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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断层在近代的发生学
———兼论礼与法的接轨

顾　涛

［摘　要］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经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五四反礼教思潮前后
二十余年的剧烈震荡，断裂为一道鸿沟。严复在１９０２至１９１３年间所译孟德斯鸠《法意》，提供了从观念史
角度审视的一个典型标本。在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
中割裂出去，形成“法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构成礼法断层的理论来源。东亚礼教批判的开闸者福
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１８７５年），在日本所掀起的礼教批判浪潮，对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
了深层次的诱发、解锁和冲击效应。此后，黜“礼”隆“法”的学术生态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学术界曾对礼与
法的接轨提出多种方案，但普遍呈现出因学理铺垫不足而榫口对不准的问题。礼法接轨的当代困境，与分
学科隔离式取样研究的学术现状关系密切，对礼治的整体性和内在活力把握不足是其中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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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横亘着一道深壑。尝试对礼与法进行接轨者，一百多年来不乏其
人。早在１９１９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就曾叩问：“今试问人‘什么叫做礼’？几乎没有一人能
下一个完全满意的界说。”他以２８岁留美博士的身份给出如下界定：“礼的第一个作用，只是家庭、社
会、国家的组织法（组织法旧译宪法）。”①胡适只是用随文夹注的方式提示了一下礼与宪法之间具有
可比性，未作分析，故而长期以来并未引起法学家们的注意。

胡适之后，说礼相当于自然法者有之，对等于习惯法者有之，类似于民法者有之，近来又有张千
帆、马小红等再度试图将礼与宪法接榫，可惜他们均未采鉴胡适此说（详见下文）。诸说之间分歧颇
大，前后未能形成接力效应，各家的证据均较为单薄，往往流于印象式的比附。学者们想要填平礼法
之间鸿沟的用心固然可嘉，但在考虑如何接轨之前，首先需要勘查礼与法的断裂在近代思想界是如何
造成的，两者间的断层究竟有多深。职是之故，有必要回到礼法断裂的历史现场，梳理出其间头绪。

一　礼法断裂的历史现场

法学界之所以忽视胡适对于礼法关系的认识，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胡适的专业并非法学，但更重要
的一面乃是在百年前的反礼教思潮中，胡适正是领军的旗手之一，学界更关注的是他的这一面。

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１９２１年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称“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
攻击孔教最为有力的两位健将”，他总结说这位“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所使用的方法是“证明这种
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最后胡适自己也禁不住疾声大呼：“正因
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
拿下来，捶碎，烧去！”②胡适的话在“打倒孔家店”的一众摇旗呐喊者中最为理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吴虞、陈独秀等人之所以要反孔（包括反儒），本质上是反“吃人的礼教法制”，“孔丘”只不过是块挂着
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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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作为“‘五四’反孔反礼教运动的‘总司令’”①，从１９１６年发表《宪法与孔教》，直至１９１９年
发表《孔教研究》，其间写了多篇论作及多封书信明确倡导反礼教，观点鲜明，逻辑清晰，无疑引领了这
一思潮的走向。比如他在《宪法与孔教》中将“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与法治之
“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视为“不可相容”的死对头，声称两者必须彻底决裂②。又如他在１９１７年初
给吴虞的复信中提示他要着力攻破“儒术孔道”中“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
纲常阶级说也”，从而为“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清道，此年３月又明确界定“礼为宗法社会奴隶
道德之根本作用”③。《新青年》当年所刊发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读荀子书后》《礼
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显然是“陈指到哪、吴打到哪”的结果。我们抓住陈独秀，便可以抉
出反礼教思潮爆发的深层暗流。

林毓生曾敏锐地发现，１９１６年１１月创刊的《新青年》“是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正式开始一个月以
后出版的”，前后又有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推立孔教为国教、张勋扶植溥仪复辟等一系列政治
事件，“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直接背景，陈独秀才满腔怒火地将孔教作为一个整体给予一系列猛烈的抨
击”④。也就是说，这些政客们都要搬出“孔丘的招牌”，由此造成“反传统主义者认为儒教与专制从来
就是预先安排在一起的”，包括陈独秀在内，他们的论证逻辑都“被最直接的现实和情绪的牵连所破
坏”⑤。黄克武进一步分析了袁氏帝制、张勋复辟与“尊孔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当时帝制和复
辟却增加了人们对孔教运动的反感”，对引爆陈独秀等激烈反孔起了刺激作用⑥。陈独秀自己也明确
表示，他坚决与“康南海以礼教代法治之说”势不两立，既然“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那么要
行法治，“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且须矫枉而过正，“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⑦。后来鲁迅
也曾袒露过心声，１９１８年他之所以开始创作小说《狂人日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
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给了他“提笔的力量”⑧。

以上分析固然不乏其理由，但是反礼教的狮子吼，如果只是因政治运动的刺激而迸发出来的情绪
化反弹，在理论和逻辑上均经不起严格推敲，那些视礼、法如水火的话，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让人谈“礼”
色变，但绝不至于到了半个世纪之后，仍会引发大洋彼岸的高调论述———“干脆让孔子光荣退休，回到
博物馆中沉默不语”⑨。甚至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　Ｒ．Ｌｅｖｅｎｓｏｎ）之后直至当代，孔子的“仁义”经新儒家的努
力，似乎已带上了一丝复苏的体温；而制度层面的“礼”，却依然被视作法治的绊脚石，紧锁在博物馆的
橱窗里。由此可见，紧盯着反礼教思潮，头绪无法理清，症结难以破解。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在五四反礼教之前，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已经酿成礼与法之间不
可弥合的坎。按李贵连之说，１９０２年，诏令开馆修律，沈家本、伍廷芳受命参酌各国法律，“近代法律
改革正式拉开序幕”“一批以西方现代法学理论为支撑的法律和法律草案也相继出台，并初成系统”，
由此“师法欧美成了中国法的新传统”�10。在这一过程中，维护传统的礼教派，与师法欧美的法理派展
开了激烈的论争。最后看似礼教派在表面上获得了“胜利”，实际上是把“礼教”等同于“绝对三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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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架上了审判台，遭受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①，这是引发民初反礼教思潮更为深层的导因。正是晚清
修律中强硬的礼教派及其在民国之流亚掀起的一系列反抗与挣扎，使礼与法之间的裂隙加宽，最后遭
受反礼教思潮的猛烈炮轰，礼法彻底断裂②。而法理派则借助了现实政治迫切需求的东风，在这一过
程中持续努力，按杨鸿烈之说，１９１８年的《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已能将欧美的法律思想咀嚼消化，所
以才能够拿来和本国固有的法律思想‘冶为一炉’”，１９２５年之后又“制定许多名贵的法典，另辟中国
法系的新纪元”“造成了一种不流血的礼教革命”，直至１９２８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和现代任何国家
最进步的刑法典相较衡，当亦无多逊色”③。因此，自１９０２年以来礼与法持续二十余年的撕裂，取得
最终胜利的无疑是法理派。

