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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 ·贾谊传 >,是值得-读的文章。
“
中国+¨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曾写过一首题为《贾生》的诗 :

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所论多感概,自 信肯依违?

死者如可作,今人谁与归?应须蹈东海,不若涕沾衣 !

这首诗开篇就肯定贾谊是一个明辨是非的洛阳少年,指出他对 时 代 敏感,不肯随波逐

流、依违两可。然后讲古人有两种:一种如鲁仲连,高蹈东海,逃避现实斗争,∵ 种 如 斑
谊,不忘议政,关切国事,为之流涕沾衣。应该效法哪种古人?王安石断然地回答说:不能
效法

“
蹈东海

”
的鲁仲连,而应该学习 “涕沾衣”的贾谊。这首评价贾谊的诗,对我们读《贾

谊传》很有启发作用。

在这首诗当中,“少年明是非
”五个字尤其关键。 “少年

”,说明贾谊是-个敢于向老古

茧开战的新生力量。 “
明是非

”,这是司马迁评论著名法家韩非的话。《史记 ·老庄申韩列

传》说: “韩子 《即韩非 )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
”
置安石是主张作诗要 “自出已意,偕

事以相发明”的 (《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引《蔡宽夫诗话》),他使用 “
明 是 非

”三 个

字,准确地袤明了对这位汉初法家代表人物的高度赞扬。这篇谈贾谊的短文便 准奋 用 “少

年明是非〃来作线索”提出一些看法。

贾谊这个 “明是非″的洛阳少年,并不是什么 “生而知之”的 “天才
”,而是由著名法

家李斯的弟子吴公精心培养出来的。吴公在作河南守的时候,把十八岁的贾谊收在 门 下 学
习、锻炼。这种 “以吏为师”的作法,就是韩非t李斯历来的主张 (《 韩爿卜子·五蠹》、《史

记·秦始皇本记》)。 吴公不但培荞了贾谊,而且在他到中央政府作最高司法官吏 (“廷尉”
)

时,还把贾谊推荐给刚即位的汉文帝”让他在金甲领导机构的王作中增长才干,发挥作用。

吴公对贾谊的成长关系很大”而且他摧荐贾谊叉袤现了 “贤能不 待 次 而 举” ((荀 子·王

制》)的法家反保守精神。

刚即位的二十三岁的汉文帝刘恒,继续执行他父亲刘邦制定的法家路线。汉文帝对贾谊

这个二十二岁的 f洛阳少年”十分尝识,让他作了博士,又把他连升四级,破格提拔为 “
掌

论议”的太中大夫,而且还想尽快地把他选拔到中央最高领导核心 (公卿 )中来。但是,汉
文帝的这种作法9却遭到了倮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周勃、灌婴这些元老重臣,居功骄傲,论
资排辈,只知道吃老本。尽管他们不读书、不学习(“绛灌无文

”),却也有一套孔老二 “
述而

不作”、 “
来者不如” (《论语·述而》及《子罕》)的保守、倒退理论。他们认为 贾 谊 年

轻、学间少 (“年少初学” 冫”要压迫贾谊,不赞成他掌权,把他的改革主张诬之为 “纷乱
诸事”。在这种形势下j汉文帝这个

“
谦让未皇

”
的年育皇帝屈服了9只好把贾谊调离他的身

边。他虽然后来对贾谊的改萆建议,基本上采用了”但在召见这个久离中央的青年政治家的

时候,却不谈政治而问鬼神。唐代诗入李商隐写了-苗题为《贾生》的诗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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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窒求贤访迢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9不 问苍虫问鬼神。

这首诗9是对在对待贾谊的问题上受制于保守思想的汉文帝的辛辣讽刺。

贾谊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 ,心情十分痛苦 9他罔楚国著名诗人屈原所创造的有民主色

彩的 “
骚体

”
,写 了《吊屈原赋 》、《服鸟赋》等作品。把史书写成

“
无韵之 《离骚 Σ

″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吊迁》)的司马迁,最能理解这种心情 ,于是让贾谊与受到反动

势力打击的尊法反儒派屈原同传 (《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所写的赋 ,主要是揭发
“
缬

