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皷如箕之舌，弄如簧之言，百方容

悦、迁就是非以市其奸，使人悦听，

目之为巧也。 （七股）“色庄焉已耳，

或时乎和色之。 温厉在乎己，乌可

令之以取人哉？ ”彼小人者欲厚乎

其利，广乎其闻焉，则必揣庄颜正

色忤于世， 乃阉阉然逞脂韦之态，

献胁肩之谄，便佞侧媚、卑诎奉承

以投其好，使人亲狎，谓之为令也。

（八股）而必断其为不仁者，何欤？

盖是非之良，人必具之，岂曰小人

无之乎？ 彼口是而心非，面从而后

言，视其实心将何所有哉？ （九股）

好恶之心，人必有之，岂曰小人无

之乎？彼阳誉而阴挤，外亲而内雠，

顾其实情将何所存哉？ （十股）其曰

不仁，不亦宜乎？ 故《诗》垂颜厚之

训，《书》载孔壬之畏，其亦可惧而

可慎也。

全文以圣人 、 小人分立两

柱，以十股分论圣人与小人在德

与言、貌上的不同，而尤着力于

对“彼小人”的鞭挞。该文在立论

上符合《论语》的本意，辨事物 ，

称德仪都离不开言与色，然言要

由衰，表里应如一。 但若以制义

规则论之，该文的议论方式尚未

讲到点子上，算不上优秀的八股

文。 按张鼐的说法， 对于此题，

“‘巧’、‘令’字不必说到已甚，凡

强排道理皆巧言也。 ”（张鼐撰 《新

拟科场急出题旨元脉》，潭阳世庆堂天启

三年刻本 ，第3A页 ）张鼐的意思是 ，

如果在 “巧”、“令” 两字上多着

言，则也是一种巧言。 明清时期

制义高手于此题上的名文多着

眼于 “仁 ”字———内在的修养才

是最重要的。朱熹在这一句上有

重要提示：“致饰于外 ， 务以悦

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版，第48页）强调“本心”。 何焯说得

更加明白：“加之察省 ， 切己反

求，从言貌细微处实下手做工夫

起， 不是汗漫观人之法。 ”（何焯

《义门读书记 》，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

27-28页）都是强调此文的运思方

向是切己反求，由心出发 ，去体

认“仁”。康熙丁酉科江南乡试严

文在之同题元墨之承题即曰 ：

“盖仁者心之德也。 ”全文即内内

而外，“仁者吾心之所依以为宅

者也，既骛于言，又骛于色，虚灵

之用，日事于杂揉而欲依乎本然

之宅而不他 ， 此势之必不能者

也。 ”（胡先琅辑《国朝历科元墨正宗》第

三册，清三多斋嘉庆四年刊本）正如王

己山所评：此文“只争向里向外

之别，题义自谍然以解。 ”（同上）

乾隆乙卯顺天乡试王廷濬之元

墨也同此思路，其承题曰：“心驰

于外，仁之存者鲜矣。夫仁，人心

也 ，言而巧 、色而令 ，心驰于外

矣，其仁之存也几希。 ”（《国朝历科

元墨正宗》第十册）伊藤东涯此文却

于“观人”上着墨甚多。

但事实上他对八股文这种

文体的了解尚属表层。八股文的

外结构（即八股文与四书五经乃

至子史百家的关系）以及由此而

衍生的写作成规（如题界 、顾上

而不侵上，照下而不犯下 、不以

二氏入制义等）（详见陈维昭《论制义

理论的空间范畴》，第十八届科举制与科

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旧金山]参会论文）

并未被伊藤东涯所意识到，其制

义全无此类观念，故缺少那种对

四书五经顾盼迎让而形成的“狮

子戏球”般的灵动与洒脱。

伊 藤东涯的制义更多的是

只有破题 、结语 ，而不刻

意于排偶 。 像 《学而时习一节

义》，伊藤东涯以学与习并立，重

点强调“教化”之重要性。对于此

题，张鼐说：“‘时习’便‘悦 ’，非

‘时习’中更有一个‘悦’也，分别

是圣心默自体勘， 自觉有得，故

形容摹想， 正是学而不厌心境。

要讲得极细， 似圣学不厌趣味，

方妙。 ”（张鼐撰 《新拟科场急出题旨元

脉》，潭阳世庆堂天启三年刻本，第1B页）

伊藤东涯此文则是信笔而写，从

“教化之所及无穷”论至“四端”，

又论至他对“夫子之学 ”的独特

理解：“若夫以格物穷理持敬主

静为学者，是后世之学 ，非夫子

