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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调未定的传统》分为“述史”“记诤”“通论”“分论”“另说”五部分，全书是朱先生对
“现状信而犹疑，将信犹疑的心态体现”。
其中“述史”“记诤”，是对自居得天命的君主，对自许知天命的智者，通过比照他们的环境，学养
和言行的复杂关系，试图从中揭示晚清历史的部分真相。
“通论”和“分论”则是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解读，旨在廓清传统，认识传统。
“另说”则解答了当下沸沸扬扬的“大师”为何？
谁可堪称中国文化的大师？
尤其对海内外热衷表彰的大师，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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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
1955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留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思想
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现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

　　著有《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及二集）》、《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中国经学史十讲》
、《壶里春秋》、《重读近代史》等。
编校注释有《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梁启
超论清学史二种》等近百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调未定的传统>>

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
初版小引
引言　音调未定的传统
　一　错杂的音调
　二　传统的力量
　三　普世的问题
　四　岂可“先立论、后求证”
　五　诠释的悖论
　六　没有一贯的传统
　七　现状的昭示
　八　逻辑内涵也不一致
　九　难说的本土传统
卷一　述史七篇
　从乾隆到嘉庆
　一　太上皇死了
　二　难破的坚冰
　三　在地球的那一面
　四　鸦片怎样由药品变成毒品
　五　如此庸主　洪亮吉案
　一　太上皇的遗产
　二　洪亮吉其人
　三　为什么“机局未转”
　四　世纪初的文字狱
　五　皇帝的罪己诏
　六　帝国依然静悄悄
　道光帝和他的首相
　一　“有胆有识”的皇帝
　二　盐枭首相曹振镛
　三　世仆总管穆彰阿
　“何敢自矜医国手”
　一　关于龚自珍之死
　二　关于龚自珍的新边疆观念
　三　关于龚自珍的药方论
　魏源：尘梦醒否？

　一　两首诗
　二　一部书
　三　这个人　“尸谏”
　一　以自杀谏君
　二　王鼎的死
　三　吴可读的故事
　四　非英雄的悲剧效应
　张之洞与《书目答问》二种
　一　学政诲士
　二　天子使者告生童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调未定的传统>>

　三　《书目答问》的著作权
　四　张之洞“指示门径”
　五　清学史的提纲　
卷二　记诤七篇
　康有为和朱一新
　一　近代文化史的有趣文献
　二　康有为是秦始皇的“知己”？

　三　晚清公羊学的方法问题
　四　康有为受不了的两点批评
　五　《新学伪经考》初始效应的见证
　神州长夜谁之咎？

　——析夏曾佑与宋恕的通信　忘却了的公案
　——关于红学的索隐派
　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
　一　中国式的乌托邦论
　二　欧氏几何的思维方式
　三　自己吓倒自己
　四　寻求在古典中立足
　五　一个中间环节
　六　未完成的初稿
　七　破九界与张三世
　八　诉苦中的悖论
　九　未了的争论
　《民报》主编章太炎
　一　革命观的主线
　二　国家论的矛盾
　三　反满宣传的真相
　四　光复口号的涵义
　刘师培的脚印
　一　不变与善变
　二　刘师培与何震
　三　假如他像蔡元培所说
　四　盖棺未论定　辜鸿铭，生平及其他非考证
　一　知名度：在中国远不及西方
　二　复辟论：他在中心位置么？

　三　传奇的生平：连梁漱溟也上当
　四　文化保守主义：“是什么”仍待揭示
卷三　通论七篇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一　关于基本概念
　二　关于传统文化
　三　关于文化传统
　四　“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
　文化的类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调未定的传统>>

　中国文化的历史及其他
　一　一个反比
　二　排毒与排外
　三　连续性与独特性
　四　分解与整合
　中国文化史的小史
　隔膜的理解
　何谓“人文精神”？

　后顾与前瞻
卷四　分论五篇
　孔子与教育传统
　一　孔子与中世纪儒学教育
　二　寄希望于教育的孔子
　三　晚年孔子的教育思想
　四　卫道与明术
　五　中世纪候补文官教育
　六　儒学教育双水分流
　七　中世纪文化的一种缘饰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一　引言
　二　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
　三　耶稣会士向往中国
　四　基督教在华梅开三度
　五　十八世纪的相反记录
　六　马礼逊与太平天国运动
　七　从“教难”到“教案”
　八　“传教宽容条款”
　九　利玛窦的后继者们
　十　在华的自由派传教士
　十一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
　十二　剪影与参照
　清末的民族主义
　一　一个老问题
　二　谁当承其“咎”
　三　由“现状”引发的政治诉求
　四　孙中山的矛盾主张
　五　是不是种族主义？

