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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是儒尧道尧佛融合一体袁以儒教为主的伦理观遥 它经过家族关系的自发演化袁以礼乐的
形态衍发于西周的封建时代袁野礼不下庶人袁刑不上大夫冶袁城乡二元结构的伦理观萌芽于此初现遥 商鞅变法发展了管子
的耕战论袁秦政权借以将农民与土地紧密连属袁建成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袁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定型曰汉承秦制袁益以儒家
纲常伦理系统袁构成分散的农民与中央集权大帝国的伦理支柱袁城乡二元结构趋于完善而巩固遥 儒家伦理观经隋唐的
儒尧道尧佛的互相融合渗透有所光大袁但对城乡二元结构无所触动遥宋以后袁由道学而理学袁儒家伦理日趋僵化遥儒家伦理
观引导我国走过艰难尧光辉的道路袁但随着世界进入工业时代袁与海洋尧工商文明相比袁传统的农耕伦理观相形见绌遥 甲
午战争尧辛亥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三次败绩袁进一步揭露了儒教伦理的不足恃遥 我国历代政权在保护城市利益的同时袁
不自觉地巩固了农村的落后袁城乡之间形成历史性鸿沟遥 目前统筹兼顾的城镇发展计划袁显现城乡差别走向消除的曙
光遥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彻底破除之时袁应为我国新的伦理观萌发之日遥 我国传统农业伦理中富含普世价值的优秀基因袁
将投身历史的熔炉重新锻造袁与其他文明的伦理系统相融合袁蜕变孕育全新的中华伦理观袁对人类发展作出新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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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Footprint of Ethical Idea on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ts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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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stract院The cor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s the ethical idea that mixes Confucianism，which

is dominated, with Buddhism and Daoism. It contains several stages. The ethical idea of Li and Yue derived

from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s an ethical system, Li is irrelevant to commoners

and punishment is never used for royalty.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emerged. Along with Guan Zhong’s

theory of planting and war fairs and Reforms of Shang Yang,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land

property was set up by the Qin Dynasty regime. While the centralized empire was established,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was finalized. In the Han Dynasty, the regime was strengthen by the confucian ethics. So the ur-

ban-rural dual structure was improved and consolidated. Confucian ethics were enhanced whe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were mixed together and penetrated each other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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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made Confucian ethics more rigid. Although Confucian ethics guided our

country along the historical road which had been covered difficulties and glorious, it is inferior to modern civi-

lizations as the world enters the industrial era. There are series failures in the last centuries, such as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show that

Confucianism ethics could not be relied on. All of dynasties involuntarily consolidate rural backwardness while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itizen. Then the historic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taken enlarged.

The current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tends to balance an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nd urban.

When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been eliminated, the new ethical idea should germinating. There are a lot of

valuable genes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al ethics. It will be reinvented with the ethics of other mod-

ern civilizations. Finally a new Chinese ethical system will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Key words院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ethic；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Confucian；Confucian-

ism；Neo-Confucianism

中华农耕文明守护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其体系的周密、理论的精深、历史渊源之久远、影响幅员之

广大，为世界所仅见。

众多小而分散的农户所建成的体量庞大的中华大帝国，其精神支柱就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伦理系

统。这个精微而深邃的中华农耕文明伦理系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蕴育而底于成。华夏先民在农耕活

动中，体验出人与自然的和合有序。《周易·乾文言》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

序。”1本文试图沿着这个天地和合之序，探索其历史足迹。

传统中华农耕文明毕竟属于前工业革命时代，尽管其精华部分仍然闪耀时代的光辉，有些过时的

部分已经被人遗忘，但仍然有一些滞留下来成为时代的赘瘤。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展为后工业

化时代的新型伦理系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城乡的分异随处可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却是我国社会结构所特有。其

特色为土地与农民相羁属，农民户籍固定，子孙世代承袭，无特殊原因，不得转为城市居民。因而与城

市居民相对峙，农民成为特殊群体，城乡之间的鸿沟逐步形成。这在中国农耕文明中有其特殊农业生

产和伦理学含义。我们讨论中华农耕文明伦理的发展，不能不对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涉及。

