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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

内容概要

作者在考察唐宋士人从门阀士族向文官再向地方精英转型的基础上，以“斯文”为核心概念，围绕“
学”在士人身份确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学”的内涵由文化向伦理的转向，细腻勾勒了唐宋士人价值
观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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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

精彩短评

1、常讀常新
2、四颗星部分原因是太多看不明白
3、！！！女王翻译的！！！
4、秦以后政治模式的改变使得国家政治的运行有了平行于礼的另一套体系。礼乐中的那些精神内核
如何在新的政治体系中自处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斯文”的问题。斯文有的时候是政治合法性的问
题——在行政、经济、暴力为基础的“现实政治”之上，某种文化层面的合法性构建与社会整体的道
德状况、精神凝聚力非常相关。当然还有延续下来的经典地位的问题。此书似乎大致认为，唐代门阀
政治仍盛的时候，“斯文”一定程度上就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比如说作为高级阶层才有可能享受与
掌握的一种类似文化品位的东西。朝臣几乎是在一定的封闭的阶层中产生。而到宋代更多相对中下层
的士人晋升上来，他们就要求对于“斯文”进行某种重释，需要一种使得出身较低的士人与旧家族出
身的权力的原有者都能够认同，共同构建政治合法性的东西。
5、有特色，但总感觉汉学是先“大胆假设”再“小心求证”的~
6、作者于文学思想史脉络中考察“文”与“道”、思想史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张力，以此介入唐宋变
革论。但仍落于窠臼，摇摆于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而无法自拔，未能成其事，这一点是极为致命的，
由此也未能真正将唐宋变革阐发清楚，反而加深了我对于唐宋变革的怀疑。另外，翻译其烂无比。
7、原書可給四星，譯筆減一星
8、首先翻译有问题，不畅通。一直以外在社会政治行为变化来叙述思想的演变，内在思想品质只稍
稍描述一番，思想转型原因归结于士的社会身份的变迁，忽略了士人精神风貌转变这一根本事实。这
样难以解释何以士人选择道学而不是苏学或者其他作为身份认同的学问，由此可观，BOL并没有深切
的进入中国文化的内在脉络之中。从外在解释，没有根本上接触到当时士大夫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
深刻性。不过不得不佩服BOL,读书之多，引用文献之翔实，赞！
9、繁琐 跳读
10、再看一遍，发现错别字太多。
11、读研时所读，当时导师很推崇是书。
12、不是必须读就不必读的书。
13、草草翻过
14、这个语言哪⋯⋯果然与西方人的思考不在一个维度上⋯⋯
15、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阅读障碍，事实上没怎么懂⋯要用的时候再去找英文版来看看吧⋯对我来说一
个从一开始就很困惑的问题在于，「文」的概念是作者定义的还是提炼的？出现「文」这个字的各种
词汇，是不是不应该全都当成一种意思？
16、就是读了个大概，很清楚详实，不过于我还是生疏，只能算培养问题意识，细读我是做不到的。
17、感觉翻译不怎样，不过我现在但凡有译本的就不读原版，真心没出息。。。
18、還是宋人仙
19、唐宋变革说的有又一力作。可以结合《中国走向内在》体验一下“两宋变革说”的不同。呵呵 那
可是一种享受啊 
20、全书读下来颇受启发，译文也好。如初唐至北宋年间（最后一节略提及南宋，“士的转型”也覆
盖了南宋时段），“斯文”概念从文化向道学的转换、士人身份认同的标准变化，都令读者受益良多
。前两章概述，初唐部分，以及论王安石、司马光和程颐的章节较其他部分写得更好。
21、太重要了。感觉得回头重读一遍
22、读此书，当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人次第出现时，作者的叙述让我仿佛
在读西方思想家群传一般，唐宋间追索斯文与斯道的这些精英最终造就了帝制后期的“斯士”。
23、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好多书都重印了，这本为啥不印？
24、注释比正文可看
25、翻译略坑
26、翻译的略晦涩，但刘老师确实很尽力了。一些题目处理的略隔，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手法的，不知
是否是翻译的问题。
27、从“文”的角度切入，探讨士大夫的角色转变身份的变化，作为唐宋思想转型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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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

28、帮助我形成“唐宋诗学转型”研究思路的重要参考理论书籍。
29、已绕晕。。。。
30、聯繫同安文廟的話，科大衛對地方官學的思考貌似可以推至宋代
31、读此书的时候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在拆解那些拗口的句子上
32、颇有启发
33、很好的书，很难，翻译很烂
34、大一第一学期。。 | 中国古代社会现象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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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