在清末修律过程中，礼教派与法理派的争论在深度上远超五四反礼教思潮，对此梁治平指出：“法
理派直接由道德与法律问题切入，以道德、法律范畴置换传统的礼、法概念，可以说是在传统的架构中
破屋而出，不啻为一件具有革命性的创举。”④换句话说，“将近代西方的‘道德’和‘法律’这一对范畴，
套用于中国传统的‘礼’‘法’之上”，由此，“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礼法观念”“礼、法之争为道德与法律之
辨所替代，其实际的结果则是，无论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道德都被逐出法界”⑤。梁治平的揭示可谓卓
见，这正是礼法断裂的裂缝与决口所在。将“礼”对应于“道德”，是导致“礼教”等同于“绝对三纲”的逻
辑前提，也是五四以后把“讲道德说仁义”与“吃人”挂起钩来的潜在导因。沈家本等虽然心知肚明道
德不是“礼”的全部，但是在理论的推导中他不得不这么做。胡适对这一点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
他在１９１９年说没人能对“礼”下一个界说。陈独秀则是彻底接受了法理派的推导，在他心目中“礼”已
经基本流落为纲常伦理、“奴隶道德”的一面。

法理派拿“道德—法律”这一界说范畴，将传统的“礼”与“法”强硬切割开来，这一思维方式当然来
自欧美的政治类型学，所以礼教派与法理派的冲突本质上是一种中西法律观念间的分歧。吴飞指出：
“清末礼法之争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大多数参与者尚未能在现代法学与传统礼学之间找到一个恰当
的结合点。沈家本等人已经接受了西方法学的很多原则，而接受这些原则，往往意味着不自觉地接受
了这些原则背后的人性和制度原理。这些原理如何纳入中国人的思考框架之中，是清末法学家提出
但无法回答的问题。”⑥表面上看是礼法的断裂，背后则是西方法学与中国礼学之间因龃龉而无法衔
接，不管是礼教派的短暂胜出，还是法理派的最终获胜，都未能在学理上处理好这一问题。

二　礼法断层的一个标本：严复译《法意》

汉唐以来的制度传统，礼法本为一体之两面，“礼”为影响典章制度最深最巨者，也是构成儒家法
传统的主体。明清以降随着西方文化与观念的逐渐输入，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潜移默化
的复杂变迁，尤其是晚清以来欧美政治、军事、伦理等诸方面对中国造成剧烈冲击，迫使传统的“礼”在
修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一系列政治运动引爆的反礼教思潮中，与“法”断裂开来，乃至渐行渐远。面
对礼法断裂的这一历史现场，我们需要进一步寻找隐秘其后的爆破点，即造成礼法断裂的动力来源是
什么。

与清末修律所掀起的法律改革几乎同时，１９０２年之后，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着手翻译孟德斯鸠的
名著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Ｌｏｉｓ（１７５２年），取名《法意》，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９年间陆续出版共七册，同时在《广
益丛报》连载，直至１９１３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本⑦。正是一批早期引介西方法学成果的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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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明龙：《孟德斯鸠与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２页。



者们（包括严复在内），毫不含糊地将西方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和ｌａｗｓ之类的政治概念译成“法”①，而拒绝选
用传统学术范畴中对应度同样很高、甚至更高的“礼”，这一行胜于言的果断行动，是造成礼法断裂的
更为潜层、更为隐微的根本性导因②。而严复译《法意》，成稿一段即付印一册，译本随文插入３３０多
条“复案”，这些按语正是严复翻译此书相伴随的实时心理体验，透露出他当年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
由此给我们从观念史角度观察礼法断层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标本。

在《法意》第一卷一开始的按语中，严复即坦陈：
　　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

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

以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故如吾国《周礼》《通典》及《大清会典》《皇朝通典》诸书，正西人所谓劳士。若

但取《秋官》所有律例当之，不相侔矣③。

在第十卷的按语中又说：
　　今之所谓公法者，即古之所谓五礼也，其事兼吉、凶、军、宾、嘉④。

可见在翻译此书的前几年中，严复充分考虑到了传统的“礼”（如吾国《周礼》《通典》及《大清会典》《皇
朝通典》诸书）与英文ｌａｗｓ（劳士）的对应关系，他充分认识到拿《周礼·秋官》所掌的刑、律来对应西
方的“法”，是龃龉不相侔的，西来的“法”概念应当对应于传统的吉、嘉、宾、军、凶整套五礼系统。

苏力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他说，“严复似乎私心认为西文之‘法’更类似于中国的‘礼’”，但是
“这位自称‘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翻译家，最终选择了‘法’而拒绝了‘礼’”。苏力甚至提出一个尖锐
的问题：“严复在翻译西学时，曾不惜劳力运用了许多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古词，以求翻译之‘信达雅’；
为什么在‘法’的翻译问题上作了这种损害了其第一要求‘信’的迁就？”⑤换句话说，如果严复执意用
“礼意”当书名，凭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很可能会产生力鼎千钧之效，可是他偏偏在这个关键概念的译
法上，在“理、礼、法、制四者”尤其是“礼、法”之中，最终选用了“法意”作书名。

傅斯年曾严厉批评严复翻译的《法意》，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⑥。这
是傅氏以其所倡导的“直译”和白话文标准来衡量严氏译文的意气之评。殊不知在《法意》的按语中，
严复自称“孟原文造意至深……必反复玩味而后得之”“不佞译文，亦字字由戥子称出，学者玩之”⑦，
可见《法意》的翻译充分融入了严复自己的理解与识断，对此他是颇为自负的。尤其是书名和关键概
念，和《天演论》一样，是严复“旬月踟蹰”的结果。在严复着手翻译《法意》之前，此书已有中译本叫作
《万法精理》，严复曾痛斥此译本质量极差，称“《万法精理》等编，大抵不知而作，羼以己意，误己误人，
于斯为极”⑧，甚至连这个书名也鄙弃之。自严译本诞生之后，“历史的选择恰恰和傅斯年的判断相
反……严复的译作中又偏偏是《天演论》（其次又偏偏是《法意》）的影响最为久远”⑨。

苏力之问值得深思，他自己曾给出一个推测，说“可能严复寄希望于清代中央政府推行变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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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⑨

严复所依据的母本是孟德斯鸠法文原著的英译本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ｓ，所以他在随文的按语中有称“劳士”，即ｌａｗｓ的音
译。

如果追溯将ｌａｗｓ译成“法”的源头，１８６４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所译惠顿（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万国公法》（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远在严复译《法意》之前，而且丁氏也关注到《周礼》中存在古代中国国际公法的遗踪（参见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０７～７２１页；范广欣《以
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２７～４４０页）。但是，在丁韪良心目中用
“国际法”的概念是天经地义的，尚未形成对中国传统“礼”概念的冲击。

⑦⑧　孟德斯鸠著，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７，４８～４９、２１９，４９页。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１９８页（此句中“五礼”，原作“五体”，乃排印错误，兹据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５年繁体字版径
改）。

