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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势的紧张
!

000论孟子的道势观

罗雪飞

摘
!

要!孟子的#道势观$以人的#生命二元论$为立论基础%#道$具有历史性(人间性和超

越性%#势$具备有善性和向恶性%然而由于其德性伦理的主张%#势$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

依附于#道$&道(势分离是基本前提%道高于势是根本精神%不可#枉道从势$是就士的出

处问题而言的消极观点%得势行道是其积极主张&孟子的#道势观$塑造了古代中国典型

儒家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政治的发展和演变&

关键词!孟子'道势观'道高于势'得势行道

#道$与#势$的关系问题是儒家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对此%当代学术界在研究古代中

国的道统与政统的问题时都从不同侧面予以涉及%如牟宗三先生在考虑当代儒学如何开

出新外王的问题时%认为中国儒家的道统是孔孟的文化生命所含有的仁心与德性之道%古

代中国的政统是打天下和依宗法世袭的君主专制形态
)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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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在

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时%认为道统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游士时代%随着大一统

国家的产生和君主集权专制的强化%#道$消#势$长在所难免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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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久

先生在研究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关系时%认为儒家因为具备入世的现实精神和出

世的乌托邦精神的双重性格%在与君主专制政权遭遇时%就与君主专制制度既冲突又结

合%进而形成了对专制制度的内在制约机制
)张星久%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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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探讨儒家道势观的产

生及其影响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然而学术界却很少对确立了儒家道

势观内容的孟子展开这方面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详细

分析了奠定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基础的孟子的道势观%展示孟子对道(势及其关系的具体看

法%并进而讨论孟子道势观的影响及其局限&

一(孟子守持的#道$的渊源

先秦时期%中国的政治实践与思想中普遍有一种#宇宙神话$

!的信仰%即认为宇宙秩

序有其自然法则%而人间秩序又来自宇宙秩序%则良好的政治生活只有在统治者遵循宇宙

自然法则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在初民社会时期%巫觋可以通神人%实际上为全部落之首

领%此一时期是神巫政治时代&其后到殷商时期%伴随祖先崇拜观念兴起以及王权的扩

张%殷人的王权至上观念萌发%殷王是殷商的至高无上者%#从下界来说%他就是2下帝3'可

是有了2下帝3%便不能不有2上帝3%于是就有了上帝这一至上神的出现$

)杨荣国%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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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灏先生看来%#宇宙神话$是指相信人世的秩序是植基于神灵世界和宇宙秩序的一种思想%这种神话相信宇

宙秩序是神圣不可变的%因此它也相信维持世间秩序的基本制度也是不可变的&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

传统.%新星出版社
/""&

年%第
$%

页&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至此%就统治形态而言%神意政治遂演变为天意政治&起初%这种天意政治中的#天$或#昊天$或#上帝$

或#帝$与人一样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直接监督一切政治活动%但是这种天意政治是具象的且直接的&

此后随着人类理智日进%人们逐渐对这种喜怒无常的#天$或#上帝$进行合理化%于是天之观念逐渐醇化

而为抽象的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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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原来有人的感情与意志的天或上帝就逐渐褪去其自由意志而化成为人

类政治生活必须要遵守的固定的抽象的普遍化了的天道%这就是抽象而又间接的天治主义%这可以由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看出来%但是其间必须要一个聪明睿智之人以执行天

意%即#天工%人其代之$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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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先秦天道观发生了第一次转型%即从殷商的宗教天道观

转变为西周的哲学天道观&不管是在宗教天道观时期还是在哲学天道观时期%#天$或#上帝$都是作为

最高的主宰而被人们信奉的%也是世俗政治生活的意义的最终裁判和终极依据%因而一切国家大事都与

#天$或#上帝$密切相关%与此相适应的是#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而二者的相互结合又维持了夏商政权

的长期存在&#如果一个社会根本不存在2天3(2神3之类的信仰%则有关2君权神授3的合法性故事就成

了无源之水$

)张星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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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政权的稳固就会受到影响%而这正是两周之际发生

