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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人类自从有了社会活动， 也就有了等级， 社会是 “以共同

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 （《辞海》，
第 1577 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 “是人们交互作用的

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第 320 页， 人民出版

社， 1972 年）。 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交互作用中的地位不同， 必

然存在着差别， 等级便体现出这种地位不同的差别。 一般意义

上的等级是指在社会地位上和法律地位上不平等的社会集团，
但本书中的 “等级” 概念是广义的， 既包括上述的涵义， 也包

括在社会中由于分工、 个人能力及经历的不同而出现的社会等

级差别。
等级概念与阶级概念不同， 阶级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经济

和政治地位方面的不同； 但是除了经济和政治因素， 社会中每

个人能力因素的不同也表现在等级差异之中。 在阶级没有形成

的时候， 等级在社会分工管理中就出现了， 这是等级的自然属

性。
在阶级出现之后， 等级中便增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差异的

因素。 在阶级社会中， 阶级是指在社会中所处经济地位不同而

划分的集团， 等级则是包括了社会其它各种差异不同而划分的

群体。 因此， 在同一个阶级中可以存在着不同的等级群体，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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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地主官僚剥削阶级中存在着不同等级的群体， 被剥削、 被

压迫的阶级中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等级差异的群体。
等级也不能等同于社会阶层， 因为在同一社会阶层中同样

存在着不同的等级， 对于等级也是不能仅仅从经济上区分的。
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士” 可以很贫穷， 但是具有较高的

社会地位， “商” 可以很富有， 但是从社会地位上却排在最后

一位 （士、 农、 工、 商）。
等级也往往容易与官僚体制联系在一起， 因为官僚制度通

常表现为严格的等级序列。 但是， 等级不仅仅存在于作为社会

正式组织的官僚体制之中， 而且也普遍存在于各类非正式社会

组织及松散群体中， 例如农村社会中家族的辈分、 长幼等级。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等级思想研究， 长期以来， 国内、

外学术界虽然在各种论述中有所涉及， 但是没有专门对于等级

思想进行的系统研究， 大都着眼于从批判的层面论述其为专制

制度服务的性质。 这样便有了三方面的缺陷： 一是缺乏系统性，
不能通过中国的社会现实深入研究等级思想的来源及其所产生

的深远影响； 二是研究角度、 方法比较单一， 不能结合其它学

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三是对其所持否定的观点居多， 往往不

能深入研究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积极作用的方面。
等级以及等级思想本身是中性的， 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

等级及等级思想， 广义的等级是不可能被废除或者被消灭的，
所以问题是在于如何使社会等级关系合理化； 中国传统社会中

的等级关系中既有封建因素， 也有非封建因素； 即使对于消极、
落后的封建等级意识部分， 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历史条件去废除

或者消灭， 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了， 社会分化充分成熟的条

件下才能很好地解决封建等级意识的问题。 否则， 简单地反对

封建等级意识， 往往是重新落入历史传统中的打倒了又重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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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环境中， 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

为主导的， 不具备产生西方商业社会竞争方式下的平等意识的

条件。 等级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 已经成

为传统文化、 社会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不仅仅表现在制

度方面， 还形成了一个哲学或者文化的体系， 因而单纯地通过

制度的革命或改良也是不能解决等级问题的。 本书的宗旨在于

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揭示出等级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与合

理性， 以及等级思想在传统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在等级思想研究方面， 应当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 一是资

产阶级的平等观， 用这种观点看待问题， 往往容易忽视我国传

统社会的长期历史及其深远影响， 试图在中国迅速建立起西方

式的社会平等观念。 二是平均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来源于我国

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 历史已经证明平均主义的思想不

等于平等思想， 其主张和要求也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 并且具

有极大的破坏性。
本书对于等级思想的论述主要是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相

关论点展开： 一、 等级次序及等级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
等级次序与等级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其中包括对等级对立

