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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李晓虎
"榆林学院 文学院#陕西 榆林 1'3###$

摘4要%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

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 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 '#余篇文章

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 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 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

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

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关键词%以礼释史(国史要义(礼经(史官(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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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国史要义(的写作乃缘于抗战内迁时期中

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的讲授#柳诒徵分

别论述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

史例&史术&史化等十个专题#经整理将其出版#汇

成'国史要义(一书!

% 柳诒徵在书中提出了)礼

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的观点% 不仅礼

贯穿于全史#而且礼对于史书的主旨&编纂之法&

内容取舍及功用#都具有统摄性%

一4一切学术皆从史出(儒学即史学

关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流变#柳诒徵在其著

作'中国教育史+科学皆世官世学(中有所论及#

他提出了)古代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观点#也

即天下道"学$术本于一% 至于为何官有学而民

无学#柳诒徵指出了两个原因% )一则惟官有书#

而民无书%*)二是官有礼&乐&舞&射诸科之器具#

而民无其器%*由此#)学术专为官有*

"

% 这也是

)官学之制#由古代至春秋初未之变*的原因% 后

来的学术裂变#发生于)百家争鸣*时期#则是由

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引起的%

虽然官有学而民无学容易理解#但一切学术

又为何皆由史出#仍然耐人寻味% 柳诒徵则是从

史官制度来论述这一问题的%

第一#)史#记事者也*% 在'尚书( )左史记

言#右史记事*中可以得到佐证% 由于古代史籍

源于史官的记载#由此就可推论)史官掌全国乃

至累世相传之政书*% 柳诒徵认为这是)吾史专

有之义*% 在此也能做出推测#史官几乎掌握着

全国的文化资源%

第二#诸子思想#皆由史官而来% '汉书+艺

文志(中就记述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

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

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

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

出于稗官*等% 因此#柳诒徵提出了)天下学术皆

从史出*的观点有一定的依据%

第三#儒学即史学% 上面已提到诸子思想也

即天下学术皆从史出#而史学又形成了)为史以

礼*的传统#礼又是儒学的核心#故有诸子思想是

从儒学中分裂而来的结论% 如老子是周朝史官#

所以儒道同源% 墨学亦循'诗('书(#其)非攻&兼

爱*体现的民本&利民的思想#与儒家在根本上是

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墨家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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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乐#因为这样会害民时&伤民力&耗损财物%

所以#墨学本于儒学#墨学为儒学的一个分支#是

有依据的% 法家也明显带有从儒家分裂出来的痕

迹#如管仲虽被认为是法家思想的鼻祖人物#但孔

子对管仲亦非常推崇#可以从)管仲相桓公#霸诸

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

左衽矣*看得出来% 而且#管仲)礼义廉耻#人之

四维%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思想#是儒家所全

面接受和认可的% 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和

李斯#均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弟子% 柳诒徵对

商鞅才略有微辞#认为法家初不如此% 从更深层

面来说#)法*其实就是对)礼制*的细分及强制维

护而已#法不可能离开礼而存在%

从以上事实来看#柳诒徵)一切学术皆从史

出*及)儒学及史学*的观点#在学术溯源上能够

站得住脚%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一代人有一代

人之学术*% 从)百家争鸣*到汉武帝&董仲舒)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再至)魏晋玄学* )宋代禅

学*#其实都夹杂着不限于)儒道佛*等不同流派

的思想#不同流派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融合

与裂变%

二4礼由史掌

有文字以来#由于施政教民之用#)盖古有

史#记载长老言行*)殆有史记载善言善行可为

世范者*#进而发展为)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

而有国史*% 由此就要讨论清楚史官记史的原

则&方法与礼的关系#以及史官能够掌礼的原因%

!一"史职与礼%史官的职分以&礼'划分

在'国史要义+史原(中#柳诒徵谈到#)史之

初兴#由文字以记载*% 记事之职#即为史官% 周

代是史官制度的确立时期#'周礼+春官宗伯三(

中#将)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称为五史#

五史的职责#又划分为)执礼&掌法&授时&典藏&

策命&正名&书事&考察*八类#柳诒徵称)归纳于

一则曰礼*% )最古之礼#专重祭祀#至周则益崇

人事*% 这从)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就可以看

得出来#而礼的范围#所旨极为宽泛#除对天神&地

祗&人鬼祭祀的仪式之礼外#法制刑章也被囊括在

内% 有学者称#)最终发展成了还包括政治&经

济&军事等制度的礼*

!

