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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者按：　　《春秋》既贤鲁隐之让国，又讥宋宣之传弟，而发&ldquo;大居正&rdquo;之论，皆
以明正统之义焉。
盖正统者，嫡嗣之谓也。
一家有一家之正统，一族有一族之正统，一国有一国之正统，至于王朝之更迭，天命之流转，亦莫不
有正统焉。
礼曰：&ldquo;正体于上，又将有所传重也。
&rdquo;盖以族群之系于一身，此古人所以重正统也。
　　盖自一家言之，世世嫡长子，自为正统，其余则庶弟也。
自一族言之，或大宗，或小宗，皆为正统，其余终流为疏孽族属而已。
自一国言之，母贵则子贵，世子承嫡为正统，余子纵得民心，犹不免于篡诛也。
若乎寰宇之内，自黄帝有天下，后世之帝王，无论征伐或禅让，莫不为黄帝之裔胄，是以且不论元魏
之肇基，至于蒙元、满清之混一宇内，然其于正统之名，犹有间焉。
是以明祖、孙文得假攘夷之大义，终成革命嬗替之功矣。
　　政治之正统如此，至于文化，亦有正统之义焉。
《春秋》许齐桓、晋文之攘夷，盖欲全吾华夏民族之正统政治也，至其备七等之科，进楚庄曰楚子，
退中国为新夷狄，则取文化正统之义焉。
《春秋》痛臣弑君、子弑父之祸，又责君之无恩于臣、杀臣子母弟之忍，凡所以明忠孝仁义之旨也。
是以忠孝仁义者，吾华夏文化之正统也。
《春秋》于中国之不能忠孝仁义者，径贬之曰夷，其间有夷狄能忠孝仁义者，则进之曰夏。
若是，嬴秦虽能蹶六国，一天下，汉人犹视之为闰统，盖以秦偏任法制，不务忠孝仁义之道故也。
　　是以就一国一朝而论，其正统性有二：其一，汉人为主体之政权，此以血脉之绍绪而为正统，则
东晋、南宋虽居偏安之实，犹不失正统之名。
其二，华夏数千年主流价值，即忠孝仁义，此为文化之正统，是以嬴秦、满清虽有族类之异，然二者
治安之久暂，良不因文化有以致之耶？
是以正统当兼有二义：即政治正统与文化正统。
前者为民族主义，盖断不容异族之主宰中国也；后者则为普遍主义，诚以华夏数千年之高远理想，当
惠及人类也。
二者不可阙一，否则，正统性不免有阙失，未为真正之正统矣。
　　至于今日之中国，其情形或稍异于古。
盖《春秋》于其始也，据周、鲁、齐、晋、宋、卫、郑为中国，以捍御夷狄，其终则进楚、秦、吴为
中国，乃不复远近大小之分，廪廪然驯至大同矣。
若吾旧日之中国，地跨九州五服，有五十六民族之众，今则熔为一炉矣，而名之为中华民族，是以今
则不得据旧日夷夏之判分，须视五十六民族为诸夏，甚至以为中国矣。
中国之为中国，非汉人一族之谓也，凡居于此土之中华民族，莫非中国之一分子。
古人素视夷狄为&ldquo;化外&rdquo;之民，至其被至于忠孝仁义之化中，则不复摈之，而进为诸夏矣
。
据此义而论，异日吾中国将视整个儒家文化圈为诸夏，至于奉自由、民主、平等之说者，真夷狄也。
故就广义而辨夷夏，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东亚为诸夏，而绌欧美为夷狄矣。
　　今之异于古者，尚有一义。
吾国尊西洋之马克思主义为圣经，奉西洋之民主、自由、平等诸说为普世价值，崇洋若此，大
悖&ldquo;新中国&rdquo;应有之义也。
吾党素以&ldquo;新中国&rdquo;自矜，而黜晚清与民国为&ldquo;旧中国&rdquo;，彼时诚外有列强环伺
，内则分崩离析，虽有中国之名，而无中国之实，焉得视为&ldquo;旧中国&rdquo;哉！
盖&ldquo;旧中国&rdquo;者，唯晚清以前之中国得居之。
其时天朝为世界之中心，忠孝仁义之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是乃得名为&ldquo;中国&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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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ldquo;旧中国&rdquo;之义也。
据此义而论，今之美国，真&ldquo;中国&rdquo;也。
是以今日中国欲真正成为中国，即新中国，非国强民富之谓也。
异日吾数千年列圣相传之道，即忠孝仁义之价值，能再度成为普世价值，如是方为&ldquo;新中
国&rdquo;。
是以今当效法孙文晚年之认祖归宗，视&ldquo;三民主义&rdquo;为孔孟道统之传，而尊儒家经典为圣
经，奉忠孝仁义之说为普世价值。
设能若是，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失政治之正统，亦为文化之正统，诚为真正合法之天朝政权。
虽然，马克思主义有取天下之功，诚不容讳焉。
自古以来，革命皆&ldquo;马上&rdquo;得天下，则先贤之&ldquo;上马&rdquo;，良有以也。
今当治天下之时，则须&ldquo;下马&rdquo;矣，而不得不遵用儒术也。
如此，马上马下，各成其功，两不相妨，又何必自疑焉。
　　至于学术之正统，斯道统之谓也。
《尚书&middot;洪范》云：&ldquo;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
&rdquo;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迄于孔、孟，古之列王列圣也，其所行所明之道，自天子
以至于庶人，皆当凛遵不违。
凡不由此道者，斯异端而已。
春秋之时，孔子诛少正卯，孟子拒扬墨，其后有宋儒辟佛老，莫不为道之干城，而以辟异端为己任焉
，今之右儒者当有此意识。
盖辟异端之旨，不过在确立吾华夏文明数千年文化之主体性而已。
虽然，西学自不妨研究，然其目的不过取以佑护吾国吾民吾学而已。
盖西学犹田间之杂草，当时时锄之，方能化为肥料，真正为吾所用矣。
若让其自由生长，斯为正苗之害而已。
吾儒之辟异端，其精义正在于此。
唯经此辟异端之必要步骤，从而真正确立中国自身之道统或学统，方能以广博之心胸，海纳百川之姿
态，于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皆兼收并蓄之。
至是，不同文化间方能有真正之对话与交流。
否则，诚不免于门户胶柱之偏，或失于邯郸学步之浅，皆非是也。
　　本书收录六篇专题文章，或从政治，或从学术，讨论古往今来之正统问题。
其间虽或不免有私见之嫌，然非好学深思者不能得此，读者良当自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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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完全的正统性，政治上的统治性、文化上的正当性，二者缺一不可。