茸尊显”的黑暗现实。虽然赋中也以 “
忧喜聚门,吉匹l同域

”
来自我解遇”但长歌之哀,甚

于痛哭,那正是抑郁心情的反映。虚无主'义 ,并不是贾谊赋的本质。

备受压抑,得不到重用,并没有消磨掉贾谊这个青年的斗争意志,反而使他对国事更加

关切。他在被排挤出中央以后 ,不止一次地上疏陈政事。从分析肜势入手9指出了汉王朝当

时所而临的危机,对倮守复辟势力进行了愤怒的谴责。贾谊针对保守派所吹嘘的
“
天下已安

已知
”

论调9非常形象j也 比喻说: “大抱火措之积新之下,而寝萁上-火未及 燃9 因 谓之

安9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他尖锐地指出;那些离唱
“
太平经

”
的人,不是装疯卖傻就是

讨好卖乖,都不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正是他们在那里捂盖子,叫嚷 “毋动为大?,反对改

革9妄图在中庸之道的掩护下开历史倒车ρ贾谊坚决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袤现了他 反潮

流、“
明是非

”
的法家精神。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按照法家路线进行改革的主张。

这些主张主要有三点ε

第一,强干弱枝,抑制诸俣,用暴力打峦奴隶主复辟势力p强化中央集权9维护封建国

家的统一。汉王朝是在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自秦始皇统-中 国以

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申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的统-要不要维护,秦始皇所创建

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要不要坚持?在这个问题上9斗争是相当尖锐激烈的。秦朝灭亡后,

出身于旧贵族的项羽大搞复辟倒退9自 号 “西楚霸王”,裂土分封了十八个王国9妄图恢复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汉甬祖刘邦是一个大法家”他反对分裂?经过 “
楚汉战

争
”,l10胜 了以项羽为首的复辟势力9重新统∵中国,建立了汉王朝,汉承秦制9使秦朝的

郡县制继续得到推行。在楚汉战争期问,刘邦为了争取-些军事集团的支持”集中力量对付

项羽,不得不以承认项羽所封的一些人为诸侯王作为交换条件。因此,刘邦在取得全国政权

后,就面临着一场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9结束诸侯割据的严重斗争。

那些异姓诸侯王,有的本人就是六国奴隶主贵族,如韩王信、赵王张敖、闽越王无诸等9有

的则是自恃有功,妄图同汉王钥分庭抗礼的野心家,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等。割据称雄的

诸侯王国9成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太本营。为复辟制造舆论的反动儒生,也大批地麝集在他

们门下。有的不遥之徒,更是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9如蒯通游说楚王韩信,为其谋

反献策;贯高、赵午鼓动赵王叛乱夕策划谋杀刘邦9就是其中的突出例子。由于以异姓诸侯王为

代表的复辟势力的猖狂活动9使汉王胡受到被颠覆的严重威胁。刘邦在建国后的七年当申,用

了极大的力量相继粉碎了韩信、彭越等六个诸侯王的叛乱阴谋”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在

辛定了舁姓诸侯王的叛乱后9刘邦分封了-批刘氏子弟为王9希图用亲属关系来加强和巩固
j自 已的统治。在分封这些同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注意到舁姓诸侯王叛乱的教训,对他们采

取了ˉ些眼制措施夕如规定诸侯王的太傅 (高级顾问 )和王国丞相必须由中央委派;没有中

央的虎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等。这些办法在当时收到了把渚侯王国的部分政权和军权集

中到中央的效果。佴是,刘邦芽没有来得及彻底解决诸侯割据的问题。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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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过了二十多年9汉王朝与同姓诸侯王的矛盾也尖锐地袤现了出来。这些同姓诸侯王根本无

视刘邦的限制9他们凭借自已皇帝亲属的身分,把封国作为基地,招降纳叛9野心勃勃,伺

机篡夺中央政权。汉文帝的兄弟淮南王刘长,就拚命网落流亡的六国贵族和罪犯”给他们中

有的人以 “关内侯”的显赫爵位,让他们享受汉王朝 “二千石”
这样的高级官吏都还享受不

了的丰厚俸禄9组成了一个复辟集团,妄图同匈奴族奴隶主勾结进行分裂倒退活动。他们的

阴谋虽然最后被汉文帝发现,淮南王刘长也遭到了制裁,但从这里可以看到汉初在巩固中央

集杈制问题上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少年明是非”的贾谊十分重视这场斗争。他在《陈政事疏》屮-开头就详尽地分析了

盥时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形势s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了汉王朝面临的危机。贾谊指出:现

