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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麂 通 》 的 礼 乐 教 讹 观

苏  志  宏              :

“礼乐教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社会意识形态现象。它是由先秦社会经济形态所

孕育出来的伦理化的政治统治所特有的一种统治手段,是封建专制君主政体的政治工具。它

从巩圃专制政体的核心——政治等级制度及其所提倡的政治伦理纲常 (“三纲五常” 冫这一

基本立足点出发,在政治上主张由家而国,由父子而君臣,由亲亲而尊尊的伦理化的政治,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 (《 论语·子罕》);在思想领域中,把 “父慈子孝”, “兄友

弟恭”的家族血缘伦理加以夸大,主张由
“孝弟”而 “忠敬”,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政治化的伦理规范作为 “人道之本”,提倡曲个人的道德修养开始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

下的伦理思想原则。在方法上,它有意识地把形象地体现和反映政治等级制度的艺术形式的

阝礼乐”
,′ 作为对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乃至于整个社会进行政治道德教育的手段。

′
《白虎通 》̄ 方面全田的继承了先秦儒家和 《礼纪》中 “人情” (人的基本生理欲求 冫

乃 “礼义之田”的观点,认为仁义道德和 “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为 “天”的属性和人的本

质,礼乐是现实等级制度的形象反映,对人的思维、情感和意志起到陶冶的作用。

同时, 《白虎通》又自觉地意识到了由董仲舒提出的 “王道之三纲”是统治阶级的根本

利益所在,敬围绕着 “君臣大义,父子之纪纲”这个申心, “表德劝善别 尊 卑”,胃 力 于
“三纲六纪”和 “五常之性”的神学论证。认为礼乐是效法天地阴阳 “制作”雨成的,“乐象

阳,礼法阴”;以五音五脏配 “五行”,以示法天地阴阳而成的乐与人的先天五常之性相对

应,故能感化人的先天善性;援纬证经,公然以谶纬绅学来论证自已的观点;将仁义礼智信

等伦理规范解释为片面的约柬臣下,抬高君权的道德准则。         ∶

如果把董仲舒的以 “三纲五常”为核心,以 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的神学目的

论体系作为两汉官方经学思想的开端,那么《白虎通》则是这个过程的最后完成。从思想资料

上看,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只是 《春秋》公羊学派的一家之言,雨 《白虎通 》则在经历了汉宣

帝
“诏诸儒讲 《再经》同异” (《 汉肀

·宣帝纪》)的 “石渠阁会议”,以及刘秀 “宣布图谶

于天下” (《 后汉书·光武帝纪》)之后出笼的。

从表面形武上看: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以《春秋》公羊学家个人的暑份提出,而得到睾帝

的首肯;而 《白虎通》则是 “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 (《 后汉书·章帝记》),在统治阶 级的
“积极成员”的总代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召集统治阶级的 “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

家〃 (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 )的代表——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经师们 在统一

不同学派的观点的基础上而钦定的决议,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最全面`和最直接的概括和体现。

《白虎通》有关礼乐教化思想的论述,是紧紧地围绕着强化君父大义这一中心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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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齐人道

”
的

“
三纲六纪

”       ∴ Ⅱ

贯穿于 《白虎通 》全书的中心思想是所谓的 “三纲六纪”
。 《三纲六纪 》云 :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故《含文嘉》曰: “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
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通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

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

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

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含文嘉 》是七纬中 《礼纬 》的一种。可以看出, 《白虎通 》
“
援纬证经″主要是援 引其中

有助于强化君主等级制的部份 (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 ·秦汉》第424一 4̄28页 )。 东汉主朝的 社

会基础是遍布全国各地的豪强士族,这些所谓的
“
大姓阀阅” 9对其家 族 中 的 “都 曲”、

“徒附”实行着血腥的剥削和压迫。这种剥削和压迫是以家长式的血缘关系形式表现出来
的,所以强调宗法血缘关系,认为宗族可以起到 “恩爱”, “会聚” (见 《宗族》)的作用,

