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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学复古运动与郊庙礼乐的正统化

谢  谦

内容提要 汉武帝罢黜百家,建 立起大一统王朝钓国家宗教 ,但 其郊庙礼乐制度

多依据神仙方士之说 ,不合西月古制者甚多 ,于 是在西汉中后期兴起 了一场以复兴古

礼为目的的儒学复古运动,其 高潮便是
“
元始改制

”
,其 结果便是王莽代汉。王莽虽然身

败名裂 ,但
“
元始改制

”
的成果 ,西月模式的郊庙礼乐制度被东汉王朝承袭 ,并 成为历代

郊庙礼乐制度的正统。

关锂词 郊庙礼乐 儒学复古 元始改制 王莽 今古文经学

武帝建立汉家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 ,虽
“
颇采儒术以文之

”
,然不合经典者甚多。武帝得神

马渥洼水中,后又伐大宛得千里马 ,于是作《天马》歌二首 ,用 于宗庙 ,当 时即有儒臣非之 :“凡王者
作乐 ,上以承祖宗 ,下 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 ,诗以为歌 ,协于宗庙 ,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丬

l彐

到
了元成之际 ,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提高 ,对汉家郊庙制度不合古礼的批评便形成了一场要求复古
改制的运动。《汉书 ·郊祀志》说 :

元帝好儒 ,贡 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 ,上是其
言。

丞相韦玄成又据儒家经典所载西周庙制 ,指 出汉家宗庙之礼不合
“
古圣之经

”
:“礼 ,王者始受命 ,

诸侯始封之君 ,皆为太祖 ,以 下五庙而迭毁 ,毁庙之王 ,臧乎太祖 ,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碲壹袷也。
i合 祭者 ,毁庙与未毁庙之主 ,皆合食于太祖 ,父为昭,子为穆 ,孙复为昭 ,古之正礼也。

”
而汉家宗庙

没有迭毁之制 ,昭穆不序 ,与
“
祖有功 ,宗有德

”
的古义不符EzD。

成帝时 ,匡衡又对武帝所定郊祀制
度提出非议 :

帝王之事,莫 大乎承天之序 ,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 ,以 建其制;祭天于
南丌.砹 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 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其 以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
皇帝居甘泉宫,即 于云阳立泰峙,祭 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 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 后土反
东之少阳,事 与古制殊。

又以
“
月文武郊于丰事 ,成 王郊于雒

”
为据 ,建议成帝将太一、后土之祠徙置汉都长安南北郊 ,以

“
合古帝王”

。群臣也引《尚书 ·月书》与《礼记》所载西周古制,赞同匡衡的建议 :“ 明王圣主 ,事天
明,事地察 ,天地明察 ,神 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 ,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 ,圣主之
居 ,皇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 ,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 ,循圣制 ,定天位 ,

如礼便。
”
成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将太一、后土祠徙置长安南北郊。匡衡又以为

“
今雍峙、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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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 ,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 ,非礼之所载术也
”
,及

“
北峙 ,未定时所立

”
,皆不合古礼 ,“不宜复修

”
。至

于他祠凡 683所 ,即 有 475所不应礼 ,奏请皆罢。于是汉初诸帝所兴诸布、诸严、诸遂、梁、晋、秦、

荆巫、九天、南山、莱中之属 ,及孝文渭阳五帝 ,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泰一、皋山

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 ,及孝宣参山、蓬山、之罘、成山、莱山、四时、峙

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 ,凡不合古礼者皆罢。这种对汉家郊祀之典

的全面整顿 ,无疑是为了使汉家国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更符合儒家奉为典范的西周模式 ,以 期建

立儒家礼乐文化的正统。与此相应 ,又 有平当等人建议郊祀之乐宜用武帝时河间献王所献
“
雅

乐
”

