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12

■吴 飞

［内容提要］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会科学方式诠释中国文化最经典的概念之一，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本文从丧服制度的角度指出，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亲

亲”原则，但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而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自我主义”其实是“利己主义”，无法展现丧服图

中“己身”的意义。通过对丧服体制的研究，我们应该可以进入对中国文化结构更立体的理解。

［关键词］差序格局 丧服制度 亲亲 尊尊 己身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可以算作现

代社会科学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诠释之一。自从

这一经典概念诞生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

以来，学者们广泛运用它解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和文化心态，大大拓宽了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也展

现了这个概念丰富的解释力。这些研究在运用差

序格局概念时，虽然提出了很多新的解释角度和

思考因素，但大多集中于这一概念所强调的亲疏

之别和道德特殊主义。

近些年来，学者们试图重新理解差序格局的

涵义，也对它的解释局限提出了一些批评。比如，

孙立平指出，由于费孝通是在散文式的文章中提

出的“差序格局”，所以缺乏严格定义；①阎云翔进

一步指出，人们通常理解的水波同心圆只是一个

比喻，也不能算作差序格局的严格定义，差序格局

的实质含义，除了亲疏远近的差，还包括贵贱尊卑

的别，是一个等级结构；②翟学伟最近指出，差序

格局除了定义模糊之外，在对家国天下的理解上

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③这些批评都颇中肯綮。

此外，孙隆基、马戎、翟学伟等学者都注意到，

差序格局与传统的五服图之间有一致性。④笔者

认为，这一点为我们开辟了思考中国社会结构和

文化心态的一条新的思路。差序格局的结构，恰好

符合传统中国丧服制度所描述的结构。甚至可以

说，差序格局就是对丧服制度的一种社会科学诠

释；丧服制度，也很像对差序格局的一种图解。差

序格局的解释力量，关系到丧服制度在中国传统

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丧服

制度的重新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差序格

局”概念的局限，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有一

个进一步的认识。

一、“同心圆”图解

请看费孝通的这个著名段落：

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
———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



高 祖 父 母
齐衰3 月

曾 祖 父 母
齐衰 3 月

族 曾 祖 姑
在室缌麻，
出嫁无服

族 曾 祖 父
母缌麻

祖 父 母 齐
衰不杖期

从 祖 祖 姑
在室小功，
出嫁缌麻

伯 叔 祖 父
母小功

族 祖 姑 在
室缌麻，出
嫁无服

族 伯 叔 祖
父母缌麻

父 母 斩 衰
3 年

姑 在 室 期
年，出嫁大
功

伯 叔 父 母
期年大功

堂 姑 在 室
小功，出嫁
缌麻

堂 伯 叔 父
母小功

族 姑 在 室
缌麻，出嫁
无服

族 伯 叔 父
母缌麻

己身

姊 妹 在 室
期年，出嫁
大功

兄弟期年，
兄 弟 妻 小
功

堂 姊 妹 在
室大功，出
嫁小功

堂 兄 弟 大
功，堂兄弟
妻缌麻

再 从 姊 妹
在室小功，
出嫁缌麻

再 从 兄 弟
小功，再从
兄 弟 妻 无
服

族 姊 妹 在
室缌麻，出
嫁无服

族 兄 弟 缌
麻，族兄弟
妻无服

长子期年，
长 子 妇 期
年，众子期
年，众子妇
大功

侄 女 在 室
期年，出嫁
大功

侄期年，侄
妇大功

堂 侄 女 在
室小功，出
嫁缌麻

堂侄小功，
堂 侄 妇 缌
麻

再 从 侄 女
在室缌麻，
出嫁无服

再 从 侄 缌
麻，再从侄
妇无服

嫡孙期年，
嫡 孙 妇 小
功，众孙大
功，众孙妇
缌麻

侄 孙 女 在
室小功，出
嫁缌麻

侄孙小功，
侄 孙 妇 缌
麻

堂 侄 孙 女
小功

堂 侄 孙 缌
麻，堂侄孙
妇无服

曾孙缌麻，
曾 孙 妇 无
服

曾 侄 孙 女
在室缌麻，
出嫁无服

曾 侄 孙 缌
麻，曾侄孙
妇无服

玄孙缌麻，
玄 孙 妇 无
服

表 1：本宗九族五服图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

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

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

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

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

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

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

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

在的、和未来的人物。⑤

每个读者读到这里，头脑中都会浮现出一个

水波同心圆的图景，但是，无论费孝通自己，还是

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想到将这个“同心圆”结构

画出来，因此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知道，费孝通先生

自己心目中的这个同心圆到底是怎样的。

不过，如果我们看一下历代以来关于丧服制

度的任何一个图表，就可以找到这个亲属结构同

心圆了。表 1 为《明会典》中的“本宗九族五服图”

