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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怎样读中国传统经典

一

2007年到2011年，我在“敏隆讲堂”连续开设了十三期共一百三十
讲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课程。那是个通史课程，将中国历史从新石
器时代到辛亥革命做了一次整理，其基本精神主要是介绍过去一百多年
来，在中国历史研究上许多重大、新鲜的发现与解释，让中国历史不要
一直停留在“新史学革命”之前的传统说法上，所以叫作“重新认识中
国历史”。

这本《经典里的中国》，在基本取径上，仍然是历史的、史学的，
等于是换另一种不同的方式重讲一次中国历史，希望降低个人主观的选
择判断成分，让读者能够从原典来认识、了解中国历史。

从原典认识、了解中国历史，牵涉一个极其难得的幸运条件。两千
多年前的中国文字，两千多年之后，我们一般人竟然都能不用透过翻译
直接阅读，光靠直觉就能掌握其讯息大概，再多费点功夫多些解释，还
可以还原大部分的本意。中国古文字和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这套文字，
有着明显、强烈的延续性，现代通用的大部分文字，其起源可以直接追
溯到《诗经》《尚书》，小部分甚至还能再上推到甲骨、金文。尽管在
文法上有相当差距，尽管字义不完全相同，但古文字和现代文字在运用
上，有着容易对照的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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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文明的奇特状态。世界历史上实在找不到另一个例子，从
公元前三千年到现在，同一套文字、同一套符号与意义结合的系统，五
千年来没有断裂消失，因而可以直接挪用今天的文字习惯来接近几千年
前的文献。

具有高度延续性的文字传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
面貌，也让中国社会付出相对的代价，才造就现实中我们每个人身上极
为难得的能力。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认知、善用如此特殊的能力吧！

二

阅读原典的第一个理由是：中国历史有其原初的材料，透过这些材
料的累积、解释、选择，才形成种种对历史的叙述。对中国历史有兴趣
的人，听过别人给的历史叙述后，应该会想要回到原初材料，一方面看
看历史学者从材料里炒出菜来的过程，一方面也自己去覆案、检验历史
叙述的对错好坏吧！

我们听过课本介绍《诗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听过许多从《诗
经》中撷取材料来重建西周社会面貌的说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读《诗
经》，或许你会发现《诗经》的内容和你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你也可
以覆案你原先对西周的认识和《诗经》所显现的是不是同一回事。不管
是哪种经验，应该都能带来很大的阅读乐趣吧！

阅读原典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产生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献，记
录的毕竟都是人的经验与感受，我们今天也就必然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
，与其经验、感受彼此呼应或对照。也就是，我们既能够从中读到相似
的经验、感受，隔着时空会心点头，也能够从中读到相异的经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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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扩张我们的人生体会。

源于史学训练带来的习惯与偏见，必须承认，我更倾向于从原典中
获取其与今日现实相异的刺激。历史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类经验的多样性
，看到人类生活的全幅可能性，进而挑战、质疑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种
种现实状况。这是历史与其他学问最根本的不同作用，也是史学之所以
存在和无可取代的核心价值。

三

前面提到，拥有延续数千年的文字，让中国社会付出了相对的代价
，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影响中国传统看待历史的态度。没有断裂、一脉
相承的文字，使得今人和古人极为亲近，关系密切，因而历史在中国从
来都不是一门研究过去发生什么事的独立学问，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明
显的界线，形成无法切割的连续体。

理解历史是为了在现实中使用，于是就让后来的观念、想法，持续
不断渗透进中国人对历史的叙述中。说得严重一点，中国的传统态度，
是一直在针对现实所需，以现实来改写历史。后世不同的现实考量，一
层层叠在历史上，尤其是叠在对传统经典的解释上。因而，我们不得不
做的努力，是想办法将这些后来叠上去的解释，倒过来一层一层拨开，
看看能不能露出相对纯粹的原始讯息。如此我们才有把握说，从《诗经
》中，我们了解了两千年前至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某种社会或心理状况
；或是尽量放在周初的政治结构下来呈现《尚书》所表达的周人的封建
设计，而不至于错置秦汉以降皇帝制度的价值来扭曲《尚书》的原意。

意思是，我不会提供“传统”的读法，照搬传统上对这些文本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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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许多传统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说法，特别需要被仔细检验，看看那
究竟是源自经典原文的意思，还是后来不同时代因应其不同现实需求所
给予的“有用”却失真的解读。

将经典文本放回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在那个特定背景下，而
非从一种忽略时代的普遍角度出发来读这些传统经典，这是关键的前提
，也是“历史式读法”的操作性定义。

在“历史式读法”的基础上，接着才会有“文学式读法”。先确认
了这些经典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它们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代，由过着和
我们很不一样的生活的先人们所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就能排除傲慢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培养并动用我们的同理心，想象进入他们那样异
质的生活世界中，去接近他们的心灵遗产。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拓展自己的感性与知性能力，不仅了解了
原本无法了解的异质情境，更重要的是，还收获了原本从来不晓得自己
身体里会有、可以有的丰富感受。现实生活不可能提供的、只存在于古
远时空中的经验，借文字跨越了时空，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以新鲜、强
烈的刺激。

正因为承认了经典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空环境中，当我们对经典内
容产生感应、感动时，我们有把握，那不是来自现实的考量，断章取义
地去“appropriate”（套用）经典，而是这里面真的有一种普遍的人间条
件贯穿着、联结着，让我们对人性与人情有更广大更精细的认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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