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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论》和《宋论》是王

夫之的两部名著。盛名之下，也有

微词。比如，船山评论历史人物，

向蒙苛责之讥。

这位辞世于清兵入关近五十年

后的老人，以明遗民自居，不承认

清朝。他著述等身，遗言却禁止子

孙刊行。近两百年后，底定大乱的

曾国藩、国荃兄弟在金陵主持整理

《船山遗书》，其学方大显。但即便

是对王夫之倍加尊崇的曾国藩，也

认为他评论古人过于“褊刻”，“使

处国事，天下岂尚有可用之人？”

如果船山当政，在他眼里，恐怕普

天之下找不出一个可用之人。

难道这个百多年来征服了无数

学人的智者，心灵的隐秘角落有块

阴霾，使他完全忘掉了作为儒学之

本的恕道，在七十高龄定稿的《读

通鉴论》和《宋论》中，像愤青般

唾沫四溅，恣意贬低古人？

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我们注意

到，同样在两论中，王夫之对“苛”

深恶痛绝。比如他说，宋代的理学

家们，“以其律己之严，责愚贱之不

若”，拿对自己的高标准，来要求

大众，是受了法家的毒害（《宋理

宗六》）。船山强调，君主应当“求

诸己而已”，至于“舍己而求诸人”，

乃“申、韩之敝帚也”，那是法家的

害人玩意儿（《宋太祖三》）。

在同样成书于晚年的《四书训

义》中，王夫之一而再再而三地郑

重指出，发表言论得慎重。于情于

理可以说的话，也应当“慎持之而

不易出，若有所忍焉”，尽量克制，

不随便出口。如果不得不说，“简而

确，断而不繁，有所止而不流”，言

简意赅，就事论事，不枝蔓，不发

挥（《论语训义·颜渊篇司马牛问

仁章》）。他担心，士大夫自恃真理

在手，“以道义自居”，“与世相亢”，

摆出一副对抗流俗的姿态，“道义成

乎偏激之意气”（《论语训义·子罕

篇子曰衣敝缊袍章》）。因此，对古

人歆羡、今人盛赞的宋代士大夫政

治，船山持否定态度，将士大夫政

治发端的仁宗朝视为北宋亡国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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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船山本人洋洋洒洒，写

