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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一

汉代的黄河文化

第一节 西汉甜期黄河文化的整合与发展

雄极一时的秦王朝钗仅存在了 15 年，便在陈胜、吴广所点燃

的反秦烈火中灰飞烟灭了。秦二世胡亥三年(公元前却7 年)十

舟，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咸阳，并于改年四月被西楚霸王项密封为汉

王。此后，又经过了四年多的楚汉战争，公元前 2但年，刘邦取得

了最终的胜利，并于当年正月在把水之陪登上了皇帝宝崖，中国历

史上继秦之后第二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一一西

汉王朝正式诞生了。

一、秦末汉葫对秦代文化政策的批判与反嚣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

秦王朝被推翻后，曾经作为黄河文化最主要的代表之一，并且

作为秦代统一政权所强行推有至全国的统一文化类型一一秦文化

立即从其事峰上跌落了下来，秦代强制性地以一种地域文化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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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域文化的尝试彻底失败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在全中国所

形成的几个地域文化圈，到秦f-t虽然其相互之间的渗透与融合己

在绕一的政权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然再其相对的独

立性却还依然存在，元个主要的地域文化一一秦文化、齐鲁文化、

中原文化以及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等等在文化内涵、价值

观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差异。从文化史的角度讲，当时面i拖着

是被复秦统一之前的各种地域文化分立并存的旧局面，还是适应

形势，如速融合，努力共同去创造一种全新的统一文化的历史岔路

口。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与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政体密切相

关的。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也是与当政者接受了一种什么样

的文化价值观直接相关的。秦王朝灭亡之时，应该说黄河文化所

包含的成分1lJ很庞杂，由于除秦文化以外的各种地域文化从来也

没有上升到全匿统一文化的地位，因此对秦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

化采取伺种态度就很重要。此对，不要说统一的全国文化，就是统

一的黄河文位也不存在。

在秦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浪潮中，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

认真地思考:为什么当年曾摧枯拉朽般横扫六国、席卷天下、无人

敢逆其锋芒的秦帝国，却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显得那样虚弱和外

强中干，灭亡得如此之快?其教棋和历史借鉴究竟是什么?这种

患考，从文化史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整合，它既是对一个

旧政权的文化政策的批判，同时也是一个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对所

要采取的政治指导理论一一政治文化的探索和需求。作为西汉王

朝开国皇帝的刘邦，还在反秦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便以自

儒生、学者进言的方式而开始了对秦统治政策的分析与批判，雨伴

随着这一批判的，则是刘邦对于关东诸文化噩和价值观的逐步认

识及认同。

XtJ邦出身子农民家庭，家境一般，按秦代的制度，只有有一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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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的人，才能重j政府中去担任小吏。:X1J邦直到壮年~后，才在他

的家乡沛郡丰邑当上了悟水亭长，干捕盗治安等事情。:X1J邦虽为

楚地之人，但他生性豪爽..好酒及色"迹近无赖，从文lJ邦的经历以

及生活环境来说，他是根本看不起知识分子特别是儒生的。由于

秦代继承秦国自商鞍变法以来所实行的军功爵制，在全社会已经

形成了严密的制度和法令，并形成了普遍的崇尚武功、鄙视儒学的

社会风气，再加上秦代自焚书坑儒之后，采取严勇的法律措施禁止

儒学的传播，儒生方士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亨，刘邦作为政府一名低

级宫吏，也不可能不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嘀G 据历史记载，刘邦举

兵参加反秦武装以后，号为"沛公"。"湾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

者 .7市公辄解其冠，搜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①。甚至对儒生的

服装也极为憎恶:'(叔孙)通儒艘，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

髓，汉王喜"②。:X1J邦对儒学及儒生的这种态度，正是受秦代文化

价值观影畹的结果，也是当时这种社会风气的一个生动反秧。这

种情况直到刘邦兵入陈留高阳，遇到当地一个名叫酶食其的儒生

之后，才开始逐渐有了一些变住。据《汉书·部食其传》记载，酶食

其去晃刘邦时，刘邦脱了衣服，翻着两个美女在洗脚，态度极其傲

慢完礼。都食其也不客气，非但长握不拜，而且尖锐地质问刘邦:

"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欲率诸侯破秦乎?"惹得刘邦大骂"竖儒!

