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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秦是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灿烂的时期，它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性格和此后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因此成为
世界性的永恒研究焦点。
作者史华兹教授为欧美中国研究界的一代大师。
他既渊博、敏锐又灵动，从不随波追逐任何成见或时髦，被学界誉为柏林式的“反潮流”人物。
在这部集晚年功力之大成的著作中，作者从中西比较的研究视角，对先秦的思想世界进行了分析性重
建。
作者坚信人类思想可以通过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沟通，并以此项研究挑战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相对
主义倾向及其相关预设。
本书曾荣获Phi Beta Kappa的Ralph WaldoEmerson Award和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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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杰明·史华兹（Ben jasmin l．Schwartz），生于1916年12月12日，卒于1999年11月14日。
1960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并以其博雅和睿智，在该校东亚中心被尊称为“学者的学者”。
除了作为其扛鼎之作的本书，还写有《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1951年）、《寻求富强：严复
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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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乐声袅袅，宴席豪华，每个人在扮演角色时都极尽优雅的风度。
这节日看上去就像社会神圣秩序的象征性显现。
人们不禁感悟到，当年孔子读到这些高贵场景的记述时，也许从中看到了社会圣洁和谐的美好场面。
然而，这里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对于神圣仪式本身的重视。
祖先们参与了仪式并祝福他们。
可是人们又感到，祖先如同后人一样，全都或多或少地附属于他们作为表演者参与其中的神圣典仪。
《札记》也许是晚至公元前3世纪或前2世纪才写成的，根据这部书的生动描述，商人将鬼神置于首位
而仪式次之，周人则置仪式于首位而鬼神次之。
　　面对两个传统的深刻差异，我记起关于印度吠陀宗教演化史的某些见解。
查勒(zaehner)认为，根据从婆罗门经书(BraheTlanas)到《奥义书》(IJpanishads．)的吠陀文献中的某些
章节：“实际仪式变得比它所供奉的诸神还要重要。
仪式不再只是向上祈求好感的行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它本身就变得具有宇宙论意义上的重要性，那
些诸神远远不再是祭祀仪式所供奉的对象，而仅仅同其他人一样，只是此项重要活动的参与者而已。
”3正是这一事实——仪式“操纵了”诸神的行为——导致了婆罗门教士们省悟到，他们所从事的仪
式及神圣规矩(婆罗门经书)体现了比那些神本身更加超越的权能。
这又导致他们最终认识到，隐含于所有这些仪式及言辞中的权能，本身即是超越了一切形相和实体的
永恒的婆罗门。
　　“天”当然不是婆罗门，祖先们仍然是祈求好感的对象，但下述说法——祖先鬼神和地方性自然
鬼神们本身似乎是由它们所参加的仪式所操纵——好像已经在这些文本之中出现了。
不过，“天”本身仍然是超越性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中并没有暗示“天”规定了仪式的规则；而希伯来圣经中的神，则明确地规定了
自身的祭祀仪式，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永远站在超越祭祀仪式的彼岸；但显而易见的是，天的意志无论
如何都不是由仪式操纵的。
毋宁说，天站在边，以超越的态度判断人类的统治者是如何履行礼仪的义务和道德义务的。
仪式可以来源于天，但天不是由仪式操纵的。
　　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天和其他鬼神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这可以在天或上帝“生养了万民”(
译者按，天生蒸民)的文字中找见，这句话在《诗经》中出现了两次。
尽管我们在《诗经》和《尚书》中孔子以前的文本部分没有找见任何涉及诸神史事和宇宙起源学说的
叙述。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涉及人类起源史事及人类种族起源的见解按照字面含义来相信?上
引《诗经》句子的下一行中，我们也会发现那种主张，我谨慎地把它译为：“对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
来说，都有其内在的法则。
”(《诗经·大雅·蒸民》：“天生燕民，有物有则。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这样的思想，即：天在生育人类的同时，也把在他们彼此之间、他们与鬼神之
间的关系之中决定他们行为的秩序样式灌输给了他们，因而，礼仪样式以及其他行为模式的样式支配
着人类的秩序，也许还支配着超越于其上的宇宙秩序，这些样式本身似乎来源于天。
　　然而，如果我们在《诗经》中发现了将天与事物的终极秩序统一起来的探索，那么，也同样发现
了支持17世纪耶稣会士以有神论的语言对“天”加以解释的文句。
天是至高的、主动的但又不武断的意志。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译作“Mandate”(命)的那个词，如同该英语词汇本身一样，与意为某种明确