就了两部总计 70 万言的史学巨著，

其中充斥着“穷其恶而极其诛”的

“非贬古人”之语（《赵烈文日记》），

极尽批判之能事，又该如何解释？

澄清这一困惑，必须回到《读

通鉴论》和《宋论》中的具体案例，

详细考察王夫之“非贬古人”的方

式、依据和目的。一系列不同性质

的案例，或许能帮我们打开一扇理

解这位哲人的门。笔者首先想到的，

就是岳飞。

在《宋论》高宗第 12 篇中，

船山认为，岳飞遇害，本人负有无

可推卸的责任。对一位几乎没有瑕

疵的完人，王夫之尚且如此，不正

是“褊刻”的确证吗？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分析船山的

论述。这一篇首先指出 ：历代宰相

统兵作战，立下赫赫武功的，除周

公外，没有别人也 ；而武将在战场

之外，享有崇高声望的，历史上连

一位也未必找得出来。

武将赢得非军事声誉，有三种

途径。第一，军纪严明，不骚扰百

姓，甚至主动嘘寒问暖，民众会赞

不绝口。第二，虽身为武将，但文

质彬彬，和士大夫交往表现得很谦

逊，甚而诗酒唱和，读书人自然倍

加推崇。第三，积极参与朝廷关于

国家大事的讨论，坚持正义，声援

君子，反对小人，在官僚中就能收

获口碑。

王夫之认为 ：“岳侯（对岳飞的尊称）之死，天下

后世胥为扼腕，而称道之弗绝者，良由是也。”历史上

被冤杀的武将很多，军事奇才韩信死得也很冤枉。为什

么大家对岳飞之死特别痛心，独独对他称颂备至？就是

因为上述三方面岳飞都做得非常好，声誉卓著。韩信不

过是能打仗——也许比岳飞还强，但缺乏岳飞拥有的伟

岸形象。

接着船山笔锋一转，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

“唯然，而君子惜之。”唯其如此，有识之士替他惋惜。

正因为表现近乎完美，岳飞“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

不自保其身”，进不能实现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夙愿，

退不能避免冤死的厄运——“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

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碰到秦桧这样的奸臣，

岳飞倒下了，但即便没有秦桧，恐怕也不会有好结果。

和众人一样，王夫之认为岳飞之死是南宋命运的转

折点。但极其与众不同的是，他将悲剧归结为岳飞做得

太好了，甚至刽子手秦桧似乎也可以因此减轻罪责 .

下面船山用了 1200 字加以解释。他先引用《周

易》：“安其身而后动，定其交而后求。”办大事，不能

急躁。得先赢得周围人的谅解和信任，否则一定会有人

使绊子，结果不仅是个人遭遇挫折乃至不幸牺牲——仁

人志士不惮为国捐躯，而是危亡中的国家失去了被拯救

的机会。尤其武将统率千军万马，握着枪杆子，肩负着

保卫国家的重任，立大功的机会多，遭暗算的概率也

大，保护好自己，争取他人的支持，更不容易。

接下来王夫之专门讨论武将的难处。靠血缘坐上

龙椅的皇帝往往不具备雄才大略，能力比不上在你死我

活的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将军。心知肚明的皇帝自然会担

心，会猜疑，怕控制不了将军们。而一位手下聚集了众

多英雄好汉的将军，屡战屡胜，敌人闻风丧胆，天下人

自然顶礼膜拜，忘了将军上面还有天子。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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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将军丝毫没有警惕，又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品质，体

