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
:

现在谈论传统文化
,

谈论新儒家
,

好

像很热闹
。

你我都是知书识字
,

算不算儒 ?

乙
:

不算
。

甲
:

怎么不算? 给孔夫子磕过头
,

念过

经书
,

没出家当道士
,

没当和尚
,

没信基督

教或者别的教
,

那就是儒
。

你不承认
,

是不

是怕秦始皇
“

坑儒
” ?

乙
:

不是
。 “

坑儒
”

不是坑所有的读书人
。

秦朝伏胜还当
“

博士
” ,

活到汉朝传授《书经》
。

你说的
“

儒
”

是
“

孔教会
”

的教徒
。

我说的是有

确定含义具体人物思想行为的种种的儒
。

甲
:

照你的说法
,

只有孔子
、

孟子
、

荀

子和他们的门徒才算是儒
,

只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
,

也就是说
,

先秦

的是儒
,

以后的全不算 ?

乙
:

不然
。

秦以后还有儒
。

汉代有汉儒
。

西汉的董仲舒
,

东汉的

郑玄
,

都讲孔子
,

又各有一套
,

彼此也大不相同
。

唐代的儒只有韩愈

等几个人
,

又和汉儒不同
,

以反佛反老为主
。

北宋有程颖
、

程颐兄弟
,

南宋有朱熹
、

陆九渊
,

又各不相同
。

他们都没有成为官学
。

朱熹的学

说还被朝廷宣布为邪说
。

这是宋儒
。

到了元代
,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以

后才对朱子的理学大加宣扬
,

定为正统
。

他的书为考试做官所必读
,

一

直延续到明清两代
。

平常说的儒家指的是他的门下
。

现在又说
“

新儒

家
” ,

指的是现代的几位讲学的大家
,

非汉
,

非宋
,

非先秦
,

不过有时

也挂在宋以来的儒的头上
。

甲
:

你要确切
,

那就不能不分别其异
。

但他们都称为儒
,

都尊孔
,

能不能求其同?

乙
:

他们的同可从非儒的外国同样著书立说的人比出来
。

请比一

比中国儒生和印度出家人以及欧洲教会中的学者在生活上有何不同?

甲
:

印度佛教和尚以及其他教的出家人靠
“

施主
”

的布施为生
。

欧

洲的神父靠教会
。

在神学院变成大学以后
,

不管穿不穿道袍
,

仍是靠

教会
,

也靠外来的布施
。 “

施主
”

是或官或商或财主
。

中国的同类人从



孔夫子起就是靠教书
,

靠做官
,

.

无论如何离不开朝廷
。

老子
、

庄子也

是一样
。

秦始皇废私学
,

设
“

博士
” ,

统一教育由官办
,

学法者
“
以吏为

师
” 。

从此以后
,

从汉到清一直没变
。

官学
、

私塾念的都是应付考试做

官的书
。

所谓
“

隐士
”

也离不开官府
。 “

翩然一只云 间鹤
.

飞去飞来宰相

衙
。 ”

这是中外之异
,

也就是中国内部之同吧? 对不对 ?

乙
:

依我看
,

由生活决定
,

中国的儒生首先必须具备使用价值
,

能

直接间接为朝廷所用
。

可以不做官
,

或者做不成官
,

但必须有可用之

道
,

可为统治者或准备当统治者的人认为有用
。

各国的和尚
、

神父可

以关门研究抽象的
“

终极
”

问题
,

住在庙里或游行教化
,

讲自己的科学

和哲学
,

可以计算天上星辰而不必编定实用历法
。

中国儒生就不行
。

中

国读书人躲不开政治
,

并不是从孔夫子才开始
。

我们没有外国那种宗

教和神话的书
。

从甲骨 卜辞起
,

古书都与现实政治有关
。

老子逃政治

必须
“

出关
”。

孔子要逃也只有
“

居九夷
” ,

或者
“

乘俘浮于海
” 。

甲
:

科学技术不必论
,

直到宋代沈括
,

元代郭守敬都兼通历算
。

连

唐朝和尚一行都讲密宗又通天文历法
。

明以后
“

畴人
”

也没断
。

问题是
,

不讲这些又没有技术的儒生
,

只会讲道理
,

有什么用 ? 怎么能
“

应帝

王
, ,

?

乙
:

中国儒生讲的道理的共同点是建立序列
。 “

有序
”

是任何统治

者所必需的
。 “

无序
”

不过是破人家的
“

序
”

的手段
,

目的还是建自己的
“

序
” 。

建
“

序
”

大概是从孔夫子到康有为以及后来儒生的共同点
。

因此

尽管不同也都可以称为儒
。

他们的
“

序
”

的内容
,

从汉儒起是建
“

礼
” ,

从

宋儒起又建
“

统
” ,

终于建
“

理
” ,

大加扩展以至于能横贯佛
、

老以至外

国
,

达到
“

万事万物莫不有理
” 。

完成这个建
“

序
”