苏力：《“法”的故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４２页。

傅斯年：《译书感言》，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０６页。

高惠群、乌传衮：《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３页。



就是欲与“中国当时正在或将要进行的由政府组织的以法律移植为特征的变法”相呼应①。此说用在
沈家本身上，是十分贴合的。１９０７年，沈家本在为《新译日本法规大全》作序时，曾抄录严复“西文
‘法’字有‘理’‘礼’等异译”“古来法制之书，莫详于《周官》”等几大段话②，考虑到沈氏早年曾系统研
治过《周礼》，他之所以抄录严说，一定是深表认同的，或者说这一认识在１９世纪修习经史出身的沈、

严一代学人心目中，属于彼此的共识。但是，从沈家本进入２０世纪先后编撰《历代刑法考》，主持修订
《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大清新刑律》《大清刑事诉讼律》《大清民事诉讼律》等一系列政务、

著述实践来看，礼书在沈家本心目中的地位，已远逊于刑、律。沈氏这一番身体力行，目的正是寄希望
于清政府能推行制度革新，也就是所谓的“变法”。而严复对于通过清政府推行变法却颇有微词，在
《法意》第十二卷的按语中，他忍不住回忆“戊戌之岁，清朝方锐意变法”，主张变法的康党“某侍御”弹
劾排挤对手许应骙，严复惊叹：“夫其人躬言变法，而不知其所谓变者，将由法度之君主而为无法之专
制乎……近世浮慕西法之徒，观其所持论用心，与其所实见诸施行者，常每况而愈下，特奔竞风气之
中，以变乱旧章为乐，取异人而已，卤莽灭裂，岂独某侍御言失也哉！”③严复之翻译《法意》，固然对西
方法治思想输入中国产生了实际的效用，对黜“礼”隆“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却不能倒果为因，说翻
译《法意》的初衷是为了暗推“变法”。

严复在旬月踟蹰后，最终放弃选用“礼”来对接西方的“法”，其心理的决定力量来自何处，同样当
从《法意》的随文“复案”中去寻觅端倪。如果说上引第一、十卷的三处“复案”，尚流露出严复在翻译
《法意》前就具有的将“礼”对等于“法（劳士）”的固有认识，那么到了第十九卷的“复案”，其思想已发生
不折不扣的大转折。

孟德斯鸠于第十九卷概况中国政体独具的特点，严译作“彼方合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于一
炉而冶之。凡此皆民之行谊也，皆民之道德也。总是四者之科条，而一言以括之曰，礼”④。此四项，

按照许明龙的翻译是“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⑤。严复在案语中盛赞这是“孟德斯鸠之伟识”，说“其
言吾治，所见之明，所论之通，乃与近世儒宗，欣合如是”，所谓“近世儒宗”指的是曾国藩。所谓“欣合
如是”，乃是严复拿孟德斯鸠四者冶于一炉之“礼”，与曾氏对《周礼》《春秋释例》《通典》《日知录》《礼书
纲目》《五礼通考》等的归纳，即所谓“察其纤悉”“洪纤毕举”“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先圣制礼之体，其
无所不赅”等特征相互印证⑥，透射“礼”因层累、积叠呈现出包罗万象、交织混杂的特性。经汪晖的研
究可知，清儒自顾炎武以来，即以礼制论为内在结构，将“各种礼仪、制度、文物、典章、风俗及其演变”

融入一种“混合制度”的解释框架中，由此确立了“追究先王精义，恢复道德实践与礼乐风俗”作为清代
考证学的任务⑦。此后自江永的《礼书纲目》８５卷至秦蕙田的《五礼通考》２６２卷，体量越来越庞大，边
界越来越模糊，传统的吉、嘉、宾、军、凶五礼分类系统显然已不敷实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问题、知识
范畴更显捉襟见肘。而接受了西方学科分类逻辑的严复，一旦见到孟德斯鸠对中国古礼的清晰化分
类，无疑是欣然接受了，因为孟德斯鸠正是在认识到“礼之为事，顾不大耶”的前提下，将这一混沌杂糅
的“混合体”初步切分出了四大门类，这是相较于“中国政家不独于礼法二者不知辨也，且举宗教、学术
而混之矣”的独创性学术观点⑧。同时，这一四分框架也是引导严复走出传统礼学迷宫、拥抱孟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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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苏力：《“法”的故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第１４３页［苏力对严复选择“法”的用意，另有两项推测，均指向“法”可
变而“礼”不可变，显然欠妥。礼制的演变本就以“因革”相称，“因”就是延承，“革”就是变革，礼的增损、变革甚至彻头彻尾地
改易，在历史上十分常见。苏力此说应当是受孟德斯鸠“东方诸国其宗教、礼俗、德行、法令不变”（孟德斯鸠《法意》第十四卷
第四章标题）的观点影响］。

沈家本：《新译法规大全序》，《寄簃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２页。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２７１～２７２页。按，据茅海建考证，此处“某侍御”指的应该是杨深秀、宋伯鲁二人（参见茅
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８年版，第４７４～４７８页）。

⑧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１～４１２页。

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６５页。

关于曾国藩所建构的礼学，具有无所不在的延展度，参见范广欣：《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第２４０～２４９
页。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理与物》，第３７３～３８１页。



鸠政体类型学的心理触机和逻辑前提。
在接受了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进一步接受了孟氏将“礼”的精义与

“俗”相合，将“法”的界定与“制”相应的深层思路，也就是形成“礼俗—法制”两大学理板块的认识路
径。严译《法意》有云：“礼文、风俗，皆民之所率由，而非作宪垂制者之所定立也。”用许明龙的译文就
更显直白：“习俗和风尚是法律不曾、不能或不愿确立的习惯性行为。”①职是之故，法律与礼俗便形成
两个对峙的学术范畴。严译《法意》又说：“礼之与法，不可混而一之物也。法者，以有民而立之者
也……礼者，关于内行者也；俗者，关于外行者也，而二者皆成于习惯也。”②作为社会教化层面的仪
文、习俗，“不惮琐屑，详其节目，著为礼经”“如是之繁猥”；作为国家制度层面的规章，“顾支那为民上
者之治其国也，不以礼而以刑”③，由此与西方的ｌａｗｓ相对应。经过这一学术洗礼，严复固有的对
“法”的认识———“但取《秋官》所有律例当之，不相侔矣”，便逐渐趋于瓦解。也就是说“礼”的主体被界
定为习俗与风尚，无限上升接近于宗教的学术范畴，那么至少制定法意义上的“法”概念，主体部分就
必然与“刑”“律”相对应了，最多再加上礼制中偏于强制性的部分。观严复的按语“人类之足以闵叹，
岂独法制、礼俗之间然哉”，云云④，自上而下的法制与源自民间的礼俗之间的楚河汉界，在他心里底
层已然清晰如画。

严复得了孟德斯鸠礼、法分界的学术认识，无疑自觉非常满足。观其各卷间按语对孟德斯鸠的评
论，第六卷前还能屡见他对此书的非议⑤，第七卷之后便只可见到他对孟氏的揄扬之辞了，或称“最为
精湛明确”，或称“不觉首俯至地，而叹孟德斯鸠之精识为不可及也”，或称“此惊心动魄之言也”，等
等⑥。直至《法意》第二十六卷的按语，严复举出西汉琅琊太守朱博的经典案例，便可以一锤定音以见
严复的转变：