的真实情况&

西周末年%王室衰微%人们对于天的观念已表示怀疑&东周之后%政治失序%人们对天的信仰更为动

摇&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朱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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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孔子也是不言#性与天道$的%此时替代#天$而起的是各

家所言的有不同内容指涉的#道$&这种#道$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是世俗经验的道%但也具有内在超

越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哲学意义上的#天$保持着某种联系%因而我们可以称这一时期的#道$为世

俗的天道观&这一时期%道有天道和人道之分%更有#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之别%因而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道$的观念完成了从天道向人道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当时政治精

英和思想家们普遍的#超越的原人意识$!原人意识对人的体认与反思%是以人的生命本身或者人类为对

象%认为人有一个内化的趋势%断定人的生命发展有其无限性(终极性与完美性
)张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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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此%先秦天道观发生了第二次转型%即从西周的哲学天道观转变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世俗天道观&

这一转型发生在古代中国的#哲学的突破$

!时期%是与古代中国社会的变动(政治的变迁紧密相关

的&#哲学的突破$造成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政治秩序的变动与思想

世界的变化导致了官师治教关系的变动%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此有透彻的理解&在他看来%#官师

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

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

)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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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的变动为重新建立对世界的

有效解释提供了必要性%官师治教的分离为各派思想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思想话语的承负者与政治

权力的拥有者在这时出现了分离%思想话语和实用知识在这时也出现了分离%思想俯瞰政治%觉得它常

常不符合人文价值或道德准则%于是要给予批评%政治有时要借助思想%于是偶尔也听从这种教训%直到

它完全不切实用才把它抛开$

)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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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对政治(人生的思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

对道与势的关系的理解也是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孕育而成的&

二(孟子#道势观$的人性基础

在西周时期%作为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普遍王权是凝聚社会000政治秩序和文化000道德秩序

的关键因素%反过来这两种秩序也维持着普遍王权的合法性%巩固着普遍王权的持久统治&但是#周代

末年%政治分裂曾削弱了普遍王权的符号与制度$

)林毓生%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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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这种削弱的是#以前无意识

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

)雅斯贝斯%

!3%3

!

3

*

%是道(势的分离%是士阶层从封建

身份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并可以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尽管是那个时代各派都有

的%但唯有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也唯有儒家的这种#从道$信念才能为后世有担当的士大夫提供精

/

$!

/

!

#哲学的突破$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的论著中%作为其弟子的帕森斯对此进行了发挥&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

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前所未有的&与此相关的是人类对自身处境

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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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支撑&

儒家的#道$是#人道$%是以人为出发点的%是符合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秩序的%其立论的逻辑是以

个人为出发点的%然后及亲%再及人%最后及于万物%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

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是孟子所讲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在孔子那

里%人有两种需求%一是对世俗欲望的满足%一是对道的追求%即一方面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礼记/礼运.*%一方面又认为应#志于道$%然而单个的人可以对这二者有不同的体认与觉解%因此这

两者的归属者就会不同%前者属于小人所有%后者为君子所应具备&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

人的两种认识!成德意识与幽暗意识%但二者之间又有主从之分%即#幽暗意识虽已显现%但它毕竟是成

德意识的从属和陪衬$

)张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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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奠定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气质的基础%开创了儒家内圣外王的

修身济世的传统&

孟子秉承孔子已经发掘的旨趣%并将其扩充发挥&他重视人的成德意识%强调人有天生的善端!#恻

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但同时也认识到成德过程的艰难性曲折性%这集中反映在孟子对修身的功夫的强调上'同时他又认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因而与其乐观人性论相伴的是一种幽暗意识%他认为四

种善端对于个人来说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这种对成德意识和幽暗意识的体认

源自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在孟子看来%#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孟子/告子

