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符号与传媒 （

仪俗 、 政治与悅理 ： 懦家 理符号思魍的发

展及反思

祝 东

摘 要 ： 儒家礼仪符号 系统起源 于初 民仪俗 ， 经周公改造为 以政治统治

■ 为主的等级文化符号 系 统 ， 并 以 自 上而 下 的 方式逐层推进 。 在

礼崩 乐 坏之后 ， 面对 日 益颓坏的社会现 实 ， 孔子将周公创 立的
：

政治文化符号 系统普及到伦理 日 用之中 ， 内化为 个体道德规范 ，

在儒 家后 学的 阐发下最终发展成为 一整套伦理符号 系 统 ， 维 系

了 中 国 古代的社会稳定 ， 但 同 时又制 约 着 古代社会的发展 。 面

丨 对 当今社会伦理 问题 ， 反思儒 家伦理符号 思想 ， 探析如何有效

发掘其
“

制 动价值
”

， 当 是方今传统伦理符号 思 想研究 的 一 大

； 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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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中国文明 的一大特征即在其连续性 ， 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未曾 中断 ， 而

对中 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允推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 。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 ，

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源于初民社会的礼俗约定 ， 后 由儒家先圣周公在夏商二

代基础之上进行了有益增删 ， 将礼乐文化符号政治化 ， 成为维系西周社会统

治的基本法则 。 随着西周统治阶层的衰颓和诸侯争霸的崛起 ， 面对这样一个

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 儒家先师孔子对周公的礼乐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了一次

自下而上的改革 。 与周公
“

顶层设计
”

相反的是 ， 孔子走的是从个体道德 自

律开始的底层路线 ， 由下而上 ， 由小及大 ， 逐层推进 ， 建立起了维系 中华文
’

丨

化数千年的儒家伦理符号思想传统 。 以下试作一剖析 ， 聊作抛砖 ， 以祈教于

方家 。

丨

、 社会约定 ： 初民礼俗之起源

礼乐文化作为 中华文明 的一大特征 ， 甚至被誉为 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

历代统治者也极其重视礼乐教化的社会功用 ， 那么作为符号概念的
“

礼
”

究

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 迄今学界对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 据杨
丨

志刚研究总结 ，

“

礼
”

的起源至少有 以下五种不同的观点 ： 其一为
“

风俗
”

说 ， 认为
“

礼
”

起源于风俗习惯 ； 其二为
“

人情
”

说 ， 认为礼之起源来 自人
丨

情 ； 其三为
“

祭祀
”

说 ， 认为
“

礼
”

起源于祭祀仪式 ； 其四为
“

礼仪
”

说 ，

；

：

认为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种种礼仪 ， 其五为
“

交往
”

说 ， 认为礼起源于人类

的原始交往 。 显然这些论点 因其出发点着眼点各不相同 ， 由 是形成了不 同
丨

的起源论 。
丨

其实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 不论
“

风俗
”

、

“

人情
”

、

“

祭祀
”

、

“

礼仪
”

还

是
“

交往
”

， 都是人类社会的符号表意的活动 ， 而
“

符号学即意义学
”

， 无论

① 杨志刚 ： 《 中国礼仪制度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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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意义的传递还是接收都需要用到符号 ， 任何意义的传释必须借用符号才能

！

实现 。 意义即是
“

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据以对符号的指涉进行编码和解

！ 释的一种既定秩序
”

叭 人类的社会活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制造意义 、 规范意

！

义而又受意义规约的过程 。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关乎符号 ， 人之所以为人也在

！ 于他能制造并使用符号 ， 所以德国哲学家卡希尔认为
“

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

的动物
”

人既然是符号的动物 ， 他在创造符号 、 使用符号时 ， 都必须在一

定的社会范围内进行 ， 以约定俗成为基础 ， 这一点索绪尔在谈论语言符号学

！ 时其实已经指 出 ：

“
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 ， 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

！

惯 ， 或者同样可以说 ， 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 。

”③ 索绪尔在此还举出 了 中 国古

！ 代朝觐帝王时的三跪九叩礼节 ， 认为这些都是依照一定的规矩强制使用并约

定俗成的 。

！

因此 ，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 ， 礼其实就是人的符号表意过程中逐渐约定

！ 俗成的一套仪式系统 ， 而这套系统形成之后又规范制约着人的表意行为 。 由

！
此关于礼的起源的各种观点就容易解释了 。

“

风俗
”

说 ， 如刘师培所言的
“

上

古之时 ， 礼源于俗
”

， 吕思勉的
“

礼原于俗 ， 不求变俗 ， 随时而异 ， 随地而

！ 殊
”⑤

， 也即是承认了礼来源于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一些惯习 ， 而且这种惯习

！

会随着时代和地区的变化而变化 ， 并不是完全统一的 。 在
“

人情
”

