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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景帝末期， 文翁掌蜀。 文翁治蜀， 以兴学的方式敦风 俗， 促进蜀地融入一统天下。 在
“秦汉之变” 的历史背景中， 文翁之举的历史意 充分浮现出来。 暴秦的二世而亡， 促使汉朝统
治者慎思国家治理之道。 “汉家制度” 由是浮现： “汉家制度” 经三变而成， 文翁正处在变局的
第一阶段。 他在蜀地的探索， 不仅为一地治理模式垂范， 而且为 “汉家制度” 的国家重建奠基。
文翁成功地为中国重归大一统的政制探路。 但从评价的角度讲， 文翁身承的 “汉家制度”， 究竟
是不是中国之为中国不可变更的制度机制， 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维度进行再探讨的问题。 如果确
认古今之变的不可避免， 那 文翁的历史价值便不能直接被视为现实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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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是一个汉景帝晚期执掌蜀地的地方模范 员。 《汉书》 对之的表 ， 大 是 地方 员如何

潜心履职、 视教化、 学堂、 塑就 风美俗的角度展开的。 实， 通过文翁 路， 帮

人们 识 中 历 大转折 头 及 家 建的一些 要问题。 一是在秦汉之 ， 家 一

统， 如何在秦 高压手段实 治一统的 础 ， 实 文化一统， 一个 家 建 的 定

性问题。 文翁 ， 指引了一条 治行 路。 是在 家久经失 战 折磨的情况 ， 力粗鄙

化 家碎 化的 机需要有效克制， 冀 修复 家， 风美俗的文明秩 。 文翁 做， 展
了儒家文明对整个中 文明的强大引 力。 是一个 家高度 视文翁 值的 论。 问题自然

有另一面， 家整合地方， 文明 一统， 地方传统的活力 地方文明的传 如何妥善 顿，
家持续建构 程必 解 的深层 难题。 是在肯定文翁历 值的 对 局限的一个必要

思。

一、 “汉家制度” 中的文翁

文翁 迹， 载于 《汉书·循 传》。 循 者， 模范的地方 是 。 该传直接 及文翁的文

是， “文翁， 江舒人 。 少好学， 通 《春秋》， 郡县 察举。 景帝 ， 蜀郡 ， 爱好教化。
蜀地 陋有蛮夷风， 文翁欲 之， 乃选郡县小 开敏有材者 叔等十余人， 亲自饬厉， 遣诣京

师， 业博士， 或学律 。 减省少府用度， 刀 蜀物， 赍计 遗博士。 数岁， 蜀生 就 ，
文翁 职， 用 察举， 有 郡 者。 又修起学 于 都 中， 招 县子 学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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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更 ， 高者 补郡县 ， 孝 力 。 常选学 僮子， 使在便 。 每 行县， 益 学 诸

生明经饬行者 俱， 使传教 ， 入闺阁， 县邑 民 而荣之。 数 ， 欲 学 子， 富人 钱

求之。 是大化， 蜀地学于京师者 齐鲁焉。 帝 ， 乃 郡 立学校 ， 自文翁
之始 。 文翁终于蜀， 民 立祠堂， 岁 祭祀 绝。 巴蜀好文 ， 文翁之化 。” （ 《汉书·循
传》 ）
班固对文翁生 迹的 绍， 尽管相 简略， 但评 高。 中， 有 点值得 视。 一是文翁个

人好学深思， 对 《春秋》 有很好的理解。 他通过察举获 。 是文翁 于蜀地， 风 爱， 行

教化， 在施 志在 教化改 蜀地的 “蛮夷” 风气。 是在 体做法 ， 一者选派郡县的
员、 卒和聪明才智之士亲 教 ， 并 到京城 接 博士教育， 或学 方律 ， 并 之想方 法

节 费， 打通博士 学渠道。 些人学 回到蜀地， 文翁用 副手或 之 职。 者 建

方学校， 招收辖区内的子 入学， 免除 役， 学得好的在郡县任职， 学得较好的做掌管教化的
。 并选 一些学生亲自 学， 巡视地方的 候带 一些通晓经书的学生， 传播教化， 入 府。
掀起 民 入 学的热潮。 四是在文翁治蜀的 果 ， 一者 蜀地奔赴京师学 的人数大增，

于 跟文化发达的齐鲁媲美； 者 学的方法 达朝 ， 到 帝 地都 立了 学； 者对

巴蜀的社会风气 生了持续 响， 喜好文 的 风美俗持续传 去。 ， 文翁对蜀地的文
明教化， 确实发 了很大的促 作用： 开一地 风， 绝 过； 而 带 汉 学发展， 确
它 了汉 社会文化的发展和 治 的 一统， 有 道理。

文翁身 一个地方 ， 作 堪 楷模。 是班固将 作 地方 员的首 范最 要的理 。
但班固 文翁作传的 候， 足 衡 文翁在中 治大转 中的 构性 响。 尽管他 经非常敏

锐地将之 到 “秦汉之 ” 的历 程中， 置到秦汉之 中 家 建的 治转折 头，
置到 “汉 秦制， 万世法” 的中 制度 背景中 视文翁， 并对他在中 传统 治 文

明形 发 的 响， 有一个大格局的定 。 但是， 总体 讲， 班固并 凸显文翁在 “秦汉之
” 中的 置 响， 仅仅是将 “秦汉之 ” 作 一个 治 背景展 来， 过是凸显暴

秦转向宽 的文翁 向。 于班固对文翁在驯化 家 力、 促使 文明化 力方面的作用

响， 没有 及， 而 是文翁治蜀 有的更大意 在： 在摸索 家体制之外， 家

力 一个更 准确的 值定 。 是需要在整体 确 的文翁治蜀 做 的 个 大贡献。
就前者言， 就文翁身处 “秦汉之 ” 的 键 ， 如何探究转 “暴秦” 的短 制， 转

