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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的政治与政治的教化
� � � 传统中原政治文化传播模式探析

王保国

� � [摘 � 要 ] 至少在北宋以前的历史上,中华文化史是以中原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为依托而展开的。中原文化从某种程度

上说是以儒家文化为基本框架,融道、儒、法、释为一体的政治文化。主张 �教化为先, 刑罚为辅�的理念, 因此, 其政治教化

过程, 又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由于主要借助于政治的手段来完成传播过程,中原政治文化的传

播表现为 �一元主导�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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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学产生于齐鲁,但由于一直存在着与政治的

距离和对政治的批评态度, 齐鲁儒学实际上是学术

儒学。随着封建政治的确立和稳固,儒学加速了自

身的改造和与封建政治合作的进程,终于在西汉中

期被中原封建王朝接纳,并长期成为中原王朝基本

的政治依据。从齐鲁到中原,儒学实现了从学术儒

学到政治儒学的转变,而在儒学支配下的封建政治

实际上变成儒化了的政治。由于政治儒学倡导 �教

化 �治国,其政治运作的最大特征就是 �教化为先,

刑罚为辅�, 这使得中原王朝的政治实际上成为教
化的政治。

政治儒学的这种特征源自孔孟对于政治的认

识和诠释。孔子把治国的过程看成是统治者个人

道德的感化过程, 一个 �由己及人 �的道德放大过
程,他把统治者的个人品德看成为政的关键, 认为

�其 身 正, 不 令 而 行; 其 身 不 正, 虽 令 不

行 � [ 1] ( �子路 � )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 孔子就明确回

答: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 � [ 1] ( �颜渊 � )
他

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 �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风必偃。� [ 1] ( �颜渊 � )
在他看来, �上好礼,

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则

民莫敢不用情� [ 1] ( �子路 � )
。孟子的 �仁政 �思想继承

于孔子, �仁政 �实现过程也主要是靠教化, 他主张

对人们教以人伦, 使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 2] ( �滕文公上 � )
, 这样就可以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 而天下平 �[ 2] ( �离娄上 � )
。

荀子在学术儒学与封建政治的整合过程中起

到重要作用, 由他改造的儒学基本上符合了封建统

治者的理论需要, 他实际上是后世封建统治者的幕

后导师
[ 3 ] ( P14)

。他的 �礼制 �思想更加重视 �教化�。

他认为人性恶是社会难治的根本原因, 但是,后天

教化可以改造恶性,因此他十分强调后天的学习的

意义。他把 �劝学 �作为自己著作首篇, 所表达的

正是这样的用意。在其政治实践论中, 荀子甚至把

师教同国家兴旺联系在一起, 他说: �国将兴, 必贵

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

而轻傅, 贱师而轻傅, 则人有快, 人有快则法度

坏。� [ 4] ( �大略 � )
又说: �人无师无法而知, 则必为

盗。� [ 4] ( �修身 � )
荀子的思想被汉初贾谊所继承,贾谊

在儒学法典化的历程中承上启下作用重大。他认

为民愚昧不觉,有待于教化而后可治。他说: �夫民

者,诸侯之本也; 教者, 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

有道,然后教也;有教, 然后政治也; 政治,然后民劝

之;民劝之, 然后国丰富也。�[ 5] ( �大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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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仲舒是学术儒学走向政治儒学的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推手。董仲舒对人性作了深入的研究, 他

否定了孟子的 �性善论 �,提出了 �性三品�说和 �性
待教而善 �的重要观点。他说: �性待渐于教训而

后能为善。善, 教训之所然也。� [ 6] (卷 10�深察名号 � )
在

�性待教而善 �思想的基础上, 董仲舒进一步提出

建立教化堤防的问题。在其 �举贤良对策 �中, 他

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未能实现大治, 在于 �教化不
立,而万民不正也 �, 解决这一矛盾就在于重视教