之学也。以章句训诂文艺博物为

学者，是俗儒之学 ，非古者之学

也。 然夫子之所谓学者，亦非必

舍文字，废闻见焉，而文行忠信

阙殆阙疑，以充拓其见闻 ，若夫

曰修身而已而不从事于文，则固

陋鄙野，亦未足与语也。 此夫子

之教所以为至大，而孟子之所以

羽翼之者，实一家同脉相为表里

也。 ”（《绍述先生文集》第十八卷，古义

堂藏板1761年版 ，第7A-7B页 ）断然否

定宋代理学。

他写的制义，有一些题目像

截搭题，但他仍是当成一篇大文

章来写。 如《君子创业义》，题来

自《孟子》，为截下题，全句为“君

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既截去

下文，则其法为“照下而不侵下”。

东涯此文 ， 破题便直犯下文之

“垂统”、“事之可继者，在于强为善

也”。 作者并没有“题界”的意识，

只是凭自己对《孟子》的理解，将

“创业 ”与 “垂统 ”对峙 ，并立两

柱：“自其祖先之构于当时而言

之 ，则曰创业也，非善则后世何

以继之乎？自其子孙之续于今日

而言之，则曰垂统也 ，非善则今

日何以承之乎？ ”（同上，第47A页）

又如《天何言哉义》，既可理

解为截上题 ， 也可理解为截下

题。 《论语》的原文是：“子曰：‘天

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 ’”伊藤东涯此文在形式

上虽颇具八股文之骈偶形式，但

他全无“题界”意识，在题目之前

后上引下连，纵横议论。

圣人明天道无言之实，以示道

之不外乎事实也。 盖世之观圣人

者，知其见诸言语辨说之为教，（一

股） 而不知验诸践履躬行之为教。

（二股） 于是乎至其曰无言而若其

难以述焉。 夫子之欲无言者，将为

滞言诠者而发之耶？ （三股）抑欲使

用力于实践尔耶？ （四股）何不观诸

天道于穆不已之妙而识之耶？今夫

天斯昭昭之多也， 而一气之发，机

缄密运， 实有以司生长收藏之权，

阴阳于是乎调， 星辰于是乎列，然

无有声色臭味之著也。 （五股）且夫

天其苍苍之色也， 而百物之殖，随

物流形， 皆有以遂畅茂蕃庑之生，

庶类于是乎遂， 品物于是乎亨，然

非有命令教戒之愁也。 （六股）圣人

之德亦复如此，其巍焕乎外者皆中

实之孚，而观之者岂试之于可观之

文而已乎哉？ （七股）其炳琅乎言者

即实德之符，而其学之者岂附之于

何述之叹而可乎哉？ （八股）要知圣

人一言之微，一动之细，皆靡非无

隐之教，而不特试之于言而可知而

已也。 若夫绝言语外文字，而谓道

于是在焉者，亦异端之见，而不足

与言圣人之德也。

伊藤东涯既不喜朱熹理学，

则其对四书的诠释，自不受理学

约束。 在《学而时习一节义》中，

他以孟子所说的 “四端 ”演绎学

习与教化的重要性。他说：“吾想

四端之心，人人具足，不假外求。

苟知扩而充焉， 则四海之广，兆

民之众，无难保者也。 ”这段诠解

释其实来自乃父伊藤仁斋。伊藤

仁斋认为， 孔子于仁义礼智，只

教弟子行之之方， 而不释其义。

只有孟子以“四端 ”诠释仁义礼

智之原委。 “程朱诸家所以不免

于仁义礼智之理有差者，盖为不

知原之孟子，而徒就论语言词上

理会仁义礼智之理焉耳。 ”（伊藤

仁斋 《语孟字义 》，宝永二年 [1705]跋本 ，

第23A页 ）说孟子 “其意以为人之

有是四端，即性之所有 ，人人具

足，不待外求，犹四体之具于其

身。 苟扩而充大之，则成能仁义

礼智之德，犹火之始燃 ，自至燎

原之炽；泉之始达 ，必至于襄陵

之荡 ，渐渐循循，其势自不能已

焉。 ”（同上，第23B页）这个“人人具

足，不待外求”虽多少有心学、佛

学的意味， 但对于阳明之学，伊

藤仁斋仍认为其未得孔子之真

谛，究其原因，为未能探源于孟

子。这正是伊藤父子相同的儒学

理路。

日本江户时代儒学盛极一

时，儒学教育遍及京都 、江户和

各地藩校，却并未因此而形成八

股取士制度。伊藤仁斋的古义堂

私塾为伊藤东涯的八股文写作

提供了“月课”的环境，伊藤东涯

本人对文章美学的重视成为他

实践八股文写作的重要契机。他

一生所创作的44篇制义，是今天

