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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化 的 时 代 差 异 和 地 区 差 异

谭 其 骤

大 约在 本世 纪 一 十 年代 中期 五 四 运 动前 夕 起
,

中国 思 想 界掀起 了 一 场持续达 十多 年之

久 的关 于 中西文 化 ( 或作 东西文 化) 比较 的论 争
,

比 较两 种文 化的差 异
,

阐述其 特点
,

并

评 议其 高下 优劣
。

这 场论争 名 为中西 或东西 文 化的 比 较
,

实质 上并没 有 比 较 中西 文 化发展

的 全过程
,

只是 比 较 了 中国封建 社会 的文 化和 西方 资本主 义 的文化
。

也 就是 说
,

主 要不 是

中西 或东 西 的对 比
,

而 是封建 社会 文 化与资本 主 义社会 文 化对 比 , 比 的主要 是不 同社会 发

展 阶段 的文 化
,

而 不是 不 同地域
、

民 族 的文化
。

这 种讨论 逐步 引导人 们 注意到 当时 的中国

社 会是 什 么 性质
,

因而 到 了二 十年代 后 期
,

中西文 化的讨 论 随即为 中国社 会性质 的论 战所

取 代
。

整个 中 国学术 界不谈 中西 文 化比 较 差 不 多 已 有六十 年之 久
。

解 放前
。

大学 里都 还 开

的 有 “ 中国文 化史 ” 一 课
,

解 放后
,

连这 门课 也撤 消了
,

在 中国 通史
、

断代史 课 中
,

一 般

也都 侧重 于 政 治
、

经济
、

军 事而 忽视 文化
。

这对 于 正 确
、

透彻地 认识 我们这 个国家
、

民 族

的历 史和 现状 当然 都是不 利的
。

近 几 年来
,

风气 有所 转变
,

又 有人 谈论
、

探 索中 国文 化 的

特 点 和 中西 文 化 的 比较 了
,

本 次讨 论会 也 以 此 为主题
,

这是 很可 喜的
。

不 过
,

我 觉得 我们 现在再 来讨 论 中西文 化 (东 西文 化) 比较
,

首先 对 中国文 化
、

中西

文 化或东西 文 化这几 个 词义 的认识应 该 和 六 十年前 有所不 同
,

要更 正 确一 些
,

紧密 一 些
:

1
.

无 论是 评议 中国 文化 还是 西 方文 化
,

都应该 包括 其全 部文 化发展 过程
, “ 中 国 文

化” 不应 专 指 中国封建 时代 的 文化
, “ 西 方文 化 ” 不应 专指其 资本 主 义 社会文 化

。

最好 能

将 双 方 全 部 文 化发展 过程 进行对 比
,

不能 的话
,

也该 以双 方 的相 同发 展 阶段进行 对 比
。

这

要 比过 去那 种 以不 同社会发 展 阶段 进 行对 比 合理 得多
,

有 意义 得 多
。

2
.

中 国文化不 等 于 全部 东方 文化
,

西欧 文 化不 等于 全 部西方 文 化
。

不 宜 将 中国和 西

三个 东西 也不是 钢 板一 块
。

我 们原 先没 有基督 教
,

以后 它来 了
。

过 去有 教案
,

现 在 没 有

了
,

这说 明它们 相 安无 事
,

宗 教信 仰的 冲突 可能逐 步减 少
。

在 语 言文字 方 面
。

现 在 英 语差不 多成 了 世 界性 通行语 言
,

同时 中文 也 很发 达
,

整 个世

界 尤 以 英语 的学 习 及 汉语 的学 习 为特 别盛行
。

上 几个 月北 京开 的汉语 国 际学 术讨论 会
,

我

以 为都是 中国人
,

哪 知道一 大半 都是西 方人
。

西 方学 汉 语 的多得 很
,

今天 在 座 的德国学 者

傅 敏怡先 生 的汉 语 就 比 我讲 的还 要好
,

还要 准确
。

英 语 的 发达
,

有其 历史原 因
。

而 汉 语 现

在 在东 南亚一 些地 区特 别兴盛
,

这是 因为 中国 的语言 文字 字少
、

辞多
,

便于 速成
。

有人 以

为不 改变 汉 语
,

采 用拼 音文字
,

是 阻 碍学 术发 展 的
。

英 国 学者 李约 瑟 博士 不然
,

他指 出
,

你

们 不 要 把汉语 的作 用看 得那 么 厉 害
,

它并 不 是 科 学的 阻碍物
。

比 如 日本 文字并 不是 拼 音
,

日

本 的科 学技术 就不 能说不 发达
。

当然
,

我这 样说并 不是 反对 汉 语 拼音化 和 汉 字改 革
。

关于 血 统 间题
,

随着 文化 的交 流
,

也将 有些变 化
,

中西通 婚 之事 当逐渐 加多
。

中 国青

年 与外 国小姐 结婚 的多 得很
,

人家 反 对
,

我 不反 对
,

也不提 倡
。

我的 话讲完 了
。



欧文 化 的对 比 看 作是 中西文 化的 比 较
,

更不 能视 同东 西文化 的对 比
。

3
.

中国 自古 以 来是一 个多 民 族 的 国家
,

各 民 族 在未 完全 融 合为 一 体 之前
,

各 有 本 族

独 特 的文化
。

所 以严 格地 说
,

在 采用 “ 中 国文化,, 这个 词 时
,

理应 包括 所有 历史 时期中 国各

族 的文 化才是
。

只 是 由于汉 族 占中 国人 口 的极 大多 数 , 整 个历 史时 期 汉 族文 化较 其他 各族

为 先进
,

所 以 通 常都 将 “ 中国文 化” 作为 汉族 文 化的 代名词
,

这等 于 是 习 称 汉 文为 中文
,

汉 语为 中 国话 一 样
,

也未始 不 可通融
。

但 是
,

犹如 讲 中国通 史不 应 局 限于 中原 王 朝 的 历史 一

样
,

今后 我们 开 展 中国文 化 的研究与讨 论
,

或 编写 一 部 中 国文化 史
,

切不 可 置 其他 兄弟 民

族 的文化 于 不 间
,

专 讲 汉族 文化
。

4
.

姑 以 “ 中国文 化” 专指 汉 族 文化
,

汉族 文 化几 千年来 是 在不 断演 变 中的
,

各 个 不

同时 代各 有其不 同体 貌
,

也不 能 认为 古往 今来 或整 个封建 时代一 成不 变
。

中国文 化 各有 其

具体 的时 代性
,

不 能不 间 时 代笼 统地谈 论 中 国文化
。

5
.

姑 以 “ 中国文 化” 专指 历代 中 原王 朝 境 内 的文化
,

任 何王 朝也 都存 在着 好 几个 不

同的文 化 区
,

各 区 文化不 仅 有差 别
,

有时 甚至 完全不 同
。

因此
,

不 能 把整 个 王 朝 疆域看 成

是 一 个相 同的 文化 区
。

也就 是说
,

中国文化 有地 区 性
,

不 能不 问地 区 笼统地 谈论 中国文 化
。

五 四前 后 一 般 认 为 中国文 化就是 孔子 思想
,

就 是儒 家 的学说
,

就是纲 常 名教 那 一 套
,

我看 不 能这么 说
。

儒 学 孔教 从来 没 有为汉 族 以 外 的兄 弟 民 族 所普 遍接 受
,

例如 藏族 早先 信

苯教
,

后 来改 信藏 传佛教 即喇嘛教 , 蒙族 本 信萨满教
,

后来 也信 了 喇嘛教 , 维吾 尔族 在蒙

古高原 时本 信摩 尼 教
,

西 迁新 疆后 改信 佛教
,

宋 以 后 又 自西 向东逐 步改 信 了 伊斯 兰教
。

所

有少 数民 族都 各 有其 独特 的信 仰 与文化
,

只 有少 数上 层 分 子 在 入 居 中原 后 才接 受儒 家 思想
。

那 末 能不 能说儒 学
、

礼教 是 以 汉族 为 主 体 民 族 的历 代中原 王 朝 境 内的 占统 治地 位的 思

想文 化呢 ? 我看 也不能
。

这 一 方 面是 因为 几千 年 的汉 文 化在不 断 变 化
,

有时代 差异
,

另 一

方 面是 因为 同一时 代 汉民 族 内部 文 化又 因 地而异
,

有地 区差异
,

所 以 不 存在 一 种 整个历 史

时期 或整个 封建 时期 全 民 族一 致 的
、

共 同 的文 化
。

本 文 想 专就 历代 中 原 王 朝 范 围 内的文 化

简略 陈述 一 下两 方面 的差 异
,

希望 能 引起研 究 中 国文化 的 同类 们 的注 意
。

( 一 )