说上 ， 司

马迁认为
“

缘人情而制礼
”

， 人是 自然与社会的产物 ， 有 自 己 的喜怒哀乐之

类的感情 。

“

人函天地阴阳之气 ， 有喜怒哀乐之情 。 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 ， 圣

！ 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 ， 故象天地而制礼乐 ， 所以通神明 ， 立人伦 ， 正情性 ，

！ 节万事者也 。

”⑦ 人类的感情需要抒发 ， 但是不能没有节制 ， 所以需要制定礼

！

乐来规范这种情感的传达 。 关于
“

祭祀
”

说 ， 最有代表性的是王 国维的 《释

！ 礼 》 ， 认为繁体的
“

礼
”

字乃是
“

奉神人之事
”

的统称 ， 也 即是祭祀天神 、

地衹 、 人鬼的一系列活动而形成的宗教仪式 ， 这个在之前的 《礼记 》 中也有

！ 记载 ：

“

夫礼之初 ， 始诸饮食 ， 其燔黍捭豚 ， 污尊而杯饮 ， 賣桴而土鼓 ， 犹若

！
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 及其死也 ， 升屋而号 ， 告 曰 ：

‘

皋 。 某复 。

’

然后饭腥而

： ① 俞建章 、 叶舒宪 ： 《符号 ： 语言与艺术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② 〔德 〕 卡西尔 ： 《人论 》 ， 甘阳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③ 〔瑞士 〕 索绪尔 ： 《普通语言学教程 》 ， 高名凯译 ， 商务印书馆 ， 年 ， 第 页 。

： ④ 刘师培 ： 《古政原始论 》 ， 《刘师培全集 》 第 册 ， 中央党校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⑤ 吕思勉 ： 《经子解题 》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⑥ 司马迁 ： 《史记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⑦ 班固 ： 《汉书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⑧ 王国维 ： 《观堂集林 》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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苴孰 ， 故天望而地藏也 。 体魄则降 ， 知气在上 ， 故死者北首 ， 生者南乡 ， 皆

从其初 。

”

这里讲到了
“

礼
”

形成期的一些基本情况 ， 如饮食活动是如何礼

仪化的 ， 丧葬仪式是如何形成的等 。 初民为 了表达对神鬼的敬奉 ， 于是有各

种献祭的礼物和仪式 ， 当其仪式程序约定固化之后 ， 就成为一套祭祀的礼仪

系统 。

“

礼仪
”

说 ， 如杨宽认为初民在社会活动 中
“

常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物

品 ， 连同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 ， 构成种种仪式 ， 用来表达 自 己 的情感和愿

望
”

， 当这种仪式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习惯之后 ， 也就演

变成礼 ， 很显然这也是约定俗成的 。 而杨向奎的
“

交往
”

说 ， 认为
“

礼
”

起

源于人类社会原始的交往 ， 原始社会的
“

礼尚往来
”

实际上是一种货物交易 ，

到封建社会初期这种交换依然带有浓厚的
“

礼仪
”

性质 ， 直到周公 、 孔子等

人的改造 ，

“

仪礼
”

中的商业性质才逐渐消去 。

③ 然而究其实质 ，

“

交往
”

说

也是人类社会在物质交换中形成的一套仪式系统 ， 成为人类符号表意活动的

一部分 ， 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了原初的仪式意义 ， 携带上了另外

的意义 。 而仪式 ， 按照涂尔干的理解 ， 即
“

社会群体定期用来巩固 自 己 的手
丨

段 。 在仪式当中 ， 因为集体 、 情绪 、 气氛等种种因素共同构造出道德和社会

集体感
”

。 仪式本身就已经是在习俗的基础上形成的较为正式的行为 ， 具有

认同和规范意义 。

综而言之 ， 中 国 的礼制文化是以 民 间经验习俗 、 情感传达 、 祭祀活动 、

社交活动等为来源 ， 经过长时间 的仪式化 、 系统化过程之后 ， 逐渐形成的一

整套约定俗成的礼仪系统 ， 这套礼仪系统反过来又规范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表

意活动 。 夏商时期 ， 诸多基本礼仪仪式基本形成 ， 这些也为后来周公 、 孔子
丨

的改造打下了基础 。

二 、 制礼作乐 ： 周公礼乐之改造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 《文史通义 原道 》 中认为
“

自 古圣人 ， 皆学于众

人
”

在章氏看来 ， 君子学于贤人 ， 贤人学于圣人 ， 圣人学于众人 。 所谓众
丨

人也即是百姓 。 百姓群体在社会生活交流中逐渐形成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礼俗 ：