宽 的汉初 制， 班固给了文翁一个准确的历 定 。 他在撰写 《循 传》 ， 对催生循 的汉初

治体制及 特 行了 述， 说 供了一个理解循 及汉 治 势的 方向。 “汉
之初， 秦之敝， 民 ， 简易， 禁罔疏阔， 而相 萧、 曹 宽厚清静 帅， 民作

‘画一’ 之歌。 孝 垂拱， 高 女 ， 闼， 而 晏然， 民 稼穑， 衣食滋殖。 于文、 景，
遂移风易俗。 是 ， 循 如河南 吴 、 蜀 文翁之属， 谨身帅 ， 居 廉 ， 于 ， 而民
化。” （ 《汉书·循 传》 ） 需要注 的问题有 ： 一是汉初 治聚焦的问题是 “去秦之敝”，
行宽 ； 是 “移风易俗” 向， 民 ， 社会教化， 建构 的社会秩 。 是 治

社会 方面 除秦 弊端， 确立汉 。 理解文翁治蜀的 要举措， 需要置于 的社会 治大

境中方才 能。
汉 制建构， 经历了 大的转 。 第一 转 在汉建 之初。 邦建汉之初， 就遭遇了

大的 治挑战。 前， “强秦” “暴秦”， 家迅 于灭亡。 “横 ， 一统 合” 的秦
， 谓 强； 但 行 峻法的强秦， “ 秦久 ” （ 《 记·陈 世家》 ）。 最终，

“万世之 业， 世而亡”。 秦而起的汉， 统治者 能 沉潜 思， 强秦 局， 何 ？ 汉甫立，
贾就 言 邦， “居马 得之， 宁 马 治之 ？ 且汤 逆 而 之， 文 并用， 长久之术
。” （ 《 记·郦生 贾 传》 ） 是对 治的 长久之道做 的自觉 思。 而贾 的 《过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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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是直指秦 短 的 原因， 在于 “秦王 贪鄙之心， 行自奋之智， 信 臣， 亲士民，
废王道而立私爱， 焚文书而酷 法， 力而 ， 暴 始。 并者高 力， 者贵

， 言 术 。 秦离战 而王 ， 道 易， 改， 是 之 之者无异

。 独而有之， 故 亡 立而 ” ①。 汉初 制的首 转 ， 促 了崇尚黄老 法术的无 而

治。 是一种 “ 民 ” 的宽 。
第 转 在汉 帝 期。 是一个确立汉 统治哲学的 期。 ， 汉 帝费神的统治

挑战是， 家究 确立 的统治哲学。 班固对 一 期的总体情况 有概 。 “孝 之世，
外攘四夷， 内改法度， 民用凋敝， 奸轨 禁。 少能 化治 者， 江都相董仲舒、 内 弘、
宽， 居 纪。 人 儒者， 通于世 ， 明 文法， 经术润饰 ， 子器之。” （ 《汉书·循
传》 ） 中， 最值得 视的 是汉 帝 董仲舒的策问 对策。 在 “ 人 策” 的君臣对话中， 董
仲舒 汉 帝展 了一套繁复的 家统治哲学。 套哲学 人相副、 人感 、 法 而治、 人谴

告的立体化理论构 。② 但董仲舒对策中打 汉 帝的 是终 “学在民 ”， “王 之学”，
就是 班固 概括的 “ 明孔氏， 黜抑 家” （ 《汉书·董仲舒传》 ）。 因 一建 ， 直接因

于汉 家统治哲学建构的紧迫需要。 因 ， 董仲舒的理论直接 汉 帝之 家统治哲学局

面的 儒学。
第 转 在汉中期。 是一个落定汉 统治方略的 期。 ， 帝王亲力亲 ， “厉精

治”， 力凸显长治久 的 家统治理念， 明确 识到 “数 易 ， 民知 将久， 欺罔，
乃服 教化”。 因 如 ， “汉世 ， 于是 盛， 中 焉” （ 《汉书·循 传》 ）。 汉 帝明确

概括的 “吾汉家制度， 王道 之”， 点 了汉制的 理念。 《汉书·元帝纪》 记载， “孝元 帝，
帝 子 。 母曰共哀许 ， 帝 生民 。 岁， 帝 。 岁， 立 子。 壮大， 柔

好儒。 帝 用多文法 ， ， 大臣杨恽、 宽饶等 语 罪而 ， 尝侍燕 容

言： ‘陛 持 深， 宜用儒生。’ 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 王道 之， 何纯任德教，
用周 ！ 且俗儒 达 宜， 好是 非 ， 使人眩于 实， 知 ， 何足委任？’ ” 帝 期如董

仲舒那 的醇儒， 帝 言的俗儒相 而言， 者在治 方案的 想 了 大差异： 董仲舒
儒家立场 视 家、 糅 派， 形 了 “ 人之 ， 甚 畏 ” 的一套 家统治哲学。 套理论，
既有 人相副、 人感 的哲学建构， 有 “法 而治” 的 治治理术， 更有 “ 人谴告” 的 治

救治方略。 是一套超 思孟的心性儒学、 超 荀子的王道 治构想的 儒学体系， 儒家深

度、 广泛而实 入中 治开 了道路。③但董仲舒之 的儒家， 了解叔 通改 儒家 “
而阔于 情” 的 治性格的精妙之处， 了解董仲舒 儒家 糅诸家的理论精 ， 只是一味倡
任德慎 的理念， 就 家统治需求明显疏离。 因 ， 帝对 “汉家制度” 的道 ， 被视

对中 统治哲学的一锤定音。
在汉 统治者摸索统治 家的 “ ” 程中， 文翁 好处在第一阶段。 是汉 探索 于

秦 的 制建构的初期阶段。 文翁治蜀的方略， 在倡 教化 ， 他的儒家属性 较鲜明； 在处置
的 实性 ， 如 了 博士悉心教 去的川中人才， 他会 手信， 打通 节， 有些法家的意