精彩书评

1、p6(6) 作者在开篇对此书可能遭到的攻击进行了排布。并且提出“哲学史并不总是代表思想文化的
历史，或者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释我们借以建立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的那些方式。”翻译文中的流
畅性很重要，这本书的译文展现了这种能力。不过小错误还是有一些。p19(18) 戴维-麦克马伦的《中
国唐代的国家与学者》。p33(30) 作者认为全祖望《宋元学案》中的观点由于依据程朱学派的基点，因
而是不可靠的。p69(65) 晁氏还在开封聚书建立了藏书楼，这是当时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晁氏第五
代人成功地金榜题名，这与其藏书的传统有极大关系。p180(172) 从11世纪30年代开始，范仲淹的集团
积极创办地方学校，他们希望以此为作为转变精英之学，并由此使士自身发生转变的手段。p190(182) 
石介不再借天地之道来说话；在1037年他写道，圣人之道优于天地之道，道是不变的，而自然界却是
无规律的。（一种唯心论的视角）p212(203) 苏洵《六经论》认为个人可以左右事件的进程，即左右那
种合乎逻辑地引出可预见之结果的“势”，之所以能这样，是通过用“权”来平衡一时的偏向，改变
事件的方向。“权”可以被译为权威，权力，对恒常的偏离，以及权宜，但是“权”的本义是一柄杆
秤，它可以通过一点点移动秤砣来控制一个很重的物体。p214(204) 礼是外在地强加给人的，而乐使他
感到这是他内在的东西。但是，人们由此开始压抑憎恨和贪婪的情绪。于是圣人作歌，好让这些情绪
在变成毁灭性的行为之前就被宣泄出来。“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这最后的一部
分有必要保证说，人们会愿意接受文明的不自然的约束。这些文章暗示，斯文是在制度的权威与人情
之间建立联系时的副产品。没有这样一种联系，人们就不会接受圣人的学说。（苏洵的六论所阐发的
论点很有意思）p247(235) 司马光对于杨雄的重视。杨雄通过玄学来为政治体系创建合法性基础
。p253(241) 司马光对于纲常和天道的重视，从当今的眼光看是过于顽固了。“我认为，司马光是在非
门阀的世界里，向皇权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政治难题妥协，在皇权体系中，君主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
他要通过以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君主，来限制，而不是钳制君主。而司马光能够用历史来论证对于君主
和士，要作为对国家负责的成员，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对他们都是必要的。为了让这些观念生效，他
们必须相信那些观念是真实的、必要的和可行的。有鉴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司马光何以努力表明天
地具有相同的结构，而人心可以专注于职责。”司马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意识到了一些被证实的原
则，但其为这些原则，为了避免政治体系动荡而寻求的意识形态的架构却同样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p281(268) 苏轼对于诸葛亮和韩愈的批判。要发现苏轼的思想而非文学的一面。而这也说明了，必须
跳出学术史的范畴而进入心史。这本书的研究不可谓不精细，但顺着这个理路却有失去轴向的危险
。p347(333) 对于道学形成的共同体的形式的分析，还是很让人眼前一亮的。
2、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　　第一次看到《斯文》后，对书名极
为惊讶，脑子第一个反应想到这是一本关于“仪表”的书，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形象跃上脑际，看到
还有个副标题“唐宋思想的转型”，才发现这不是一本要描述“儒士”仪表的书，而是一本思想史的
作品。大概浏览了序言，意思就是唐宋时期思想的争鸣，在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和价
值，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当时唐宋八大家诸多人都参与了这次争鸣，并部分人成为主力。　　在中
国的历史上，有两次公认的思想大争鸣，一是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一是鸦片战争欧洲文明征服中国
后，在一系列自强自救运动失败后，在中国移植德先生和赛先生过程中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后产
生的争鸣。第三次则是已被史学界公认的在唐宋之际发生的思想转变，理学在反对功利主义过程中对
儒家的改造并取得了最终胜利，结果与政治权力的进一步结合让儒家变的更加具有享乐思想和功利主
义了。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官”制度，这个制度的确立从思想史角度来说，始于唐宋，并不是从
春秋战国开始的，在唐以前作为国家事务官的“吏”在保证国家政制运转上起着砥柱作用，大宗族与
门阀制主导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即使唐朝，最初的政治基础依然是门阀统治，唐朝将士与世家大族看
成一回事。在公元600年至1200年之间，使人成为“士”的三种最重要身份属性是文化，出身和官位。
在唐朝，学被认为是文学，但与政治活动很重要的礼作用相一致，对“文”的重视日益提上日程，文
章已经成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人情可以转化为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作家个体身份也获得了
公共性，其蕴含的道德事业，体现了学问的最高成就，文学作品被认为应该反映永恒的规范，朝廷学
者也将写作看做政治行为，也是一个人的事业，不仅能证明作者的成就呼应时代，并且文章可以帮助
个人建立一个公共形象。因此在唐代后，斯文首先指称源于上古的典籍春天，圣人将天道，也就是现
在所说的“天地”或自然秩序，转化为社会制度，由此引申，斯文包括看诸如写作、统治和行为方面

