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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一种思想潮流的形成和转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 除了受外显的政治因素的影响

外 ,还受各种潜流的影响。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 ,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 ,

佛教的传入也对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影响 ,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都主张消极避世 , 二者在相互激

荡中必然产生共鸣。读经注经和思辨玄想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 ,从汉代经学到魏

晋玄学的转变 , 表明了人类认识方式从感性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演进过程。魏晋玄学取代汉代

经学 , 也把人从神本思想中解放出来 ,走向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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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哲

学形态 ,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思维方

式。有关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转变的原因 ,从不同

视角出发有多种解读模式 。从汉代到魏晋之际 ,在

思想领域出现了很大的变动 ,那就是经学的不断衰

落和玄学的日益兴起 ,其中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也

有思想本身演变的内在逻辑方面的原因。当时社

会的政治动乱使汉朝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了

破坏 ,打破了经学在学术和社会上的垄断 ,为玄学

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但政治变动因素只是造成魏晋

玄学取代汉代经学诸多原因中的外显部分 ,导致两

种哲学思想移位的潜在和内部原因在于当时思想 、

思维发展的规律性。

一 、政治变动上的原因

秦朝的建立结束了诸侯纷争局面 ,秦朝统一后

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天下 ,但运用法家思想治理

天下却导致了自身的速亡 。于是西汉初年采取黄

老之术 ,休养生息 ,但随后又导致诸侯叛乱。汉武

帝为了一统天下 、巩固政权就急需一套理论学说 ,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接

受 ,受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 ,以总结经典 、整理典故

和解经注经等为主要内容的活动遂成为一种风气。

这样便导致了汉代经学的兴盛 。

那么魏晋玄学是如何产生的? 汉代末年发生

的农民起义和宫廷之变 ,致使汉帝国统治倾危 ,出

现诸侯割据和相互纷争的局面 ,大一统的局面遭到

破坏 ,士人阶层普遍感到建功立业的机会渺茫 ,于

是儒家学说也不再能够满足当时士人的心理需求 ,

士人们纷纷转向崇尚清谈的老庄之学。这样 ,中央

集权的瓦解为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 ,具有

个人思维的玄学就在如此背景下获得了成长空间 。

我们以往对经学到玄学转变的解释 ,都是较为

注重政治方面的原因。可以认为 ,一种学说在多大

程度上盛行与时代政治需要或变动关系密切 ,以上

的解读方式有其合理之处 ,这是按政治背景来解读

一种学说的盛衰演变的方式 ,这种解读方式也表明

了一定时期政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然而 ,除了此种传统教科书解读方式以外 ,还有更

多的文化层面的解读方式 ,同时也说明用一种理

论 、模式去理解或规范历史事实是多么的贫乏 。

二 、外来思想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个积极利用外来文化的民族 。汉

代强盛时期在政治 、经济 、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达到

了较高水平 ,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 ,更是促进了中

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外来思想文化中对中国影

响最大的要数佛教思想了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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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很难考证 ,但根据史书记载 ,在西汉时就有佛典 、