% 这就为史官的职分是以

礼划分找到了源头和依据%

!二"史权与礼%史权高于君权(史官的权力

来自于执&礼'

史官的权力即为史权% 但)史权*不同于一

般意义上的)史之权威*#而在于史官能)秉笔直

书*% 柳诒徵揭示出了支撑史家秉笔直书的儒家

政治学说% 他首先针对刘知几等人从史官个人品

质的角度表彰史书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他们是

)止知重个人之气节#不知究古史之职权也*% 通

过追溯周代五史职掌#柳诒徵指出)吾国史权之

尊*就像)他国司法独立之制度*% 史官不仅掌官

书典策#史之权威对臣民也能发挥类似宪法的效

力#甚至能限制君权% 如君王虽居高位#但君权仍

要受到代表)大公*的天道的制约#即)天子失度#

史可据法以相绳*#这是)史权之高于一切*

"的关

键#因而史权在终极意义上高于君权% 这种史权

的实现#一是史官以所掌握的礼法为道德判断和

秉笔标准#君王所行之事一般要自觉符合礼的规

定/二是史官依据事实记载君王的是非功过得失#

留作后世议论#君王为避免留下恶名而使其行为

自觉符合礼的规范%

!三"史联%史官参政及史官掌握全国之政书

)史联*是)纪&传&表&志*体编纂正史的方

法% 柳诒徵认为纪传体彰显着中国史学传统体裁

的独创性#而纪传体编纂的精心妙用就在于)史

联*#)不联无以为组织*% 这表现在史书的记载

)若干时间#若干地域#若干人物#皆有连带关

系*

#

%

如汉武帝作为一时代之中心人物#事迹很多#

不能完全付诸记载#所以在史书的 )纪* )传*

)表*)志*中骈列#是适宜的% 这是由于)每一事

有纵贯横通之联络*#)每一人各有个性&共性之

表见*% 所以在史书记载中#错综离合的事实#散

见在文章中的多处#)有整齐杂语#或略或重复

者*% 又如孔子事迹#既见于'史记(的'周本纪(

'秦本纪( '吴太伯世家( '齐太公世家( '燕召公

世家('管蔡公世家( '陈杞世家( '卫康叔世家(

'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等本

纪&世家#又见于)年表*% 从体例上来看#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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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特书不一书*的不同% 对于同一性质#有数

十数百处记载的地方#则有)表以列之#志以祥

之*的方式#通过)表*来补纪传记述详细而缺乏

完备的弊病% 这样可谓相得益彰#而能见记载之

事件的全体%

柳诒徵赞誉道!)纪传表志之体之善#在于人

事时空在在可以表著其联络%*推之)史之有联*

的根本则在于)官之有联*#根据史官掌官书以及

史官可以参政的实际情况#所以史官在记载历史

时#史书才出现了)详略繁简*的情况% 对于这种

关联#就符合举世公认的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性的

这一论断#而此种政治经验自然与儒家之礼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4史官秉笔的准则%以礼驭史

虽然前文已交代史官皆礼官#史出于礼#因而

史书中也必然会渗透礼% 礼在史书中的体现还表

现在史官在史书编纂中遵从礼&阐发礼&维护礼#

这三者分别对应着柳诒徵'国史要义(的三个篇

章!史例&史义和史统%

!一"史例%史书的编纂遵从&礼'

