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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待访录》共有二十一篇，讨论的主题有十三个。
其中《原君》、《原臣》、《原法》、《学校》等篇最为近人所注意。
导读者王泛森认为最能用来贯串《待访录》各篇大义的是两种政治原理之对立，究竟三代以后的君臣
关系、制度设计、法律、兵制⋯⋯等林林总总的议题，是从哪一种原理出发的，是“以天下为天下之
天下”这个原则出发，还是从以天下为帝王之私产出发的？

　　黄宗羲回答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是认为被他理想化了的“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是两
种政治原理之争：一种是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是公的、万民的、百姓的，并从此原理出发去思考、规
划一切制度。
在《待访录》中对君臣、方镇、封建、法律等重大问题的新思考，都是从这个原理出发的。
与它相对的是“三代以下”之原理，即以天下为帝王“一家之私”为出发点的思考，对一切事物防之
又防、密之又密，而最后归于无效。
正因为两种政治原理截然相异，所以黄宗羲要求全变，而不是小小变革，要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即
要从原理出发，重新检视两千年来一切的政治设计与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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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泛森
　　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及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着有《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等。

　　[绘者简介]
　　何季澄
　　自由插画家。
作品常见于杂志、广告，做过制片、唱片设计、商品开发，在海边画了半年壁画后，决定从此当个靠
画画吃饭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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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奇书，其中有许多震人心弦的思想。
它是作者黄宗羲（1610～1695）从其复国的艰难辛苦中得出的道理，其中有许多指涉十七世纪的具体
问题，也有不少具有长远价值的政治提议，是清季言民权、宪法、平等的张本。
　　《待访录》共有二十一篇，讨论的主题有十三个：《原君》、《原臣》、《原法》、《置相》、
《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
。
其中《原君》、《原臣》、《原法》、《学校》等篇最为近人所注意，且让我摘述《原君》篇中触人
心弦的段落。
　　天下为主与以君为主　　《原君》篇说生民之初，人人各顾一己之私，人人各为自己之利，对公
共有利之事没人去办，对公家有害的事没人去除，于是有这么一个人出来，不专为个人一己之利益而
愿意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不考虑自己的损失而让天下免祸，于是人们推戴他为领导者。
可是后世的领导者相反，他们&ldquo;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rdquo;，
而且使得天下之人没有自己的&ldquo;私&rdquo;，没有自己的&ldquo;利&rdquo;。
统治者&ldquo;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rdquo;，一开始还觉得难为情，久而久之便不以为意，视天下
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
于是黄宗羲区分两种政治形态，&ldquo;古者&rdquo;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后来是以君为主，天下
为客。
黄宗羲强烈地说：&ldquo;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rdquo;，&ldquo;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
&rdquo;如果没有君，&ldquo;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rdquo;，就因为有君，天下人才没有自己
的&ldquo;私&rdquo;与&ldquo;利&rdquo;，&ldquo;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
夫，固其所也&rdquo;，但是&ldquo;小儒&rdquo;们却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原臣》篇中，他又以天下为公为出发点，重新厘定君臣关系，说因为天下太大非一人所能治
，故君臣分工以治之，&ldquo;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rdquo;，
而世人却错以为天下之臣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于是他接着说出&ldquo;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
亡，而在万民之忧乐&rdquo;这样的话。
这些篇章中动人心魄的文字正是《明夷待访录》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无独有偶地，在同一个时代也出现若干与此相近的言论，像唐甄（1630～1704）《潜书》中说
：&ldquo;杀人之事，盗贼居其半，帝王居其半&hellip;&hellip;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