扩大化的限制， 如天命限制、 道德限制、 宗教限制、 人性限制；
三、 对等级的内源性的否定与反思。 首先表现为平均主义思想，
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潮虽然打击了封建等级的特权和垄断， 但

是也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也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等级的问题。 其次表现为对等级思想的创新论述， 突出

地体现为黄宗羲的 “公天下”、 张载的 “民胞物与” 等创新性的

表述； 五、 对等级的外源性的否定与反思。 是指在清末鸦片战

争之后， 一批启蒙思想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观作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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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传统的等级次序和等级思想； 六、 如何理性地、 客观地看

待我国传统的等级次序及等级思想。
在此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杜丽燕所长的

帮助； 感谢刘海潮和刘兆英先生在出版方面的大力支持； 以及

何谦、 梁维岸为本书写作所付出的努力； 在这里还要感谢我的

哥哥梁北泰， 他读书甚多并且见识甚广， 在等级思想的探讨方

面给予了许多非常难得的启示。

梁劲泰

2008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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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等级思想的形成

一、 等级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及特点

（一） 等级次序形成的社会基础

我国等级次序、 等级思想的形成与农业社会的现实环境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在地理上是一块相对封闭的大陆， 从

地理学的角度看， 中国属于季风区， 其降风、 降水情况具有明

显的季节性， 而且每年都会相对发生不同变化， 因此整个社会

对于灌溉、 防洪、 贮水的工程建设有着特别的需要。 这样， 就

必须将大量人力与物力资源集中起来， 用于水利工程建设， 还

要集中相当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以及战争。
但是， 中国又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社会， “中国传统处境的

特性之一是 ‘匮乏经济’ （Economy of scarcity）， 正和工业处境

的 ‘丰裕经济’ （Economy of abundance） 相对照。 我所说的匮

乏和丰裕， 并不单指生活程度的高下， 而是偏重于经济结构的

本质。 匮乏不但是生活程度低， 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 物质基

础被限制了； 丰裕 是指不住的 累积和扩展， 机会多， 事业 众。

（原书中注： 我在 《初访美国》 中有较长的说明）。 在这两种经

济中所养成的基本态度是不同的， 价值体系是不同的。 在匮乏

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 ‘知足’， 知足是欲望的自限。 在丰裕经济

中所维持的精神是 ‘无厌求得’。 ……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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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限制了中国资源的供给。 ……这个旧世界是一个匮乏的世界，
多的是人， 少的是资源。” （费孝通： 《乡土重建·中国社会变

迁中的文化结症》， 民国丛书， 第三编， 第 14 卷， 第 3-4 页，
上海书局， 根据观察社 1948 年版影印） 这样， 对资源的控制就

必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的农产品大都是自给自足的， 对于所

收获农产品的分配不可能按照平等的交换原则进行 （如 “等价

交换” 或 “按劳分配” 的方法）。 一方面是资源匮乏， 另一方面

农业生产的粮食是不能够长期储藏的， 时间长了粟米等则不能

食用， 藏久了粮食也会腐烂。 “倬彼甫田， 岁取十千。 我取其

陈， 食我农人。 ……曾孙不怒， 农夫克敏。 ……如坻如京， 乃

求千斯仓， 乃求万斯箱。 黍稷稻粱， 农夫之庆。 报以介福， 万

寿无疆。” （《诗·小雅·甫田》） 诗中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形容

收获的粮食之多， 需要将其集中起来， 用千仓万箱来盛放； 二

是粮食集中之后， 还须在一定时间内由家长 （曾孙） 根据不同

的用途和需要将这些农产品分配下去。
这样便决定了农业社会中分配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家长

应当在几年内将这些农产品分配下去； 二是因为 每年的收成、
以及农业部落中人口状况都在不断地变化， 因此分配的数量与

方式又不可能是固定的。 因此对于资源的分配管理便成为了重

要的问题， 必须由农业氏族社会中的 “家长” 通过权力先将资

源和财富集中起来， 然后按照一定等级先后次序分配下去， 维

持农业部落中老人、 儿童及妇女的生活； 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剩

余，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水利和战争的需要。
恩格斯曾经描述过这种家长制的特点： “父权支配着妻子、

