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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中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塑造一套官民并信并且落实在具体行动

中的价值观体系。这离不开从中外获取历史镜鉴。汉代的中国与 20 世纪上半页

的美国尤其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先谈汉代，下一篇谈美国。 

汉代的价值观体系成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主要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董

仲舒的主张主要是：抑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三纲五常”、树立“春秋大一

统”观。 

抑黜百家。董仲舒的主张并非 “废黜百家”（易白沙）或 “罢黜百家”（班

固），而是他自己说的“抑黜百家”，这也符合汉武帝的实际做法。表现为：与秦

朝的“抑制诸家、推崇法家”不同，主张“推崇儒家，抑制其他诸家”，即，以

儒家经典为主干，适当采纳其他家（主要是道家）思想，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思

想体系，并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使之成为官民都能接受并遵循的价值观体系，

行政措施主要有：启用田蚡为相，把“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

良（包括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达到“诸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目的。 

表彰六经。董仲舒的主张并非“独尊儒术”（易白沙），而是他自己说的“推

明孔氏”，即彰显孔子一派的思想，除了孔子及其传人的著作外，还推崇据传由

孔子改定的《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班固将之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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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六经”，这从狭义看，并不准确。只能广义地理解为“表彰儒家经典”。汉

武帝为此也采用了一系列行政措施，除了重用田蚡，还“优礼廷揽儒生数百人”，

并兴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为博士置弟子员，等等。  

确立“三纲五常”。董仲舒提出并定义了“三纲”“五常”两个概念。“三纲”

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对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清

晰化，并用“三纲”命名之，强调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下对上的关系，

这属于“伦理”范畴。而“三纲”在《大学》中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

善”，强调的是精英尤其是帝王的个人修为，属于“道德”范畴。 

完整的“五常”出现在“五伦”之后。孟子认为处理君臣、父子、兄弟、夫

妻、朋友五种关系应该遵守“忠孝悌忍善”，否则就会乱了人伦，因此这被称为

“五伦”。“五伦”主要处理下对上的关系。如何处理“上对下”、“对别人的妻”、

“对别国君臣”、“对姻亲”等关系？以及，个人如何才能做到“五伦”？孔子的

回答是“仁义礼”，孟子的回答是“仁义礼智”，董仲舒的回答则是“仁义礼智信”，

并将之命名为“五常”。常者，不变也。 

董仲舒引入道家的“阴阳五行”阐述如何定“上下”、为什么会“不变”。自

然界“贵阳而贱阴”，所以君、父、兄、夫属于阳且在上，而臣、子、弟、妻属

于阴且在下。“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无极），一生二（阴阳），二生三，三

生万物；万物分属金木水火土五类且相生相克，是为五行。这些是不变的自然法

则。“三纲”、“五常”、“五伦”体现了这些法则即“道”，因此成为不变之“伦常”。 

树立“春秋大一统”观。董仲舒治学一问《春秋》二问天意，“以道补儒”

是基本特点。《春秋》本身记录的是鲁国 242 年的历史，属于小诸侯国的历史记

录，很难说有多强烈的大一统倾向。但仰慕周朝的孔子认为有，并在整理删改的

过程中用高度简练却暗含褒贬的笔触（即“春秋笔法”）加以展示。不过，孔子

没有从逻辑上清晰展示为什么天下必须走向大一统。董仲舒借用道家思想补上了

这一环节。他认为，《春秋》重“元”，而“一元者，大始也” ，且“唯圣人能

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因此，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他认为汉武

帝是圣人，能成就帝国大一统之伟业。汉武帝接受了他的说法，并通过一生的征

伐，奠定了汉地的大致范围。“追求大一统”从此成为历代君主与臣民的一大信

念。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在查理曼大帝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大一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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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原因。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努力，汉帝国结束了先秦时期的“师异道，人异论，百家

殊方”局面，确立了儒家在帝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统治思想地位。后世对

儒家的进一步发展，很难超过汉代，最大的一次是宋明理学的出现。其他朝代主

要是枝节上对儒学进行修修补补。 

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宗法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并成

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精神支柱。汉武帝这一“文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要超

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武功”。秦始皇治国片面使用“严刑峻法”，结果秦帝国二

世而斩。汉武帝采用“儒法结合为主，兼采其他思想（如法家）”的方式治国，

影响中国历史 2000年，并延及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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