。
嗟乎！
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
&rdquo;（《全学》）又说&ldquo;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rdquo;（《止杀》）、&ldquo;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rdquo;（《室语》）。
足见这些思想在当时并不是孤例。
　　&ldquo;明夷&rdquo;何以称&ldquo;待访&rdquo;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宗羲全集》的编者在
浙江宁波天一阁发现了黄宗羲的《留书》五篇，那是宁波冯贞群伏跗室的旧藏，后来移交给天一阁。
这五篇文稿的出现，印证了几百年前全祖望（1705～1755）《跋明夷待访录》内所说的&ldquo;原本不
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rdquo;。
有趣的是，这五篇文章后面所附的一张字条，还生动地说明了五篇稿子的来由。
它说明了黄氏在顺治十八年（1661）已开始写《留书》，&ldquo;留&rdquo;是要&ldquo;留传后
人&rdquo;的意思。
康熙元年（1662），黄氏开始写《待访录》时，已将这五篇文章的内容部分吸收到新书中，但是他也
把五篇文字中大量涉及华夷之别，意思极为强烈的文字，删削殆尽，读者不再看到&ldquo;以中国治中
国，以夷狄制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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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也&rdquo;（《史》篇）这一类的见解。
故《留书》是&ldquo;种族版&rdquo;，《明夷待访录》是&ldquo;新朝版&rdquo;。
　　从《留书》仅存的五篇看来，黄宗羲早先种族意识极强，他的一些政论即是以最决绝的种族意见
为基础。
康熙元年（1662），当他收到桂王被处死的消息之后， 知道复明运动已经没有希望，便开始写《明夷
待访录》。
&ldquo;明夷&rdquo;是《易经》的一卦，离下坤上，土在上，火在下，表示火冒出来却被土遮蔽，暗
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志，或等待天亮之意。
&ldquo;待访&rdquo;二字可能是等待新朝君王之下访，他又说如果依照秦晓山十二运之说，&ldquo;向
后二十年交入大壮&rdquo;，也就是预言新朝将有隆盛的局面。
这个书名曾经引起不少人的质疑与不满，尤其是那些曾经追随他东奔西跑复明抗清的人们。
　　十七世纪出现过一批比较成规模的政论，如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外表看起来是学
术的，但实际上同时也是政治的；如王夫之（1619～1692）的《读通鉴论》中大量的按语，也是政论
，当然他的《俟问》、《搔首问》等也是。
唐甄的《潜书》、王源（1648～1710）的《平书订》、陆世仪（1611～1672）的《思问录辑要》等，也
都是政论。
在这一批书里，《明夷待访录》之所以有突出的地位，我个人认为不单是针对君臣、学校、兵制、田
制、财政等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他与上述诸书最大的不同是有一套系统性的原则贯串于大部分的
政论中。
　　思想渊源　　谈《待访录》一书最富挑战性的部分，是探究它的思想渊源，我在《待访录》中读
出一种contended schizophrenic，即它不只是明代文化特质简单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十六世纪末以
来的一种回向经典时代的胎动，是两者互相辩证的产物，是一种二律背反，而这也是历史上许多重要
突破的主要资源。
唯有这样才能理解何以看似一方面发扬明代后期之新思潮，一方面又表现了若干我们现代人看来有
点&ldquo;荒谬&rdquo;的复古言论。
　　《待访录》全书提倡公天下的思想。
在先秦典籍中，实不乏以天下为&ldquo;公&rdquo;的想法，譬如《吕氏春秋&middot;贵公》篇中说
：&ldquo;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rdquo;《逸周书&middot;殷祝》篇说：&ldquo;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
&rdquo;这些话在后汉以后基本上消沉不显，在过去并未被充分重视，但在明末清初得到一种新的转变
与新的生命力。
乾隆年间陕西一个不知名的儒士也发出&ldquo;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其心公，与贤士共之；后世帝王之
治天下也，其心私，与亲属私人共&hellip;&hellip;&rdquo;，又说&ldquo;以天下之贤理天下之民而不私
为己有&rdquo;。
足见这一思路在当时黄氏兄弟师友之间并不太陌生。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说得很有道理，古老&ldquo;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
也&rdquo;的公天下观念，在十七世纪以前是对皇帝提出的，作为其应具有的政治态度与道德标准，不
是为主张百姓的权利而提出的。
但是十七世纪初出现之私（私有财产）、欲（生存欲、所有欲）的主张，始转换由上面恩赐而来，以
天下之公转换为百姓的&ldquo;私&rdquo;或&ldquo;欲&rdquo;的集积或调和状态的公。
　　从《待访录》中也可看出《孟子》书中若干学说的落实或激烈化。
《孟子》书中讲&ldquo;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rdquo;（《孟子&middot;万章下》），这类话在
明末清初也得到新的诠释，譬如顾炎武《日知录》中论爵禄时，即是透过史料考证大谈&ldquo;班爵之
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rdquo;，这不是天上地下之悬绝的道理，而是各自之间只有一位之差。