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 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他们往

在一起， 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 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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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剩余产品。 公社处于一个家长 （domòcin） 的最高管理之下，
家长对外代表公社， 有权出让小物品， 掌管财务， 并对财务和

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 他是选举产生的， 完全不一定是

最年长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第 55、 56 页， 人

民出版社 1995 年） 这种来自父权的家长制已经具有了不平等的

因素。
进而这种最基本的分配方式便推及整个社会， 农业生产及

排水灌溉体系的规模化也促使村落共同体进行联合并逐步扩大

为 “国家” （领土国家）， 也出现了权力更大的 “家长” 对各部

落的资源进一步集中控制和分配， 这时维持群体生存所必需的

资源由农产品扩大到土地； 最高的 “家长” （君主） 必然要将

土地作为重要资源来进行控制和分配， 即 “普天之下， 莫非王

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诗·小雅·北山》）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 “今大道既隐， 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

各子其子， 货、 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 为礼， 城郭沟 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 以正君臣， 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 以和夫妇， 以

设制度， 以立田里， ……禹、 汤、 文、 武、 成王、 周公， 由此

其选也。” （《礼记·礼运》。） 中国古代的君主是在农业资源分配

管理的基础上， 由农业家长发展而形成的， 所以中国早期的政

权必然带有氏族、 宗族制的特点， 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其实也都

是对其子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农业部落家长。
西周初建时， 周王朝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到各地， 以便统

制。 先由周天子分封诸侯， 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 顺此等级向

下延伸。 井田制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等级分配制度， “乃经土地，
而 井 牧 其 田 野。 九 夫 为 井， 四 井 为 邑。” （《周 礼·地 官·小 司

徒》） “井田制” 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 “民， 年二十

受田， 六十归田。 七十以上， 上所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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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井田制是建立在农村公社或家族公社家长分配基础上

的授田制， 它把等级各层利益的 “禄” 和公社农民 （庶人） 的

赋税、 徭役结合起来。 君主把井田作为禄 田按等级赏 赐给公、
卿、 大夫、 士等各层， 然后由等级层中的贵族按一定比例分为

“公田” 和 “私田”。 私田被分授给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家

一户的庶人， 作为他们的份地， 庶人则无偿地代耕公田， 提供

劳役地租。 在这个等级系列中， 周天子是最高的等级， 然后逐

层地往下分配资源和财富。
滕文公曾经派毕战向孟子打听关于井田制的情况， 孟子对

井田制的描述是： “夫仁政， 必自经界始。 经界不正， 井地不

钧， 穀禄不平，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 经界既正， 分田制

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 壤地褊小， 将 为君子焉， 将 为野人焉。
无君子， 莫治野人； 无野人， 莫养君子。 请野九一而助， 国中

什一使自赋。 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亩， 馀夫二十五 亩。
死徙无出乡， 乡田同井，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 病相扶持，
则百姓亲睦。 方里而井， 井九百亩， 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

亩， 同养公田。 公事毕， 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 此其

大略也。 若夫润泽之， 则在君与子矣。” （《孟子·滕文公上》）

“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 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司

空谨别田之高下， 善恶， 分为三品： 上田， 一岁一耕； 中 田，
二岁一耕； 下田， 三岁一耕； 肥饶不 得独乐， 硗确 不得独苦，
故三年一换土易居， 财均力平。”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何休

注） 马克思认为这里 “不存在个人所有， 只有个人占有； 公社

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 所以， 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

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 第 481 页， 人民出

版社， 1979 年） 可见， 井田制既非私有制， 也不是平均主义的

公有制， 是通过家长根据不的等级及需要进行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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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井田制的 等级分配制 度相适应的 是周礼， 周礼 在服饰、
用具、 居住、 出行、 饮宴、 祭祀、 婚丧、 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

