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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关问题的交代

一、写作缘由

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提出 “轴心时代”的概
念。他把公元前８世纪到公元前２世纪称为世界历史的 “轴心时
代”，认为这一时期世界范围中出现了不平常的历史事件，即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
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和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
《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
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
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
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
现。希腊圣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
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
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
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①

经过帕森斯的特别发挥，源于马克斯·韦伯 “哲学的突破”
的概念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颇为流行。帕森斯认为，在公元前一
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曾先后不相

３

①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Ｍ］．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
夏出版社，１９８９：７～８．



谋地而且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所谓的 “哲学的突破”。余英时
是这样叙述他对 “哲学的突破”的理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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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性的认识，而这种
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随而
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认识。”①

中国大陆学者冯天瑜所提出的 “元典时代”概念，其意亦与
“轴心时代”相仿。

关于轴心时代之价值，如冯天瑜所说：“元典的某些精神又
能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被后人所重新刻勒，对该民族的价值取
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常新的影响。元
典的这种超越性并非某种神秘因子所造成，乃是由其基本特质所
致：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
题是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始终关心的。也就是说，元典讨论的是不
朽的主题，同时，元典在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
时，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并非封闭的教条，这使元典
不致因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日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清
泉，赢得不朽性，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②

确实，轴心时代是一个很辉煌、取得很大成绩的时代，但它
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它之前肯定有过积累。这个积累的过程和
结果就为轴心时代准备了多方面丰富的遗产。正因为有了这些遗
产，轴心时代才可能产生，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先贤人物，才会有
那么多的经典文献。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
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 （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

４

①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８．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的近现代意义 ［Ｊ］．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

［Ｄ］．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１７～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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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创造”①。以中国的情况而论，轴心时代大概就是今天所说
的诸子时代。诸子学说的兴起是对诸子之前的上古思想的创造性
解释与发挥，当然，其创发的原动力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
会变革，正如 《淮南子》所说的，诸子学说的兴起之源在于 “救
时弊之难”。出于对社会的忧虑，诸子以思想参与现实，为纷纭
无序的现实指出走向秩序的道路。他们当然注重之前传统文化的
资源。他们的学说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从他们所面对的传
统文化中汲取养料。

因此，前诸子文化或前轴心时代文化无疑是有研究价值的。

本文把目光放在春秋时段②。因为春秋时代处于继承与断裂相统
一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所谓继承，其上联殷商、西周，

与殷商、西周的文化有继承连续性的一面；所谓断裂，乃指在这
个时期，新的因素已经出现，礼崩乐坏乃成为时世的一股潮流。

具体说，本文将以人文主义思潮作为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进
行研究，将从文献与人事的角度重点探索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线
索，及其为中国轴心时代的文化特质带来的影响。

本文分析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世界，将从两个方面入手：一
是文献，一是人事。下面就从这两个概念说起。

二、文献、人事与人文主义思潮

《论语·八佾》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
矣。”郑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
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 《集注》云：“文，典籍也。献，犹贤
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

５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６０３．
我们在本文中为春秋的上限与下限有特别的规定，与一般史学家的划分不

同，在后面我们有具体的说明。



足故也。”刘宝楠 《正义》云：“‘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
士大夫。”

可见，这 “文献”之意简单说就是典籍与贤人。① 孔子对杞
宋 “文献”不足的感叹，也道出了古代典籍和先贤之言的重要
性。

古代典籍和先贤之言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呢？无非是因为他们
有其权威性，对现实社会具有价值判断作用，能用来指导现实生
活，一句话，他们是眼下行事的根据和来源。

孔子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其他诸子也是如此。

其实，早在孔子以前的春秋时代，人们对这一重要性的认识
就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翻阅 《左传》、《国语》，随处可见大量
引证。

一是引证历史前人之言，《左传》、《国语》中 “谚曰”、“古
人有言”、“闻之曰”等即其形式。举两个 “谚曰”例子：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
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
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在寡
人，则愿以滕君为请。”②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
有之：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

乃献。③

二是引证典籍之言，如引 《诗》：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

６

①

②

③

各注家的理解包括了过去和当今的贤士大夫。本文特取 “过去的”贤士大
夫，以 “前人之言”来概括之。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７１～７２．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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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
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
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①

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 ‘忠信，礼之器
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
让也。诗曰 ‘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②

又如引 《书》。《左传》的引 《书》次数，据顾栋高 《春秋大
事表》统计有２２次。但陈梦家 《尚书通论》认为有４６条。《国
语》亦多。兹各举一例：

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
以庸。’君其试之！”③

襄公曰：“……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
其上。’故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④

又如引证其他典籍：

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
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
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⑤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

固存，国之利也。’”⑥

这样普遍的引证，无非是对其重要作用认识后的表现形式。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３６５．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１２２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４４５～４４６．
徐元诰．国语集解 ［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７４～７５．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５５２～５５３．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１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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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春秋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引证典
籍、前人之言的？达到了怎样的目的？具有怎样的作用？我们认
为这是春秋时代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一条线索。

春秋时代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人事。

本文所指的人事，可以理解为人间之事，即人类在实践过程
中、在社会生活中应处理和应付之事，它与神事、神性相区别。
因此本文会经常拿人事与神事进行对比，以突出人文主义思潮在
春秋时代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社会，人事就有了。