（以下简称“五服图”）。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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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了历代的各种调整，在明代五服图

中，我们还是可以大体看到，随着与己身的关系逐

渐疏远，丧服的品级也递减。斩衰、齐衰、大功、小

功、缌麻是最基本的 5 种丧服，在同一种丧服当

中，又有所服时间长短的差别。比如对父亲是斩衰

3 年，祖父母就降为齐衰，而且服期年，即 1 年，曾

祖父母和高祖父母仍是齐衰，但只服 3 个月。同

样，对兄弟当服齐衰，期年之服，而对远些的堂兄

弟，就服大功，再从兄弟就是小功了，对更远的族

兄弟，只服最次等的缌麻。无论子孙、姊妹、叔伯、

姑侄等，皆以此类推。差序格局的“同心圆”结构，

正体现在九族五服图中。

当然，五服图中的同心圆还不是很规整，比如

对父祖四代只有斩衰和齐衰两种丧服，而对另外

的关系，则没有斩衰，只有从期服到缌麻的 4 种丧

服。这是因为，亲疏远近的同心圆结构并不是丧服

制中唯一的原则。

根据吴承仕先生的研究，丧服制度的基本原

则是《礼记·三年问》中说的“至亲以期断”⑦，而这

个原则更明确地体现出这种同心圆结构。所谓至

亲，即一体之亲。什么是“一体之亲”？《仪礼·丧服

传》说：“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兄弟，一体

也。”“至亲以期断”指的就是，凡是至亲，其本服都

是“期服”，即一年的齐衰。这样，按照本服，则父子

兄弟都应该是期服，而祖父、堂兄弟、孙皆降为大

功，曾祖父、再从兄弟、曾孙皆为小功，高祖、族兄

弟、玄孙则为缌麻。其他如叔伯、侄子、姊妹等，都

以此类推。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层层外

表 2：本服图

高 祖 父 缌
麻

曾 祖 父 小
功

曾 祖 姑 缌
麻

族 曾 祖 缌
麻

祖父大功祖姑小功 伯 叔 祖 小
功

从 祖 姑 缌
麻

族祖缌麻

父期服姑大功 伯 叔 父 大
功

堂姑小功 堂 伯 叔 父
小功

族姑缌麻 族父缌麻

己身姊妹期服 兄弟期服堂姊妹大
功

堂 兄 弟 大
功

再从姊妹
小功

再 从 兄 弟
小功

三从姊妹
缌麻

族 兄 弟 缌
麻

再从侄女
缌麻

子期服侄女大功 兄 弟 之 子
大功

堂侄女小
功

堂 兄 弟 之
子小功

再 从 兄 弟
之子缌麻

孙大功 兄 弟 之 孙
小功

堂侄孙女
缌麻

堂 兄 弟 之
孙缌麻

侄孙女小
功

曾孙小功 兄 弟 之 曾
孙缌麻

曾侄孙女
缌麻

玄孙缌麻



推的同心圆结构（见表 2）。

本服其实只有 4 种，没有斩衰，层层外推，非

常符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但这个标准的同心圆

从未真正实现过。在本服之上，对于父祖等又需要

特别“加隆”，于是父亲的齐衰期年加隆为斩衰 3

年，《礼记·三年问》云：“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

焉尔也。”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也相应加隆。⑧再

加上后代的诸多调整，才形成了五服制度，这个同

心圆结构看上去也就不那么标准了。

学者们发现，无论民国时期的丧服制度⑨，还

是今天农村地区的丧服制度⑩，都和这种标准的

五服制度有所不同。即使在古代，五服制度也许只

是经典中的一种规定，在现实中未必一直得到了

严格的实行。但五服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意

义，并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过实行。如此复

杂的服制规定，乡野小民当然不大可能严格遵守。

在笔者调查的华北一些地方的丧礼中，相隔几里

的村庄，丧服制度就有很大不同。不过，有一点是

共同的，即在不同的辈分、不同的亲疏关系之间，

往往用不同的丧服来作区分。五服的形制虽然没