① 王文锦 ： 《礼记译解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② 杨宽 《古史新探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③ 杨向奎 ： 《礼的起源 《孔子研究 》 ， 年创刊号 。

④ 罗惠翮 ： 《从人类学视野看宗教仪式的社会功能 》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

年第 期 。
；

章学诚 ： 《 文史通 义校注 》 叶瑛校注 中华书局 年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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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 ， 这还是一种不 自觉的约定 ， 后经圣人之加工改造 ， 或额外注人一定的

！

意义于其中 ， 并将其仪式化 、 程序化 ， 这种规范化的程序仪式在进行的时候

；

就会传达出相对 固定的意义 ， 将 以前 的
“

众人不知其然而然
”

变成
“

知其

然
”①

， 于是礼仪系统就正式形成了 。 笔者以为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而在

！ 章氏看来 ， 周公就是这样的圣人 。

！ 历史典籍上不乏关于周公制作礼乐的记载 ， 如 《左传 文公十八年 》 季

： 文子曾 曰
“

先君周公制周礼
”

， 《礼记 明堂位 》 言 ：

“

昔殷纣乱天下 ， 脯鬼

侯以飨诸侯 ， 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 。 武王崩 ， 成王幼弱 ， 周公践天子之位 ，

！

以治天下 。 六年 ， 朝诸侯于明堂 ， 制礼作乐 ， 颁度量 ， 而天下大服 。

”

殷纣

： 王暴虐无道 ， 周公辅佐其兄武王伐纣 ， 取得天下 ， 政权方建 ， 而武王崩 ， 其

！ 子成王年幼 ， 由周公辅佐 ， 周公在摄政期间 ， 制定了各种礼乐制度 ， 颁布 了

！
标准度量衡 ， 天下咸服 。 另外 《史记 周本纪 》 也有类似的记载 ：

“

既绌殷

： 命 ， 袭淮夷 ， 归在丰 ， 作 《周官 》 。 兴正礼乐 ， 度制于是改 ， 而民和睦 ， 颂声

；

兴 。

”④ 这些都是有关周公制礼作乐的一些记载 ， 著名史学家 吕 思勉在 《先秦

史 殷周兴亡下 》 中对此进行了考辨 ， 认为这些基本相符的说法是可靠的 。

！ 这里我们要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 ， 即以周公为主的西周统治集团为何要

制礼作乐 ？ 礼乐符号系统是如何政治化的 ？ 其意义何在 ？ 由前引材料可知 ，

！

西周统治集团在击垮殷商之后 ， 政权还没有建立牢固 ， 武王随即就去世了 ，

： 此时西周王朝其实是内忧外患交错复杂 。 对外而言 ， 殷商统治集团的一些残

！
余势力 当然不会甘心就这样失去政权 ， 如武庚及东方淮河流域一带的殷商旧

族 ； 对内而言 ， 武王驾崩 ， 其子成王年轻缺乏资历威望 ， 为了顾全大局 ， 周

！ 公摄政代行政事 ， 而嫉妒周公摄政甚至私下觊觎王位者不乏其人 ， 如管叔蔡

叔之流皆是 。 为稳固统治 ， 周公亲 自率军东征 ， 平定叛乱 ， 重定分封 ，

“

封建

！

亲戚以蕃屏周
”

， 将一些亲戚及有功忠臣分派各地 ， 封土建侯 ， 作为周室之

藩篱屏障 ， 保卫周室之安全 。 这主要是从政权组织形式角度出发采取的巩固

政权的措施 。

！ 在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 ， 以周公为主的西周初期的统治者也进行了

相应的改革 ， 其中最为重要 、 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制定礼乐文化系统 。 正是

： ① 章学诚 ： 《文史通义校注 》 ， 叶瑛校注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② 杨伯峻 ： 《春秋左传注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③ 王文锦 ： 《礼记译解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④ 司马迁 ： 《史记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⑤ 杨伯峻 ： 《春秋左传注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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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文化系统 ， 有效巩固了西周政权的稳定 。 当然周公制礼作乐并不是凭空

独创 ， 就像前文章学诚所言 ， 圣人学于众人 ， 他是在夏商礼俗文化的基础上
：

丨

进行了增删 ， 这从孔子的谈话中也可看出 ：

“

殷因与夏礼 ， 所损益 ， 可知也 ；

丨

周因于殷礼 ， 所损益 ， 可知也 。 其或继周者 ， 虽百世 ， 可知也 。

”