一尧中华农耕文明伦理思想的肇始期渊公元前 1250年-公元前 771年冤

从公元前 13世纪殷商武丁定都安阳到西周末年，可视为中华农耕文明伦理系统的肇始期。就其

伦理观特色来看，可称为“礼乐时期”。任何人群聚落都有其自发的伦理系统。商代武丁时期（公元前

1250年）人们从游牧逐步转为农耕和定居，都邑与乡野始现分异。至周代邦国之规模初现而封建伦理
系统肇始。这一时期法律极不完善，以社会习俗沿袭相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特定的农业生产自然环

境下，逐步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图谱，这就是长幼有序，亲疏有别的家族式的伦理关系。

“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2这个社会的轴心是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社会的伦理结构就是

个人家族地位的扩大和演绎。这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等次关联，这种等次关联的形态就是“礼”。这

1《周易·乾文言》，《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第 475页。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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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农耕社会的初始伦理系统。

礼，某种意义上就是伦理观的时代称谓，可与“道德传统”同义，即后来广为流传而神圣不可侵犯

的“道统”。礼维系这个道统的尊严，辅以粗糙的强制性刑罚，维持了邦国秩序的正常运行。这时的

“刑”，尽管有时极为残酷，颇具震慑之效，还不具备“法”的体系。因而伦理观含蕴的“礼”居主导地位。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还说：“不敬无礼，无礼

不立”（叶孔子集语窑劝学曳引叶尚书大传略曳）。甚至说到极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
动”（叶论语窑颜渊曳袁第 27页）。他显然把道德并列的礼系统置于“刑”系统之上。他认为礼关乎社会结构
的立废和人类文明的兴衰。此时“刑”只是对僭越于礼，即有悖于伦理的行为处以刑罚，以维护伦理系

统的尊严。刑是礼的辅弼。同时提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2。这是“庶人”与“大夫”的伦理学分野。

亦即乡村与都邑的伦理学分野。礼是“大夫”以上等级的人的行为准则，而乡村平民则归刑罚范畴。社

会上层伦理表述的“礼”甚至承载了宇宙观，“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

则之”3，认为依靠礼可以经天纬地、安邦定国。无疑，礼是当时农耕社会伦理系统的最终表述。所以司

马迁说“礼者，人道之极也”4，也就是伦理系统的最高境界。我们不应忘记，封建社会的礼，是贵族之间

的关系准则；维系国家政权，也只需要取得贵族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庶民无关。

礼需乐来彰显其形态，歌颂其权威，遂礼乐并称。关于乐，学者诠释极其繁复，不胜穷究，其丰富的

内涵自不待言。但从礼乐并称的逻辑看，“乐章德，礼报情”（叶礼记窑乐记曳袁第 384页），或可表述礼乐并
称的意涵。古代的乐，当以彰显伦理系统为主旨。《礼记·乐记》多有申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

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礼记窑乐记曳袁第 382页），即乐为内涵，礼为外烁，礼乐同体，则道统彰
显。“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叶礼记窑乐记曳袁第 382页），在农耕文明
中“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叶礼记窑乐记曳袁第 386页）。协和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乐为必要手段之一。
甚至认为乐可上达天听，以协调阴阳，使风调雨顺、物种繁衍，有益于社会畅达繁荣。《国语·周语下》

有：“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

曰乐正。”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叶礼
记窑乐记曳袁第 383页）乐应于天，这里赋予乐以更多伦理承载，除了人际关系之外，还有天地人关系的
协调。

乐虽有诸多性能，但有一个核心思想不可忽视，即“乐者，审一以定和”（叶礼记窑乐记曳袁第 387页）。
《尚书·虞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5。乐需要“审一以定”，不得僭越失位。即乐的和谐，必须经过审

慎地选定“一”的音来“定调”，才能“八音和谐”、各得其所。这个“一”的含义是什么？笔者以为就是适合

当代的伦理准则，这是礼乐的根基所在。礼乐并立，但其根底还是伦理系统的礼。乐因礼而立。礼作为

主体，乐作为辅弼，则礼得以充实而彰显。用今天的话来说，把礼作为总路线，乐则是实践总路线的方

法论。

我们通常说周朝衰微的时代是“礼崩乐坏”。这不是社会分崩离析的意向描述，而是周朝社会结构

崩塌的实实在在的情状。周朝的封建大厦确实是以“礼乐”为支撑的。《周礼》和《礼记》是这一时期社会

伦理系统的基本轮廓的描述。《周礼·月令》集中反映了伦理系统与所处农业自然地境的伦理学认知。

1《论语·为政》，引自《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年，第 7页。本文《论语》引文皆引自此书，以下书名、版本将不

