔子所作�孔子的话里却没有如上的意思�反而是对周代的 “文盛 ”大加
赞词。如此说来�是否孔子的形象和话语前后发生了矛盾？其实不然�孔子谈 “文 ”是讲周代礼乐趋
于繁盛�董仲舒等汉儒并没有完全否认和摒弃孔子的解释�只是攻其过度繁缛�以求简化之意�特别
是揭示了 “亲亲 ”一层以补 “尊尊 ”的不足�延伸一点说�是要提倡在政治统治中节省成本。这点孔
子也有预感�在 《论语·为政》中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对后世周代的继承状况似有预感�故损益非弃绝之意。

从以上的描述观察�“文质论 ”框架里的夏商周 “三代 ”在后来的文献表述里�并非是绝对不可
动摇的黄金时期。他们在描述民众和社会运作的关系时各显出利弊的特征�只不过其表述高明的
地方在于指出 “三代 ”的特征可以相互弥补�在相互 “损益 ”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也许这才是孔子所
向往的 “文质彬彬 ”的效果吧。

我们且来看一段《礼记》中对夏商周三代社会状况的评价�这段话依然是借了孔子的口气在发
言。文中说：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
之敝�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
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
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④

这段话借用的是孔子的语气�但显然已不是孔子的本意�所以后来也有人说�未敢信以为孔子之言。
因为这段话把夏商周的情形并列起来分析�认为他们各有利弊�这显然与孔子坚持 “吾从周 ”的态度
大相径庭。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谈 “文质 ”的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
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⑤这段貌似孔子的话同时批评了虞夏与殷周�显然不符孔子在 《论语》中的
本意。我们再回到上引《礼记》这段话�这段话分别描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社会状况�特别处理了人
际关系网络以及 “人 ”与 “鬼 ”、“国主 ”之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大问题。

在《礼记》的历史解释框架里�夏代的情形是远离鬼神祭祀�比较亲近人事�注意先赐予民众好
处�再施予威严�人际关系较为密切�互相释放着善意�人情显得质朴无文。殷人重视祭神拜神�主
张先侍奉好鬼神�惩罚先于赏赐�以树立威严�以尊崇权威为时尚�人情就相对显得淡漠�社会容易
陷于无序。周人有一套崇尚礼仪的规范�虽尊奉鬼神却又要保持距离�按照等级定赏罚标准�恢复
了人情的亲近关系。但由于礼仪制度过于繁琐�过度讲究精致�所以使民众学会了取巧的本领�民
风于是趋于油滑。

元陈澔对这段话解释说：“礼文委曲而徇人�礼繁文胜�利巧而贼�其敝又有甚者焉�凡此非特见
风气既开�而浇漓之日异�抑亦至德之不复见而已欤？”⑥完全持的是一派悲观的论调。这可能就是
后来说周代为 “文敝 ”的先声�秦朝把繁琐礼仪和从中延伸出的法制推到极致�自然是 “文敝 ”的极
端表现。在《礼记》的历史观框架里�比较好的理想社会是恢复夏代 “亲而不尊 ”的淳朴风气�按照
这个标准�殷商尊而不亲�周代礼仪繁富导致民性浮华�似乎都不是理想的状态。

我们不妨对 “三代 ”概念作为历史观构造的一些特点略做小结。首先是 “三代 ”这个历史符号
实际蕴藏了后来的学者、君主和历史学家对 “什么是完美的社会 ”这个问题的一些期待和想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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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3—208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玉杯》�第27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王道》�第123页。
陈澔：《礼记集说·表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5页。
陈澔：《礼记集说·表记》�第295页。
陈澔：《礼记集说·表记》�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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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最终结论是这些社会并非完美�却呈现出了 “非质即文 ”的特点。需要提示各社会在过度阶段对
“文 ”和 “质 ”的内容加以损益才能达到一种平衡。因此�用现代的进化史观去看待它是无效的。
其次�在 “三代 ”内部而言�并非越往后就越美好。后代与前代相比不是一种递进关系�比如周