（ 《论语 为
丨

政 》 ） 在孔子看来 ， 殷朝沿袭 了夏朝 的礼仪制度 ， 周朝 因袭 了商朝 的礼仪制

度 ， 当然这些并不是全盘吸收 ， 而是有所选择 ， 各个王朝为了 自 己 的统治利

益对传统文化进行增删损益在所不免 。

周公制定礼乐文化系统并不仅是调整规范的社交祭祀等礼仪仪式 ， 而是
丨

将人的各种符号表意活动纳入到一定的规范秩序之中 ， 礼起到 了调节人类社

会内部各种行为规范和人际关系 的作用 。 据史学家赵光贤归纳 ， 周礼的主要

作用有五 ：

一是
“

贵贱有等
”

， 二是
“

长幼有序
”

， 三是
“

朝廷有位
”

， 四是
丨

“

男女有别
”

， 五是
“

贫富轻重皆有称
”

。

① 从赵光贤对周礼功用的总结中我们

可以看出 ， 周公制作礼乐的首要功能 ， 即是通过
“

礼
”

的仪式来区分长幼身

份尊卑等级亲疏远近的差异 。 从性别政治而言 ， 女性必须服从男性 ， 而且这

种等级秩序是不可逾越的 ， 否则就是僭礼乱制 ， 将会受到处罚 ； 于统治阶层

而言 ， 掌握政权的贵族在朝廷也有相应的等级职位 ， 而且这种职位可以通过

宗法制进行世袭 ； 最后 ， 这套系统还肯定 了贫富分差贵贱等级的合理性 ， 这

实际上肯定了整套礼乐文化符号系统作为 日 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元语言的政治

合法性 。

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阶层制定的礼乐文化系统 ， 大到 国土区划 、 官

吏职掌 、 乡遂 自治 ， 乃至 田制 、 兵制 、 城郭道路宫室之制等 ， 小到衣服 、 饮

食 、 医药以及各种生活仪俗 ， 都有明确的规定秩序 ， 可谓事无巨细 ， 而贯穿
丨

其中 的一条主线即是等级差异 。 各种礼仪规章制度的差异 ， 标志的是身份地

位尊卑等级秩序的差异 ， 整个礼乐文化其实可以视作一套区别性等级符号体

系 ， 也即索绪尔所说的
“

语言
”

， 人们的各种具体
“

言语实践
”

必须符合这种

强制性的
“

语言规约
”

。 这也可以理解为一套非常严格的指示符号系统 ， 其解

释项即人们存在的等级性差异 。 而这套强制性的符号系统所起到的作用就是 ：

通过将等级化的思想观念固化为符号的方式加 以推广 ， 让其为众人所理解接

受以及掌握遵从 。 这样周公其实就是将礼乐文化符号系统政治化了 。 这一转

变被谢谦先生称为古代宗教礼乐的政治化 ， 也即是将古代宗教礼乐文化加 以

扩展 ， 推广到人事领域中 。 此时古礼不仅仅是祭祀仪式 ， 也注人了政治内容 ，

丨

参见赵光贤 ： 《周代社会辨析 》 ， 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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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性礼仪制度 ， 而这种礼乐文化的政治化也正是维系

西周宗法统治的基本制度 ，

“

其基本精神则在于别尊卑 、 序贵贱 ， 即在区分等

级之差的前提下纳天下与一统 ， 以使建立在宗法政治基础之上的大一统王朝

长治久安
”

。 礼乐文化的落脚点在于维系社会稳定 ， 保证某些人在等级体系

丨

中高位置的永久性 ， 并给予这种权位的继承以社会观念上的合法性 。 这一分
：

析可谓切中肯綮 ， 礼乐是一种权力符号系统 ， 制礼作乐为的是整饬社会 ， 是

一种社会统治术 。

丨

据史料所言 ， 周公摄政七年之后 ， 政权渐稳 ， 于是还政于成王 ， 并在此
‘

基础上形成了传位嫡长子的一套宗法制度 。

“

立适以长不以贤 ， 立子以贵不以

长
”

％ 这种制度的确立 ， 有效解决了此前混乱不一的权力继承权问题 ，

“

于

是周人传子之制亦因而确定
”

。 它不仅解决了权力继承权问题 ， 同时也通过
‘

血缘关系来区分亲疏远近之别 ， 其能指形式即 以丧服等一系列礼仪系统来完

成。 由此可见 ， 通过礼乐符号体系来整饬社会 ， 成效显著 ， 社会稳定有序 。

自此 ， 周代社会的三大支柱 ， 即分封制 、 等级制和宗法制基本确立下来 ，

‘

这也是孔子所尊崇的理想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 。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以礼乐文

化符号系统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 。 等级制度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 ， 分封制

