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学术的传播与融合

周翔宇!刘 涛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

摘 要!以春秋战国为主要时代背景的先秦学术在百家争鸣的文化环境中表现出学术派别众多"学术主张各异

的复杂态势# 然而在诸子纷纷立说的激烈思想碰撞中!先秦学术却大致可以按照两个学术中心!两条发展线路!两种

思想的交锋与融合等线索进行粗略的$纵横%划分#成为这一时期学术史主线的!也正是学术思想交锋的起源&发展与

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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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学术史" 是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从蒙昧走向文

明"从新兴走向成熟"从学术思想萌芽走向学术思想繁

荣的历史$作为先秦学术的高峰与总结"春秋战国光辉

灿烂的学术景象更是在先秦学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激烈变革"思想空前解放"

自由学术广泛兴起$诸子立说"百家争鸣"纵横交错"更

代迭兴的众家言论将先秦思想的最后一座学术大厦装

点得色彩缤纷$然而"在这各家各派纷杂繁复的思想学

术之中" 依然有两条清晰的脉络昭示了先秦学术在这

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它们的形成%演变和交互作用也反

映出先秦学术传承%争鸣和最终走向融合的历程$查阅

典籍"对应图谱"这两条学术路线在战国的版图上也赫

然表现出纵与横的交锋$

一$两个学术源头

先秦的思想学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发展"在周代臻

于大成$周代的文物制度之盛"蔚然可观$其&上继往圣"

下开来学'的宏大气势也得自于&监于二代"郁郁乎文

哉'

&'(的深厚积累$ 西周以来厚实的文化土壤为战国思想

学术之花的盛开贮备了必要的营养$ 自镐京陷落"王室

东迁"西周的文物典籍毁于一旦$ 而作为周王室在东方

最古老%最密切的宗族"位于黄河下游山东大地的鲁国

却依然保存着&周礼'$ 吴公子季札聘鲁"尚可在鲁国比

较完整地&请观于周乐'

&%())!)

(晋韩宣子访鲁"在看到鲁

太史所藏的典籍后更是兴叹)&周礼尽在鲁矣* '

&%()%%#可

见鲁国在西周覆灭春秋开始之后" 也继续掌握着文化

的主导"推动着思想学术的发展$ 作为鲁人"孔子生于

鲁%长于鲁%仕于鲁"周游列国之后又居于鲁$其对礼乐

的掌握"对礼乐所代表的鲁国学术文化的掌握"对鲁国

学术文化所代表的西周以来的传统学术文化的掌握得

到了世人普遍的认同$ 孔子以传统文化的典籍&六经'

设教"以曾经的贵族之学教授平民子弟$ &以诗书礼乐

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这庞

大的私人讲学规模将众多的学术人才吸引到了鲁国"

当这些人才学有所成之后"又纷纷出仕任职%设教讲学

于华夏九州各地$ 聚集学术人才"传播学术思想"客观

上承担着这一学术使命的鲁国迅速成为了春秋末年战

国初年思想学术的源头之一$

在鲁国思想学术高度发展之时" 同样位于黄河下

游山东半岛" 与鲁国仅一山之隔的齐国也成为了众多

学者汇聚的地方$自战国以来"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

下"成为了学术思想交流的圣地$ 齐宣王&喜文学游说

之士'招揽&天下诸侯宾客'" 提供&皆赐列第"为上大

夫"不治而议论'的优厚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学者们

可以更集中精力于学术的研究%探讨和争鸣$当时的天

下贤士皆相从而至"&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 且数百千

人$ '

&"()+*,聚集到稷下的学者"有齐鲁本地人士"有三晋

学者"也有楚人%卫人%宋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学子

带来了具有其地方特色和学派特点的各种学术思想$

这些思想在齐国交汇%碰撞%融合$在这样跨地域%跨学

派的交流趋势下形成的齐地学术思想有着不同于鲁地

传统学术的新特色$ 它更富有包容性而少有排他性(在

思想发展趋势上更带调和色彩而非变革特点(在学术推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0123 .4 5678/21 916:;0<6=> .4 576;17; ? @1A61;;061A B5.7623 576;17;< @C6=6.1D

第 %!卷第 %期

%E))年 F月

G.3H%! I.H%

JK0H%E))



!"#$年 %月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进方面它更采取保守融合的态度而非积极进取的态度#

齐国的学术思想和它所具有的新特点一起随着学子们

的游说传播而向着更广阔的区域发展#因此齐国也继鲁

国而起$成为了战国中前期第二个学术思想的源头#

二!两条传播路线

!一"横向的学术传播

两个学术思想中心形成之后$ 其学术文化便开始

向九州大地进行着各自的传播#就鲁地学术而言$其传

播路线明显地呈现出逆黄河而上的横向传播特点# 即

从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向着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及黄