佛僧 ,表明了那时佛教思想已传入我国 。

与汉文化重现实 、崇人伦 、爱生命等积极入世

思想相比 ,印度佛教较重来世 、求解脱 ,讲求清心寡

欲不被欲望污染 ,以超脱日常烦恼 、生老病死等人

生的各种轮回之苦。这种思想正为现实的不快找

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当人遭遇现实不能释怀时 ,就

会投向一种追求解脱之道的思想之中 。何况 ,佛教

确有对人生各种不适的调节作用。

当一个朝代初建时 ,大多数人总是积极的 ,但

是随着人们对现实的不完满感产生以后 ,不少人就

会转向迷惘。佛教曾在汉代的贵族中流传 ,当时是

为着修来福报。随着佛教经典不断传来 ,社会变动

因素的刺激 ,佛教思想的传播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佛教的

传播加上先秦固有的黄老思想 ,就为魏晋玄学的产

生埋下了伏笔。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道教思

想 ,这与佛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 ,尽管某些方面的

影响不是直接的 。佛教传到中国时 ,正好与传统的

老庄文化相契合 ,也就使玄学在吸收佛老思想的基

础上得以产生。

三 、人类认识方式的转变

一个人如何把握宇宙 、社会 、人生的终极真理

问题 ,通过学习典籍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 ,即通

过领会圣人言辞之中的意思 ,来达到对终极真理的

把握。董仲舒认为经书是圣人发明天意所制的名

号 ,通过学习经书 ,就可以了解天意 。

书籍记载了前人的经验智慧 ,学习书本知识对

增加一个人的见解和智慧必然是有益的。汉代整

理古代典籍的意义正在于此 ,这也是那个时代认为

的认识宇宙人生的根本方式 。那个时代有重视实

践和强烈追求知识化的倾向 ,人们的思维形式多为

经验和现实思维 。

而玄学的方法则是一种抽象的认识世界的方

法 ,讲求直接体悟 , “得意忘言” 。与经学重典故 、重

经典文本形成鲜明的对照 ,玄学注重思辨的方法 ,

从具体 、繁琐的现象中超脱出来 ,从整体出发 ,去把

握反映世界本质的本体 。可见 ,玄学追求的是一种

抽象的理论思辨 ,同时也表明了一定时期思维方式

的转变。

四 、神本到人本思想转变的要求

神本思想在周代社会以前是相当盛行的 ,周朝

的礼俗 、祭祀也保持着某种神本主义的传统 ,周礼

其实就是一套神本主义的道德伦理 。到了春秋战

国时代 ,各个诸侯之间的战争使人认识到要依靠自

己的势力才能达到征服对方的目的 ,而不是仅仅依

靠神灵的结果 ,从而人们逐步失去对神的信任 ,不

再相信神的力量 ,这也使当时人们的思想从神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 ,注重人本身的力量和价值 。

但是由于秦汉大一统的需要 , “君权神授”的思

想便开始盛行起来 ,这实际上是为君主专制的需要

而提出的思想 ,当然也继承了以前神本思想的某些

部分。我们知道 ,儒学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 ,

也包含着某种神本倾向 。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

治国策略之后 ,以解经注释为主要内容的经学也极

力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辩护 ,例如董仲舒提出的

“天人感应”学说 ,把“天”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者 ,而人只有领会了上天的意思 ,才能不受天谴 、与

“天”和谐共处。

处在当时主流思想之外的社会思潮中 ,有一些

较少政治和神学色彩的思想意识 ,倾向于人的自然

本性和个体价值 。而当时具有如此思想的一些人 ,

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表达自己的愿望 ,于是就借助

于玄妙的思辨 ,表达了某种自然本体论的思想 ,其

中也突出了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 。玄学崇尚自

然而轻名教 ,用自然解释世界本体 ,就否认了超自

然的“神”干预世间事物的能力 。正是由于神本思

想转变为人本思想的需要 ,才发展出一套以玄思妙

想为主要内容的玄学。其实 ,玄学提倡玄思妙想也

正是提倡独立思考 、反对教条的表现 ,它大大扩展

了人们思考和思维的空间 ,玄学的实质并不是“空

玄” ,而是有着实际思想内容的哲理学问 。

五 、创作方式的转变

先秦思想家的文章多是诗文哲思并重 ,同时民

间也流传大量以抒情为主的诗歌 ,其中对现实表现

出控诉的诗歌比比皆是 ,但经过秦朝焚书和汉代尊

儒运动以后 ,诗歌发展渐趋衰微 , 直抒胸臆题材的

诗歌表现形式不再敢抛头露面了 ,此种情况下 ,发

展出一种汉赋形态的文章 ,其风格是引经据典 、赞

扬礼仪 、歌功颂德等等 ,其中也有一些讽喻形式的

赋 ,但总的内容趋向却离不开政治题材 、帝王故事 。

汉赋的这种文风被称作高雅 ,它的形成与政治方

面推崇经学研究关系密切。当时谁的文章能够引用古

典 ,就表明谁的道德水准为高 ,谁的才识就高 ,如此风

气下 ,以研究经典为目标的经学理当日益繁荣。

到了魏晋 ,情况已经不同 。那时评价个人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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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已从道德转向才学 ,文人多强调个性的张扬 ,人

