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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为辅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佛道在一定程度也有
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不以特定时间段为范围，不以特定群体爱好为标准，从最终影响力来说，能称

之为主导社会价值体系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对佛教的管制和教育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

民间教育的成就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儒学的地位。从庆历新政开始的改革引发了文学家对于儒学复

兴的自觉；熙宁变法时期，北宋五子等哲学家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理论活动，完成了儒学吸收佛

道精华和自身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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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导价值观完
成了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加之其政治上固有的优

势和士人的努力等，成功完成了对佛道的融合引领。

本文将根据相关文献，探讨儒家思想成为主导价值

观的条件和过程。

一、制度性的保障

　　（一）加强对佛教的管理

北宋皇权阶层奉行儒释道并存的政策，但这

并不意味着任其发展，而是进行差别化管理。总

的来看，北宋兴建多所道观，刊布道教典籍，对道

教大力扶持。道教在北宋一直处于被保护发展的

状态。虽然皇帝们提倡，民间需求，士人学习佛

教，但是并非任其发展，而是限制在一定的管理范

围内。佛教之所以被管理，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

方面原因。

第一，政治方面。佛教在自身发展中产生了一

些直接对抗儒家和道教的内容，形成了直接的对抗

之势，破坏了三教并存的格局。政和八年，颁布诏

令，将六千卷佛经中含有诋毁儒、道的内容进行清

理，焚毁了其中的９卷（《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四·

道释下》之“老子升列传之首在京神霄宫刻御注道

德经御笔手诏”）。少数民族政权也利用佛教从事

军事间谍活动，如契丹曾派间谍进入五台山（《长

编》卷一七一，至和元年九月丁亥）。

第二，经济原因。北宋时期佛教得到很大发展。

真宗时期，僧人达五十万（《宋会要·道释一》之一

三）。徽宗时期，在寺院中的僧人、行者以及为寺院

种地的人员总数达到百万（《襄陵文集·卷四·论

释氏扎子》）。这样庞大数量的人数集中在寺院里

不仅容易形成管理的真空，还使国家收入减少。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北宋对佛教采取了相对严

格的管理措施。比如禁止夜间进行宗教活动，禁止

民间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又如，对僧人进行户

籍管理，并限定寺院的僧人数量。这样对佛教进行

严格管理不仅在思想上限制了部分佛教徒对主导价

值观的攻击，还维护了三教并存的局面，保证了北宋



正常的思想秩序。

（二）国家教育体系的推动

国家层面的国学、州县学，都是把儒家经典放在

教学的重要位置。为了倡导教育，皇帝们高度重视

大力推崇儒家，有的亲自光临太学示范天下。建隆

二年（９６１），太祖吩咐聂崇义修《三礼图》，经尹拙、
窦仪订正后颁行，这是公开运用政治权力建构价值

体系的开始。建隆三年（９６２），太祖命令修葺国子
监，塑绘先圣、先师之像，亲自撰文称赞孔子、颜渊，

命大臣分别撰写余赞，自己还多次视察，用自身行动

来昭示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太宗不仅改革教育，还

修撰文化典籍，保存传播了儒家价值体系的载体。

太宗妥善对待南征北战中收得的三万三千余卷书

籍，重建三馆；选拔大批文臣担任馆阁之职；鼓励各

地献书，编成《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

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并赏赐各地寺院和道观，编

印翻译佛经等。在国家层面推行儒家思想，让士子

们的头脑完全接受儒家思想的价值标准，为北宋价

值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国家教育体系中也具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老