　　封建时代的古中国，讲求世子承袭、血脉正统，使得“攘夷”成为此后数代汉族政权抵御外族入
侵时的经典口号。
是以自齐桓公举“尊王攘夷”的大旗，确立周王室的权威正统，至满清入关多年，仍被斥为夷。
然华夏亦以文化同一为正宗，有夷狄能忠孝仁义者，则进之曰夏，是以上述满清虽曾被视为夷，但因
其能被教化而行华夏文化之精髓，终得政权统治之久安。
家国天下，忠孝仁义，是为正统之精义。

　　自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寰宇取代古之黄帝天下，在抵御列强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及具
备真正民族国家含义的新“中国”逐步形成，五十六个民族亦成“一家”，之前的“夷夏”之别不复
存在。
然而在世界而言，论及普世价值必称西式的民主、自由、平等，从此意义上说，“新中国”亟需重建
自身的文化话语，在政治正统之外，亦以文化正统立于全球。

　　本辑即收录专题文章及相关典籍，探讨“中国”正统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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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亦，湖南新化人，复旦大学政治学学士（1987—1991），中国哲学的硕士、博士（1994—2000）
。
2000年起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目前主要从事经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并且致力于探讨
经学与现代中国思想之兴起的关系，以及未来中国道路的构建等问题。
著有《本体与工夫——湖湘学派研究》《礼记导读》《宋明理学》，先后主编《经学、政治与现代中
国》《中国社会思想史读本》《复旦社会学论坛》等，并有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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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　　&mdash;&mdash;我们是否仍处于经学时代？
　　谢遐龄?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　　马克思主义要扎根中国社会，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它的中国化问题，二是它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通连问题。
前者扎根民众，后者扎根传统。
中国化问题虽已经解决，不过还在继续深化中。
第二个问题有一定难处，因为有&ldquo;两个彻底决裂&rdquo;之说起着阻隔作用。
不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已经得到官方宣布，&ldquo;毛泽东
思想第四个来源是中国古代文献&rdquo;，此话虽出自林彪之口，然林彪废，此话却未废。
改革开放以来，&ldquo;实事求是&rdquo;、&ldquo;小康&rdquo;、&ldquo;与时俱进&rdquo;、&ldquo;和
谐社会&rdquo;等标志性理论在用词上明确显示与传统文化关联。
国家已经在全球各处广建孔子学院。
虽然儒学课程不多，但所奉之名却是孔子。
看来，时机成熟便可宣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思想。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通连的问题，实质上也属于中国化问题。
文化传统是活的，而且是活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因而扎根民众与扎根传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这就是说，作为实践，本无须多说，因为事情一直在开展、进行之中。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上怎样阐明。
国家规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如果能阐明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体现，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文化传统的通连就得到一个重要论据。
冯友兰先生主张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经学两大时代。
如果当今时代仍然属于经学时代，这一论据就能成立。
　　一、经学时代　　经学一词初义或可解为研究典籍之学，但自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学之后的演变，
经学成为官方确认的国家意识形态，用以统一人民群众的思想，这个词就有了特定含义。
　　众所周知，先秦称作百家争鸣时期是因为学派众多，号称诸子百家。
当时各学派地位平等。
这里所谓平等，其实出于多各有依靠，有点儿类似今日马列主义在中国、基督教自由派在美国，印度
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各在所在国占主导地位，在世界上却是平等的。
从全世界角度看，目前也可看作诸子百家争鸣状况。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学，意思是从诸子中拔出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
董仲舒答汉武帝册问曰：&ldquo;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上亡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竝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