　　故西汉朱子元，可谓知法意者矣。史言“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

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此真截断众流语⑦。

朱博之事见于《汉书》，其以“三尺律令”治齐郡，此乃国家层面的制定“法”，不采“耆老大儒”“文学儒
吏”等重习俗的礼教之言，目的是要一改齐郡过于“舒缓养名”的风俗。朱博是看到了齐郡多年来形成
了以礼制抵抗律令之弊端，也就是政治行政效率低下，儒生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故而有意偏向律令，提
升“吏”的地位，以求平衡儒生与汉吏。朱博并不是不知礼、律相济的价值，他是要有意地要偏于律令
一端，而严复此处显然属于断章取义，在孟德斯鸠礼俗与法制决然分离的学术路径中来解读朱博，称
其为“知法意者”。可见严复之所谓“法”，就是国家制定的、由上而下的规则，而具有习惯特征的“礼”，
已摈斥在他的“法”概念之外了。严复的这一处理，与上述梁治平所指出的清末修律中法理派将“礼”
对应于伦理道德，而逐出法律之界的做法，几乎是如出一辙的。

这一心理认同一旦建立起来，将中国政治归入“专制政体”的窠臼，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严复译
《法意》有云：“专制之精神，可一言而尽也，曰使民战栗而已。夫使其民而怯懦、而愚顽、而志气销萎
矣，则其所以治之者，又奚取多立法制为！”⑧尽管在孟德斯鸠视域里，并没有刻意贬低东方专制的意
图，中国也不是他认为典型的专制政体，但是“孟氏所区，一国之中，君有权而民无之者，为之君主。君
主之有道者曰立宪，其无道者曰专制也。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权集于少数者曰贤政，权散于
通国者曰庶建也”⑨。也就是说，君主之治不管“公治”还是“独治”，都在其所设置的法国政治理想“民
主”的对立面。由此归结到《法意》最核心的一句话：“盖专制之君，以一身而兼三物，为宪法，为国家，
为王者。”许明龙译作：“君主既是君主，又是法律和国家的化身。”⑨严复说孟德斯鸠的这一结论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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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４０９页；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第３６４页。

③④⑥⑦⑨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４０９，４１６、４１２，３９６，２２９、２４４、２５８，６２４，９６页。

比如严复曾说“孟之说亦过高已”“甚矣，孟氏之重其言过也”“此亦孟书之一短也”“孟氏此书文词，颇为时人所讥，以为征引
之繁，往往伤洁；又文气不完，辙即作结”“孟氏论赦之言浅矣”等（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９７、１０３、１１２、１２５、１３１
页）。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８５页。许明龙译作：“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不过，对于那些怯懦、愚昧和委靡的民族
来说，法律无需很多。”（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第７４页）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８６页；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第７５页。



获我心”的，观其所下按语：
　　中国数千年间，贤圣之君无论矣，若其叔季，则多与此书所以论专制者合。然则中国之治，舍专制又安与归？

中国之治制，运隆则为有法之君主，道丧则为专制之乱朝，故其中谈治之策，经世之文，皆当本君主之精神而

观之，而后知其言之至善。脱以民主之义绳之，则大谬矣①。

礼与法一旦断裂，立法权与行政权又不分离，则必然陷入孟德斯鸠及孟氏之后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的
死胡同，即“坏皇帝”问题，也就是在中国古代政治模式下，国家的治理必须有赖于君主的德行，如果君
主“道丧”，流为专制政体就成为制度设计上难以自足的泥潭。“坏皇帝”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专制”，
是将“礼”剥离出“法”的范畴，在学理上无法跳脱的思想之轭，由此构成中国与欧洲的二元差异，孟德
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框架无疑是这一理论模式的关口所在。在这个意思上，将孟德斯鸠列为“西方
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②，是有道理的。同样，严复对孟德斯鸠思想复杂度的理
解超过梁启超等人，“断言‘政府以专制为常’的中国人，在严复之外没有第二个”③。

李猛曾经指出，“孟德斯鸠在运用西方术语描述中国的‘礼’的时候面临了相当大的困难”，在如何
处理中国类型问题上展现出了孟氏富有洞察力的识见，但是“中国的‘礼教’是孟德斯鸠对法的精神的
考察中似乎难以克服的障碍”，他最终未能妥善解决这一挑战，由此留给后人一个巨大的泥沼，“支配
了后来两个世纪对中国礼教传统的理解”，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④。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看，孟
德斯鸠的礼法分合框架不仅深刻影响了严复，也影响了同时代一大批有识之士，构成了晚清至民国礼
法断层、裂成鸿沟的观念之源，更与反礼教思潮中将礼教与帝制相捆绑的认识论一脉相承。甚至当代
的中西方学术界，仍然遮蔽在这一政治类型学模式的荫庇之下，比如那位断言“政治终结论”的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便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传统制度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从未能解决坏皇
帝的问题”⑤。福山的学说又一次自西徂东辐射过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理论界的前沿。

至此，清末礼法之争中暴露出来的中西方法律传统间的冲突，在严复翻译《法意》的心路历程中得
到了纤悉必具的展现。这一张力使严复“旬月踟蹰”，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中割裂出去，形成“法
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在严复看来如果不这样做，西方法理的体系性建构便无法通过中文翻译
得到“信达雅”的最佳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所译《法意》，成为近代史上礼法断层的一个典型标
本，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认知框架，经由《法意》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法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开闸者福泽谕吉的冲击波

严复对《法意》的观点俯首称是，尤其是在接触到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政治类型学后，迅速改变
了自己早年对中国古“礼”的认知，究其内因，当然是传统吉、嘉、宾、军、凶分类系统对“礼”这个杂糅的
混合体难以包容所决定的。但是，能够让诸如严复这样经史根柢厚实的学人，在短期内断然放弃
“礼”、拥抱“法”，绝非仅仅是对西方政法学说的折服所能解释，黜“礼”隆“法”的观念必定在此前已有
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积淀与发酵。

孟德斯鸠学说对中国产生影响，当然不是开始于１９０２年严复翻译《法意》⑥。早在１８９９年，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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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１３页。按，黄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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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８２～８３页）。

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６８页。

李猛：《礼的精神：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彭林、单周尧、张颂仁主编：《礼乐中国———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１页。

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

２８５页。

就严复本人而言，他在留英期间曾于１８７８年与驻英公使郭嵩焘见面，就已认识到：“律法思维上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西洋
在‘富强’问题上的差距”“他决定翻译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其动机恐怕在此时就已经萌发。”（永田圭
介著，王众一译：《严复：中国近代探寻富国强兵的启蒙思想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５页）



超就在《清议报》上发表《蒙的斯鸠之学说》，这是孟德斯鸠最早介绍入中国的开端。《清议报》的创办
地点在日本横滨，彼时梁启超也正流亡在日本，他得以深入了解并大力推介孟德斯鸠，所借助的是何
礼之的日译本《万法精理》。在严复之前，此书的中译本《万法精理》也正是从这一日译本迻译而来①。
换句话说，孟德斯鸠最早进入中国，是借道了日本。据侯旭东研究，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的翻译
与认识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说的直接源头”，孟德斯鸠就是主要代表之
一②；具体到法学方面，自黄遵宪以来，直至清末新政中的沈家本，在引介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法学成果
上均可谓不遗余力③。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剧烈影响不容忽视。

