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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研究范式的拓展与超越
!

!!!读"从简帛中挖掘出来的政治哲学#

刘军平

从
$%

世纪
'%

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简帛发现的数量的增加%简帛研

究成为海内外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和前沿学科&尤其是随着
*%

年代湖

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整理和公布%简帛研究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不少学者或从古文字学)文献史料学)哲学)

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考释)研究已出土的简帛文

献&这些著述全面阐述了简帛佚籍对于学术史研究的重大价值%走出

了疑古时代%改写或重写了中国古代学术史&

武汉大学欧阳祯人教授的专著"从简帛中挖掘出来的政治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年/独辟蹊径%以新颖独到的视角从简帛史料中

全面阐述了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这部著作%是他长期以来

致力于先秦学术思想研究的结晶%也是他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郭店简与上博简中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最终成果&这部专

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简帛中的政治哲学的最新成果&

作者将研究重心放在已出土的郭店简与上博简的文献中%系统地挖掘出先秦政治哲学的真材实料%

把握其发展历史脉络走向%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丰富的政治学资源&贯穿全书%作者始终充满了问

题意识&其探究的是先哲们在政治哲学上的理想追求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设的借鉴意义%

挖掘先秦政治哲学中政治权力的限制与威慑%试图解决政治哲学中的正义性问题)社会民众之间的诚信

问题)人性的培养)人格的修养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而阐述个体的独立自由)精神

境界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具体而言%欧阳祯人教授开拓了先秦政治哲学研究七个大的方面的内容&第一%论证了先秦儒家的

君权合法性&作者重点研究的是"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和"民之父母#等相关出土文献中关于君

权合法性方面的研究%对上述各篇文献的学派归属)思想性质及其特点进行了细密的耙梳%探讨政治权

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深入剖析了中国古代君权制度存在的理据&作者认为%上天的笼罩%自身的修养

以及大臣的谏诤%似乎从各个方面保证了君权的合法性&这种理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基本上是有效

的%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作用&在中国文化进行现代转型的今天%我们应该认真总

结其经验%推陈出新%为构建合理)有效的中国现代政治体制摄取充分的养分&例如%"民之父母#提出了

一个政治学上非常基本但又非常关键的问题'何如斯可为民之父母(&欧阳教授的回答是%在一个健全

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加强执政者的道德修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

/我们面对的是制度化)法制

化)国际化)民主化的现代社会%没有制度和法制%没有权力有效的分离与监督%政治权力一定会因为高

度集中而引发多方面的危机*.

$

/在进行制度管理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要用道德的戒律来唤醒)警示执

政者的良知*.

)

/加强执政者的道德修养实际上成了维持社会平安)保持社会持久法制的根本性保障&

第二%阐发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宗教性&作者根据对简帛文献的论证指出%先秦儒家把'天(置于祖宗

之上%只有'天(才是尽善尽美的*在政治哲学的层面直接昭示'天下为公(的理念%是孔子把'天命(与'人

性(融汇起来%创建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它们的本质是宗教精神鼓荡起来的人的神圣

性与高贵性&第三%梳理了儒家的政治正义论&欧阳祯人教授认为%孔子明确提出了'政者%正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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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德(的正义原则%不仅对国家的君主提出了道德修养)人格表率方面的要求%而且为了创造全社会的诚信氛围%营造

广大人民修身养性的社会条件打下了政治哲学上的基础&'何故以得为帝(+ 据此作者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是始于

孔子而光大于孟子%其根本原因内在于先秦儒家始终把'道(置于比生命)亲情)政治权力%比一切世俗力量更加崇高的地

位%显示了先秦儒家学说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维护社会正义的精神&第四%突出了社会诚信论&作者从"性自命出#)"成之

闻之#)"六德#)"尊德义#等多篇入手%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先秦儒家社会诚信建设理论&在先秦儒家眼里%打造诚信和谐

的社会%道德的建设是关键%人与人之间发自人性的根本的'爱(是诚信和谐社会的基础&对于执政者来讲%始终要讲求

'道(&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道(的基础%"六德#由亲亲而尊贤的理路才得以在诚信的基础上真正建立管理社会的职能&

第五%张扬了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内圣外王精神&作者通过研究发现%"鲁穆公问子思#和"孟子#等文献彻底地昭示了一种

顶天立地的独立人格%它与民主思想之间具有必然的逻辑依持关系%其内在的理论路向归宿也只能是民主思想&哲学上

的自由)独立人格%只能以政治上的民主思想为最后归宿%而民主思想又最终会以深厚的性善论为基础&二者互为因果&

第六%揭示了先秦兵书的源流始末&作者提出%没有"六韬#)"司马法#的传统%就不可能出现"曹沫之阵#&没有在"司马

法#影响下的"曹沫之阵#%就不可能有"孟子#完备的仁政思想和与之水乳交融的战争观念&"曹沫之阵#作为一部兵书%

之所以消亡)佚失的原因在于%在它之前有细密的"司马法#蔚为大观%在它之后又有"孟子#的仁政思想登峰造极&经过

缜密的推论%作者认为"曹沫之阵#是"六韬#"司马法#到"孟子#的一个发展环节%它的理论成果实际上已经被"孟子#所吸

收)消化%并且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显示了欧阳祯人教授颇具慧眼的学术功力&第七%整理了源远流

长的儒家政治思想脉络&先秦时期的思孟学派与"尚书#具有异乎寻常的关系&即便是在先秦时期%'儒分为八(之后%儒

家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汉代以后的儒家就更是远离了布衣孔子)孟子的原始精神&在"乐记#中我们分明看到了

传世文本给先秦儒学带来的理论紧张&东方六国与秦国的矛盾最终化成了'焚书坑儒(的灾难%这既是现实政治斗争的

必然结果%也是儒家政治哲学在遭遇专制集权主义之后的必然归宿&

长期以来%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深受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作者没有傍依西方政治哲学的范式来设置本

书的架构%而是从简帛文本本身出发%钩沉致远)探幽发微&其基本命题是传统的政治理论命题%重点探讨了'何故以得

为帝()'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民之父母亲民易%使民相亲也难()'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爵禄者也()'有固谋而无固城%有克政而无克阵()'有物有容%有尽有后%有美

有善(等八个方面的内容&上述命题既有各自的重点和具体的理论指向%又有彼此渗透)相互补充的关联性%形成为一个

整体&作者的深度发掘无疑丰富了我们民族自身的政治思想资源&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始终致力于打通新近出土的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联%力求找到相互印证的若干环节%

以及先秦儒家一以贯之%又不断发展的政治思想的系统&作者从整合先秦学术出发%建构起了从"尚书#)孔子)七十子)

子思子和孟子)荀子%乃至"乐记#的发展脉络%从理论上给我们展现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全貌&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到政治哲学的宗教属性%从美政到美俗%从人的本质到政治的本质%从国家权利的界限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给我们以

新的启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先秦时期的兵书源流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作者把战争论著整合到政治哲学之中来

讨论%深入研究其思想根源%这是作者的创新%更是这部著作的重要贡献&

欧阳祯人教授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和陈寅恪提出的'三重证据法(结合在一起%始终恪守着简帛文献与传

世文献相互佐证的方法和学术原则%吸取海内外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古今中外四个不同的维度构建了先秦政治哲

学的全新范式&全书熔系统性与深刻性于一炉%铸创新性与规范性为一体%是一部难得的有关先秦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的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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