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i者侯相率攻秦，何谓助秦?"酶食其又正色

道"必欲聚提含义兵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这才迫使刘邦停

止洗脚，穿好衣服，以接待上宾之礼来接克鄙食其。酶食其以其丰

富的历史知识，给刘邦讲述了六国兴亡史，并给刘邦出了攻下陈留

的奇计，帮助刘邦取得了反秦斗争中的一次大胜利。这件事，表面

①《史记〉卷九七《鄙生黯贾列传).中华书局 .19590

②《汉书}卷I!Q三《酶陆朱~J叔孙传)，中华书局 .1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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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起来只是酶食其以H长者"身份要求荒邦有礼貌，~J邦也只是

将那食其作为能为自己出好计谋的谋士，然而其深层的含义，姆是

刘邦对秦文化价锺观的一种初步否定，并开始对关东语文化价值

观的初步认可。

但使刘邦在思想上对关东文化进一步加以认同的，是他的另

一位谋士陆贾。陆贾是楚人，随同刘邦反秦并平定天下，史称其

"名有口辩"。陆贾虽为楚人，但对于儒家经典却非常喜好和熟悉，

对黄老之学也非常在行。他由于职务之便，时常为刘邦出谋划策。

据史书记载，黯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

马上市得之，安事《诗》、《书>! '陆生曰:‘嚣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

治之乎7'"毫不退让地顶回了刘邦。接着，陆贾又旁征博引地议论

说:过去，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雨~文治治天下，是文武

并用，这才达到了统治的长久;而春秋时的吴王夫差、晋国的碧信

却只知道穷兵黯武，结果身亮国灭。秦代也是只知道严肃酷法，才

迅速灭亡。报如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行仁义，效法先前的圣贤君

王，那统治一定会徨牢固，哪有今天隆下做皇帝的事情呢?一席

话，说得刘邦无言以对"不悸市有惭色"只好说:那钵把秦为什么

速亡，我为什么能得天下，还有古代治国成败的道理写给我看看。

这样，黯贾得以有机会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对秦代的统治政策进

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史载其"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

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薪语》吻。从

陆贾开始，西汉苍5年的知识分子以拨乱反正为己任，将实现自己的

政治理想满在热情地倾注到总结秦王朝统治政策失误的著述上

来，并由此掀起了西汉初期的一个文化高津。

汉初知识分子对秦代统治政策失误的分析和总结，其代表人

①《史记》卷九七愤生黯贾列传)，中华书局， 1粥。



第 5 章 725

物主要有高祖酵的陆贾和文帝时的贾谊，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陆

贾的《新语》和贾谊的《过秦论}，他们和当时其他的知识分子一起，

对秦代统治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报判，其矛头所向主要集中在

三个方面:一个是秦"法令繁惨，刑罚暴酷"①"仁义不施"引二是

"民力罢尽，赎敛不节"③"贪猥残暴" "穷困万民，以适其欲"飞三

是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魔王道，立私权咽"意得

欲从" "专用天下以适己"⑤。汉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政治家自

绕这三个方面所作的分析和批判，基本上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尽管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不可能作更全菌和更深入的分析，捏是

这是历史上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第一次对本阶级统治经验教训的反

省和总结，以这种批判为先导，既确定了西汉王辑统治方略的基

谓，也为西汉文化的发展开曲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汉初文化政策的宽松

西汉初期知识分子对秦王朝统治政策的批判，剌激了当时的

思想文化界又一次活跃起来，在客现上己经打破了秦代文化专制

主义对知识分子所设置的各种禁锢和藩篱。由于对秦王朝这些批

判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和巩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在