有得到严格执行，但即使在今天的农村，五服用以

区分亲疏关系的功能却没有被打破。一般人并不

知道五服究竟指的是哪 5 种丧服，甚至不知道五

服是 5 种丧服，但人们都知道五服是用来区分亲

疏关系的，“五服之内”就是要在丧礼上穿孝的关

系。

五服制度在传统中国的重要性，更体现在历

代法律中。从《晋礼》规定“准五服以制罪”以后，历

代法律都参照五服定罪。比如《唐律》中规定，凡大

功以上亲属，或小功以下但情重的亲属，若犯有一

般罪行，可以相互容隐，不算犯罪。如果这类亲属

相互揭发，被告者按自首论，免于处分；告发者反

而要给以处罚。輥輯訛民国之前，中国法律中的亲等计

算均采用五服之名。可见，用以区别亲疏尊卑的五

服制度，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关系，

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文化基础。

费孝通在讨论差序格局的时候，并没有谈到

丧服制度。但是他提到，自己所说的“差序”，就是

“伦”，其字源就是“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輥輰訛而中国

传统伦理的最集中体现，就是丧服制度。费孝通先

生发现了差序格局，其实是发现了支配丧服制度

的一个根本原则。虽然他未必直接研究过丧服制

度的问题，但“差序格局”和丧服制度二者可以相

互诠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差序格局的解释力量

随着新式丧礼在城市中渐渐取代旧式丧礼，

中国法律以罗马法的亲等计算方式取代五服的计

算方式，“五服”之名变得越来越陌生。不过，五服

制度所体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态并没有消失。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

念很好地描述了五服制度背后的伦理结构。

丧服制度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差等”，也就是

费孝通所说的“伦理在分别”。差序格局，就是以己

身为中心，由此出发，向外推出一层一层的亲属和

社会关系。不仅各种日常的社会生活根据这种差

等决定，而且定罪量刑也要以这种差等为基础。

按照费孝通的理解，这个差序格局的核心首

先是自己。它是一种“自我主义”（egoism），而不是

“个人主义”。“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和中心。

因此，一切社会伦理的关键，是“克己复礼”。只有

通过修身，才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这种自

我主义，并不只是一毛不拔的杨朱才具有的，就连

孔子也坚持。“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

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

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

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孔子不会离开差

序格局的这个核心，所以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

求诸人。”也正是因为不会丧失这个核心，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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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主张“以德报怨”，而要“以直抱怨”。輥輱訛

费孝通认为，孔子之所以比杨朱更好地理解

了差序格局，是因为他会“推己及人”。孟子更说自

己“善推而已矣”。所谓推己及人，就是“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仅要成就自己，而且还要