中国 文 化的时代 差 异
,

这 几 乎 是读 史 者人 所共 知 的 常 识
,

本 用不 着我 在此 辞赘
,

,

但 也
不 妨概 括 地指 陈一 下 :

1
.

上 古姑置 不论
。

自孔子 以后
,

经 战 国
、

秦 到 西 汉 初 期
,

儒 家 学说 一 直 未 取 得 思想

界 的支 配 地位, 战 国是 儒
、

墨
、

道
、

名
、

法
、

阴阳
、

纵 横 等百家 争 鸣时代
,

秦 代 尊 尚 法

家
,

同时 又盛 行 阴阳 神仙 之 术
,

汉 初则 以 黄老 为显 学
。

2
.

汉 武帝 “ 罢 黝百 家
,

独尊儒 术” ,

此 后 的两 汉 号称 为 儒家 的经 学 极 盛 时 期
。

但 经

学大 师董 仲舒
、

刘 向所 宣 扬 的实 际 上是 以 阴 阳 五 行 附会儒 术 的一 套
,

大 谈算天 人 相应
、

祸

福 休咎
、

灾异
,

与孔孟 以 仁 政
、

礼教 为核 心 的学 说 已 大异 其趣
。

至 西 汉 末乃 发展为 虚妄荒 诞

的邀 纬之 学
。

一 般儒 生治 经 专 重章 句
,

支 离破 碎
,

一 经 说至 百 余万 言
。

所 以两 汉 经 学 根

本 谈 不 上 弘 扬 了儒 家 思想
。

当时人们 头 脑 中的主 导 思 想是 鬼 神
、

符瑞
、

图 欲
。

王 充 在 其

《论 衡》 里痛 低这 一 套世 俗 虚妄 之 言
,

读 其 书者 颇为 之 折 服
。

但 王 充 是 僻 处 江 东 的会稚

人
,

《论衡》 这部 书是 直 到汉末建 安 中才 由会稽 太守 王 朗带到 中原 的 许 都 后 才得 到传播

的
,

所 以王 充其 人
, 《论 衡》 其 书对 东 汉 的思 想 文 化发生 不 了 多大 影 响

。



3
.

魏晋 时代 思 想界的主 流是 玄学
,

先是 何晏王 弼祖 述 老庄
,

并用 老 庄来解 释 儒 家的经

典 《周 易》
,

使 之 玄 学化
,

《老》 《庄 》 《易》 遂并 称三 玄
。

既而 发展 到检康 阮籍 “ 非 汤

武而 薄周孔” , “ 越 名教而 任 自然 ” 。

其 时佛教 已初 步得 到传播
,

道教 开始 形成
。

儒 家经

典 尽管 仍为 京师 地方 各级学 校里 的必 修课 目
,

但 支配 人们精 神世 界的
,

释
、

道
、

玄的势 力

已 压 倒 了儒 家 的 礼教
。

4
.

到 了 东 晋十六 国南 北朝时 代
,

佛道 大行
。

梁 时单是 首都建 康 就有 五百 寺
,

由 于 僧

尼 不 登 户籍
, “ 天下 户 口 ,

几亡 其半 ” 。

梁武 帝
、

陈武 帝
、

陈后 主
,

都 曾舍身佛 寺为奴
,

由群 臣 出钱赎 回
。

北魏 孝文 帝时
, “ 寺夺 民 居

,

三 分 且一 ” 。

东西 魏
、

北 齐周对 峙时 期
,

两 国僧 尼总 数达 三 百 万左右
,

占总人 口 数 的十分 之 一
。

茅山道士 陶弘 景 是 梁武帝 的 “ 山 中

宰 相” 。

北 魏 自太 武 帝信奉寇谦 之 的天 师道 后
,

后此 诸帝 初 即位
,

都 要去道 坛受 符篆
。

南

北 世家 甲族如 南朝 的 琅呀 王 氏
、

北朝 的清河 崔 氏
,

都 世代信奉 天 师道
。

儒 家 的经 学 在南朝 的

国 学 中 “ 时 或开置” , “ 文 具而 已” , “ 成 业 盖寡 ” 。

北朝 在北魏 盛 时重视 学校 与经 学过

于 南朝
,

至 孝 昌以 后
, “

四 方求学
,

所存无 几 ” 。

北 齐时 国 学 “ 徒有 虚名” , “ 生徒数 十

人耳 ,, 。

儒学在这 个时 期显然 已极 度衰 微
。

5
.

隋唐 时期 佛道 二 教发 展到 执思 想界 之 牛 耳
,

一 时才 智之 士
,

往 往 以 出家为 安身立 命

的归 宿
。

儒 学 亦称 昌 明
,

孔颖 达 的 《五 经 正 义 》
,

是 一 次经 学注疏 的大 结集
,

举 世 传习
,

历 久 不 衰
。

统 治者 三 教并 重
,

一 统 政权 并不要 求思 想 统一
。

民 间 信仰 则趋 向于 佛 道
。

斌 理 学是 宋儒 所创 立 的新 儒学
。

自宋 以后
,

这 种新 儒学 对社会 上 层分 子 的思 想意识

确是长 期起 了相 当深 巨 的支 配作用
。

但 理 学 虽 以 继 承孔 孟 的道统 自居
,

其哲学 体系 实建 立

在 佛 教禅 宗和 道 教 《参 同契》 的基 础之上
,

以 儒为 表
,

以 释道 为里
,

冶三 教于 一 炉
,

所 以

无 论是 程朱 还是 陆王
,

宋 明的理 学 绝不能 与孔 孟 的学说 等 同起 来
。

宋 以后儒 者主 张排斥 二

氏 者尽 管代 有其人
,

那是极 个别 的所谓 “ 醇 儒” ,

多 数士 大夫 则都是 既读圣 贤书
,

同 时又

出入 甚至 笃 信佛道
。

纲 常名教 这一 套 固然产 生 了 巨大 的影 响
,

但 人们灰毕生 追求 的却是 功

名 利禄
,

他们所 顶 礼膜 拜
、

崇 信敬 畏的不 是儒 教 中的先 圣 先贤
,

而是 佛
、

菩 萨
、

玉 皇 大

帝
、

十殿 阎王 以及 各色 神仙鬼怪
。

明代理 学之 盛 不 亚 于 宋
,

且 看 谢肇 制所撰 《五 杂姐》 所描 述 的明代士 大夫精 神而 貌
:

世 之 人 有不 求 富贵利 达 者乎 ? 有 衣 食 已 足
,

不 愿 底 余 者乎 ? 有素 位 自宁
,

不 希进

取者 乎 ? 有 不 贪生 畏 死
,

择利 避 害 者 乎 ? 有不 喜 谈 恶 译
,

党 同 伐 异 者乎 ? 有 不 上 人 求

胜
,

悦不 若 己 者乎 ? 有不 媚 神 谙 鬼
,

禁 忌 求 福 者乎? 有不 卜笙 堪 典
,

行 无 顾 虑 者 乎 ?