重提，仅注页码。

2《礼记·曲礼上》，引自《四书五经》，第 297页。本文《礼记》引文皆引自此书，以下书名、版本将不重提，仅注页码。

3《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四书五经》，第 857页。

4 司马迁：《史记·礼书》，中华书局，2006年，第 123页。

5《尚书·舜典》，《四书五经》，第 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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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同时代的《夏小正》则将天文历法和自然物候杂糅成篇，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大成。

《诗经》全景式反映了这个时期伦理系统的风貌，故每以“诗经时代”概括这一礼乐的时代历史背景。

其时土地管理系统既管土地，也管土地上的居民，居民羁属于土地。其层级结构多达十三层，颇为

繁复 1。廛里居核心地位，为贵族统治者居所，由近及远，逐级扩大，覆盖邦国全境。城乡二元结构于此

胚胎初现。

二尧中华农耕文明伦理思想的爆发期渊前 770-前 221冤

中华农业伦理系统的爆发时期，历时约五个世纪，统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牛耕和铁器的使用，

社会生产力达到新水平，以土地私有制为特色的私有制不断扩大。随着社会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社

会动荡，礼乐伦理系统崩溃，各个诸侯国纷纷变法图强，谋求建立社会新秩序，并为此新秩序寻觅新的

伦理依据，于是进入百家争鸣时期。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在社会伦理系统解体的时候，各个思想家对此

提供诸多答案，这是众多思想家在“摸着石头过河”，不同伦理观点纷然杂陈，从而蕴育了人类智慧的

丰富矿藏，至今为我们享用不尽。纵观我国几千年文明史，这是唯一一次中华文明思想的大爆发。在这

群星灿烂的争鸣时代，我们举出管子、孔子和老子作为代表，扼要简要阐述。

渊一冤管子的伦理思想
在群星灿烂的众多思想家之中，管仲（公元前 725要前 645年）以其卓越的伦理思想和成功的社会

实践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处于攻伐兼并的高潮，管仲的耕战论应时而出。“富国多粟生于农，

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

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2 此论一出，风靡天下 3。管

仲更提出完整的伦理系统作为耕战思想的纲领。《管子》的首篇《牧民》可视为管子伦理思想的总纲：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

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

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4这一段表述了管子的伦思想基本格局。不妨将其伦理要旨做如下

概括：其一，务在四时。遵循季节时序，不误农时，充实仓廪，是农耕伦理系统的基础。粮足则国富，国富

则衣食足，衣食足而后荣辱知，礼仪行。良好的伦理系统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其二，振兴经济。

为了巩固邦国的经济基础，振兴农业，必须“禁文巧”，即抑制工商，他认为工商是社会弊端的总阀门，

必须关闭；其三，树立人才。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5。人才是实施伦理系统的必要条件；其四，建

1 西周土地管理有十三个类级之多：廛里、场圃、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公邑之田、家邑之田、小

都、大都。《周礼注疏》，卷 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466页。

2《管子·治国》，姚晓娟、汪银峰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 244页。

3《管子·治国》曰：“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

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简括说来就

是：开垦土地———种植谷物———积存粮食———富国强兵———发动战争———开疆拓土。这时天下诸侯积粮成风。

“秦地半天下”、“积粟如丘山”，楚国“粟支十年”，齐国“粟如丘山”，燕、赵二国也是“粟支数年”。甚至韩国的宜阳

县，也“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大势所趋，诚如管子所概括，“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使千室之都

必有千钟之藏”。参见任继周：《论华夏农耕文化发展过程及其重农思想的演替》，《中国农史》2005年第 4期。

4《管子·牧民》，第 9页。

5《管子·权修》，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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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权。社会秩序必须有完整的政权框架给以支持。“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

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1有了教化手段，也建立了社会秩序，就会成

为一个完美的治世；其五，普施教化。教化兴则社会秩序良好，少刑罚。对社会基层大众的伦理观普及

版，就是“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敬畏鬼神，尊崇自然，恭敬祖宗，容易被大众理解。而对社

