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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5列子6 并不是在宣扬自己的价值观, 而是以寓言故事为根据, 贬斥地主阶级的

腐朽思想。作者对先贤寓言的摘录与自己的创造,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的体味感受上还是在文

本铺叙的意义上都应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作者置疑地主阶级的人生苦短说, 鄙弃荒谬生死

说, 揭露 /今世0 纵欲说等荒谬言说。告诫我们, 腐朽的价值观是剥削阶级的附属物, 要充

分认识剥削阶级道德治理的重大缺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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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近研治中国伦理学说史, 没有不提 5列子6

的, 但学者们几乎皆无异议地认为, 5列子6 鼓吹

纵欲主义价值观: 不必说一般综合或分期的学术史

著作持这样的观点 ¹ , 以专门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

也同样秉持这样的思想 º。这种观点当然不是毫无

根据, 因为从字面理解确有可能使人们产生这样的

印象。然而, 笔者在最近研读这一史苑奇书时发

现, 5列子6 对纵欲主义思想和行为的描述, 并非

作者自己的观点, 也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这种价值观

表示认同, 而有其更为强烈直接的目标价值追求:

对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揭

露, 以便使世人引起警觉。

一、针砭时弊的产物

总观中外伦理学说发展史, 除了基督教义律法

对人的 / 来世0 有所阐释、相信人的原罪要在 / 来

世0 遭到报应外, 绝大多数伦理思想家都把自己的

主要注意力放在对 / 今世0 的研究上。5列子6 的

作者也不例外。我们要了解 5列子6 / 今世0 价值

观之真意, 有必要对该书成书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作

一概略性描述。西晋末年, 门伐世族逐步在封建王

朝内部形成气候, 握有很大的权力, 是地主阶级的

典型代表。他们骄奢淫逸, 过着腐朽縻烂的生活:

一是在统治集团内部, 为了争权夺利, 相互诛杀,

殃及贫民; 二是在生活上一味追求享乐。

贪婪和奢侈是地主阶级的共性, 而且在西晋时

期显得尤为突出。西晋皇帝和门阀世族的豪华生

活, 是建立在残酷掠夺基础上的, 他们除了对农民

加重剥削外, 还采取多种巧立名目的掠夺方式。112

自晋武帝司马炎开始, 君臣便比着奢侈淫荡, 到了

晋惠帝元康年间 (公元 291- 299年) , 在统治集团

内部, 许多官吏以淫荡为荣, 以荒诞为乐, 甚至恬

不知耻地与禽兽为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这并不

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的习俗, 却分明是统治阶级奉行

的扭曲的价值观念。

司马炎代魏灭吴之后, 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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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比如有学者认为, 5列子6 /杨朱0 篇宣扬的是 /任情废理0 的思想。参见余英时: 5士与中国文化6, 上海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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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有学者认为: /杨朱的意思, 一切的变化都可听其自然, 都可调头不顾, 然珍摄自己的身体倒是第一要着。0 参见杨荣国: 5中国
古代思想史6,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第191页。还有学者认为, 5列子6 /杨朱0 篇所表达的思想主题为纵欲, 他追求的是尽一生之欢,

穷当年之乐。这种享受官能的刺激和满足, 才是人生的刺激和幸福。把人降同为衣冠禽兽, 既糟蹋了自己, 也伤害了他人, 还危害社

会国家, 理应受到谴责和批判。参见罗宏曾: 5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史6,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147- 149页。



面, 西晋也曾出现过短暂的稳定时期。但由于司马

氏和其他大族拚命利用政治上的权势扩大势力, 地

主阶级内部的争夺与兼并日益激烈, 最终演绎成了

史无前例的皇族内部大屠杀, 即持续 16年之久的

/ 八王之乱0 , 许多大族权贵在混战中丧生, 大批无

辜贫民也残遭屠杀,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人们的生

存状况急剧恶化, 进而导致了 / 西晋短期崩溃0。122

以上情形使我们对传统观点所坚持的 5列子6

宣扬纵欲主义价值观的说法萌生了诸多疑窦。我们

认为, 该书的作者并不是在宣扬自己的价值观, 而

是在贬斥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 呼吁对普通人的现

实生存状态给予关爱, 至少对平民的生存、对其正

常的生活不应进行残暴的践踏。不可否认的是, 在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 不乏鄙弃封