河中上游的关中地区传播# 这一横向传播过程也可根

据地区的划分而归结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传统学术由鲁地向三晋传播#这一阶

段的学术传播主要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活动体

现# 孔子没后$孔门曾子也曾讲学于鲁# 当时学者如子

思%吴起等均受教于曾子# 其后曾子则远游于魏$与孔

门的另一位著名弟子子夏共同设教于魏国# 子夏居魏

国西河二十年$为魏文侯师# &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

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 '

&'('$$)子夏的学术$从

儒家重礼的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具有了 &法

家精神'# 其门下弟子李悝%吴起等更是辅佐魏文侯实

行变法$使魏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争霸中原之路#同样$

位于黄河中游同属三晋大地的韩% 赵等国也深受魏国

思想学术发展的影响$ 纷纷继魏国之后实行了各种形

式的变法# 中原地区由此开始形成了以三晋法家为代

表的新的学术内容# 除法家学术在三晋的成长发展之

外$ 产生于鲁地这一源头却又流传不同的其他学术思

想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流入三晋# 受业于曾子的子思来

往于鲁%宋%三晋之间$对儒家学术由鲁向晋的传播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继子思之后则更有孟子$游说讲

学于黄河中下游之邹%鲁%齐%宋%魏等国# 孟子周游之

盛$竟出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

景象&%(

#除此之外$还有墨家墨子也曾求儒者之学于鲁$

后又自创墨学流传于宋#

从史料记载的上述事迹可以看出$ 在孔子之后的

一段时期内$ 学者们的游学游说活动使位于黄河中游

的三晋地区迅速被吸收纳入了以鲁地文化为代表的中

原传统文化圈之中# 这是中原传统文化势力范围向西

扩张的一个重要阶段$ 也是鲁地学术逆黄河而上传播

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黄河流域学术横向传播的第二阶段即以三晋法家

学术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由黄河中下游向着位于黄河上

游关中地区的秦国传播# 商鞅携李悝所著(法经)入秦

变法$揭开了山东士子入秦的序幕$也揭开了学术思想

由晋向秦传播的序幕# 在商鞅之后$秦国大开国门$广

泛吸收任用山东学者* 而中原地区的学子也将出仕于

秦国视作实现个人理想的出路#大批学士涌入秦国$在

为秦国实现崛起的同时$ 也将中原地区的各种学术思

想带到了关中#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上呈现出秦国东

向与韩%赵%魏%楚等国争夺中原霸权的态势*在学术思

想上则出现了中原学术西向填补秦地学术空白的趋

势# 秦国向东逐渐融入中原传统文化圈与中原学术向

西逐渐主导秦地思想文化正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从

商鞅入秦到秦始皇即位$ 可是说是中原文化整体向秦

地传播的时期*而自秦始皇亲政之后$则是法家学术在

秦国全面奠定独尊地位的时期#秦始皇任用李斯%欣赏

韩非$以战国后期的法家思想全面武装了秦国#法家学

术既加强了秦国的君主集权$促进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也同时加强了其自身在秦国的学术地位# 一个以法家

为主体的思想学术中心在秦国终告成立#

从鲁国到秦国%从山东到关中%从下游到上游$黄

河流域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逆河而上的横向传播过

程$也实现了从儒家到法家的发展演变#这一传播过程

成为战国以来思想学术的第一条发展线路#

!二"纵向的学术传播

战国思想学术的第二条发展线路即是从齐国向着

江汉地区的楚国纵向发展# 楚国自春秋时代起就是游

离于中原传统文化圈之外的一个独立的领域# 楚国以

&蛮夷'自居$拒绝参与中原事务$以武力向汉上华夏民

族控制的地区拓展# 这种与中原文化&隔绝'的状态造

就了楚地不同于中原的思想学术特点#早在春秋时期$

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偏处南方的楚国反

倒成为了一个避世隐居%自我保全的好去处# 不少&隐

者'都向往&南方'# 如(论语)中记载孔子所遇的&隐

者'%&狂人' 等多为楚人# 这些人所具有的以避世%自

保% 贵生为主要内容的楚地思想首先就与中原传统文

化中积极入世%整顿社会秩序%实现政治抱负的学术思

潮不相一致# 也是在这样一种以隐者为表现的早期道

家思想的影响之下$ 楚地更有了老子及道家老学的产

生# 老子为楚人$其学术中无为%寡欲%居后%守柔的思

想核心正是楚地思想学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到了战

国时期$齐国稷下学术空前活跃# &自邹衍与齐之稷下

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之徒$各

著书$ 言治乱之事# '