上.*%#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

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孟子认为自我具有两个层面!小体和大体%大体代表天命之所

赐%是高贵的有意义的%小体代表动物性的一面%是低贱的没有意义的&在这种生命二元论的结构中%大

体在价值上高于小体%小体处于从属和陪衬的地位%因而#饮食之人%则人贱之$)-孟子/告子上.*&孟

子还认为%#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大体对小体而言

具有优越性%在现实中大体更能发挥抗腐防变的效用&

孟子的生命二元论是对孔子的君子小人观的深入细化%既对人的成德可能性存在希望%也表达了对

人的堕落性的忧虑&尽管孟子对人性的阴暗面有比孔子更深刻的体认%但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比孔子

更浓%因而其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芒掩盖了他的幽暗意识的理智之光&这造就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气

质%也锁定了儒家对待政治问题的思路%即只关注自身内在德性的修养%并希冀以圣德之人来教化百姓%

实现天下太平%缺乏对外在规范的重视%而这也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学问的基本走向%影响了中国人思

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方式和角度&

三(孟子#道势观$中#道$与#势$的特质

试图构建儒家道统的士大夫韩愈认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

故其说长$

)韩愈%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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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少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古代中国面临着两个方

面的瓦解崩溃的压力!一是社会000政治秩序的动荡%封建制度的解体'一是文化000道德秩序紊乱%出

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随之发生的道(势分离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开启了后

世儒家以道论势(以道制权的先河&

儒家的#道$是在突破王官之学束缚下产生的%由于#一切2突破3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

中%不是凭空而来的$

)余英时%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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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儒家的#道$的突破有其独特的文化基础%也就是说这种突破

不能不带有先前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可能不与此前的历史传统相联系%这就是#道$的历史性&这可以从

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极力强调与以往的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但对此前的礼乐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

!

%即一方面对礼乐的某些形式与精神的继承%一方面将礼乐的内在根据认定为#仁$'二是有极其强

/

0!

/

!

文化传统#创造的转化$这一目标是林毓生先生在
!32/

年于-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这篇英文论文

中提出的&#创造性转化$指的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转化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

保持文化的认同&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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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历史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

)钱穆%

!33&

!

3%

*

%而且认为有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

道统存在&这种历史性可以说是儒家#道$的合法性基础的最重要的方面%不仅为士大夫批评时政(制约

君权提供了道义上(精神上的支持%还强化了中国注重书写历史(重视史权的传统!

&

与此历史性相联系的是#道$的#人间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的#道$与同时期先秦其

他各派和同一历史时期世界主要文明的#道$不同%比较能够摆脱宗教和宇宙论的纠缠%它从#人道$出发

#根据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

)钱穆%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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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社会出现的问题并谋求

解决之道'二是它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谋求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追求各得其所

)余英时%

!3%2

!

$%40"

*

&前者用规范的话语表示就是#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后

者的经典表述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司马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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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具备历史性和人间性的特征%这实际上意味着#道$的现实性%然而在此之外%#道$还具备#超越

性$%这种超越性奠基于历史性之中%本质上是儒家复古思想的集中体现%儒家认为尧舜和三代以后的世

代多是#无道$的%而道又是良好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保障%所以道就具备了批判后世政治现实的资

格'同时%道的这种超越性也离不开人间性%也就是说这种超越性的道还是以现实的世界为依归的%希望

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实现&

儒家的#道$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典范%实质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其内在预设是!#人类社会最重要

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

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2完人3手里%便是人类社会2治平3的关键&$

)张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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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儒

家虽然认为势应该在道的引导之下%也期盼在有道之时借助于势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但并没有考虑进行

制度化的设计来约束势%也就是说能够约束势的只能是道以及以道自任的士大夫%这就注定了儒家对势

不会有#必要的恶$的理解&道高于势但又需要借助于势以实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这规定了儒家

对势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的&势的特质取决于掌握它的统治者的德性%取决于占有其位的统治者的有道

与否&如果统治者是圣王%则这种权力就是有助益于道的实现的%就是具有友善性的'如果统治者无道%

则这种权力就是无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无助于道的实现的%就是具有向恶性的&因而%势的有善性与

