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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文化反思
·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的反思 下

白 奚

缺乏 平等观念
,

也是 , , 司传统 义化的
。

个 改人缺陷
。

这 叭所谓
’

’’等观念
,

是以近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观念和制度为参照系而 占的
。

在等级森严

的 , , 囚古代社会中
、

子找完整的
、

现代意义的 平等观念
,

当然是不 可能的
。

但这是不是 说古代

就只能有等级观念
,

而不可能产生布时 相对的
’

’等观念呢 恐怕也不是
。

在西方古代
,

同样

是封建等级制度 下
,

等级观念的内容就 ‘ 古代
, , 闷有所不同

。

仁
‘ ,就包含

一

定的 平等观念
,

这

是中四方文化的又一羌异
。

可见
,

等级制的干会 , ’ 卜非不 可能产生 定的 平等观念
。

中国传

统文化中缺乏 平等观念
,

是山 , , 司古代社会的特殊性决定的
。

从社会结构 上看
,

古代中 闷在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 川家时
,

保留 以 血缘关系为

纽带的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
,

从而形成 厂古代中 回社会所特有的宗法等级制度
。 ‘ , 国古代许

多不同 古代西方的观念和制度
,

都可以在宗法制度中找到其最初的根源和成因
。

宗法制由

氏族社会的父系家 长制演化而来
,

罕 叮周发展成址完备鼓典型的形态
。

西周统治者按照父系

氏族的血缘嫡庶之分建 ’’厂天子和诸侯的做袭继统制度
,

以实现 工〔土地和权力的分配 与传承
,

从而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确 认 厂各级 贵族间宝塔式的君 牡隶属关系
。

在宗法制的社会 , ’,

人们

生来就是不 平等的
。

根据同 仁地 与权力所有者在血缘 卜的嫡庶
、

长幼
、

远近
、

亲疏
,

每个人

在他出生之 起就确 ’’厂他在社会 卜作卑 卜 卜的等级地位
,

仁日
‘ ·

生都必须遵守和维护而不

得逾越
。

为 维护这种 飞卜等级秩序
,

西周统治者制定
·

系列的社会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
,

这就是周礼
。

宗法制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把家和 闷联系在 一起
,

通过家族的政治化和国家的

家族化的过程
,

家族成 厂川家的缩影
,

国家则成 厂家族的扩大
,

实现 父子之问的宗法关系
‘ 君巨之 的政治关系的合

· 。

这就是中 司特有的
“

家国同构 ” 的社会政治结构
。

这种社会

结构的
一

个从本特征是君权 至 和父权 至
,

具体表现 为君 二专制和家长 制
。

在道德原则
,

便是要求无条件的忠 ‘ 孝
,

即对才日二和家长的无条件服从
。

到 厂存秋战囚时代
,

以世卿

世禄为具体表现的宗法制遭到
一

严乖破坏
,

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制的政治结构
。

但是宗法制并

没有消失
,

它仍然作为官僚制的社会地础
,

在家族关系的范围内 “ 泛地存在
,

贯穿 户 , 川封

建社会的始终
。

故皇帝以
“

万民之父
”

自居
,

人民则自称
“

子民 ” 。

在这种新形式的家国同构

的社会‘卜
,

父子之道就是君臣之 义
。

几如 《孝经 》所表述的
“ 以孝事打则忠

” 、 “

君子之事亲

孝
,

故忠可移 壮 ” 。

叭叮见
,

同
·

个道德原则
,

用
飞
才牛臣关系便是忠

,

用于父子关系便是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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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 对
,