并将宗族内的伦理关系概括为在 “敬诸父兄”基础上的 f六纪”,是十分有利于东汉王朝的

统治基础的稳固的。

将反映君主集权统治根本利益的 “君臣、父子、夫妇”的 “三纲”放在 “六纪”之上,

使二者有机结合,柙互补充,成为 “所以张理上下,整理人道”的 “纲纪”,确实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东汉帝国政治统治实际。 《礼乐》说: “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幼焉。朝廷

之礼,∶ 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⒈乡苒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庙之礼;亲不让

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9然后王道得,王道得,然盾万物成,天下乐之。
”三纲六纪

雄是以示族血缘中的亲酥Ⅱ长幼的佾理苯系诊证贵贱、尊卑的君臣上下关系的天然合理性 ,

“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 (《 丧服》),从而 “以纲纪为化”,使整个东汉帝国社舍的秩序之

阝罗网″得以 “张理”、。“整齐”,君主集权的 “王道”
政治从而得以实现。  ∷

∷ 忄为了强调 “三纲”
的重要性, 《白虎通 》发挥董仲舒 “君臣、父子 ,夫妇之义,皆与阴

阳之道” (《 春秋繁露·基义》)的观点,用 阴阳五行来附会三纲。 《三纲六纪》云 :

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 柔相
配,故六人为三纲。

把君臣、爻手、夫妇的关系说成是阴阳、刚柔相配的关系,阳尊朋卑,阳刚阴粜,阳 上 阴
下,因而三纲得以成立。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比附,又用五行与天组成三个阴阳对子: “五
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阳也,尊 ,故上;水者,阴 也,卑 ,故 下;木 者,少 阳;金
者,少阴;¨⋯·土者最大,苞含物,将生者时,将归者入,不嫌清浊,为万物:¨⋯。五行所
以二阳三阴者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阴阳自偶。” (《 五行》)五行自为阴 rn∶”

Ⅱ

土尊,故配天,由此组成天土,火水,木金三个阴阳对子,以此来配君臣,父子,夫妇。芄

行与阴阳都是气: “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召。〃
(日上)五行是天意化生万物的基本元素,三纲与五行联在一起,也就具有了 神 圣的意义。

进一步用天、地、人来比附三纲。 《三纲六纪》云:

三纲抟开搀。⋯¨君臣法天氵取寨日月回象信 (伸 )P归功禾也;父子渚拙P取象五行,转 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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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

《白虎通》于三纲中强调的是君杈,认为君仅 “归助天羽
”,宣扬君权受 命 于 天, “王 者

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敬 《援神契 》曰: ‘
天覆地载,谓之天子 ,上法斗极。

D 
《钩命

诀 》曰: ‘
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主治五

千里也。
’”〈《爵9)引 《孝经纬》和《钩命诀》来论证君权援命于天,敬为夭之子。

总之, “垴之承天,犹毒子之事夫,臣之事君也” (《 五行》》,用 “天命”、道德,意

志化了的阴`阳 五行模式,阴尊阳卑观念来比附君臣,父子,夫妇的尊卑贵贱关系, “论证”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纲常,是贯穿于 《白虎通》全书的基本思想方法

和神学论证的依据。

仁、义、礼、智、信作为五种体现 “三纲”的道德行为准则,被 《自虎通 》目为人所固

有的本性: “人无不含地之气,有五常之性” (《 礼乐》),认为人的 “五常之性,亲 爱 之

心” (《 三纲六纪》)是进行 “三纲六纪″之化,并使其深入人心的关键,创是 《自虎通》人

性论的出发点。

“
得五气以为常

”
的入性论

茧仲舒提出了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汉书·董仲舒传》)的命题,认为 “
人

之血气化天:气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暧清。” (《 靓 :绣勖 为婧 天》)

仁义是人察减于天的本性,人的喜怒哀乐的好恶之情是
“夭之付

”, “人之精性 有 曲 天 黹

矣。勿 (同上)从而为孟子'的 仁义礼智 “四端”说作出了神学旧的论的发挥。 《白虎 通》沿

袭了这个观点,认为入的 “五性六情
”是 彳禀阴阳气而生”的。《情性 》宏 :

情性渚何谓也?性者,阳之施也: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精。淆者,

静也:性者-生也。此入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巛钩命诀》曰: -情生于阳,欲拟时念也Ⅱ性生于