味； 在 学的举措 ， 他将 家意志贯穿地方社会， 有些回 周制的色彩。 就 而言， 将文翁
治蜀做儒家 类， 恐 确 。 他的 风格， 是汉初 宽 暴 的一个地方尝试。 帝 来

对他 学的全 广， 说是文翁 “汉家制度” 的摸索在制度 做 的探路之 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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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试验， 家响 ， 是汉初 治治理模式有 落定的标志。 在 “暴秦” 转向 “汉家制度” 的
家 建 程中， 文翁的地方探索是对 家 建处境的一个自觉 理智探路。 是较 准确地定

文翁历 地 的一个 心 向。

二、 国家整合地方

文翁处在中 家建构的转折 头。 “秦汉之 ” 是中 治 一个被长期忽略了的 大转

折。 宁唯是， 在中 治 传统转向 的 键 ， 因之浮 的 种 点更是雪 霜， 人

们对 “汉家制度” 于中 治 的 要性的轻视： 一者， 激 革 的视角看， 人们 仅忽视了

秦制到汉制的 大转 ， 随意将 “汉家制度” 秦制混 一谈， 对之 行一锅煮式的大力抨 。 最
型者莫过谭嗣 。 他 ， “ 千 来之 ， 秦 ， 大 ； 千 来之学， 荀学 ， 愿

。 大 利用 愿； 愿 媚大 ”①。 在革 的愤激情 中， 谭嗣 的断论是 理解的。 因
他秉持一种整体 的立场， 因 他会 定中 传统理念 制度凝固于战 期 有秦一 ， 故而

对之 行整全性的批判 否定。 但他对秦汉之 中 治 的 大 化， 缺 有的 慎 。 前
揭汉初 治 ， 都是针对秦制而来的。 思秦制 弊端， 确立 “汉家制度”， 就是 “ 王道

之” 的 弛有度 制， 是中 制的一大突破。 一突破， 在中 历 没有得到 有的 视，
故有谭嗣 的愤激之 。 视 “汉家制度” 形 过程中的文翁作 ， 作别谭嗣 无视 “秦汉之
” 得 的过激 论。 文翁那种 实的 度， 地方人才接 中央 ， 学 求教化社会，

了 “秦汉之 ” 的 家 建需要。 经 局， 汉制绝对 能 秦制目之； 文翁作 ， 向肯

定是宽 ， 绝对 能 秦 视之。 意味着谭嗣 之论确实有无视秦汉之 ， 因 无 准确看 中

治特 的过勇之嫌。
者， 亲善儒家传统的视角看， “周秦之 ” 的逆转性思 ， 对秉 秦制的汉制，

转而倡 制礼作 的周制， 而将儒家对 治的德性高 视， 实于 治制度的 行 程之

中。 一思路来看， 需要澄清 个问题。 一是 “汉 秦制”， 是否汉制就是秦制， 因 必 在

秦制的 “汉家制度”？ 回答是否定的。 因 汉制 秦制 有 构性的 。 帝 董仲舒的

人秩 ， 经引入 宽 的道德儒家理念； 帝 期 “汉家制度” 的定 ， 将有利于 建

构起长治久 的 家 秩 的、 “ 治者 ” 的诸家融汇到统治过程之中， 因 更 能被 作秦

制。 秦制之 将汉制 秦制一锅煮 ， 显然是没有看到秦汉之 的中 之 构性 化。 是

帝确立的 “ 明孔氏， 黜抑 家”， 是否确立了儒家一家 中 的 家意识形 ？ 答案依然是
否定的。 因 ， 帝确实在 治 性的 意 肯定了尊崇儒家的必要性 要性， 但并 等于

确立了 治制度的 行规 ； 而 帝对 “ 王道 之” 的 “汉家制度” 的画龙点睛， 表明

治制度的 行需要教化 治 “ 手抓， 手都要硬”。 仅仅亲善儒家是 足 处理好治 理 的种

种 的。 而文翁在蜀地采 的种种 法， 是对 家 建中如何 有效 用教化 治 手的

探索性实践： 便是派人到京都学 ， 学的 是 手———博士传 有儒家特色的治 理 理念， 律
学 获得的是治 理 的 体措施。 中 获知的一个 要信 是， 才大略的汉 帝何 会

在文翁 立 学之 ， 在全 范围内 广文翁的做法呢？ 略 揣度 知， 帝看到了文翁的做法对

家 建 有的 要 值。
抑制 对汉制理解的 种端点性评 ， 便 较 准确地理解转 秦制、 建构汉制的 家

建路向。 对汉制建构来讲， 于 家范围的广袤， 如 帝 意识到的， 再 能恢复周制。 因 ， 秦
制的制度框架是 继续沿用的。 但 注于制度 行过程的 治理念， 能再是秦制的 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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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法 教。① 转而需要将儒家相对宽松的理念引入汉制建构， 像文翁那 ， 立 学， 传
播教化， 便 汉制宽 向的一个有益做法。 帝对之的全 广， 被解读 家 力高层

意识到文翁做法 有的 制探索的 家 建意 。 的 建， 必 处理好的 问题有 ： 一是
宽 度， 是央地 属， 是 教相宜。 汉 处在文翁那个 宽 暴秦的特殊阶段， 因 ， 文翁
宽大 ， 对蜀地居民采 了 揽并 育人才的做法， 而 再像秦朝那 苛的方式对 被 服