卜囚传统文化的缺陷的反思 卜

忠孝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君父
,

这就清楚地标示 厂君臣之间和父子之间的不平

等关系
。

找子对君父只有责任和义务
,

没有任何权利 可言
。

这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有明显的

不同
。

在西方
,

君臣之问和父子之 是
。

种法律 卜的关系
。

双方在法律而前是平等的
,

臣子

对
几

才犷父不是单向的服从关系
,

而是既有责任义务又有权利
。

君 廷之问是
·

种并不十分牢固

的契约关系
。

契约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

既然 可以缔结
,

就是可以解除的 ⑩ 。

可见
,

同样是封建

等级制
,

山 社会结构的差异性
,

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就包含有
一

定的平等观念
。

而在中国
,

这

样的
“

’’等观念从
一

开始便是 与宗法制的基本精神不相容的
。

中国古代社会缺乏产生
‘

’等观念

的 卜壤
。

在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特点进行 厂以 」。 顾之后
,

我们再来讨论中国古代的

学术思想同 卜国传统文化的这
·

缺陷之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

濡家学说 自创 沉伊始
,

就致力 于维护等级之礼
。

古者
“

名位不 司
,

礼亦异数
’,咖 ,

礼的作

川是
“

别异
” 、 “

辨异
” ,

即撇示 尊卑 卜 卜贵贱的分别
,

以维护社会的等级之序
。

孔子生当
“

礼

崩乐坏
”

之世
,

维护等级之礼
,

使丰会恢复他理想
,

「‘的有序状态
,

是他为学的宗旨和终生奋
一

牛的 日标
。

当 讨天 下大乱
,

人们不再按照 自己的社会地位选用相应的礼
,

如三桓为辟雍
、

八

价
,

管仲树塞门
、

反站
,

孔子 认为都是贱用贵礼
、

卑用 尊礼的非礼行为而不能容忍
, “

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
’,

是他理想的社会秩序
。

孟子 力辨大人小人之 笋和劳心劳力之别
,

视为
“

天 卜之

通 义
’, 卿 。

荀子亦 云 “

贱事贵
,

不 肖事贤
,

是天 卜之通 义
。 ’

咖 丁见在孺家看来
,

人天生就是不

平等的
,

贵贱 几 卜的分野是天经地 义的
。

这种天生的不 平等
,

不仅农现为社会 几的贵贱 , 卜
,

而 队表现为家族 ‘卜的亲疏
、

尊卑
、

长幼
。

从社会生活到家族生活
,

每个人都各安其位而不逾

越
,

便是孺家的理想社会
。

因 孺家
一

卜常垂视名分
,

孔子于 “
必也 下名 乎

” , 吻苟子
“ 人道

莫不有辨
,

辨莫大于分
,

分莫大 礼
’

咖
,

而礼的作少就是
“

使有贫富贵贱之等
’,卿 。

孺家强调 尊卑有别
,

张
“

礼不 下庶人
,

刑不 卜人夫
’,铆 , “

由 以 「则必以礼乐 竹之
,

众

庶 ’’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 ’,

叭叮见
,

孺家维护 贵族的特权
,

法律在他们只是 贵族统治人民的 二

要
。

法家的 仁张 与此不同
,

他们提出
“

法不阿贵
’, 卿 , “

刑无等级
’, ⑩ ,

仁张
“

刑过不避大臣
,

赏

淬不遗匹夫
。 ’, 助不少学者把这些看成是法家的

‘ 乙等观
,

是在法律而前人人 平等的精神
。

这是值

得 商榷的
。

事实
,

法家思想 与近代西方的 自然法有质的不卜
,

不能等缺齐观
。

应当承认
,

法

家 卜张法律的普遍效川
,

强调贵族也不能置身 法律之外
,

比起孺家确有 定的进步 性
。

似

我们应该看到
,

法家同孺家
·

样
,

琴学 说亦以维护等级秩序为日的
,

只不过他们对社会秩序

的看法和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方法 ’了孺家不同而已
。

我们也不应忘 记
,

法家是绝对君权的倡

导者和维护者
。

他们的所有主张都是 绕若加强社主集权专制展开的
。

在这 点 匕 土张君

权相对性的儒家思想倒是更有进步性
。

法家
‘

分弧调贵贱 卜 的等级差别
,

只是反对山」这

些等级差别妨碍法律的施行
。

中 可古代的法律是等级之法
,

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
,

始终承 认

并维护某 一些 人在法律 的特权
。

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建 立在不 平等的前提之 卜的
。

法家弧

调的不过是既定的法律在实施中应
·

视同仁 而已
。

法家 与儒家的对 立
,

并不在于是否 三张
’人

等
,

而是在 礼治 人治
、

德治 还是法治
。

况 日中国古代的法律只具有 冈与罚的意 义
,

只

是规定人们不许做什么
,

而不规定人们享有何种权利
。

这同 子二要规定
“

公民
”