很大程度上也就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从秦末汉初开始，这

种批判可以说一直延续下来，与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历史梧始终，

这固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给了封建统治阶

级以极大的教训，迫使他们不能不关注与自己的安危密切相关的

统治政策问题;而同时，历代知识分子也只能通过这种批判，才可

①〈汉书》卷四九《爱盎晃错传).中华书局 .1962。

② 贾谊:(过秦论>.'3I1H史记》卷六《秦始皇本主己)，中华书局， 19590
③《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

③《汉书》卷囚八《贾谊传〉。

⑤贾谊:(过秦论).寻|自《史iê)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1粥。
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1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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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自己所信仰的政治理论表达出来，争取得到君主的赏识，变为

治国的实践。

秦国自商鞍变法以后，对思想文化便采取了许多文化专制主

义的控制措施，棋倒i如《商君书》就主张"嬉诗书以明法令"\，秦国"无

儒

韩非，专门著书将儒生等歹列G为"五蠢

窜融甜9的有害囡素，应该除去，社会上只能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从"术"、"势"的角度实行了韩非的理论，对

思想文化更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公元前 213 年，李黯在咸

阳宫一次宴会上，借题发挥，建议"焚书"。从此，秦王朝繁复的法

令中，又多了如"挟书罪"、"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

今者族"①等这样针对知识分子幸在思想言论的严酷法令。汉初知

识分子对秦王朝的批判，首先就是对此进行直接对抗的。

陆贾在《新语》的首篇《道基》中，开费宗义就说"传曰:‘天生

万物，~培养之，圣人成之。'"与《萄子·富匿》篇中的话如出一辙。

商旦，全书中多处引"(谷梁传》曰"、"(诗》云"、"孔子B

"吨《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

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丸族，群臣以义制忠，衍。以仁尽节，

《乐》以礼升降。"②并将孔子称为"后圣"多处宣扬孔子的得意门

生藤田、曾子等人，明显是针对秦代"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些严

酷法令的。陆贾在《薪语》中，还特别分析说"秦非不欲治也，然失

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③这些，都给刘邦留下了深刻

的部象，后来当刘邦攻下咸锢"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B: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与父老约，法三章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新语·道基》。

③〈新语·元为》。



第 5 章 727

耳……余悉除去秦法。'"很明显就是接受并采纳了陆贾的意见，准

备反秦之道而行之的表现。

与刘邦相比，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家庭，他的祖父项燕、叔父

项梁均先后死于与秦军作战的战场上，他是怀着国娘家仇奋战在

反秦的战火中的。项羽对秦国的一费都怀有深仇大恨，但是，他从

未认真地患考过秦代统治政策的得失，也未真正接触到黄河文化

的真谛，项羽所表现出来的，只有一般阳刚豪迈之气，其内心中还

是死拖着楚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希望一切都被复到秦统一之前的

社会环境中去。这样，秦亡之后，项羽只能大封诸侯王，枣数将威

黯秦宫内的财宝、美女掳掠走，并一把火将秦王的宫殿烧为灰庵，

却不能汲取黄河文化中的丰富营养。在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影

嘀与支配下，刘邦秸项羽分到走上了两条本岗的道路，最终是走国

头路的项羽失败了。

主j邦的胜利及项羽的失般，向人官]昭示出，能够宽容对待和吸

收各种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才可以得天下，反之赔可能失天下。刘

邦自己在总结为什么能够战胜项羽时，曾不无感慨地说"夫运筹

锥握之中，决胜千里之井，吾不如子房;填(镇)国家，抚百姓，给饷

蟹，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菇、胜，攻必取，吾不如韩

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莲增

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所禽(擒)也。"①刘邦这番话虽是评论用人

之道，但其中，正透露出他对待不离文化价值现的吸收、宽容态度。

刘邦的这种态度，对西汉初期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

西汉初期，由于社会尚未稳定，百度待兴，因此尽管刘邦宣布

了?悉除去秦法"但在政权建设上仍不得不沿用了很多秦代的法

②〈汉书》卷一下《离帝纪)，中华书局， 1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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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政策。刘邦死后，汉惠帝即位。惠帝四年(公元前 191 年)时，