有 天 性 孝友
,

不 私 妻 拿者 乎? 有 见钱 不 怅
,

见 色不 迷 者乎? 有 一 于 此
,

足 以 称 善 士

类
,

我 未之 见也
。 ” ( 卷 十三 事部 )

可见 当时极 大多 数士 大夫 嘴上 讲的 尽管是 修
、

齐
、

治
、

平
、

仁
、

义
、

道 德
,

头 脑里 却无 非

是 富 贵
、

鬼神
、

钱财
、

女 色
。 ‘ ”, 一

竺”

北京是 当时 的首 都
,

江 南是 当时 文化最 发达 的 地 区
,

而 苏州 为其都会
,

按理 说
,

北京
、

苏州两 地 的风尚
,

即便 不 能完全 遵守周 孔 的礼教
,

总 该相去不远
,

实 际情 况 却大相 径 庭
。

“ 京 师 风 气怀 劲
,

其人 尚 斗而 不 勤本 业” , “ 士 人 则游 手度 日 ,

苟且 延 生 而 已 ” 。

“ 奸盔 之 丛 错
,

取 侩 之 出 没
,

盖 尽人 间 不 美 之 俗
,

不 良之 辈
, 而 京 师 皆 有 之 ” 。 “ 长

安 有 谚 曰 : ‘ 天 无 时 不 风
,

地 无 处 不 尘
,

物 无 所 不 有
,

人 无 所 不 为’ 。 ”

姑 苏 “ 其 人 保 巧 而 俗 侈 靡
。

士 子 习 于 周 旋
,

文 饰俯 仰
,

应 时 娴 熟
,

至 不 可 付
。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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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井 小 人
, 百 虚 一 实

,

舞 文 犯 作
,

不 事 本 业
。

盖 视 四 方 之 人
,

皆 以 为 推 香可 笑
, 而 独

擅 巧 胜 之 名 ” 。

( 卷三 地 部)

在这 两 个 封建 文 化最 发达 的城市 里
,

谢 氏 似乎 并没 有 闻到 一 点 点 忠
、

孝
、

仁
、

义
、

温
、

良
、

恭
、

俭 的周 孔之 教 的气 息
。

如上 所述
,

可 见 中国文 化 一 方 面 随着 时 代的 演进而 随 时在变
,

各时代 的差 异是 相 当 大

的
,

决不 能认 为 存在 着一 种几千 年 来 以儒 家 思 想 为核心 或代 表 的一 成不 变 的文 化
。

另一 方

面
,

五 四 以前
,

无论是 从孔子 以 诗 书礼 乐教 三 千 弟子 以 来 的二千 三 四 百 年
,

还 是 从 汉 武

帝 “ 罢 黝百 家
,

独 尊儒 术 ” 以 来 的二 千 年
,

还是 从宋儒 建 立 理学 以来 的七 八百 年
,

儒 家 思

想 始终并 没 有成 为任 何一 个时期 的 唯一 的统 治思 想
。

两 汉是 经 学 和 阴 阳
、

五 行
、

做 纬之 学

并盛 的时 代
,

六 朝 隋唐 则佛 道盛而 儒 学衰
,

宋 以 后 则佛 道思 想融入 儒 教
,

表面 上儒 家思 想

居 于 统 治 地位
,

骨子 里 则不 仅 下 层 社会 崇信 菩萨 神仙远 过 于 对 孔夫 子 的尊 敬
,

就是 仕宦 人

家
,

一般 也 都是 既要参 加文 庙 的祀 典
,

对 至 圣先 师孔子 拜兴 如 仪
,

更乐 于 上佛 寺道 观
,

在

佛 菩萨 神仙 塑像前 烧香 磕 头祈福
。

总的 说来
,

控 制 当时 整个 社会精 神世界 的
,

是 菩 萨 神

仙
,

而 不 是 周 公 孔子 孟子
。 《五 杂 姐》 里 有 一 条对 这 种情况 说得极 为精采 明 白

:

“ 今 天 下 神 祠 香 火之 盛
,

莫 过 于 关壮 缪
, ⋯ ⋯ 世 所 崇奉 正 神尚 有 观 音 大 士

、

真 武

大 帝
、

碧 霞元 君
,

三 者 与关 壮 缪 香 火 相 将
,

遐 限 荒谷
, 无 不 尸 而 祝 之 者

。 凡 妇 人 女

子
,

语 以 周 公 孔 子
,

或 未必 知
, 而 敬 信 四 神

, 无 敢 有 心 非 巷 议 者
,

行 且 与天 地 俱 悠 久

矣
。 ” ( 卷 十 五 事部)

除 了 崇 信菩萨 神 仙之 外
,

还 有形 形色 色数不 清 的各 种迷 信
,

如 算命
、

看 相
、

起课
、

拆

字
、

堪舆
、

扶 箕
、

请 神
、

捉鬼等 等
,

无一 不 广 泛 流传
,

深 入人 心
。

甚至 如近 代 史 上负盛 名

的进步 思 想家 魏 源
,

也是 一 个堪 舆迷
。

他 在江 苏傲 官
,

在镇江 找到 了一 块 “ 好 地 ” ,

竟 不

惜 把他 已 在湖 南老 家安 葬多 年的 父 母 骸骨
,

迢 迢千里 迁葬 过来
。

我 们 怎么 能 说五 四 以前 中

国 封建 社 会文 化 就是 孔孟 一 家 的儒家 思 想 呢 ?

( 二 )

中国 史 上 自秦汉 以后 中 原 王 朝 的 版 图都很 广大
,

各 地 区 的 风土 习 尚 往 往 各 不 相 同
。

任

何 时代
,

都 不 存 在一 种全 国共 同的文 化
。

过去 研究文 化 史的 同志们
,

对 这种文 化的地 区 差

异 一 般都 没 有 予 以足 够 的注 意
,

在 此我举 几 个朝代 为例
,

简要 指 出各 区 间 的显 著 差 异
。

( l) 在汉 武 帝独 尊儒 术约百 年 之 后 的成 帝时
,

刘 向将 汉朝 全境 划 分 为 若干 区 域
,

丛 相

张 禹使 僚 属朱 赣按 区 叙 次其风 俗
,

后 来 为班 固 辑录 于 《汉 书地理 志 》 的篇 末
。

根据此 项 资

料
,

其 时 全 国 只 有齐 地 “ 士 多好 经术 ” ,

鲁地 “ 其好 学 犹愈 于 他 俗” ,

三辅 ( 京都 长 安 附

近
,

今 关 中平 原 ) 的 世家 “ 好 礼文 ” ,

此外 各地 区 全都 没 有提到 有儒 家教 化 的 影 响
,

相

反
,

到 处 流 播着 各种 不 符合儒 学 礼教 习 俗
。

例如 :