从差序格局的里圈向外圈推出去，使家国天下都

能受惠于己。由于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模式，群己

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相对于最亲近的家人，我就

是己；相对于家外之人，整个家庭就是己；相对于

外国人，全国同胞都是己。在里圈和外圈发生矛盾

时，人们总是为了里圈而牺牲外圈，于是，“在差序

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

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

所构成的网络。”輥輲訛

基于这样的差序格局，所形成的社会道德就

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因为差序格局以自己为

中心，所以首要的道德原则是“克己复礼”；其次，

最亲近的关系就是至亲关系，所以对父母要孝，对

兄弟要悌，孝悌是人伦之本。向朋友推，最基本的

道德准则就是忠信。费孝通认为，从差序格局出

发，中国文化中的道德观念都是私人性的，不是团

体道德，更没有像基督教的“爱”那样笼罩性的抽

象道德。哪怕是看上去很抽象的“仁”，也只是“一

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輥輳訛

正是由于差序格局和相应的特殊主义道德，

又衍生出了中国式的家族制度、礼治秩序、无为政

治，等等。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伦理基础；

道德规范、社会制度、人生哲学等等，都是由差序

格局规定了的。因此，只有理解了差序格局，才能

理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诸多现象。

在传统中国社会，丧服制度正是这样一套文

化体系。丧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差等。历代对服制

的规定多有不同，到了现当代，连五服之名都很难

见到了，不过，服制的基本原则从来没有变过。而

基于服制的差等，衍生出了针对不同人的伦理道

德、蔚为壮观的中华法律体系和相应的政治制度。

对于人生与政治的各种哲学思考，也必须立基于

丧服制度，才能够有深入的理解。差序格局的解释

力之所以如此之强，就是因为它抓住了丧服制度

亲疏有别的根本原则。

三、差序格局的解释局限

差序格局的提出，对于从现代社会科学角度

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不过，

我们不能停留于此，否则就无法进入更深层次的

研究，也会对古今中国的很多社会文化现象感到

不可索解。不过，笔者和孙立平、阎云翔、翟学伟等

先生不同，并不认为“定义不严格”是差序格局很

大的问题。虽然费孝通用的是散文笔调，但这并不

妨碍后来的学者对差序格局的理解。人们在运用

这个概念时，大多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差序格局

的主要问题，还是实质性的，虽然它抓住了丧服制

度的一些要点，但尚未把握丧服制度的丰富性，其

所强调的，只是丧服制度中的一个方面。

（一）亲亲与尊尊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费孝通写“差序格局”这

篇文章的本来目的，是要探讨中国人为什么那么

“自私”。这一点，在后来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和分析

中，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除去一些非学术

性的文化批评文章外，后来的学者大多基于价值

中立的立场，使用“差序格局”概念分析中国人的

行为方式。虽然文化批判时代已经过去，学者们对

差序格局有了新的理解，但我们却不能忽视费孝

通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的原始语境，因为这一出发

点贯穿了对差序格局的全部分析，以及《乡土中

国》中很多相关的篇章，也潜在地影响了以后学者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愚、病、私，有时还加上

弱，普遍被当成中国人的几大痼疾。很多学者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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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费孝通也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并且认为：“私