面对当时社会上活跃的思想文化空气，发布了著名的u除挟书令"

"省法令妨吏者，除挟书律。"①接着，吕后元年(公元前 187 年)时，

又下令"除三族罪、妖言令"②。这样，以政府律令的形式，正式解

除了套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糊锁，使汉裙思想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宽

松的环境。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等不同

学攘的思想家纷纷登台亮相，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叉开

始在总结、分析秦代速亡的历史教圳的基础上，著书立说，各显其

能，形成了后世新谓"九流十家"的学术援别争相著述的又一学术

高海。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所不同的是，汉初的各种学

撮，已经不是某一种地域文化的表现，而都是站在大一统的全国政

权的角度，为最高统治者提供治理天下的治世良方了。司马谈在

《论六家要旨》中，曾比较、分析了其中最主要的六家，他说..夫阴

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

耳" ..阴阳之术，大祥雨众忌讳，使人指南多所畏:然其序园时之大

颊，不可失也。需者博市寡要，劳商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

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劫之剿，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

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也。法家严雨少思:然其王

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佳丽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

可不察也。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

约而易操，事少丽功多。"③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汉初的文化，

在一开始就处于多元化的环境中，对秦代暴政的批判，以及当时思

想文化政策的宽松，使西汉的黄河文化在多元文化的整合中发展，

①{汉书》卷二《惠帝纪)，中华书局， 1姐。

②《汉书》卷三〈商后纪)，中华书局 .1魁。

③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二六，离务印书馆， 1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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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接受历史的选择中完善，从而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化高峰的即

将来脑。

〈三〉南北文化价值观的相互渗透及统一

西汉初期的文化整合，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秦文化

并非一味地否定，雨是既批判又吸收。例如:对待秦的制度，几乎

就全盘接收，成为汉代各项制度的基础，后世所谓"汉承秦辙"就

是指此而言的。 xrJ邦攻入成期之窟，身为主要辅住的萧何就把秦

?ß相、梅史府中的典章制度、档案材料等等统统搜罗到手，成为西

汉制定帘j度时的基本弦据。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有了相同的载律，

不同的文化类型其相互之间的渗透、融合则更加便利。秦文化所

具有的"重功利、轻伦理"的特点，也不是被全盘否定，其"重功利"

的一面基本被西汉政权力E以继承和发扬，而"轻伦理"的一面周被

完全改造。西汉初期的统治集团，其主要成分都是在反秦战争和

楚汉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军功将领，秦代所实行的"有功必

赏，有过必罚"的军功爵制，既有萌确的量化模念，又有论功行赏的

具体办法，对他扪仍很适扉。西汉王朝的性质与秦王朝是别无二

致的，秦代房实行的种种办法也才能够被西汉所继承。菌此，从本

居上说，秦文化的基本内容与形式，直至深层的文化价值观，都可

以部分地为西汉统治集团所接受。西汉统治集团的高明之处在

于，主动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商将关东诸文化圈中"重伦理"的一

面，恰当地与秦文化中"重功利"的一面揉合到一起，从而为中华统

一文化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秦文化中"重功利"的价值观，在秦统一之前主要表现为个人

的功利，商鞍变法时制定的二十级军功爵剖，每一级都有明确的斩

敌首数量的要求，根据爵位再获取个人应享有的政治待遇以及经

济利益，当然总的来说国家也曲或获得了更多好处。秦统一后，这

种功利转变成只为秦始皇一人一姓谋利益"民"再也不能从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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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任再好处。秦亡的教训使西汉统治者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样，