　六　赘语
　晚清上海文化：一组短论
　一　华人怎样侵入租界
　二　中国都市史的一个反例
　三　近代上海的五种性状
　四　土特权变洋特权
　五　在祖国的外来人
　六　西化、半西化和上海式华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调未定的传统>>

　七　没有民主权利而有说话自由
　八　还有更多的疑问
　失落了的“文艺复兴”
　一　被忽略的事实
　二　幻想的由来
　三　章太炎模拟文艺复兴
　四　《国粹学报》
　五　胡适说整理国故
　六　五四青年的实践
　七　仍属虔诚的希望
卷五　另说五篇
　真大师的群体掠影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序
　一　名目很古也很新
　二　“大师”的界说
　三　现代大师的个性
　四　真大师的群体意义
　五　再现尚未完成
　《大师》与大师
　一　结缘《大师》
　二　何谓大师？

　三　大师的实例
　四　对《大师》创作的理解
　五　《大师》将有怎样的效应？

　六　“大师”应由谁封？

　谈《大师?陈寅恪集》
　又说“国学大师”
附：谈学--朱维铮答李天纲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调未定的传统>>

章节摘录

版权页：尸谏中国古有“尸谏”之说。
典出《韩诗外传》，说是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鱼，病死前立下遗嘱，命其子不可在正堂治丧，因为他生
为人臣，“不能进贤而退不肖”；卫君去吊丧，得知此语，立即召蘧伯玉而贵之，同时黜退幸臣弥子
瑕。
《韩诗外传》因此称道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很可疑，这里不去说它。
故事本身表明，所谓“尸谏”，在西汉经今文学家眼里，无非是臣子生前以言正君，不被采纳，死时
命家属不依礼停尸，以引起国君注意而改正过失。
但不知从何时起，“尸谏”的涵义，变成了把自杀当作谏君的最后手段。
明嘉靖间海瑞上疏“骂皇帝”，事先预备了棺材，那是向皇帝表示不怕死，宁毙于廷杖之下，仍要危
言谏君。
后来杨光先在崇祯中舁棺上疏，控告首辅温体仁，不过是对海瑞的拙劣模仿，制造轰动效应以侥幸得
官而已。
但这都证明，迟至明末，“尸谏”仍不意味着自杀。
岂知时至晚清，却出了以自杀为“尸谏”的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道光朝的重臣王鼎，一个是光绪初
的小官吴可读。
二王鼎的死陕西蒲城人王鼎，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已中进士，点翰林。
据《清史稿》说，他为人极重操守，“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
据《清史列传》所载他的履历，他由翰林院转詹事府，坐了多年冷板凳，只因无人保荐，直到嘉庆十
九年才被皇帝发现是个人才，升为侍郎。
从此在吏户刑工四部转来转去，至道光五年（一八二五）任军机大臣，显然由于他已成为帝国政府的
首席财政专家。
次年他便补户部尚书，时间长达十年多。
王鼎主管户部的最大政绩是整顿盐务积弊。
食盐专卖是清帝国税收的最大来源之一，也是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的主要渠道之一。
王鼎首先清理了北方盐商积欠官府的债务，采取豁免旧欠、贴补运费等手段，使长芦盐务税收大增。
但他的主要视线在两淮盐务。
淮盐的产量质量均居帝国首位，无论官商民都看成是利薮，产运销各地的官吏、军人、专卖商及土豪
、劣绅、黑社会，无不从中捞取油水，因而贪污最烈，盘剥最甚，关卡最多，走私也最猖獗，落到盐
工和广大平民头上的负担也最重，国库收入反而有减无增。
这种情形，在道光即位后越发严重，一大原因在于世代包揽淮盐专卖的徽州“纲商”首领之一的曹氏
家族，出了个首辅曹振镛。
关于此人的政治作为，我已在前文指出。
此人表面憨厚，实则按照中世纪任何时期的标准，都属于加剧政府腐败趋势的“奸相”之列。
他在道光朝三十年的前半期，以首席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并且是道光帝为太子时的师傅的身份，敢
于当皇帝面排挤同僚，可谓权势可畏，当然成了两淮盐务中官商狼狈为奸的保护神。
王鼎要想整顿两淮盐务，即使稍微触及“纲商”，也无异于冒犯宰相家族的世袭权益，何况他的目标
是取消“纲商”包揽淮盐产运销的特权。