“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１８３４—１９０１）对黄遵宪和梁启超两人的思想均起到巨大冲击作用，对
此学界已有共识④。黄遵宪于１８７７年起担任驻日使馆参赞，历时八年完成被誉为“明治维新史”“中
国研究日本的空前的著作”的《日本国志》，此书是近代日本法律、包括西方政法思想借助日本为跳板
批量介绍入中国的先锋⑤，也是将福泽谕吉引介入中国的开端。此后梁启超对福泽谕吉给予大力宣
传，在钦佩的程度上甚至高于孟德斯鸠。１８９９年，梁先生就称“日本演说之风，创于福泽谕吉氏……
斯实助文明进化一大力也”“福泽氏，日本西学第一之先锋也”⑥。１９０２年，对福泽予以全面评介：

　　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之福禄特

尔、日本之福泽谕吉、俄国之讬尔斯泰诸贤是也。……福泽谕吉，当明治维新以前，无所师授，自学英文，尝手抄
《华英字典》一过。又以独力创一学校，名曰庆应义塾，创一报馆，名曰《时事新报》，至今为日本私立学校、报馆之

巨擘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

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⑦。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福泽谕吉是专门予以了系统的钻研，对他生平的业绩如数家珍，对其移植西方文
明新思想的贡献向往有加。梁启超自１８９９年之后数年内发表的论文，在内容上甚至文风上均受福泽
谕吉《文明论概略》的影响，就在１９０２年，梁先生甚至发出了“耗矣哀哉，吾中国至今无一福泽谕吉其
人也”⑧的慨叹。

严复因留学英国，故不主张借道日本来译介、传播欧洲启蒙思想，在他的著述中也未明确提到过
福泽谕吉，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他同样受到日本明治维新，尤其是受到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严复自

１８９５年结识黄遵宪、１８９６年结识梁启超，之后对两人的言行颇为关注，据黄克武研究，梁启超在东渡
日本后逐渐脱离康有为路线，向严复模式靠拢，与严复持续关注梁启超，对其在日本《清议报》《新民丛
报》上发表的言论多有评骘有很大关系⑨。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梁启超极力推介福泽谕吉的时期。严
复之所以不满意梁启超式的“东学”，主要是因为他提倡应直接从英文来译介西方学说与思想，他所希
冀的不是步日本学坛的后尘，而是由自己来充当移植西学之先锋人物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
国至今无一福泽谕吉”式的学术空白，经由梁启超的揭橥，对精通英语的严复来说恰恰构成了巨大的
共鸣和莫大的向往。严复以其所学所长想要实现的对于当时中国的价值，正如福泽谕吉对明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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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今天的学界也正是把严复之于中国的启蒙意义，与福泽谕吉之于日本相提并论，认为“严
复与福泽谕吉在开国主义的启蒙传播上做了大概差不多的工作”，并将两者放在同一平台上予以深入
比较①。

福泽谕吉思想与身处古今思想大变局时期的严复以及其他启蒙思想家之间，还有另外一层撇不
掉的深层联系。１９世纪中后期的东亚，福泽谕吉乃是礼教（儒教）批判的开闸者，从日本刮来的这股
黜“礼”之风，对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无疑都产生了诱发、解锁和冲击的心理效应。这一点是至今学术
界尚未充分认识到的。

福泽谕吉的研究，长期以来因为他的《脱亚论》被视作后来日本推行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理论渊
源而偏于一隅。对此，丸山真男（１９１４—１９９６）曾揭露出了问题的症结，他指出福泽“所说的‘脱亚’，实
际上是指‘脱清政府’和‘脱儒教主义’”②。在《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一文中，丸山说得非常透彻：

　　谕吉曾经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对过去的日本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批判被原封

不动地复制到支那身上③。

丸山果然堪称“福泽迷”，他发掘出了中日间思想史上的真正难题，如今在理论上要“超克”的不仅仅是
福泽的“脱亚论”，更在于如何面对和看待福泽在《劝学篇》（１８７２—１９７５）和《文明论概略》（１８７５）这两
座理论高峰中所建构的“脱儒教主义”。韩东育虽然不同意丸山对福泽的美化，但是他同样认为：“按
照福泽的逻辑，‘脱亚’只是想远离儒教文化氛围”，即“福泽对于被儒教主义浸入骨髓的朝鲜和清国现
状的焦躁和绝望。”④不管福泽的反儒教，针对的是旧日本，还是“朝鲜与清国”，其开启的对儒学质疑、
批判乃至决裂的浪潮，无疑构成了明治思想带给晚清直至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波。

福泽的“儒教批判”，本质上又是对礼教的批判，此由《文明论概略》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可一览无
余。《文明论概论》的思想来源，福泽自己已交代来自法国首相基佐（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Ｇｕｉｚｏｔ，１７８７—１８７４）。“基佐的‘文明’观可以看作是１９世纪初欧洲‘文明’观的一个缩影”⑤，实际上
也就是对孟德斯鸠等欧洲早期启蒙思想的概括与总结。在移述和阐发了基佐的文明观基础上，具体
到儒学，福泽辨析其与西方宗教、佛家和神道家的不同在于“专讲人伦社会的道德和礼乐六艺之事，一
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⑥。在这里，福泽无疑看到了儒学的两条主脉络，一是人伦道德，二是有
关于政治。问题恰恰是出在福泽对礼乐的理解上，他认为：

　　“礼”就是以尊敬长上为主，使人民自然地知道君威的尊贵；“乐”就是在默默之中和谐愚民，使其自然产生景

仰君德的感情。以礼乐征服人民的思想，以征伐制服人民的膂力，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各安其所，褒扬善者以

满足人民的喜悦心情，惩罚恶者以警戒人民的恐惧心情，如此恩威并用，人民便似乎感觉不到痛苦了。然而，不

论褒扬或惩罚，都是由君主决定的……这样，一国的君主既然成了福祸的主宰，人民也就自然把君主当做超人来

景仰了⑦。

福泽显然是偷偷地缩小了礼、乐的概念，将忠君，也就是“三纲”之一的君臣关系，抽绎出来作为“礼乐”
的全部定义，由此，“礼”这一包罗万象的“混合体”被单一化，福泽的目的无疑是要将其安插到基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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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中朝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以严复、俞吉浚、福泽谕吉的思想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序》，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页。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松泽弘阳：《福泽谕吉的哲学》（松沢弘陽，福沢諭吉
の哲学），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２页。按，文中所引用文献转引自中岛隆博著，乔志航译：《启蒙与宗教———胡适与
福泽谕吉》，《现代哲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３１页。

韩东育：《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古代文明》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７６、７８页。按，韩东育这一论断实际上就是出
自丸山真男：“当他（指福泽）看到朝鲜和中国清代儒教主义根深蒂固的现实，并为此感到焦躁和绝望时，又反而产生出了一
种确信，认为推进东洋近代化的使命应由日本来承担。”（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福泽谕吉（１８３４—１９０１）》，《福泽谕吉与日
本近代化》，第３页）