区域的人 。 是 汉 制 的第一阶段完全一 的地方治理方式。
第 方面 央地 系的视角看， 文翁治蜀， 好处在如何强化地方对 家的 属的 键 期。

相对于中央 力长期 在的中原地区而言， 蜀地属于偏 地区。 因 ， 如何将 治边缘化的地区 入

家一统江山， 就 蜀地治理者面对的问题。 在班固的边缘 ／中心 中， 文翁治蜀属于将化外地
区 入中原文明。 但 是一个 实相 的 。 知， 蜀地非化外， 文化有渊源， 文明有高度。
个 范畴的巴蜀 煌文化， 证 一点。 一是 蜀文化区是 中原文化发展齐头并 、 呈精

彩的文化体系。 蜀文化区在 夏文化 期， 构 甚 中原文化区更 丰富复 。 星堆文

明的精 高度， 甚 胜于 的中原地区。② 是在文翁治蜀期 ， 蜀文化的发展引人瞩目， 并
是化外之地。 中， 最 有 表性的人物就是司马相如。 蒙文通指 ， “司马相如少 ， 文翁尚 于

蜀置学， 就相如文 按之， 用词语多 《 经》， 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 经之学 传于蜀

矣！”③ 实， 自秦 服川地， 便 行了多 制度建 ， 终 了蜀地私学， 开启了 方教育。 只 过

因 秦的 短 ， 复 峻法 ， 因 能 生统一 家建构 有的效果。 汉 统治者尤 是

像文翁 的模范 僚， 对 家 建有一个较 自觉的意识， 明确 识到 学建 对 家建构 有

的 大作用。 因 ， 他对蜀地复 学 度 极， 效果显著。 有念于 ， 那种 定文翁治蜀乃是教化

方外之民的评论思路， 大 商榷。
但蜀地 入中 统一 之 ， 地方如何融入 家， 确实是一个问题。 秦朝开启了蜀地的中央

属 程， 或者说开启了地方融入 家的 程。 汉 统治者 接了 一被王朝易 打断的 程。 而文翁
好是 接 一 程的模范地方 员。 对 ， 经有学者明确论及。 “ ‘蜀地 陋有蛮夷风’ 是说

蜀地没有教育， 明明 在 盛的私学。 ‘蛮夷风’ ， 是说蜀郡老 中央王朝有 一 的地

方， ‘好文 ’、 ‘俗好文 ’。 中央 府派来的郡 文翁针对 种情况， 定 ‘ 之’，
采 的 体 法就是 学。”④ 是非常中肯的论断。 文翁解 的 是蜀地的文化蛮荒问题， 而是蜀
地的 家 属或 家融入问题。 是中原 力扩 之 面临的一个 家建构问题， 如何 家一统

的文化去整合地方， 促使地方接 中央 力的 值 制度 排。 秦汉之 ， 个问题显得更

要， 有效 “万世 业， 世而亡” 的 家悲剧 演。 文翁的 要 值在 。
就 看， 班固在撰写 《汉书·循 传》 述及文翁且对之 行评 的 候， 视 是 够广阔的。
谓 够广阔， 有 层意思。 一是他对 一统的 家， 中央 力的高度 行的 度， 他

评 文翁的 视角。 因 ， 他看 到地方自治对 家的 要性。 是他对中华文化的 构性特点的

知， 是简单的大一统 念的 物。 因 ， 他看 到地方文化传统对中华文化 做的 要贡献。 一方
面， 是班固能够凸显 “秦汉之 ” 之于循 评 的意 最 要的 力； 另一方面， 是他拘执

治 局而缺 历 大视 ， 因 意识 到文翁局限的 要原因。 如果 央地 系的 端 视 一问

题， 就 能更 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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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 记·秦始 纪》 记李 言， “ 欲有学法 ， 师”。
参 屈小强， 等： 《 星堆文化》， 四川人民 社， １９９３ ， 论第 ９－１２页、 第 １９－２６页。
蒙默： 《蒙文通学记》， 生活·读书· 知 联书店， １９９３ 。 转引自李殿元： 《论 “蜀文冠 ” 全是文翁 学 》， 《
都大学学 （社会科学 ） 》 ２０１８ 第 １期。
李殿元： 《论 “蜀文冠 ” 全是文翁 学 》， 《 都大学学 （社会科学 ） 》 ２０１８ 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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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方面 教 系相宜性建构来看， 汉初需要 转秦制那种 治的 雳手段治 的畸形状

， 一个 治 教化相 宜地发 作用的 机制。 汉 治经历 才终于落定在 “汉家
制度” 看， 汉初处理 教 系是经历了一个 难探索过程的。 汉初的统治， 秉行黄老道术，
它的统治效用， 极面 极面突兀共在： 极面是， 民 的 策确实有效缓解了战 给社会

带来的创伤， 有利于社会恢复 活力， 而稳定 家的统治 力； 极面是， 有 民 而无有效

统治， 有实 治术而无思想学术， 有 治统治而无 教化， 缺失是显而易 的。 故 有 帝举

对策。 帝 董仲舒的对策， 凸显了 型 家意识形 的 方案。 但 人之 的 治理念落实于

汉 的治 理 程， 需要扼制 个端 方 能： 一是阻 向周制的回流， 是 向秦制的复

。 遵循一种 治 教化 手精 衡的 路， 汉 统治者才足 走 一条实 家长治久 的道

路。 于是， “ 王道 之” 的 “汉家制度” 势 ， 教相宜的 型 家建制。 文翁处在汉制
摸索的初期阶段， 但 敏锐的 治触角 他摸索 了一条 家 建的指引性 路。 种指引性， 如前
述， 帝对 做法的全 广 得到 证。
在 “周秦之 ” 的 局中， 原来 持周制的 “学在王 ” 制度崩解， 促 了一种私学繁盛的

“学在民 ” 局面； 在 “周秦之 ” 的终局处， 秦的 “焚书 儒” 便是一种 建 家统一意识形

的举措， 只 过 “暴秦” 的粗糙制度相 ， “焚书 儒” 无法促 一种 举 接 的 型意识

形 。 对于汉统治者来讲， 建 方学术 振 家秩 ， 学 地方社会接 家倡 的意

识形 ， 整合地方社会 促使 融入统一 家， 便 一系 有效的举措。 文翁 学， 据
被 定 “学在王 ” 的创 型措施： 教化 整社会秩 的方式， 家意志在教化中