因此，当两江总督陶澍提出改革两淮盐务方案以后，如果没有王鼎在帝国政府中以军机大臣兼户部尚
书的职权从中主持并前往江宁共同策划，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那过程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王鼎拉住了户部满侍郎宝兴，与陶澍共同提出整顿淮纲全局章程，用
杜绝走私以确保税收并纾解民困的名义，打动了皇帝，使他同意裁撤两淮盐政，使“纲商”失去代代
传承的权力依托，又同意把专卖权力分散给来自各省发给许可证的“票商”承包，使大盐商的垄断利
益分散给相互竞争的小盐商，从而保证国库收入。
此计果然奏效，道光中叶的两淮盐税年增以银百万两计，经济史家也由此盛称陶澍是这时代最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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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改革家，并且争论这一改革是否陶澍幕府中策士魏源首先提出的建议。
但无论如何，在封疆大吏仍然仰仗专制君主鼻息的鸦片战争前夜，没有皇帝信用的财政大臣居间主持
，任何整顿地方税收积弊的愿望，再良好也只能止于愿望。
有趣的是曹振镛的反应。
据《清史稿》曹振镛传，“世以盐业起家”，“及改行淮北票法，旧商受损，振镛曰：‘焉有饿死之
宰相家！
’卒赞成，世特以此称之。
”但曹振镛真的从内心赞成这项改革么？
有史为证，在改革章程被皇帝批准后，王鼎便“寻以失察捐纳房书吏蔡绳祖等私造假照，降二品顶带
”，时在道光十年。
次年初即被排出军机处，去署直隶总督，“恭遇五旬万寿，赏还一品顶带”，随即又因失察清河县民
传播邪教，“镌一级留任”。
直到道光十五年正月曹振镛死了，才在次月被任为协办大学士，上距他入军机已有十年。
照帝国旧例，任军机大臣兼尚书，应该很快入内阁。
但王鼎不但等了十年才获得内阁副职，还要再等三年，七十二岁了，才被皇帝授为东阁大学士，成为
第二副首相，尽管那时作为军机大臣的资历，他已超过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首席大学士潘世恩，堪
称帝国政府最为元老的重臣。
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鸦片战争发生，王鼎又成为主战论者。
他的具体主张，已经于史无征。
我们但知他在次年七月英国侵略军再度北犯闽浙沿海之后，作为帝国中枢主战最力的领袖人物，突然
被皇帝派往河南，主持堵塞黄河决口的河工。
道光帝和他的参谋总长穆彰阿，没有料到时隔半年，堵塞黄河决口的工程便合拢。
皇帝也不得不明令取消上个月因河工险情而给王鼎的“革职留任处分”。
皇帝更没料到，他派王鼎出督河工，同时命令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往东河总督麾下效力，给两人造成
了相处的机会。
帝国政府现任的主战派领袖，与前任赴广东禁毒的钦差大臣相见恨晚。
致使河工告成之后，年届七十五岁的帝国头号元老、政府三号重臣王鼎，悲林则徐的不幸，愤穆彰阿
的卑劣，在皇帝面前力争不可与“英夷”议和，得到的回应却是皇帝说他积劳成疾而需要休养。
对于毕生“忠贞致身”的王鼎来说，这无异是得到了皇帝下达的箝口命令。
他要么尸位素餐，要么呈请退休，否则只能以死表示自己坚持忠君爱国的信念。
看来王鼎选择的是末路。
于是徘徊数日，他果然“闭户自缢”了。
相传王鼎自杀前留有遗书，内容是控告穆彰阿，保荐林则徐。
但他的政敌，似乎嗅觉更灵敏。
道光帝信用的前后两任首辅，曹振镛和穆彰阿，在朝廷内都建立了效忠于己的班底，尤其重视在军机
章京中安插亲信。
当时最受穆彰阿宠任的军机章京陈孚恩，首先发现王鼎自杀。
这个陈孚恩，似乎是自愿充当代穆彰阿监视王鼎的特殊角色。
这也难怪。
王鼎由河南回京，断定道光帝违反诺言，仍将林则徐充军伊犁，是穆彰阿暗中捣鬼的结果，于是每见
穆彰阿必厉声诟骂，甚至在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面斥穆彰阿是当世的秦桧、严嵩。
皇帝却一再优容，至多避席不听。
这很可怕，万一皇帝听多了，转而疑心穆彰阿的确在玩弄他，那时首相及其党羽岂非一锅煮了么？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一（一八四二年六月九日），陈孚恩发觉军机六大臣，唯有王鼎未赴早朝。