指令(command)的那个词(令)有密切的关系。
非常清楚，天愿意让商代垮台，并明确选择了周王国去继承天命。
　　高高在上统治一切的神，　　威严地俯视，　　凝视着四个方向，　　检查人民的毛病⋯⋯　　
他检查并巡视每一方土地，　　高高在上的神检查他们，　　痛恨他们的纪律松弛，　　于是他转而
凝视西方，　　他选这里作为他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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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英⋯⋯维彼四国，爱究爱度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舆宅。
”)　　在同一颂歌中，“天”直接对文王说话，并建议他去镇压一场叛乱，而且随后还赞扬了他的美
德。
在这里，我们似乎已经遇上了由于我们西方关于“自觉的意志”与“非人性的秩序”之间的明显对立
而产生的问题。
如何把这一在西方思想史上非常突出的对立运用到中国早期关于“天”的观念上来呢?在此，这样说就
够了：无论是作为主动的自觉意志还是作为普世秩序的来源，天都可以把“他”划归永远超越于祖先
鬼神和自然鬼神之上的范畴。
　　无论在哪一段文本中，我们都没能找见丝毫关于天在非人性的宇宙之中的角色的讨论。
大部分文本涉及的是天与人类以及天与人类秩序的关系，而且恰好在此语境中，天的“神学的”方面
表现得最为明显。
天的命令主要关心的是人类的道德礼仪状况，天已经藉助于道德问题和人类建立了联系。
道德问题本身不是苏格拉底的问题——什么是善?而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偏离善?假如说苏
格拉底殚尽一生精力去探求关于善的本质的定义，那么很清楚，他坚信人类还没有真正掌握它是什么
的知识。
如果说在中国存在着这样的信仰——善的秩序的样式在某种程度上已在过去“显现”过了，因此产生
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人类不能够维持它?人缺少保持这种样式的能力，这一点就明显地表达于那首赋
予人以“内在法则”(则)的颂歌之中。
　　天给予万民生命，　　但是所赋命的并非值得依赖。
　　无人没有好的开端，　　但几乎无人能保持到底。
　　(《诗经·大雅·荡》：“天生蒸民，其命匪谌。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　　在这首颂歌中，我们不仅仅发现了在人事领域中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着惊人的隔绝，而且还发
现了这一观察与下述需要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对于无所不包的规范性社会政治秩序(在其中，国王与
统治阶级必须为沟通这一隔绝负起基本的责任)的需要。
一旦把开头这几行置于整个颂歌的上下文中便会发现，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沟通其开端
与结尾之间的差异。
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认为，沟通差异失败的责任，就在于商王朝邪恶的统治者及其暴虐的大臣与腐败
官吏身上。
因此从一开始，在实现人的伦理使命的过程之中，政治秩序的关键任务就清楚地得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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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真该早点做出这本书来! 　　早在1991年，史华兹就通过当时正造访北大的美籍，韩裔学者张纯，
对他这本书的中文版事宜表示过关切。
此后我又曾多次访问过哈佛，而每一次都曾推开过他那间位于费正清中心的办公室，每一次也都跟老
先生讨论过这本书的翻译出版，直到最后一次我默默无语地看到，那房间门旁已钉上了他的纪念铜牌
。
 　　这位大师是在20世纪最后的日子里逝去的。
所以我在写于1999年11月16日的《中国学术地刊号的“卷首语：’中，曾经这样记录下自己当时的心
情——“去年还在费正清中心畅谈，音容笑貌犹在面前，岂不使人顿生伤感! 已经来不及专门组织纪
念文章了，惟愿这个在中美互动中辟出的新园地，能聊表告慰一代汉学宗师的追思之心。
” 　　当时尤令我伤感不已的是，尽管我也很想早些做完这事，却因为某些具体的困难(包括1988年
刚刚编辑丛书时为它找到的译者最终证明是无法胜任的)，而总是无法如期推出此书，以致最后一次刚
刚动过癌症手术的他，显得焦急和时不我待地对我这样讲：“你哪怕先把校样寄来看看也好呀!”这使
我从心底感到负疚，特别在人神两隔之后，更是“不思量自难忘”地意识到，不拿出自己生命的一部
分，去努力修订完这部已经很有基础的译稿，这种负疚感就总是无法释缓。
 　　所幸这个夏天北京不算很热，而此前的“非典”又挡住了不少海外客人，所以我顶着另一家出版
社的交稿压力，甚至放弃了每日例行的听音乐和散步，终于算是抽出了较为完整的一段时间，起早贪
黑地把这部稿子给修订出来。
 当然，挤出的时间毕竟还是有限，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也限制了我的发挥，所以这肯定不会是一部完
美的译稿，还需要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修正。
不过，它至少使我可以从内心里向作者交代了。
等这本书明年印刷出来之后，我一定要找个时间，跟他的高足，我的好友田浩一起，把它亲手奉献给
史华兹的遗孀! 　　此外还可自慰的是，辛苦之余又觉得这份苦并未白吃。
 自己不仅在有限的学术生命中挤出了如此长的时间，得以与这位睿智长者朝夕切磋中国思想的永恒难
题，还居然有点意外地发现，借助于这位大师的深厚学养和开阔思路，自己又为北大比较所的研究生
们找到了一本比较哲学方面的难得教材。
由此，本书中的许多论点，肯定还将久久地激发我们的思绪，而在史华兹老人、我本人，和更年轻学
子之间的这种思想接力，也正象征着赓续的学术传统确实是超越了生命个体的和不会轻易死去的! 　
　刘东 　　2003年8月24日于京北弘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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