向恶性并不是势同时兼有的%而是此时有彼时无的%儒家对#势$的具有分离性的二元观的认识%与西方

关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不具有分离性的二元观有很大不同%这种二元观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帝制中

国的长期性(循环性以及专制制度自我复制的原因&

四(孟子#道势观$的主要内容

#道$在孔子那里提出并经过孟子的发扬光大后%成为后世历代王朝寻求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源泉%同

时也成为士大夫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构成要件%即士大夫成为#道$的承担者%一方面应该#深考尧舜相传

之心法%汤武反之之功夫%以为准则而求诸身$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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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应该#却就汉祖唐宗心术隐微

处%痛加绳削$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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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儒家士大夫本来应该具有的精神%是士大夫典型的人格品质%它在

孔子那里发端%在孟子那里得到完善%而孟子对该问题的系统观点将在本节中得到展现&

)一*道势分离

道(势分离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时期%是普遍王权遭遇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的结果&这种分离

在当时是一种政治后果%也是一种文化事实&严重的政治和文化后果迫使人们去思考先前以为是天经

地义的秩序以及维持该秩序的观念&重新思考引发了百家争鸣%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时期的到

来&在此时期产生了中国的各派哲学%这些哲学尽管都追求#道$%但这些#道$关注现实%都谋求世俗的

幸福安宁&各家哲学的兴起#本身是可以解释为封闭社会及其神秘信仰的衰落的一种反应%它力图用理

性的信念来取代已经丧失的神秘信念'它建立新的传统000向各种学说和神话挑战%并对它们加以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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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尽管#史权$在儒家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儒家的创立者孔子不仅赞赏董狐直书的行为%而且还继承这一传统编纂了具有微

言大义的-春秋.%更为重要的是自两汉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主流之后%著史者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成为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所继承&

关于中国#史权$传统的论述%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岳麓书社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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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讨论%以改造传授某个学说或神话的旧传统$

)波普尔%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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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由#治教无二%官师合一$

)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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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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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道(势分离的过程%被描述为!#天下大乱%圣贤不

明%道德不一%11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道(

势分离源于当时动荡的秩序%它虽然会使当时的人们感到震惊与恐惧%会给他们带来紧张与压力%但实

际上是一种解放%它不仅是对当时的人们的解放%也是对后世的人们的解放&因为从此之后%中国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转变了思考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方式&

总之%道(势分离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000政治秩序与文化000道德秩序崩溃的结果%为以道自任

的士阶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道(势分离%使得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分离%政治权威依然被拥有生杀权

力的统治者享有%而精神权威却归于新兴的士阶层的手中&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道(势分离的时代%他

已经认识到道(势分离的事实%在他看来德与位(道与势不仅是分离的%而且还被不同的人所占有&孟子

在回答万章#不见诸侯%何义也$的提问时%借用了子思对鲁缪公所说的话%即#以位%则子%君也'我%臣

也'何敢与君友也+ 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他敢于以道自任%当其悟

道成功之后%就高唱#仁政$#王道$之说%积极游说于齐魏%奔走于邹滕%但是现实的政治是各国竟于智力

耕战并无意于实行#仁政$践行#王道$%因而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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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道$思

想没有被各国统治者采纳%孟子也没有得到实行#仁政$的机会%但这种#时代的拒绝$并没有泯灭孟子的

价值%反而使他对#道$的信念更加坚定&

)二*道高于势

道(势分离之后%统治者虽然仍掌握着权力%但并不当然地掌握#道$%这就为以#道$自任的士阶层的

兴起提供了历史前提&此后%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士都面临着如何对待政治权力的问题&从统治者的角

度讲%他们在#礼坏乐崩$的局面下需要有一套源自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使得

强力式的权力能够深入地权威化%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因而统治者有借助于#道$的需要%

这就为士阶层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前提%更为#道$高于势提供了可能性&从士阶层的角度而言%道统与政

统分离%他们是#道$的承担者%是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在注重精神修养和谋求道的实现的儒家看来%他们

握有的#道$的权威应该比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更高&

在孟子看来%#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 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

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孟子在这里已经揭示了#道高于

势$的理念%后来宋明儒者对此进行了精到的发挥%而这正是帝制中国时期抵挡专制权力的一道重要防

线&孟子认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

百人%我得志%弗为也'盘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这集中表达了孟子#道高于势$的思想%表明了孟子对#势$

的抑制态度%体现了孟子对#道$的自信&这种#道高于势$的理念是儒家德性伦理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儒

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直接表现'认定道高于势%士大夫才能有坚定的自信%才能在为民请命践行内圣外王

之道时那么大义凛然%那么无所畏惧!