Page 5



《斯文》

适宜的方式和传统。在这里斯文能代表一种综合两者文明的观念，这种文明奠基于古人的典范和“自
然秩序”所昭示的文之上。　　唐朝虽继承了隋朝雏形的科举制，作为一个选官机制，唐朝的考试体
系重要性不大，门第和出身依然是能否获得士身份的主要指标。虽科举为“士”所设，把从“吏”中
选拔官员实际上修正了，到了989年，“吏”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从国家政治体制上来说，以前还独
立的表达个体禀赋和情与价值选择的“志”，必然与政治结合起来受政治的制肘，之所以会如此，在
中国从唐宋开始把文学写作把学、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最常见方式，改变人们的写作方式
是影响思想价值观的最一般方法。　　当唐朝进入中国历史上“开元盛世”时，没想到“安史之乱”
爆发，叛乱以及地方权力的兴起，逐渐使得门第和出身变得无关紧要，地方权力的兴起，特别是那些
有权力独立支配军队和地方赋税的节度使的兴起，军队的发展，有任免之权的财政机构的发展，这些
都为怀才不遇的人提供了机会。地方官经常无视朝廷和官场的规定，定期独立行使任官权，在唐朝的
选官体制之外，将实际的职务任命给地方上的人和军队统领。随着唐朝中央集权的瓦解进入五代十六
国时代，意味着不再可能有一个名门望族所左右的单一的国家官僚集团，开始出现了一个叠床架子层
的地方统治集团，这个集团要依靠其属下的忠诚和才干才能存在。因此在五代，文官的地位不断提高
，士大夫等同于文臣或文人了，这是应付政治危机和立场的现实需要表现。　　 “安史之乱”暴漏出
由于“士”从来没有获得一个统一德行的准则，结果在“安史之乱”中“士”缺少站稳立场的必要资
本，这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从而也显示出思想领域的危机，这场危机在宋朝建立后，开始从政治体
制上予以解决。宋朝国初君主全面推行科举制，支持“士”，就是君主认识到“士”是心甘情愿的下
属，没有独立的权力，依赖于至高的权威获得政治地位，而且他们是处于对文官文化的追求来履行职
责，这对于中央权威的制度化来说，其价值之大无法估量。尤其是在北宋最初几十年，“文”是政治
与“学”两个领域共有的价值，为道德和共同的利益说话。因此唐宋八大家的兴起，可以说，是“文
”承担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对社会问题的反应。　　唐宋时代，“文”注重的修辞日益违背了孔孟
最初的教导，针对时弊发起了一场古文运动，认为文学的转变对实现公共价值观转变至关重要，发起
这场运动的这些文人首先都是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家或者诗人，他们都参与了当时的文风以及政治改
革的中，因观念的争锋导致了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是理学的取胜，每个个
体都被内在地赋予了天地完整的运行模式，因此个人有必要实现其本性中的“天理”，因为天理是道
德世界真实的基础，但把中国的儒家精神带入了一个更加狭隘的范畴里了。　　由于宋朝确立了科举
制，政治权力不在看门第和出身，这样在百姓眼里，科举教育是一项有用的投资：它将士人家族与那
些仅仅有钱有权的家族区分开来。至少在名义，他们仍然希望做官，他们虽然不大可能成为文官，却
努力维持文官所需的文化教育。从制度上来说教育显然就变得与个人行为无关，必然带有了功利性。
尤其与国家政治权力的结合，更有利于对专制思想的维护和促使知识进一步功利化，不得不受政治的
制肘。　　学术独立无从谈起，根源还是要从儒家的信念谈起，在孔子看来周朝绝对是文治武功最完
美的时代，“文”不仅指外在的仪表，形式，在孔子眼里还指理和典范，其之所以能获得权威性，就
因为文王确立德治，相对夏、商来，西周的“文”克服和祛除了弥漫在政治生活中的巫术与迷信和野
蛮，周的典章制度表达了人本主义，周礼都是顺因了天的意愿的产物，符合天道、人道。面临周王室
衰微，礼崩乐坏，承担传承“斯文”的责任就寄希望于“士”了，所谓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　　记得数年前读过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这本书，说的是中国文化在宋有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作者认为唐宋变革，看上去更全面，更立体，
方方面面都在变；两宋转向，其焦点在思想，从而在政治，当然也势必会延及中国的经济。一段论述
是很精彩的：“王安石和新儒家的区别不仅仅是主张的区别—一方主张制度变革，一方主张哲学定位
，更是理念的区别。王安石重视并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新儒家则可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
德完善能力的社会。”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对立阵营的领袖，他们之间的危机深刻底地影响了宋朝后
来的政治史和思想史。　　《斯文》也是一部关于唐宋思想转型的书，其研究方法和《中国转向内在
》一样，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研究思想史，可谓路径新颖。这部作品为“唐宋士人从门阀士族向文
官向地方精英转型”和 “学”在士人身份确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学”的内涵由文化向伦理的转向进
行了知识谱系上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为何唐宋在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价值——将普遍和特定的典
范结合起来，实现了用一个普遍的具有永恒价值和规范的“道”替换了承认禀赋差异的表达个人的“
志”，“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此中国人的心开始有了真正的道德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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