得到潜移默化的贯彻， 而实 秦制之 的 教再 携手， 保证大一统制度的 实。 是文翁作

地方 对 家 建 做 的最大贡献。 许 是班固将 循 之首的原因之一。
简而言之， 文翁 学的 家 建意 看， 在中央王 确立起来 ， 如何将地方有效融

入中央体系， 确实是汉初 家 建的 大问题。 文翁 针对 一问题的处置， 家 建 程中

富有作 的地方 员楷模。 是他足 入历 的理 在。

三、 权力的再文明化

文翁治蜀的另一个足值 视的贡献， 便是对中 力的再文明化 路 行了有效探索。 是

一个需要在中 期 力的文明化、 粗鄙化 再文明化的历 程才足 明了的问题。
中 期历 的总体 程来看， 力的文明化是周制的一大创制。 “周秦之 ”， 引发了 力

的粗鄙化。 “秦汉之 ”， 是 力的再文明化过程。 中 力的第一波文明化在西周完 。 周
制礼作 ， 周制 较 熟的形 呈 在人们面前。 周制之 周制， 要是 法封建制 特质

的。 一制度体 个紧密联系的 要方面： 一是在家 构的 础 ， 建构了 封制度， 家

力机制化， 是一个 及中 建构 期 家的创 性举措； 是在社会机制的稳定性 ， 法制

建构起一套社会机制， 社会 再是一个流 局的状 ， 而 家摸索 一套制 地方 力的建

制。 就前者 封制言， 耕望指 ， 封对象 要 部 构 ， “ 封亲戚 ， 土著

辅”①， 是一个聪明之举。 前者保证 封 力对中央 力的忠 ， 者保障 “土著” 力的就

地化 ， 者相辅相 ， 构 一个 较稳定的 力机制。 在封建的方法 ， “锡之土地、 人民
及 地 ， ， 指 统治之 策”②， 换言之， 中央指 地方的形式， 实行统一 和

举措， 保证 家整体机制的 畅 作。 而在王 诸侯的 系， 就是在中央 力 封 力之

， 建立了 束性的制度——— “诸侯对于王 要朝觐 贡”， 而 “王得在诸侯 中 卿”， “诸侯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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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王 ， 卿士”。① 是一种有利于围绕 家 力 转而 立的相 嵌入的 力机制， 是一种
有利于做大 治规模的制度形式。

就 者 法制而言， 作 一种 于血缘的制度 排， 是 持向心的 力机制。 “土地 封

给诸侯， 军 力 又寄之于部族， 了统制诸侯诸氏族， 乃有 谓 法之制。 法就是利用血缘 系

一种 治统治的系统。”② 中， 嫡长子继 制、 大 小 统隶 系、 周 的 地 ， 都 血

缘 系 治 属对 起来， 非常有利于中央 力的稳定治理。 就 仅 收 战的效用， 而
且 相 服的军 化 治， 走向人人 制的秩 化 治。 因 ， 周制的 立， 是中 家 力

文明化的标志性 。
中 期 家 力的粗鄙化颓 ， 在 “周秦之 ” 一漫长的历 期。 于 “挟 子

诸侯” 局面的 ， 原来 作得 然有 的周制， 渐丧失了供给社会 治秩 的 能。 “ 有

道， 礼 自 子 ； 无道， 礼 自诸侯 。 自诸侯 ， 十世希 失矣； 自大
， 世希 失矣； 陪臣执 ， 世希 失矣。 有道， 在大 ； 有道， 庶人

。” （《论语· 氏》 ） 一 有历 哲学意味的春秋 ， 指 了 个 要的历 化： 一是
有道 秩 然， 而 无道 秩 紊 ； 是 治周期愈来愈短， 力 作愈来愈无

， 力 属愈来愈 移。 是春秋战 期最 型的文化粗鄙化标志。 因 诸侯王 再 于血缘

亲情 系的 束机制， 而 挟持 子的方式， 借 战 的手段， 赤裸裸地 求诸侯王一 的利益。
， 是 法血缘 系 持的稳定有 的 治秩 在发 整合社会 家的作用， 而是战 在 家建

构中发 着 大的催化作用。 战 是 参 方或多方的胜负 定 家建构契机的。 因 ， 战

的胜利， 会求 于 法血缘 系， 而必 诸 治 略、 军 手段 诡 。 中 期的

力文明化就 终 ， 而 于 “合纵连横” 的临 盟 。 合纵连横机制 治规 失去 场， 因
诸侯 了自身的利益， 完全 临 性 盟， 随 随地解除盟 。 在一 定都只是服

于诸侯 利益的情况 ， 信 便无人 持， 规 便无 落地， 规便 笑谈， 轨 常 。 秦
制的胜 ， 就是 于战 的粗鄙化 的。 无疑， 秦制 在因势利 、 而 的制度改革面相， 但
秦制 要 是 实利 向 的， 因 才会有 “ 秦久 ” 的愤懑。

而战 晚期 秦 治的粗鄙化， 在 治思想 的一个表 ， 就是 帝王立言的韩非， 表述了一
套有利于帝王 的 治理念， 并且 到秦王嬴 的大大赞赏。 韩非思想中尽管有法、 术、 势的制度
向 ， 但在 治的 想 ， 供了 少 引帝王撇开 治规制、 玩弄 治 的 念 做