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

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輥輴訛私之为病，究竟

有没有文化上的原因，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

在他看来，私的实质，就是群己的界限怎样划的问

题。而正是在这个地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

巨大的不同。西方文化是“团体格局”，团体与个人

分得非常清楚；中国文化是“差序格局”，群己的界

限会随着差序的不同而不同；但不论在哪个层次

上，中国人都是照顾里圈的利益，牺牲外圈的利

益，也就是，永远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亲疏远近来

考虑问题，因而永远是自私的。

不能说丧服制度所建立的伦理体系中不包含

这一方面，但这绝不是丧服制度中唯一的一个方

面。在近些年来的研究中，虽然多数学者并未像费

孝通那样用这个概念批判私的概念，但大多受了

他的深刻影响。輥輵訛他们不论说差序格局是伦理道

德模式，是社会关系，还是稀缺资源的分配，强调

的都是亲疏远近这一维度，而这个维度是费孝通

用来解释“私”的主要论据。只有阎云翔提出的等

级制度超出了这一维度。輥輶訛这一点虽然有着深刻

的洞见，但我不认为这是费孝通的本意。阎云翔说

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同心圆

结构，而是尊卑上下结构。这一点在费孝通的原作

中是读不出来的，应该是阎云翔在受到差序格局

的启发之后，发展出来的思想。费孝通的差序格局

的核心就是同心圆结构，这种结构无法解释阎云

翔的等级结构。阎云翔谈到，差序格局应该是一个

立体结构，而不是一个平面结构，这是非常有见地

的一个说法。但无论费孝通自己，还是后来的学

者，都尚未把差序格局理解成一个立体结构。

但丧服制度却是一个典型的立体结构，可以

兼顾这两方面。按照本服图，父子兄弟皆为一体至

亲，所以无论为自己的父亲、兄弟，还是儿子，都应

该服齐衰期年，这是同心圆结构；不过，五服图之

所以不是典型的同心圆结构，就是因为在依照亲

疏原则建立的本服图之上，还要用等级原则加以

调整。从《仪礼·丧服》开始，对父亲的服制就被加

隆为斩衰 3 年，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被加隆为

齐衰，这体现出的就是父系长辈对后辈的等级制

度。再如，按照本服，兄弟姊妹也是一体至亲。姊妹

若未嫁，则应该与兄弟一样，服齐衰期年；但若已

经嫁人，则丧服降 1 等，改为大功。这也体现了男

女之间的等级差别。费孝通所说的同心圆的差序

格局，是“至亲以期断”的本服结构，根据亲亲的原

则；但现实礼制中的实际结构，根据尊尊、出入、长

幼、从服、名服关系经过加、降等调整之后，则成为

我们看到的五服图。历代对五服图多有调整，大多

是进一步强调亲疏关系和等级关系。

丧服制度非常复杂，其中有大大小小各种原

则，因而使得很多细节问题几千年来都争论不休。

但大体而言，其最核心的原则不外乎“亲亲”与“尊

尊”两条。亲亲，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同心圆结构；尊

尊，就是阎云翔所说的等级制度。如果说，丧服制

度中的差序格局导致了中国人“私”的毛病，那应

该是“亲亲”原则的一个结果。正是因为亲亲的原

则，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容隐甚

至成为中国法律传统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正是因

为亲亲原则，才有费孝通所说的那种为家牺牲国

的情况。这一点是确实存在的。不过，这远不是丧

服制度的全部，更不是丧服制度所带来的唯一文

化结果。

（二）家国天下

丧服制度作为一个立体结构，还不止体现在

家族之内的尊尊与亲亲上面。按照费孝通的差序

格局，每个人都以己身为中心，然后由此推展出

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同心圆，从亲人、朋友，以至国

家、天下，都是这个同心圆的一个圈。他因此认为，

《大学》中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

是这样的差序格局：



□
118

2011/01 开 放 时 代

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

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

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

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

两可了。輥輷訛

如果按照这样的差序格局原则，那么国家就

是比家人朋友远得多的外圈，天下几乎就是最外

层的圈了。这样，每个人应该根本不关心与自己距

离遥远的天下国家，因此“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

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

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輦輮訛正像翟学伟指出的，这是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輦輯訛

如果仅有亲亲原则，陌生人就和自己无关。但

是，这怎么可能是《大学》的原则呢？《大学》里说的

身、家、国、天下是有次序的，不能做好前面的，就

不做好后面的；但绝不能由此推出来，为了前面

的，就可以牺牲后面的。忠孝并举是历代帝王的一

贯原则；如果按照这样的差序格局，则越是强调

孝，就越会使人们忘记忠；那么，忠孝一体的说辞

就完全成了谎言；人们实际的生存哲学恰恰是忠

孝对立的。虽说费孝通的理解可以帮助人们澄清

文化大传统的伦理说教背后更实质的文化心态，

但若使一切关于家国天下的道德观念都失去文化

合法性，恐怕还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里的问题，就是因为差序格

局是个平面结构。在这个平面结构中，只有一层层

外推的波纹，人的每一重关系，都在或远或近的一

个圈上有它的位置。而要给国和天下一个位置，它

们当然是很外面的圈。但《大学》中的次第之所以

成立，是因为它遵循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平面结构。

若是从丧服制度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根据

亲亲尊尊原则确立的立体结构比差序格局有更丰

富的维度。如上所述，五服图已经是一个立体结

构。但除此之外，还有“外亲服图”、“妻亲服图”、

“三父八母图”等很多辅助性的图表，形成了一个

更丰富的丧服体系。輦輰訛尤其重要的是，按照《仪礼·

丧服》的规定，除了各种亲属关系之外，诸侯对天

子、臣对君等，都应该服斩衰。輦輱訛《礼记·丧服四制》

解释说：“资于事父以事君故敬同。”