代就不一定比夏商社会更加美好�但也并非是完全的 “退化论 ”�即好象从周代退回到夏代就万事大
吉了。这种历史观讲究的是用不同时代的历史优势去弥补当下社会呈现出的不足。比如在 “三代 ”
框架中�夏代远鬼神�注重人际关系的紧密联系�属 “亲而不尊 ”的态势�商代强调敬鬼神�由此树立
的是国主的威权�是 “尊而不亲 ”�周代则是用严格的礼仪确认了人际关系的准则�却导致社会运作
过度复杂�落下了 “文敝 ”之讥。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三代 ”之中的任何一代都无法完全垄断所谓完美社会的全部要素�却各自
拥有一些引以为豪的特点�构成时代的标帜�只不过这些特点由于和其它要素的搭配不时会出现问
题�故常被后代史家所指摘诟病�并不断提出修正方案�批评和修正的主要工具就是 “文质论 ”。

第三�“文质论 ”作为一种相当独特的中国历史观的分析框架�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后来西方历
史观那样非此即彼式的极端解释�或者是一种直线般的无庸质疑的递进演化图像�同时也不是人们
所常常误解的是一种 “退化论 ”的循环历史观�或者是对远古 “黄金时代 ”的盲目向往。我宁可把
“文质论 ”看作是一种平衡理论�即通过透视 “三代 ”历史中不同时期的社会构成的长短优劣之处�
施之以具体的变革方案。这种纠错方式当然不是固定不变的�尽管其最初发挥作用是面对周秦的
时代变故。汉初倡导的是 “以质救文 ”�但 “质 ”并未被僵化地理解为可以据有绝对优势的正面范
畴�而是在一损一益的过程中构成与 “文 ”的互补关系。这种历史观具有巨大的灵活性�绝非现在的
社会科学术语所能精确地加以描述。

二　是 “反智 ”还是 “反知 ”？
“文质论 ”在早期中国历史中的运用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故很难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尺度和眼

光加以衡量�我们必须更贴近历史的现场语境去仔细分疏其中的蕴意。 “文质 ”观念尽管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保存其古意�如 “一文一质 ”相互损益的论说结构�以及因为现实社会渐趋奢靡�而应
折返古代淳朴世界的理想。但不同时代对 “文质 ”的理解仍因历史境况的变化而出现微妙的差异�
折射出的是时代变革中士林群体的精神状态。其中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与明清两代所显示出的不
同思想差异均可以透过 “文质 ”的讨论彰显出来�本节拟以王阳明的思想为例对此作些分析。

王阳明的思想在明代居于核心位置的原因即是其区别于两宋理学对 “心 ”与 “物 ”关系的认知�
而依恃心灵中良知的呈现�这套心理主义的教诲涉及复杂的 “知识 ”与 “经验 ”的关系问题�即所谓
“闻见之知 ”与 “德性之知 ”的差别�以往学界对此讨论甚多�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从 “文质 ”之别的
角度对此加以解读�则又会得到另一番感受。

就 “文质 ”关系的古意而言�时代的发展渐渐 “由文趋质 ”是以后士林阶层达成的共识�大致没
有什么疑问�但是对 “文 ”与 “质 ”交替演变到底是何内容的理解却差异极大�甚至南辕北辙。明代
的王阳明同样认为 “质 ”优于 “文 ”�基本的认知前提似与前代一致�但在阳明的语境里�“文 ”劣于
“质 ”更多地是指 “文 ”中所包括的 “学 ”的内蕴在形式上过于繁琐�妨害了 “证道 ”的实施�遮蔽了心
灵对真实世界的认识。认为 “质 ”所包含的认知事物的方式显得简朴直捷�通过这个途径�可以使更
多的人领悟到 “道 ”的真谛�这是光凭对 “知识 ”的积累和学习所难以做到的。

余英时先生认为这种取向是一种 “反智主义 ”。① 我倒觉得阳明并非 “反智 ”�而仅是 “反学 ”而
已�阳明并没有想让人变成傻瓜�相反�他是想通过更直捷了当的方式使人变得更加智慧�只不过这