格的独立。政权的更迭使他们没有了皇家和正统

的标准 ,圣人也不再被推崇备至 ,从而晋代的文风

浅显 ,纵横恣肆 。由文风的变化也影响到治学的变

化 ,魏晋玄学当然也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 ,不再追

求引经据典式的追求真理之道 ,而是发挥奇异瑰妙

的玄想玄思 ,追求空无的自然无为之境 。

六 、时代人格类型的不同

各个时代的文人都有一定的人格类型 ,例如唐

朝文人的奔放性格造就了千古流传的唐诗。在先

秦时期 ,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离心力的集

团 ,他们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豪迈性格 ,敢于讥

讽现实政治和各种社会丑闻 。所以每个思想家都

显得自以为是 ,各家各派都好像是自己掌握了真理

似的 。这样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都很自信 ,也因

此发展出形色各异的百家学说 ,并且相互争鸣 。

可以根据汉代文风推知当时知识分子的“贤

良”性格 ,正是这种“贤良”性格使他们显得很不自

信 ,唯恐自己说了大话 ,即使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 ,

也要从经典中找到依据 ,好像怕遭天谴似的。除了

一些像司马迁那样敢于说真话的史作家之外 ,大部

分知识分子都是战战兢兢 ,其中的原因还要牵涉到

政治方面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曾经坑儒 ,刘邦也是

不怎么读书的皇帝 ,藐视知识分子 ,经过一代代的

打击压制 ,知识分子的自信渐渐被扫光 。所以汉代

的知识分子就慢慢被压缩到只是做学问方面的功

夫去了 ,失去了先秦时期的政治批判功能和特色。

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汉代知识分子的

性格 ,也不过多地过问政治 ,即使是大一统局面面

临衰微 ,再次出现诸侯纷争 ,这时的知识分子阶层

也不会出现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了 ,他们大多

都表现得与世无争 ,只有贤人来请的时候 ,才肯出

来建功业 、立功名 。东汉末年的知识分子大多表现

出这样的姿态 ,表现出一种超越的样子 ,其实是历

史造就了他们如此的模样 。整个时代的文人性格

使得即使是哲学方面的思考也显得很超越的样子 ,

玄学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慢慢生成了。

不管是何种思想只有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

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 ,

诸如外来文化 、文风 、人本 、人格等等都离不开当时

的整体政治气候的影响 。的确 ,一定时代的政治变

动对该时代思想转变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一

种思想潮流的形成或转变还受各种潜流的影响 ,是

各种历史事件和事实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 ,除了明

显的原因外 ,还要考察影响事物变化的各种因子 ,

从而尽可能地把握历史事变的全貌 。通过考察汉

代经学到魏晋玄学转变的原因 ,我们认识到不能简

单地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一种 ,认识事物也应

从各种复杂的联系中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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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ause for the Changeover from Classics of

the Han Dynasty to Metaphysic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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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an ideological trend are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 such as various undercurrents apart from ex-

plicit political factors , which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during the variation from the Han Classics to metaphysics in the Wei-Jin Periods.

In addition ,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s also a great impact on intellectuals.Both Laozi-Zhuangzi philosophy and Buddhism , influencing

each other in their interaction , advocate negative Masquerade.Reading and speculation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wo different ways of under-

standing.The variation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Wei and Jin metaphysics indicates that human understanding is evolving from the percep-

tual thinking to the abstract one.People' s thoughts are liberated from God toward humanistic ideas during their variation.

Keywords:Classics of the Han Dynasty;metaphysic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political factor;mode of knowledge;humanistic

ideas ;personality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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