&此外%孟子所讲的#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

尽心上.*更能体现持守#道$的君子对势的抵制以至于蔑视%此话虽然没有直接表达#道高于势$的思想%

但却从士大夫如何快乐的角度间接地表明#道$的优越性&

孟子提出道高于势%尽管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密切相关%但也可能受当时的环境所影响%因为当时天

下并未归于一统%各国都需要借助士或#道$来博取声誉和切实的政治利益%因而倡导此论在当时并不会

遭遇大的风险%这其实是#道尊于势$观念来源的事实方面%而德性伦理就是其来源的理论方面&道高于

势是士大夫入世从政的精神支柱%是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要想体面地生存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是儒家

#道$#势$关系理论的根本所在%是作为政治学说的儒家的灵魂'一旦抽空剥离掉这一点%儒家的士大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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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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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宋明两代有明显的反应%宋代开创新儒学%从重视内向的自我修养出发而期盼能够致君行道实现#外王$'明朝虽然刑罚严

酷%屡有廷杖之事发生%但这并没有吓退敢于向君主抗争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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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丧失了作为一个阶层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只能成为任何权力的奴仆%而这也可以反向说明当专制权力

加强以至于绝对强化时%儒家的士大夫就会转变为职业化的官僚&

)三*不可枉道从势

道(势分离%是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在承认价值的最

高性的儒家看来%不尽如人意的事实是不具备自足性的&道(势分离之后%统治者掌握着缺乏内在制约

的政治权力%并且自主地排斥一切可能与其竞争或对其构成威胁的分裂性权力%这种对权力一元化的要

求实际上使得统治者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统治集团%这就增加了统治者行道的不可能性&

士阶层并不能当然地掌握政治权力%但士#尚志$并且掌握着作为评价时政的依据的道%尽管这道拥有道

义上的最大价值%但并不具备政治权力拥有的强制力%因而以道自任的士大夫在政治世界中处于弱势%

常常会面临政治权力的侵犯以至于杀戮%进而致使道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得不到彰显&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道的价值与难以实现性%孟子才主张不能#枉道而从彼$)-孟子/滕文公下.*&

在他看来%#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11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孟子/滕文公下.*%这正

好与其德性伦理观相符合&#士$如果不修身养性%没有仁爱之心%没有道义担当%不遵礼而行%而只从利

出发%就会置#道$于不顾%就会与#道$渐行渐远%这样就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孟子/滕文公

下.*&他崇尚大丈夫式的理想人格%认为出仕应该慎重%既然出仕就应该行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

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由于孟子秉持道德理想主义%视#道$为人世间最有价值之物%对

#道$怀着崇高的敬意%并对#道$的政治功能怀有极大的信心%因而他认为#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

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不可#枉道以从势$是就士大夫出处去就

的消极方面而言%#枉道以从势$就丧失了作为#士$的资格%就变为#谀儒$%就会成为#因功食禄$而不是

#因志食禄$的#禄仕派$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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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孟子看来%就是#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11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纣也$)-孟子/告子下.*&

)四*得势行道

儒家的道德理想有两个层面!人格理想层面和社会理想层面%这两个层面是密切相关的%其社会理

想来自于人格理想%一个儒者只要实现了人格理想%就会试图将其推广而至于国家天下%这在儒家的经

典文献-大学.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此书据传出自曾参%孟子作为后学%其思想也受到#大学精神$的影