“文质 ”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

① 余英时在《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一文中就说：“白沙、阳明所代表的反
智识主义�在明代儒学史上诚占有主导的地位。”参见氏著《历史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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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智慧不完全是通过 “知识 ”的习学和渐进式的积累获得的�把 “智 ”与 “知识 ”直接勾连可能是近代
以来西方的看法�认为 “知识 ”的累积程度往往决定了智慧的程度�但这却不是中国士人的思维方
式。阳明曾有一段话说到圣人与 “知识 ”的关系�他质疑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
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他的结论是：“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
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①故我认为用 “反智主义 ”概括阳明思想值得商榷。

如果再深入一步讨论�从 “文质论 ”的角度说整体的中国历史和社会由 “质 ”趋 “文 ”�变得不够
质朴而奢华毕现�慢慢呈现衰颓之势�大致已成士林共识�但作为时代转折枢纽的重要人物孔子在
“文质 ”历史观中所起的作用却大有争议。比如对孔子传述 《六经》删削经典作品的评价在明清两
朝就变得大相径庭。

阳明承认：“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
不得已也。”②在阳明的眼里�而践 “道 ”的实际行动更加重要�孔子删述六经的行为实属不必�表达
的是对孔子保存前世典籍的有限尊重。阳明认为�孔子做的是减法�其对古代典章制度进行删削�
走的是简易便行的路径�是一种废弃其说的用意。阳明认为�《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
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淫哇逸荡之词才随之消灭。对这种 “减法 ”的另一种表述是：“孔子述六
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③所谓 “由文趋质 ”
的 “质 ”被理解为简洁、直接了当地舍弃以往的 “知识 ”�直接逼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可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以往孔子的典型形象恰是为周代保留礼仪文献�删削复述经典在
“文质 ”的标准框架里都是属于 “文 ”的行为�而周代礼仪的保存因过于繁琐导致 “文敝 ”�后人直接
批评为是秦代暴政的根源。如果按此逻辑推断�孔子岂不成了罪人？于是才出现了阳明为孔子辩
护的如下说法�那意思是说�把孔子理解为 “以文教之 ”的教师爷形象完全错了�孔子是怕天下士人
过度陷溺在繁文的泥沼之中�所以才提倡简捷的实行方法以悟 “道 ”�这恰是一种舍弃 “繁文 ”的表
现。阳明有一段对乱世原因的总结�特意提到天下不治的原因是 “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
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
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④

阳明在这里显然是伪托孔子的声音为自己的良知之教辩护。明代论学时 “语录体 ”流行�文本
对话简捷直白�其背后的意思是�人人皆可以不依赖于经典的指引直达内心深处的悟证之途�也是
一种 “由文返质 ”的途径。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出阳明更注重经典文本中透露出的圣人形神�而非纯
粹的 “知识 ”传承。他面对弟子 “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 ”的疑问�回答说：“人心天理浑然�圣
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
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
矣。”⑤

著述示人以形状大略�才是 “质朴 ”纯真的表现�稍有冗繁�即犯了 “文敝 ”之病。在阳明的眼
中�训诂之学、记诵之学与词章之学均是奢谈渊博�雕饰华丽的学问�很容易造成 “世之学者�如入百
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
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阳明讥之为 “无用之虚文�莫自知
其所谓 ”。⑥ 也就是说越是具有繁复的知识结构的学问就越离 “质 ”的境界越远。简化 “知识 ”使之
变得直捷易行是阳明的核心思想�他说：“但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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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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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王守仁：《传习录》卷下《黄直录》�吴光等编《王阳明全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徐爱录》�《王阳明全集》卷1�第7页。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徐爱录》�《王阳明全集》卷1�第8页。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徐爱录》�《王阳明全集》卷1�第8页。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陆澄录》《王阳明全集》卷1�第11—12页。
王守仁：《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2�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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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差了。”①

三　 “文质 ”辨析与明清易代：
对 “文质 ”关系辨析最激烈的时期往往发生在易代之际。比如秦汉交替的时期�文人总结秦代

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往往归结为 “文敝 ”。故才有汉初的 “返质 ”之论。明清易代之际同样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在这期间�充满了各种激愤的声音�不少言论的目的似乎是再现了衰世源
于 “文敝 ”的古旧议题�如有以下之论：“天下文敝极矣�唯敦本尚实可以救之。夫子所以有从先之
志也。”又如：“文敝而诈伪生�诈伪生而争夺起�自古及今�无不然也。”②类似的议论弥漫在清初学
界。