师，推动了儒家思想体系的传播。如，胡瑗“教人有

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

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

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景初被朝廷召用，

只有任教太学。“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

官署以为学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

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

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

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

问可知为胡公也”。石介更是“笃学有志尚，乐善疾

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为国子监直讲，“学者

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并作《庆历圣德诗》，指

点当朝忠佞（《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二十五、

卷三十四，《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如此之老师，严

于律己，言传身教，举手投足之间，循循善诱之中，道

德之学思想已为学生接受。学生悟所授之术，叹受

者之德，术德辉映，岂非盛矣？

北宋时期的教育系统对价值体系的形成起着基

础性作用。大量承载儒家价值标准的思想文化通过

教育进入士人头脑，形成了对佛道等非主导价值观

的防御性思想体系。这些人通过科举等方式进入决

策层后，把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体系带到了政治

生活中，影响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国家运转，间

接扩大了价值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主导性价值观体

系的形成。

（三）科举制度的推动

如果说教育系统是北宋价值体系形成的基础，

那么科举的大力推广则成了推动儒学价值体系进入

政治体系的保证，其中的中介是大批士人。纵览北

宋、南宋乃至中国整个历史，可以发现宋朝士人对政

治的热情和投入是空前绝后的，这种状态的出现始

于北宋初期的科举制度改革。

太祖对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

革，其中包括废除大臣可以向知贡推荐举人的做法；

禁止知贡举和新进士结成座主、门生的关系；对公卿

大臣的子弟实行复试；对考官实行锁宿制度并设置

多名权同知贡举；实行殿试、唱名之制；对试卷实行

封弥、誊录；严格防止举人舞弊等措施［１］。皇帝们对

科举改革亲历亲为，其行为可以用求贤若渴来形容。

开宝六年（９７３），太祖亲自在讲武殿复试举人，从此
殿试成为常式。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太宗兴文教、
抑武事，大增进士，诸科录取人数达到五百人，不仅

开辟了宋朝崇尚文士的风尚，还给自己的统治广纳

贤才，增加力量。

从科举本身来看，宋朝政权选拔优秀士人进入

政府，是为了贯彻重文抑武的政策，这样士人参政既

可牵制武臣，又能壮大自己的力量，“与士大夫共治

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成了宋朝

家法。从价值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这种科举制度

的改革也取得来良好的效果，给朝廷选取了诸如吕

蒙正、张齐贤等大量优秀的行政人才辅佐朝政。在

真宗朝时，各种人才已经通过科举制进入朝廷，成为

政务治理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在重要的政治位置上

直接或者间接地传播儒家思想，并把儒家价值标准

体现在国家管理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做法促成了北

宋主导性社会价值体系的形成。

（四）民间教育的倡导

北宋时期，民间层面的教育形式主要是书院，书

院教授的也是儒家思想。如，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

泰山之阳，其“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

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

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当时，山东

的很多学生，自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之，可见其影响

之大。忠实于儒家思想的教师自然教出虔诚的儒家

信徒，师脉所至之处，广布德泽的背后是儒家价值观

的流传。另外，北宋时期的书院往往有一定的田土

之赐，使书院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

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看，北宋时期国家制度要维护的目标是

以德为核心的主导价值观体系，制度运行的标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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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道德作为价值标准参照，所以北宋时期的相关

制度保障了主导价值观体系的生成。

二、儒释道内容消解和重组

　　如果说制度层面的规定限制了佛教的活动范
围，保证了儒家思想发展的空间，让儒家价值体系能

有保障对抗佛道二教的挑战，那么佛道思想中对于

儒家思想具有挑战性的内容，却不是靠制度能彻底

解决的；而是随着北宋社会文化的发展，在儒家思想

学习、吸收佛道思想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在互动、吸

收、构建中逐步完成的。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３
个阶段。

第一，宋初前８０年左右，也就是太祖、太宗和真
宗时期，致力于构建中央集权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在