关东文化圈中的民本思想就有了市场。《孟子·尽夺下》新说的"民

为贵，社覆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雨为天子"的理论，也容易

为统治集团所接受。例如在黯税方面，汉代从高祖时便实行"十五

税一"制，文帝时竟实行"三十税一"制，景帝以后"十五税一"制成

为汉代的定割，这比之秦代敲骨吸髓式的剥剧有了极为明显的

减轻。

秦始皇"专用天下以适己"，"意得欲从"因此奢豪无度。雨?又

拐的统治者则注意以此为戒，汉高帝七年〈公元前 2∞年) ，当刘邦

正东征西讨时，萧何留守长安，为树立天子威严，萧何亲自监工，建

造了豪华壮丽的未央宫。当XtJ邦回长安后，觉得此举不合时宜雨

大发脾气，责备萧何说"天下甸甸，劳苦数岁，或败未可知，是何治

宫室过度也!"经过萧何解释"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

加也吧，如j邦才转怒为喜。汉初的文帝、景帝，也都是以节俭著

称，文帝时曾打算建一所露台，经工匠计算需百金，文帝都觉得太

高，说道"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终于作罢②。这些做法，实际

上与儒家、墨家、道家等所提倡的"节眉"、"禁欲"等主张是一致的，

f亘在秦的故地，此S才却再也不讲求"尚大唯多"而完全按关东文化

圈的份值班来行事了。

秦代实有的是严刑酷法，丽汉初员则目尽力实行"约法省禁

帝、吕后对废除"挟书"、"三族罪妖言令"以外，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还废擦了"潜谤妖言之罪"的思想言论罪，文帝十三年(公

元前 167 年)又下令"除肉刑"。这些都不能不认为是关东文化圈

中"仁德"价值观的表现。汉前由于南北文化价值观的相互渗透及

①《汉书》卷一《离帝纪}.中华书局. I蜡。

②《汉书》卷囚〈文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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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由此也就黯开了中华文先史上新的一页。

二、西汉初期读漏壮阔的南北文化大蕴含

茜汉时期的黄河文化，是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融合、统一的过程

中逐步发展成熟的，其过程具有明量的时期阶段特点，各种地域文

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先后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为黄河文化的发展起

到了各自的作用。

(一)楚风西渐

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及其主要的僚属，都是原楚地之人，楚文

化在他的身上烙有深深的印记。公元前 202 年，已经在洛固定嚣

的刘邦接受了委敬和张良的建议，迁都长安。随着全国政治中，岳

的转移，曾经是秦王朝统治岳蓝的关中地区，成为楚文化传播、生

长的一个新的基地，也可以说这是以秦文化为主的黄河文化大规

模吸收长江文化的开端。

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具有放厚的浪漫色彩和情感色

影" "个性情感支配着社会吧。这一特点，在原楚地广泛流行的

乐舞、诗歌等艺术影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屈原的《离骚趴在这些

方面堪称典型。当以XtJ邦为苦的楚人集团人主关中以后，楚文化

中的这一文学艺术形式也随之在黄河捷域得Jlj了空前的发展，在

继承《楚辞》的基础上，汉代的文学家创造了骚体的"藏"的文学形

式。刘摆曾对"赋"评论说"赎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也om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珉，故词必巧商。丽词雅义，

符采梧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揉

① ~j文瑞，(征服与反抗一一疆各论秦王朝的区域文化冲突)，载〈秦文化论丛》第一髦，到北大

学出版社， 1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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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有本;此立藏之大体也。"①西汉文学家如贾谊的《鹏鸟陆上枚