三 辅 “ 富人 则 商 贾 为利
,

豪 杰 则 游侠 通 奸 ” 。

濒 南 山 近 夏阳 多 胆 险
,

轻 薄 易为 盔

贼
,

常为 天 下 剧 ” 。 “ 郡 国 辐 澳
,

浮 食 者 多
,

民 去 本 就 末 ” 。 “ 列 侯 贵人 本 服 借 上
,

众 庶 放 效
,

羞 不 相 及
,

嫁 娶 尤 姿 奢靡
,

送 死 过 度”
。

六 郡 ( 今 甘 肃 东 部
、

宁 夏
、

陕

北 ) 则 “ 不 肚 寇 盗 ” 。

蜀 士 以 文 辞 显 于 世
,

但 “ 未能 笃 信 道 德
,

反 以 好 文 利 讥
,

贵 慕

权 势” 。 以 上 为 秦 地
。

中原 的 河 内 则 “ 俗 刚 强 ,

多 豪杰 侵 夺
,

薄恩 礼
,

好 生 分
。

周 地 则 ,’, 歹伪 趋 利
,

责



时 戏 义
,

高 富下 贫
,

喜 为商 贾” 。

郑 地 则 “ 男女 巫 聚会
,

故 其 俗 淫 万 。 卫 地 “ 有 桑 间渡

上 之 阵
,

男女 亦 巫 策会
,

声 色生 秀
,

故 俗 称 郑 卫 之 音” 。

陈 地 则 “ 其俗 巫 鬼 ” 。

南阳

则 “ 俗 夸奢
,

上 气力
,

好 商 贾” 。

宋 地 虽 “ 重 厚 多君 子
,

好 稼 福 ” ,

但 沛
、

楚 “ 急疾

领 己” , 山 阳 “ 好 为奸 盗 ” 。

河 北 的 赵
、

中 山 则 “ 丈 夫 相 聚游戏
,

悲歌 慷 慨
,

起 则 推 到 掘 军
,

作奸 巧
,

多弄

物
,

为 倡 优
。

女 子 弹 弦 贴 倾
,

游媚 富贵
,

偏 诸友 之 后 宫” 。

太 原
、

上 党 “ 多晋 公 族 子

孙
, 以 作 力 相 倾

,

矜 夸功 名
,

报 仇 过 直
,

嫁 聚送 死 奢靡 ” 。

钟 代 以 北 ” 民 俗
’

阶匡
,

好

气为奸
,

不 事 农商
, ⋯ ⋯ 故 冀 州 之 部

,

盗 城 常 为 它 州 之 剧 ” 。

燕 地 则还 保 留 着战 国 以

来 “ 宾 客相 过
, 以 妇 侍 宿

,

嫁 娶之 夕 , 男女 无 别 ” 之 俗
。

龙 之 江 南 则 “ 信 巫 鬼
,

重 淫 祀” 。

吴 人 以 文 辞 显
, “ 其 失巧 而 少信 ” 。

就是 儒教 比较 最 昌盛的 齐鲁二 地
,

齐 “ 俗弥侈” 其士 “ 夸 奢朋 党
,

言与行缪
,

虚 诈不

情” ,

鲁地 “ 去 圣 之 远
,

周 公遗 化销微
,

孔 氏库序 衰 坏” , “ 俭 音 爱 财
,

趋 商 贾
,

好 瞥

毁 , 多巧 伪
,

丧 祭之 礼
,

文 备实寡 ” ,

也不 能算是 风俗 淳 厚的礼 义之 邦
。

(2 ) 《隋书 》 的 《志》 本 为 《五 代 史 志》
,

以 南北 朝后 期梁
、

陈
、

齐
、

周 和 隋五 代 为

论述 对象
。

其 《地理 志》 将 隋场帝时全 国一 百九 十个 郡按 《禹贡 》 九 州编 次
,

各 于 州 末略

叙 其风俗
。

九州 之 中 , 充 徐青三 州 十五郡 ( 今 山 东和 河 南河 北与 山 东接境的 一 小部分
,

江 苏淮 北

部分
,

安 徽淮北 的 东部) 被 肯定为教 化最 良好 的地 区
。

充 州五 郡 , “ 有周 孔遗风
,

多好 儒

学
,

性质直 怀义 ” 。

徐州 四 郡
, “ 贱 商 贾

,

务 稼稿
,

尊儒 慕学
,

得诛 泅 之 俗”
。

青 州 四

郡
, “ 多 务农桑

,

崇 尚学 业
,

归于 俭 约” , 但齐 郡 ( 今济南 ) “ 俗好 教 饰子 女淫 哇 之 音
” ,

,

东莱 “ 朴 鲁少文 义 ” ,

是 其缺 失
。

尚儒 风气 次于 充 徐青 三州 的是 豫
、

冀 二州
。

豫 州十六 郡 ( 今河 南 大部分
,

安 徽淮 北的
,

西 部
、

山 东 西 南一 部分
、

陕南 东部及 鄂西 北一 部 分) 基本 被肯定 为 “好 尚稼稿
,

重于 礼 义 ” ,

独 帝都 所在 的河南 ( 洛 阳 ) 则被 讥 为 “ 尚商贾
,

机 巧 成 俗 ” 。

冀州 三十 郡
,

在 今河北 中南

部 的七 郡 “ 人 性多 敦厚
,

务 在农桑
,

好 尚儒 学
,

而 伤 于 迟 重 ” ; 今 河南黄 河 以 北的河 内
、

汲 二 郡 “ 俗 尚于 年沪
,

基 本被 肯定 , 惟介 在其 间的 魏郡
、

清河 则被 讥为 “ 浮巧 成 俗” , “ 轻

狡” , 在今 山 西 中南部 的七 郡基本 被肯 定为 “ 重农 桑
,

朴 直少 轻诈” ,

惟 “ 伤 于 俭 音
、

其

俗 刚 强 ” ; 自今 山西 北部北 至 河套 东北 五 郡 和 河北 北部东 至 辽 西 六 郡 “ 地 处 边 睡 ” ,

其 人
“ 劲 悍” “ 勇侠” ,

风教异 于 内郡 , 惟琢 郡 ( 今 北京) 太原 “ 人物殷 阜” , “ 多文 雅 之 士
” 。

以 上 五 州是 黄河 下游两 岸 即 所谓关 东 地 区
。

白关 以 西 的雍州
,

即基 本为 儒家 声教所 不及
。

长 安附近关 中平 原三 郡
,

风 气 很 坏
:

“ 人 物 混淆
,

华 戎杂 错 , 去农 从商
,

争朝 夕之 利
,

游 手为事 , 竞锥 刀 之 末 , 贵 者崇侈靡
,

贱者 薄仁 义 , 豪强 者纵横
,

贫 篓者穷 整 , 择鼓 屡惊
,

盗贼不禁 ” 。

三 辅 以 北 以 西 的 古 “六

郡 ” 之 地
,

比较 淳朴
, “ 性质直

,

尚俭 约
,

习 仁义
,

勤于 稼稿
,

多 畜牧
,

无复寇 盗 ” 。

自

此 以北 缘边九 郡 ( 陕北
、

宁夏 至 河套 ) 及河 西 清郡 则 “ 地 接边荒
,

多 尚武 节 ,, 。

秦 岭 以南 长江 上 游 的梁州
,

惟 蜀地 “ 颇慕文 学
,

时有斐 然 ” ; “人 多工 巧
,

绞 锦雕镂

之 妙
,

殆俘 于 上 国万 , “ 然多 溺于 逸 乐 ” , “ 贫家不 务储 蓄
,

富室 专于 趋 利
,

其处家 室 则

女勤作 业
,

而 士多 自闲万 , “ 小人 薄于情礼
,

父子 率多异居 ” , 其边野 富 人
,

多 规 固 山
.

