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也意味着!儒家崇尚的"君待
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从根本
上遭到了破坏和消解$ 主奴关
系在官僚体制中的泛化! 很可
能又是导致宋朝以后中国君权
专制程度愈发加强的根源之
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南宋使者
的观察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令人伤痛的 !以夷

变夏"

!!"!

年签订的 "绍兴和
议% 对于宋朝人来说无疑是丧
权辱国的! 前往金朝称臣纳贡
的使者途经沦丧的中原故土 !

眼见陷于胡虏的遗黎! 其惭愤
哀痛可想而知 $ 宋光宗时代
&

!!#$%!!$"

'的诗人姜特立!其
父在靖康年间殉难! 当他一踏
上中原大地!丧父之恨(亡国之

痛一下子被生生唤醒! 成了切
身感受 )*中原旧事成新恨 !添
得归来两鬓霜$ %!"梅山续稿#

卷一 "使北二首 $'这句诗说出
了七十年间出使金朝的南宋使
者共同的痛苦体验$ 在这样的
局势下! 使者们通过亲身见闻
指出 !所谓的 *大金 %乃是一个
僭窃中原(虏待我民的政权!它
并没有把中原真正当作自己的
家园!而是对中原(汉族实行剥
夺和镇压$这种观察和书写!确
实暴露了金朝一直相当严重的
民族矛盾! 但南宋士人在仇恨
情绪下的*偏见%也很明显$

楼钥于乾道五年&

!!&$

'十
月使金!时金世宗大定九年$金
世宗即位之后! 一面为了挽救
中原女真族的腐败! 发动复兴
女真文化的运动! 一面极力提
倡儒家!兴学养士!实行对宋和
好政策!积极恢复生产!缓和民
族矛盾$ *大定之治%三十年被
称为金朝的盛世! 中原人民誉
金世宗为 *小尧舜 %!名声传到
了南宋!朱熹曾加以议论$但楼
钥在+北行日录,中则主要反映
了汉族吏民对金朝的极度怨
恨$ 楼钥一行在前往开封途中
遇到运载交子的车辆向北行
驶!他说这是*金人浚民膏血以
实巢穴!府库多在上京!路途中
见运送车辆$河南之民甚贫!钱

亦益少 %$ 回程的路上经过相
州!夜宿城外安阳驿!驾车人向
他控诉说)*我见父母说生计人
口都被他坏了! 我辈只唤他作
贼$应河南(河北钱物都般向里
去!更存活不得$ %第二年!范成
大出使经过开封! 他全文抄录
了海陵王所设交钞所的钞文 !

并评论说! 这是金朝实行的一
种残酷盘剥河南地区的殖民政
策 !为的是 *阴收铜钱 !悉运而
北 $ 过河即用见钱 ! 不用钞 %

&%揽辔录$'$ 意在说明金人并
不把黄河以南地区当作自己的
国土! 他们时刻都在为重回北
方老家做着准备$ 这似乎已经
成为南宋士人的普遍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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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宋绍熙四年 !金明昌
三年' 使金的许及之诗云)*辇
却民财积上京! 民贫政自不关
情$ %&"涉斋集$卷

!"

"夺玉石

桥$'

金朝入主中原之后! 尤其
是熙宗 (海陵王 (世宗时代 !礼
仪制度迅速汉化! 但也夹杂一

些民族特色!这在使者看来!则
是中华礼乐已经被夷狄从内部
篡改!失去其纯正本色!他们哀
叹! 在中原大地上已经很难找
到中华文化了$ 为了弄清金人
和议的条件! 洪皓之子洪适于
隆兴二年&

!!&"

'十二月出使金
朝! 当他途经保州 &今河北保
定 '!一早醒来 !听到城头鸣角
之声!顿觉怪异!不禁叹道)*已
把哀笳变清角! 可伤任昧杂韶
英$ %&"盘洲文集$卷

#

"次韵保

州闻角$'乾道六年&

!!()

'来到
金朝的范成大发现 *虏乐悉变
中华 %!当他在真定 &今河北正
定' 的招待宴会上终于观赏到
*京师旧乐工%演奏的北宋乐舞
+高平曲,! 不禁感慨万分)*老
来未忍耆婆舞! 犹倚黄钟衮六
么$ %&"石湖居士文集$ 卷