化: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堤防

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 其堤防

完也; 教化废,而奸邪并出, 刑罚不能胜者, 其堤防

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 莫不

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 设庠序以化于

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 节民以礼, 故其刑罚甚轻

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 7] (卷 56�董仲舒传 � )
他

主张 �任德教而不任刑 � [ 7] (卷 56�董仲舒传 � )
、�务德而不

务刑� [ 6 ] (卷 11�阳尊阴卑 � )
。他认为,若能建起教化堤防,

使 �教化大行 �,则 �天下和洽, 万民皆安仁乐义, 各

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
[ 7] (卷 56�董仲舒传 � )

。

�王 �在建立教化中作用重大。董仲舒认为

�王�是教化的主体。只要发挥 �王�在教化中的作
用,老百姓就可以由不善转化为善: �天生民性有善

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 此天意也。

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 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 王承

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6] (卷 10�深察名号 � )
又说:

�性者, 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 则

王 教 不 能 化; 无 其 王 教, 则 质 朴 不 能

善。� [ 6] (卷 10�深察名号 � )
董仲舒把 �三纲五常 �作为道德

教化的基本内容, 他特别重视灌输儒家的 �三纲五

常 �说。他的关于 �三纲 �思想的论述, 将儒家伦理

同封建秩序的构建结合起来,受到了中原统治者的

欢迎, 因此, 历代统治阶级都以 �三纲�作为规范社

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教化的基本内容。

从孔子到董仲舒儒学完成了从学术之儒到政

治之儒的漫长转变过程, 尽管其间儒学没有被应

用,但其以教化为根本的政治实践论一直没有变。

而在其成为独尊的政治理论之后, 这种实践论一直

支配着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运作, 其影响甚至持续

到清代。

二

传统中原王朝的政治教化过程讲究的是由外

而内的浸淫功夫。�北史 �苏绰传�中对 �教化 �有

一段形象生动的描述: �夫化者, 贵能扇之以淳风,

浸之以太和, 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 使百姓日迁

于善,邪伪之心, 嗜欲之性,潜以消化, 而不知其所

以然,此之为化也。然后教之以孝悌,使人慈爱;教

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 使人敬让��此

之谓教也。�可见, �教 �需明示, �化 �需熏陶; �教 �

是外部灌输, �化�为潜移默化。具体来说, �教 �主
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完成, �化 �主要通过营造道德

环境,辅以正确的道德评价为手段来实现。儒家思

想坚持将道德教育与道德评价、道德实践、道德监督

结合起来,共同构成儒家道德教化有效的实施系统。

家庭和学校是儒家教化的重要场所,家庭教育

被儒家视为道德教化的重要环节。家庭不仅联系

着每一个体的发展,而且作为社会的细胞关系到国

家的兴亡。传统中国社会家国不分的情况直接导

致家庭伦理道德及规范成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与

规范的基点。儒家学派注意到观念具有先入为主

的特点,极力主张家庭教育宜早, 特别要注重对儿

童的道德启蒙,要由家庭日常伦理教育开始对每一

家庭成员进行为人处世的教育, 从最基本最实用处

着眼,使家庭成员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形成基本

的道德认识, 并通过经常地反复地施行教育强化教

育效果。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亲情关系具有

特殊的教育功能, 因此家庭教育主要采取寓教于

爱、寓爱于教、爱教结合的方式以及长者以身作则

的模范教育, 利用亲情的强大的自然的感染力和约

束力对受教者进行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实

现教育目的。

学校从汉代开始已成为集中进行儒家道德教

育的专门机构。而且学校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

系到个人前途与统治阶级人才的选拔。学校教育

在总的原则上强调理论灌输与自我修养相结合,但

更重视自我修养。在儒家看来, 只有通过道德主体

自我修养,把外在的道德原则内化为主体的道德信

念和道德情感, 由他律转变为自律, 才能最终完成

理想道德人格的建立。

凡一种文化的教化理念,必落实于某种特定的

生活习俗、仪式、礼仪系统方能见其功效。经典的

传习,所重在教养教化,而教养教化,更与生活的方

式密不可分。儒学与生活的密切关联, 即表现于它

对作为社会生活式样的 �礼仪 �或 �礼乐 �的关切。

儒家特别强调礼乐的教化意义, �礼记 �经解�云:

�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

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礼记�乐记 �载: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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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乐的教化方式就

是深入人们情感世界与日常生活, 化民于无声无息

之中。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学教化于社会生

活的方式是很巧妙的。教化之行, 必须切合和影响

于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之式样,儒学正是这样。儒

学讲求 �润物无声�的浸淫功夫, 这也是中原王朝

政治教化成效显著的原因。大约只有在中国, 遥及

四方边陲,语言仍可直接沟通, 儒家礼俗依然流行,

这正是政治儒学特有的教化方式所致。

政治教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政治的传播过程, 中

原王朝在政治教化过程中,传播载体 � � � 儒家经典

及其礼仪规范, 携带着王朝的政治意愿, 到达每一

个传播受体。不过, 这种传播过程, 隐蔽在儒家经

典的教育过程中,不易察觉罢了。但作为王朝的统

治者十分明白, 传播这些经典, 其实就是在传播自

己的政治意志,所以, 历代统治者乐此不疲。

三

政治的教化过程使中原政治的实践实际上属于

一种文化传播行为。由于教化由政府主导,因此,这

种传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一元主导�的模式。
孙旭培先生主编的 �华夏传播论 �认为: �中国

古代政教合一,宗教被纳入到服务于王权的政治结

构中, 而重农抑商, 又使商人阶层从未发展到成为

独立的政治势力,于是国家权力乃 �定于一尊 � , 家

国同构的一元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传播体制的一

元化格局。� [ 8] ( P34)

传说帝尧时代, 已经出现百官的设置, 设立群

臣百官用意,是把百官当成自己的耳目统治四方。

�尚书�引尧帝之语曰: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

右有民, 汝翼。予欲宣力四方, 汝为。� [ 9] ( �尧典 � )
这

里,尧把大臣作为自己力量的延伸, 通过间接控制

来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夏朝建立之前, 大禹首创行

政区划,按距国都的远近每五百里划分为一统治区

域,主要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种行政

区域, 并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 规定了不同区域所

要服的差役、缴纳的贡税以及履行的义务, 通过分

封制确立起统治网络。商朝的国家机构非常庞大,

在中央初步建立起以家宰、卿士、多尹、小臣为主的

一整套官僚体系。西周时期实行君主集权制, 在中

央设立了三公、三孤、六卿制这个庞杂的官僚体系

组成中央政府。吏治、政教、祭祀、军事、司法、民政

等各有所属。三代时期,中原王朝已经形成在国家

权力主导下的文化传播。春秋战国时期领土观念

进一步强化,出现郡县制,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进一

步加强,建立了严密、健全的统治网络。健全、严密

的行政网络的建立,目的是为了加强统治,客观上

也为信息、文化传播畅通了渠道并奠定了行政基

础。秦汉以后, 中原王朝建立了 �大一统 �的政治

体制,以 �天子 �为代表的皇权进一步加强, 国家机

器进一步完善, 统治网络更加严密, 文化传播实际

上逐渐变成帝王意志的传达,其政治化的传播模式

也逐渐定型下来。

政治传播主要通过两条主线:一是通过集权制

的行政系统进行传播, 二是在行政体系衍生出来的

官学传播。中原文化的传播靠的正是强大的行政

网络,由庙堂传播到乡里。 �管子 �对法令的传播
过程进行了概述, 从中不难看出官方传播的特点:

�正月之朔, 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

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

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 入籍

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

致于乡属, 及于游宗, 皆受宪。� [ 10] ( �立政 � )
君王发出

信息后, 然后通过 �百吏 � � � 太史 � � � 师、大夫 � � �
乡官 � � � 游宗�等多层传播主体和中介, 使法令短

时间内就从朝廷传播到乡里。如韩非子所言: �令

朝至暮变, 暮至朝变, 十日而海内毕矣。� [ 11] ( �难一 � )