和宗法制分别是国家结构模式和权力继承法则 ， 它们作为两翼共同维护以等

： 级为中心的西周政治制度 ， 奠定了 中 国数千年的立国之基 。

三 、 克己复礼 ： 孔子礼乐之发展

：

如前文所言 ， 周替殷商之后 ， 周公对传统礼乐文明进行了系统修订 ， 并

形成了一整套礼乐文化符号系统 ， 这于中国社会发展功莫大焉 。

“

没有周公不

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 ； 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 ， 没有儒家 ，

中国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

”④ 周公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之上 ， 根据

时代的需要制礼作乐 ， 巩固了西周时期的统治 ， 同时他创建的礼乐文化系统

： 也是儒家文化诞生的土壤 ， 孔子的儒家礼乐文化正是在吸收周公礼乐文化的

基础之上创建的 。

“

周公对于礼乐的改造 ， 适应了西周一统局面的形成及领主
‘

封建社会的建立 ； 而孔子对于礼乐 的再改造 ， 为后来的地主封建社会的建立

① 谢谦 ： 《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 》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李学勤 ： 《十三经注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③ 钱穆 ： 《 国史大纲 》 ， 商务印书馆 ， 年 ， 第 页 。

④ 杨向奎 ：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 ， 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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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秦始皇统一帝国的形成打下了精神及某些方面的物质基础 。

”

那么被誉为

素王的孔子是在什么背景下改造礼乐的呢 ？ 其学术为何能为大一统帝国打下

基础 ？ 其意义又是什么 ？

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 ， 诸侯乃至卿大夫实力 的壮大 ， 加之周天子昏庸失
丨

德 ， 到 了西周后期 ， 周公精心制定的礼乐文化系统遭到 了破坏 ， 此前的
“

礼
丨

乐征伐 自天子出
”

转化为
“

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
”

。 这一转变使得对西周礼乐文

化推崇不已的孔子痛心疾首 ， 《论语 季氏 》 中 曾记载孔子之言 曰 ：

“

天下有

道 ， 则礼乐征伐 自天子出 ； 天下无道 ， 则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 。 自诸侯出 ， 盖

十世希不失矣 。 自大夫出 ， 五世希不失矣 。 陪臣执国命 ， 三世希不失矣 。 天

下有道 ， 则政不在大夫 。 天下有道 ， 则庶人不议 。

”

在这里孔子直言指 出如果

制礼作乐等事出 自 天子则是天下太平的象征 ， 否则 ， 如果出 自诸侯 ， 那么反

映出来的必定是社会的混乱 。 所谓
“

礼乐征伐 自天子出
”

其实就是天子对诸

侯拥有生杀予夺 的最高统治权力 ， 比如周成王
“

伐诛武庚、 管叔 ， 放蔡

叔
”

％ 周夷王烹杀了齐哀公％ 周宣王时 ， 鲁 国 出现了弑君的政治事件 ， 周
丨

宣王伐鲁立储 。 通过这些历史事例我们看 出 ， 从周朝建立到周宣王时期 ，

周天子通过政治化的礼乐文化还能有效控制诸侯 ， 但也是 自 周宣王时期始 ，

诸侯已经开始失控 ，

“

自 是后 ， 诸侯多叛王命
”

也即是传统的礼乐文化系

统不能有效约束诸侯 ， 而由此带来的恶果即是
“

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
”

， 特别是

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 ， 周天子驾驭不了诸侯 ， 反被诸侯所制 。 如 《左传 桓

公五年 》 记载周郑交恶 ， 周桓王率军伐郑 ， 结果打了败仗 ， 自 己反而被郑国

的祝聃射了一箭 ， 情形很是狼狈 ， 周天子的威严也 自此丧失殆尽了 ， 至周襄

王时甚至出现了诸侯召集天子的怪事 。

；

伴随着周礼系统崩溃的是政治化的周乐系统也逐渐紊乱 。 我们知道 ， 先

秦赋诗用乐是有严格的界限区别的 ， 朱谦之在综合了阮元的 《天子诸侯大夫

士金奏升歌笙歌间歌合乐表说 》 及王国维的 《乐诗考略 》 等研究的基础之上 ，

① 杨向奎 ：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 ， 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司马迁 ： 《史记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丨

③ 司马迁 ： 《史记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④ 司马迁 ： 《史记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⑤ 司马迁 ： 《史记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司马迁 ： 《史记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苻号与传媒 （

指出西周
“

为着阶级的不同 ， 便所用诗乐 ， 都有好些 区别
”

