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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年，三监之乱与周公东征之事，主要见于《诗

经》的〈鸱鸮〉、〈东山〉、〈破斧〉，以及《尚书》的〈大诰〉等

典籍。朱子在讲到经书中的这几篇文字时，必然会交待

当时的情景，正也流露出他对这个时期历史大事的理

解。周公东征起于三监之乱，三监之乱是怎么发生的

呢？朱子先对大情势作了说明：

“商纣在位，统治暴虐，天下的人都很不满，十分怨

愤，都想把他赶走，甚至杀掉也好。周武王于牧野一战打

败商人，杀了纣王，可以说是顺应天下人的心愿，纾解了

天下人的怨愤，遂使天下人归心于周室。但是，长期在商

朝直接统治下的人民，以及在商朝朝廷任职的臣子，见

到过去自己的主人遭到别人杀戮，宗庙也被铲除，心里

一定很不好受！这种不舒服的心情，就会逐渐蕴酿滋生

出后来反叛周人的举动。这就是说，开始的时候，由于纣

王暴虐，想把他赶掉、杀掉，这是人们的普遍心里；等到

纣王死了，这个怨愤已经解消，人们的心情就会有所改

变，对自己过去君王的下场感到十分不忍，这也是事情

发展、人心变化的必然现象。更何况商朝享国如此之久，

总会有许多不错的作为、美好的事物，留在人们心中，为

人们感念不已。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人之中还有不少人会

怀念纣王，一有机会就起来叛乱周人的缘由了。”

学生问：“周公派管叔来监视武庚，是不是因为管叔

是他的哥哥，基于兄弟的感情，就不敢怀疑管叔了？”朱

子说：“如果说不敢怀疑，那已经是怀疑了。周公以为管

叔是哥哥，与自己亲如一人，如今打败劲敌商人，派他去

监视武庚，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不是不敢怀疑，而是无

可怀疑。但不晓得后来出了差错，酿成大乱，周公也是无

可奈何啊！”学生接着说：“孟子就这件事所说：‘周公是

有过失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朱子说：“对的。”

又有学生问：“根据《诗经·鸱鸮》，批注的人说，武

庚杀了管叔、蔡叔，就不可以再破坏周王室，不知道是不

是这个意思？当初应该是管叔、蔡叔挟持武庚作乱，武庚

是纣的儿子，岂有父亲为人所杀，儿子不当回事，不想报

仇的道理？”朱子说：“《鸱鸮》这首诗是周公作的，周公顾

念兄弟之情，不能斥责管叔、蔡叔，只能如此说，这是人

情应该如此。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管叔去监视武庚，

结果捅出这么一个大娄子。这是周公的过错，无可推

卸。然而，当初派管叔、蔡叔去的时候，以为他们一定会

把事情办好，决不怀疑。后来为什么会有他们二人与武

庚一起作乱的事？那一定是管叔、蔡叔二人每天被武庚

和商的志节之士用酒来灌，灌得他俩醉醺醺，武庚他们

乘机用一些话语来离间，说些什么：‘管叔你是哥哥，派

到这里来；周公是弟弟却执掌大权，统治天下！’管叔很

呆，居然被他们说动了，所以才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

不利’这样的话。这都是武庚与这些商人教他们，造成二

人与武庚、商人联手作乱。后来周公所以要作《酒诰》，一

再叮咛告诫不可喝酒，必定是因为当时由于喝酒搞出一

堆麻烦事。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中间有一些可以探讨

的地方，今天典籍中的记载，只能记述一个大概，有许多

关键的变化与曲折的过程都没能写下来。（其中想煞有

话说，而今书、传只载得大概，其中更有几多机权曲折

在。）”

这是见于《朱子语类》卷 +0 与卷 1" 的“上课记

录”。我们今天看来，朱子的教学并不是表面史实的平铺

直叙，也不是根据一点史事的任意发挥，而是谈到了一

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以为至少有两点可以稍加注

意：一是记载事情的资料有其局限；二是如何超越资料

的局限而能得到深度的理解。

朱子根据一般的说法，认定《鸱鸮》是周公因管、蔡、

武庚之乱而写的诗，我们在解读这首诗的时候，就要考

虑到作者周公的立场，因之不能只就字面来了解。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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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条解读资料应该信守的通则，学生疑惑一经老师的