文化政策上对儒释道三家都相对宽松。中唐以来韩

愈、李翱对佛道的排斥并没有在更大范围传播、扩

散。这一时期科举制逐渐完善，重新修订了《论

语》、《孝经》、《尔雅》的注疏，刊刻唐朝的《九经正

义》，科举取士还是用《九经正义》作为标准，在考试

的内容上基本延续了以前的内容。总的来看，这一

时期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主导价值观体

系和非主导价值观体系都处于发展培育的阶段，各

自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壮大，没有形成公开的冲突。

第二，庆历前后，北宋的各种政治和管理制度已

经显示出弊端，同少数民族的战争以及带来的经济压

力让朝廷疲于应付，再加上内部的农民起义等问题，

逼迫朝廷开始考虑问题到底在哪里，并在一定范围内

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庆历新政就是这样走上了历

史舞台。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行新政，引起了吕夷

简、高若讷等人的反对。于是，一场围绕君子、小人的

辩论展开，士林风气为之一变。正如苏轼在《六一居

士集叙》中所言：“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

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

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

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

成就，至嘉佑未，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

轼文集》卷十。）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们主要在经

世致用方面用力，批判五代以来的文风和时风，在针

砭时弊的文风中抒发政治热情，这种批判精神带动了

一大批人共同致力于这一事业。胡瑗、孙复、石介、李

觏等人就属于这个群体。他们把对时政和儒学的批

判精神扩大，延伸到对佛道的批判，从而揭开了儒家

对佛道核心思想的互动序幕。李觏曾说：“浮屠以不

杀为道，水饮而蔬食，举世称其仁。夫鸡豚狗彘，待人

而后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种类，一日无人，则饥

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爱其资，豢而畜之者，用

于其家故也。神灵之祭，宾客之奉，于是乎取之。今

且使民无摇手于其间，则阿侍而粒之哉？吾见其无遗

种矣。抑将不杀其身而绝其类乎？仁者不为也。抑

将夺人之食以饱无用之禽乎？仁者不为也。呜呼！

浮屠之仁钦，止于是而已矣！”（李觏《潜书二》）李觏

认为，饲养鸡、猪、狗的目的就是为了食用。正是因为

这样的价值，家禽才能繁衍，如果奉行不杀生，就会真

正让他们绝种，这才是真正的不仁。李觏还对佛教的

鬼神论、灵魂转世论等进行了批判。李觏认为，人、

物、禽兽是不同的，三纲五常规定了三者的秩序。佛

教的鬼神论和转世论等于赋予他们平等，是一种空洞

的说教，站不住脚。

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式人物，批评《五经

正义》中的谶纬之术，写有《易童子问》怀疑《易传》

作者，还在《毛诗正义》中表达了对汉儒的怀疑。他

不同意对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手

段，主张“修其本而胜之”。他的主张实质是指要推

广儒学，用传统的思想战胜佛教。相对于韩愈等人

的排佛思想，这样的见识超过了前代单纯的攻击式

卫道，影响深远。

胡瑗在《周易口义》中不认同王弼和孔颖达的

注疏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

几乎是对汉唐各家注疏的直言批评，号召儒生们重

新回归六经。石介写了《怪说》、《中国论》等文章，

排斥杨亿的“西昆体”，还自己排列出道统谱系。胡

瑗、孙复、石介属于“宋初三先生”，他们都曾经在太

学任教，影响范围深远。这３个人的主张对于太学
生们乃至天下学子具有极强的示范作用。

庆历时期的这些活动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士

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

田锡、王禹翶、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

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

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义传》）可见在这一

时期，唐末五代的士风正在改变。总的来看，庆历时

期的儒生们主张恢复儒学，排斥佛道。他们恢复的

方式是重新阐发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否定前代的注

疏。他们中的部分人曾经身处北宋政治教育等领域

的领导位置，而且自身具有君子风范，人格力量和思

想影响深远。

政治改革带来风气的变化，让一大批儒学人物

团结起来，形成了复兴儒学的新潮，这些在一定程度

上对佛道的思想形成了回应，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互

动的序幕，但是这一切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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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触及到佛道思想的深处。如同集合人马兵临城下

形成合围之势，至于破城杀敌还要下一番大工夫。

所以，在这一阶段儒家道德价值观体系已经逐步建

立，而佛道只是继续发挥思想优势，没有随着时代变

化而改变，更没有扩大影响。

第三，庆历以后。如果说庆历时期的复兴儒学

运动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是从情感和形式上主张恢

复儒家价值系统，没有触及佛道思想中直接挑战儒

学的核心部分，那么这一状况到了熙宁变法开始改

变。当时的朝野并不是争论要不要改革，而是争论

怎样改革，围绕这一命题分成了以王安石和司马光

为代表的两大集团。除去政治思想上的直接交锋，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说明各自的正确性，出入佛