会上层的高级版则是“四维”，这是管子社会伦理的最高纲领。他把前代封建社会的荣辱礼仪等思想作

为原胚，抽象衍发为礼义廉耻，称为国家的“四维”。四维涉及人际及国际关系准则。他说：“一维绝则

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2“四维不张，国乃灭亡。”3四维是治天下行为的总谱。

务四时、振经济、树人才、兴教化、倡四维，可以作为管子伦理系统的总括。通读管子全书，实为战

国时代的社会学教科书。修身、居家、农耕、物候、土地、治军、治国无不涉及而且给以颇为丰富的伦理

学阐述。从他的论述，可以发现传承了有周一代“礼乐”伦理的影子，并蕴含了战国早期法家的萌芽。其

伦理系统的普及版与高级版的区分，则是前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城乡二元结构伦理观的发

展。尤其四维理论，为后来儒家继承发展，构成中华社会中上层伦理的核心。在中国农耕伦理系统发展

中有明显的承上启下的过渡型特征。

渊二冤孔子的伦理思想
孔子（公元前 551年要前 479年）是管子以后，对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作出杰出贡献的思想家。假

如说从管子的伦理观中可以看到周代的影子，则孔子的伦理观是反射周代伦理系统的镜子。孔子中年

以前周游列国，游学问俗和短期从政的经验，积累了对春秋时代的社会认知。他毕生憧憬于周代的礼

乐盛世，反复追索，企图恢复周代理想的礼乐世界而不可得。孔子面临沂水有感而叹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颖悟如此的孔子，对周朝已随历史长河流逝而一去不得复返竟不曾察觉，真是历史之谜。

明显的例子是他看到鲁国大夫季氏用了天子用的“八佾”4，就慨叹“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中年以后，他

充分利用了鲁国丰富的周代文物典藏，沉潜治学，讲学传道。孔子探索复古道路而不得，却出乎意外地

从反面认知社会，作出了许多深邃的伦理阐述，成为农耕伦理系统的瑰宝。管子是过渡者的足迹，而孔

子则是过渡者的梦中人。孔子在梦境中建立了自己的伦理系统。其伦理系统的要点大体可概括为仁，

为名，为命。

“仁”是孔子伦理观的总纲。他认为礼乐固然重要，而仁是礼乐的前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

仁，如乐何？”（叶论语窑八佾曳袁第 9页）他认为礼是社会秩序的支柱，决不可动摇。春秋时代弑君杀父、兄
弟相残、以强凌弱，杀伐遍国中，孔子面对此乱局，束手无策。管子适应时代的进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

作出突出贡献，“然孔子小之”5。他鄙视管仲扶持齐桓公称霸诸侯而不去匡正周朝天下。显然孔子落在

他的前辈管仲后边了。孔子提出以仁为纲的伦理思想来救治时弊。他虽复古之愿未成，但所获的仁的

普世价值观不容忽视。仁是什么？“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窑颜渊曳袁第 27页）颜渊追问，克己复礼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叶论语窑颜渊曳袁第 27页）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叶论语窑
阳货曳袁第 38页）孔子对“五者”的解释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
功，惠则足以使人。”（叶论语窑阳货曳袁第 38页）礼是伦理系统的规范，而仁就是贯彻礼的修持范畴，因而

1《管子·权修》，第 23页。

2《管子·牧民》，第 10页。

3《管子·牧民》，第 9页。

4 周礼，天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

5《史记·管晏列传》曰：“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中华书局，2006年，第 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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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仁礼同源，只是表述方式有差异。从自我修养来看，他认为礼就是仁的行为物化。从社会意义来

看，仁的含义则广泛得多。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叶论语窑颜渊曳袁第 27页），这是以自己亲身体会
来理解别人。这还不够，还要主动帮助别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矣”

（叶论语窑雍也曳袁第 16页），应该就近随时随地以行动帮助别人，来贯彻仁的思想。而仁的最高原则是不
惜牺牲性命以成仁，“志士仁人，君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叶论语窑卫灵公曳袁第 34页）。因此
作为一个仁者，“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叶论语窑子罕曳袁第 22页），才能达到做人的完美境界。
至此，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叶论语窑里仁曳袁第 11页），以践行至高理想的仁，达到人生的满足。孔
子的仁的伦理观，从自身的修持，到人际关的处理，再到家国历史的责任感，无所不在。按照冯友兰的