比如天子用

《颂 》 ， 两君相见用 《大雅 》 ， 诸侯宴饮士大夫用 《小雅 》 。 另外根据当时乐制 ，

：

有堂上堂下之分 ， 堂上重在用人声 ， 即所谓升歌 ， 其音乐之用是有等级制度

的 ， 不能随便乱用 ， 而 自笙歌以下则是没有阶级的 ， 士大夫至诸侯可 以通用 。

鲁国是个特例 ， 破例允许用天子之乐 。

“

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 ， 是以封
‘

周公于曲阜 ， 地方七百里 ， 革车千乘 ， 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

”②

当周天子的威仪能够臣服诸侯卿大夫的时候 ， 礼乐等级是很分明 的 ， 反过来
：

说 ， 礼乐等级文化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而设的 ， 如果有人僭越礼乐 ， 无

：

礼于君 ， 必然要受到处罚 ，

“

见无礼于其君者 ， 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③ 即

是明证 。 但是随着地主阶级经济势力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衰落 ， 西周传统礼
；

乐文化符号系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 如 《论语 八佾 》 中孔子批评季氏 ：

“

八佾舞于庭 ， 是可忍也 ， 孰不可忍也
”

季氏僭用天子舞乐 ， 让孔子痛心疾

首 。

“

三家者以 《雍 》 彻 。 子曰 ：

‘

相维辟公 ， 天子穆穆
’

， 奚取于三家之堂
”

《论语 八佾 》 ） 《诗经 周颂 雍 》 中有云 ：

“

有来雍雍 ， 至止肃肃 。 相维辟

公 ， 天子穆穆 。

”

颂乐本是天子之乐 ， 歌词也是赞颂天子威仪的 ， 但是季孙 、

叔孙和仲孙都僭用了 ， 可见当时的礼乐文化符号系统已经开始崩渍 ， 无法继

续维系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了 。

与此相应的是 ， 官学的下替与私学的兴盛 ， 形成了诸子百家并流争先的

局面 ， 较有名者 ， 儒 、 墨 、 道 、 法诸家 ， 各家都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

了 自 己 的政治学术见解 ， 他们分别从 自 身的阶级文化立场 出发 ， 或参与社会

： 实践之中 ， 或著书立说 ， 陈述 自 己 的观点主张 ， 他们落脚点都是一样的 ， 即

是如何应对这一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 如论者所言 ：

“

先秦诸子建构学术于乱

世 ， 研究学术并不是为了娱乐消遣 ， 不是
‘

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
’

， 而是要解

决现实人生 和社会政治 问 题 。 玄远之思 、 高妙之论 ， 都会落实 到人 间事

物 。

”④ 而当时社会现实 中最突 出 的问题即是传统的文化符号系统遭到破坏 ，

文化秩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 如周公制定的礼乐文化符号系统 ， 伴随着周王

室的衰微 ， 已经不再能够强有力地维系世道人心 ， 通过礼仪文化系统区分身

① 朱谦之 ： 《 中国音乐文学史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钱玄 《三礼通论

；

礼仪篇 奏乐之仪 》 对此也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 可资参考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

② 王文锦 ： 《礼记译解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③ 杨伯峻 ： 《春秋左传注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 ④ 陆玉林 ： 《 中 国学术通史 先秦卷 》 ， 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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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地位等级的差异有效性也趋于紊乱 ， 各种越礼僭礼的现象时有发生 ， 新的

社会阶层 、 意义等层出不穷 ， 旧有的文化符号与新的意义不能有效对接 ， 于

是先秦诸子对符号与意义的研究兴趣也就 自然发生了 。

丨

如符号学家莫里斯言 ：

“

符号研究兴趣最高的时期是在普遍进行社会变革
丨

时期 ， 这一点是有启发的 ， 如孔子时期 ， 或希腊衰落时期……在这样的时期 ，

人们借以生活在一起的符号开始丧失了他们的 明晰性和说服力 ， 而适合于改

变了的社会的新符号还没有产生 。 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再是轻易的联系 ， 因为

新出现的意义同旧的意义相抵触 。 语言归于无效 ， 文化象征成了问题 ， 因为
丨

这些都不复能够认为是当然的东西 。 当符号不再好好为人服务的时候 ， 人们

就有意识地注意起符号来 。

”

因为新的意义与传统的意义之间 出现了隔 阂 ，

语言交流 、 文化象征等都成了 问题 ， 所以人们必须对这样一些属于现代符号

学研究范畴的问题展开思辨 ， 尽管那时还根本没有一门叫
“

符号学
”

的学科 ，

但这些并不妨碍先哲们对符号与意义问题的思索 。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是

对这种既定秩序失序作出卓有成效的理论思辨的第一批智者 ， 并且 ， 他们将

由周公建立起来的一套礼乐文化符号系统社会化 、 伦理化 ， 使之成为个体 自

觉遵守的一种 内在道德伦理规范 。 孔子以礼为 内容 、 以仁为 内核 ， 在新的社

会环境下重构了 由周公发展而来的周礼系统 。

丨

孔子一生服膺周礼 ， 认 同周礼 ， 这些在 《论语 》 中触处可见 ， 如 《论

语 八佾 》 记载孔子说 ：

“

周监于二代 ， 郁郁乎文哉 ！ 吾从周 。

”

