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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讲平等以后, 等级观念长期以来受到反复批判。从儒家对等级的论述来看,等级制有合理性的一面, 在以往

的社会历史中,平等都是相对的, 从未存在过绝对的平等。平等不是平均主义 ,不是没有差别。财富不平均, 有合理

的,也有不合理的。平均主义更不合理, 差异才可能公平。平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人类的最高理想, 现代社会的

使命在于努力减少与减轻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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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传入平等口号以后,中国就开始批评儒家的等级观

念。等级观念成为十恶不赦的邪念, 人人得以共讨之。讨伐

一百年后,我们再看看平等源头的社会中, 仍然存在着诸多

等级现象。只是划分等级的标准改变了。儒家的等级观都

有一些什么内容? 在当时有没有合理性? 对于当今社会还

有没有借鉴意义? 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探讨一下西方

所谓平等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讲平等, 平等与等级又是一

种什么关系? 平等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

一、社会等级是客观的需要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 从奴隶制以后, 经

过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级从未消失过。等级区分在

各民族各地区各时代都不一样, 分别的标准不同, 名称有差

别,级差大小也不一致。差别是一样存在的。就中国而言,

不同时期的等级是不相同的。在尧舜禹时代, 尧舜禹是天

子,其他则是臣民,因为记载资料缺少, 难知详情。夏商周三

代,商有甲骨文, 周有金文, 再加上5尚书6的一些内容, 可以

互相参考。周代的制度, 人分十等: 王、公、大夫、士、皂、舆、

隶、僚、仆、台。王最高, 即天子;其次是公,诸侯如齐桓公; 第

三是大夫,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的各种官员; 第四等是士,这是

特殊的阶级,相当于自由民, 多数人是有文化的, 有的还有特

殊本事, 能够出谋划策, 带兵打仗, 奔走于各诸侯之间, 起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分十等, 爵位则分五等: 公、侯、伯、子、

男。爵位是天子封的, 因此天子不在爵位内。最高的则是

公。以下是侯等。他们的区别首先是地方的大小: 公、侯七

十里,伯五十里,子、男三十里。在其他方面按礼的规定都有

等级区别,天子用八佾舞, 诸侯王(公)用六佾舞。公如果用

八佾舞,就是僭越,违背礼的制度。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 官

阶也有许多不同。一般有卿、大夫。六卿有天官冢宰、地官

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大夫则有

上大夫和下大夫的分别。汉代又有中大夫。汉代有三公九

卿的官职,隋唐以后则有五府六部体制。有的则按品级有一

品大员,也有七品芝麻官。官级是一种等级,一般人群的等

级则另有一套。秦朝建立郡县制以后, 中央朝廷有相国 (宰

相、丞相)、公卿等官职, 地方行政长官则有郡太守、县令(长)

以及基层的三老等。

社会等级从来就有,但是, 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地位不是

固定的。商汤的后代成为商朝的统治者, 而到了殷纣王就因

为失去民心,周武王革命推翻了他的统治, /虽王公士大夫之

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 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 积文

学,正身行, 能属于礼义, 则归之卿相士大夫。0( 5荀子 # 王

制6)荀子吸收了墨家的/尚贤0思想。墨子说: /不辩贫富贵

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 不肖者抑而废之。0( 5墨子 # 尚

贤中6)贤不肖作为唯一的选拔标准, 贤者提拔,不肖者废除。

这样一来,庶人与贵族之间的社会地位就不是固定的, 而是

变化的、流动的。特别是隋唐时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通过

17

* 作者简介:周桂钿,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考试,选拔官吏, 改变了世卿世禄的传统, 上下层之间交流现