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 西周的基本社会单位是邑、 里或

书社。 “凡居民， 量地以制邑， 度地以居民， 地邑民居， 必参

相 得 也。” （《礼 记·王 制 》） “里， 邑 也。” （《尔 雅·释 言》）

“〔武王〕 裂土封诸侯， 士卒坐陈者， 里有书社。” （《商君书·赏

刑》） 无论是 “邑”、 “里” 或 “书社”， 其实都是一种地域性的

农村公社组织。
在这个组织中， 长幼有别， 分工有序， “以国为邑， 以邑

为乡， 以乡为闾， 祸灾相恤， 资丧比服， 五户为伍， 以首为长，
十夫为什， 以年为长。 合闾立教， 以威为长， 合族同亲， 以敬

为长。 饮食相约， 兴弹相庸， 耦耕俱耘。 男女有婚， 坟墓相连，
民乃有亲。 六畜有群， 室屋既完， 民乃归之。 乡立巫医， 具百

药， 以备疾灾， 畜五味， 以备百草。 立勤人以职孤， 立正长以

顺幼， 立职丧以恤死， 立大葬以正同。 立君子以修礼略， 立小

人以教用兵。 立乡射以习容， 春和猎耕耘， 以习迁行。 教芋与

树艺， 比长立职， 与田畴皆通。 立祭祀， 与岁谷登下厚薄， 此

之谓德教。 ……山林薮泽，以因其利。 工匠役工，以攻其材。 商贾

趣市， 以合其用……分地薄敛， 农民归之。 水性归下， 农民归

利。 王若欲求天下民， 社设其利， 而民自至， 譬之若冬日之阳，
夏日之阴， 不召而民自来。 此谓归德。” （《逸周书·大聚》）

有一个叫北宫锜的人问孟子关于周代的等级情况， “周室

班爵禄也， 如之何？” 孟子回答说： “其详不可得闻也， 诸侯恶

其害己也， 而皆去其籍；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天子一位， 公

一位， 侯一位， 伯一位， 子、 男同一位， 凡 五等也。 君一 位，
卿一位， 大夫一位， 上士一位， 中士一位， 下士一位， 凡六等。
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 子、 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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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 不达於天子， 附 於诸侯， 曰附 庸。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 大夫受地视伯， 元士受地视子、 男。 大国

地方地方百里， 君十卿禄， 卿禄四大夫， 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

中士， 中士倍下士， 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禄足以代其耕也。
次国地方七十里， 君十卿禄， 卿禄三大夫， 大夫倍上士， 上士

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 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禄足以代其耕

也。 小国地方五十里， 君十卿禄， 卿禄二大 夫， 大夫倍上 士，
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 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禄足以代

其耕也。 耕者之所获， 一夫百亩， 百 亩之粪， 上农 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 中食七人， 中次食六人， 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
其禄以是为差。” （《孟子·万章下》）

孟子虽然只是简略地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情况， 但从中也可

以 看 出， 周 王 朝 的 等 级 次 序 已 经 是 很 完 备 了， 如 果 严 格 按 照

《周礼》 中的建制计算， 仅中央官吏就有五万员以上， 若再加上

地方行政官吏和军队， 就更为庞大。 宋代的欧阳修对此也提出

了疑问， 但是， 周礼等级的真实含义恐怕不在于其建制是否庞

大， 而是要建立一个 “全民皆臣子” 的大宗族等级系统， 即每

个人都在建制之中， 都是具有等级身分的。
按照这个等级次序， 宗法的基本原则也由此形成。 天子正

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 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 不分愚贤、 是

天子的当然继承人， 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 在诸侯国内部，
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 其余诸子只能被封

为卿、 大夫。 以此类推， 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 其余诸子为大

夫； 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 其余诸子为士； 士的嫡长子

仍为土， 其余诸子则为庶人， 也就是一般平民了。 天子———帝

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 无条件地受到天下的尊崇。
在这个次序中， 最关键的规定是， 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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