史体是指史书的外部形式或内部结构#主要

有纪&传&表&志几类% 史例则是笔法运用&文辞修

饰&行文风格等史书的编纂规范% 如史书内容的

)去取&差等&联散&序第*的原则#就本于礼#它们

皆可以看作是史例的体现% 以'春秋(编年体来

说#有)未有无故而书*和)凡褒贬无关于天下之

大故不书*的特点% 其)书&不书&故书*即可见

)去取&差等*的史例所在% 以'史记(纪传体来

说#有)非天下所存亡不著*的特点% 而同一人

物&事件会在多处出现#但详略不一#又可见)联

散&序第*的史例所在%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史例#称有三十六例%

朱熹的'通鉴纲目凡例(#将史例归为十九类#)曰

统系&曰岁年&曰名号&曰即位44曰灾祥*#徐乾

学的'修史条议(#也指出包含)分合&繁省&补遗&

互见*等史例%

如在记述方面#惯用春秋笔法#善恶必书% 对

于前史记述不当之处#后史必从而正之% 纵使当

朝人撰本朝之事有主观偏向的嫌疑#后史也会加

以纠偏% 在褒讥贬抑方面)必本于君臣&父子&夫

妇&兄弟之礼#以定是非*% 在用词方面#同是祭

祀#用词有)祠&筤&尝&*的不同/同是田猎#用

词有)苗&搜&狩&*的差异/同是死#用词有)崩&

甍&卒&不禄*的区别% 这种细致的凡号名目的不

同#实质都与)礼*有关% 在名号方面#如'史记(

关于)本纪*)世家*的划分#)列传*中)外戚*)宦

官*)佞妄*)酷吏*)奸臣*等的定名#以及)名臣*

)卓行*)孝友* )忠义*的裁度#其评判标准皆由

礼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史官所书早有礼经

以为载笔之标准*

!的结论%

柳诒徵认为#史例为我国所独创#)他国史家

莫之能先*

"

% 对于这一说法#有些学者并不认

同#)史例亦可见西方史书*

#

% 关于史例的发展#

柳诒徵提出)始于'易(之爻辞*#至'周官(#有了

)官书之体例*#再至孔子#形成了)一经之通体*%

清代的王运提出 )'春秋(者#礼也/礼者#例

也*#柳诒徵评价其)片言居要*#他们都从源头上

认为史例出自)礼*#)去取&差等&联散&序第*的

背后的依据就是)准情度理#褒贬予夺*#它们都

是礼的集中体现% 这也是为何柳诒徵认为)史例

权舆礼经*的由来%

!二"史义%史书重在阐发&礼'的内涵

史书的主旨也即史义% 史义是中国史学所探

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史学三要素)事&文&义*

之一% 在柳诒徵看来#)义*是用来判断史事的标

准% 孔子所说的 )正名*#即是以义为衡量尺

度的%

)史所重者在义*#而)义*既包括家族之伦

理#如父子&兄弟&夫妇之义/又包括国家伦理#如

君臣之义&公与私等% 同时#)史义*有正有变#公

与私&义与不义并非截然无关的#公之中有私#私

之中有公/义之中有不义#不义之中有义#是)未

易画分*的% )史义*所追求的是)生民之本*和

)德义之府*%

柳诒徵对)天子*的界定颇有见地#认为群私

之总和谓为天子#而天子是能)以天下为一家#中

国为一人*的人% 这种)公天下之义*的思想便出

自'周官(% 对于秦汉以来的帝王#往往仅属于私

天下的系列#仅可谓)王*#不可谓)天子*% 柳诒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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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所倡导的史学的)义*#不是为一国一族的福

利#而是合天下为一家的仁义% 柳诒徵通过史义

的阐发#就为其关于)史统*的理论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史联*和)史例*的书写方式也都是

)史义*的发挥#这在本文中亦有论述%

!三"史统%由史而国(为国以礼(政权的合法

性与否以&礼'为判

史统是一种国家思想#是对中国历代统治政

权的评价% 邓郊在其著作'史统(中#将中国历代

政权系谱#分为)正统&正而不统&统而不正&不正

不统&正统之变*

!五类% 柳诒徵则是从)民族精

神与种族角度肯定了正统论*

"