建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贤良方正, 纵然其思想意

识中夹杂着诸多错误言说, 他们对人类进步有益的

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与其本身的正义感和

日常修养有密切的关系, 不论其家庭和政治背景如

何。从 5列子6、5聊斋6、5窦娥冤6 到 5红楼梦6 ,

作者以各自不同的心路历程和艺术风格揭露了地主

阶级腐朽的价值观, 便是明证。

二、寓言显现的力量

流传至今的 5列子6 共八篇, 据作注的张湛在

序中说, 此书是由他祖父在东晋初年, 从外舅王

宏、王粥等人家里发现的刘向等人所整理的原著。

在保存者南渡的过程中, 该书几经失散, 经张湛拼

合、整理、校勘后成书。132 5列子6 极为注重从地

主阶级统治营垒的视角构筑自己反对其腐朽人生观

的基本框架。必须注意, 5列子6 并不是一部纯粹

的理论铺叙的书籍, 在全书中, 作者讲述了四十多

个寓言故事, 这些寓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

类是从其他古籍上摘抄来的; 第二类是作者的仿古

之作; 第三类是利用寓言故事表达强烈的探索和科

学幻想精神, 显示了作者强烈的创新意识。142

显然, 5列子6 中关于糜烂生活的描述属于上

述前两类。我们认为, 不管是摘抄的, 还是仿古之

作, 作者叙述这些寓言故事的本质要义在于, 在鲜

明的本体论的层面上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价值观的结

构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最终将结论建立在令人信服

的基础上, 使人们对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产生清

醒的认识和警觉。

从表面上看, 5列子6 确实对纵欲主义的人生

观进行了叙述, / 杨朱0 篇中, 作者讲了一个关于

子产兄弟的寓言, 假借这个寓言故事揭露地主阶级

的人生观和伦理观: 子产做了郑国的宰相。经他治

理的这个国家, 日趋繁荣。子产有个哥哥叫公孙

朝, 有个弟弟叫公孙穆, 哥哥好酒, 弟弟好色。哥

哥的屋里积曲成封。人们望门百步, 糟浆之气扑面

而来。他已完全沉醉于烈酒之中了, 在屋里狂饮,

全然不知外面世道之安危, 人理之曲直, 也不知其

他人家室内之有亡, 更不知九族之亲疏和存亡之哀

乐。在他的家门外, 虽有水火兵刃在格斗, 也麻木

不仁。子产的弟弟公孙穆, 过的是另一种腐朽的生

活。在他的后院, 有房数十间, 他选了许多少女住

在里面, 对其百般服侍讨好, 与她们混在一起。为

了这种纵欲生活, 他断绝了和其他人的正常来往。

人们获悉, 他三个月才出一趟门, 仍觉外面事多。

以后, 只要听说哪里有长得漂亮的女孩, 必贿而招

之, 媒而挑之, 获而兴己。

这个寓言涉及到人对名声、享受、纵欲与道德

的关系和态度等价值观问题, 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核心叙事语境展开叙述

的, 尔后得出的纵欲的结论是以篇中寓言故事之内

容为根据的, 而这些寓言故事的主人公又恰是代表

地主阶级利益的权贵或皇亲国戚。表明作者并不是

在宣扬纵欲主义的腐朽的价值观, 而是在揭露封建

地主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另外, 这一观点还有

许多重要的佐证, 比如, 5列子6 作者崇尚科学,

喜欢幻想, 提倡对未来世界进行有益的探索, 希望

创造美好的生活, 这些都表明作者对人生持乐观向

上的态度。笔者还认为, 作者对先贤寓言的摘录与

自己的创造,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的体味感受上还是

在文本的意义上都应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这是作

为一本历久传世之作的应有之义¹。否则, 它也不

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三、多重视角的批判

诚如陈少峰先生所说, 对于 5列子6 中的观

念, / 仍有许多尚未澄清之处 /。152) 如果我们对

5列子6 作深度解读, 就会发现, 作者从未放弃过

揭露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努力。

11 置疑人生苦短说。5列子6 是在描述了以封

建地主阶级为主人公的寓言故事后, 又以此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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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关于 5列子6 , 向来有 / 真书0、/ 伪书0 之争, 徐复观先生新近对这一争论进行了综述, 依据这些实证材料断言:

/ 魏晋时没有人可以伪造出这样一篇大文章0 , 并且认为前人大量的证据 / 正可反证 5列子6 决非出于魏晋人伪造0。
参见徐复观: 5中国人性论史6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55- 263 页。本文作者同意徐先生的观点。



