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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近代进路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从$明夷待访录%&新民本'诉求说开去

冯天瑜

摘
!

要!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过发掘&封建'制的正面价值(批判专制制度(对

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这种诉求与西方式近代思想进程有某些相通之处)

说明人类的近代进路方向具有共通性(但具体线路则是网状而非单线的)

关键词!文明发展*近代诉求*$明夷待访录%

世界诸民族的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埋伏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思想

观念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进的规律之中)不过(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多歧(诸

民族近代转进的起始基点+发展线路又颇有差异)以明末清初哲人黄宗羲,

!&!"2!&31

-

所著$明夷待访录%&新民本'诉求为例!

(可以看出中西思想近代进路的异中之同与同中

之异)

一+人类文明的近代进路其方向是共通的(

具体线路是网状的而非单线的

!!

!&

+

!4

世纪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总量中国还明显领先-(双

方的一些地区都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期启蒙思潮滋生发芽)侯外庐+谢国

桢+萧?父+余英时等海内外学者都对此有所论说(揭示了中西近代化进路存在共通性)

笔者肯认这种诸文明的近代进路存在共通性的评判(但要特别指出(这种共通性是指方向

性的共通(而非指具体发展线路全然一致)事实上(

!&

+

!4

世纪的中国与西欧的前近代社

会又有着明显差异)一些学者从经济史角度分析过这种差异,中国&重农'(西欧&重商'*

中国封闭(西欧海外殖民+试图建立世界统一市场等等-(此不赘述(这里需要着重考察的

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欧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上的区别(这便是笔者在$&封建'考论%中申

述的"

!

前近代中国是一个皇权一统社会(实行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官

僚政治*前近代西欧是一个教会+国王+诸侯+市民四足鼎立的封建社会(实行以

领主经济为基础的分权的贵族政治)

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权力配置系统和社会构造方式)因其基点不一样(中西近代转型的

方向虽大体一致(其变迁线路却颇相差别)

且以中国近代早期政论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为例(来探究近代前夜先进中国人的政

!

"

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0""5

年)

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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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诉求(从中可以发现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进路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二+共通性题旨!谴责专制帝制

$明夷待访录%的中心题旨是谴责专制帝制(这与西方近代思潮遥相呼应(但二者当时并未交流(而

是各自独立生发)这正雄辩地说明人类社会近代走势存在共通性)

$明夷待访录%远袭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批判精神(对私有制+阶级社会确立后,即该书所谓&今之

君'时代-的专制君主及其下辖的各项制度给予总体性批判)这就使$明夷待访录%否定皇权专制具有普

遍性和彻底性(在若干重要领域超越传统民本主义(笔者将其称之&新民本')这种&新民本'(包含若干

近代性内涵(直逼民主主义(当然尚存在差距)

通观中国政治思想史(超越民本主义框架(与占统治地位的王权主义相对抗的理念(并非始于明清

之际(当然也不是发轫于$明夷待访录%(自秦汉以下早有向王权主义挑战的异端思想存在)这些异端思

想不同于批评暴君+期待&仁政'+&王道'的民本主义(而多以非君论+无君论现世(对专制君权痛加谴责(

全盘否定)$明夷待访录%显然采摘了这些异端思想的观点和语言)如$明夷待访录%对专制君主发起总

攻击(首先立论于对&君权天授'说的否定(而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对此早有论及(仲氏指出(君主得国不过

是&伪假天威'(实际靠的是强力
,$昌言!理乱%(载$后汉书%卷

$3

$仲长统传%-

)$明夷待访录%抨击君主虐民+残

民(其愤激+尖锐的措辞用语(与两晋的阮籍+鲍敬言如出一辙
,阮籍!$大人先生传%(葛洪!$抱朴子!诘鲍%-

)

$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思想有因有革(对中古异端既采借又扬弃(在此基础上(开展政治领域

清理旧地基(树立新建筑两方面的工作)就清理旧地基而言($明夷待访录%可谓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对

专制君主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彻底性+整体性的词情并茂的批判(与欧洲
!%

世纪启蒙大师抨击封建专制

君主制度的论述相比(也毫不逊色)就树立新建筑而言($明夷待访录%也不乏建设性创见(如以传贤代

世袭论+君臣同事论+学校议政以监督朝廷论+工商皆本论等等)虽已非常接近近代政治理念(然而却新

旧观念纠缠)其中详细论列的施政举措(如郡县学官+郡县公议
,$明夷待访录!学校%-

(科举之法+荐举之

法+太学之法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重定天下之赋+屯田之行
,$明夷待访录!田制二%-