可明，民知所从矣。
&rdquo;（《汉书&middot;董仲舒传》）相当于今天规定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指导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重大创举。
对这一事件，当今学者有褒有贬。
无论褒贬，在一点上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此举是当时事势之必然。
古代中国社会是众多家族的联合体，一旦形成统一理念，统一势不可挡，不得不寻求维护统一的路数
。
董仲舒提出的正是中国统一所必需的方案。
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用武力统一中国；而统一不能靠武力维护。
这个道理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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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维护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内在张力极大，极易破败，成本（用经济学家喜欢的说法）也高很多。
长远之道在精神。
文化是统一之坚实基础。
所以，董仲舒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为维护新帝国统一的需要提出的独尊儒学。
没有董仲舒，也会有另外的人提出类似的方案。
这里要声明一点，本文所说的必然，没有黑格尔的必然性意义，是势不可免的意思。
　　经学时代这一概念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
冯友兰先生在所著《中国哲学史》中把中国思想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段。
这一分期方法恰当地揭示了中国思想史的显著特征，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质。
冯先生所谓经学，不单指儒学，他把玄学、佛学都列在经学时代。
所以不要误解冯友兰先生的经学时代概念指儒学统治，而是指有主流思想的时代。
不过本文倒是要强调，尽管有的时候其他学说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儒学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冯先生的说法使经学时代概念有了较大的包容性和充分的开放性，使我们有可能把今天的情况也概括
进去。
　　这里还要指出的一点是：董仲舒的提议使得儒学有了宗教意味。
当然，这里所谓宗教与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唯灵论宗教是不同的概念。
是否能归为一类，都称之为宗教,是个应该继续研讨的问题。
既然现在一般都这样提，本文也就行个方便，省得还要大费口舌解释。
儒释道称作三教，属中国意义上的教，虽然与西方宗教不同，但还是有相近处。
康德讲得很清楚，分类，本来就是理性为统一零散经验的自发性活动。
董仲舒提议之后，儒教作为宗教，整合进中国文化中许多原先已有的元素。
比如祖先崇拜，是极其古老的民俗。
王族的祭祖活动与祭天、祭山川活动早在董仲舒前就已整合成一个系统。
把民间百姓的祭祖活动整合进来顺理成章，并无难处。
在董仲舒提出独尊儒学之前，这个整合过程已经完成了大半，董仲舒属顺势而为。
当然，要整合的元素很多，比如上至朝廷下达民间的种种礼仪。
整合工作主要是把各种已有元素组合起来、系统化并阐发其意义，与时俱进地创造新元素、吸收外来
元素。
这是个长期的逐步演进的过程。
　　这样的宗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
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可以是民间的。
董仲舒倡议的属国教，即由国家认可的、独尊的，因而须看作国教。
不过这里还须强调的是，儒教作为国教，与天主教之类有相当大的差异。
儒教确实有个系统，整合进多种元素，但不像天主教那么形状清晰，更不那么严格、组织严密，乃至
不少学者依组织程度较弱怀疑儒教是否算个宗教。
　　董仲舒的提议，使得中国思想史进入经学时代；这个经学时代意味着有国教的时代。
　　当然，本文这里关注的是经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不是其国教意义。
董仲舒的提议使得诸学派须区分为经学、子学两大类。
儒学本是诸子之一，现在提升为经学，明确地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或曰领导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其
他学派统称子学，表明它们的意识形态地位低于经学。
这里的要点不在指导思想为何，而在明确规定。
当代的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主导思想，而且相当鲜明。
不过没有以国家意志明确规定：没有写进宪法。
这里要说明：明确规定是形式条件，不是实质条件。
这就是说，指导思想的内容（实质）可以变动。
冯友兰先生就未拘儒学一种，玄学、佛学也置于经学之列。
而必须有指导思想（形式）则确定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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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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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谢遐龄、曾亦等撰文，以思想与文化视角探讨古今政治与文化的正统性，思考新的中国话语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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