泽
,

以 财物雄使夷 僚
,

故轻 为奸藏
,

权 倾州 县” 。

汉 中与 巴 地 则 “质 朴无 文
,

不 甚趋 利 ,



性 嗜 口 腹
,

多事 田 渔
,

虽 蓬 室柴 门
,

食必 兼 肉, 好 祀鬼 神
,

尤 多忌 讳 , 崇重 道数
,

犹 有张

鲁 之 风” 。

汉 中 以 西蜀 郡 以 北诸 郡则 “ 连杂 氏羌
,

人 尤劲 悍, 性多 质直
,

务于 农 事
,

工 习

猎射
,

于 书计 非其 长矣” 。

长江 中游 的荆 州
, “ 率 敬 鬼

,

尤 重祠 祀之 事万 , “ 丧 葬 之 节
,

颇 同诸 左” , 全 州二 十

二 郡 中
,

只 有南 郡襄 阳 “ 多 衣冠 之 绪
,

稍 尚礼义经 籍” 。

以 长江 下 游 为 中心 的 扬州 地 区 比 梁 州荆州 更为 广大
,

东 北起 今 苏皖 鄂 豫 的淮南
,

中间
,

为 长 江 以南 的今 苏 皖沪浙 闽 诸省市
,

南 至五 岭 以南 的今 两广 和 越 南北 部
。

其 中淮南八 郡 被

誉 为 “ 尚淳质
,

好 俭 约
,

丧纪 婚 姻
,

率 渐于 礼” 。

江南 岭北 十八 郡 则大抵 “ 信 鬼 神
,

好 淫

祀
,

父子 或异居 ” ,

又 分 为 二区
: “ 吴 中,,’ 七 郡 ( 以 太湖 流域 为 中心

、

西包 皖 南 宣 城 一

带
,

南 包 浙江 宁绍金 衙)
“

君 子 尚礼
,

庸 庶 敦庞
,

故风 俗 澄 清
,

而 道 教 隆洽” ,

评价最 高 ,

此 外 十一 郡 ( 今 江 西福建 二 省及 皖南 浙西之 旧严 徽二 府
。

浙南 之 旧 温处 台三府 ) 风教 皆不

及 “ 吴 中” ,

尽 管 也 “ 君 子 善 居室
,

小 人勤 耕稼” ,

但豫 章等 郡有 妇女 “暴 面 市崖
,

竞分

株 以给 其夫 , ,

丈夫 举 孝廉 即逐前 妻
,

庐 陵宜 春等 郡又 往往 畜蛊 害人 的恶 习
。

五 岭 以 南 十

九郡 风气 更差
, “ 人性 轻悍

,

易 兴逆 节” ,

而 侄僚 则既 “ 质直 尚信” ,

又 “ 重 贿 轻死
,

唯 富

为雄 ” , “ 父 子 别 业
,

父贫乃 有 质身 于 子者 ” , “ 俗好 相杀
,

多措 仇 怨” 。

总括 《隋书 地理 志》 所 载
,

当时 被誉 为尊 儒重 礼的
,

只 有 中原二 十一 郡荆 扬
一

}
刁

七 郡 共

三 十八郡
,

仅 占全 国 1 90 郡的五 分之 一 , 就是 在这 三 十八 郡 中
,

也 还夹杂 着不 少违 反儒教

的风俗
。

至 于 其 他五 分之 四 的地 区 ( 按郡 数计 )
,

则几 乎没 有受 到什 么 儒 教 的影 响 : 中原

经 济发达 地 区 则 机巧 轻狡 侈靡成 俗
,

边郡 则 失之 于 刚强劲 悍, WJ’方 梁荆 扬三 州 则 普遍 信鬼

神好 淫 祀
。

长 江流域 尊 儒重 礼的郡 数 已 接近 中原
,

这 当然是 永嘉 乱后 中原 士 族 南 迁的结 果
。

(3 ) 《通 典
·

州 郡典 》 载 天 宝 年 间的三 百多 府郡
,

也是 按 《禹贡》 九州分 区 记 叙
,

州

末各记 上 一 段 风俗
。

据 此
,

其时 :

冀 州 的 “ 山 东” ( 今河 北) “ 尚儒” , “ 仗 气任 侠万 ,

而 邺郡 ( 今 安 阳 附近 冀 豫接壤

一 带) “ 浮 巧 成俗” , 山西人 勤俭
,

而 “ 河 东” ( 今 晋 西 南 ) “ 特 多 儒 者” ; “ 并 州”

( 太原 及逸 北) 近 狄
,

俗 尚武艺 ” 。

充 州 ( 今冀 东 南鲁 西) “ 人情 朴 厚
,

俗 有儒 学” 。

青

州 ( 今 山 东济南 以 东) “ 亦 有文 学” 。

徐 州 ( 鲁南 苏皖 淮北) “ 自五 胡乱 华
,

数百 年 中
,

无 复讲诵
,

况 今去 圣 久 远
,

人情 迁 荡” ,

但 又 说 “ 徐充 其 俗略 同” 。

豫州 只 说 “ 周 人 善贾

趋 利纤 尚” ,

而 不 及他郡
。

中原 这几 州 儒学 的声 势
,

比 百五 十 年前 《隋 志》 所 载
,

大致 并

没 有什 么 进 展
,

惟 “ 山 东 ” “ 河 东” 多世族
,

故 独擅 儒 术
。

关 中 的雍州 “ 京 辅” 因 “ 五 方错 杂
,

风俗不 一
,

称为 难理 ” , 其西 北 诸 郡 “ 接 近 胡

戎
,

多 尚武节” , “ 其余 郡县
,

习俗 如 旧”

长江 流域上 游 梁州 的蜀土 “ 学 者 比 齐鲁” 。

下 游 扬州 “ 人性 轻扬而 尚鬼好 祀” 如 旧
,

而 “ 江 东 ” 因 永嘉 之 后 “ 衣 冠避 难
,

多所 萃止
,

艺文 儒术
,

斯之 为盛 ” 。

中游 荆 州 “ 风俗

略 同扬州 ” , “ 杂 以蛮 僚
,

率多劲 悍 ” 。

五 岭 以 南 于九 州外 别 为一 区
, “人 杂夷 僚

,

不 知教义
,

以 富 为雄” , “ 民 强 吏儒
,

豪

富兼并
,

役 属 贫弱
,

俘 掠 不忌 ” , “ 轻 悍 易兴 逆 节” 。

总的 说来
,

盛 唐 时代 的儒 学兴盛 地 区
,

北方 则 “ 山 东 ” 、

充 州
,

南方 则 “ 吴 中 ” ,

略

如 隋 旧 , 惟 以 蜀土 比齐鲁
,

可 能 比 隋代 有所 发展
。

(4 ) 《宋 史
·

地理 志》 将崇 宁时 的二 十 四 路合 并为 十二 区
,

区 末各 有一 段 论 风俗
,

较



《汉 志》 《隋志》 更为 简略
,

兹参以 《太平寰 宇 记 》 《舆地 纪 胜》 所载 , 略述 如 下 :

中原 诸路 中
,

京东 “ 专经 之 士 为多” ,

河 北
“

多 专经 术” ,

京 西洛 邑 “ 多 衣冠 旧 族
” ,

文 教称 盛
。

京东 二 路 大率
“

皆朴 鲁纯 直” , “ 重 礼义
,

勤耕经 ” ; 惟充济 “ 山泽 险迥
,

盗或

稳 聚 ” ,

登 莱高密 “ 民 性惟 傻庆 而好 讼斗r 。

京西二 路 “ 民 性安舒 ” 。

河北 二路 “ 质 厚少

文” , “ 气 勇 尚义
,

号 为强伎 ” 。

此外 河东 则 “ 刚悍朴 直 ” , “ 善 治生
,

多藏 蓄
,

其靳音

尤 甚 ” 。

陕 西二路 “ 慕农 桑
、

好稼 稿” , “ 夸 尚气 势
,

多 游侠 轻 薄之 风
,

甚者好 斗轻死 ” ;

惟蒲 解本 隶河 东
, “ 俗颇 纯厚 ” , 被 边之 地

, “ 其人 劲 悍而质木 ” , “ 上 洛多 淫祀
,

申以

科禁
,

其 俗稍变 ” 。

南方 的江 南东
、

西
,

两 浙
,

福 建 四 路是 当 时全 国文 化最 发达 的地 区
,

尤 以 福建 为最
,

多 响学
,

喜 讲诵
,

好为 文 辞
,

登科 第 者尤多 ” 。

但 这 儿 路普 遍 “信 鬼 尚祀
,

重 浮屠 之教
” ;

