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旨!而这也是民族史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近年来!民族史研究经历一个变

化 !就是从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向族群话语下的民族史研究转变!这一转

变的核心即是关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问题!反思研究者所面对的文献及文

献生
#

背後的族群意识!关注他者的表达与自我表述之间的微妙关!及这

微妙关背後所
^

含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尤其是通过挖掘本族群的自我

文献!从我者的角度与自我的声音来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族群议题!完善此前

仅依赖汉文献的研究!?同时关注族群与区域历史进程的关!重建关於民

族史的
D

事!是当下民族史研究的大势所趋$

n

春香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

刘勇' ( 变动不居的经典"明代 + 大学 , 改本研究 ) ' 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CDEX年'VFW页*

今天的人都知道科举时代的 '四书 (指 6大学 7" 6中庸 7" 6论

语7" 6孟子7这四部书!确切点
?

!是指经过朱熹编定与解
?

的'学庸论

孟($它们和6易7" 6书7" 6诗7" 6春秋7" 6礼记7所代表的'五

经(构成明清科举的核心
&

容!立於官学!在上是不可撼动的国家意识形态

基石!在下是家传
Y

诵立身荣名的教科书$宋代理学所确立的这一套政治"

社会"道德和日常生活秩序!渐渐成
!

所有人思考和言行的纲领$ '四书(

之中! 6大学7的位置特
"

重要!在精研覃思的过程中!有很多学者"思想

家陆续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修改订正$晚明的顾宪成编6大学通考7"刘斯

原编6大学古今本通考7等书!既是文献资料汇编!又代表当时人对这一突

出现象及其勾连起的诸多议题的关注$ 6变动不居的经典#明代+大学5改

本研究 7%以下简称 6变动不居的经典 7&一书在中晚明具体的政治"思

想"学术"制度"出版"传播语境下!揭示明代林立的6大学7改本及相关

议题的
T

络与意义$

除去第一章绪论和第八章结语外!全书分上编'文本竞
N

与思想创新(

和下编'击制度与影响社会(两大部份!各涵盖三章的篇幅$

第二章以时代思想动"对朱子 6大学 7

#

生质疑进而结集刊印古本

6大学7

!

始!以王阳明"湛若水"方献夫等人围绕6大学古本7的不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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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取径
!

主轴!探讨这些分属学
C

"师徒的理学精英们在参与'改订(话

题过程中的进退"分合!揭示中晚明理学
&

部由经典文本的转
$

带动的新思

想"新分歧和新竞
N

$

第三章以魏校***他与阳明"甘泉等人同时代而略晚***及其追随者
!

主角!梳理他们参与6大学7文本角逐的始末$作者以魏氏与
.

不同的6六

书精
^

7" 6大学指归7等著作
!

核心!详细介绍它们由复原'心画(%即

古文字&来订正6大学7文本的理路$

第四章则着重在概述此时蜂起"且
!

前面两章所未述之改订文本的特

点!?进而整理文献!呈现一个
.?

纷纭"各自
!

言的整体面貌!足见这种

围绕真理阐释权的竞
N

之激烈$

第五章以林希元"唐伯元"管志道"张世则"高攀龙等不同时期人物的

个案
!

单元!考察他们不约而同地谋求自己的6大学7改本著作进入官学体

系这一努力$管朝廷在制度层面上对此反应相当负面!甚至
g3

禁
m

!但

?不能阻止6古本大学7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
!

时人所接受!更不能阻止同

时期那些上疏自荐渠道以外的润物无声的渗透!或者
?

'侵蚀($

第六章以经筵这一严肃又富有象徵意义的公开场合下臣子向皇帝陈述关

於儒家经典的讲章的义理分析和文本流转
!

讨论对象$作者观察到!个
"

大

臣在经筵场合仍然严格遵循朱熹的
?

法!而私下
6

倾向6大学古本7!甚至

有像高拱这样在离任之後激烈批判过去的经筵讲章和官方读本的$作者不光

!

6四书直解7系列出版物清理出一个谱系
T

络!还揭示这些出版物将新学

与旧学在同一个版面公开较量的视觉意义$

第七章以明代两位书坊间红人
!

个案#一位是无法断定其书的真
G6

备

受欢迎"?名无数的状元焦!另一位是富有商业嗅觉"造无数受欢迎的

出版物的袁
0

!探讨时文范本"家教宝典" 6桃花扇7中的三山街的繁荣!

如何共同参与'晚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纠葛和崩溃($

第八章通观6大学7改本在明中後期的存在及意义!它以思想动作发

端!以新文本在对上的制度与国家层面和对下的普遍社会层面的突破与洗刷

!

实践!以嘉靖以後的进入繁荣的印刷业
!

推手!而以玄思冥想作
!

活跃其

间的行动主体的
&

心支
l

!促使明代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转型$

上述诸章是作者在明代纷繁杂的文献中梳理剪裁得出!它们单独来

看!有各自独特的论述目标!展示出不同的文献性格和相应的分析方法!有

版本考证"文字训诂"数据统计"文本细读以及概念辨析$综合而言!这部

研究以书
!

核心!逐层扩大至作者"书的出版者"读者"拥护者和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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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整体上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目标明确的论述!将明代6大学7改本从

零星到风行!参与者从理学精英到一般读书人的过程和
T

络整理得非常清

楚#理学家既在
&

部竞
N

话语权!又向外部寻求突破!一方面试图进入国家

制度的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师生授受"出版运作"八股范文等方式发展受

.