恤老百姓，尊重读书人，礼贤下士，于是庙堂与江湖众

口一词，竞相称赞。

将军还没有醒悟，羡慕读书人的儒雅，生活中处处

向文人看齐，并借诗文咏叹被压抑的豪情壮志，身后自

然聚拢了一批浮躁的粉丝，争先恐后用笔墨吹捧将军，

为他鸣不平。流风所及，街头巷尾也出现了种种民谣，

传颂将军的爱国情怀，为他壮志未酬感到悲伤。这能不

让平庸的君主和他身边的小人为之侧目吗？

更有甚者，君主有不良嗜好，任用的大臣中有奸

人，决策有错误的时候，在朝的文官们无法说服君主作

出改变，病急乱投医，寻求将军的支持，而将军铁肩担

道义，出面表态，力图挽救朝局。这只会使皇上对他猜

忌更深，奸臣们欲去之而后快的心情更为迫切。

“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国者，未之有也！”像这

样子，想要保护好自己，从而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是

不可能的。

澄清了武将的可能失误，船山又援引汉唐历史，分

析成功案例。汉初立下大功的武将，只管打仗，只负责

执行命令，中央决策是萧何、张良这些文人辅佐刘邦

做的。周勃、灌婴之所以能在吕雉死后，安定刘氏之天

下，恰恰是因为没文化，不像随何、陆贾这些文人那样

风度翩翩，能说会道，所以刘邦、吕后都比较放心。要

不然，别说吕后当政时不会轻易放过周勃、灌婴，恐怕

刘邦就容不下他们。

和岳飞更有可比性的，是郭子仪——安史之乱后挽

救李唐的第一功臣。在王夫之看来，郭子仪虽是不折不

扣的一介武夫，却是有大智慧的仁者。他清楚李泌、崔

佑甫是贤相，但并没有和他们结交，以成“君子之好”；

他同样清楚宰相元载、宦官鱼朝恩是奸邪，但也没有加

以揭发，不招惹他们。

郭子仪功劳太大，受到了唐王朝的猜忌。他的兵权

被夺，取而代之的是曾经的副手李

光弼。李氏风格和郭子仪迥异，执

掌军政后郭氏立下的规矩往往被废

弃，但郭子仪很淡定，并没有发挥

影响力，背地和李光弼较劲。另一

个唐廷特意提拔以制约郭子仪（还

有李光弼）的，是他曾经的下属仆

固怀恩，对此郭氏也没有任何不满

表现，甚至主动让位于昔日部曲。

削夺兵权三年后，一度因军

情紧急，郭子仪获得了一个短暂

的复出机会，很快又因为受猜疑被

罢。他依然安之若素。不久，吐蕃

大军攻入长安，唐代宗仓皇逃往陕

州（今河南陕县），郭氏临危受命，

收拾散兵游勇，再次挽救了唐王朝。

船山称颂道 ：

以废斥之余，一旦跃起，而卒

拯吐蕃之难。以是动，而动罔不利

也；以是求，而求无不得也。

郭子仪低调慎重，坚守武将本

分，不介入政治，面对不公淡然处

之，不仅保全了自己，最终也迎来

了为国效力的机会，一举定乾坤。

郭子仪的反面是李光弼和仆固

怀恩。因为居功自傲，不堪忍受皇家

猜忌，仆固怀恩勾结外虏，反叛朝

廷，最终身败名裂。而李光弼要不是

死得早，恐怕也难免这样的下场。

岳飞是郭子仪的另一种反面，

高尚的反面，但还是反面。王夫之

感慨 ：“岳侯诚有身任天下之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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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王夫之画像》  作者：刘正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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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赵氏之宗祊，而胡不讲于此耶？”岳飞啊岳飞，你有

凌云壮志，欲拯救赵宋王朝，怎么能不冷静地好好思

考，怎么能不向成功的前辈郭子仪学习呢？

有了以上一番正反两面的剖析，接下来船山才进入

正题，具体讨论岳飞的处境。

赵宋家法，素来以猜忌武将著称。宋高宗更是亲身

经历过身边武将的叛乱，一度被囚禁，被迫让位给尚在

襁褓中的儿子，他对武将的态度可想而知。皇帝如此，

宰相呢？秦桧独掌朝纲前的张浚，虽是正人君子，但气

量窄，疑心重。而和岳飞共事的武将，同样名列中兴四

大将的张俊、刘光世都曾是他的上司，资格老得多，无

法接受岳飞和他们平起平坐，耿耿于怀。至于阴险的秦

桧，就不用提了。总之，南宋政权的重要人物，理解、

支持岳飞的寥寥无几。

危机四伏的状况下，岳飞没有韬光养晦。他高调宣

传、执行军纪，甚至将拿了百姓一束麻捆割来喂马的杂

草的士兵斩首示众，对军队驻地或经过区域的民众体贴

入微，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纷纷给岳家军送来种种

慰问品 ；他高调仿效文士风流，延揽读书人，和士大夫

如漆似胶 ；他高调支持朝廷上掌谏诤之职的谏官们，公

开互相推崇，力辨和议之非 ；他高调阐明自己的立场，

一身正气，绝不容丝毫侵犯，与奸臣势不两立 ；他高调

地在怀疑他培植势力的张浚面前，直率地指出诸将领的

不足，当场翻脸后，极有血性地扔下军队，一个人步行

到庐山，给去世不久的母亲守孝。

以上所论种种，就事论事，岳飞都没错，恰恰相

反，他表现出了罕见的正直和英雄的柔情。但船山评

论说 ：“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

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民归之，游士、墨客、

清流、名宿莫不归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

交 ；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

稷之身以卫社稷也，庸可得乎？”