说法，仁是“全德”（perfect virtue) 1。孔子伦理系统在仁的总纲下，衍发了多种伦理范畴，如“恕”，宽以待

人；“义”，坚持真理；“中”，不偏不倚；“和”，平等接物，等等。

“名”是孔子伦理系统的载体。他认为“正名”是实现仁的首要任务。子路问孔子，治理国家首要任

务是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叶论语窑子路曳袁第 29页）孔子的正名，不是通常所说的名实相符，
而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叶论语窑颜渊曳袁第 27页）。社会应有的伦理座次不容撼动。好像自然科学
中的类型学，一个生物、一个类型，都有它固定的位置。否则就天下大乱。后世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由

此而生。看似平平中性的一个“名”字，却承载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列车，奔驰数千年。

“命”是孔子的又一伦理准则。孔子认为命由天授，称为“天命”。孔子的“天命”观是仁的逻辑拓展。

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仁是与天地相通的。当孔子的社会报负不得实现或生活中遇到困厄时，尤其

在晚年，一再提起“命”或“天命”。在匡国遇围困，生命危殆，孔子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叶论语窑子罕曳袁第 21页）在宋国遭桓魋追杀，孔子化妆逃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叶论语窑述而曳袁第 18页）。孔子对天命敬畏有加。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叶论语窑季氏曳第 36页）“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叶论语窑尧曰曳袁第 44页）说到他自身的体验，他“十
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耳顺，六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叶论语窑
为政曳袁第 7页）。到六十岁才知天命，可见他认为“知天命”是很高的思想境界。直到晚年，他所梦寐以
求的礼乐盛世未能复现，他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叶论语窑述而曳袁第 17页）他陷
于悲观。但天命观赋予他宗教家的情怀，不计成败，“知其不可而为之”（叶论语窑宪问曳袁第 33页），“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叶论语窑述而曳袁第 17页）。他对自己的人生充分肯定，“朝闻道，夕死可矣”（叶论语窑里
仁曳袁第 11页）。孔子怀抱仁的至境，回到天命的主题，成全了孔子卓越的抱有乐观情怀的悲剧人生。

孔子后人及其门徒对儒学有所发展，其佼佼者如孟子，主张人之性善，倡“义”以阐发其本性。荀子

主张性恶，倡“学”以益其后天。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与孔子天人相应的天命论

大异其趣，也从另一侧面丰富了天命观。这种“天行有常”的伦理认知是孔门学派的一大进展。孟、荀二

子对后来儒学都有深远影响。

从社会学意义来看，儒家的伦理学说，今天仍不乏可取之处。例如一定的社会构架中的人际关系

的行为准则；“正名”对实质的判断和类型的认知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意义；作为自然规律的“天命”

认知，尤其发展到荀子的“天命有常”的唯物论认知有众多的实践指导意义；至于为真理而献身精神等

等，更是普世追求的伦理高峰。

但我们应该明确，儒家的伦理学植根在管子伦理的高级版，即针对“大夫”以上的“四维”思想的发

展，为统治阶层巩固耕地农业和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理论体系。对于庶民，孔子称之为“小人”，很少涉及。

1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 34页。

2 荀 况：《荀子·天论》，方勇、李波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 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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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老子的伦理思想
老子（约公元前 580年要前 500年）与孔子同时而略早。出于千湖之国的楚人文化渊源，老子对水

有特殊情怀，进而对大自然的水性之领悟与社会史实交相参悟，产生出自己独特的伦理学概念。以其

楚人文风，撰写五千言经典韵文，寓意深邃而悠远，令人回味无穷，是百家争鸣中独具一格的思想家。

任继愈认为：“老子亲眼看到春秋时期社会的混乱，看到仁的口号的虚伪性。”1 他概叹：“天地不仁，以

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2老子凝练出自己的伦理观，要言之，曰“柔”，曰“下”，曰“简”，

曰“无”，曰“道”。

老子贵柔。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叶老子曳第 78章袁第
195页）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叶老子曳第 8章袁第 22页）他
从水性悟出道性，不但无坚不摧，而且施德不望报。水几乎就是道的化身。他说：“大道氾兮，其可左

右。”（叶老子曳第 34章袁第 89页）大道荡荡淹流古今，人是不能左右的。
老子乐下。老子伦理系统中对“下”的认知，来自水性就下而予以哲学参悟。他认为“居下为王”，