至于对 “文敝 ”含义的认识�清初学者确有自己独特的解读方式。直接针对的是明末士人的狂
狷之气横行所造成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文敝 ”、“不学 ”与丧失 “礼 ”的威仪举动有关。张履祥 （杨
园 ）曾有一段话是这样概括的：“其愤时嫉俗一种偏激之论�不得不距而绝之也。……若此之人�适
以明其不学而已。”③在杨园的这段议论中�“文敝 ”的表现表面是蔑视礼教�其实更核心的问题是
“荡夷简率 ”的言行�根源却在 “不学 ”。由于废弃礼仪导致言行的粗鄙不文。针对的都是明末文坛
的颓风�也涉及对 “文质 ”关系的相逆理解。其实�在明末士人看来�行事风格简约直捷�思维直达心
灵秘境而规避知识的繁琐�恰是质朴的表现。杨园的思路分明是要 “以文救质 ”�这与周秦之际对
“文敝 ”的理解大有不同�周秦之际由于对礼仪的强调过于繁琐�导致秦朝苛法抑人�因民变而迅速
败亡。 “文敝 ”乃是因礼仪过繁�导致社会秩序失衡。清初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因满人作为 “蛮族 ”
入侵而继承大统�导致山河异色的后果�使士林含有强烈的种族冲突的意识�在他们看来�明末学风
中由于对 “知识 ”积累和习学的忽视�尽管使每个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却因为缺乏礼仪的约束
而显得粗鄙质陋�正好让夷狄钻了空子�甚至成为变相的夷狄之道。张杨园就明确说：“良知之教�
使人直情而径行�其敝至于废灭礼教�播弃先典�《记》所谓‘戎狄之道’也。”④姚江之学近于 “戎狄之
道 ”的原因即在于其 “不学 ”之症。因为 “不学�则即有美处�终是直情径行�言乎‘文之礼乐’�即节
节为病 ”。⑤ 只有通过 “学 ”才能培植良好的 “心术 ”。因为 “学术坏而心术因之�心术坏而世道因之�
古今不易之理也 ”�故 “欲正人心�先正学术 ”。⑥

那么何谓 “学术 ”呢？就是要使自己的内心感悟契合于经典的解释�而不可随意恣肆驰骋�且看
下面这段对何为 “学术 ”的解释：

读圣贤之书�而不能有得于中�深信不疑�甚或所见有同有异�是吾心之义理不能与圣贤同
也。非为物蔽�必为气拘。可惧滋甚�能不汲汲焉以求其合乎？若任己之偏见而轻著为论说�
以肆其欺罔�则诐淫邪遁之病�终不得免而为小人之无忌惮矣。哀哉！⑦
甚至染有明末风气的清初学人也遭到了批评：“不信古先贤而信此心�蔽陷离穷�何所不有？”⑧
对经典的态度在清初士林中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明末士人对 “经典 ”做的是 “减法 ”�那

么清初士人对经典则做的是 “加法 ”。鼎革期士人认为正是因为对经典的疏忽才导致了 “夷狄 ”得
势的后果�反过来重视经义则有驱除夷狄之功效�甚至是一条自古形成的定律�如张履祥所言：“经

“文质 ”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守仁：《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王阳明全集》卷3�第104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39《备忘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67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41《备忘三》�第1135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41《备忘三》�第1138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40《备忘二》�第1107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27《愿学记二》�第759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28《愿学记三》�第772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之28《愿学记三》�第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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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晦蚀�其效为夷狄之祸�自古以然。杨、墨充塞仁义�而秦以西戎荼毒天下�楚汉之际死者无算�晋
室清谈�以《老》乱《易》�而五胡云扰�中原沦没�王安石立新义�黜《春秋》�而靖康之祸作。”①