响%这可以从#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中看出&正是这种道德理想内在地推动着

士大夫的入世精神%当然这种入世必须是要以对#道$的承担为前提的%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事君也%务

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其从政的结果小则是#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

之%则孝悌忠信$)-孟子/尽心上.*%大则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孟子/公孙丑上.*&

得势行道)也可称为#得君行道$*是从积极方面而言的%是士大夫自视为己任的%儒家自觉承担重建

秩序的重任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预设基础之上的%即孟子所讲的#尊德乐义11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

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在这一预设基础上%士大夫自我认定为是为全民的利益

而奋斗的先锋%而不是凌驾于民之上的特权集团%这种身份的认定有其根本的自信态度与使命意识在%

即他们不仅确信自身掌握了#道$%认为应该积极地去践行#道$%而且时刻都在致力于#道$的社会实践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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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子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士的道德自信与责任承担%能够发现士对道义

的坚持与对民众的关怀'这其中不夹杂丝毫私利%是士为人处世的元规则%是士的意识自觉的最高体现'

它既显明了士不可枉道以从势的决心%也表达了士应该得君行道的信心&

由于道(势分离%#势$需要借助于#道$来增强其合法性%而倾向于入世的#道$也需要借助于势来实

现其理想%这就为道与势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然而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这种合作又有些困难!一是权

力具有渗透性扩张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阿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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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集各种大权于一

身&就像黄宗羲所言%#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11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11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明夷待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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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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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原君.*&君主有可能就是一国中最大的腐败者%如此统治者就不会行#道$%就会做出各种努力将

#道$限制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就会视以#道$自任的士大夫为#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

)司马迁%

/""%

!

0!1

*

%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强化权力的专制性以规训具有道德正义的士大夫%则#道$就很难

得到彰显%而想行#道$的士大夫也就难以得到重用&二是以#道$自任的士大夫坚守的是#务正学以言%

无曲学以阿世$

)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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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人之道%秉承不能#枉道而从势$的精神%持有崇高的道德勇气%原

则上绝不与违背#道$的世俗权力妥协&在孟子看来%#汤武革命$是正当的%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

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注定了道与势结合的机会极少&尽管有这些困难%但并未削弱士大夫#得

势行道$或#致君行道$的信心%因为儒家对此的解决之道是#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尽心

下.*&

孟子道势观的普及和流传与历代王朝对待儒家的态度(当时学术流布的格局以及孟子受到官方和

知识界的重视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孟子的道势观塑造了古代中国典型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其蕴藏

的道高于势的自尊自重意识鼓励了帝制时期士大夫在专制君权横行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直言极谏进而

促进公共利益%其含有的得君行道的主体自觉意识推动着儒家士大夫在国家治理出现危机或转机时能

够承担挽救时局的重任&

五(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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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孟子信奉德性伦理%认为道势分离后道高于势%主张士君子应自视为道的持有

者%不应#枉道以从势$%还要自觉承担得势行道的重任&孟子的道势观散发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巨大勇

气%塑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型气质&虽然儒家在近代没落%但其人文主义传统仍然熠熠生辉%应该

并且能够为构建不为任何意识形态禁锢束缚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提供理论资源和道义支持&换言

之%孟子#天下有道%以身殉道'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的道势观没有过时%仍然可以为

谋求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中国学术界提供营养&

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有两点!一是孟子的道势观以及后世尤其是南宋之后正统儒家所建立的道统

观%在君主专制政体的框架中虽然可以对君主的专制权力构成某种程度的制约%但由于这种道高于势和

得势行道的道势观既没有得到法制化的支撑%也始终依托于君主政体来展开论说和谋求实践%所以不能

突破君主专制政体的框架%也不能解决君主专制政体的困境&二是我们也需要注意这种道德理想主义

中潜藏的全能主义知识论成分及其霸道独断性格%因为这对后世尤其是宋明理学中的儒家全能主义知

识论的兴起及其遭遇的困境同样影响深远&如果我们希望在中国迈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进行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则有必要对传统学术尤其是儒家的全能主义知识论进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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