得出如下结论的: 着实在告诉人们, 封建地主阶级

认为, 人的有效生命短暂, 应采取纵欲的生活态

度。在 5列子6 / 杨朱0 篇, 作者讲到, 人的生命

是短暂的, 因为能活百岁的人, 千人中还不到一

个, 即使活到百岁, 他的婴儿和老年的岁月, 几乎

就占去他的整个寿命的一半, 所剩下来的时间, 又

被睡眠占去了一半, 而余下的一半, / 痛疾哀苦,

亡失忧惧0, 又几乎占了一半, 这样人的一生中能

无忧无虑地尽情享乐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162而人

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作者是替代地主阶级门阀

世人回答, 就是享乐。要把所有自己能够支配的时

间用于享乐。这显然是对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辛

辣的嘲讽; 同时暗含着这样的意思, 地主阶级和下

层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 下层人民群众所

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安居乐业。

21 揭露 / 今世0 纵欲说。5列子6 / 杨朱0 篇

讲, / 养生0 就是要 / 任情极性, 穷欢尽娱, 虽近

期促年, 且得尽当生之乐也0。这并不是从普遍意

义上阐述 / 养生0 之道的总原则是尽情放纵欲望,

也不是劝导人们不要对这种行为进行阻拦, 而是在

讲述完地主阶级纵欲狂欢寓言之后, 对其行径所做

的概括和揭露: 得过且过, 纵欲狂欢。这是西晋时

期 / 门阀世族的荒淫无耻的生活的写照0172。

31鄙弃荒谬生死说。5列子6 以向人们讲述寓

言故事的手法, 揭露地主阶级腐朽的生死观和世族

对人类、对他人极不负责的态度。 / 杨朱0 篇讲,

尘世间的 / 久生0 并无多大意义, 应该废除各种限

制而任情纵欲。这是 5列子6 从寓言故事里抽象出

来的思想, 表明地主阶级纵欲任情是建立在对人世

悲观绝望的价值观之上的: / 理无不死0。/ 十年亦

死, 百年亦死。仁圣亦死, 凶愚亦死。生则尧舜,

死则腐骨; 生则桀纣, 死也腐骨; 腐骨一矣, 孰知

其异?0 鲜活地刻划了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的丑

恶面目。/ 且趣当生, 不问死后0。换言之, 生时不

必顾及0 死后数百年中余名, 因为 / 余名0 并不能

/ 润枯骨0。同时, 生前应该吃光用光, 死后, 焚之

亦可, 沉之亦可, 埋之亦可, 露之亦可, 衣薪而弃

诸沟壑亦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41反对 / 实0 / 名0 颠倒说。在 5列子6 / 杨