法。 诸如用人如鬼、 倒言 等等 想③， 完全将帝王 到抛开一 规 、 听 诡 之术的指

引的极端。 他倡 帝王独掌生杀 夺大 ， 直接 秦始 来的独断 治， 就是 “ 之 无

大小 于 ” （ 《 记·秦始 纪》 ） 的机制相贯通。
汉 秦而起， 面对秦 期望万世相传 世 亡的 大 ， “汉家制度” 能因循秦制， 否

难免 蹈覆辙。 于是， 汉初中期 制 ， 终 “ 王道 之” 种最有利于稳定 的 制。 如
前 述， 落定在 一机制之前， 经过了汉初的黄老无 之术的宽 ， 再经 汉 帝 董仲舒对策凸显

的 “ 人之 ， 甚 畏 ” 的 家秩 建， 终于发 了 家制度供给的 建方案。 一方案， 既
斥了周制， 斥了秦制。 换言之， 既 期望回到封建 法制度， 寄望于 峻法， 而是 力

建构 弛有度但 家 力 的 型机制。 是一种既 诸战 求 诡 的 制形式———
在 治理念 ， 沿用了董仲舒方案， 儒家生生之德的理念 治行 ； 在制度 局 ， 沿循了秦
的 治体制， 法家效用 向行使实 力。 种 儒 法的机制， 似 宜解释 面一套、
一套的 裂性机制， 而 解释 治 性 求 治实效性追求相得益 的统治方案。 历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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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对汉 作别春秋 降的 力瓦解 机， 告别秦制的快 崩溃 局， 发 了 极的作用， 而有

效促使 力有 地 供社会 治秩 。 是经 “秦汉之 ” 展 来的、 中 家 力的再

文明化 果。
文翁 好处在秦汉之 的 一历 阶段。 ， 汉 制 经初 摸索 秦制 的统治

路。 “汉初 制除了 境实行郡县、 封建 轨制之外， 一 制度 秦之 ， 秦

之弊。 因 秦之弊， 故制度形式虽 秦 异， 但统治状况实甚松懈， 社会情况， 黄老
思想， 及朝 者之素质 有 系。”①相对于暴秦的高压、 文明统治而言， 汉制的初期 展

的宽松、 文明化 向， 体 了 朝 治的迥异 趣。 虽然汉 帝开始 ， 并 汉 央地 力

力， 引发朝臣、 外戚 力 端， 但总的说来对于汉朝 持 ， “汉家制度” 是发 了 极作用的。
在汉 借 察举等方式选 的情况 ， 杜绝了社会 流 的弊端， 促 了社会阶层的流 。 来自地方
的 举 员， “全 余郡 ， 无论 在中原或边疆， 无论居民之 华夏民族， 或边裔少数民族，
无论 经济文化发展之高 ， 一律一视 ， 户 多少 例。 荐人才到中央 郎 ， 在首都
摩数 ， 然 派在中央或地方 （ 到 籍） 任职， 增 了地方四裔对中央的向心力。 秦汉
中 第一 走 统一之途， 能 持四 之久， 一制度尽了相 的 能。 中 经 长久的统一

局面， 凝 之一体， 自 治 纵然 或有离心的叛 ， 但最 终 统一， 得 制度

响甚大。 换言之， 中 千 来世界性 家之局面， 世 有， 一 有阔大胸襟 夷夏一

视 之制度， 实有 历 性的 响作用。”② 耕望的 一论断， 实在是对汉制 立 有的深

广泛 响的一个准确概括。 段概括 有的更直接意 ， 就是 人们理解文翁治蜀 供了一个评

框架。 尽管 耕望的论断是针对 帝及 的汉 制情形， 但 的 制转 ， 始于汉初， 于

帝， 剖 于 帝， 因 完全 作 视文翁治蜀的 制背景。
文翁 是通过 耕望盛赞的察举制度选拔 来的 员， 在保有对中央 忠 感的前 条 ，

他 治理蜀地， 因 充满了 极作 的 力 用 力。 自 对 治 需求的自觉， 在治蜀的过
程中， 他 自 “ 爱好教化” 的秉性， 极因 于蜀地的实 情况， 针对蜀地曾经长期疏离中央
力， 因 显得 “ 陋有蛮夷风” 的 实情形， 采 教化的方式， 促使蜀地真 融入汉 建立

的统一 家。 是一种 诸情感 人文教化的文明手段的治理 路。 说的蜀地风气， 能被理

解 蜀地的文明发展程度 ， 而 被理解 蜀地疏离于中央 力、 对 家 力缺 极 。
才能准确理解文翁将地方人才 到京都 ， 然 返回蜀地任用的 心 诣； 而 才能理解文翁

学的目的 在。 文翁 促 的蜀地的文明开化， 是特指蜀地融入汉制 家的统一文化的发展、
地方 大统一 家的文明 势： 博士学， 自然 秦 的 学截然有别； 学中凝聚人心，

自然 秦 的焚书 儒大相 庭； 塑就蜀地好文 的社会风气， 自然 秦 好施压迥 。 呈

汉制建构 促 的 家 力再文明化的 景象。 文翁 好 地方 员中 表 一 景象的标杆

性人物。

四、 在汉制的效用取向之外

继周秦之 ， 中 历 的第 大 局 秦汉之 ， 促 了一种 儒家 赞赏的 “ 长

久之智慧”。③ 是汉制值得肯定的一大 治贡献。 如前引 耕望 言， “汉家制度” 在 家统治的

有效性 ， 经 一部中 验证。 但如果对之 行 格的 析， 似 在需要 视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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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 耕望： 《中 治制度 》， 海 籍 社， ２０１３ ， 第 ９３页， 第 ９４－９５页。
参 牟 ， 等： 《 中 文化敬告世界人士 言》， 封祖盛编： 《 儒家》， 生活·读书· 知 联书店， １９８９ ， 第
２１－２６ 页。