:“修起旧文 ,放郑近雅 ,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
,以

“
风云海内,兴助教化丬田。儒学复古运动达到

了高潮。

然而 ,由 于成帝
“
久而无嗣〃,意甚恨之 ,以 为

“
思其咎职 ,殆在徙南北郊 ,违先帝之制 ,改神祗

旧位 ,失天地之心 ,以妨继嗣之福
”
。宗室刘向也认为 :“家人尚不欲绝种祠 ,况于国之神宝旧峙?且

甘泉、汾阴及雍五峙 ,始立皆有神祗感应 ,然后营之 ,非苟而已矣。武宣之世 ,奉此三首 ,礼敬敕备 ,

神光尤著 ,祖宗所立神祗旧位 ,诚未易动也。
”E‘彐于是成帝诏复前所罢诸祠 ,祭之如故 ,又亲往郊祭

甘泉太一、汾阴后土 ,以求子嗣。虽有儒臣谷永等人据礼力争,这一场旨在复兴西周礼乐古制的儒

学复古运动还是夭折了。

哀帝即位 ,复古之议又起。哀帝从孔光等人之议 ,“罢乐府官 ,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

卫之乐者别属他官
”
。又大力裁减郊庙乐、歌、鼓、弦、琴、竽等乐府人员 ,以 期应古。平帝即位 ,外

戚王莽与孔光、刘歆等人联名奏请
“
复长安东南郊

”
,如成帝时匡衡等议。而此时,儒学内部也出现

了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学是汉家官学 ,是儒学与阴阳五行之学结合而生的宗教神学化的思想体

系 ,以 其所传之经用西汉通行的隶书写定而得名。武帝时 ,鲁恭王欲在孔子故居上扩建宅第 ,发现

了孔壁中藏有《尚书》、《周礼》、《左氏春秋》、《逸礼》、《孝经》等经典 ,以 其文字为先秦古文 ,故称古

文经。孔安国将古文经献给朝廷 ,但并未引起重视 ,只是在民间流传 ,形成所谓古文经学。古文经

学与今文经学本来只是所传之经的
“
版本

”
文字不同 ,由 于两派经师的治学态度也不同 ,于是发展

为两大学派。与今文经学的牵强附会不同 ,古文经学更注重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等等的注释考证 ,

这无疑是对今文经学将儒学任意宗教神学化的一种反动。当礼乐制度西周模式化的儒学复古运

动再次兴起时 ,古文经学也就成为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刘歆即以《左氏春秋》来反对西汉居于正统

官学地位的《公羊春秋》与《谷梁春秋》等今文经学 ,力 倡以古文经为官学。他在《移书让太常博

士》一文中批评今文学家
“
不思废绝之阙 ,苟因陋就寡 ,分析文字 ,烦言碎语 ,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

一艺 ,信 口说而背传记 ,是末师而非往古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 ,则 幽冥

而不知其原
”E5],~语

击中了今文经学的弱点。武帝尊儒学为正统 ,其制礼作乐也
“
颇采儒术以文

之
”
,然而此

“
儒术

”
乃今文经学 ,非孔圣真传 ,又 由于他们旨在发挥

“
微言大义

”
,对经典所载礼乐

制度并未加以认真系统的研究 ,所 以只能附会神仙方士之说 ,而不可能真正重建符合西月古制的

礼乐制度。因此 ,不言而喻 ,只有首先确立古文经学的正统地位 ,才可能建立符合西月古制的礼乐

制度。这便是刘歆倡立古文经学的目的所在。

当刘歆以古文经学来推动儒学复古运动时 ,西汉的政治形势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哀帝即位不

久死去,平帝继位 ,外戚王莽以大司马辅政 ,实际上朝廷大权已旁落王莽手中。王莽见汉运已衰 ,

渐有取代之意 ,于是他便借儒学复古运动之力,以 复兴西周古制为名 ,策动了对汉家郊庙制度的

全面改革 ,即 所谓
“
元始改制

”
,以 此形成其代汉的大势。元始五年 ,他据《周礼》建言恢复南北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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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甘泉泰峙与汾阴后土 ,并改南郊祭昊天上帝 ,北郊祭皇地后祗。废除太一之神 ,又立官社官稷 ,

“
以夏禹配食官社 ,以 后稷配食官稷

”
。然后又以《罔礼沪兆五帝于四郊

”
为据 ,改秦汉以来五帝同

处并祠的传统 ,将五帝祠建于五方 ,“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 ,兆天地之别神
”
,即 :“ 中央帝黄灵后

土峙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 ;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峙及雷公、风伯

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 ;南方炎帝赤灵祝融峙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 ;西方帝少昊白

灵蓐收峙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氵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祠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