指点，立即明了，就能越过字面意思，进入它所传达的过

去情景。更重要的是，朱子讲的最后一句话：事情是复杂

的，而资料的记载却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只是根据有限

的记载，只知道表面的描述，就认为认识了这一件事，就

有了历史的知识。尤其是事情的转变关键、曲折发展往

往不见于这些简略的记载，而这些无疑又是认识事情原

委、意义的重要部分。那么，该怎么办呢？

朱子并没有明讲该怎么办，但从朱子自己的陈述

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朱子的处理手法。简单说来，就是

探讨当时的氛围，深入当时人们的心中；根据我们见到

的有限记载，想像当时情景，建构最为可能的事情发

展。当然，这是一个偏于想像的方法，但它却绝不是随意

的想像，更不是无所依凭的向壁虚构，相反的，它是一种

在资料提供的证据下，对于当时人们内心活动所作的一

种探讨。

从朱子所作的陈述来看，非但切合当时的情景，置

于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中，可以说最毫无扞格，十分顺畅；

更要紧的是，朱子的描述，让我们的理解穿过事情的表

象，进入到导致事情演变发展的解释层次，使我们的历

史知识有了一定的深度。

今天看来，历史知识中的深度，正是我们历史教育

中最需要重视与加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历史，各种课

程都应该如此，正如美国学习科学发展委员会所强调

的：“（新）课程应该要被设计来支持理解式的学习，对深

度的重视应该要多于广度。”（请参见：《学习原理：心智、

经验与学校》台北：远流出版社，"##$ 年，页 %"&。）

讲到“周公东征”，朱子用了一段他自己所写，见于

《诗集传》中的文字，作为讲述时的研读资料。这段资料

是对于《破斧》一诗的解释，诗的原意是说，周公东征，战

况激烈，斧头等兵器都破损了。朱子诠释这首诗重点在

于，周公东征是为了安定天下，东征的士兵都能体会周

公的这番心意。兹录于下：

东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片斤，其劳甚矣。然周公

之为此举，盖将使四方莫敢不一于正而后已。其哀我人

也，岂不大哉！然则虽有破斧缺片斤之劳，而义有所不得辞

矣。夫管蔡流言以谤周公，而公以六军之众往而征之，使

其心一有出于自私，而不在于天下，则抚之虽勤，劳之虽

至，而从役之士岂不能怨也哉？今观此诗，固足以见周公

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无有一毫自爱之私。抑又有见

当是之时，虽披坚执锐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

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盖亦莫非圣人之徒也。学者于此

熟玩而有得焉，则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见矣！

朱子说：“古人做事，只要利于国家，虽然牺牲生命

也在所不惜。不像今天，只计较个人的好处与坏处，管你

天下安定也好，不安定也好，只要护着我自己的东西，不

要有所损失就好。这首诗把这古人的这番心意说得极其

清楚明白。读这首诗，要看那‘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周

公东征，天下安定）这句的意思，从这里看到周公的用心

才行。这真是一个‘好话头’。”

朱子的大弟子陈淳问：“老师写的资料中说，那些拿

着武器跟随周公东征的都是圣人之徒，我看不大妥当，

他们好像不大能说是圣人之徒。”朱子听了，显然有些不

高兴，说：“不是圣人之徒？那就是盗贼之徒了！陈淳啊！

几年不见了，今天再见到你，期盼有些大题目，大道理可

以切磋商讨，怎么你的体会居然是如此，可见你近日所

做功夫是太过细碎了！”陈淳就向老师请教。朱子说：“程

先生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有读了后全然无事者，有得一

二句喜者。’就是要我们重视一二句很好的话语，这些让

我们读了欢喜无比的话语，就是我所说的‘好话头’，也

是我们读文字的入口处。我们从这里读进去，仔细地读

必能了解到全篇的大意。这时候我们就会领悟到，圣贤

的话语句句都好。那一句特别让自己感动，就是领会得

特别深，多读几遍，领会得更深，而且把话语中细微的深

浅区别都能辨析出来，才是真有所得。我们读了，只是说

很好、很好，是没有用的。譬如吃东西，你吃了，只说好

吃、好吃，人家问你哪些好吃？好在什么地方？你又答不

出来，这样怎么行呢？《破斧》诗本身就可以当作一个‘好

话头’，如果不去体会它的深义，只是问拿着武器去打仗

的人是不是圣人之徒，就是不会读书。”朱子歇了一会

儿，看了看陈淳，就问他： “刚刚谈到《破斧》诗，我讲得

激动了些，有点不大好，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陈淳说：“没有，我当初只是觉得拿武器打仗是粗人，怎