大业的是南宋朱熹
,

所

以蒙古人有横贯亚洲建立四大汗国的底子就特别喜欢他的这一套
。

许

衡等儒生的献策
,

如果没有适应统一大帝国的这个前提
,

是不会被蒙

古统治者赏识的
。

至于什么是
“

礼
” 、 “

统
” 、 “

理
” ,

还是请你说吧
。

甲
:
《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最痛快

。

他说孔夫子也要做
“

举业
” 。

“

天天说
‘

言寡尤
,

行寡悔
, ,

哪个给你官做 ? ”他说各时代有各种
“

举业
” ,

一点不错
。

孔二先生
,

我们的祖师爷
,

周游列国所为何来 ? 不论汉儒
、

宋儒
,

理学
、

心学
,

都出不了这个范围
,

都是要建
“

序
” ,

所以才都尊



孔夫子
。

他们都是做
“

举业
” 。

千变万化
,

各种解说
,

无非是适应新需

要
,

重复旧道理
,

都是为了这一连串等级的阶梯
。

我说的这些
,

你是

不是同意?

乙
:

那何妨先请你说说
“

礼
” 。

笼统说
“

序
”

不能定你脚讲的是不是

一回事
。

甲
: “

年L
”

首先是为朝廷制礼作乐
。

汉初有叔孙通定
“

朝仪
” 。

蒙古

皇帝也同样需要这一套
。

汉人儒生对蒙古皇帝的建议就是
“

治汉人当用

汉法
。 ”

孔子传授的礼就是
“

礼别尊卑
”。

君臣
,

父子
,

一个高坐受札
,

一

个拜倒叩头
,

这样就不是同等的人了
。

各朝开国时都有这一套
。

契丹

人耶律楚材曾劝蒙古皇兄拜新皇帝而达到安定
。

不过儒生单靠教这种

礼只能时兴于开国一时
,

所以还得有另一套礼
。

这就是制定官僚机构

及其运转方式
,

换句话说是如何提拔选用和排列官吏来实现这个礼并

作有利运转
。

这不仅是最早的《周官》那套理想职官表和爵位排行榜
。

唐

代实行考试
,

实际还靠推荐和名气
,

没有断绝汉代的旧习惯
。

宋代考

试形式严密
,

但是文人做官是给皇帝当秘书
,

虽可以带兵
,

但不会打

仗
,

只有空谈
。

文武双全的很少
。

元代儒生献出了考
“

经义
”

的条例
。

这

时确定下一条
:

名为考文章
,

实是限思想
。

中不中靠运气
。

用不用在

主人
。

给老百姓一条做官路
,

不让断绝希望
。

在考试中确定以朱熹的

《四书集注》为题目及内容的不可动摇的标准
,

文体也定出死板的格式
。

王询
、

许衡等人既定历法
,

立朝仪
,

又创出了经义八股文考试
。

这套

考文官制度
,

后来英国人治印度时学去了
。

文官考试是一大发明
,

其

中奥妙一时说不完
。

实际上做官之路多得很
,

不止考试一条
,

其中自

有妙用
。

乙
:

你去过祭孔子的文庙没有? 那恐怕就是元代崇儒的第一个成

果
。

汉武帝只在太学专业里尊儒
。

汉
、

唐
、

宋皇帝都是信道过于信孔

的
。

孔子尊于元代
。

蒙古皇帝听从汉人的建议
,

封孔子为
“

大成至圣文

宣王
” 。

于是孔子戴上了平天冠
,

一位端然正坐的王者之像出现了
。

文

庙中神的格式和佛庙一样
,

不过是以
“

木主
”

牌位代替塑像
。

佛的像全

一样
。

要分别谁是阿弥陀佛
,

谁是释迎牟尼佛
,

只好看
“

一佛二菩萨
” ,

由旁边侍者的形象不同来判断
。

.

从元代起
,

孔子也有了侍者
,

那便是



由贤升圣的颜
、

曾
、

思
、

孟
。

然后有了十八罗汉
,

那便是以程
、

朱为

首的陪祀的历代列位大儒
。

这都是从《四书集注》来的
。

此书出于宋
,

尊

于元
,

效果见于明
。

清代发生许多问题由此而来
。

甲
:

我来接着讲
“

统
” 。

印度佛经中没有什么列祖列宗的说法
,

一

到中国就有了
。

特别是禅宗
,

据说是
“

佛祖拈花
,

迎叶微笑
” , “

以心传

心
” ,

于是有了不用 口传的一代一代祖师
。

然后是菩提达摩
“

一苇渡江
,

九年面壁
” ,

成为
“

中土初祖
” 。

以
“

衣钵
”

为符号传法
,

传到六祖
,

有了

分歧
。

不说话的修行禅变成了专说话的《语录》禅
。

这一宗兴起于唐
,

而

《语录》编于宋
,

庙规定于元
。 “

禅
”

从此大大盛行
,

普及于教外
。

儒生

同时同步也有了
“

道统
” ,

起于唐朝韩愈的《原道》
。

他说这个
“

道
”

不同

于老子和佛的
“

道
” ,

是尧传舜
,

舜传禹
,

然后是汤
、

文王
、

武王
、

周

公
、

孔子
, “

孔子传之孟柯
,

柯之死
,

不得其传焉
。 ”

这说法是反佛的
,

可是同禅宗的说法一样
,

不知谁影响谁
。

彼此都没有经典根据
,

都是
“

以心传心
” 。

孔
、

孟不同时
,

当然也是这样传的
,

只是没有
“

衣钵
”

为

依据
,

仿佛缺传国玉玺
。

宋代《语录》禅流行
,

《四书集注》
“

应运而生
” 。

文庙排座位由此出现
。

同时政权也以南宋偏安为
“

正统
” ,

与辽
、

金
、

元

争
“

统
” 。

元代是禅宗占领佛庙
,

理学或道学占领孔庙
。

中国的近古和

近代思想形成而且有了形象表现是起于元代
。

我说的对不对 ?