象更加明显, 势族衰落, 下降为平民, 少数平民通过考试中

举,升入士族。势族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不刻苦学习,贪图

享受,多数破落, 所谓/富不过三代0。居于下层的平民子弟,

苦苦挣扎, 一有机会, 就抓住不放, 向上冲刺, 每有中层者进

入上层,下层者进入中层或上层。这种人才交流, 增加了社

会的活力,缓和了阶层之间的矛盾 ,巩固了社会的稳定。过

去批评科举制度, 就没有认识到它的长处。另一长处, 就是

确立了文官制度。官员都是科举出身, 有文化, 受到儒家伦

理的熏陶,又懂得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又有许多从平民出身,

在行政中有一定的好处。比较西方一些贵族统治, 有明显优

越性。但这也没有改变社会的等级现象。在阶级社会中, 等

级是消灭不了的。协调等级之间的关系,缓和矛盾, 维持平

衡,构建和谐, 则是社会的共同追求。如何才能做到和谐?

儒家想了很多办法,可供参考。

二、儒家社会等级观

等级既然是客观存在的, 消灭不了的,那么, 如何正视等

级问题,则是明智的选拔。多次农民起义都提出/等贵贱, 均

贫富0的口号, 实际都是不能实现的。他们夺取政权以后, 就

把这个口号忘掉了。奴才当了主子, 也不会取消奴才称呼。

这不是个人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即使个别人改了, 也无法改

变社会需要的现实。适当的做法,就是如何认识和对待等级

差别。

儒家认识与对待等级差别有以下一些观点:

首先,儒家认为等级差别是社会所必须。如荀子说: /分

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 ,夫两贵之不能相

事,两贱之不能相使, 是天数也。执位齐, 而欲恶同, 物不能

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礼义以

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 足以相兼临者, 是养天下之本也。

5书6曰: -维齐非齐。. 此之谓也。0( 5荀子 #王制6)名分一样

就无法普及。势位没有高低就不能统一。大家平等就没法

指挥。两个一样高贵的人,不能互相侍候。两个一样低贱的

人,不能互相使唤。这是客观定数。势位一样, 好恶也一样,

那么物质供应不上,就必然要争, 争起来必然要乱, 乱就会导

致全社会的灾难。先王厌恶这种灾难, 所以制订礼义等级制

度来分别人群,使人群有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分, 能够互相统

管。这是养天下的根本。等级是当时社会所需要, 没有等

级,天下就会大乱, 谁也别想过安定的日子。5尚书6中有/维

齐非齐0的说法, 只有不平等, 才是公平合理的。墨子的/尚

贤0主张, 肯定机会平等,贤者上, 不贤者下 ,最后结果也是不

平等的。孟子说: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0( 5孟子 #滕文公

上6)物的价值可以相差几倍、几十倍, 乃至千万倍。人也不

例外,价值也有若干倍之差。勉强把差别拉平, 必然要乱天

下,因为违背了客观规律。荀子认为人能够组织起来才有力

量。组织起来叫/群0。能/群0在于/分0即名分、等级制度。

/分0要合理,即义。合理的等级才能达到和谐, 和谐才能统

一,统一力量就大,力量强大,才能战胜自然物。人类之所以

最为天下贵,就由于人有合理的等级差别/义0。( 5王制6)

其次,儒家认为等级分配才是合理的。荀子说: /贵为天

子,富有天下0是人的共同欲望。如果随人所欲, 那么/执不

能容,物不能赡0,实际上不容许, 物质也供不上, 也就是说这

是不可能的。先王制订礼义来分配财物, 使/贵贱有等,长幼

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 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 然后使

悫禄多少厚薄之称, 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0( 5荀子 #荣辱6)

贵贱、长幼、知愚、能不能, 都根据他们所做的事以及做得好

坏来进行相应的分配, 这是/群居和一0之道。群居就是团

体。和一就是和谐统一。也就是说分配有差别, 才能和谐共

处。/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 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