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叶老子曳第 66章袁第 175页）下是水德的具
象化。由“下”进而衍发为“退”。他看到当代忮求之心横流，提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

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遣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叶老子曳第 9章袁第 23页）老
子贵谦退以求安，“外其身而身存”（叶老子曳第 7章袁第 21页），“夫唯不争，故无尤”（叶老子曳第 8章袁第
22页）。

老子尚简。老子厌恶事物纷繁，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3，驰骋畋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4。”（叶老子曳第 12章袁第 31页）。老子主张少折腾：“圣人处无为之事，行
不言之教”（叶老子曳第 2章袁第 7页）。“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
民自朴。”（叶老子曳第 57章袁第 154页）孔子对此简化为“无为而治”5，以为圣人之道。他主张最简单的

办法获得成就。

老子崇无。“无”的概念也许是老子最辉煌的思想创建。他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叶老
子曳第 11章袁第 29页）这是最简明的譬喻。从此衍生出许多深刻的推论：“无名天地之始”（叶老子曳第 1
章袁第 2页），“常无，欲以观其妙”（叶老子曳第 1章袁第 2页）。“无”并不是对“有”的否定而是“有”的对趾
点，“有无相生”（叶老子曳第 2章袁第 7页），无与有相伴而生。“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
和，有孝慈”（叶老子曳第 18章袁第 46页），所以老子概叹“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
巧弃利，盗贼无有”（叶老子曳第 19章袁第 48页），以“无”来救“有”之偏。

老子重道。老子的“道”，一如孔子的仁，是老子伦理思想的最高境界。他说：“道冲 6而用之或不盈，

渊兮似万物之宗。”（叶老子曳第 4章袁第 12页）道是用之不竭的，也是深不可测的万物之宗。又说：“象帝
之先。”（叶老子曳第 4章袁第 12页）道是早于上帝的本初存在，而且是人生之本。他说：“域中有四大，而

1 任继愈：《老子绎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 245页。

2《老子》第 5章，见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第 15页。本文《老子》引文皆引自此书，以下书名、

版本将不重提，仅注页码。

3 爽，与伤同义。

4 妨，不义之取，抢、窃类之。

5《论语·卫灵公》云：“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第 34页）

6 道 冲：道不可见。参见任继愈：《老子绎译》，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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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其一焉。”1 这四大是人、地、天、道，四者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叶老子曳第
25章袁第 66页）他认为道始于人而止于自然，是万物运行的驱动力。道以自然为法，居于无上高的地位。

综合老子的伦理系统，任继愈认为他是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思想家，以柔取胜，退而求存。例如：

“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叶老子曳
第 7章袁第 21页），“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老子》第 15章，第 37页），老子要做

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叶老子曳第 14章袁第 35页），《老子》一书中求“存”的思想多处显现。老子说
的柔、退、无、道，通常认为老子表述的是出世思想，实则老子表达了弱势群体的求存之道。“万物作焉

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叶老子曳第 2章袁第 7页），这恰是弱者
入世的一种无奈表态。从农耕的角度看，其“道法自然”的论述是我国古代最贴近农业系统原理的论

述。人类依据所在地境的条件而生存，是为人法地；地境因天气物候而变化，是为地法天；而天气物候

的变化依据一定的规律，这规律就是自然本体，是为天法道。正如任继愈所说：“这种深刻的辩证法充

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农民求生的经验总结。”2这样的伦理思想，必然得出“绝圣弃智”（叶老子曳第 19章袁
第 48页），“小国寡民”（叶老子曳第 19章袁第 198页），一反孔子之道。

总揽这一时期的伦理系统，我们以管子、孔子和老子为代表，说明战国时期不同人群对伦理的不

同发展阶段的认知。管子代表上升时代统治阶层的伦理思想，有磅礴生发的气象。其核心思想耕战论

成为一时之主流，商鞅用其耕战论，发展了源自西周的城乡二元结构，成就大秦帝业；孔子反映没落贵

族的思维惯势，在逆境中，提出宽仁、不计成败而又不甘心失败的富于进取的伦理精神。董仲舒发展儒

家思想，构建了精密的伦理系统，巩固了秦汉以来耕地农业支撑的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小农经济为基