一个武将，出色地履行了本该

由宰相、谏官、馆阁（皇家专门培

养的文学侍从）和地方长官（就关

爱百姓而言）履行的职责，集一众

文官的优点于一身。他的魅力，让

士兵倾倒，让民众倾倒，让文人墨

客、清流名宿倾倒。但这只会让皇

上对他更为猜疑、忌惮。他卓尔不

群，立身极正，却毫无必要地将自

己置于危险之中。岳飞的生命，不

只属于他个人，船山称之为“社稷

之身”，这是个关系到国家安危、普

天下千千万万人的极其宝贵的生命。

真正的智者，能屈能伸——屈，不

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为了国家，

为了天下。

岳飞遇害时，才 39 岁。王夫之

感到极度惋惜，甚至为此设想了一个

美好结局 ：如果他能像郭子仪那样，

收敛锋芒，“知难勇退”，不和秦桧争

一日之长短，完全可以等到老贼的死。

秦氏死后六年，那位写下“立马吴山

第一峰”的大金君主完颜亮，悍然举

全国之力，孤注一掷，兵临长江。这

时的岳飞，一定会像郭子仪那样，成

为高宗君臣心目中挽救危局的不二人

选，迎来施展宏图的良机。完颜亮南

下，后院起火，堂兄弟完颜雍在辽阳

自立为帝。趁女真内乱之机，岳飞不

难收复黄河以南的宋朝故土。即便不

能一举将金人逐出中原，还我大好河

山，至少南宋政权不会像实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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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苟延残喘，直至被蒙元吞没。

最后，船山的结论是 ：

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

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

岳侯也。悠悠之歌诵，毒于谤讪，

可畏矣夫！知畏之，则所以弭之者，

亦必有其道矣。

有识之士会为岳飞深深叹息，

更对当时称颂岳飞的那些人痛心疾

首——正是他们的歌颂，把岳飞送

上了风波亭。有时，比起恶意中伤，

赞扬反而是更致命的毒药。明白了

这一点，如何消祸患于未萌，就再

清楚不过了。

这就是王夫之对岳飞的“苛

责”——岳飞原本可以实现救国理

想，他犯了错误，对自己的死，岳

飞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可以想象，会有人反驳船山 ：

分明是宋高宗、秦桧混蛋，怎能把

账算到岳飞头上？

王夫之论史，不是作为中立的

第三者，以超脱的“客观”态度评

判古人。他设身处地，从当事人的

角度出发，从当事人的愿望出发，

试图阐明，当事人怎么做才能实现

其美好愿望。

打个比方，车祸发生后，交

警会来确定事故双方各自应承担的

责任。这如同现代史家习惯的历

史分析法 ：寻找导致某一事件发生

的诸多因素，并大致确定不同因素

的不同“贡献”。但另一方面，对发生车祸的当事人来

说，面对交警是不得已的选择，真正重要的是避免车

祸。而要避免车祸，事后分割责任的思路没有太大的

意义——司机必须时刻准备好，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如果现实很糟糕，很多人不遵守交规，你怎么办？有

人会开斗气车，但斗气的结果可能导致车祸，即便对

方负全责，也后悔莫及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只能改变自己。要避免车祸，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谨

慎行事，抱怨乃至怒斥不道德的司机没有意义，谴责

不解决问题。

不是王夫之苛责，是现实太残酷、太苛刻。一个有

理想、有抱负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最有效的应对

方式就是自己做好准备。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为

什么会出问题？不正因为人太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吗？如果人人质朴善良，早就天下太平，根本不会出问

题了。有志之士渴望承担起责任，解决国家、民众的问

题，就必须思考如何面对非常复杂，甚至凶险的环境。

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人，应当做好随时遇上混蛋、坏蛋

的准备。

正是充分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充分意识到岳飞具

备了力挽狂澜的能力和意志，船山才站在岳飞和未来一

定还会出现的岳飞般的英雄的立场上，为他们实现梦想

出谋划策，提出了貌似严酷到不近人情的极高要求。这

不是局外人缺乏同情心，妄加苛责，而是比他人更透彻

地理解岳飞处境的结果。从根本上说，王夫之的史论不

是要对已经无法改变的历史说三道四，而是希望塑造一

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相信，如果岳侯有机会在天国读到王夫之的评

论，一定会泪流满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攻政

治史、经学与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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