杨园显然是在暗示经义研读的废弛间接引来了满人的入侵�满人属于 “质而不文 ”的另类�故需
要汉人文化中的 “文 ”的一面加以规训�同时他又认为�正是因为明末空疏厌学的风气败坏了汉人的
淳朴气质�因此�在面对江南地区的士林时�他的心理实际上处于相当矛盾不安的状态。如下面一
段对南方士林学问风格的看法就透露出了这种紧张的情绪：“南方之学�终是文胜其质�亦风气使
然�虽有贤者�亦不能免。先之以笃行�乃无流失之患。”②语气里面带有一些惋惜�也有些许无奈。

江南士林 “文胜质 ”的风气如果放在明清交替的学风中评价�自然被认为是过于浮薄�但如果要
摆在 “南—北 ”夷夏格局中衡量�特别是从种族文化保存延续之角度考虑�当然应该肯定其 “文胜于
质 ”的传承风格。 “文质 ”区别的分寸感甚至涉及到一种交友状态的调整�故云：“人能忠信为质�而
亲贤取友以文之�则庶几矣。此‘绘事后素’之义。”③ 《论语》中孔子所云 “绘事后素 ”的意思是以画
工为喻�说的是在白底上施彩作画。 “文 ”犹如绘画的文彩�是画在 “礼 ”的白底之上的。可见遵守
基本的行为礼仪应该属于 “质 ”的规范之一面�是人类行为最基本的底色。周围亲友的作用不过是
使这种 “质朴 ”施之以一种外表的炫饰�使其变得更加精致而已。可见�“质 ”、“文 ”从原意上并无好
坏之分�而是要看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如何表现。再看一段对阳明的评价：“姚江之言�质厚者闻之�
犹可以薄�薄者闻之�则不难无父无君矣。为其长敖也�饰诈也�充此无所不至。”④所谓 “质厚者 ”当
指对礼仪举止有度的那些拥有道德克制力的人而言。批评的是姚江之学因为尚 “文 ”过度而削弱了
人性素朴的一面。

在明清鼎革之际�“文质 ”的区分还表现为对治学风格评价方式的转变�特别是以 “文—质 ”区
分士人身份昭显出的是清代学术风气的特征。如魏禧就以 “文—质 ”的框架划分 “文人 ”与 “学者 ”�
说：“文人之文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在这个评价系统中�“文人 ”
（文 ）与 “学者 ” （质 ）是相互对立的。魏禧在给吴门学者张无择文集做叙时说：“张子无择�吴门之学
者也�博极群书�好考据�所著书数百卷�他杂文亦百数十�而皆以质胜。玉必璞而珪璋出�木必朴而
钟虡成。”下面他又描述了张无择的行事风格云：“夫张子之人�亦以质胜者也。张子性忠信�好儒先
之书�弃诸生三十年�无日不学问。处乎城市�若不知有人�必无所慕乎名�名亦不至。”其结论是：
“张子之书具在�读其书�盖亦以知吾言之质也。”⑤这段话明显把治考据学者的地位和价值给提高
了�那些明末以来的士人则有可能被纳入 “文而不质 ”之列。

这种看法恐怕在清初的士林言论中相当普遍�我们可以再看一段李二曲的议论�他在 《立品说
别荔城张生》中讲了一段话：“昔人谓大丈夫一号为文人�便无足观。若以诗文而博名谋利�仆仆于
公府�尤不足观矣。…余尝概习俗文盛质寡�沈溺于章句�葛藤于口耳�芒昧一生�而究无当乎实际�
以故深以为惩�生平未尝从事语言文字�亦绝不以语言文字待人……。”因请 “立品 ”之实�曰：“无
他�惟在不以文人竟其生平。凡文人之所营逐�时藉以为鉴戒�他人如是�而己独不如是�品斯立矣。
品立而后学可得而言也。”⑥李二曲也因厌恶 “文人 ”�故特别以尚 “质 ”的姿态警示后人�与魏叔子的
观点不谋而合�甚至提升到了 “立品 ”的高度加以认识。对 “文人 ”的理解似乎在清初遗民中较为一
致�但对 “学 ”的理解差异却很大。比如从 “文质论 ”的角度说�对 “质 ”的理解就有差异�魏叔子把
“质 ”理解为朴学考据；因此 “学 ”亦与之相关�而在李二曲的眼里�“质 ”往往和善于践履的风格有
关�而 “学 ”也是指日用伦常的践行。这个 “质 ”恰恰是与 “朴学 ”的质朴相对立的一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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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文质 ”的讨论起源于民间自发的言论�可是到了清中叶�学者对 “文质 ”关系的看法往往
与清帝 “大一统 ”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有密切的关联�很少能在独立的学术氛围里单纯进行探讨。
即以章学诚的言论为例�实斋也赞成清代应是 “由文返质 ”的年代�说：“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
质�天下自然之理也。”①不过在对 “三代 ”以来 “文质 ”变化�特别是对孔子作用的评价上却有一套自
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三代 ”的文献全部聚于 “官守 ”之门�这是一种典型的 “文质合一 ”状态�可
是后来文献流失�官失其守�许多文人各逞私意�思想就不那么单纯统一了。这就是所谓 “周衰文敝
之效 ”。②