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事与神事的比重是不同的。在原始巫
术时代，人事的比重特别小；在宗教时代，人事的比重放大，但
与神事相比，仍处于劣势，如殷商时代，中华民族早已进入了文
明社会，但神事还笼罩着先民。可以这样说，人类早期的历史就
是人事比重逐渐变大、神事比重逐渐变小，而人事最终战胜神事
的历史。

在春秋时代，人事的地位和被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并有
助于中国完成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的转变，所以我们以人事作为
另一条线索来研究春秋人文主义思潮。

我们为什么要用人文主义思潮这个概念来研究春秋时代的思
想文化世界？人文主义思潮究竟何指？

人文主义思潮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进步思潮，主张思
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提倡学术研究，以复兴古代文明为口号，反
对宗教迷信和经院哲学。

在我国传统文献中，没有 “人文主义”这个词，而仅有 “人
文”一词，最早出现在 《易·贲卦》的 《彖传》中：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用天象有规律可循 （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通过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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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象可以认识天的变化规律），比拟人伦也有规律可循 （人伦
有文明礼仪则止其所当止，观察人伦社会生活的这种现象就可以
教化天下人走上正途）。这里的 “文”从纹路、纹理之义演化而
来，“天文”指的是天道自然规律， “人文”指的是人伦社会规
律，具体指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夫
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
因此，“人文”当指人伦序列。①

传统文献中没有 “人文主义”一词，但并不表示中国传统思
想中没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传统文献中没有人文主义思潮的线
索和脉络。因而不少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都有 “人文主义思
潮”的章节或段落，如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称春
秋时代为 “人文世纪”即是其例。

说到人文主义思潮就立即会使人想到文艺复兴。确实，人文
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进步思潮。按照学术界的看法，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肯定并注重人、人性，这与当时要求各
个领域把人、人性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直接相关。他的
口号是 “我是人，人的一切特征我无所不在”。

人文主义思想是随着近现代出现的西学东渐浪潮传入中国
的，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国人表述为或者等同为人道主义。
有学者曾著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一书。

今天我们用人文主义思潮来研究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必须
要对其意蕴进行适当的改造。改造的目的当然不是完全脱离其产
生时的普遍性而特殊地适用于我们的需要。我们应删去其产生时
的特殊性而使它具有一种普遍性。对它进行一个精确的定义是很
难的，我们不打算去精确的定义它，而是采用描述式的方法，对
这个定义应包含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它的本质和外延进行一个大

９

①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 ［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１３．



抵精确的描述，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人、人性，反对神性，人性的本质是人格，注重

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内涵。
第二，重视历史经验和先人的成败得失教训。
第三，注重人自身的努力和人的现世的合理诉求，注重对现

实世界的合理的改造。
对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文献和人事将其包含进

去。因此我们拟以文献和人事作为两条线索来研究春秋时代的思
想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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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根据和来源

重视典籍和前人之言，即文和献 （贤），在春秋时期颇为普
遍。留存下来的典籍如 《左传》、《国语》中的大量引证就是鲜明
的表现，这也是阅读这些典籍时我们可以感知到的鲜明印象。其
实，检阅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引证形式甚至可追溯至
春秋之前：

王曰：“呜呼！小子封……乃其乂民。我闻曰：‘怨不在
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①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
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
时？”②

这是两条引自 《尚书》的例子。第一条引自 《康诰》，第二
条引自 《酒诰》，皆是周公申告康叔之言。《尚书》中像这样的引
用例子实在是太多。由此可见这种引证形式历史悠久，说明这种
引证形式背后所代表的注重历史经验、注重前人之言的做法是何
等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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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６０．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７７．



第一节　五种引证形式及其例子分析

历史进入春秋时代，人们对引证重要性的认识是越来越深，
相应地运用也是越来越广。翻阅 《左传》、《国语》，随处可见大
量引证。但所引的对象不外乎是 “文”、“献 （贤）”两端，下面
举几个例子：

一是引证前人之言，《左传》、《国语》中 “谚曰”、“古人有
言”、“闻之曰”等即是其形式。举两个 “谚曰”例子如下：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
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
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在寡
人，则愿以滕君为请。”①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
有之：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
乃献之。②

二是典籍之言，如引 《诗》。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
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
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
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③

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 ‘忠信，礼之器
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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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７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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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根据和来源

让也。诗曰 ‘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①

又如引 《书》。《左传》的引 《书》次数，据顾栋高 《春秋大
事表》，说有２２次。但陈梦家 《尚书通论》认为有４６条。 《国
语》里引 《书》也有很多。兹各举一例。

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
以庸。’君其试之！”②

襄公曰：“……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
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③

又如引证其他典籍。

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
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
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④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
存，国之利也。’”⑤

这样普遍的引证，无非是对其重要作用认识后大量运用的具
体表现。而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春秋时代的人们是如何
引证 “文”、“献 （贤）”之言的，达到了怎样的目的，具有怎样
的作用。

我们认为，有五种引证形式。
首先是臣对君、下对上或进谏或劝解时所用的引证：

公曰：“鲁可取乎？”对曰： “不可，犹秉周礼。周礼，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１２２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４４５～４４６．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４４５～４４６．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５５２～５５３．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１１７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