行为的
,

具有
一

上义
、 ’犬等

、

自山内涵的近代西方的自然法是有本质不同的
。

在先秦
,

唯 具有
‘

「等观念的是墨家
。

服家丛不反对等级之礼
,

但他们的许多 张推论

起来却足以 与礼相悖
,

导致朴素的平等思想
。

司 马谈说堪家
“

教丧礼
,

必以此为万民之率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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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 对件, 司传统文化的缺陷的反 思 卜

天 卜法若此
,

则尊卑无别矣
。 ’, 姗班固也说果家

“

因以 作礼 推兼爱之意
,

盯不知别亲疏
。 ’,旬 二

表明 厂墨家具有 一定的
‘

「等观念
。

如前所论
,

平等观念是 ’ 宗法制难以相容的
。

宗法制 卜要

在社会的土层阶级起作用
,

墨家学派的人物大多出身 于社会 下层
,

因而只有他们才能提出

定的平等思想
。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

墨家思想与居 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
,

为以宗法

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所不容
,

最终归 绝火
。

关 攀学的 , ,绝
,

张岱年先生钟形象地 比喻为

中国文化体系的
“ 一条腿

”
残缺

。

翠学代表着中 川古代文化发展的另
。

个 可能的方向
。

由

于墨学的中绝
,

它所独具的平等观念没能成为中 可传统 文化中的
·

个构成囚素
。

这是 卜分 可

惜的
。

到 汉代
,

翠家思想基本绝迹
,

法家思想也日 亡秦之故而无人敢 公开提倡
,

儒家思

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 了独尊的地位
。

儒家的等级观念被浓缩为
“ 几纲 ” ,

贯彻
几

社会生活的

主要方面
,

臣对君
、

子对父
、

妻对夫的服从附属关系被神毛化
、

绝对化
、

水恒化
。

后 县乍

有
“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

和
“

天 卜无不是的才 ” 的极端说法
,

成 地道的
“
奴隶之道德 ”

陈

独秀语
。

汉以后的濡家对诸家思想均有吸收
,

在政治理 论 卜较 多地吸收了法家思想
,

因而历

代统治者表而 虽是独尊儒术
,

事实 卜本行的却是擂法结合
,

阳孺阴法
。

但是
,

后 做濡家从

法家中择取的仅是君 书 专制
、

强化君权和阴谋权 诈等理 论
,

却抛弃 厂先秦法家思想‘
卜关 厂法

不阿贵的积极 内容
。

同时
,

后 世中国的法律是在孺家思想指浮 卜制元的
、

渗透 厂道德精神的

法律
。

而
,

濡法两家的联 朴
,

使得 专制 三义和等级制度不断地得到强化
,

平等观念遂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空自
。

当然
,

这并不是 说中 礴传统 文化 , ,没有任何形式的 平等观念
,

庞朴

先生曾说
“

在中国传统 文化里
,

唯
一

的平等观念
,

就是人人在道德而前平等
。 ’,帅 讲在道德 阿

前人人平等的莫过 于孟子的
“

天爵
” “

良贵
”

说
。

孟子认为
, “

良贵
”