面。 于 的 析， 文翁治蜀， 及班固对文翁治蜀 行 述和评 中呈 的 治理念 制度

路， 就 在一些需要 一 析的问题。
首 需要 一 探 的问题是， 家统治是 是在治理效用 就是最佳的 ？ 大范围

讲， 秦汉之 中突起的汉制， 因 最终落定在 “ 王道 之” 的制度 ， 因 有 持 家

力体制长期 的显著效用。 文翁治蜀的地方治理 讲， 他 “汉家制度” 建构的探路， 确实发
了 大效用： 一， 在地方 确立了教化的治理 地 ； ， 在地方 展 了央地 的机

制， 有利于形 地方 家需要的 极作 模式； ， 在地方 探明了使用 地人才的社会 治

效用。 对汉制的 起 实， 显然是发 了 极作用的。 班固 “ 帝 ， 乃 郡

立学校 ， 自文翁 之始 ”， 便很好说明了文翁的治蜀经验 有的全 示范效 ：
学， 文明教化， 促使 ， 持一统， 久 期。

但经 汉制的得失检 ， 知文翁理念、 班固评 的 极面 极面共在的复 性。 就汉制而
言， 得的方面看， 宽 的总体 向， 教的相得益 ， 央地的 极 ， 民的教学相长， 都是值
得肯定的地方。 失的方面看， 汉制离理想的制度 想相去甚 。 一者， 董仲舒 殷殷期许的 意，
在汉制中无疑是失落了。 因 ， 家意识形 的高 理念， 对汉制的建构并没有发 有效的引 作

用。 儒家对 治 性的 ， 没能对 治的 向发 引作用， 大 自 化

的说 。 董仲舒 儒家姿 向 家借 的 “ 人之 ” 的思想资源， 实 虚悬的限 空想。
董仲舒试 达 的 限 ， 敬畏 ， 似 了 达 意、 民 敬畏 的说 。
一 董仲舒对汉制的高 计失落了， 汉制就 赤裸裸的 持 力的效用化 向。 耕望 说的汉

制胜于秦制的 “ ” 长处， 就会大打折扣。
者， 汉制将宽 苛 糅， 建构了一套 儒 法的治 体系。 但实 宽 仅仅限于汉初

十 ， 自 帝始， 治 力愈来愈大， 宽松之 来 少。 到 帝明确表达汉制精 的 候， 斥周

制的一个指向， 无疑是抓紧 力要害 ， 扼制利益咽喉 松。 因 ， 宽 是制度的 向， 而
是 了稳定 的 治 。

者， 大一统 家在汉 初中期建构完 ， 尽管 有慎终追 的宏 ， 但大一统常常呈
大统一： 中央 了地方， 家意识形 占尽了思想空 ， 学将私学 教育 域。 班固在
《汉书》 中对文翁 迹的 述， 尤 是对文翁治蜀的评 ， 鲜明显示 汉制塑就的 种社会 治定势

的 力中心思 。
对中 社会葆有活力， 是一个 利的 向： 班固无视蜀地的文化发展 就， 他似 定， 只要

处在 家 力中心的边陲地方， 就一定是 “ 陋有蛮夷风”， 是对地方文化有贡献于中华文化历

的明显 曲， 是对中华文化起源 的 “满 星斗”① 定势的一种 力歪曲。 于简陋者 编 蜀

地文化精英 自文翁 、 荐举， 那就更是一种 意 崇中央王 的地方效能， 而无视地方文化自
身发展及 就的 笑说 。 如何一民指 的， “ 都 中心的长江 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

一， 蜀文明 华夏文明、 渚文明并 中华 期 大文明。 秦并巴蜀 ， 蜀文明 华夏文明

相融合， 形 了 的文化。 汉 建立 ， 西蜀地区在传 蜀文明的 础 了 的发展， 文化
人 ， 汉赋四大家就有 个是西蜀 都人， 别是司马相如和 。 外， 阆中落 是西汉杰

文学家。 汉 蜀地 会人才 、 文化 盛？ 历来， 人们 惯于一种说法， ‘文翁化
蜀’。 少人都 汉 蜀郡 文翁在 都 学， 用中原文化来 响蜀地， 引 蜀人向学， 使蜀

０４

① 苏秉琦指 ， “在中华民族的形 过程中， ‘ ’ 阶段是 支系形 期， 是多源一体格局的奠 期， 距 四 千

最 明显； ‘方 ’ 阶段是夷夏 系 长和夷夏共 体 、 生的阶段， 大 在战 期， 多源一体格局初 形 。
‘帝 ’ 阶段把初 形 的多源一体格局 治 固定 来， 并 断得到强化。” 参 苏秉琦： 《满 星斗： 苏秉琦论 中

》， 中信 团， ２０１６ ， 第 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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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文化教育大 。 了证明 ‘文翁化蜀’ 的 劳， 将司马相如 会 文翁石 之 子， 并被文翁派
长 ， ‘东 七经， 教 民’。 汉 蜀地文化的大发展 人大家 ， 文翁有无 系？ 答案

是肯定的， 文翁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将全部 劳都 于文翁 明显 符合 实， 而 司马相如

‘东 七经， 教 民’ 的说法更是 能 立。”①引用 一长段话的目的， 是 了驳 汉 蜀地文

明 发达的论断， 而是试 求解一个问题： 何 班固 降， 看 地方文化发展 贡献， 高看中原 ／中
央 力的文化 ／文明的全 引 力， 一种倾向性 解？ 答案 给得非常简单明了： 那就是因
大一统 治塑 的 果。 在大一统 治格局中， 地方的 要性必 降 ， 中央 力的 定性作用必

凸显； 大一统文化必 作 视地方文化的前 ， 而地方文化只能是大一统文化的装点。 是大一统

家 治文化建构必 着力 的 个 点。 文翁治蜀得到班固的高度评 ， 缘 能 在于 。
直接 文翁治蜀的 要举措 看， 起码有 个问题给人们留 了广阔的思考空 ： 首 ， 在地域