在国家的形势正害着严重的脚胂病9小腿太得象腰,指头肿得象腿。他坚定地站在维护中央

∶集权制的郡县制的立场上,提出了用革命暴力坚决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果断措施。贾谊以

i屠牛坦解牛作比喻,明确指出:对待诸侯王这股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绝对不许 可 使 用
“
仁义恩厚”这个 “人主之芒刃”,而必须采用

“权势法制″这个 f人主之 斤 斧”。就 是

说,对直接危害地主阶级专政的复辟势力9只能坚决镇压,决不能施 “
仁政”∶根据当时现

实,贾谊还提出了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把诸侯王的封地化整为零,逐步削弱其势

力,这个方案,得到汉文帝的重视和赞同9把领地最高的齐国分成六个小国,又把淮南国分

减三个小国,初步得到了实行。后来又经过晁错、主父偃等人的充实完善,对进一步巩固封

建的中央集权制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削弱诸侯王这股复辟势力的过程中,斗争是相当尖锐

的。吴、楚七国就互相勾结,用反革命的武力来抗拒,汉景帝用著名的将军周亚夫,才讨平

了他们的叛乱,捍卫了汉王朝的统一。果如贾谊所说,在 “髋髀之问”
使用了 “非斤则斧

”

的武器。这样作,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要求的。因为封建社会的统一,是和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密切联系着的。正如思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消灭分裂割据时, f王 权是进步的因素”。百

代都行秦政法。从此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才算真正的固定了下来。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贾谊还提出了搞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一系列主

张,特别强调要培养好太子。培养太子,就是培养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接班人。这是*系着汉王

朝的封建帝业是否后继有人的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贾谊坚持了法家的唯物主义反映论 ,

强调环境和教育的作用。贾谊认为,夏、殷、月、秦的各代帝王9 “人性不甚相远也”,之

所以统治时期有长有短,是由于环境和教育造成了帝王情况的两样。贾谊指出: “夫习 (经

常 )与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 )正 ,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因此9他认为: “太子之善9在于早谕教 (教育 冫与

选左右 (指太子周围的人 )” , “夫教得 (教育得当 )雨左右正 (端正 ),则太子正矣。太

子正 而 天 下定矣”。贾谊关于对环境和教育沟年用的⒒调,实际上是认为人的才能是后天

才有的,从而否定了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所谓封建帝王及其继承人是
“受命于天”以及 “君

权神授”的谬论。当然,贾谊这种观点是有局陧的。马克思曾经指出: “有-种唯物主义学

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 甯 的 产

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妁,两教育者本人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

学说必然会粑社禽分藏两郜分,其中-部分离出祗会之上”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9)。 贾

谊的问题岜就正是如此。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贾谊能坚持朴萦唯物论的观点,否认

了 “生而知之”的唯心论谬说,这是有历史进步性的。

筇
=?捧

夺押末9翠尽赆商,甲击锣隶主复辟势力在经济领域的进攻,巩固封建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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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连年战争,带来了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人口锐减9物资奇缺。在这种

情况下,六国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除了在政治上同地主阶级较量外,还凭借他们在工商业上

的优势,从经济领域向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展开了猖狂迸攻。他们这些工商业奴隶主9利用

汉初的统-局势,出没于全国各地9投机倒把9囤积居奇,制造经济混乱;同时,他们还投

靠诸侯王”控制山海之利和采矿冶金、煮盐t铸钱等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妄图操纵汉

王朝的经济命脉。由于这些工商业奴隶主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9他们不仅拥有众多的奴隶 ,

而且还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以致出现土地占有f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9不 可 胜

数”的严重情况。他们利用这些人力物力”太搞经济作物”广蓄牛马9乃至于 “千金之家9

比一都之君9臣万者与王者同乐”。他们还提跬l了 “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9工不如商”的口

号 (《 史记·货殖列传》)。 这就苴接动摇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制度基础。面对着奴隶主复

辟势力在经济领域的挑战,贾谊坚决主张实行法家的 “上农抑末”政策,奖励农耕9增加储

备,改革社会经济。在《陈政事疏》中夕贾谊通过对工商业奴隶主 “侈靡相竞”的腐朽生活

的揭露9向封建统治者发出了警告: “大百人作之不能衣⋯人9欲天下无寒9胡可得也?-ˉ

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9不可

得也。国已屈也, ‘盗贼’直须时耳。”在《论积贮疏》(载 《汉书·食货志》)中 ,贾谊更

进一步揭露出这种由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进攻所造成的 “背本而趋末”的社会现象的 严 重 后

