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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偉 

《 七 世 紀 前 中 國 的 知 識 、 思 想 與 信 仰 世 界 》 ， 葛 兆 光 。 上 海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1 9 9 8 年 �( 1 2 ) + 6 4 4頁。 

這 部 書 是 葛 兆 光 《 中 國 思 想 史 》 的 第 一 卷 ’ 除 導 論 外 ， 全 書 分 

四 篇 。 導 論 是 有 關 思 想 史 的 寫 法 ’ 分 四 節 ； 第 一 編 是 上 古 思 想 史 ， 

從 遠 古 至 殷 周 ， 第 二 編 是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 第 三 編 是 戰 國 末 年 和 秦 漢 

時 代 ， 第 四 編 是 東 漢 至 隋 唐 。 

第 一 編 以 傳 統 文 獻 以 及 考 古 發 現 ， 諸 如 地 下 出 土 的 典 籍 、 隨 葬 

品 、 甲 骨 卜 辭 、 銅 器 銘 文 ， 以 及 古 文 字 等 ， 輔 以 現 代 的 人 類 學 理 

論 ， 重 構 上 古 的 思 想 世 界 ° 

第 二 編 首 先 論 述 春 秋 時 代 儒 道 墨 思 想 傳 統 的 延 續 與 更 新 ， 以 及 

該 時 期 的 一 般 知 識 與 思 想 ， 作 者 以 為 是 「 通 過 普 通 的 教 育 而 代 代 相 

傳 ， 它 並 不 是 思 想 的 精 髓 卻 是 思 想 家 們 的 出 發 點 」 ’ 而 「 思 想 史 的 真 

正背景就在這種普通的知識土壤之中」（買 1 5 0 ) ° 其 次 ’ 作 者 依 次 論 

述 戰 國 時 代 的 三 種 課 題 ， 即 宇 宙 時 空 、 社 會 秩 序 ’ 和 個 人 存 在 ， 作 

者 以 為 該 時 期 延 續 殷 周 以 來 的 傳 統 知 識 ， 如 天 文 歷 算 、 占 星 、 望 

氣 、 方 術 、 占 夢 、 招 魂 、 服 食 、 厭 劾 等 等 。 觀 念 中 的 世 界 秩 序 （ 即 

「 精 英 與 經 典 思 想 」 ） ， 與 真 正 世 界 的 秩 序 （ 即 「 一 般 知 識 與 技 

術」），已渐漸拉開了距離 ° 

第 三 編 先 論 述 黃 老 和 儒 家 以 外 的 民 眾 信 仰 ， 然 後 重 點 闡 析 大 傳 

統中的思想史，從《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 

通 》 等 典 籍 ， 縷 述 黃 老 之 學 如 何 自 國 家 意 識 與 話 語 的 中 心 給 轉 移 至 

邊 緣 ， 和 儒 家 的 思 想 學 說 如 何 兼 備 形 上 和 形 下 ， 並 轉 化 成 一 種 國 家 

的 意 識 形 態 。 至 於 該 時 期 出 現 的 緯 書 ’ 作 者 則 判 定 其 動 力 來 自 「 一 

般 知 識 與 技 術 中 自 我 提 升 與 自 我 整 合 的 傾 向 」 和 「 精 英 思 想 向 民 間 

吸取使用知識與技術」（買 4 1 2 ) ，是兩者互動的結果。 

第 四 編 論 述 的 是 漢 晉 之 間 群 體 認 同 的 高 價 值 觀 念 的 演 變 ’ 討 

論 知 識 階 層 為 何 「 不 滿 於 世 俗 權 力 對 知 識 權 力 的 壓 迫 」 ’ 以 及 如 何 轉 

向 追 求 個 人 精 神 的 獨 立 和 自 由 ， 作 者 指 出 思 想 史 注 意 到 的 三 個 現 

象：（一）上屑文化人知識結構與思想習慣的變化（頁4 6 0 ) ； (二）玄學 

思路本身的分化（買4 6 0 )；以及（三）玄學的游戲傾向與文學取向（買 

4 6 4 ) 。 另 外 ’ 此 編 還 討 論 該 時 期 道 教 思 想 、 知 識 與 技 術 的 宗 教 化 過 

程 ， 以 及 佛 教 東 傳 的 思 想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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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評介 