么能说是圣人之徒。”朱子说：“有粗的圣人之徒，亦有读

书识文理底盗贼之徒。”至于“圣人之徒”与“盗贼之徒”

怎么区分？陈淳很明白，那就是能否“见得周公之心，分

明天地正大之情”。

这段“课堂实录”出于朱子弟子黄义刚和陈淳的“上

课笔记”，今天见于《朱子语类》第八十一卷。我们看了，

可能会问：这是历史课吗？是的，这是历史课，是 ’## 多

年前的历史课，当然和今天的历史课很不一样。但是，如

果我们问：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难道只要记得过去发

生的大事，记得按照时序脉络排列的大事，就算学了历

史吗？其实，这种历史知识，除了应付考试，是用处不大

的。学生学习的任何知识、学问，最后都应该会回到自己

的身上，不是增添了若干能力，就是提升了一些修养。如

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年前的历史课，其课程目标与进

行方式，仍然有可供今天参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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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经由体会、感悟周公为天下之心，培养出“希

圣希贤”的人生态度与志向，当然不再是今天历史课的

学习内容。但是，经由历史课程的内容与讲授，让学生对

于古圣先贤产生敬仰、企慕之心，又有什么不好呢？在我

看来，一个学生，如果在理解过去的学习过程中，对于古

代的伟大心灵与崇高理念能够有所感悟，其识见眼光、

人生态度多少受其影响；其立身行事、言行举止也应该

会有所反映。这样的课程内容与设计，不也成了为社会

培养好公民，而建立的一个可行管道吗？

学习历史，离不开资料，阅读资料，需要练习。一篇

资料，其核心观念，也就是朱子所说的“好话头”，是学习

者首先需要掌握的地方。掌握核心观念，作为阅读的入

口处，细心研读，先有全面的理解，进而分辨出其间的深

浅层次、相互关系，对于资料的意旨，必能有所领悟，这

样才能得到阅读的好处。阅读者不要在琐细的、边缘的

地方问问题，费精神；须知只要掌握住全篇要旨，枝枝节

节的小问题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可以说，学习如何阅读

一篇文字、一段资料，这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也是今天历

史教学中十分重视的训练。朱子教人的方法，看来 0((
年后仍有可以参考、不妨一试的价值。

说明：本文已刊出于台湾《历史月刊》第 ,(1 期，即

,((* 年（!），本刊为保持这一系列文章的完整性，方便读

者，征得作者同意，特予转载。

【作者简介】张元 . -1)- + /，男，河北广宗人，中国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宋

史及历史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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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对外交往中，历来重视文化的作用，从早期扩

张中传教士的海外传教活动，到二战后政府积极制定和推

行的旨在确定美国战后世界领导地位的对外文化战略，都

表现出力图借助其自身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并控制世界的强

烈欲望。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借助

于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对外输出民主，强行推销美国的

人权观念成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媒介

霸权和话语控制来影响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

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文化认同，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西

方的文化价值观，更是成为其政府主导的外交行为。这不仅

使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连一些发达国家也感到了自己的民

族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压力。 而美国人则认为对外传播和

推行其价值观念，是为了全世界的民主与进步，是为了全人

类的共同利益，因为他们自认为美国是“未来社会的理想模

式”〔-〕。

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当然是其经济、军事等

“硬实力”，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一番考察，又不难看出

其思想基础是独特的白人文化传统。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

国家，那些在欧洲旧大陆遭受迫害的清教徒移民，孕育出了

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颗洋溢着自由与民主的政治“硕果”。

与此同时，一种本质上源于基督教信仰并与资产阶级民主、

自由、开放等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相融合的美国白人文化也

生成了。这种文化模式被称为“2’34”（25678 ’9:;< + 3=><9
4?<78@7=97 AB;7B?8）文化，即盎格鲁 + 撒克逊 + 白人 + 新教文

化。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罗伯特·格罗登曾把美国文化

概括为“基督教、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特别混合物 ”〔,〕。本文将

从这些文化元素中，探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渊源。

美 国 文 化 帝 国 主 义 的 历 史 渊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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