于北郊兆
’丌闸。同时 ,又将古代宗庙的谛袷之礼付诸实施。据《汉书 ·平帝纪》,元始四年春正月,郊

祀高祖以配天 ,宗祀孝文以配 ,“元始五年正月,袷祭明堂
”
。颜师古注引应劭说 :“礼 :五年而再殷

祭 ,壹 i帝 壹袷。i合祭者 ,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
”
。又《后汉书 ·张纯传》:“元始五年 ,诸王

侯庙会 ,始为 i合祭
”
。i帝 袷之礼也意味着毁庙古制的实行 ,即 根据

“
祖有功 ,宗有德

”
的原则 ,确立庙

主及昭穆之序。元帝时韦玄成即已建言恢复西月庙制 ,然而至王莽执政时才付诸实施。综上所述 ,

王莽所策动的
“
元始改制

”
以西周模式的郊庙制度为依据 ,对武帝所建立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

度进行了全面的革新 ,重新尊奉昊天上帝为至尊神 ,配以皇地后祗,次以五帝 ,而将天地群神分为

五部 ,以 类相从 ,形成新的大一统宗教的等级谱系。这正是王莽代汉的前奏。

在
“
元始改制

”
之前 ,王莽又大力表彰古文经学 ,“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

立《乐经》、益博士员 9经各五人 ,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 ,及有《逸礼》、古《书》、《毛诗》、《月

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 ,通知其意者 ,皆诣公车
丬?〕

。其目的当然是将

古文经学作为改制复古的理论依据 ,从而也使其代汉的政治目的
“
名正言顺

”
,符 合正统。

“
元始改制

”
后平帝即死去 ,无子 ,王莽选立了宣帝玄孙中最年幼的孺子婴继位 ,王莽以

“
摄皇

帝
”
的名义

“
居摄践阼

”
,代行天子之政 ,仿周公辅成王例。王莽以月公自比,于是历史演出了非常

惊人相似的一幕 :帝病疾 ,王莽也仿周公为武王请命作《金媵》故事 ,“作策 ,请命于秦峙 ,戴璧秉

圭。愿以身代。藏策金滕 ,置于前殿
”
。成王年幼 ,月公

“
居摄践阼

”
,代行天子之政 ,王莽也以

“
摄

皇帝
”
名义辅助幼主 ;周 公制礼作乐 ,作《月礼》,王莽也会群儒制礼作乐 ,“发得《周礼》,以 明因

监顷:彐

。而最重要的即是制礼作乐 ,根据儒家经典 ,这是天子的特权 :“ 非天子 ,不议礼 ,不制度 ,不

考文。今天下车同轨 ,书同文 ,行 同伦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 ,不敢作礼乐焉 ;虽有其德 ,苟无其位 ,亦

不敢作礼乐焉
”E9]。 “

元始改制
”
虽然是假平帝之名,但实际上是由王莽完成的。月公既然可以

“
居

摄
”
之位而制礼作乐 ,并被历代奉为典范 ,那么王莽即已制礼作乐 ,又 为何不可代行天子之政呢?

还在平帝元始五年 ,王莽即授意群臣上奏为其请
“
九命之锡

”
,以 表彰安汉公王莽的功德。在以汉

平帝名义发布的
“
九命之锡

”
策文中说 :安汉公王莽

“
辅朕五年 ,人伦之本正 ,天地之位定。钦承神

i氏 ,经纬四时 ,复千载之废 ,矫百世之失 ,天下和会 ,大众方辑。《诗》之灵台 ,《 书》之作雒 ,镐京之

制 ,商 邑之度 ,于今复兴。昭章先帝之元功 ,明 著祖宗之令德 ,推显严父配天之义 ,修立郊碲宗祀之

礼 ,以 光大孝⋯⋯制礼作乐 ,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顷l四
。即以

“
元始改制

”
制礼作乐归功于王莽 ,

使人们觉得他似乎就是汉代的月公。不过 ,月公于成王长大后即归政成王 ,而 王莽则以
“
居摄践

阼
”
的

“
假皇帝

”
变作了真皇帝。居摄三年 ,王莽就以符命有

“
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

”
之谶,代汉

“
即

真天子之位 ,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
,改正朔 ,易服色 ,“ 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II〕 。汉代的儒学复古