阳,以理也。朋气者仁,朋气者贪,故精有利欲,性有仁也。
”
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饱。

仁者,不忍也ψ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申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也J知 也,独

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

仁义礼智信也。六情者,何谓也?軎怒哀乐爱恶谓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

人本含六律五矸气而生,故内有五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乐·动声仪》曰: °
官有六府人

有五藏。五藏者何也?谓肝,心 ,肺,肾 ,脾也。肝之为言干也;肺之为言费也;情动得序,心之为言

任也D任于恩也:肾 之为言写 (泻 )也,以窍写也;脾之为言辨也,所以积精禀气也。五脏,肝 仁,

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
’

堇伸舒认为: “天两,有阴
“
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巛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冫

因雨性善情恶, “谓性已菩,奈其情何 ?” (同上 )《 自虎通 》关于情性乃阴阳之 施 化,阳

仁阴贪, “
情有利欲,性有仁”的观点,就是直接继承董仲舒而来的。进一步将 董 仲 舒 的

“贪 09’ 之情性扩充为 “五性六情”,仁义礼智信的 “五常之道”就变成入所固有的本性。

为了论证这个提法,引用 《易纬 》的观点,将 “五常”
与

“八卦之体”和 “五〈行 〉气卩比

附起来,认定仁义礼智信是人禀阴阳五行之气所获得的先夭本性。叉将 “五减六府”
与

“五

性六情”附会在一起,认为前者是后者的 “所曲出入”之处,并引用 《乐纬 》的观点,将五

嵌与五常之性作了一一对称的形而上学的连绪,来论证人的五性六情的根源在于 “六律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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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夺人毖岛是一汪押学呓浯。

f六倩’是指喜怒哀乐爱恶之倩,是 “欲以时念’即经常产生的欲垫和 “利欲”,相当

扌现在所谓的情感意向; “五性”是五种道德规范,是 “仁”、是 “理”,大体相当于逍德

意识中的认识和珏栓因紊。将人视为察天油阴阳五行之氘而生的情与性的混合物,也就是将

人的本质规定为先验的情感欲望和逍德理性概念的体现者。入有先天的 “五常之性”具有成

德成蕃跑可能性,是王者据 “以纪纲为化”的内在根据:可入同时又具有先天的情感欲念,

利欲之心,所以说: “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耐明之,以

敬人戊德也。” (《 五经》)只有通过 “圣人象天五常之道”的引导,教化,才能使成 德,

戍著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民有质朴,不教不成” (《 三教》)。 为置者以三纲五常敬化

人民提供了人性论根据。这是董仲舒的 “中民之性”必须 “待渐教朗I而后能为苷” (《 春秋篮

露·实性》冫的教化论的硌版,只不过神学气昧更为浓厚一些罢了△

总之、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作为人的 “五常之性”具体地规定了为体现 “三纲六

纪”所必须采取的情感态度和杼为准nlJ,其特点是在专制政体中突出君权,片西地强嚣臣下

对君主尽孝的责任和义务,这与 “三纲六纪”强调 “君父大义”的基本倾向是互为表里的。

前面说过,《 白虎通》认为人的 “五性”
由于情欲的干扰而 “不能自成”,君 主 具 有

“敬人成其籀”的神蛰馏责。同董伸舒一样,在 《白虎通》中,不仅阴阳五行完全 f伦理目

的论”化了,成为天意的体现,而且自然界的天体运行也是人类社会君臣关系的显现: “天

逋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为天地动而不别,行而不离,所以左旋右局者,犹君臣阴阳相

对之义” (《 天地D),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为阴,故右行。右行者,

犹臣对君也。 《含文嘉》曰:‘计日月,右行也。周德放 (仿 冫日月东行。而日行迟,日月疾

何?君舒臣劳也。
’ ⋯̈·《感精符》曰: ‘三纲之义,日为君,月 为臣也。日月所以悬昼夜

者何9助天行也,照明下地。
’” (《 日月》 )天体运动的自然现象成为 “君为臣纲”的 伦

理纲常的象征, “三纲六纪”也就超越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上升为冥冥中绝对意志和伦理