刘文明：《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述评———以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为中心》，《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
第３期，第６７页。

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５５页。

②③⑤⑥⑧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１１１～１１２，５６，１１５，２６～２８，１５７、１６５、１８６，１７４页。



的１９世纪欧洲政治文明框架中。经由这一定义，礼乐中“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这一半被极大地收
缩，最后只剩下：“孔孟的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
以称为伦理学……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
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②换句话说，“企图以情感与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维
系民心，这也绝不适合现代的情况”，这是因为，当这一“伦理学”一旦要与政治发生联系，将异化为一
种“儒术”：“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
人”③。而儒术，归根结底仍是道德层面的东西，是在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德性，按福泽之说更多的是
负面之德，也就是所谓恶德。王家骅揭示出“福泽谕吉批判儒学的泛道德主义，区别道德与政治，认为
道德与政治是不同的范畴”④，殊不知福泽通过这一批判，其目的正是要将礼乐与法制彻底切断联系，

为西方政治制度的植入腾出空间。

因此，福泽逻辑推导的阀门与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可谓暗合，即将“礼”从政法的范畴中
切割出去，强力突显“礼”中习俗道德的一面。“礼”与“法”分割之后，礼的表层礼仪便无处附着，福泽
将其界定为“政府的虚威”。所谓“虚威”是相对于“政府的实威”而言的，“在最初成立政府建立国家体
制时，都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权，维护国体；为了维护政权，当然不能没有权威，这种权威叫作‘政府的实
威’”。具体而言，“唯有根据道理，制定法律，然后用政治法律的实威，使他们遵守”；而虚威则是“制定
出一套官阶、服饰、文字、语言等尊卑的体制，周唐的礼仪就是这些东西”。一言以蔽之，虚实的区别，

也就是福泽视域中的礼法之别，礼的功能在于“粉饰”，弊病在于“弃实而就虚，一味粉饰外形”，“迷惑
于旧习”，眼光是墨守的、复古的⑤；政令法律则要充分考虑国情，改革进取，“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心
态是创造的、敢作敢为的。礼学的这一弊病，被福泽推导到极致，因不知变通而活力流失，形成了一种
守旧、崇古、不敢突破、教条固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作风。福泽揭露出当时的日本社会“活泼的精神完
全丧失”“完全丧失了‘敢做敢为的精神’”“沉溺于停滞不动的深渊中”，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
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而且已经危及我们国家的命脉”⑥。

由此构成福泽反礼教最核心的思路。

晚年的福泽在《福泽谕吉全集》的绪言（１８９７年）中说得更为露骨。他指出日本社会本来为“武士
道精神所熏陶，其活泼聪颖、磊落不羁，几乎成为天性，大胆至极”“正是这些不学无术之辈完成了维新
大业”⑦。言下之意，受了“儒教主义”重文循礼教育的人，活泼的天性被束缚，所以福泽高呼必须唾弃
儒学，恢复“灵敏活泼，敢作敢为”的这种“我国文明的根本”⑧。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积聚，晚年在《自
传》中福泽说出了如下这段话：“在那种束缚人的礼教之下，人们怎能活得下去……我不愿为古人的礼
教所束缚。”⑨这句话实际上是福泽反对儒学、反礼教的总基调。弃儒学（礼教）之后从何处寻求精神
资源，那就是“博览各国的书籍，精通世界的事情，根据世界的公法谈论世界的公事；对内修炼智德以
求个人独立自由，对外遵守公法以炫耀一国之独立”，一句话，即“以学习洋学为当务之急”�10，福泽的
《劝学篇》便由此展开。

福泽谕吉的礼教批判，采用了扬此抑彼的推论思路，彰显出心性道德论的一面，而刻意贬抑了制
度典章的一面，其主观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西方的政治学说腾出空间，以输入“洋学”为现代化的
唯一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泽后来发表《脱亚论》的思想根源在十年前《文明论概略》中已播下种
子，而礼教批判正是其动力之源。福泽的这一思想在１９世纪后半叶一旦传入中国，即因近代中国与
明治日本的相似性而迅速蔓延开来。严复在这样一股潮流中不可能置身事外，从严复译《法意》所采
用的黜“礼”路径，与福泽在推论上的高度相似性即可得到印证。严复之所以在接受了孟德斯鸠学说
后迅速放弃他原有对礼学的认识，日本燃起的这股礼教批判浪潮对整个东亚的冲击作用不容小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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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骅：《论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中日儒学：传统与现代》，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全集〉绪言》，附录于《福泽谕吉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８页。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第２２９页。

福泽谕吉著，王桂译：《学问论·告别故乡中津记》，《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８页。



给严复在观念上和思想上解了锁、松了绑。

而且，福泽的礼教批判对中国思想界的深刻影响，不仅局限于晚清，对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反礼教
思潮起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新文化人所抗的“道德伦理革命”大旗，正是这一冲击波孕育下的产物。

作为五四健将们之导师的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更是将福泽谕吉引为同道，章氏称“若中江笃介、福泽
谕吉诸公，诚可为东方师表也”①。如今我们读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所批判的儒家“苦心力学，约处
穷身，心求得售，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诂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用
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等过激言论②，与福泽《文明论概略》中“尊奉孔
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
也非常急切”“只知道依附当代的权贵，甚至唾面自干而不以为耻”等用语③，几可谓如出一辙。《新青
年》在创办之初，１９１５年第一卷第二号刊登的陈独秀文章就引用福泽谕吉之语，福泽在当时中国的影
响几乎家喻户晓④。吴虞《礼论》中的“礼乐”观，正是摘引了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中对“礼”“乐”的
定义，其云：

　　福泽谕吉之论吾国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者，所以调和民间郁勃不平之

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也。呜呼！以福泽谕吉之言，证司马、明允、子瞻、东莱之说，而后知圣人之嘉惠吾卑贱

下民者至矣⑤！

吴虞实际上是在抄录了司马光、苏洵、苏轼、吕祖谦的几段话之后，将福泽的结论直接抄来，作为自己
的观点。接着，他又搬出孟德斯鸠的“礼学四分”学说。吴虞为了要投陈独秀之所好，在搬抄各家观点
时显然未经融会贯通，生疏与拼接、夹生与虚夸之处显而易见。

即便是反礼教最具深度的鲁迅，同样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之所以能从“歪
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看了半夜，“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
人’”⑥，与福泽被激发出来的“在那种束缚人的礼教之下，人们怎能活得下去”的体认，不能说没有任
何关系。鲁迅说“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古书实在太多，倘
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⑦，这
与福泽对“伪君子”的分析是何等的相似———“听到克己复礼的讲解之后，在思想上有人得到很大的启
发，有人竟发生极大的误解，有人蔑视它，也有人虽然了解却故意装模作样以欺人，这样千差万别的情
况，真伪异常难辨。如果有人虽然蔑视这个教训，但在表面上却伪装以欺人，或者相信自己所误解的
一套，而把假的克己复礼信以为真的话，旁人对他是无可奈何的……这就是社会上出现伪君子的缘
故”⑧。有学者已指出“鲁迅的思想与福泽谕吉的关系更为相近，他们所思考的中心都是关于人的精