运动也以王莽建立新王朝而告终。

哀平之际 ,也即是在王莽复古改制的同时 ,今文经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谶纬之学的

兴起。王莽即以符命得天下 ,即位之后 ,便遣五威将王奇等人
“
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德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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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符命二十五 ,福应十二 ,凡四十二篇⋯⋯其文尔雅依托 ,皆为作说 ,大 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

云
”
。又以汉为火德 ,天意

“
火德销尽 ,土德当代

”
,所 以新朝以土德代汉而有天下[:2]。

另一方面 ,王

莽又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策动了元始年间的复古改制运动 ,而其新设官分置也多仿《周礼》。新朝

之兴 ,得于符命 ;新朝之制 ,源于经典。所以,符命与经典即是新朝立国的理论依据。两者附会而

形成的谶纬之学也就成了王朝奉为正统的宗教神学。

汉光武帝中兴 ,定都洛阳,史称
“
东汉

”
。与汉代奉行沿袭秦制一样 ,光武帝也沿用王莽成说 ,

改汉为火德 ,色 尚赤。《后汉书 ·光武帝纪》李贤注 :“汉初土德 ,上黄 ,至此始明火德 ,收帜尚赤 ,服

色于是乃正。
”
汉初诸帝因不承认秦在五德终始之传中的正统 ,所以便以汉继月而为水德 ,至武帝

始改为土德。王莽代汉 ,又不承认汉为土德 ,改汉为火德 ,认为火德已衰 ,土德当代。光武帝光复

汉家江山,本当恢复汉有土德 ,否认王莽在五德终始之传中的正统 ,但他毕竟又是以洛阳为中心

而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又受到《赤伏符》的启示 :“刘秀发兵捕不道 ,四 夷云集龙斗野 ,四七之际火

为主。
”
所以他改汉为火德 ,以 示汉德还如日中天 ,方兴未艾。又

“
宣布图谶于天下

”
,于是谶纬之学

大兴 ,后所传谶记纬书大都为东汉初年方士儒生所造。

光武帝虽以中兴之君自命 ,然其郊庙礼仪却并未采用汉家制度 ,而是多仿
“
元始中故事

”
,即

王莽所制定的一套仿西周模式的宗教礼仪。据《后汉书 ·祭祀志》载 :

建武元年,即 位于高丨,为 坛 ,营 于高丨之阳,祭告天地 ,采 用元始中郊祭故事。

二年正月初 ,制 郊兆(即 祭五帝及五部神祗)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高丨,采元始中故事。

二十五年 ,封禅泰山,祭地于梁阴,以 高后配 ,山 川群神从 ,如 元始中北郊故事。

三十三正月,始 立北郊,别 祀地祗 ,位 南面西上 ,高 皇后配,西 面北上 ,皆 在坛上 ,地理群

神从食 ,皆 在坛上 ,如 元始中北郊故事。

又据《后汉书 ·光武帝纪》,光武郊祀地称
“
皇天上帝 ,后土神袄

”
,而不称

“
太一

”
或

“
泰灵

”
,此又与

“
元始故事

”
同。至于立社稷、明堂、辟雍、灵台等 ,也大都是仿

“
元始故事

”
。宗庙之礼 ,昭穆之序 ,

也是元始五年王莽所定 ,光武帝也因之。可见东汉的郊庙制度基本上是依据
“
元始故事

”
,没有多

大变化。原因似乎非常简单 ,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稳定 ,王者制礼作乐当然得以经典所载正统礼

仪为模式 ,而
“
西汉所谓郊祀天地者 ,乃是祀五峙及甘泉太一、汾阴后土之类 ,皆出于方士祈福之

说 ,而非古人报本反始之意帅
"。

至于其他神祠 ,也多非经典所载 ,所 以这一套祀典已不适应于东

汉王朝建立儒家正统化的礼乐制度的需要 ,而 以西月模式为依据的元始制度则正好符合这一要

求 ,而且元始改制毕竟还是以汉平帝的名义进行的 ,王莽不过是贪天之功为己有而已。

明帝时 ,博士曹充上言 :“汉再受命 ,仍有封禅之事 ,而礼乐崩阙 ,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