(兵民合一+文武并

重
,$明夷待访录!兵制二%-

(金银易钞
,$明夷待访录!财计一%-

等等(固然较为坐实(并且对时政不乏参考价

值(却少有超出传统的近代性)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描绘的可操作的近

代政治蓝图不可同日而语)

$明夷待访录%的这种性状(真实反映了中古晚期的中国初级启蒙思想的特征)$明夷待访录%在&破

旧'与&立新'两方面的努力(反映了
!4

世纪中叶中国政治哲学所能达到的时代极限)在&破旧'方面(它

基本上完成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此后(以词锋锐利著称的
!4

世纪末叶唐甄的$潜书%(

!3

世纪初

叶龚自珍的$明良论%$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等清算专制主义的论著(以及冯桂芬
!%&!

年的

$校庐抗议%+郑观应
!%41

年的$易言%+王韬
!3

世纪
%"

年代的$

!

园文录外编%+康有为和梁启超
!3

世

纪
3"

年代的政论(均有此印象)在&立新'方面(由于它还保留着若干&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

这样的陈旧论调(仅仅其表述方式可以体现立新的取向(而若干观点所指示的方向(隐约与近代政治大

体一致)

三+&封建'有益思想学术创发论

古今思想者品评&封建'的长短得失(多从政治架构着眼(尤其从&分治#统合'这两种政制给国家治

理带来的利弊加以判断(这可以称之政治视角的封建论)也有哲人议论&封建'(眼光投向思想文化领

域(清人袁枚在这方面另辟蹊径)他指出(封建制政治的多元特征(使各类人才均得生存空间(诸种思想

均得拓展天地)他以孔子为例(认为圣人不可能在思想大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抒展(诸种

思想学说的光大传播(得益于晚周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袁枚这样论及孔子!

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

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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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促于一邦(姓氏湮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

,袁枚!$再书封建论后%(载

$小仓山房文集%卷
0!

-

此乃精彩的文化视角的封建论)清末以下(不乏持袁枚这等识见者)近人戴季陶说!

周之制度(封建制度也""中国文明之发达(至于周已阅千有余年矣)然发达之最盛者(

则为周)周以后则浸微矣)汉之学术(多为穿凿)唐之学术(多为铺张)宋之学术(多为空迂

""而周代文明所以发达如彼之甚者(则以中央无专横之政(地方之0有1自由之权)竞争盛而

进步亦速""故孔孟与乎诸子百家(所以先后皆产生于是时者(非孔孟与诸子百家有天生之聪

明""时代之产物也)

!

应当指出的是(戴季陶并非封建制的推崇者(但他认识到&封建'虽不利于国家统一(却为思想学术的自

由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戴氏指出!&封建非良制度也'(然因其分权(&实有足助社会文化个人身

心之发达者')反之(中央集权制度&于社会文化个人身心之发达实多阻碍'

"

)戴氏的结论为!&是故中

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

#

'哲学史家冯友兰持见与袁枚+戴季陶略

同)对于上古封建时代学术繁荣的原因(冯友兰引述古典加以解释###$汉书.艺文志%&时君世主(好

恶殊方'*$庄子.天下篇%&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冯氏进而概括道!

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因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为当

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

$

冯氏指出(秦汉以下专制一统(&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同上-)袁枚+戴季陶+冯友兰之

议(陈述了封建制度的分权形势有利于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情形(这可以找到许多历史实例)如战国时

的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孟子!滕文公下%-

)先秦其他诸子(也都只能在封建

制提供的多元+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滋生发展(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

%

)

战国涌现&九流'+&十家'(而且各家内部又有分野(韩非子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诸派别各从不同的

学术立场出发(提出异彩纷呈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乃至各种宇宙观+人生论(呈现&处士横议'的格局
,$孟

子!滕文公下%-

)而舆论一律的秦汉+实行文字狱的明清(断无绚烂多姿的百家之学的生成环境)以汉代

为例(武帝削夺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时(逮捕二王的宾客党羽(牵连致死数万人)与此同时(朝廷兴

太学+举孝廉(&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汉书%卷
&1

$东方朔传%-

(文士只能歌功

颂德(&润色鸿业'(封建时代那种&诸侯异政(百家异说'

,$荀子!解蔽%-

的众家竞鸣格局不复存在)袁枚+

戴季陶从文化史角度肯认&封建'之&分'导致的学术多元发展(自有一番道理)

封建制提供了思想学术较为宽松的运行空间(以$孟子%书为例(有&不仁哉梁惠王'之批评(有&民之

憔悴于虐政'的呼喊(更有猛烈抨击暴君+发扬&民贵君轻'的言论(这些谠论只能在政治多元的封建时代

得以张扬(而在专制一统时代(则为集权君主所不喜甚至仇视(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令人删节$孟子%书中

阐发民本思想的多个条目(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卷
!