和
“
天爵

”
是人 与生俱

来的
、

他人无法否定和剥夺的道德意识
,

发扬这种固有的道德意识
,

每个人就都 以成为尧

舜那样的圣人
。

后来的苟子
、

三阳明等都有类似的提法
。

但孟子只讲精神方 盯的道德和人格

的 平等
,

而不讲实质性的政治
、

法律和经济 卜的权利平等
。 ,

冬, 国古代从未有人公开地讲个人

权利
,

因而没有真正意义的平等观
。

四

我们这 肚讨论的 平等观念
,

有着很宽的涵 盖而
。

从
’ ‘

义 几看
,

它制约肴共版决定 户 ,国

传统文化的
·

此其他特质和方而
。

山 缺乏
‘

’等观念
, ,

川呵传统 文化 ‘ ,也囚之缺乏 厂民 拼专

统
、

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
。

这都是此密切相关的问题
, ,丁以看作同

·

问题的不同方而
。

民 卜的含义即人民当家做 二
,

做社会和 呵家的 卜
。

民 三是建 众在
’

’等的前提之下的
,

没

有平等就谈不 民 卜
。

在‘川鲜古代
,

人 民大众不但不是 呵家和社会的 卜人
,

县至也做不 厂自

己的 卜
。

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 户卜
。

中 以古代只有
“

君为民 卜
”

和
“

官为民 卜
” ,

老
‘

妇二有

厂冤川
,

只能是盼望遇 卜个清官来为自己做 卜
。

在这样的 呵度 叭
,

不 ,丁能产生民 二思想
,

址

多也只能有
·

些
“
民本

”
思想

。

中 司古代的民本思想常见的表述为
“

民为邦本
” ,

在才 仁专制

的制度 卜
,

这无疑是难得的进步思想
。

但是
,

民本思想毕竟是站在统治者的 认场 二,

从统治

者的长远利益出发
,

对统治者和人民大众之间舟 ‘ 水的关系达成的
一

种较为明铆的认识
。 ‘

自

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

归根到底仍是 种统治术
。

人 民大众是被动的
,

方
, ’了近代意义 上

的人民大众 三动参 ‘ 国家管理的民 思想有木质的区别
。

张岱年先生钟说
“ , ,囚传统 义化址

没有明确的民 毛理论
,

似是有民本思想
。

若把民本思想加以提高
、

就是民 二厂
。 ’

嘟问题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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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奚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的反思 卜

才能提高
,

提到多高
,

有没有可能提高
。 ,

故子所谓
“

民贵君轻
”

不可谓不高
,

在君主专制的

政治制度 卜
,

可以 说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

但无论如何也不是要求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
,

不是

要求人民大众与政权所有者平起平坐
,

更没有也不 可能颠倒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

然而
,

就

连这样的民本思想也屡为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忍
。

难道我们还 可以企望它 再
“
加以提高

” ,

实现某种突破吗

在前而讨论平等观念时
,

我们已经涉及到权利意识的问题 了
。

在中网古代的社会生活中
,

人们只有责任和义务
, 「可与权利无缘

。

这
·

点
,

只有君 上才能例外
。

在封建大
一

统的君主 专

制制度确 立后
,

实际上就只有皇帝
一

人才有权利可言了
。

《诗经
·

小雅
·

北山 》所说的
“

溥天

之 莫非王 上
,

率土之滨莫非 「随
” ,

正是这
一

事实的准确概括
。

它事实土贯穿 了中国古代社

会始终
。

考察
“ 臣 ”