两 浙 “ 奢 靡
,

奇 巧 ” , 江南 “ 性 悍而 急
,

丧 葬或不 中 礼” , 江 南福 建 皆 “ 多 田 讼 ” 。

此 外

则淮 南二 路 “人 性轻 扬” 。

荆湖南 路 “ 好 讼 者多” ,

此 路 “ 俗 薄 而 质” ,

归
、

峡 “ 信 巫

鬼
,

重 淫 祀” 。

川 峡 四 路 “ 民 勤耕 作
, ⋯ 其 所获 多为 遨 游之 费” , “ 尚奢靡

,

性 轻扬” ,

“ 库塾 聚学 者众” ,

文土 辈 出
,

而 “ 亲在 多别 籍异 财” 。

涪 陵之 民
,

尤 尚鬼俗 ” 。

广 南二

路 “ 民婚 嫁 丧葬多 不 合礼
,

尚淫祀
,

杀人祭 鬼 ” , “人 病不 呼 医 服 药” 。

这 里有值得 注 意 的两 点
:

一
、

两 宋是理 学最 昌盛 的时代
,

·

可是 除福 建 一 路 的 “ 喜讲

诵 ” 当即指此 外
,

其他 各路 记载里 竟概 未涉 及
。

当然
,

京东
、

河 北
、

两 浙
、

江 南和 蜀 中的
“文 学 ” “ 经 学 ” ,

不 可能 完全 与理 学 无涉, 要 之
,

由此 可见
,

即使在 宋代
,

理学 怕也未

必 已 为读 书人 所普 遍接受
。

二
、

文 化最 发达 的地 区 两浙
、

江 南
、

福建
,

同时 又 是 普 遍 信

鬼
、

尚祀
、

重 浮屠 之 教 的地 区
,

可见 宋 代的儒 家尽 管 已 “ 冶三 教
一

J
二

一 炉 ” ,

但至 少在 民 间

佛 道 的权威 显然 还 是 比周 孔之 教 高得 多
。

(5 ) 《元史 》 《明史》 《清史稿》 的 《地理 志》 不 载风 俗 ; 元 明清三 代的 《一 统 志》

《元 统志》 今残 存 已不 及百 分之 一
,

《明统志》 《清统志》 所载风 俗一 般仅趁 录 前 代 旧

志 陈 言
,

不 反 映 当代情 况
。

所 以 中 国文 化 在这六百 多 年中 的地 区 差 别并 无 现 成资 料可 资 利

用
,

现 在我 只能 就明朝 一 代
,

杂采 诸 书零 星 材料
,

略事 阐述 :

据 清人黄 大华所 辑 《明宰辅考 略》 , 自永 乐初 至 崇 祯末
,

历任 内阁 大学士 共 163 人
。

兹 按 明代的两 京 十三 布政 使 司
,

表 列这 16 3 人 的籍 贯如 下 : ( 内一 人待 考)

南直 27 ( 今 江 苏20
,

安 徽 5 ,

上 海3) 贵 州 o

浙 江 2 6 江 西 22

北 直 1 7 ( 今 河 北 长 城 以 内) 湖 广 12 ( 今 湖 北 8 ,

湖 南 4 )

山 东 13 河 南 11

福 建 11 广 东 5

四 川 9 陕 西 2 ( 今 陕 西 2 ,

甘
、

青
、

宁 无 )

山 西 5 云 南 O

广 西 2

明 制内阁大 学士 皆 由翰林 出 身
,

所 以 这 张 表大致 可 以 反映各地 区 文 化程度 的 高 下
:

南

直
、

浙江
、

江西 三省共 得75 人
,

占全 国 总数 45 % ; 加福建 省共得 86 人
,

r

四 省 占总 数53 %
,

是全 国文 化最 发达 的地 区
。

其 中又 以 相 当今苏 南
、

上 海的 五 府得19 人
,

浙江 的嘉 湖宁 绍 四

府得 20 人
,

江 西吉安 一 府得 10 人
,

福建 泉州 一 府 得 5 人
,

尤为突 出
。

中原 的 北 直
、

山 东
、



河 南
、

山西 四 省 合46 人
,

占总 数28 %
。

此外 陕西
、

湖 广
、

四川
、

广 东
、

广西 共 得30 人
,

占

18 %
。

其 中陕西 二人 都是 最接 近 中原 的 同州 人
,

广西 二 人 都是 地 接湖广
,

省会 所 在的 桂林

人
。

十 五省 中
,

云 贵二 省全 都不 出一 人
。

所 以 全 国人 才分 布 的总形 势 是东 南最 盛
,

中 原次

之
,

西 北西 南 最为 落后 , 西 北 的陕西 当今 陕甘 青 宁 四省区 之 地只 出二 人
,

西 南的 广西 和 云

贵 三 省 也 只 出二 人
。

致 位宰 辅必 须 经 由科举
,

应科 举 必 须读 儒 家 的经典 ; 但 当时 的 儒学 代表人 物不 是 位极

人 臣 的大学 士 或名 魁金 榜 的三 鼎 甲
,

而 是 以道 义 名节 自励
,

讲求 修
、

齐
、

治
、

平 之 道 的理

学 家
。

《明史》 将 一 代 著名 理学家 除少数 几个 有事 功 列于 专传者 外
,

编 次为 《濡 林传 》 一几

卷
,

共著录 11 5人
。

兹 表 列到 115 人 的籍 贯如 下
:

江 西 35 浙江 2 6 南直 18

福 建 9 陕 西 7 河 南 6

山 东 5 广 东 5 湖 广 2

山 西 1 四 川 1 北 直 0

广 西 O 云 南 O 贵 州 O

东 南 四 省 占 了全 国 总数 76
.