《论语 述
丨

而 》 记载孔子老年时言 ：

“

甚矣吾衰也 ！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

面对礼崩乐

坏的社会现实 ， 孔子周游列 国 ， 讲学布道 ， 宣传他的礼学思想 ， 但是当 时的
丨

社会秩序 已经紊乱 ， 诸侯卿大夫都在发展 自 己 的势力 ， 都想争霸称雄 ， 推翻

现有社会秩序 ， 建立 自 己 的统治王 国 ， 这与孔子倡导的观点恰好是相对的 ，

诚如笔者此前在一篇文章中所言的 ：

“

孔子的礼学思想是恢复当时的社会秩
丨

序 ， 实现君君 、 臣 臣 、 父父 、 子子的政治理想 ， 完善当 时的社会政治体系 ，

这与诸侯都想做大的政治诉求是相异的 。

”② 所以孔子的恢复周礼的主张不能
、

见用 。
丨

周公和孔子都是后来儒家推崇的代表人物 ， 周公与孔子有一个重要 的不

同之处是周公一度是西周王朝 的实际领导者 ， 周公在推行周礼的时候 ， 他有
：

其强有力的政治身份的支撑 ， 因此他可 以采用
“

顶层设计
”

的方式 ， 由上 向
丨

① 莫里斯 ： 《开放的 自我 》 ， 定扬译 ， 徐怀启校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祝东 ： 《身份 、 政治与符号——孔子及儒家升降沉浮的文化符号学简析 》 ， 《丝绸之路 》 ，
！

年第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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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逐层推进 。 但是孔子与他不同 ， 他早孤家贫 ， 为 了生计 ， 曾经还 出任过一

些地位低下的小官 ， 而立之年后退 出仕途 ， 专心设教 。 五十岁后适逢鲁国 阳

虎之乱 ， 鲁定公任孔子为 中都宰 ， 后为司寇 ， 然而好景不长 ， 他遭到鲁国实

权派季桓子等人的排挤 ， 只好去鲁适卫 ， 开始了周游列 国之旅 ， 继续向诸侯

兜售其恢复周礼的主张 ， 但是不被采用 ，

一度沦落凄惶如丧家之犬 因此

于孔子而言 ， 要想恢复周礼系统 ， 首先要说服具有一定政治身份的人 ， 通过

他们才能 自上而下推进 ， 这在整个社会文化观念以及大语境已经发生转变的

情况下 ， 当然不是件容易 的事 ， 他周游列 国的遭际即是证明 。 因此 ， 孔子并

非不想
“

顶层设计
”

， 而是这条路走不通 。 于是他新开了一条底层路线 ， 如论

者所言 ：

“

孔子是针对其身处时代社会秩序面临崩溃的危机 ， 而提倡恢复周

礼 ， 但他在这套秩序伦理化 、 意识型态化时 ， 同时给周礼注人了一些新的 内

容——孔子反省秩序之背后有一理据或成立之根据 ， 此便是人的道德 自 觉 ，

即
‘

仁
’

。

”② 孔子既然不能 由 上而下推行周礼 ， 就只能靠
“

仁
”
——个体道

德的 自觉 ， 来维护周礼 ， 也即通过比较温柔的
“

教化
”

的方式来实现 。 据杨

伯峻统计 ， 《论语 》 中论及
“

仁
”

共 次 ， 其 中作为道德标准 的有

次 如子张曾问仁于孔子 ， 孔子认为能实行恭 、 宽 、 信 、 敏 、 惠五种 品德

就是
“

仁
”

《论语 阳货 》 ）
； 孔子的学生有若认为

“

孝弟
”

乃是
“

仁之本
”

《论语 学而 》 ） ， 孝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 ， 《论语 》 中 次论及孝 。 在

孔子看来 ， 行孝首先在于
“

无违
”

（ 《论语 为政 》 ） ， 即不要违背礼节 ， 当然

形式上的礼节是不够的 ， 重要的是发 自 内心的
“

敬
”

， 而不是表面的
“

能养
”

、

“

弟子服其劳
”

、

“

有酒食 ， 先生馔
”

（ 《论语 为政 》 ） ， 如果
“

为礼不敬 （ 《论

语 八佾 》 ） ， 也就无甚可观了 。 由此可见 ， 孝 、 敬都是
“

仁
”

的品格 ， 而要

在礼崩乐坏的政治环境下推行周礼 ， 也就必须依靠个体道德的 自觉 ， 用
“

仁
”