&'(!'%)以慎到为代表的齐地法家思

想$以齐人田骈%接子$楚人环渊为代表的&道德黄老之

士'的学说也开始由齐国这一学术源头向南传播#这些

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调和性的齐地思想学术在南下的

过程中与楚地崇尚自我%崇尚自由%放纵飘逸的思想相

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以黄老学说为主体的不

同于儒%法之学的百家学术思想$而这些思想在其产生

之后又广泛流传于楚齐之间$ 形成了与秦地法家学术

相对立的又一个学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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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思想的交锋

战国时期的两个学术中心形成之后! 代表两个学

术中心的各种思想学术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与对抗" 与政治#军事上的合纵连横相适应!在学

术领域!秦地和楚地的不同学术也展开了分化联合#纵

横交错的攻伐"学术的纵横交锋经历了起源#发展也终

于此时达到高潮"

就法家学说而言!则是以秦国为主要根据!面向三

晋!形成$连横%的局面" 在这一局势下!法家的主要学

说以法#势#术相结合!以实现变法#加强君主集权#奖

励耕战为手段! 积极地建立中央集权的新型国家和实

现全国统一" 在法家势力所联系的这一条$横%线上!先

后出现了魏国李悝#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齐威王改

革&韩国申不害变法&赵武灵王改革等一系列变革旧有

国家制度!加强君主权利!整合国家力量!意图实现争霸

统一的行动" 这些行动的展开和成果的获得!正是法家

学术作为思想源泉不断推动的结果"而就黄老及一些相

关学说而言!则是以齐楚为依托!结合山东六国!表现出

$合纵%的特点" 这一特点下的思想学术普遍重视个人的

生活#反对君主的权利加强!继续倡导自由争鸣的学术

氛围! 主张以清静无为的手段降低国家对社会的干预!

以偃兵去武的和平方法化解国家之间的纠纷"在百家学

术所面向的这一条$纵%线上!则有以许行#陈仲为代表!

主张君民并耕!自食其力的思想&有以淳于髡#田骈为代

表!主张不仕而论的自由学术思想&有宋!#惠施#公孙

龙等均曾倡导的偃兵思想& 还有以庄子为代表的退隐#

出世#完全寻求自我解脱的思想"总体而言!在这条线路

上的各种思想都以更多关注自我!要求政治#学术多元

化!反对国家集权和兼并战争为其特色" 这与秦地和三

晋的法家思想在根本上正是相互对立的"

两种学术思潮在根本上产生对立! 战国时期的百

家争鸣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体现为了这两种不同学术文

化间的激战" 即所谓$一主礼!一主非礼" 一主进仕!一

主隐退" 一尚文学!一尚劳作" 此当时学术界分野之所

在也"%

TUV国家与个人#集权与自由#改革与调和#统一与

多元化# 注重现实与注重理想这些对立的要素均是由

学术根源的不同而产生且又在其产生后相互排斥#不

断斗争进而推动了两种学术思想的斗争与发展"

四!学术的总结与融合

到了战国后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已然明显!学术

上的斗争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两种学术思想都试

图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当时的诸家学术进行批判与总

结!将学术的融合置于自身的发展趋势中来"学术的统

一在纵横百余年的交锋之后终于酝酿成熟"

两种思想在学术总结上的态度依旧表现出了二者

根本性的差异" 就秦地学术来看! 儒法传统学术的总

结!多出于对其他学术的否定与排斥!其强势一统的姿

态正和秦人一扫六合的形势相适应' 其代表则先有荀

子!对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指出其片面性!

而欲将各派学说加以整合&其后则有韩非!完全从法家

学术为出发点!将一切不利于耕战的学说彻底否定"韩

非提出的此种主张! 最终则由其同学李斯通过焚书坑

儒将其彻底赋予施行" 就齐楚百家学术来看!其总结则

仍是强调学术的包容性与多元化!仍是建立在融合基础

之上的总结' 其代表先有深受楚地思想影响的庄子!欲

以$齐物%的观点承认各家学说的合理性!以$齐是非%的

眼光平息各家的争论&而后则有(吕氏春秋)!将各家学

说兼收并蓄!统合而为一书" (吕氏春秋)虽然产生于秦

国!但来自东方各国的吕氏门客所倾注于此书的!却正

是山东齐楚等地的学术精华" 该书$首尾大略完具!编次

亦极整齐" 不徒包蕴弘富!并可藉其编次!以考见古代学

术之条理系统%

T"V

" 因此也可以说荟萃百家的(吕氏春秋)

正是先秦学术的最后一次全面总结!也是齐楚学术在先

秦时期对秦地法家学术的最后一次反攻"

随着秦始皇独尚法家!随着秦国统一六合!随着焚

书坑儒的施行! 学术的纵横争锋也终以秦地法家的全

面胜出而告一段落! 诸子学术也最终在此局面下结束

了先秦时期的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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