5 %
,

北方 四 省 仅 占16 %
,

此 外 中南西 南三 省合 占7%
。

除西

南 广 西
、

云
、

贵 三 省无 人外
,

奇怪 的是
,

欲辅 之 地 北直 竟亦 无人
,

十 五省 中缺 了 四 省
,

总

的 分布 形势 基本 与 宰辅 相 同
,

而荣 枯 之 差 更大
。

这应 该是 由于 宰 辅 出 自科 举
,

科举 各 省有

定额
,

故分 布 面 比 较广
,

比 较平衡
,

而理 学的 授受 传播 则 自应 由近 而 远
,

僻远 处 更难 为传

播 所 及
。

可见 科 举 和儒 术虽然 是两 回事
,

二者 都足 以代 表 当时文 化盛 衰 的地 区 差 异
。

为 了企 求 早 日完成 这篇 讲稿
,

我 未能 为 《明史
·

文 苑传 》 中人 物 作 出分省 统计 , 逆 料

做 出来 的结 果
一

与宰 辅儒 林不 会 有多 大差 别
。

多 出卿 相
、

名 儒
、

文 人 学 士 的地 区
,

一 般 当然 就是 儒术 礼教最 昌盛 的地 区
。

如 上 表
,

《明史
·

儒 林传 》 中的人 物 以 江 西 为最多
,

这是 与明人著 作 《文 武库 》
‘

中所 记 江 西风 俗

正 相 符合 的
。

全 省 十三 府
,

其中 南 昌
、

饶州
、

广信
、

九 江
、

建 昌
、

抚 州
、

临江
、

吉安
、

哀

州九 府
,

都被 赞许 为 “ 家有 诗书 ” , “ 人多 儒 雅” , “ 比 屋 弦诵 ” , “ 尚礼 崇德” , “ 力

学知廉 耻” 等 等
。

万 历 中王 士 性所 著 《广志绎 》 ,

备 载十 四 省 ( 不 及 福 建) 民 俗
,

他 省 皆

不 及 孺术
,

独 称 “ 江 右 讲学 之 盛
,

其在 于 今
,

可 谓家 孔孟 而人 阳明矣” ( 卷 四 )
。

但 江 右

风俗 悖 于 礼教 者亦 不在 少
。

通省则 “少 壮者 多不 务墙 事
,

出营 四方
,

至 弃妻 子 而 礼 俗 日

坏
,

奸究 间 出 ( 《文武库 》 )
。

其 外 出又 不是 经营正 经工 商业
,

往 往用堪 舆 星 相 等术 数
,

赖 谭 天 悬河 的辩才 以骗 取钱 财 ( 《广 志绎》 卷 四 )
。

各府 则南 昌 “ 薄 义 而 喜 争” ,

建 吕
“ 性悍 好争 讼 ” ,

瑞州 “ 乐 斗轻死
,

尊 巫 淫 祀 ” ,

赣 州 “好 佛 信鬼
,

嗜 勇 好 斗
,

轻 生 致

死 ” ,

南安 “ 多 讼 ” ( 《文武 库》 )
。

浙 江 出宰辅 仅 次于 南 直
,

理学 之 盛 仅 次于 江 西
,

而 绍 兴 一 府种 名儒 学 之 盛
,

又 甲 于 浙

江
。

然 为顾 亭林晋 为 “ 天 下 之 大害” , “ 百 万 虎狼 ” , “ 窟穴 于 自京 师各部 至 各级 地 方衙

门的青 吏 ( 《郡县 论》 )
,

正 是 浙 江 的绍兴 人
。

南直 的文 化 中心
,

首推 南京 苏州 扬州 三 处
。

成 书 于万 历 晚期 的谢肇 制 《五 杂 姐》
,

痛

低苏州 人 的很 巧
,

已见 上 文
。

南 京 则 以秦 淮烟 月
、

旧 院名妓 著称 ( 《广志 绎》 卷二 )
。

而

扬州人多 以 买 童 女经 过 一 番如 河做好 姬 妾的 专业教 养后 以 厚 直 出售为 业
,

俗 称 “ 养 瘦马
” 。

以致 “ 广 陇 之 姬” ,

成 为名 闻 四远 的 名产
,

达 官 巨贾
, “ 欲 纳侍者类 于 广陵 觅之 ” 。

且 业



此者 并不 限于平 常人 家
, “ 即仕宦 豪 门

,

必 蓄数人
,

以 博厚精
, 多 者或 至 数十人

”

( 《广志

绎 》 卷一
、

《五 杂姐》 卷 七
、

《野获 编》 卷二 十三 )
。

三 处如此
,

则 南直风 尚之 多弊可见
。

南宋朱 熹家 居建 阳
,

一 生 活动长 期 皆在 闽中
,

故世称其 学 为 “ 闽学” ,

其影 响直 到明

代还 很 深
。

建 宁
、

延 平
、

邵 武
、

汀州 上 四 府
,

有 “ 小邹鲁 ” 之 称 ( 《灰画 集》 引 《方 舆胜

略》 )
。

谢 肇 制是 福 州 长乐人
,

自诩 “ 吾 邑虽 海滨推 鲁
,

而士 夫 礼 法
,

甲于 他郡
。

一市 不饰
价

,

男女 别于 途
,

不 淫 不 盗
,

不 嚣讼
,

不 通赋
。 ” 但 谢 氏又 承认 “ 今之 巫 现

,

江南 为盛
,

江 南 又 以 闽广 为甚
。

闽 中富贵 之 家
,

妇女 敬 信无异 天 神” 。 “ 惑 于 地理者
,

惟 吾 闽为甚
” 。

“ 最 可恨 瘟疫 一 起 , 即请 邪 神” 。

而 闽广人好 男 色
,

尤 甚 于 他处 , 福州 又 往 往 “ 乘 初 丧而

婚 娶
,

谓 之 乘 凶 ” ( 《五 杂姐 )
。

丘溶 又 指 出 “ 溺子之 俗
,

闽之 建 剑为 甚” ( 《大学 衍义

补》 )
。

沈德 符极 言 闽人 之 重 男 色
,

至 以 “ 契 兄弟” 比 之 于 伉俪 , 甚者 又 有壮夫聚 韶 秀少

年
,

与讲 轰祠 之 好 , 称 “ 契 父子 ” ( 《野获 编补遗 》 )
。

如此 种 种恶俗 在福 建 的广 泛 流行
,

可 见 所 谓 “ 小 邹鲁 ” ,

所 谓 “ 最讲 礼法 ” ,

只 是 一 些士大 夫 闭 目塞 听所 作的 自我 吹嘘而 已
。

封建 文 化最 发达 的东南 四 省 尚且不 能按 儒学 的要求 澄 清社会 风 尚
,

其 他地 区 当然 更谈

不 上 了
。

看 来 山东 的 “ 土 大 夫恭俭 而少 干 渴
,

茅 茨土 阶
,

晏如 也 ” ,

河南 的风 俗有 “ 淳厚

质 直 ” 之 誉
,

多 半是 由于 地痔 民 贫而 导致 的
,

与儒学 的教 化未 必 有多 少关 系
。

所 以 山 东
、

河 南 皆多盗 , “ 宛 洛淮汝 唯陈沛 卫 ” 一带
,

又 有 “ 同宗不 相敦 睦 ” , “ 同姓为 婚 多 不 避

忌
,

同宗 子姓
,

有力 者 蓄之 为奴 ” 这 一 类 违 反礼教 的陋 俗
。 “ 又 好赌

,

贫人得 十文 钱
,

不

赌不 休
,

赌尽 势必 盗
,

故 盗益 多 ” ( 《广 志绎 》 卷 三 )
。

中原 如此
,

西 南广西 云 贵 等地 民
_

夷 杂处
,

诸夷仍其 旧俗
,

华人 什九 皆各卫所 的戍卒
,

其 不 谐于 名 教 更 可想见
。

( 三 )

总上 所述
,

可 见 姑且不 讲全 中国
,

即使未 讲秦 汉 以来 的历 代中原 王 朝
,

专 讲 汉 族 地

区
,

二千 年来 既没 有一 种纵贯 各时 代的 同一 文 化
,

更没 有一 种广 被 各地 区 的 同一 文化
。

虽

然 儒家 学说 一直是 二千 年来 中国 文化的 一个重 要组成 部分
,

却从没 有建 立 起它 的 一 统 天

下
,

犹 如基 督教 之 于 欧 洲诸国
,

伊 斯 兰教 之 于 穆 斯林 国家那样
。

各 时代风 俗 习 尚的 地区 差

异
,

更充 分 说 明了好 儒 尚礼 的地 区 一般 只 占王 朝版 图的 一 小部 分
,

很难 到得 了一 半
。

而在

这 小部 分地 区 内
,

即使 能做 到 “ 家 有诗 书
,

人 多儒 雅
,

序 塾 相望
,

弦诵相 闻 ” ,

支 配人们

精 神世 界的
,

却不 可 能是 纯 正 的 孔 孟思 想
,

不 杂二 氏之 说
,

不 信鬼 神
。

他 们 的行为 准则
,

也

不 可 能 完全 符合 于 儒家 的道 德标 准
、

伦理观 念
。

自五 四 以来 以至近 今讨 论 中国文 化
,

大 多数 学者似 乎都 犯 了简 单化 的毛 病
,

把中 国文

化 看成是 一 种亘 古不变 且广 被于 全 国 的以 儒 学为 核心 的文化
,

而忽 视 了 中国文 化既 有时代

差 异
,

又 有 其地 区 差异
,

这对 于 深刻理 解 中国文 化当然 极为不 利
。

今天 我在这 里讲 的虽然

很疏
,

很粗 浅薄
,

若 能因而 引起 一 些 同志们 的 注 意
,

稍稍 改变一 下 过去 那种 中国 文化长期

不 变
、

全 国 统一 的看 法
,

则不 胜 幸 甚 !