神的转变即国民性改造的问题”“鲁迅当时的思考明显是受到了福泽谕吉的影响”⑨。

不过我们必须指出，章太炎、鲁迅等人置身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发生急剧转型、外来思想学说对
于传统伦理制度形成猛烈冲击的漩涡之中，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礼法秩序等问题的反思与实践，在广
度与深度上均已远远超过日本明治时期的福泽谕吉。也正是由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急剧输入
的各种思潮的过滤与融汇，福泽谕吉的影响已显得不那么彰显而趋于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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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黜“礼”的延续与礼法接轨的困境

福泽谕吉的“脱儒教主义”，作为礼教批判开闸者，对整个东亚思想界均产生潜在冲击，在近代中
国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至为深远。严复所译《法意》标志着礼法断层已然定型，其后因礼教派的垂死挣
扎而爆发的反礼教思潮，使礼法之间的链接彻底震裂。此时学人一提起“礼”，早已不是１９世纪以前
那个杂糅的“混合体”，“礼”的旧瓶中只剩下虚仪与说教，包裹着绝对的三纲，令人想起“专制”与“吃
人”。因此，当胡适在１９１９年贸然流露出中国的“礼”与西方的“宪法”具有可比性时，根本无人理会。

此后在西方中心主义多角度、多层次的辐射与影响下，礼法之间的鸿沟益趋宽深。汪晖已指出，
“战后形成的以费正清学派为代表的‘挑战—回应’模式，它把中国的近代变迁看成是中华帝国对欧洲
资本主义挑战的回应……可以说是‘脱亚入欧论’的翻版”①。较“挑战—回应”模式更显直接的，要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魏特夫（Ｋａｒｌ　Ａ．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的“东方专制主义”和６０年代列文森的“将儒学送进博物
馆”。鄙斥为“专制”，要将之“博物馆化”，也就是要割断其与现实的联系，也就是要将之摒弃。这个要
割断和摒弃的，与其说是“专制”，抑或是“儒学”，都不如钱玄同当年所呼喊的来得直接：“这个什么
‘礼’，已经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给中国‘人’陈列到博物院里去了。”②制度层面的“礼”，才是西方移
植过来的“法”的绊脚石；要为“法”的传入清道，就必须在思想和观念上将“礼”打入冷宫。可以说，中
国百余年来黜“礼”隆“法”的学术生态，挥之不去的实际上正是那张若隐若现的“福泽罗网”，难怪近来
有学者高呼，说“福泽谕吉应该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人物”③。

要超越的其实不是福泽的礼教批判本身，而是黜“礼”隆“法”的思维固化，是对那个多年来被打入
博物馆中的“礼”置若罔闻，将那个包罗万象的“混合体”弃之如敝屣。由此，造成了费孝通早已揭橥出
的严重问题，“西洋文化并没有全盘输入，只输入了它的上层或表面的一层”“它破坏了原来的礼治秩
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使中国的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于接受，
进入歧途”④。那么首要的一步，就是要在现代法学的学理框架中来重审“礼”的传统，将这个混合体
中具有现代性的资源抉发出来，并给予法理学意义上的合理解释，也就是将传统与现代学术体系找到
对应和连接的口，故而可称之为礼法接轨。在礼法断层愈演愈烈的大潮之下，尝试进行礼法接轨的学
者同样不乏其人，他们提出的探索方案也不尽一致，兹略举数例。

在胡适之后，仍有学者提出礼可与宪法相对接。其中影响较大的可以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
（１９２７年）为例，书中明确指出，“中国自与其他国家一样，历来亦自有其宪法；这种宪法并且已久具成
文宪法的形式”；又在脚注中补充交代，“《周礼》颇具成文宪法的形式；论者遂有以《周礼》为中国成文
宪法的起源者”⑤。此说提出七十多年后，至２００１年由张千帆作出了初步的论证，明确界定“‘礼’可
以被定性为一部由不同时代的人们制定并逐渐修正的不断进化的宪法”⑥。张先生说他曾受了胡适

１９５３年发表于美国的一篇英文论文把《周礼》当作“乌托邦宪法”的启发⑦。２０２１年，马小红再度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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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请看姚明辉的〈三从义〉和〈妇顺说〉》，《钱玄同文集》第１卷《文学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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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隆博：《启蒙与宗教———胡适与福泽谕吉》，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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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页。

参见张千帆：《传统与现代：论“礼”的宪法学定性》，《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０１年春季卷；张千帆：《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
学批判与重构》第四章“在自然法与一般法之间———关于‘礼’的宪法学分析”，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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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礼’在中国古代无疑具有‘宪法’的地位与作用”“礼无疑应当是接纳舶来宪法的平台”①。
殊为可惜的是，前后几位学者彼此缺乏参考，未能形成接力效应，尤其是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

纲》中对礼的界说未予留意。因此，各家之间虽在结论上相仿，但在论证逻辑上并不一致，学理分析也
显得较为单薄。如果仅仅将《周礼》对应于成文宪法，这显然不是“礼”的全部，礼与不成文宪法之间交
织程度之高是众所周知的。参照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对法律的分类，政治法、民法、刑法之外还有第
四种法律“风俗和习惯，尤其是舆论”，卢梭认为，“这是各种法律之中最重要的一种……只有它是国家
真正的宪法”“个别的规章只不过是穹隆的支架，而唯有慢慢形成的风俗才是最后构成穹隆顶上的不
可动摇的拱顶石”②。卢梭所谓“真正的宪法”，显然与“礼”的关系至为密切，有学者正是立足于这一
思路，将“礼”中偏于风俗和习惯的一面对应于西方的自然法。

将礼对等于自然法，最早是由梅汝璈（１９０４—１９７３）于１９３２年提出来的。梅汝璈认为：“‘礼’在英
文中最相称的名词应该是‘自然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他还说：“‘礼’（自然法）与
‘法’（现实法）非但不对峙或抵触，而且它们彼此还是相扶相助的。”③此后，中外学界持此观点者不乏
其人，比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便指出，相对于“法家把他们的全部重
点放在‘成文法’（‘法’）上”“儒家则与此相反，他们坚守一套古代的风俗、习惯和礼仪……这就是
‘礼’，我们可以把它等同于自然法”④。另外，还有台湾梅仲协的论文《法与礼》（１９６９年）、梁治平的专
著《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１９９１年）作出的论证也曾为学界所关注⑤。不过，倡导这一中西对接方
案的学者，大都认为礼与自然法之间只可大致对应，并不具有严格的对等性，比如李约瑟在有一处提
到“法理学上的自然法”这个概念，后加括号随文注，说“有点相当于‘礼’字”⑥，梁治平在着力论证“礼
在本质上可说是‘自然的’”，同时也比较分析了“二者的歧异，尤其是根本上决定其文化蕴涵的思维方
式的深刻差别”⑦。直至长期浸润在西方法治环境中的两位海外华人，最近已直言不讳：“中国没有日
耳曼世界那种自然法的概念。”⑧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礼”应界定为与成文法相对的习惯法，认为“中国社会唯一适用的法律是没
有实在性和公共性的称为‘礼’的习惯法”⑨。也有学者将部门法一一与“礼”匹配，认为政事法＋民事
法庶几近似，陈顾远（１８９６—１９８１）便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在成书于１９３５年的《中国法制史》中，陈
顾远就反对将“法”置于“礼”的对立面，主张采用广义的“法”，即制度之统称，“对于中国法制史之范
围，不仅限于法律一端，举凡典章文物刑政教化，莫不为其对象”，认为“儒家之礼治，不特高居刑律之
上，抑且深入刑律之中，使刑律之为礼化也”�10。沿着这一思路，陈顾远于１９５９年完成《儒家法学的价
值论》，提出了他的代表性观点：“儒家重礼，礼乃无文字的信条，追溯今日政事法、民事法于古代，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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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求。”①他在１９６４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概要》中对于早年考虑欠周的政事（组织法规、人事法规）、
民事（家族制度、婚姻制度、食货制度）两大块予以了详细论述，并试图对礼与法进行整体性对接：