目的的意图。这个意图的实现有待于君主的 “以纲纪为教”这个中间环节,所以君主的教化

职责也是天意的体现: “阳不动,无以行其教;阴不动,无以成其 化。” (G天地冫)现实

践治申的 “成其德”,戚为冥冥上苍的 “行其敬”、 “成其化”的意图的手段。
′
君主教化的

基本途径就是采用取象于天地五常之道的各种形式来启发、教化人民。

启发
“
五常之性

°
的教化论

在肯定人具有 “五性六情
”的先天道德品质和情感欲望的基础上,依照 “

依准旧典”和
“六艺并录〃的原则,《 白虎通》吸取 《礼记 ·学记 》申的有关论点,也十分重视后天的学

习,认为学习对人的性情具有陶冶作用。 《辟雍 》云:

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

君子学以致其道。¨⋯ 臼
生丽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
,是以虽有自然 之性。必 立师 傅

焉。《论语谶 》曰: “
五帝立师D三王制之。

’

“致其道”即《五经》篇中的 “成其德”,即通过后天的学习,圣人 的 启 发,开 导,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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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变情”,以 “觉恬”本性中所固宥的 “五常之性”,.从雨达到 “以纪纲为教”的教

化目的。承认包括帝王在内的 “自然之性”都应当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敬

育,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 “诸侯曰伴宫者
¨¨明尊卑有差”, “乡曰序,里曰庠。'庠者,庠礼义也;序者,序长幼也。” (《 辟雍》)

董仲舒发挥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提出了.“ 三统”, “三正”的历史循环论,为其
“天不变,道亦不变” (《 汉书·董仲舒传》)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政治观提供 依据。《白虎

通》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以 “明受之于天” (《 三正D)∶

但 “君南面,臣北面” (同 上)的贵贱尊卑等级秩序,作为 “三纲”的实质,却是不 可 改变

的 “百王不易之道” (同 上)。 因而教化的内容必须体现 “五常 之性”,以 论 证 “不 易之

道”的永恒性。首先提 J∶
l了 “三教并施”的理论。 《三教》云:

何以言三教并施不可单行也?以忠、敬、文无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

敬、文饰之,故三而各也。即(既 )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氵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致

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为人教也;地道谦卑,天之所生,地敬养之,以敬为地教也。

所谓 “忠、敬、文”的三教是效法天、垴、人而来的,故自: “教者,效也,上为之,

下效之。” (同 上)“三教并施”就是用忠、敬、文三种规格来教化臣民,使其内心对君主忠诚

不二,言行恭敬有礼,并辅之以一定的礼仪、文采的规定,其直接服务于 “三纲”和 “君父

大义”的政治目的是很明显的。

在教化的具体途径上, 《白虎通》十分重视儒家五经,认为五经取决于上天的 “五常之

道
”。 《五经》云 :

经所以有五何?经 ,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L,《 书》义,《 礼》礼,《易》智,

《诗》信也。

将 《五经 》与
“五常之道

”相比附,其 目的是为了将论证 “五经”
与人的

“五常之性
”

先天相符,故能起教化作用。 《五经 》又云 :

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经何谓?

《易》、 《尚书》、 《诗》、 《礼》、 《春秋》也。《礼解》曰:温柔意厚,《诗》教也:疏通知远,

《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礻D教也J属辞比事,《春秋》教

也。
’

《五经 》与人的五性同源一本,所以《五经 》对人的言谈举止,性格品质,感情知识等

各方面都有启迪、陶冶和教化作用。

《白虎通》还重视礼乐在教化中的作用。认为礼乐是效法天地,阴阳 “制作”而成的。

《礼乐》云:

乐言
“
作

”
,礼言

“
制

″
何?乐者阳也,动作倡始,故言

〃
作

”
。礼言

“
制

”
何?礼者阴 也,系

制于阳,故言
“
制

”
。乐象阳,礼法阴也。

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軎怒,乐以象天,礼以禁地。人无不合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

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浮佚,节其侈靡也。故巛孝经》曰· ·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

风易俗,莫菩于乐。
’