果 :“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9那些对汉王朝有二心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就会乘机起来夺

权。照此下去”汉王朝就只能是 “大命将泛 (覆灭 ),莫之振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贸

谊认为必须奖励生产9提倡积贮。 “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枝游食

之民转而缘南亩
”
,并且认为这是 “天下之大命 (命冰 )” ,是足食强兵,使国家 “以 攻 则

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
的必由之路。这种坚持法家 “耕战”政策o注重贮粮各灾的观点,

是 应该肯定的。同时,贾谊还针对备地诸侯王 “即山铸钱,富埒 (相 等 的 意 思 )天子”
,

破坏国家经济,图谋叛乱的情况”向汉文帝上疏9揭露了 “今农事弃捐 (抛弃 冫而采锢者日

繁,释 (丢开 )其 耒耨 (农具 )” 冶熔炊炭9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的严重 现象 ,∶ 提 出

把铜收归国有”统一币制,由 国家铸钱的措施 (见 《汉书·食货志》)。 贾谊的这些从经济上

巩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主张,是对刘邦重农抑商政策的维护和发展,在打击奴隶主复辟势

力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在对外问题上,贾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匈奴族奴隶主的不断入侵9-直是秦汉

时期的主要外患。秦始皇曾经用很大力量驱逐匈奴,筑城防边。汉初,匈奴的侵扰更有增无

减,而一些诸侯王更是公开勾结匈奴,妄图利用这股侵略势力来实现他们的复辟野心。在当

时9由于诸侯割据势力还很强,加之汉王朝经济力量的薄弱,还无力反攻”只能适 当 地 防

御。是积极作好反击侵略势力的准各,还是苟安现状、要协投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贾谊

积极主张坻抗侵略势力,在 《陈政事疏冫中,他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些

人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猪),不搏 《斗 )反寇雨搏蓄菟 (兔 ),玩细娱而不图 (考虑 )大

患”的错误,一方面提出设置专门官职对付匈奴9以改变 “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 而 祸 不

息
”的现状。贾谊的这些主张虽不及他的后继者晁错那样完善彻底,鲁迅就曾经在《汉文学

史纲要 ·贾谊与晁错 》中指出过这一点。但是,贾谊为维护汉王朝的主权”摆脱受匈奴奴隶

主牵制的地位,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是庀该肯定的。后来,汉武帝打败匈奴,对汉民族的保

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贾谊的这个愿望得塾l了实现。

贾谊是一个秦汉史的专家。他的这些主张9是在深入研究和总绪秦和汉初成败得失的经

60



鳙 续 攀龠 的褰 伟 纲 领
——瀵《蘖罾通镳处疆人民肉鄱矛靥的阀题 》

杨黎 华 孙 海根

ˉ九五七年六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伟大著作
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
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宏伟纲领,是反修防修的
最好教材。当前9结合斗争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篇伟大著作,对于争取批林批孔和各
顼工作的新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廴一 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氏内部矛盾的问题》,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
争9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汉宣帝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书·元帝
纪》冫。这种 “杂霸王”的汉家制度,就是贾谊这些主张的基本内容。尽管贾谊在保守派的
排斥打击下,三十

=岁
就郁郁地死去了,但是他的主张,汉文帝这个法家皇帝还是 实 行 了

的。贾谊同像守派的斗争∷是-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9是当时的儒法斗争在统治阶
级内部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贾谊的法家进步路线战胜了儒家的复辟倒退路线,是 “年青

八打倒老隼入,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阀多的人〃的一个生动例证。这就说明了一个真理8 “自
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眼看出-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 古 萦 开
战。”他们尽管被人看不起,被人压迫,但 “-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在中
国历史上,象贾谊这样不迷信权威、名人,敢想、敢说、敢做的莆年人胜过老年人的例子多
得很j这是我们应该加以总结的。

“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在宁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贾谊
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他的一套理论,是在当时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
的斗争中产年的。今天,隔贾谊生活的年代已经两千一百年,贾谊所处的封建社会也一去不
复返了。我们伟太的祖国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迈入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为
了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粉碎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在深
λ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一点历史,认真研究研究法家的思想和著作,看-看 《汉书 ·

贾谊传》,知道-些屮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段时间且复辟与反复辟的
严重斗争,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敢于反潮流的精神,认真总结他们的历史经验, “这
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太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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