这个意思也贯串在《待访录》中，书中凡是讥斥&ldquo;小儒&rdquo;如何如何的，多数是认为&ldquo;
小儒&rdquo;故意拉大君臣之间的距离，使它成为天上地下之差别。
　　我们从黄氏的《孟子师说》，也就是他从自己的老师刘宗周（1578～1645）的著作中所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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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可以反映刘氏对孟子的诠释来看，其中有七八段话的意思与《待访录》的观点相近， 可见其师
对孟子思想的激烈化或现实化理解对他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代是两千年来专制体制的弊病达于高峰的时代，到了十六、七世纪，反省、批判君主的言论相
当普遍， 而且在各种文体中都有表现，大至《明武宗实录》、《明神宗实录》，小至一本上海地区的
地方志《外岗志》，字里行间居然也批评起皇帝来。
至于明代被允许&ldquo;风闻奏事&rdquo;的谏官们动辄对皇帝尖酸刻薄的批评，更是屡见不鲜。
这种情形与清代形成重大对比。
　　《待访录》中最受人瞩目的君权批判思想有明显的前驱，就是晋朝鲍敬言的《无君论》，清末革
命学者刘师培（1884～1919）《鲍生学术发微》中大力阐发其无君思想。
而唐末五代《无能子》及宋元之际邓牧（1247～1306）《伯牙琴》中，也都表达了清楚强烈的&ldquo;
非君&rdquo;思想。
自然状态下的&ldquo;平等&rdquo;观是这一些异端思想家的潜在基础。
但是对于历史上零星出现的无君思想与《待访录》之间的关系，人们有若干的观察，但并无确证。
不过，黄氏与上述的&ldquo;非君论&rdquo;有所不同。
近人冯天瑜认为上述&ldquo;非君论&rdquo;主要鼓吹无政府状态，而黄宗羲并非如此，黄氏并不想废
君，黄氏是想在君权的格局之下，做一件更困难的工作，重新定义君臣应当怎样？
国家、臣僚、百姓之间应有的关系为何？
　　黄宗羲深受晚明心学及万历以降士风之熏陶。
明代心学中有解放的一个面向，如王阳明（1472～1528）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如果求诸自己
的良心，而发现不妥当，则&ldquo;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
&rdquo;李贽（1527～1602）在其《藏书》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说，三代之后汉、唐、宋千百余
年之所以没有是非，并不是人们都没有是非，而是因为&ldquo;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
耳&rdquo;。
这一类思想早在黄宗羲之前已有相当大的影响。
故虽然黄氏批判李贽相当严厉，他仍然脱不开时代风气的影响而不自知。
　　在审酌种种因素之后，我认为明代思想中对&ldquo;公私观念&rdquo;有一种相当普遍性的看法起
了关键的作用。
在宋明理学中&ldquo;公&rdquo;是好的，&ldquo;私&rdquo;是不好的，化&ldquo;私&rdquo;为&ldquo;
公&rdquo;是一件应该努力的事。
晚明以来思想中对公、私问题的看法，则比先前灵活，只要有一种合适的关系，&ldquo;公&rdquo;是
好的，&ldquo;私&rdquo;也可以是好的。
一方面解除了&ldquo;公&rdquo;、&ldquo;私&rdquo;的对立，彰显&ldquo;私&rdquo;的正面意义，另一
方面出现了&ldquo;遂私以成公&rdquo;的思想，认为&ldquo;公&rdquo;是由个别的&ldquo;私&rdquo;会
合而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政府的&ldquo;公&rdquo;是在天下百姓各个人的&ldquo;私&rdquo;得
到保护之后，才算是总体地完成了的新思想。
此外，也有人提出所谓&ldquo;公欲&rdquo;的主张，如何心隐（1517～1579）认为私欲只要能符合公众
的利益，即为&ldquo;公欲&rdquo;。
在这个新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政治观，即政府是&ldquo;公&rdquo;，但此&ldquo;公&rdquo;是由能满
足天下各个百姓的&ldquo;私&rdquo;所形成的，故一方面君王应该以天下为&ldquo;公&rdquo;，政府施
政要能&ldquo;公&rdquo;，要能时时顾及&ldquo;公论&rdquo;，另一方面要能为天下庶民百姓保有生存
、财产等权利之&ldquo;私&rdquo;，保护天下百姓每个人那一份应得的&ldquo;私&rdquo;是政府的最高
责任。
顾炎武说&ldquo;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rdquo;（《郡县论五》），维护所有人民
的&ldquo;私&rdquo;，即成就天下之&ldquo;公&rdquo;，即是这一种新锐思想的具体例证，这一思潮在
《明夷待访录》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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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以三代以下有乱无治：明夷待访录》从为父报仇的热血青年到亡国孤臣，从抗清通缉犯到一
代大儒，黄宗羲一生的大起大落，与其追求公义、为民造福的理想紧系。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许多突破性的经世主张，重新厘定了君臣关系，言论激烈。
就像是一颗伺机爆发的炸弹，《何以三代以下有乱无治：明夷待访录》在清代期间并未产生影响力，
却在沉寂两百年后喷薄而出，在梁启超、谭嗣同和孙中山等人的大力宣扬下，刊印了成千上万册；《
何以三代以下有乱无治：明夷待访录》所蕴含的民权思想，对清末的立宪派和革命分子都产生了火雷
破山海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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