广袤的中央王 体制中， 地方治理究 在何种意 有独特的 值？ 很明显， 地方治理只能在作
家治理的模范区域的情况 ， 在足 显示地方治理的 家 值的情况 ， 它才 有 入大一统 家

的理 。 文翁治蜀， 好因 于汉 大一统 家 建的需要， 将地方融入 家， 并且 家一统

的需要 地方治理的前 ， 将地方思 、 地方传统融入 家 力 值 流之中： 他选派川籍 之

材入京学 礼教和律法， 目的 在于 ； 他创 学， 传播 家礼教的 理念 统一知识， 而将

之 入 家 力体系， 完 地方精英的 家吸 任 ， 目的 然在 。 对大一统 家来说确实是

极 要的举措， 因 有很充 的理 入 家历 。 那些缺 范性， 因 缺 入 家历

系统的地方 员群体， 被历 轻而易举地磨灭， 乃是再 常 过的 情了。
但是， 在 然的意 ， 有效的地方治理必 建立在尊 地方特色的 础 。 文翁的班固 ，
按照 家一统机制的 原 展开： 蜀地的既有文明被 意降 ， 蜀地融入 家 程的 要性

被有意抬升。 但 的 ， 流风 及， 就将真实的地方历 曲了。 对地方保有 文化活力、 地
方特色、 发展 路， 是 有相斥性的。 汉 ， 地方丧失 治 的 值， 仅仅 行 的执行层

， 实 很快将地方之 地方的 值抹 了。 ， 中 家建构需要 的大 。
知， 只有 保有 家 力 地方体系的活力， 一个 家才 有足够的发展 力。

， 在 中 强化统一意识形 的情况 ， 地方 学的目的究 如何才能 有效发

教 种 能？ 无疑， 文翁在蜀地 学， 对传播 家统一 值、 升 家的文明教化水 、 改善
地方的文化文明发展 势都 有 极的作用。 在 一 程中， 学发 的 要是地方的 家整合之

治 能。 相对而言， 学对地方发 的教化 能是较 要的， 是 治 能的伴随性 果。 于文翁

学， 要 意融入 家 力体系的人群， 且确实在 家期许的 “学有 ” 的情况
职， 那就更是直接表明了文翁 学 在保证 家足 充 吸 地方精英的 治目的。
但需要指 的是， 便在大一统的 治格局中， 地方的 学方式， 能单纯考 地方社会接

家 值、 统一 制的需要。 在 一目的之外， 需要 视地方文化传 ， 而 是单纯贯彻 家意

志。 就 而言， 文翁治蜀 期的 学， 多。 自然 是苛求文翁要做的 情， 而是促使人
们看到文翁作 的美中 足。 一个 家缺 对地方文化传统 就的尊 ， 就会窒 家发展的地方

活力 文化灵 。 就 而言， 于 家统一意志的 学 于社会活性的地方私学， 该并行 悖，
才足 家聚 更 丰厚的文化资源。 就 而言， 文翁的蜀地 学， 在 构 的 化余地。

最 ， 地方的创 性治理， 是否 有 家示范效 ？ 抑或地方治理仅仅是贯彻 家 力意 ， 在
地方 行 家意志？ 是一个 中 力体制的央地 问题。 形式 看， 文翁治蜀的种种
举措， 是央地 的 型案例： 他经 察举 ， 因 竭心尽力地在地方治理中贯彻中央意志；

１４
① 何一民， 等： 《司马相如 文翁 系再 析——— 论汉 蜀地文化 人大家 的原因》， 《四川师范大学学 （社会科学

） 》 ２０２０ 第 ２期。



过来看， 文翁在蜀地 学， 汉 帝随 在全 广， 确实是一种 中 的央地 模式。 但
在另一种 模式： 地方治理 员保有地方的 治 力， 而 是仅仅 有行 执行 力， 而保有

地方 中央 力 的空 ， 地方在保留 治 力 特色的前 条 ， 中央 ／ 家意志
于 毫无商 余地的单一意志。 大 保留 地方的灵 性， 地方促 家 感。 就

而言， 文翁治蜀 没有达到央地 的理想状 。
而， 规范 治理论的视角看， 文翁治蜀的改 空 就更是 大了。 标准衡 文翁

治蜀， 是苛 地要求文翁 及文翁前 的汉 帝 僚 团 员们， 他们的 家 ／地方治理 经

历 。 但历 常常留给人 大的想象空 。 的想象促使人们突破历 限制， 去追求更 理想

的 家 ／地方治理模式。 是要求文翁 的循 实 治理目标， 在 治操作中凸显一套合

规范 治的理念 制度， 是 符合历 情形的过 要求。 之 需要将文翁的治蜀理念、 “汉
家制度” 到 规范 治的框架中衡 ， 是 了贬 汉制的 极探究及 历 效用， 而是 了

再 实 历 突破， 在又一波 家 建中蹚 路： 条路， 便 是 综央地利益、 并举 家 社

会、 综合法治 德教的 治之路。 就 超 循 能 得的地方治理 就， 而开 一

治理空 。
总体 讲， 对文翁治蜀的 述， 促使人们慎思循 传统。 在历 著述中首开循 传的司马

讲， “法 民 ， 罚 禁奸 。 文 备， 民惧然身修者， 曾 。 职循理，
治， 何必威 哉？” （《 记·循 传》 ） 对循 的治理效用， 说是一个精到概括。 循

， 就是 自 的尽忠职 ， 垂范治 的 ， 而避免 峻法， 促 社会的 好治理。 到

， 循 是在 家意志的行 执行过程中发 示范作用的。 是中 循 传统的 长之处， 但
是 缺失 在。 礼赞循 升到注 制度效能， 员垂范跃 到 法治理， 家全面

引入社会自 治理， 能会收到更 好的治理 效。

（责任编辑： 赵荣华）

２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