我强 调 中国文化 的时 代差 异 和 地 区 差 异
,

不 等于 我 否 定 中国文 化有 它的共 同性
。

共 同

性 和 差异 性是 辩 证 地 同时存 在的
。

中国毕竟是 一 个 长期 统一 的国家
,

汉 族 毕竟 是 一 个历 史

悠 久 的具 有强 烈的共 同意 识的 民族 , 不 可能没 有文化 的共 同性
。

什 么 是不 因 时 而变因地而

变 的共 同的 中 国文化呢 ? 这个 问题 不 包括在 我今天 的 讲题 之 内
,

本 可 以 不 讲
。

不 过凡是 热

情参 加 中国 文化 的讨论 的 同 志们
,

大概 没 有 一 人不 是 在 迫切关 心 中 国 文化 的发 展 前 途 的
。



中国文 化的共 同性何在? 这是 直 接关 系 到 中国文化 的前 途 的关键问题
。

我 以 为 中国在 一 个 国家 里
,

汉族 在 一 个 民 族里
,

一 贯对 待不 同文化采 取容 许 共存 其荣

的 态 度
,

不论 是 统治 阶级 还是 被 统 治 阶级 都是 如 此
,

因 此儒 佛道 三 教 得 以 长期 并存
,

进一

步 又 互 相 渗透
,

‘

同时 又 能 接受伊 斯 兰教
、

基 督教 等其他 宗教
,

这就 是 中国文 化的 共 同性
。

也 就是 中 国文化 的特 点
。

因此
,

中国 ( 汉 族 地 区 ) 尽 管发 生过 三 武 之 厄
,

佛 教 皆不久 即 复

舞 尽 管在朝 廷上 发 生过 几次 佛道 之 争
,

却 从没 有发生 过 宗教 战争 , 即使最 高统 治者 皇帝

非常虔 诚地 信仰某 一 种 宗教
,

却从 没 有强迫 过他 统 治下 的任 何一 民 族 一 地 区 的人 民 改变 信

仰
。

尽 管 有一 些 和 尚道 士 受到 统治 者备极 尊 崇 的礼遇
,

也 曾参 与治 政
,

却 从没有 搞过 政教

合 一
。

这 种早 已 形成
,

长 期坚 持 的兼收并蓄 的 文化开 放传 统
,

使整 部 中 国史 只 能 出现 治政

上 的封建 集 权 大一 统
,

任何 时期 都做不 到 思 想 文化 的统 一
。

秦始 皇不 能
,

汉 武 帝不 能
,

唐

宗
、

宋 祖
、

成 吉思 汗
、

朱元 璋 也 不 可 能
。

这 些帝 王 不是 不 想做
,

但 做不 到
。

秦 汉一 统 王 朝 做

不 到
,

一 到魏 晋南 北朝 时 代
,

专 制政权 的衰 落
,

使 思 想 文化 更 得到 了 自由发展 的机 会
,

所

以 这一 政治 上 的分裂 时 期
,

在学术 思 想上
、

文 学艺 术上 的 活跃 与进步
,

远 远 超过 秦 汉
。

隋

唐 以 一 统 王 朝 而能 在 文化发 展上 取得 丰 硕的成 果
,

那是 由于 输 入
、

吸收
、

融 合 了 多 种周 围

各族各 国 的 文化 之 故
。

中国之 所 以 能长 期继 续发 展
,

汉族 之 所 以能 长期 屹 立 于 世 界先 进 民

族 之 林
,

繁 衍为 占全 国 人 口 大多 数 的 主 体 民 族 , 对不 同文化 采取 兼收并 蓄 的开放 态 度
,

应

该是 主 要原 因之 一
。

中 国的封建 统 治在 政 治上 以 专 制著 称
,

但从 来并不 严 格 限制其 臣 民 的

思 想文化 倾 回 与宗教 信 仰
。

范 填坚 持他 的 神灭 论 , 虔 诚 的佛教 徒 萧子 良萧 衍 以 帝王 之 尊
,

无 可 他奈 何
。

就是 到 了君 主 专 制发展 到最 高度 的 明清 时代
,

统 治者 也只要 求应 试 的士 子 在

试 卷上 必 须按 经义 代圣 贤立 言
,

却并不 管 你所 信仰 的倒底 是 圣贤 还 是 神仙
,

是周 公
、

孔 子
、

孟 子
、

程
、

朱
,

还是 释迩牟 尼
、

耶稣 基 督或安 拉真 主
。

我 认为 这正 是 中国 文化 的 主 要 优

良传 统
。

今后 我们 必 须继 续遵 循这 条道 路去 推 进 中国文 化在新 时代新 形势 下 健 全地 向前 发

展
。

当前 我 国在 经 济 上 实行对 外开 放对 内搞 活 的政 策
,

理所 当然
,

在 文化 人 也应 该采 用 同

样 的政策
。

文化 上 的对 外 开放
,

就是 大胆 地 接受 吸 收外 国的优 良文化 , 对 内搞 活
,

就 是 真

正 地 做到 百家 争 鸣
、

百 花 齐 放
。

注 : � 清 初 李 培 就 此 书 辑 入 《灰 画 集》
,

序 中只 提 到 此 书 为 张文 升 所 蔽
,

不 著 撰 人 姓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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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精神可能优先活跃
,

使 中西 文化 生态 趋向平衡
。

成 中英 《 论 世 界哲学 之 中国 化与 中国哲学的 现代化》认

为
,

逻辑
、

知识
、

范畴
、

价值等方面
,

将 出现世界哲学 中国化
,

而现象分析
、

本体思 考
、

理性批判
、

秩序

发 生等方面
,

将 出现中国哲 学世 界化
。

张广 达 《唐代 的 中外文化汇聚和 清末的 中西文 化 冲突 》认为
,

异 质

文化圈形成的文化两次来 中国
,

都产生深 远 的影 响
,

但以 后 情况大不 相同
。

大庭修 《 保留在 日本 文 化 中的

中国文 化特征 》 认为
,

中国文化与 日本文化具有亲缘关系
。

齐赫文斯基 《 俄国 和 苏联 的 中国 文 化 研究概

述 》 认为
,

俄国 和 苏联学 者一贯重 视 中国文化的 价值
。

在 会上
,

汤 一 介 《 关于 中国 文化发展问题 的 探讨 》
,

李学勤 《 对 古书的 反 思 》
,

肖趁父 《关于 对外开

放的 历史反思 》
,

陈俊 民 《中国 文化传统与 中国知识 分子理想人格 》 ,

金观 涛 《形式逻辑与文化模 式 》
,

刘再复
、

林岗 《 五四 时 期 文学对 民彭
‘

的 自我观照 》
,

胡绳武
、

程为坤 《 民初社会风 尚的 演变 》
,

龚书铎

《论近代中国文化 》
,

王尧 《吐 番的 口 卜》
,

庞 纬 《 从获 诗看中国 传统社会的 价值观 》
,

姜义华 《 中国国 民

性 问题 析 论 》
,

来 新夏 《清代前期的 图 书事业 》
,

庄锡昌 译 注 的 《 西 方的 文化对中国的 影响 》 等
,

都使 代

表们很 感兴 趣
。

这次会议议程 紧凑
,

自由讨论气氛热烈
,

会外 交流 活跃
,

受到与 会 者普遍好 评
。

( 龙 柏 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