字的本义
,

最初只有奴隶 与役使二义
。

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
,

始终带有

主子 与奴刁
‘

的性质和色彩
。

即使是那些势焰熏天的人物
,

他们管理 ‘属和治理 ’姓的权力也

都是君 主暂时赋 予的
,

随时都有被收回的 、叮能
。

闷而朝为朝中相
,

夕为阶 卜囚的情况是完全

正常的
。

中国封建官吏的权力无论多大
,

都是不能与近代意义的民主权利同 日而语的
。

至于

人民大众
,

甚至连生存的条件都常常得不到保障
,

压根就不会萌生任何权利意识
。

在中国古

代
,

劳动人民只要能填饱肚子就不会挺而走险
。

厉史 的农民起义
,

都是在活不 下去的情况

卜发生的
。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

刁能产生中国特有的隐上者流
。

道家学说是隐士思想

的哲学基础
,

有较强的个人意识
。

对于统治者来说
,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从来就是
·

股

逆流
。

他们采取逃避现实和冷漠的不合作态度
,

隐居山林
,

逍遥 自得
。

但是他们迫求的只能

是精神 几的 白由
,

保有的只能是思想的权利
。

精神 卜的逍遥和思想 卜的自由在现实的天平上

是没有斤两的
。

它最多只能是曲折地反映 厂人们萌芽状态的权利意识
,

寄托着人们对个人权

利的朦胧的向率
。

道家思想在汉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被 统儒家思想所压制
,

只是在

失意文人中有 一定市场
,

这正从一个侧面证实 厂卜 ,国传统文化中平等权利意识的缺如
。

张岱

年先生曾指出
“

关
一 “

人 与人的关系
,

中国传统贡
‘

人伦
’ ,

西方传统 尤其是近代 讯
‘

人

权
’ 。

人伦观念强调人 与人之间应尽的义务 人权观念强调个人应该享有自己的权利
。 ’

响在中

国古代
,

人们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
,

没有真止的平等观念
,

从 也没有建立在 平等观念基础

之 卜的权利意识
。

在中国古代
,

法律最初只是贵族阶级的秘藏
。

所谓
“
先 二议事以制

,

不 为刑辟
’,

是也
。

直

到春秋时期
,

通过子产铸刑 书
、

释铸刑鼎等事件
,

法律才山秘密转向公开
。

法律的公开使贵

族处 于不利的地位
,

从
一开始就受到贵族的抵制

。

濡家学说创立伊始
,

正值法治主义抬头并

逐渐得势之时
,

孔子的态度是明朗的
,

晋国将范丫〔子所为刑 书铸为刑鼎
,

孔子讥之云
“

晋其

亡 乎 失其度矣 ⋯⋯民在鼎矣
,

何以事贵
,

贵何业之守
’,帅 叮见

,

中国思想 史 的礼法之争自

孔子时便已少「启了
。

孔
、

孟
、

苟等人虽然并不绝对排斥法治
,

但在礼治与法治何者为 何者

为辅的问题上却是毫不含糊的
。

秦王朝的建立
,

标志着法家的胜利
,

秦王朝的速 亡
,

又宣告

厂法家的破产
。

汉以后
,

儒家独尊的地位得到确 认
,

同时儒法两家也开始 厂新形势下的合作
。

这种合作的结果是法律的儒家化
,

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役透 于法律之中
,

成为法律的

准则 司时
,

濡家关于纲常名分的伦理原则也借助法律的力量达到 厂制度化的目的
。

道德与

法律的混淆是
,

卜国传统文化的
‘

个 谊要特征
, , ,国古代不可谓没有法

,

但都是淹没于道德精

神之中的法
,

儒家伦理观念的过 占优势正是造成中囚传统文化法制观念淡薄缺如的 三要原

因
。

《韩非子
·

了仁蠢 》讲 厂
一

个故事
,

楚有直躬
,

告发其父窃 羊之与乌
。

从法律的 立场看
,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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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奚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的反思 卜

、

无 可非议的
,

应该受到鼓励
。

而同样
·

件事
,

孔子却有相反的看法
,

他说
“

普党之直者异于

是
,

父为子隐
,

子为父隐
,

直在其中矣
。 ’,

此足见儒家的伦理观念是与法制精神难以相容的
。

在濡家那里
,

伦理纲常之是非是高于法律之是非的
。

《礼记
·

王制 》所谓
“

凡听五刑之讼
,

必

原父子之情
,

立君臣之义以权之
。 ”