按照亲亲原则，五服之外的陌生人是和自己

没关系的；不过，按照尊尊原则，君臣之间不仅不

是最远的关系，而且相当于对父亲的丧服规格。翟

学伟先生指出，这层关系只对少数士大夫有意义，

对大多数人来说，国与天下和自己无关。輦輲訛但这并

不意味着，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国家就和随便一

个陌生人一样；国家只是尚未和他发生像士大夫

那样直接的关系而已，因而天子与臣民的伦理关

系尚未显露出来。天子不和百姓发生直接的关系，

国家权力也很难直接触及基层，平民百姓更不会

关心改朝换代的事。但若说百姓生活中没有国家

这个维度，或者说，国家只是差序格局中最外面的

一个圈，恐怕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中国社会，并不

是努尔人那样没有国家的社会輦輳訛，国家时时刻刻

都存在于每个臣民的生活之中，虽然这种存在并

不容易感觉到，但若真的有一天没有了国家，任何

人的社会生活都会受到重大影响，因为国不可一

日无君。因此，老百姓虽然不必像士大夫一样为天

子服斩衰，但在国丧期间也有一系列表达哀戚的

方式。所以《荀子·礼论》讲：“父能生之，不能养之；

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

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

无论如何，家国天下并不是同心圆层层推出

的平面差序格局关系。国家与臣民之间，是家族之

外的另一种伦理关系。从丧服制度的角度看，对待

天子相当于对待父亲，是丧服制度中最高一级的

伦理关系。整个丧服制度建立起来的，并不只是区

别亲疏远近的宗族关系，也不只是通过婚姻关系



□
119

经 济 社 会

形成的亲缘网络，而是有一套与家庭伦理紧密联

系的政治关系，以及一套相应的伦理要求。帝王将

相个人，或许只是陌生人，但他们所代表的国家，

却不能以陌生人来对待。差序格局理论的一个严

重问题，就是无法体现这层政治关系，所以才会得

出为家庭牺牲党、为党牺牲国家、为国家牺牲天下

的简单结论。当然，平民百姓一般只从平面的亲疏

关系看，把帝王将相当成陌生人，往往确实会有费

孝通所说的这种先后牺牲关系，但若是将国家认

真地当作国家来看待，以对待父亲般的情感来对

待天子，才会把孝变成忠，成就《大学》中所说的家

国天下的关系。儒家士大夫所代表的，应该是丧服

制度所体现的更丰富、更立体的伦理和社会心态，

而不是与老百姓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三）家与己身

除了家国天下的关系之外，费孝通那一系列

先后牺牲关系中的第一层，即为己身牺牲家，恐怕

也值得商榷。即使只是从亲疏关系的层面看，那些

心中没有国家天下的人或许会为了党牺牲国，为

了家牺牲党，但他们真的也会出于同样的原则而

为了自己牺牲家庭吗？为了自己而牺牲父母、孩

子、兄弟、妻子，这无论在大传统中，还是在小传统

中，恐怕都并未必是多数人遵循的原则。

这个倾向的起因仍然来自探讨“私”的问题意

识。费孝通把“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

族”当作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当谁为了家牺牲更大

的利益时，他看起来是“公”的，其实是因为随着差

序格局的伸缩，把“私”的范围推到了家这个层面，

于是家内都算自己的，家以外就算外人。这就是他

所谓的“自我主义”。

但费孝通在“差序格局”中所举的例子大多是

家这个层面的。这些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人为什

么会为了家庭的利益而牺牲更大的公共利益，当

然，如他所言，这个“家”是有非常强的伸缩性的，

可以是很小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是很庞大的家族

（家的伸缩性，也可以从五服制度得到解释。小，可

以只算期服至亲，也就是核心家庭；大，可以延伸

到五服图中包含的所有人，也就是家族）。但除了

提到杨朱那极端的一毛不拔之外，他没有举出一

个例证说明，一个人会为了自己而牺牲父母、子

女、兄弟。但如果无法证明这一点，就不能把这种

差序格局说成是一种“自我主义”，因为，“为家牺

牲族”并不是由“为自己牺牲家”推出来的。

由于“私”的问题意识，费孝通对差序格局中

各个序列之间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了，就好像其

间的纽带完全是利益关系。当然，他并没有明确这

样说。在笔者看来，这才是“差序格局”概念中最模

糊的地方：他没有明确界定维系差序格局的究竟

是什么。但他在对比杨朱和孔子时谈到：“杨朱和

孔子的不同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

缩性。”輦輴訛我们知道，杨朱的自我主义是一种明显

的利己主义，即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他人而牺牲自

己的利益。那他在此似乎就是认为，孔子同样是利

己主义的，只不过孔子的自我有很强的伸缩性，可

以把整个国家都当成自我。

虽然他并不非常明确和一贯，但费孝通基本

上是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差序格局的。虽然

他正确地指出了自我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但这种

观察视角把每个自我首先当作了一个利益主体，

却明显受到西方利己主义人性论的影响，带着霍

布斯的影子。因为这样的人性论假设，他把孔子所

说的“本立而道生”、“克己复礼”、“君子求诸己，小

人求诸人”等关于修身的说法都从自我利益的角

度来理解，甚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拱之”也被当成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政治观。

我们暂且不必深究费先生对这些命题的理解

偏差，还是回到差序格局和丧服制度的对照。差序

格局中的这种利己主义，在五服图中是无论如何

看不出来的。五服图中层层外推的逻辑是己身对

不同人的礼仪等级和尊重程度，即使把这些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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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当成虚伪的繁文缛节，也无法得出为自己牺牲