仅见的日本人所创作的八股文，

具有重要的文章学、 教育学、域

外汉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

授。 上篇“盛行儒学的江户时代

日本为何拒斥八股文 ”见 《文汇

学人》2019年10月18日）

■

邗 （上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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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充满戏剧性的城市

历史， 印证着 20 世纪的跌

宕起伏，她身上的累累伤疤

也刺激着一众诗人、 小说

家、 导演述说着她的故事。

文化旅游网站 culture trip

选出十本以柏林为背景的

书，带你观看这座城市。

汉斯·法拉达 《柏林孤影》

（1947， 英 译 本 Michael

Hofmann 2009）

这部小说是二战后德国

出版的第一批反纳粹的小说

之一。 出版于法拉达去世那

年，根据真实事件创作，讲述

一个工人阶级的丈夫和妻子

独自行动， 成为德国抵抗运

动的一部分。

克洛伊·阿里吉斯《云之书》

（2009）

驻扎伦敦的墨西哥作家

的第一本小说， 讲述一个墨

西哥女孩来到柏林寻找这座

城市历史的故事。 这部小说

的主角不是这个女孩， 而是

柏林这座城市。

伊恩·麦克尤恩 《无辜者》

（1990，中译本朱乃长 2010）

这部间谍小说背景设定

在冷战初期， 也是一个经典

浪漫爱情故事。

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 《别

了，柏林》（1939，中译本孙

法理 2016）

伊舍伍德在德国魏玛时

期创作的小说， 具有半自传

的性质。 其中人物都难逃纳

粹魔掌：歌厅的歌手，同性情

侣，犹太后裔。这部作品后来

改编为久负盛名的音乐剧

《歌厅》。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柏林，

亚历山大广场》（1929，英译

本 Eugene Jolas 1931， 英译

本 Michael Hofmann 2018，

中译本罗炜 2003）

德国文学巨匠德布林的

这部作品常被拿来与乔伊斯

的《尤利西斯》作比较，被认

为是 20世纪最佳小说之一。

故事围绕着亚历山大广场展

开。 如果只读一本关于柏林

的小说，这是首选。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天

赋》（1938， 英译本 1963，中

译本朱建迅王骏 2004）

纳博科夫的最后一部俄

语小说， 代表着与旧世界的

告别， 而这部半自传体小说

是在柏林写的， 描绘了俄国

流亡青年艺术家在欧洲大陆

的生活。

安娜·丰德 《史塔西地带》

（2002）

澳大利亚作家丰德 1990

年代中期在柏林工作， 她渐

渐被东柏林的城市历史所吸

引。书中人物生活在曾无处不

在而余力未消的史塔西影响

之下。 虽然两德形式上统一，

但真正的和解还有待时日。

保罗·贝蒂《睡城》（2008）

一个 DJ追随一位爵士

乐手来到西柏林的酒吧 “睡

城”，这部讽刺小说里充满音

乐文化， 是一部后冷战时期

的柏林风情画。

彼得·施耐德 《跳墙的人》

（1982）

施耐德是 1968一代的

主要知识分子， 这部市民和

记者视角的短小作品一出

版， 便成为 1980年代的经

典， 很快被改编为电影。 后

来，则成为一部预言。

乌韦·蒂姆《仲夏夜》（1998）

这部小说以两德统一后

的当代柏林为背景， 主角是

个写不出新书， 开始写关于

土豆的文章的作家。 为了做

研究， 他去探访了住在东德

的土豆专家。 其中充满了超

现实的场景。 （黎文）

十本书让你爱上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