!$

"真定舞$'

最让使者感到伤痛( 恐惧
的!还并不是夷狄强效华风而终
不近似!而是中原人民已习染胡
俗!逐渐同化于夷狄$华(夷之间
如此双向的浸染混合!最终将使
整个中原尽成*异域%!我族皆变
*北人%$ 真正可怕的!其实是形
成了一种*变质%的中原文化$楼
钥见到在开封接待使者的承应
人*或跪或喏!跪者北礼!喏者犹
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
者!尤使人伤叹%&"北行日录$'$

范成大所见所感 *以夷变夏%的
状况比之楼钥更加严重!故都东
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
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
尽为胡矣%$相国寺依旧繁华!寺
榜虽然还是宋徽宗御书!而寺中
杂货 *皆胡俗所需而已%$ 在相
州!道边民众见使者*往往垂涕
嗟啧!老姬跪拜者尤多!指使人
云)-此中华佛国人也.%$可见其
身为中华之人的历史记忆已经
遥远模糊$ 至邯郸!见城墙之外
有居民以长竿挑一白狗!又以一
竿缚茅草浸酒! 上面有揭条!人
们告诉他!这本是女真人祭天禳
病之俗!如今则为汉人效法&"揽

辔录$'$ 到淳熙四年&

!!((

'!使
者周煇已经感到!淮河两岸*风
声气俗顿异! 寒暄亦不齐%&"清

波杂志$卷
$

&朔北气候'条'$ 金
宋以淮河为境! 本是人为划定!

其南北皆中国大地!但分离半个
世纪之后!已使人觉得两国之分
界竟也如天设地造一样$

透过使者的眼睛!我们不难

看到!中原大地在一百余年漫长
的时间里多民族杂居( 融合!并
在融合中产生了新的一体化趋
势!这已导致原来的中原文化有
所变容!北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
南方的*中国文化%$

怎样认识
!"

至
!#

世纪的中国文化#

!*

至
!'

世纪! 是中华世
界又一次分裂和重组的大时
代$在辽(金统治区域下的士人
眼中 !宋朝是 *南朝 %!辽 (金是
有着与宋朝争正统之资格的
*北朝%$ 尤其是金朝!经世宗(

章宗时期的大兴文教! 已经形
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制度 (风
俗(儒学(文艺!能*自立于唐宋
之间%!且有了在文化上与宋相
抗衡的自觉意识$而时至今日!

我们犹自觉不自觉地以宋朝人
的自我意识来认识和想象这一
时期的中国文化! 以宋朝文化
等同于

!*+!'

世纪的中国文
化 !那种以 *唐宋变革 %来概括
这一时代历史变化的说法多少
反映了这一成见$

正如很多学者认识到的 !

辽( 金文化的形成很难以 *汉
化%概括之!而是中原文化与北

族文化相互*涵化%的结果!辽(

金文化是一种既有别于原北族
文化又有别于原中原文化的
*第三种文化%$ 而南宋使者们
对这一文化涵化现象的厌恶 (

恐惧和排斥告诉我们!宋人*华
夷之辨%所欲严辨之*夷%!并非
是与 *中华% 处处适相反对的
*古之夷狄%!而是杂糅华夷(兼
容胡汉(颇类*中华%的*今之夷
狄 %!比较起来 !宋使对没有受
到多少汉化的*夷狄%如初兴的
女真反而有所欣赏赞美$ *今之
夷狄%以他们那种貌似*中国文
化%的杂交文化改窜(混淆了真
正的 *中国文化 %!还具备了僭
夺 (取代原有 *中国文化 %的态
势! 从而会使真正的 *中国文
化%彻底消失$这种忧患恐惧是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宋人的*华
夷之辨% 要表达的不仅是民族
危机而且是很深刻的文化危
机! 这也是宋以前的 *华夷之
辨%所没有的内容$

两宋 *华夷之辨 %的峻急 (

*中国 % 意识的强化正好说明
还另有一种北朝的 *中国 %意
识的存在 !并对之形成巨大的
挑战和威胁 $与北宋对峙的辽
朝已具有较强烈的 *中国 %意
识 $ 据学者研究 ! 兴宗以后 !