— 關 於 古 人 思 想 ， 作 者 認 要 追 溯 古 代 人 類 思 想 的 歷 程 ， 必 須 具 備 

三 個 條 件 ： 一 是 古 人 在 意 識 中 有 一 種 超 越 實 際 生 活 與 生 產 的 具 體 意 

味 ； 二 是 思 想 中 已 形 成 某 些 共 識 ， 或 共 同 認 可 的 觀 念 ； 三 是 必 須 ; ^ 、 

符號或圖像可顯示思想（頁7 1 )。 ， 、 

作 者 在 本 書 中 提 出 一 種 撰 寫 思 想 史 的 方 式 ， 即 撇 掉 那 種 以 思 想 

家 生 平 、 著 作 、 歷 史 地 位 為 主 要 骨 幹 的 套 查 ， 把 思 想 視 作 流 程 ， 從 

而 擺 脫 思 想 家 個 體 而 以 宏 闊 的 歷 史 角 度 所 見 的 某 種 現 象 或 事 件 為 書 

寫 對 象 。 作 者 所 要 敘 述 的 ， 是 ： （ 一 ） 古 代 中 國 的 知 識 、 思 想 與 信 仰 

如 何 從 古 代 中 國 延 續 下 來 ； （ 二 ） 古 代 中 國 的 知 識 、 思 想 與 信 仰 在 怎 

樣的思路中延續；以及（三）今天該思路中還有甚麼可資重新闡析（頁 

6 6 ) ° 
有 關 中 國 思 想 史 的 研 究 ， 過 往 一 般 取 徑 於 中 國 思 想 的 持 續 性 ，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主 流 ， 或 從 哲 學 層 面 着 手 ， 又 或 以 社 會 學 方 法 進 行 研 

究 。 然 而 ， 本 書 作 者 以 為 思 想 史 所 仰 賴 的 資 料 ， 除 經 典 文 獻 外 ’ 應 

旁 及 許 多 為 人 所 忽 略 的 東 西 。 地 下 出 土 的 文 物 ， 如 馬 王 堆 帛 書 、 畫 

像 缚 、 銅 鏡 銘 文 、 簡 牘 ， 以 及 南 北 朝 的 石 刻 題 銘 和 敦 煌 吐 魯 番 的 文 

書 題 記 ， 同 樣 都 是 一 些 未 經 有 意 識 整 理 的 材 料 ， 可 以 讓 當 時 人 把 思 

想 直 接 呈 現 在 今 人 的 眼 前 。 作 者 即 提 出 了 他 的 「 一 般 知 識 、 思 想 與 

信 仰 」 ， 以 別 於 「 精 英 與 經 典 」 。 作 者 以 為 前 者 更 接 近 生 活 。 至 於 後 

者 ， 那 是 一 般 人 所 認 為 的 「 真 實 思 想 史 」 ， 也 是 作 者 在 書 中 所 質 疑 

的 。 作 者 從 新 的 角 度 思 考 ， 跳 出 了 非 主 流 即 異 端 的 框 框 ， 以 另 一 套 

述 語 ， 諸 如 權 力 、 話 語 、 邊 緣 化 、 中 心 等 觀 念 ， 重 新 解 讀 七 世 紀 前 

的 中 國 思 想 ， 極 具 殷 發 。 

後 ， 本 書 大 量 應 用 日 本 學 者 的 研 究 成 果 及 日 譯 外 文 資 料 ， 對 

日 本 漢 學 研 究 的 評 述 ’ 確 足 令 讀 者 眼 界 大 開 。 對 未 能 掌 握 有 關 外 文 

的 讀 者 ， 尤 有 進 益 。 然 而 ’ 從 書 末 所 附 之 書 目 可 見 ， 作 者 似 乎 過 於 

倚 重 海 外 學 者 之 研 究 成 果 ， 其 中 所 反 映 的 現 象 ， 似 值 得 細 究 。 又 書 

後 附 主 要 人 名 索 引 ， 讀 者 稱 便 ， 但 如 能 加 上 主 題 或 名 詞 索 引 之 類 ， 

對讀者檢索會_有極大的幫助。 • 

鄭振偉 

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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