乐 ,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
”
并引《河图括地象y有汉世礼文雅出

”
与《尚书璇玑钤泸有汉

帝出,德洽作乐,名 予
”[IJ为据。于是明帝下诏改大乐宫曰大予乐 ,以 兴礼作乐。《后汉书 ·百官

志》:“大子乐令 ,掌伎乐。凡国之祭祀 ,尝请奏乐 ,及大享用乐 ,掌其陈序。
”
武帝立乐府 ,平帝时改

为大乐官 ,至此又改为大予乐令 ,掌郊庙之乐 ,据《后汉书 ·礼仪志》注引蔡邕《礼乐志》说 :

汉乐四品:一 曰《大予乐》,典 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郊乐 ,《 易》所谓
“
先王以作乐崇

德,殷 荐上帝
”

,《 周官》
‘‘
若乐六变,则 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

”
。宗庙乐 ,《 虞书》所谓

“
琴瑟以

咏,祖考来格
”

,《 诗》云
“
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
。·⋯ 二̈曰《周颂雅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

稷之乐。辟雍、飨射 ,《 孝经》所谓
“
移风易俗 ,莫 善于乐

”
,《 礼记》曰

“
揖让而治天下者 ,礼 乐之

谓也
”
。社稷 ,《 诗》所谓

“
琴瑟击鼓 ,以 御田祖

”
者也。《礼记》曰

“
夫乐施于金石,越 于音声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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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宗庙、社稷 ,事 乎山川、鬼神
”
,此 之谓也。三日《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其短箫、

铙歌 ,军 乐也。

东汉明帝所定郊庙之乐一为《大予乐》,一为《周颂雅乐》,然据《后汉书 ·礼仪志》,东汉仍沿

用了西汉的某些郊庙乐章 ,如《文始》、《五行》、《武德》、《盛德》等宗庙之乐 ,并以《帝临》、《青阳》、

《朱明》、《西颢》、《玄冥》作为四时迎气祭五帝的乐歌。班固在《汉书 ·礼乐志》中曾说西汉郊庙之

乐
“
皆非雅声

”
,东汉王朝既以雅声为正统 ,那么不合雅颂传统的西汉效庙乐理所当然要自作新乐

了。汉明帝所定《大子乐》与《月颂雅乐》今俱失传 ,我 们无从说起 ,但据上引蔡邕《礼乐志》,它们大

抵是符合儒家所谓雅颂传统的。据《后汉书 ·东平王苍传》,东平王苍曾献所作《光武受命中兴

领》,据《后汉书 ·祭祀志》注引《东观汉纪y东平王苍议 ,以 为汉制旧典 ,宗庙各奏其乐 ,不 皆相

袭 ,以 明功德
”
,称颂光武受命中兴 ,“修建三雍 ,肃穆典祀 ,功德巍巍 ,比隆前代

”
,建议名光武庙乐

曰《大武之舞》,并献所作《武德舞歌诗》:

於穆世庙 ,肃雍显清。俊义翼翼,秉 文之成。越序上帝,骏 奔来宁。建立三雍 ,封禅泰山。

章明图谶 ,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 射协同。本支百世 ,永保厥功。

此即《光武受命中兴颂》。明帝非常喜欢这首颂诗 ,“以其文典雅 ,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rI5彐 。

其实 ,这首《中兴颂》完全是对《诗经 。周颂》的刻板模仿。《周颂 ·清庙》:“於穆清庙 ,肃雍显相 ,济

济多士 ,秉文之德 ,对越在天 ,骏奔走下
”
。《中兴颂》只是对字句略加变化而已。其后无非是将光

武帝的功德加以排列。既无感情 ,又 无文采。明帝之所以喜欢这种风格 ,当 然也正是因它从内容

到形式都符合儒家所谓的雅颂传统。疑此诗即为祭光武帝的宗庙乐歌 ,属《大予乐》。又 ,《后汉书
·文苑传》说 ,傅毅

“
追美明帝功德最盛 ,而庙颂未立 ,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

”
。看来 ,东

汉王朝所作宗庙乐章 ,大概都是以《周颂 ·清庙》为蓝本的 ,这与西汉宗庙乐章的制作是很不相同

的。或者说 ,东汉的宗庙乐章尽可能以雅颂传统为极则 ,这与其郊庙礼仪的复古正统化是一致的。

又 ,据《隋书 ·音乐志》:“汉明帝时乐有四品 ,又采百官诗颂以为登歌⋯⋯登歌者 ,颂祖宗功

业也
”
。班固所作《明堂》组诗即是这些

“
登歌

”
的代表作 :