正因为战国时代 “著述 ”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
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③

实斋的核心思路是�“三代 ”文质合一�周公是个枢纽人物�使典章礼仪文献聚合为一体。孔子
被认为是三代衰落之后�治教已分局面下的救世人物�是存周公之典章、衍治化之迹的无奈之举�所
谓 “失官守 ”而 “存师教 ”是也。 “存师教 ”是一种 “私家之言 ”�和官守意义上的典章政教是有区别
的�“私家之言 ”不能作为 “治世 ”的依据�所以孔子的地位比周公要低很多�原因就是�周公是 “文质
合一 ”状态的守护者�孔子只能以 “文饰 ”的姿态出场。另外两人折射出的是 “官守之言 ”与 “私家之
言 ”的对立�背后透出的逻辑是�“私家之言泛滥乃是 “文敝 ”的表现�只有恢复 “官守 ”的局面�才能
返归 “文质合一 ”的境况。实斋以下这段文字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
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
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
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④

章学诚强调摒除 “私家之言 ”而重归 “三代 ”一统的 “文质观 ”�大致与乾隆皇帝 “大一统 ”意识
形态思维中对文化的要求是相当契合的�反映出的是清朝 “文质论 ”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开始达成
了默契的协调关系。也使得明末以来由 “私家之言 ”构成的活跃的言论场最终宣告消失殆尽。⑤

四　结论

“文质 ”概念在中国古代常识范围内已经关涉到了许多不同层面的历史现象�被赋予了复杂的
内涵。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谈 “文质 ”可能是在说一种 “文体 ”的变化轨迹�或者是谈一种做人的
风格与行为举止的方式�甚至可以讲是一种微妙难喻的生活细节。人们用 “文质 ”概念作为工具来
描述这些现象所呈现出的对立、差异乃至互补的状态。如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加以观察�“文质 ”
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描摹状态可能相当模糊泛化�往往在解读时不易掌握其精髓�而这恰恰可能是中
国古代许多概念在表达自身意思时所彰显的特征。关于 “文质 ”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已有相当
成熟的研究作为范例。⑥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拟从 “历史观的构造 ”这个角度进一步深化对
“文质 ”概念的解读。

“文质 ”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一·书教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原文为：“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

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敝之效
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见《内篇一·诗教上》�同上书�第46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一·诗教上》�第47—48页。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一·诗教下》�第59页。
详细的观察可参见杨念群：《章学诚的经世观与清初 “大一统 ”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关于明清之际有关 “文质论 ”的议论�参见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士大夫研究续编》第7章 《文质》�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汉代有关 “文质 ”讨论的情况�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第8章《独尊儒术下的汉政
变迁》第1、2节《文敝的救治：“反质 ”》和《文质彬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魏晋时期 “文质 ”讨论的状态�参见阎步
克：《魏晋南北朝的质文论》�《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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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要想较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演进及其观念�似乎应从历史本身形成的一些
核心概念入手选择进行分析�而不宜过多依赖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支配下的概念框架和论证手段。
当然�这样的选择也是有条件的�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挑选那些真正在历史构造上有巨大影响力的
概念�结合当时的使用语境加以辨析才能奏效。我以为�“文质 ”概念就具备这样的认知资格�当然�
历史上堪可与之比肩的概念仍有不少�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地认识和发掘。