础的封建大帝国；而老子则以其荆楚文化特有的智慧，总结了弱者的求生伦理。世人常以孔子持入世

哲学与老子持出世哲学相对待，但以笔者浅见，两者都是入世的，区别在孔子是进取而入世，老子则退

让而入世，方式不同而入世则一。老子是唯一反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大帝国的思想家。至于法家，则是韩

非、商鞅取管仲之术，后人杂以荀子之道糅合而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们是耕地农业和城乡二元结构

的积极推行者。

应该指出，管仲和孔子的伦理思想范畴，主要属于统治阶层，或预备加入统治阶层的社会中上层

的，为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伦理支撑。只有老子，提出了反城乡二元结构的基层百姓的伦理认知。

三尧中华农耕文明伦理思想的成熟期渊公元前 221年到公元 220年冤

从秦代到汉末，历时五个世纪。这五个世纪演绎了中华文明从成长到成熟的重头戏。对城乡二元

结构的伦理支撑也由粗糙到精致。其间又可分为若干阶段。笔者试以三个阶段加以阐述，即秦始皇刑

罚阶段、高祖文景黄老阶段和汉武帝儒法杂糅阶段。

渊一冤秦始皇刑罚阶段
统一中原的秦朝历史虽短（秦始皇在位 36年袁统一六国后仅 15年而亡），但有秦一代，历时约500

年。其历史渊源深厚，对华夏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秦人原为僻处西陲的蕞尔小国，至秦庄公始被封为

“西陲大夫”（前 821年），至秦襄公始得侯爵（前 770年）。到秦穆公（前 659年-前 621年）西向大发展，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3，获得雄厚的立国资源。在与西戎的长期斗争与融合中，不仅增强了

1《老子》第 25章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中华书局 2011版王弼本认“人”

为“王”，本文不从。

2 任继愈：《老子绎读》，第 10页。

3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2006年，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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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还较多地吸纳了丰富的“化外”文化，从西部给衰老的周朝伦理大厦送来新风，较其他六国更为

彻底地废除贵族封建伦理系统。例如远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就将新辟西地立县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

变法之风盛行于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但真使国势勃发之变法莫过于秦。秦孝公采用商鞅变法（元

前 356年）荟萃当时各国变法精华，结合其“化外”文化，给西周的贵族礼乐伦理系统以致命一击。其关键
为两大措施：其一，将贵族封地改为郡县，官吏由国家任命。官吏选拔取军功爵制，废除世袭。建立全新的

土地和人民的行政管理系统，周代的礼乐系统被彻底否定 1。其二，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土地私有 2，周

代的经济基础被彻底否定。以上两个彻底否定，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根本改变了周代的社会结构和人际

关系。至于开驰道、书同文、统一全国度量衡等，虽影响远大，犹其余事。

秦始皇上承秦国 400多年的丰厚遗产，励精图治，统一全国，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其伦理系统

“破”多于“立”，殊欠完善。任何生态系统，包括社会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序”以维持其生态功能。序

必须依靠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才能获得系统内部的自组织过程以完善其系统功能，使系统生生不

息、永续发展。而秦始皇所建立的社会结构，虽运行灵敏高效，但伦理系统支离破碎，纵使短期有效，却

难以持久，未能形成其大国构架的“序”。其一，商鞅新法，强令父子、兄弟分居，各立户籍，以利征发，原

有的社会家族伦理系统被割裂，削弱社会和谐凝聚之力；其二，从中央到地方，垂直领导，但幅员广大，

信息阻滞。政治高层与基层之间，缺乏信息反馈机制，上下隔绝，乱源滋生；其三，各项改革措施齐头并

进，国力耗损，遂横征暴敛，社会关爱之情缺失，暴戾之气弥漫国中；其四，其危害犹烈的是强行思想一

统，用李斯计，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废民间讲学，思想桎楛空前严峻，佐以酷刑贯彻，与春秋以来的养

成的百家争鸣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不仅社会难以承受，且逆乎历史潮流而动，遭受历史淘汰已属必然。

此为中华农耕文明伦理系统成熟前阶段。有秦一代留下的主要遗产为强化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民牢固

羁属于耕地，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提供有力支撑。秦代的军功爵赏制度，在庶人与贵族之间开了一扇

相互转换之门，但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则有增无减。这一社会格局一直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之久。

渊二冤高祖文景黄老阶段
汉承秦制，刘邦汲取暴秦短命教训，轻徭薄赋，废除苛刑，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袁伤人及盗抵