於昭明堂,明 堂孔阳。圣皇宗祀 ,穆穆皇皇。上帝宴飨 ,五位时序。谁以配之 ,世祖光武。

普天之士 ,各 以其职。猗与缉熙,允怀多福。(《 明堂诗》)

乃流辟雍 ,辟 雍汤汤。圣皇莅止 ,造 舟为梁。皤皤国老 ,乃 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 ,

於赫太上 ,示 我汉行。鸿化惟神,永 观厥成。(《 辟雍诗》)

乃经灵台,灵 台既崇。帝勤时登 ,爰 考休征。三光宣精 ,五 行布序。习习祥风 ,祁 祁甘雨。

百谷溱溱,庶 卉蕃芜。屡惟丰年 ,於 皇乐胥。(《 灵台诗》)

根据儒家之说 ,明堂、辟雍、灵台乃礼乐教化之象征。蔡邕《明堂论》说 :“ 明堂 ,天子太庙 ,所以崇礼

其祖 ,以 配上帝也。飞白虎通》说 :“辟雍 ,所以行礼乐 ,颂德化也。飞礼含文嘉》说 :“ 天子灵台,所 以

观天人之际 ,阴 阴之会也。飞文选 ·东京赋》薛综注 :“于上班教曰明堂 ,大 合乐射飨者曰辟雍 ,司

历记侯节气者曰灵台。
”
东汉仿

“
元始故事

”
,恢复明堂、辟雍、灵台等

“
三雍

”
古制 ,无疑是表示统治

者奉儒家礼乐文化为正统 ,作为正统儒家学者的班固当然要大歌大颂 :“建章、甘泉、馆御列仙 ,孰

与灵台、明堂 ,统和天人;太 液、昆明、鸟兽之囿 ,曷 若辟雍海流 ,道德之富。丬I61汉
帝之德不但

“
与

三代同风
”
,而且远追唐尧之治 ,真是

“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川17〕 !班 固的《明堂》组诗正是仿照

《雅》、《颂》的形式 ,来为东汉王朝的礼乐教化大唱颂歌的。

东汉的郊庙礼乐是西月古制的翻版 ,都可以从儒家经典上找到依据 ,这便是宗教儒学化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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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儒学被尊为正统之学 ,是东汉王朝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的理论依据。当然 ,被尊为正经的

儒学 ,已非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 ,而是谶纬神学化的今文经学。光武帝
“
宣布图谶于天下

”
,明帝

作乐也是依据图谶 ,这无疑是宣布谶纬之学为东汉的国教。谶纬之学的内容无非是将宗教迷信与

儒家经义揉合起来 ,一方面为汉家王朝编造神学依据 ,如汉为火德、承尧之绪等 ,另 一方面又造出

孔子为汉制法的等等神话。实际上 ,东汉礼乐制度的正统化即以今文谶纬之学为依据的。《后汉

书 ·曹褒传》载 :

(章 帝)元和二年下诏日:“《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 一以兴(‘九’指光武 ,‘ 十’指

明帝 ,‘十一
’
指章帝,据 汉帝世系言)。 《尚书璇玑钤》曰:述 尧理世 ,平 制礼乐 ,放唐之文。予

末小子 ,托于数终,曷 以缵兴,崇 弘祖宗,仁济元元 ,⋯⋯每见图书,中 心恧焉!⋯⋯·褒曰:“ 此

制(指 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散 咯,多 不合经,今 宜依礼条正 ,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 ,尽心集

作
”
。褒既受命 ,乃 次序礼事,依 准旧典 ,杂 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

始制度,以 为百五十篇。

这是继光武仿
“
元始故事

”
定郊庙之礼 ,明帝据图谶制礼作乐后 ,又一次旨在使东汉礼乐制度正统

化的改造。其依据即是
“
旧典

”
与

“《五经》谶记之文
”
。在此之前 ,即 建初四年 ,章帝下诏举行了著

名的
“
白虎观会议

”
,由 诸儒

“
讲议五经异同

”
。
“
帝亲称制临决

”
,将经学的各家异说统一起来 ,于是

产生了一部大一统宗教的钦定
“
法典巛白虎通德论》。这一部宗教法典依据儒家经典与谶纬之学 ,

对历来争论不休的礼乐制度作了统一阐释 ,如 :