朱0 篇中, 作者对地主阶级的荒谬的 / 实0、 / 名

/ 0 观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作者解释道, 封建士人

的 / 实0 , 是指个人享乐的实惠。所谓 / 名0 , 时而

指个人的名声、名誉, 时而指判断是非、美恶的伦

理规范。当 /名0 被置于 / 逸乐0 的对立面时, 就

不顾及名了。/ 杨朱0 篇的作者告诉人们, 封建士

人对待 / 名0 和 /实0 的关系, 有别于我国思想史

上通常意义的 / 名0 和 / 实0 关系, 前者强调

/ 名0 能否给个人带来享乐的实惠。/ 杨朱0 篇的作

者还试图告诉人们, 封建士人把 / 名0 分为 / 实

名0 和 / 伪名0 两类, 意在说明, 在那个是非颠倒

的年代, 真心实意按当时名位制度的规定去求

/ 名0 , 结果并不能得到实惠。反之, 以虚伪的、不

表露自己真实目的的手段去求名, 结果连子孙都受

益不尽。所以说,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名是无实

的。同理, 既然只有用虚伪的、不反映实际的名才

能得到好处, 所以作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一个

黑白颠倒的社会: 以伪名来欺骗人, 可以享乐百

年; 追求实名, 非饿死不可。进而揭露了封建士人

/ 丰屋、美服、厚味、姣色0182
四者获取手段的残忍

性。5列子6 试图向人们表明, 封建地主阶级竭力

把恶劣的生活作风说成是合理的, 把违背人类社会

基本道德准则的污秽的东西说成是合乎逻辑的和道

德的。长此以往, 社会的稳定性, 特别是社会对朝

庭的信赖, 将在未来不可预测的变数中, 遭受致命

的打击。

四、当代有益的启示

传统观点解释下的 5列子6 , 如同笼罩着灰暗

而浓重的迷雾, 使人疑窦丛生。或许我们永远无法

彻底洞悉其中历史的真实存在, 但若放弃穿透它的

努力, 便无从理解其包含的丰富的历史真意, 更不

能在古代历史和现代社会中建立起吸收借鉴的畅通

的桥梁。事实上, 5列子6 对今日之中国确立和强

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

价值。

11 腐朽的价值观是剥削阶级的附属物。 5列

子6 / 杨朱0 篇将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定义为,

不顾他人权益、坚持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 是不顾

是非曲直, 不顾廉耻、否定社会公德的腐朽思想。

这种思想,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没有起过

积极的作用, 只能加剧社会动荡, 是反社会、反人

类的。今天, 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征程中, 要从反对地主阶级腐朽价值观的新视角认

识扫除社会丑恶现象的意义。

21 认识剥削阶级道德治理的重大缺陷。从

5列子6 揭露地主阶级的腐朽的价值观可以看出,

剥削阶级忽视道德的社会调节, 导致了社会动荡。

地主阶级奉行腐朽的价值观, 使其反动没落的本质

暴露无遗。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过程来看, 作为封

建道德, 就其本质来说, 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

但它却是以指定适用于全民的形式出现的, 这一方

面有它的虚伪性, 另一方面, 对维护社会稳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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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积极意义。作为封建道德, 它的一个重要职能

便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调节统治阶级个别

成员利益和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关系。当个别成员

为一己之私利而有损于整体利益时, 封建道德就要

通过舆论对其进行谴责、干预。而西晋时期的地主

阶级, 宣扬以个人眼前实利为转移的彻底的利己主

义, 蔑视流芳百世的中华传统美德, 崇拜 / 遗臭万

年0 的腐朽的人生观。所以, 我们今天研究 5列

子6 , 要特别注意其给我们的启示, 努力使个人道

德与社会公德培育一致起来, 这是我们在社会建设

的长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

31 反动腐朽价值观严重危害社会公德。从

5列子6 揭露剥削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可以看出, 这

种价值观对社会公德具有严重的腐蚀作用。人类社

会为了进行生产和生活, 为了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存

在, 必须拥有一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循的社会公

德。这种公德, 在封建社会里, 往往是和封建道德

混在一起, 并经常遭到统治阶级的歪曲和破坏。然

而它毕竟是存在的。5列子6 所揭露的当时地主阶

级的 / 尽骄奢之极, 恣无厌之性0 , 实际上是对人

类社会公德的彻底否定。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建设, 必须从整个社会公德领域清除剥削阶

级的腐朽的价值观。

41 特定的价值观是经济关系的反映。地主阶

级腐朽的价值观是那个时代经济关系的反映, 西晋

时期地主阶级鼓吹的腐朽的价值观, 并不能维护封

建统治, 相反, 由于它连地主阶级自身的整体利益

和长远利益都不顾, 因而只能加速封建统治的瓦

解。腐朽思想虽然无益于封建统治的巩固, 但它却

是特定条件下经济关系的反映; 同时, 5列子6 的

这种揭露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思想的方式还渗透到一

些文学、艺术作品中, 同样对地主阶级反动腐朽思

想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今天, 我们进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方面要反对西方资本主

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抵制 / 酒绿灯红0 的消极影

响, 另一方面, 要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对我们的精神

污染。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在 5列子6 这部书里,

作者前设了两个叙事主体, 当叙述地主阶级腐朽的

价值观时, 作者实际上是在替代封建门阀世人讲

话, 意在揭露其腐朽思想; 当表现对新生事物的接

纳、研究和对未来的憧憬幻想时, 作者表达的是自

己真实的思想。虽然文本主体进行了必要的转换,

但通篇却显得立意高远。由此看来, 5列子6 呈现

给我们的是一种独特的铺叙方式。通过这种方式,

绝妙地表达了地主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及作者积极想

向上的思想。这种批判与创新同时并举的精神, 对

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建设事业仍具有重要的借

鉴作用。同时我们要提醒读者, 在查阅这部传世之

作的时候, 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领会作者对地主阶

级腐朽价值观的揭露而不是消极地、表面化地接受

那些寓言故事里的庸俗细节; 还要学习作者的幻想

和创新精神。这样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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