乙
:

我觉得不错
。

若不然
,

怎么解说朱夫子特别提高孟子
,

而且

要从汉朝人编定的《礼记》中选出《大学》
、

《中庸》两篇文来配《论语》
、

《孟子》? 因为照程
、

朱说法
,

《大学》是曾子 (参 )所作
,

《中庸》的作者

是曾子的门人子思 (孔极
,

孔子的孙子 )
,

孟子又算子思的门徒
,

加
_

上

《论语》中首席弟子颜回
,

这四位在孔子旁边
“

陪享
” ,

当侍者
,

座位就

排定了
。

孟柯升为
“

亚圣
” ,

由元朝的文宗皇帝封为
“

亚圣邹国公
” 。

孟

子升格
,

从此理学
、

道学或儒学便成为
“

孔孟之道
”

了
。

佛教和儒家的

这些变化正是中国人传统思想祖先崇拜的产物
。

传代是第一要紧的事
。

朱子在《四书集注》的最后
, 《孟子注》的末尾说得最清楚

。 “

孟柯死
,

孔

子之学不传
。

⋯⋯千载无真儒
。

⋯⋯ (程颖)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
,

得

不传之学于遗经
,

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辨异端
,

辟邪说
,

使圣人之道

焕然复明于世
,

盖 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 ”

从汉到唐的儒全被抹掉了
。



“

道统
”

万岁!

甲
:

建
“

统
”

完成于元代大帝国
,

是汉族经过和契丹辽
、

女真金
、

蒙

古元以及西夏
、

大理
、

吐蕃等多族接触而产生的
。

在这个意义上可说

元代包括南宋是中国的
“

文艺复兴
”

时期
,

只是和欧洲的
“

文艺复兴
”

方

向相反
。

他们走向春秋战国
,

我们到了秦朝
。

这且不说
,

除建
“

统
”

以

外
, “

道
” 、 “

理
”

方面有什么可谈? 别讲哲学
。

乙
:

这可以从《大学》
、

《中庸》的破格提升看出来
。

《大学》是经过

朱熹改造的
,

是他的
“

整旧如新
, ,

创作
。

把
“

正心
, , 、 “

修身
”

和
“

治国
” 、 “

平

天下
”

连接起来
,

这就是所谓
“

内圣外王
”

之学
。

《中庸》不知是秦末汉初

什么人的手笔
,

也不知为什么能在《礼记》中保存下来
。

这篇文或文章

组合在汉传古代经典中是独一无二的
。

开头就提出了
“

命
、

性
、

道
、

教
”

等等
“

范畴
”

术语
,

又有一段把孔子
“

仲尼
”

上升为神
,

等同于天地
、

四

时
、

日月
。

其中讲的
“

性
”

是
“

夭命之谓性
” 。

《论语》里明明说
: “

夫子之

言性与天道
,

不可得而闻也
。 ”
《中庸》讲

“

性
” ,

是谁听孔子说的? “

儒分

为八
。 ”

这是哪一家? 想不到这一组冷文章过了一千几百年热起来
,

派

上了大用场
。

孟子和告子辩论的
“

性
”

是人性
,

又讲
: “

浩然之气
” ,

讲各

种的
“

心
” 。

《中庸》
、

《孟子》合流
,

不但古时可以和异端佛教对抗
,

而

且后世又可以和欧洲所谓哲学来对应
,

成为
“

形而上
”

的学
。

(
“

形而上

者谓之道
。 ”

)
“

道
”

的作用越来越大
。

究竟是孔
、

是孟
、

是程
、

是朱
,

还

是别的什么人
,

分不清了
。

儒
“

道
”

之妙
,

妙不可言
。

不懂这个
,

恐怕

难懂中国人
。

甲
:

真要讲孔子
,

恐怕得先分析《论语》
。

中国古籍多半是
“

杂姐
” 。

不能笼统说
。

不限定材料
,

怎么研究? 不分析怎么理解 ?

乙
:

我们这样谈论儒是尊还是贬? 我们 自己以为只是依据实际
,

考察现象
,

发现问题
,

寻求解说
,

无所谓褒贬
。

可是
,

照我看
,

只怕

是像古老笑话说的
,

两个近视眼议论庙门 口匾上的字
,

实际上匾还没

挂出来
。

我们在儒门之外谈儒是不是两个近视眼 ?

甲
:

我相信匾终究是要挂出来的
。

我们是有点
“

超前
”

吧?

乙
:

那就不必读下去了
,

等二十一世纪再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