本文业已指出�不是从日常生活形态�而是从 “历史观的构造 ”角度理解 “文质 ”之辩�可以展现
出一些新的分析视野。从历史观的构造而言�对 “文质 ”关系的理解可谓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观演
变的始终。不同时期都有对 “文质 ”关系的丰富议论。

早在先秦时期�“文质 ”的议论就与 “三代 ”黄金期的构造密不可分。 “文质 ”的交替演进成为如
何描述那个时代特征的重要表述手段。孔子在《论语》中表示要捍卫周代的声誉时�就用崇 “文 ”的
方式加以描述。周秦易代之际�士人亦以 “文敝 ”概括历史现状。杨联陞先生曾指出过一个很有意
思的现象�即 “朝代间的比赛 ”�中国古代王朝新的君主登基�总是把自己的功绩与前代做比较�一些
文人士子也会随声应和�提出若干本朝超越前代的要素作为论证依据。① 其中有一条经常使用的标
准就是本朝与 “三代 ”黄金期比较到底优越在哪里？他们使用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就是 “文质 ”�当然
还有 “五德 ”、“三统 ”等概念。在运用这些概念时�“三代 ”似乎是个决定性的标尺�故西人总误解
说�中国人是一种单纯的好古复古�是完全意义上的 “退化论者 ”�或者是简单的 “朝代循环论者 ”�
缺少西方的进步观念。

其实�历代对黄金期的向往只是树立一个实现的目标而已�在具体的 “朝代间比赛 ”的论述框架
里�对历史的认识程度要远为复杂。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宋代文人曾形容汉唐宋为 “后三代 ”�可是
却认为宋代文化远超汉唐�自成一系。这就很难用单纯的 “退化论 ”加以解释。如果放在 “文质论 ”
的叙述框架里就比较容易得到说明。因为 “文质观 ”讲究的是一损一益�汉初承秦朝 “文敝 ”的遗
绪�自然要讲 “质朴 ”�崇尚返回自然�故黄老之学大兴。唐代士林风气中又出现了过度文饰的痕迹�
故一些士人开始主张 “以质救文 ”�但在宋人看来�唐朝人仍不过是由 “文 ”趋 “质 ”的过渡期�只有到
了宋代才达到 “文质合一 ”的均衡状态。

不同朝代对 “文质 ”的表述曾经深刻影响到了当时对历史变化与知识积累之关系的认识�进而
可以由此估测一代学风骤变的根源。如明代王阳明对 “知识 ”的态度就可在 “文质 ”的框架里予以
分析。阳明把多读书理解为知识过剩的表现�即所谓 “文敝 ”现象的再现�故提倡简明直白�直逼人
类心灵深处的悟证方法�认为这才是 “质 ”的表达。明清易代之际的学者对 “文质 ”的解释则恰好相
反�认为阳明学简捷问学的方式�恰是导致 “文敝 ”衰相的祸根�而学者对知识积累的尊重才是质朴
无华的表徵�甚至指责其过度尊崇良知自觉而导致士人 “不学 ”的草率形同 “蛮夷 ”的习气�应该为
满人入关的历史悲剧负责。 “文质 ”关系的讨论又一次出现逆转。

清朝学人借助 “文质 ”概念理解上古历史的方式比较特别�却与清初帝王构造 “大一统 ”意识形
态的过程难脱干系�而绝非是一种单纯的由 “尊德性 ”转向 “道问学 ”的内在理路的自然发生过程。
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清人把孔子废弃为一个传承周公旨意的文献裁剪者�其 “私家之言 ”的有效性
也遭到了质疑。与此同时�“三代 ”重新被描绘成 “文质合一 ”的黄金时代�但 “文质合一 ”的代价即
是周公式的 “官守之学 ”的全面复兴�“文质说 ”在这里变成了维护 “大一统 ”意识形态的工具�借助
一位学者的说法�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真实的 “思想史事件 ”。②

此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清代政治文化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
08ＪＪＤ770105。

（责任编辑：陈　磊 ）

《史林》　5／2009

①
②
杨联陞：《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0页。
陈少明：《什么是思想史事件》�载《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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