#认为政权合法性

的归属问题应是从全民族的立场考虑#)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这种思想在

孟子那里有相当多的体现% 例如#孟子认为诛杀

残暴之君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如何评判它是否是

正统政权呢2 柳诒徵认为#)衡统一之时代#必以

道德为断% 三统五德#不必拘一姓之私% 而无道

者虽霸有九州#不得列之正统*

#

% 如秦始皇残暴

无德&王莽篡汉&汉献帝有亡国之责&武则天是女

人#这些帝王都不合乎)礼*#因此虽在其位#而不

被认可#不得在帝王庙中受到祭祀#这些政权也都

不应是正统% 由此可以看到#政权的正统与否体

现出了强烈的道德评判#其中的论断不乏有合理

之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对武则天单纯的以

性别原因作为取舍的标准#而不问其政绩功过#便

体现出了)史统*论的有待改良之处% 但深层次

来说#柳诒徵的)史统*较之其他史家又有新的发

展#其着眼点主要在于中国)大一统*的国家理

想#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色彩#而不是

简单的是非&道义之判%

柳诒徵对一个政权)正统*与否的关注#与当

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适逢中国遭受

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又不得人

心% 之前#龚自珍)尊史*的主张#也强调了一国

之历史与一国之存续的关系!)灭人之国#必先去

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

材#淹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

其史%*柳诒徵基于中华文明传祀不绝的历史#又

从)正闰*之辨出发#探讨了中国的存续问题% 柳

诒徵称#)华夏之人#服习名教#文儒治史#不能禁

世之无乱#而必思持名义拨乱世而反之正% 国统

之屡绝屡续者恃此也*

$

% 在他看来#一切不符合

名分的事物都将是暂时的#而合乎礼的东西才可

以长久% 他作此言论#也恰是其追求)疆域之正#

民族之正#道义之正*的正统标准#从其)屡绝屡

续*一词中#能看出其持有国家必将一统的希望

与远见% 不仅如此#在早于'国史要义(近 !# 年

的'中国文化史(中#柳诒徵就已言明了)实则吾

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逦逦相属#

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

%

#他坚信

中国不会灭亡% 从另一角度来说#若抛开民族主

义&爱国主义的个人情节#那么#柳诒徵的正统论

思想仍然值得学界做一番新的讨论%

四4史的旨向&史化'%对&礼'的继承

与弘扬

'说文解字(中解释)化*为)教行*之意#而

)史化*也蕴含着史学所应具备的教诲人和感化

人的功能%

在柳诒徵看来#中国的习俗无不受到历史的

浸染#如)工作勤劬#贸迁贵信#处事咸知讲理#教

子恒其成人% 重贞淑而贱淫邪#守风气而耻攘

窃*等等#)此皆吾之史化*% 而在读史和著史的

过程中#读者必然要发现史义所在#所以读者要识

史#读者在读史的过程中#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历

史的熏陶#受到了史的教化% 而著史者#若不具备

史德#不能以礼为法度#则无所运笔%

!一"史家执德以驭史

章学诚认为史德是)著书者之心术*% 刘咸

?将)史德*诠释为敬恕#)敬即慎于褒贬#恕即曲

尽其事情*% 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补充

到#)心术端正#相当必要*% 三位史学家都认为

史家的个人道德在其著史当中具有重要作用% 如

果临文求敬#则是舍本逐末%

在'国史要义+史德(篇中#柳诒徵花大量笔

墨讨论史之忠实#史的忠实与史家的史德有重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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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因而#史家的史德就非常重要% 柳诒徵对

史家的史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史家需要

达到)兼本末&包内外&合道德文章而一*的标准%

史家要在平时修德#做到)执德*在)驭史*之前%

这也体现了柳诒徵)德为先#德为基#治史必本于

德*的思想%

那么#史家的史德是如何影响其治史的呢2

因为)史家所重#尤在实录*#但)传疑传信#不乏

其例*% 由此可见#史家的史德#首先关乎到史的

真实% 其次#治史者不可以偏概全#不发疑辞#不

为枉屈% 柳诒徵的史德论还有其他所指#柳诒徵

对顾颉刚的疑古言论#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梁启

超倡导的新史学)病吾往史*等都有一定程度的

批判% 柳诒徵认为#他们)挟考据怀疑之术治史#

将史实因之而愈淆#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

这也是史家)史德*的亏欠之处% 但柳诒徵的如

上言论在史学界也存在较大争议% 即便如此#史

家的史德尤显得重要%

!二"治史以蓄德

在柳诒徵看来#人的道德观念是由史而来的%

具体讲来#就是后人受到了前人经验之得失的启

发#)所谓耸善抑恶#昭明废幽#广德明志#疏秽镇

浮#戒惧休劝者#皆以史为工具而求成其德*% 所

以#人的道德的养成#)唯史之功用最大*% 至于

如何修德#首以'诗('书('礼('乐(为植德之具#

由于六经皆史#所以诗书礼乐亦是史% 柳诒徵还

认为#)吾国经史与文艺本一贯也*% 他举例道#

即便是我国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了儒家礼观念的

深刻熏陶和影响% 他谈到#)观吾国之文学#其根

本无往不同% 无论李&杜&白&韩&柳&欧&苏&辛稼

轩&姜白石&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敬梓#其作

品之精神#面目虽无一人相似#然其所以为文学之

中心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理也%

非赞美教主也#非沉溺恋爱也#非崇拜武士也#非

奔走金钱也*% 中国文学对其国人亦产生了如此

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道德务趋和平温厚#不务

偏激* )使自我与对象相融#而不徒恃感情之冲

动*)其性情亦因以和厚&高尚#不致因环境之逼

迫#无聊失望#而自隳其人格#以趋极端之暴行*%

)感情热烈&意志躁扰之人读之44由狡愤而渐

趋平缓#则冲融愉乐之味亦所以救济人生之苦恼

者也*

!等方面%

!三"读史为&求识'(即求得&史义'所在(而

史义的核心又在于&礼'