家人的推论。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利益关系是

“准五服定罪”制度。在亲人犯罪的时候，己身不但

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亲人，反而有义务包庇

亲人，对亲人的揭发反而是有罪的。从孔子开始，

这就是丧服伦理的基本要求；自魏晋以降，这更成

为了中国法律的重要内容。从容隐制度也可以解

释“为家牺牲国”的现象，却不必推出“为己牺牲

家”的结论。但费孝通的利己主义，却难以解释容

隐制度。

在差序格局里，作为中心的自我似乎是和其

他各圈相同的一个圈。人们既然可以为了家庭的

利益牺牲党，就也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为了自己

的利益而牺牲家庭。但五服图中并不是这样的。己

身在五服图的正中央，但它并不是和周围各层关

系相同的一层关系，而是每层关系都要与己身发

生关系，才有相应的服制，己身和周围的 4 个圈共

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己身和家族中的各个成

员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不是同一意义上的不同

差序。正是因为这种相互依赖，才会有容隐制度。

正是从这个层面出发，才能理解所谓“克己复礼”、

“君子求诸己”、“本立而道生”之类，并不是摒除所

有的其他关系之后的自恋，而恰恰是通过洒扫应

对、格物致知来修养自我；一个健康强大的自我，

也是可以恰当承担所有这些关系的自我。

差序格局中层层相推的关系，最强的解释力

是从核心家庭到五服图尽这几层，地缘关系中的

亲疏远近也能得到部分的解释。由于家内的关系

从期服至亲到缌麻之间，确实如他所说，是有着相

当大弹性的家庭概念，于是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

局，而地缘关系，常常是模拟血缘的准亲缘关系，

因此也会有类似的差序格局。但向内，它无法解释

己身与家庭的关系；向外，也无法解释家国天下的

关系。

自我与家庭之间，并不是利益的向外推衍，而

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关系，因此不能把五

服图理解成利益的层层外推。同样，到五服尽时，

“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礼记·丧服小记》），到了

家族之外，则要依赖与家内不同的逻辑：“门内之

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

在中国文化中，家并不像费孝通理解的那样，是从

自我到陌生人逐渐过渡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

已，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场所。围绕家庭，中

国文化有一套非常丰富和立体的伦理规定，最集

中地体现在丧服制度上。与家族内的丧服制度相

配合，又衍生出一套细致的自我修养技术和一套

关于家国天下的政治智慧。这些都与家内的五服

制度相配合，但并不是家庭伦理的简单内推或外

推。家庭，并不是大小各种社会单位当中的一个，

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存在处境。人格的完善和生活

的幸福都要在家庭中实现，治国平天下更要立足

于家庭伦理。

四、小结

进入现代以来，不仅中国社会和文化经历着

迅速的转型，而且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术话语也

都在经历着剧烈的转变。面对复杂的中国文化，我

们必须学会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概念

去重新解释它。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建立过程中，

“差序格局”曾经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

结构和文化心态。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概念，不仅能让我们用现

代的眼光审视传统，而且能帮助我们更切身地看

待传统本身，而不是陷入概念的自我解释。很多学

者对“差序格局”的深入研究和剖析使我们越来越

清楚地看到它与五服图之间的关系，并发现这个

概念的解释力来自于它很好地传达了丧服制度中

的“亲亲”原则。将差序格局和五服图放在一起研

究，我们就慢慢发现了超越差序格局的必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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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因为五服制度中还有其他相关的原则。正

是这些原则，使中国文化除了家庭这至关重要的

一维外，还有国家和天下的关怀，以及对深度自我

的思考。

另一方面，通过与差序格局的对照，我们也可

以深化对丧服制度的研究。此前的丧服制度研究，

主要集中于礼制史和法制史领域，虽然也产生了

不少成果，但未能展现出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对现

代丧礼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做过，但这些研究大

多集中于符号体系的解读，很少深入研究丧服制

度 和 与 之 相 关 的 亲 属 制 度。虽 然 华 琛（James

Watson）准确地指出，丧礼的统一性是中国文化统

一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輦輵訛，但丧礼研究若是不能

抓住丧服制度这个核心，就无法获得更实质的理

论进展。

由于丧服制度与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

系，它不应该仅仅被当成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

符号体系，而且还应该帮助我们突破差序格局的

视野，进入更深层的理论探问，使我们能以更地道

的社会科学语言，更透彻地讲出中国文化的生活

方式和现代理想。费孝通先生为我们开了一个好

头，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差序格局”上，而应该

进一步走下去。

* 本文为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丧祭与文

明中心项目成果，感谢贵阳海天园和昆明长松园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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