来复
“

礼
”

：

颜渊 问仁 。 子 曰
：

“

克 己 复礼为仁 。

一

日 克 己复礼 ， 天下归仁 焉 。 为

仁由 己 ， 而 由人乎哉 ？

”

颜渊 曰 ：

“

请 问 其 目 。

”

子 曰 ：

“

非礼 勿视 ， 非礼

勿 听 ， 非礼勿 言 ， 非礼 勿动 。

”

《论语 颜渊 》 ）

：

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性欲望的膨胀 ， 对走下层路线 的孔子来说 ，

① 司马迁 ： 《史记 》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页 。

② 郑永健 ： 《

“

克己复礼
”

的争论 》 ， 《哲思 》 ， 年第 期 。

③ 杨伯峻 ： 《论语译注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④ 杨伯峻 ： 《论语译注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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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能倡导一种道德上的 自律 ， 将礼乐文化道德化 ， 在礼乐文化的教化之下 ，

使人得到道德情操上的熏陶提高 ， 然后来规范 自 己 的符号表意行为 。 诚如莫

里斯所言 ：

“

由于人的独特情形是如何对待某种事物大部分取决于他怎样表示

那个事物的意思 ， 因此符号成为创造人的工具的工具 。 因为人是用他的观念

和理想来影响 自 己 的 ， 而这些观念和理想需要用符号来发挥作用 ， 也许需要

用符号来表示它们的存在 。

”① 道德观念影响 了人们的表意活动 ， 而这种观念

的存在也是用符号来表示的 ， 如
“

仁
”

、

“

礼
”

等皆是 。 孔子倡导 的
“

仁
”

其

实就是从内心认同驯从周公建设的礼乐文化等级符号系统 ， 并将其伦理化 。

如果把
“

札
”

视作符号文本的话 ， 其对象则是现实社会中 的尊卑等级秩序 ，

仁则是其解释项 。 由此 ， 我们也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致力 于教育 ， 为什么如 丨

此重视 自 己 的行为礼仪 ， 这正是他通过传道于徒的方式 ， 来实践 自 己礼乐仁

和的政治主张 ， 达到救世 目 的的唯一可行路径 。

余 论

通观儒家礼乐文化符号系统的起源 、 发展 ， 其与语言符号系统的创建其

实有诸多相似之处 。 先民在社会活动中 的礼仪仪俗逐渐约定俗成为一定的仪

式 ， 后经加工改造 ， 注入了一定 的新意 ， 成为一套较为 固定的符号系统 。 在

新的社会背景下 ， 孔子将礼乐文化符号进一步加工改造 ， 普及到人伦 日 用之

中 ， 用礼乐教化来规训行为主体 ， 使其 由外在服从变成内在道德 自 律 。 个体
：

道德的 自律和完善则利于国家天下秩序 的和谐统一 ， 由是而引发 出修身 、 齐
：

家 、 治国 、 平天下这一整套层层扩大的系统 ， 由个体到集体 ， 自下而上逐层

推进 。 其最终 目 的与周公相 同 ， 即重建社会秩序 ， 达到天下太平的理想政治

效果 。

一方面 ， 改造后的儒家伦理思想承认等级符号划分层级社会秩序的合

理性 ， 成为后来推动 、 维系君主专制下郡县制社会的重要力量 ； 另一方面 ，

礼乐教化的伦理化 ， 强调个体生命的道德 自律 ， 克制 自 身 的欲望 ， 从修身生
丨

发开来 ， 内圣而外王 ， 达到治国平天下的 目 的 ， 这对社会发展稳定本是有好

处的 ， 但当它的一些观念符号如忠孝走 向极致时 ， 就成了愚忠 、 死孝 ， 反而

会制约社会发展 。

人文学术不能仅局限于还原历史 ， 彰显规律 ， 同时也要有现实关怀 。 反

观当代中 国社会现实 ， 在转型期新的文化冲击下 ， 社会道德感消退 ， 礼义 良

知的重要性下降 ， 各类社会恶性事件频发 。 要解决这一系列 问题 ， 必须着眼

莫里斯 《开放的 自 我 定扬译 徐 启校 上海人民 出版社 年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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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下文化伦理实际情况 ， 对中 国当今伦理现状进行反思 ， 重新梳理和解读

中 国传统文化遗产 ， 特别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提出 的仁 、 义 、 礼 、 智 、 信等

伦理符号思想中 的积极意义 ， 充分发挥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
“

制动价值
”《

，

用 中 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指导 当今人类社会的各种符号活动 ， 重建

： 文化表意活动中的基本价值准则与道德规范 ， 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 这

；

或许应该是当今传统伦理符号思想研究的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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