　　儒家将礼之地位推崇如此之高，致与现代所称之法相等，于是遂以成年制度表示于冠礼中，以婚姻制度表示

于婚礼中，并于丧礼中表示家族及亲属，于军礼中表示军法及战律，于宾礼中表示出国际和平法则，与祭礼中表

示宗法社会组织。推而如《周礼》为纪制度者，礼书或《礼志》为纪各朝改物立仪者，亦皆以礼是称，礼也者
���

，广义
��

之法也
���

，律亦受其支配也②。

陈顾远试图将“礼”拆解开来，与现代各部门法的分枝逐一对接，这正如张维迎、邓峰所指出的，“从部
门法的角度来说，礼的内容包括了今天的诸多法律部门，从宪法、行政法、经济规则、婚姻家庭以及本
文所强调的民法”，同时，“礼的执行是多重的，是由其规则中同时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行政和民事
规则而决定的”③。

这一处理固然是综合吸收了各家对接方案的优长、做出妥协和平衡的结果，但是同样造成了另外
两项弊端。其一如徐忠明所指出的，“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来说，几乎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是进口货
或舶来品，因此，用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法律史，难免
‘枘凿’，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尴尬’”④，可见如此硬对接，势必造成严重的榫口不咬合、轨道对不准等
诸多问题。其二更为严重的，则如刘广安所说，仅仅这样“简单地从现代部门法体系出发，随意选择分
割传统法典内容和法律体系，使传统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受到了破坏，导致了许多认识上的主
观性和结论的片面性”⑤。换句话说，分道接轨本身实际上消解了“礼”的整体性。

因此，只能退回到陈顾远对“礼也者，广义之法也”大脉络的认定上。此后，马小红着力倡导现代
“法”的历史连接应当是传统的“礼”，正是对陈顾远此说的再延伸。她指出用现代法的概念剖析中国
传统社会的法，“法的精神、理念、理论等内容则用‘礼’字来表达”“古之礼字有今之法意，今之法字有
古之礼意”；正是经过了晚清以来的礼法断层，造成“礼字的含义逐渐萎缩”，法字的内涵“不断扩容，其
将古代社会中礼所包含的有关部分，如法的价值观、精神、理论等纳入其中”⑥。这正是经过清末修
律、《法意》传播、民初反礼教直至此后几代中国法学家持续黜礼隆法的直接结果。问题已经非常明
朗，礼法接轨之所以难以奏效，问题的根是在学术界试图用西方法学的“确定性”来解析那个混沌杂糅
的混合体“礼”⑦，而“礼”恰恰难以精确切割以对应于某一具体法律的枝与叶，而将在法理层面与现代
法学的整个根株相呼应。

王赓武曾经指出：“‘礼’是个绝妙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中国的法治替代品。”⑧所谓“绝妙
的概念”，正是难以向这个曾经在传统世界发挥着有效法律效力的“混合体”轻率动刀。由于近代中国在
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一旦对“礼”动起刀来，势必牵一发
而动全身，关联到对维持礼治的土壤与地基及其现代化路径的整体洞察与推究。为此，学术界的思路逐
渐从正对着“礼”作批判性解构，转向对中国社会转型作分学科、多角度地分解考察，近年来在政治伦理、

社会经济、城乡基层、民俗地域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有益的探索。但也正是由于分科的逐渐细密，壁垒
渐趋深重，又造成“礼”的整体性被强硬肢解，各个学科各取其中的一手一足。也就是说，看似对于传统
社会和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
宽深，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变得渺不可及。礼法接轨的当代困境，恰恰就是出在不敢向作为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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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顾远：《儒家法学的价值论》，范忠信、尤陈俊、翟文喆编校：《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９７页。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２９页。

张维迎、邓峰：《国家的刑法与社会的民法———礼法分野的法律经济学解释》，《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１４１３、１４１８页。

按，此文虽然已吸收了多位学者的研究，但并未留意到最为关键的陈顾远之说。

徐忠明：《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现代法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１１页。

刘广安：《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政法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２９页。

马小红：《中国法史及法史学研究反思———兼论学术研究的规律》，《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２３１页。

参见胡永恒：《方向与方法：反思中国法律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２２～２６页。

黄基明：《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第５２页。



的“礼”动刀，而只满足于各学科内部的隔离式取样化验。
要想突破这一困境，唯一的路便是直面礼治本身，解析与开发的路径固然可以分学科、分层次、分类

别，但是研究者必须对这个杂糅的混合体有足够的体认，把握住“礼治”的整体架构和内在活力，从而在
研究中融入一种突破学科局限的努力。想当年，福泽谕吉能够直刺礼教的弊端，是因为他对经史义理的
传统有着足够的积淀。他在《自传》中坦陈：“我却是一个读过大量汉文书的人……我从少年时代就跟随
一位严师学过艰涩的经史，而且是相当地用功。《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固不待言，就连《诗经》
《书经》那样的经义和《老子》《庄子》那种微妙有趣的哲学也都听先生讲过，而且自己也曾研究过，这是丰
前中津藩的大儒白石先生所赐。我明知经史之义而装不知，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
上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攻击。”①正是早年入于经史、中年出乎经史的相同经历，章太炎才将福泽引为同道。
五四反礼教的志士们，诸如傅斯年、钱玄同、鲁迅等，无不对礼教、法度下过一番庖丁解牛的工夫。鲁迅
能将一柄尖刀直刺进“吃人的礼教”，那是因为他对古礼的理解深度迥出侪辈，他“几乎读过十三经”②。
当年直刺“礼”之弊端者的这一番学养与工夫，如今要试图抉发“礼”之精华者，又何尝能够逾越得过！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　０９　２４
作者顾涛，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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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第１７０页。按，福泽所说的“大儒白石先生”，指日本汉学家白石常人（１８１５—１８８３）。福泽在他的指
导下，系统研读过一批汉文经史典籍，《左传》就反复读过１１遍。

鲁迅：《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３卷《华盖集》，第１３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