而不自以为寡。0(同上)当帝王的不感觉自己财富多, 做下等

杂役如守门、打更、旅馆服务的人员也不感觉自己收入太少。

因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与报酬是相应的。这叫/斩而齐, 枉而

顺,不同而一。0(同上)不齐才是齐的, 不直才是顺的,不同才

是合理的。这里包含深刻的辩证法道理。

第三,儒家认为在贫富之间必须调均。儒家承认等级差

别,否认平均主义。同时, 儒家又反对贫富两极分化。过去

许多人以为平均才是最合理的,结果,干活多少好坏都一样,

干与不干也一样,使许多人都变成懒汉。孔子说: /不患贫而

患不均。0 这个/均0不是平均主义, 是合理均衡的意思。认

为贫富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安定。这就要/调均0, 损有余而

益不足。董仲舒说: /大富则骄,大贫则忧, 忧则为盗, 骄则为

暴,此众人之情也。, ,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 贫者日

犯禁而不可得止, 是世之所以难治也。0( 5春秋繁露 #度制6)

贫富两极分化, 太富与太穷, 都会妨碍社会的安定。社会就

不安定,就不好治理。我们现在的世界也像董仲舒所讲的那

样,弄得很乱, 不好治理。一边富者搞霸权主义, 一边贫者被

迫搞恐怖主义。天下就不太平了, 人民生活也就不安全了。

人的地位不同, 享受物质可以不同,差别不宜太大。能力大

小可以相差几百倍,但是, 收入不应该差太多。政府应该通

过税收等办法向高收入者多征收税款, 用于公共事业和救济

贫民。或者由高收入者以向慈善事业捐款的形式进行调节。

总之,董仲舒提倡的/调均0是很有意义的, 也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重要原则。

第四,儒家反对政府官员与民争利。调均的对立面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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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贫富差别。扩大贫富差别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有厚禄的

官员贪污受贿, 获得不义之财。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 也是

民愤最大的。儒家讲义利之辨, 主张重义轻利。利就是物质

财富,引申为一切利益(包括名誉地位等)。义是合理分配。

孔子说: /见利思义0, /义然后取0。见到利益,首先要想是否

合理,如果合理, 就可以取。孟子说: /非其有而取之, 非义

也。0( 5孟子 #尽心上6)不是你的, 你拿走, 就是不义。贪污

受贿得来的钱财, 就是不义之财。孔子认为义非常重要, 是

政治的重要内容。二是职能部门以权谋私 ,通过权力垄断行

业,谋取不当利益。职能部门出台一些政策, 例如管水的规

定水价,管电的电费提价, 管通讯的通讯资费涨价, 管房地产

的提高房价,什么/电老虎0, /铁老大0,都是这一类问题。管

钱的银行,职工工资普遍高于其他行业。三是通过各种手段

与民争利。董仲舒反对当官的搞副业创收, 反对与民争利。

他提倡以公仪休为榜样。公仪休任鲁国相, 他吃饭的时候,

就问葵菜价钱, 家里人说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 说:

/我们拿了俸禄, 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0

说完就到菜园里, 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 看见夫人

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 就把夫人休了。这是

有名的/拔葵出妻0的故事。有些人把好处都往自己口袋里

捞, /能者多劳0变成了/能者多捞0, 千方百计与民争利,有的

以权谋私,搞行业垄断, 破坏社会公平。有人给公仪休送鱼,

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 /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 给您送鱼

来,为什么不要呢?0公仪休说: /我收了鱼, 以后当不成国相,

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 一直当着

国相,可以用自己俸禄买鱼吃。正因为我爱吃鱼, 所以我不

收别人送的鱼。0当时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懂得珍爱自

己。当今的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的高官,怎么不珍惜自己吗?