为了贯彻法令的执行, 还严格规定了法令当天宣布

和执行的制度,如 �留令 �或不执行就会治以死罪,

如传达不准确也被处死。 �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

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 就舍谓之留

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

曰专制, 不足曰亏令, 罪死不赦。� [ 10] ( �立政 � )
由此可

见,在权力主导下的官方传播更加高效、准确。

传统社会是人治的社会,君王仅凭自己的意志

来颁布法令,治理国家或教化百姓, 统治者的好恶

决定文化传播的方向。 �庄子 �借肩吾之口说出君

主如何让法律体现自己的意志: �君人者以己出经
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 � [ 12] ( �应帝王 � )

之所以说

法律代表君王个人的意志, 是因为在统治集团中形

成了以君王绝对权力为核心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

保证了君王意志的传播。

由于君王的绝对权威, 上行下效成了传统社会

的普遍现象。君王的偏好常常会产生一定的带动

和示范效应, 引发社会文化的变化。统治者个人的

兴趣、爱好有时会直接影响传播, 造成生活方式的

转变。 �庄子 �应帝王�曰: �昔赵文王喜剑, 剑士

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 死伤者岁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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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好之不厌。� [ 12] ( �说剑 � ) �韩非子 �则列举了君王喜

好所带来的弊端: �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

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齐桓公妒外而好内, 故竖刁

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 燕子

哙好贤, 故子之明不受国。�[ 11] ( �二柄 � )
由此可见, 君

王喜好对文化传播的示范作用之大。

权力影响下的官方文化传播主要具有以下特

点:其一,权威性强。由于属于政府发布的信息, 具

有很强的权威性,老百姓迫于重压而接受;其二, 由

于文化传播是依赖于行政体系这个网络的,因此传

播渠道相对单一、组织性强、传播效率高;其三, 在

权力主导下的传播, 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模

式,这就致使传播的模式趋于僵化。

在中原文化传播史中, 存在着一个有中国特色

的传播规律,即文化只有符合其政治需要并在国家

权力支持下才会发展成为主流文化,因此也被称为

�正统文化�。儒家学说命运的变迁就说明了这一

问题。孔子创立学说时处处碰壁, 是因为其学说不

适合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需要, 相反兵家和法家却

由于能富国强兵而备受推崇。但到了汉代被统治

阶级认识到其政治价值后, 儒家著述被列为经典,

奉为正统,世代不迁。在传统社会里, 文化的民间

传播发挥着 �在下美俗 �的作用。文化的民间传播

大多属于人际传播范畴。传统社会,由于交通工具

和通讯方式的落后,人们的社会流动性不大。大多

数传播活动是通过人际关系来实现的。传统社会

的人际关系主要有家庭关系、乡里关系、师生关系、

同僚或同仁关系、临时结成的人际关系等等。由于

文化的民间传播传播的往往也是正统文化,因此它

是官方传播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

[ 1]论语 [ M ].诸子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2]孟子 [ M ].诸子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3]王保国. 评荀子的君本论及其君民 �舟水�关系说 [ J].

史学月刊, 2004, ( 11).

[ 4]荀子 [ M ].诸子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5]新书 [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 6]春秋繁露 [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 7]汉书 [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8]孙旭培. 华夏传播论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9]尚书 [ M ].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0]管子 [M ]. 诸子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11]韩非子 [M ]. 诸子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12]庄子 [M ]. 诸子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责任编辑:青 � 山 ]

(上接第 9页 )范畴的解释; 身体思维与身心关系、

具体思维形式与特定存在状态之间的关系;身体思

维在形成范畴、提炼概念、作出分类、运用语言、把

握关系、进行推理过程中的作用方式; 身体思维在

应对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及心灵秩序不同领域难题

中应当发展出的不同的具体思维样态等问题的研

究。我们相信, 对于身体思维的探索是极具价值

的,作为以反思性为思维方式的哲学, 要对 �思 �本
身做出进一步的追问, 要激发思维的创造性,就应

当从先验意识返回到身体知觉,从理念世界返回到

生活世界,从孤立的大脑返回到包括大脑器官在内

的整体性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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