何为)史识*2 梁启超认为是观察力% 刘咸

?以观史迹之风势为史识%

从孔子告子夏'尚书(的七义中即可窥探到

)史识*与)史义*!)'尧典(观美#'禹贡(观事#

'咎繇(观治#'鸿范(观度#'六誓(观义#'五诰(

观仁#'甫刑(观戒%*在)观美&观事&观治&观度&

观义&观仁&观戒*中#观可谓史识#而)美&事&治&

度&义&仁&戒*可谓史义% 这番对'尚书(诸篇的

把握总结#体现了孔子的敏锐见识% 这也是读史

者具有)史识*的体现%

柳诒徵赞同刘咸?)读史为求识*的观点%

关于如何提高识力#柳诒徵提出了相似的看法#

)识生于心#而史之为钥*)稽之史而后悟*% 首先

对于历史的思索要用心#借用历史材料的钥匙细

细体悟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或史书的书写原

理% 柳诒徵认为#如果摒弃前史#不信古人#)妄

谓吾之识力能破除传统观念之藩#则事实所不可

能也*% 而)史识*与)礼*之关系在于#礼可以启

发史识#)史策所书#咸本赴告及周家通礼#衡物

异之轻重#视人事之敬惰#已可启发史识矣*% 相

反的#人们若能提高对于)礼*的理解与把握的程

度#也能够加深其对历史的体认%

柳诒徵对史识理论的创新还在于他认为#治

史之识是不局限于对已往之事的考察#而主要在

于推究将来% 也即史识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寻求

读史的观察研究之法#而是)积之以求人群之原

则*#这在柳诒徵的历史因果律思想和历史进化

史观中均有体现%

由上述而论#)史德,史识,史义*也构成了

其内部的逻辑关系% 史德可以启发史识#史识就

是识得史义所在% 而德与义都在礼的范畴内%

五4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能看到#'国史要义(

的十个篇章之间亦有千丝万缕&甚至是环环相扣

的内部联系#而贯穿始终的仍然是)礼*% 本文虽

未直接谈论)史原*)史术*#但史原也即是史缘于

礼#在本文第一章)一切学术皆从史出#儒学即史

学*中已然谈到% 至于史术的问题#柳诒徵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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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李晓虎!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史术即史学#虽主要以资鉴性立论#探究历史之规

律#但也多在于人事方面的尊礼&违礼导致的结果

而言#故未作赘述%

有学者认为#)柳氏的论述触及到了传统史

学体系的较深层面*#他将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儒

家的文化语境相结合#)确实点出了中国封建传

统史学#史以儒家礼义名教为核心的实质*

!

#这

一观点颇值得重视%

关于柳诒徵的史学思想#目前有两种说法#一

种是)以礼释史*#如向燕南谈到#)以礼释史是'国

史要义(最重要的特点*% 他进而谈到#)中国史学

源于礼#又为礼之渊薮#故礼的精神尽在于史学之

中*

"

% 另一种说法是张昭军认为柳诒徵是)为史

以礼*#若以柳诒徵所著的'中国文化史(一书来说

柳诒徵是)为史以礼*#就是无可厚非的% 但张昭

军基于'国史要义()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以及

)史例&史统&史义&史联&史德&史识*立论#试图得

出柳诒徵)为国以礼*)为史以礼*

#的学术思想#就

有略失偏颇之嫌% 原因就在于张昭军未关注到'国

史要义+史化(中的问题#也即未对史的功能问题

予以重视% 而且#)为史*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史

的资鉴性#还在于史书中蕴含的礼#也即史的)释

礼*性问题才是读史&治史的最后归宿%

综上来说#)为史以礼*与)以礼释史*是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的% '国史要义(的史学思想应该

是一个)史,礼,化*的逻辑关系的过程% 柳诒

徵在龚自珍)尊史*和以史来)保存国性*

$的基

础上#尝试以史来教育国人#他将经学&史学&礼学

合一而论#建构起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力% 我们可

以认识到#)礼*实为中国文化的基因% 因而#)以

礼释史*才更为确切地能够说明柳诒徵的史学思

想% 但我们也应看到#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向

世人传递传统史学文化精髓的同时#未能客观地

看待其中的糟粕#这也带来了不少的遗憾% )以

礼释史*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有助于探究史

学和礼学#揭橥我国国史的民族性&政治性#在特

殊的时代能唤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

心/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史

学#也不利于我国史学的发展和对外域文化的学

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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