王者所以祭天,何 ?缘事父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 ?自 内出者 ,无 匹不行 ,白 外至者 ,

无主不止 ,故推其始祖配以宾主,顺 天意也。⋯⋯天至尊至质 ,事之不敢亵渎 ,故 因岁之阳气 ,

始达而祭之也。祭天作乐者 ,何 ?为 降神也。(《 郊祀》)

王者所以有社稷 ,何 ?为 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 谷不食。土地博 ,不 可遍敬也 ;

五谷众多 ,不 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 ,示 有土也;稷 ,五 谷之长 ,故 立稷而祭之也。(《 社稷》)

天子立明堂者 ,所 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

也。明堂上圆下方 ,八 窗四闼,布政之宫,在 国之阳。上圆法天,下 方法地 ,八 窗象八风 ,四 闼

法四时,九 宫法九州 ,十 二义法十二月 ,三 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 十二牖法七十二风。(《 明

堂》)

王者易姓而起 ,必升封泰山,何 ?报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 ;天 下太平功成,封

成以告太平也。(《 封禅》)

王者所以立宗庙,何 ?曰 :生 死殊路 ,故 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 ,敬 亡若事存 ,故欲立

宗庙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养继孝也⋯⋯祭宗庙所以有碲恰。何?尊 人君、贵功德、广

孝道也。(《 宗庙》)

对这些郊庙制度尽可能赋予礼乐教化的意义 ,即是将宗教加以儒学化。又 ,其论礼乐之意义 ,也完

全是以《孝经》所谓
“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

”
为出发点的 :“乐所以荡涤 ,反其邪

恶 ;礼所以防淫使 ,节其信靡也⋯⋯乐在宗庙之中,君 臣上下同听之 ,则莫不和敬 ;族 长乡里之中 ,

长幼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 ;在 闺门之内,父子冗弟同听之 ,则莫不和亲
”
。所以 ,“ 合和父子君臣,附

亲万民,是先王立乐之意也
”
。这种以儒家伦理本位主义为依据的礼乐观 ,出 现出东汉王朝钦定的

《白虎通德论》中,无疑是表明统治者已完全承认并接受了儒家礼乐文化的传统 ,并将这一传统即

周公遗范奉为礼乐文化的正统。汉家礼乐制度正统化始于元成之际的儒学复古运动 ,中经
“
元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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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
”
,最终定于东汉光武、明、章之际。《后汉书 ·儒林传》说 :

光武中兴 ,爱 好经术 ,⋯⋯建武五年 ,乃 修起太学 ,稽 式古典 ,笾 豆干戚之容 ,备 之于列 ,

服方领习矩步者 ,委 它乎其 中。中元元年 ,初 建三雍。明帝即位 ,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 ,

衣 日月 ,备 法物之驾,盛 清道之仪,坐 明堂而朝群后 ,登灵台以望云物 ,袒 割辟雍之上 ,尊 养三

老五更。⋯⋯济济乎 ,洋 洋乎 ,盛 于永平矣 !

东汉王朝表彰儒学 ,以其礼乐教化的主张为正统之学 ,其 目的在于
“
移风易俗

”
,纳天下道德为一

统 ,纳天下信仰为一统 ,通过敬神尊祖的郊庙仪式 ,培养起忠君与孝亲的理想道德 ,从而达到大一

统王朝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汉书 ·礼乐志》所谓
“
礼节民心 ,乐和民声 ,政以行之 ,刑以防之。

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 ,则王道备矣
”
。正是东汉王朝以儒家礼乐文化传统为正统的大一统宗教与

礼乐制度 ,奠定了两千年来历代封建王朝
“
神道设教

”
的儒学正统格局。所以 ,后代虽有佛道二教 ,

也不能改变儒学作为
“
国教

”
的正统地位 ,儒学化的宗教与郊庙礼乐始终是古代中国的正统

“
国

教
”
与

“
国典

”
,从而形成了

“
万变不离其宗

”
的儒家礼乐教化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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