父子之情
、

君臣之 义成了法律的原则和标准
,

这 正是后世

法律之伦理精神的真实写照
。

同时
,

在中国古代
,

法律是甘主意志的体现
,

君 的意志就是

法
,

而巨是高于成文法之法
,

皇帝的每一个指令甚至每
·

句话
,

其效力都在法律之上
。

中 衅

古代的法律从来都是保护 贵族和官僚利益的
,

然而就连这样的法律也难以按原样实行
。

古代

的法律不可谓不详备
,

但中国从来就不是 个法治的国度
,

人治的力量远非法治所能相 比
,

权

力 般来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

这势必导致官僚机构的腐败
,

贪赃枉法
、

以权谋 私
、

毁坏

本已 卜分可怜的法律的现象为人们司空见惯
。

久而久之
,

人们对法律失去 信任感
,

权大 于

法遂为人们所默 认
。

可见
,

中国传统文化之缺乏法制观念
,

是有着深厚而久远的社会历史根

源的
。

封建时代的中国不具备产生法制观念的上壤
。

缺乏 平等观念以及建立在 平等观念之 上的民主传统
、

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
,

从意识形态

的角度肴
,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
,

也是‘ , 讨传统文化最重大的缺陷
。

同前面所论

列的科学精神和功利传统的缺乏相 比
,

它在 更大程度 卜维护 厂中国封建社会的 长期延续
,

也

吏多地 导致 了近代中国的腐败 与落后
。

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 立
,

从根本 铲除 厂等级观念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

昔 日的
“

牡

民
” 、 “

子民
”

成为新型的
“

公民
” ,

有了自己的合法权利 , 民 与法制的观念 日益深入人心
。

但这井不等 ”已经万 事大吉
、

无事叮做 了
·

事实“几 ,

传琳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 中

闲传统文化固有的这 缺陷草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
,

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

特权思想
、

长

官意志
、

行政管理 卜的家长作风至今仍很严敢
,

极易使人滋生人 与人是不 ’等的看法 官本

位 卜义
、

拜权主义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仍是 一种思维定势 取消个人崇拜和领导于部职务的终

身制还是不久以 前的事 法制不健全
,

有法不依
、

有法难依
、

滥用职权
、

权钱交易等腐败现

象仍很严重
,

使得人们心头权大 犷法的阴云难以驱散
,

致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缺乏足

够的信心和热心 人们不知道珍视 自己的民主权利
,

占好至有人把民上选举当儿戏 法制观念

淡薄
,

很多人不懂得用法律 手段保护 自己和维护 自己的 当权益 如此等等
。

这代固然不能

说个是传统文化造成的
,

但从民族 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层而 看
,

却很难否认其与传统文化

之间 干丝万缕的联系
。

我国的社会 义制度是在 平筑 民地半封建的残垣 仁建 立起来的
,

从传

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角度看
,

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到社会 二义民 卜进程和法制建设 几作的敢靛

险阻和任重道远
。

传统 与现代之间的联系是 不断的
,

否认或不愿承认两者之间的联系无异 掩耳盗铃
。

要

踢开传统搞现代化
,

无异 于建造空中楼阁
。

任何 个 民族和国家
,

其传统和现代之间都有肴

〔接的血缘关系
。

历 史和 文化悠久的民族 尤其是这样
。

文化是 民族的灵魂
,

中华民族之所以

能够永 屯 世界伟大 民族之林
,

就在于她有着吕明的 义化
。 , ,国传统 文化以 几特有的魅力令

世界瞩 目
。

其品格 ‘ 力量也越来越被 些发达 家的有识之 」所分 靛
,

被认为有助 弥补 二

业社会的精神空虚
,

有助于医治经济发达囚家的社会顽症
。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
,

使

之成为未来全球文化的靛要组成部分
,

已成为
·

个 比界性的课题和不可逆转的潮流
。

作为理

论和教育 「作者
,

投身
飞

这项宏大的文化 「程
,

是时代赋 护我们的职责
。

同时
,

我们对待 自

己的传统文化
,

也理应比西方的汉学家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
。

传统文化是瑕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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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
,

抛弃传统文化是不 ,丁能的
,

不加鉴别地照搬也是有害的
。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

研究传统文化的缺陷与弊端
,

去芜存著
,

扬长避短
,

使之适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才是科学

的
、

负责任的态度
。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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