罪），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实施“什五税一”。类此种种，

汉高祖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于是天下大定。其“与民休息”，顺应社会

系统的自然发展，“安时而顺处”3，“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4，此为耕地农业伦理学自然所本。

汉高祖表现为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是对秦代苛政的反动。究其原因，既有伦理系统新旧交错，也有因

建国之初，叛乱频发，力有未逮，难以统御，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但在黄老之学的主流之中，也隐现力图强化皇权的期望，这就是叔孙通的礼制建设。汉初，通过省

刑薄赋，私有财富发展，社会初现繁荣景象。其时社会承累世之乱局，故国旧族、新朝权贵，各自争利。所

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5，社会颇多乱象，中央皇权之权威亟待强化。叔孙通制定

朝仪，采用古礼并参照秦的仪法制礼。其表象是礼制，内涵却是以秦代的法治为主，辅以周代的礼乐，从

1《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

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

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

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同上书，第 420页）

2《战国策》云：“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3《庄子·养生主》，见郭象《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第 70页。

4《庄子·至乐》，见上书第 334页。

5 司马迁：《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7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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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立儒法并用的王朝法权。此为黄老之术中蕴含的儒法胚芽，为以后的汉武帝时代拉开序幕。

渊三冤汉武帝内法外儒阶段
汉武帝即位时，面临两大难题：对内，汉朝立国以来，经过近 70年的稳定发展，新兴权贵拥有巨大

财富足以挑战王权；对外，以匈奴为主的边地民族不断内侵。针对当时局势，汉武帝用桑弘羊等法家手

段，将盐铁茶等收归官营，以充实国库，翦除权贵经济特权；用主父偃、娄敬等“强干弱枝”之谋，消弱权

贵政治根基，帝国的中央集权大为巩固。武帝于元狩四年颁发告缗令，发动全国范围内举报钱财之不

义者。全国扰攘，中产以上者大多被告发，又令酷吏张汤治狱，冤案遍国中 1。工商业者从此一蹶不振。

武帝笃信巫术，晚年一手炮制巫蛊之祸，上自皇后太子，延至国家重臣和平民百姓，滥杀无辜，株连甚

广。诚如司马光所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

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2

但汉武帝比秦始皇略高一筹，他关注伦理。“元光决策”就是汉武帝著名的伦理建设。他在对外频繁

发动战争的同时，对内行“更化改制”。元光元年（前 134年）5月，他召见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董仲舒 3，

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有三问三答，史称为“天人三策”，涉及建立封建帝国的众多伦理问题。其影响深

远者有三。一是节制豪强兼并土地。规定有市籍的商人不得占田，《史记·平准书》有“贾人有市籍者，及

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4，以“塞并兼之路”5。这项土地政策将汉初以来的

“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进一步确立；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6。儒家为之提供三纲五常伦理系统和

到达此伦理境界的方法论：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7。从此构建了农耕文明完

整的精神框架；三是建立选拔人才的文官考试制度。“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8，将儒家思想落

实到教育树人的百年大计。汉朝农耕文明的伦理系统从此底于大成。影响至深且远。战国时代刚刚崛

起的工商业和由它导引而来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光辉随之黯然消失。

汉武帝内法外儒的策略，尽管颇多诟病，但就其以儒家的伦理系统来保证法家的中央集权的可操

作性来看，不无合理之处。两度为相的公孙弘或可为武帝时期的伦理系统的缩影。《史记·平准书》记

载：“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9，以儒学为表；而“痛绳群下”以法术刑名为实，表现其外儒内

法的糅合之术。如仅就其农耕伦理系统的精致完善，巩固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华大帝国两千的稳定发

展建立了模式，不失为对农耕文明的一大贡献。当然，伴随农耕社会而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日臻完

善,以致延续两千多年。

渊未完待续冤

1 班 固：《汉书·食货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 777页。

2 司马光：《资治通鉴》。

3 班 固：《汉书·董仲舒传》，第 1756页。

4 司马迁：《史记》卷 30《平准书》，第 185页。

5 班 固：《汉书·食货志》，第 755页。

6 班 固：《汉书·董仲舒传》，第 1780页。

7《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修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引文见《四书五经》，第47页）

8 贾 谊：《论积贮疏》，《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 201页。

9 司马迁：《史记》卷 30《平准书》，第 183页。

2013.6

12- -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