!影响所及!涵盖整个晚明的
a

读群体!体现这套新学的
,

大生命力$

对於同在文史领域的包括笔者在
&

的读者而言!这本书的意义存在於两

个方向$一是它的题目之重要!研究同时期知识阶层和社会状癋的学者都应

该关注$这部著作讨论的对象6大学7是国家抡才选士的标准!是庙堂之高

和江湖之远共享的一套价值体系$作
!

教科书!它嵌合在官学和私学的制度

之
&

!又不断吸引思想精英的倾力参与$ 6变动不居的经典 7以书籍的流

传"变?"境遇来烛照貌似
y

常的制度
&

部的经典的转
$

!不光是於思想

史"科举史有意义!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足以启发读者省思知识与概念之所

从来$二是作者的方法和理念!足资借鉴$以最包罗万象"事实上也最难收

束的第七章
!

例!作者指出'晚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纠葛和崩溃!不仅

体现在波澜诡谲的<国本=" <党
N

=这类宏大议题上!也清晰地体现在焦

状元口授的讲义"袁了凡编选的时文"三台山人炮的读本!以及三山街书

铺发卖的万卷牙
z

上(%页+$* &$可以看到被概括
!

'ML65E@E3XD z5D65E@

3MA(的近+#年来蔚
!

大观的诸多新方法"新视野的影子!但具体的论证和书

写又十分周到朴素!?不泥於某家某派的论
?

!颇似朱鸿林提倡的'尊重文

献"尊重实物(研究方法$

最後谈谈这部书带来的启发和思考$其一是在王阳明所处的明中期!即

李梦阳等人掀起第一次诗歌复古运动时期$在很多文学史著作的描述下!常

常看到'受到阳明心学%或者晚一些会用泰州学派&的影响(这样的表述$

在'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曾经和日後将成
!

复古派重要领袖的李梦阳诗

文唱和%李梦阳! 6空同集7!卷&%! +杂文A朝正唱和诗跋5!页$% &$

他们是另一种意义的'识於微时(!谈不上谁影响谁$而在正德初年!他们

不约而同地在思想和诗歌创作的领域分
"

投入更古老的经典和典范的怀抱!

是
!

'复古($若暂时搁置'谁影响了谁(这种定论!他们各自的'复古(

是否基於同一种
&

在驱动力下而作出的方向不同的探索!也属於'转型社会

的共振(P这是这部书带给笔者的思考$

其二是比较具体的疑问!有关高拱
!

裕王功课讲读而作之6日进直讲7

和被逐家居期间所作之6问辨
<

7" 6本语7诸书中关於6大学7态度截然

相反的论
?

之分析 %页"#2B"$" &$高拱 6问辨
<

7十卷作於万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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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而在随後的一节讨论的6四书直解7恰是在万元年 %$&1+ &年

底由张居正发起的讲章编付梓定例的
#

物! 6大学 7也在万三年

%$&1& &最早刊刻成书的这一批讲章中$那
>

!高拱在大约同时期的相同行

!

!仅仅能
?

明高级官员在经筵
&

外有'两张面孔(!公领域需恪遵功令!

私领域不妨随心所至吗P或
?

明在野逐臣高拱痛感'今是而昨非(!要和旧

日的主张做一番论辩吗P有
=

有可能是两代帝师针对经典解释权的宣告与较

量P尤其是高拱主政时不发声!被逐後才致力四书问辨和教学评议!甚至临

终前不久还写成揭示自己亲历的高层政治
N

的回忆
<

6病榻遗言7!颇能

看出他这种书写的现实指涉和自证意味!不应该只放在理学
&

部的
T

络上

看$需要澄清的是!笔者?不是要
,

行加入政治
N

这种所谓的 '大历

史(!而是想指出!高拱著书辨析义理!固然要遵从理学的讨论规范!但这

种讨论和戒
3

人事"只回应学术史
&

部话题的著述不太一样!他的写作是有

杂音掺入的$当然!这种杂音导致的'对话(具体落实在何种层面以及它在

理学
&

部具有何种意义还需要审慎考量和细对照$

坦白
?

!高拱"张居正在经筵问题上的隔空较量与对话在本书中如果略

过不提!也?不会有多
>

大的损害!因
!

作者已直陈'全面跟?讲章流出
[

廷後的情癋!?非本书的关注重点 (%页""" &!管高拱可以视作张居正

这套书还在酝酿阶段的密切关注者和可能的读者!作者更关心的问题是6四

书直解7的文本变动!是经筵讲章到八股范本的转变$事实上!?着经筵讲

官大名的这批文本经过类似申时行的仰慕者以及申氏子辈的出版操作 %页

"&+ &!实现雅向俗的落地?收真实的利益!无论书上印着张居正!还是

徐阶"高拱"李春芳!其象徵意义都一样$而在书中所呈现的有一定素养的

理学家那眧!在'课士(与'私撰(之间!早就已是'一个6大学7!两种

表述(!但是一川奔入万山中之後!在焦"袁
0

"余应学等个案呈现出时

而折中"时而鲜明!甚至流荡混杂"全无定见的景象$比起证明一种学
?

的

最终获胜!笔者更关心的是!整个晚明在许多文化领域都出现高雅文化面临

通俗文化的进逼而不得不重新自我定义以区分彼此的现象!那
>

!在本书所

构筑的以6大学7改本
!

标目的这口大锅中!那些精英的"具有一定话语权

的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应对的呢!他们翻腾向了何处P

杨
W

妮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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