奋斗一生,最后身败名裂, 还要在监狱里苦度晚年。

第五,儒家主张用礼义调节, 达到和谐为原则。在物质

分配上,儒家认为必须有差别, 差别要在礼义的范围内。扩

大差别和取消差别都是不对的,过犹不及, 异说同错。礼是

等级制度,它首先是限制诸侯僭越行为。如果没有限制, 诸

侯就会由于讲排场, 一些消费规格超过天子, 例如天子用八

佾舞,诸侯也用, 就是僭越。如果没有这种限制, 天下就会乱

了秩序。他们争相僭越, 就会无限制地增加人民的负担, 导

致物质贫乏与精神混乱。义指合理性, 这主要表现在当政者

对待人民方面, 例如税收多少, 徭役多少, 何时收取, 何时服

役,这些对人民都是很重要的。因此, 儒家一再提出要/薄赋

敛,省徭役, 以宽民力。0收成时收取赋税, 农闲时使用民力,

这都是保证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保证农业生产, 才能保证

粮食供应,才能稳定社会。农业社会,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

为本。当官的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就是义。孔子讲子产 /其

使民也义0( 5论语 # 公冶长6) , 使用民力符合义的原则。有

子说: /礼之用, 和为贵。0( 5论语 #学而6)礼即制度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要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孔子认为夏礼到了殷

代有了改革,殷礼到了周代又有所改革, 以后还会不断地进

行改革,这说明社会在发展,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 礼还要随

着改革,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

第六,独立人格的平等精神。儒家认为社会存在不平等

现象是客观需要,但在精神上却是应该有独立人格的。孔子

说: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0

第七,大同理想。儒家最高理想是实现大同世界。5礼

记 #礼运6载: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举)能, 讲信

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 皆得所养。男有分, 女

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

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

闭。是谓大同。0

所谓大道,就是儒家讲的仁道或王道。天下为公, 这是

很复杂的问题。可以有这样一种解释: 全天下的人都为了社

会公共事业作贡献。出于整体的利益的考虑, 什么都出以公

心,那么就会选择贤人推举有能力的人去做适当的工作。人

与人之间都要讲信用, 大家都要维护和睦的正常的社会秩

序。所以每个人不仅与自己的亲戚亲近, 也不仅疼爱自己的

子女,与社会所有成员都非常亲热。使社会每一个老人都能

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寿终而死。使所有壮年人能够充分发

挥他们的才华,实现他的价值。每个小孩都有良好的学习环

境,得到教育培养, 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废疾者, 这是一

个无依无靠的群体,是社会上最困难最悲惨的一部分人。大

同社会对于这样一批人也要给予赡养, 不使他们受冻挨饿。

男有分,女有归。分指名分, 即职业或职位。归 , 指归宿, 妇

女有婆家,有丈夫,有美满的家庭生活。货指生产品,反对抛

弃于地,就是反对浪费。不必藏于己,说明不是私有制社会。

力指出力的事,就怕不是自身去做, 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

富。这种说法,说明当时的劳动已经成为每个劳动者的第一

需要。大家抢着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既然大家都为社

会创造财富,什么阴谋也不用了, 盗窃乱贼也就全都没有了,

住宅的外面的大门也不用关了。这就是大同社会理想。这

种社会的实现,可能在遥远的未来, 但它在过去的社会中曾

经指引着人们走向开明、进步。它给人类指出了前进的方

向,这就是不断地减少乃至于消灭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其中有生产资料公

有制,生活用品按需分配, 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解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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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儒家的大同理

想很相似。差别在于:儒家没有说明这种理想的大同世界是

怎样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要经过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 使物质财

富极端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 逐渐消灭工业与农

业、城市与乡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等三大差别。从而建

立无阶级、无剥削、无战争的三无世界。这个世界与儒家所

讲的大同世界极其相似。马克思与孔子相隔千年, 相距万

里,提出的最高理想却是极其相似的。正所谓/人同此心, 心

同此理0。

比尔 #盖茨 2007 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

说: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

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 它

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0/人类最大的进步

并不来自于那些科学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

不平等的发现。0最后他说: /我希望, 30 年后你们再回到哈

佛,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 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 更要包