契丹自称 *中国 %已明确见诸
文献和墓志碑刻 !兴宗重熙七
年曾以 +有传国宝者为正统
赋 ,试进士 $ 道宗以后 !自称
中国 *正统 %的史料更是频繁
出现 $ 辽道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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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位 '的言行特别能说明契丹
统治者已以 "中国 %自居 !表现
出在文化上的自信 $ 据 +松漠
纪闻 ,记载 !一汉臣为道宗讲
+论语 ,! 至 "夷狄之有君 %则
不敢讲 ! 道宗说 )"上世獯鬻 (

猃狁
-

荡无礼法
-

故谓之夷 $ 吾
修文物彬彬

-

不异中华
-

何嫌之
有

.

%当讲到 "北辰居其所而众
星拱之 %! 道宗说

/

"吾闻北极
之下为中国

-

此岂其地邪
0

%统
治中原百年的金朝更是不断
地运用各种政治 (文化手段来
宣称自己已取代宋朝成为 "中
国 %!"德运 %和 "正统 %的讨论
最具有代表性 $ 自明昌四年
&

!!$'

' 十二月朝廷开始讨论
金朝之德运 !至宣宗贞佑四年
&

!1!&

' 方告结束 $ 泰和二年
&

!1)1

'十月 !颁布诏令以金为
土德继宋 !同时罢修 +辽史 ,$

金朝后期的儒士如赵秉文在
"正统 %问题上与南宋道学家
看法完全相同 ! 认为判别中
国之 "正统 %的标准既不是具
体的地域也不是种族 ! 而在
于是否以 "公天下之心 %行
"公天下之道 %)"+春秋 ,)-诸
侯用夷礼则夷之 ! 夷而进于
中国则中国之 $ .西蜀僻陋之
国 !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 !

宜称曰汉 ! 汉者 ! 公天之言
也 $ 自余则否 $ %&%闲闲老人

滏水文集 # 卷
%&

%蜀汉正名

论 #'如此一来 !金朝 (南宋双
方都借着把 "中国 %抽象化 (

义理化 !而宣称对 "中国 %的
独占 $ 而这个北朝的 "中国 %

意识是不能以 "民族主义 %(

"国族观念 %来定义的 $

葛兆光教授在其影响甚大
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
国 %的历史论述 ,一书中认为 !

宋代具有近代国族主义色彩的
"华夷之辨 %及其 "中国 %意识 !

乃是"中国%认同意识的历史源
头和基础 &

'()*+

页( 中华书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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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想指出的是!中
国民族主义的源头或可追溯于
宋代 !但宋代以 "华夷之辨 %为
标准的"中国%意识却并非历史
上 "中国 %意识的主流 !更不是
现代"中国%认同的基础$ 在这
个时代及其之后乃至近代的历
史进程中!"中国% 并不就是宋
朝那种强调同质性( 转向内向
化的 "中国 %!"中国 %意识更不
可以被宋朝那种有着现代国族
主义色彩的 "中国% 意识所垄
断$有人曾告诉朱熹!金朝进士
所作之赋 "气脉厚%! 朱熹说)

"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
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 %&"朱

子语类 $卷
!,.

'身为鲜卑族后
裔的元好问在金亡后编撰了
+中州集,! 其中收录了不同民
族(地域的诗人及其作品!有由
宋入金的宇文虚中(蔡松年(吴
激!有由辽入金的王枢!有出于
渤海大族的王庭筠(高宪!有女
真人完颜璹(完颜从郁(石抹世
勣(有契丹人耶律履!还有使金
被扣的宋人司马朴(滕茂实(朱
弁 !这样的 "中州 %反映了金朝
多种民族( 多元文化混杂交融
的状况$ 由宋入元的遗民家铉
翁感叹道)

盛矣哉 ! 元子之为此名 "

广矣哉! 元子之用心也# 夫生

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

犹吾同国之人
!

生于数十百年

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

并世之人$$若元子者
!

可谓

天下士矣
"

数百载之下
!

必有

谓予言为然者%

元好问的"中州%似乎已在
呼唤(预示一个包容广大(多种
异质性并存的"大中国%的出现$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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