那时皇帝住在圆明园，军机大臣们照例随住园寓。
陈孚恩立即奔往王鼎寓所，见其子王沆与家人正围着尸体惊哀失措。
因为大臣自缢，在帝国政治生活中是大事，照例必须奏报皇帝派人验视现场，再向皇帝奏明死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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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办理后事。
这个机要秘书够大胆的，当下擅自命其家人解下尸体，亲自搜身，果然在衣带中发现弹劾穆彰阿的遗
疏。
他立即恐吓王沆，说是此疏必定越发激怒皇上，奏闻后别说王鼎得不到恤典，你这个翰林院编修也必
定废弃终身云云。
王沆害怕了，同意陈孚恩篡改遗疏，并向皇帝伪报王鼎暴疾去世。
皇帝闻奏，据说也有点疑心王鼎并非正常死亡，但既然死者之子如此报告，而王鼎早过古稀之年，加
以皇帝本人刚给这位老臣以重大刺激，他还能深究吗？
于是道光帝对此深表震悼。
当然，王鼎的后事是够风光的，追赠太子太保，赐谥文恪，入祀贤良祠等等。
可是王鼎“尸谏”的目的呢？
道光皇帝甚至不知道或不想知道王鼎的真实死因，当然更不知道这位元老重臣是以死谏君。
虽然王鼎的寓所就在圆明园边上，而且他为“尸谏”而自杀的消息霎时轰动京城，看来连道光帝预备
立为储君的皇四子即咸丰帝也一清二楚，但似乎只有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
而不惜用戕害自己的方式，以期感悟这个皇帝改革他的政府班子，恰是王鼎“尸谏”的唯一目的。
从这一点来说，王鼎是白死了。
由王鼎“尸谏”获益的自然有人。
首先是穆彰阿，他非但意外地除去了一个主要政敌，还意外地将此事瞒过了皇帝，他的首相宝座更稳
定了。
尽管这个稳定时期不到八年，随着老皇帝死去，穆彰阿也随之倒台。
但对于除个人权势财富之外，什么帝国命运、生民疾苦，统统不在话下的首辅来说，八年还不够长吗
？
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陈孚恩，他如此成功地导演了一出愚君丑剧，自然更受首相赏识，从此官运亨通，
不过五年便爬上了军机大臣的显赫位置。
他的故事还很长，在咸丰初虽因穆彰阿倒台而受到牵连，但没几年便东山再起，历居要津，到咸丰死
时又成御前大臣之一，虽然“祺祥政变”使他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但那是后话。
而他这时仅以相当于后世机要秘书的军机章京身份，敢于在皇帝眼皮底下如此弄权，切断皇帝与他的
三辅之间的最后联系，不仅提供了何谓“一手遮天”的历史实例，而且令人更开眼界，明白君主专制
体制的实际运转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这一点来说，王鼎“尸谏”的失败和陈孚恩协助穆彰阿愚君的成功，真正获益的倒是晚清史的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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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非但没有证明我们的国度存在过自孔子以来便一成不变的传统，而且只能证明所
谓传统总在发生时空连续性的变异。
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的高曾乃至祖父辈，已经出现了文化隔阂，更遑论更遥远的时代或更阔略的空间
的文化变异和交互影响的历史真相。
　　——朱维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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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调未定的传统》编辑推荐：什么是传统？
有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
当传统遭遇潮流，我们该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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