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 以及你们如

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相干的人们。你们与

他们的共同使命, 都是同一个人类。0(引自5中外管理62007

年第10 期 P48- 49)一个世界首富认识到世界的最大问题是

不平等,而且以减少不平等作为自己的平生志愿, 自觉地为

解决这个问题不遗余力地实践着。善待那些与自己远隔千

山万水、毫不相干的人们, 表达的思想与儒家仁爱思想完全

一致。

三、简议平等观

平等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口号, 也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理

念。但是不平等却是普遍现象。数千年人类文明史只有局

部的、小范围内的某种意义上的相对平等, 从来没有大范围

的全面的绝对的平等。不平等的内容与形式,不平等的标准

与内涵,都在变化中。中国在周代的封建制中, 诸侯爵位与

封地是可以继承的, 这叫袭封。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

后,封建制改为郡县制, 郡县的行政长官太守和县令都由皇

帝直接派遣, 他们的子孙都没有继承权。只有皇位是世袭

的。从周朝制度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上平等的因素是非常

罕有的。有一点值得注意,士这一阶层在社会上可以自由发

言,这种发言权是平等的, 因此才有当时的百家争鸣。讲的

有道理,信众可能就会多一些, 讲的道理不充分, 得不到群众

的认可,信徒就少一些。在春秋后期, 儒墨得到广大群众的

认可,成为当时的显学。战国中期, 墨家与法家十分流行, 不

信利他的墨家,就信利己的法家, 天下之言论不归法则归墨。

秦统一天下以后,尊崇法家, /以法为教0, /以吏为师0。对于

百家书,特别是儒家的经典, 就采取禁止措施。这时代, 言论

就没有自由。百家失去了平等的发言权。/焚书坑儒0说明

对儒家的压迫更加厉害。到了汉代, 汉武帝独尊儒术, 儒家

有了最高的发言权, 而其他各家就被不同程度地边缘化了。

这时代,各家的发言权也不是平等的。从汉朝以后, 言论平

等就很罕见了。虽然在混乱的时候, 各种言论可以自由发

表。各朝各代思想家都发表了各种言论, 撰写了各种著作,

各代又都有文人对这些流传下来的著作进行整理, 选择、修

订、重编、再版。一代接一代地不断整理下来, 各种著作自然

也就在不断的淘汰之中。只有能说服历代文人的著作才能

一再重刊, 数千年一直保存下来。能保留一千年以上的著

作,没有合理性, 是不太可能的。

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平等,是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提出

挑战。它反对的正是封建世袭制度。那是一次大的进步。

但是在财富方面的不平等就更加突出了。现在那些民主国

家,对于平民来说, 平等,那就是在数年一次投票选举总统时

表现出来的一人一票是平等, 除此之外, 可以谈得上平等的

也不多。受教育平等权利也非常重要, 有钱人就选择条件好

的学校。虽说这也是平等的,但在财富不平均的情况下也就

不平等了。所谓政治平等, 也是用财富来制约权力, 来确定

政治权力的,来产生言语影响力的。实际上,是用财富的不

平等取代族群的不平等。许多人以为平等就怎么好, 也不要

太迷信了,最讲平等的国家, 深入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平等

的。入侵者的士兵与奴役国的平民能有平等吗? 老板与雇

员能平等吗? 当然,我们应该肯定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

有了巨大的进步,在保护平民方面制订了很多法律, 有钱人

不能随便杀害穷人。贫富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即使到了社

会主义,也一时不能消灭这种差距, 只有到按需分配的时候,

才会在财富上也有平等,那时可能又会出现新的不平等。差

异是绝对的。从人类史来看,不平等逐渐减少, 减轻,这就是

人类的文明进步。在发达国家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出表率, 那

世界甚幸! 从中国历史来看,不平等扩大到一定程度, 就会

逼民造反,导致改朝换代。从人类历史来看,不平等现象是

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的减少, 不平等程度的减轻, 就是人

类的文明进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不平等现象的扩大, 都

是社会的倒退。退到一定阶段, 不平等达到不可容忍的地

步,这个王朝就要灭亡。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 ,共同追求。

责任编辑:戴树源

20

湖南社会科学  2008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