乘的《七发》以及司马梧如的《子虚戴上《上林赋》等等，佳作连篇，

蔚为大现，以至于"汉赋"成为汉代的主要文学形式。XtJ捷、《文心雕

龙·诠藏》说:h汉韧词人，顾流而作。黯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

马同其风……讨其源流，信兴楚丽盛汉矣。"②李泽厚也指出"文

学没有画面摄制，可以描述更大更多的东西·…..尽管是那样堆砌、

重复、挡笨、呆极，但是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离业的发达，物产

的丰链，宫殿的巍曦，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人物的气涯，持猎

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陆中无不如意描写，着意夸扬。"③如

果说西汉初期是黄河文化从长江文化中学习这一文学形式的话，

那么随着学习的纯熟，汉赋也完全檀人了黄河文化的内核，到后来

无论从值作者群体数量，还是创作作品的匮量，黄河文化都后来居

上，超过了它的"先生"。

楚人对歌舞也有极大的兴趣和喜好，屈原的《九歌》就记载了

许多楚国民间的歌舞内容。歌舞是楚人倍以抒发情感的主要形式

之一"楚歌昂‘楚声是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楚国民歌和一部分

用楚地曲调填写的专业偌作的称谓"。"楚歌语言清新活泼，平易

通俗，句式灵活，音节自然流畅。一些乐句之中或末尾往往有一

‘兮'字作拖撞。伴奏乐器简单，大约以筑为主。"③〈图 5 -1)楚汉

战争摆阔的核下之战，文1j邦采用"四面楚歌"之汁，瓦解了项羽的军

，卦，逼得项羽不得不慷慨悲歌"力拔出兮气盖筐，时不利兮挂不

逛。挂不逝兮可奈何，虞兮冀兮奈若何!"⑤刘邦也是一个酷爱楚

①XtJ皇军;{文心雕龙》卷二《诠赋》篇，引自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碗照校注捻遗;{文心雕龙校

注}，中华书局， I部队

②李泽厚:{美的历程)，82 页，安徽文艺出版社， I惧。

③李泽厚:(美的历程)，82 页。

④韩养民;{秦汉文化史)，200 ，203 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③《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 195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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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图 5-1 西汉漆查上的影绘以竹尺击筑图

歌、楚舞的人，他当了皇帝之后，衣锦归乡"悉招故人父老子弟纵

酒，发沛中JL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力日海内兮如故乡，安得猛士兮守西方! .令JL

皆和习之"①。留下了著名的〈大风歌》。刘邦之后的西汉历代统

治集团主要成员，也都是"楚歌"的爱好者，有的甚至是楚歌的优秀

作者。像汉武帝所作的《魏子歌》、《太一歌》尺天马歌》、《秋风辞》

等，都成为汉代楚歌的不朽之作。其《天马歌》唱道"天马来兮从

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抄兮四夷服。"②

其《秋风辞》唱道"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

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掉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上层统治

集由中像汉高温、汉武帝这样喜好楚歌的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有

汉一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西汉时期，对楚歌楚舞的喜好，形

成了一股普遍的社会风气，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员百姓，对此

都达到了一种如醉如痴的程度(图 5 - 2)。这也是黄河文化从长

江文化中学习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

①《汉书》卷一〈离帝纪》下，中华书局 .1962 0
②《史记》卷二四《乐书).中华书局 .195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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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老之学的兴盛

西汉王朝建立后，立即面

临着用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去

治理国家，即建设一种什么样

的政浩文化的问题。秦王朝

用法家理论治圈，仅仅 15 年

就家破国亡了，这一点西汉统

治者已经看得很清楚。然而，

自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

学说，尽管都是为统治者提供
国 5-2 河南郑分i新通桥西汉晚

治国的政治理论的，但是除了
期空心砖长袖舞

法家己被证明是失败的之外，

还没有一家的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有效的;同时，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还必须从"天"的角度即人类和自然界的最高权威出

发，论证:X1J氏王朝"承天受命"的合理合法性。这些，正反映出发端

于诸侯林立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在为大一统王朝服务上，尚存在

着不足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陵性。西汉王朝不得不从现实的政治

理论中先择其所用，同时进行新的政治文化的探索。黄老之学在

这种JJj史条件下首先登上了汉代的历史舞台。

西汉统治集团青碟子黄老之学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黄老之学可以清楚地论证由西汉王朝取代秦王朝的合

理性及必然性。在黄河文化圈中，对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都要用

一种正统的观念去衡量它，看它是否符合"承天受命"的条件。黄

老之学用"道"来说明这一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OM道"是高于"天"的规律。反秦嬉火刚刚点燃时，仅但是一点

星星之火，对于强秦来讲是弱，但是"弱"战驻了"强"楚汉战争开

始时，刘邦是弱，项羽是强，但最终"弱"又战胜了"强"。这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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