乐象阳9礼法阴,阳尊阴卑9所以礼
“系制于

”乐,礼与乐有所区别: “
札乐者,何谓

也?礼之为言履也,可履践而行。乐者,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 礼乐》)礼要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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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生活中的践履才能起教化作用 ,雨乐则可以使人在欢愉的心境中直接 “
得其逍

”和 “
得

其欲
”,使理智和情感都能得到满足,从而受到道德教育。同时,乐本身也可以体现等级尊

卑: “天子八佾,渚侯四佾,所以别尊卑
” (同 上 ), “

故 《春 秋 》公 羊 传曰: ‘
天子八

佾,诸 公 六佾,诸侯四佾。
’

《诗 》云: ‘
大夫、士,琴瑟。

’” (同上)在礼乐中,《 白

虎通 》更重视乐的教化作用。

礼乐乐是
“
太平制作?的 产物: “

太平乃别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

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 (《 礼乐》)这是沿袭秦汉儒家的观点 ,· 认为礼乐

教化的功用要在天下太平、无饥寒之虞、民心欢乐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

下,乐可以反映民心的向背、时代的特征和历史的趋向,例如 “武王曰《象 》者,象太平而

作,示 己太平也。合曰《大武 》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列,故诗人歌之: ‘
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
’

当此之时,天下乐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乐其武也。
” (同上)这 种 “功成

”
,

“
治定

”而作的乐,形象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时代精神和意志, “乐者所以象德表功” (同

上),其教化功用就在于此。

乐是有感于 “
中心”

的情感抒发: “乐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 言之也。中心喜乐 ,

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 《尚书 》曰: ‘
前歌后舞,假于上下。

’”
通过歌与舞

的形立,表达 “
中心喜乐”之情,这就是乐的特征。这种通过歌舞的形式所抒发的情感具有

一定的共同性,所 以能引起人们的情感交流和共鸣。 《白虎通 》沿用 《乐记 ·乐化 》篇的观

点,认为在特定的场合 (“宗庙”
、 “

族长乡里之中
”、 “

闺门之内” )欣赏乐舞,能促进

人们互相之间的 “
和敬”、“

和顺”、“
和亲”

的情感共鸣和心理联系,以 “
和合父子君臣,附

亲万民”,缓解君主专制政体中上下贵贱等级之间的矛盾,巩固 “
百王不易之道”,这就是

“
先王立乐之意”,即礼乐教化的目的所在 (以上见《礼乐》)。

正因为《白虎通 》看见了泺可以形象地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促进统治阶级内部团结 ,

稳固政治统治9并将这种政治功用归结为由歌舞的形象而引起人们的相互之间的情感交流和
共鸣,所以认为乐对人们的性情具有陶冶作用。 《礼乐 》云:

闻角声ρ莫不恻隐而慈者;闻徵声,莫不喜养好施者;闻商声,莫不刚断而立事者;闻 羽声,莫
不深思雨远虑者;闻宫声,莫不温润而宽和者也。

这里以五音配五行以示法天地、阴阳五行而成的乐与人的五常之性相对应,故能启发人
的先天善性。由五音所组成的歌舞中形象包含着五常之道的 内 容, “

歌 者 象 德,舞 者 象
功” (《 礼乐》),所 以在感知这种音乐时,就会引起相应的情感体验和联想想象: “听其雅
颂之声,志意得广焉

” (同上 )。 在感官的快适,精神的愉悦和理性的满足(“乐得其欲
”

、
“
乐得其道” )中 ,陶冶道德情感,培养道德意志,加深道德认识,从丽造成贵贱尊卑、长

幼亲疏各得其所的政治局面。这就是 《白虎通 》心目中理想的 “王道”
政 治: “王 道 得 然

后万物成,天下乐用磬也
” (同 上),也是所谓乐

“
能调和五声,以养万物

”, “所以顺气变
化万民,成其性命

” (词上)的教化功效之所在。

《白虎通 》中有关乐教的论述,基本上是 《礼记 ·乐记 》和伦理目的论化了的阴阳五行
学说的拼合、杂凑。它侧重于启迪先验的五常之性,自 觉地以乐教来维护 “

百王不易之道”
,

除了其神学目的论气味更为浓厚之外,已经提不出什么新的见解来了。表明两汉官方的礼乐
教化思想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