称!&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命修$孟子节文%(凡

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君为轻之类(皆删去)'

容肇祖$明太祖的2孟子节文3%详述洪武二十七年刊$孟子节文%所删
%1

条(将其归纳为!&尊民抑君

之禁止也'(&人民批评统治阶级之禁止也'(&人民批评政治之禁止也'(&人民反对苛敛之禁止也'(&反对

内战之论禁止也'(&谴责官僚政治之禁止也'(&败坏善良风俗(当由君主负责之说之禁止也'(&抨击虚

伪(亦在不能许可之列矣'

&

)黄宗羲+顾炎武+袁枚+冯桂芬+俞樾等学人发掘&封建'的正面价值(是中

国式的近代性诉求(然其内质与普世的近代性方向并无二致)

.

4

.

!

"

#

$

%

&

$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33"

年(第
4&1

'

4&&

页)

$戴季陶集%(第
4&&

页)

$戴季陶集%(第
4&&

页)

冯友兰!$中国古代哲学之政治社会的背景%(载$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3%$

年)

孙诒让!$墨子后语上.墨子传略%(载$墨子间诂%(上海书店出版社
!3%&

年(第
$"

页)

见容肇祖$明太祖的2孟子节文3%(载$读书与出版%第二卷第四期(上海生活书店
!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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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夷待访录%等早期启蒙杰作的近代指示功能

近代政治理念认为公民有权议政并监督政府(保障公民权利是政治的基本点)$明夷待访录%力倡

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又强调&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原臣%-

)其趣旨

也与近代政治庶几相当)

近代政治使&臣民意识'转向&公民意识'(使社会关系从&身分'演为&契约'(变&人治'为&法治')

$明夷待访录%批判&君主臣奴'+&君父民子'论(倡言君臣同事+君臣师友论(否定君臣等同父子(将君臣

关系规定为可变更的合作关系(又认为&有治法后有治人'(其意蕴亦与近代政治相通)

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展开了总清算(又提出若干新的政治理念(虽然在

作者的时代受到冷落(但时至清末(当政治改革被提上日程之际(觉醒者们从这部在清中叶遭禁的著作

中找到了思想来源)梁启超在回顾自己投身变法事业的精神历程时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

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谭

嗣同,

!%&12!%3%

-则指出$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有深刻的批判!&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4 55则黄梨

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

维新派在向国人宣传从西方输入的&民权'&立宪'理想时(曾借助$明夷待访录%(而此书在民众间广

为流播又确实推动了&晚清思想之骤变')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表明(作于近代前夜的$明夷待访录%为

二百多年后的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这种资源与后来传入的西方的民权+立宪+共

和+民主等理念(既有民族文化差异性(又存在着走出中世纪+奔往近代文明的共通性)

近代政治的走势是以&民治'代&君治'+&群治'代&独治'(主张制衡专制君主)这种诉求在$明夷待

访录%中有鲜明展现(如对&传贤'的赞赏+对&世袭'的批评(学校议政+公是非于天下(以相权分君权的设

计等等(皆与西欧近代早期思潮相暗合)但$明夷待访录%等明末清初论著普遍流露出对领主分权的追

怀+对复归&封建'的向往(这又与西欧近代早期渴望王权一统的&反封建'追求大相径庭)中西近代早期

思潮这种貌似悖反的取向(源起于中西前近代社会的重大差别!中国是中央集权的皇权社会(西欧是贵

族分权的封建社会)如果说(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诸侯割据阻碍着统一市场建立(成为近代化进程的阻

力(那么近古中国的极端君主专制成为压制社会进步的镇石(于是中西早期近代思潮的批判对象便恰成

反照)$明夷待访录%对传统的民本论和中古政治异端作了创造性继承与扬弃(其政治理念在若干方面

逼近民主理念(它在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中所发挥的衔接古今+汇通中西的枢纽作用(表明它确乎包蕴着

近代性基因(为转型时代提供了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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