道，有所发明，形成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间虽有义理

之学和性理之学之分，但在排斥佛道方面是一致的，

在奉儒家道德之学为正统方面也是一致的。在这两

个一致的前提下，他们各自发明本体，构建理论系

统，吸收佛道精华，让存在的统一性得到更加合理的

解释，让作为核心价值系统的道德范畴从日用人伦

贯通到宇宙社会的秩序，实现了形而下和形而上的

统一。因此，尽管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的具体主张

不尽相同，但总体上讲儒家道德之学完成了革故鼎

新，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周敦颐的学说提出了太极这个本体，破除了佛

教本体空无的主张。他的《太极图说》中提出了“圣

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结论。《通

书》中提出了以“诚”作为中心范畴架构自己的思

想。他的思想是由宇宙观到伦理学的逻辑结构，这

正是周敦颐被尊为宋明理学开山鼻祖的道理所

在［２］。他的主张被后世的学者继承，成为道德性命

之学的重要概念。

邵雍的学说博大精深，他的象数学参考了道教

的思想，但是范围远比原来的解释广阔深远，涵盖了

人生、自然、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变化。这样体系严

密的学说属于儒家思想阵营，也在客观上说明道德

之学在形式上也有新颖之处，更有宽阔视野，远非佛

道之生死成仙所能涵盖。这样就对佛道二家的存在

形成了一定的动摇。

张载的气本论思想，用气这一本体贯通宇宙，认

为天地人有机统一于气，气的分散聚合形成了万物；

还提出了民胞吾与的思想。这个主张从宇宙论和本

体论的角度回应了佛道二教关于世界虚无的主张，

让社会伦常有了合理的依据，在根本上让儒学核心

价值观开始挺立起来。

王安石的新学也具有同样重要的位置。他对于

传统社会秩序的永恒性论证是靠《洪范传》完成，这

样也在客观上破除了佛道对世界本源的虚无主张。

他在《洪范传》中说：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故

“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

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

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故

“次三曰农用八政”。通天下之志在穷理，同天下之

德在尽性。穷理矣，故知所谓咎而弗受，知所谓德而

锡之福；尽性矣，故能不虐茕独以为仁，不畏高明以

为义。如是，则愚者可诱而为智也，虽不可诱而为

智，必不使之诎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为贤也，虽不

可革而为贤，必不使之困贤者矣。夫然后有能有为

者得羞其行，而邦赖之以昌也［３］。他认为宇宙万物具

有一个同一的本原。穷理是了解本源的途径，完善个

性也是把握德性贯通本原的途径。穷理和尽性可以

使众人改变自身，进而实现国家的改变。显然，王安

石的新学也是用完整的思想体系构建了儒家道德性

命之学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从王安石

新学成官方学说，也就是从宋神宗时期开始，王安石

学说基本上都是处于统治地位。直到南宋程朱理学

成为官方学说，王安石的新学才逐渐失去官方的正统

影响。这样就保证了儒学思想在官方层面能成为科

举的标准从而影响深远；也在政治层面让儒学思想处

于重要地位，推动了主导价值观体系的建立。

二程的学说中，理本论是对佛教虚无论的具有

影响力的回击。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

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４］。程颐说：“万物皆只

是一个理”，“天下只有一个理”。程颢认为修养要

靠定性，程颐认为要靠“主敬”、“格物穷理”。虽然

他们提出的把握理的方法不同，但是在本体论的主

张上完全相同。这种本体意义上的主张构成二程哲

学的核心概念。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和佛道

二教对抗的基点，而且理的普遍化也形成了自然法

则和社会秩序，在说明社会运转方面自洽性更强，让

三纲五常的秩序更加合理，对抗了佛教的因果和转

世说。另外，二程的学说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他们门下弟子众多，张载去世后部分弟

子也投入其门下。可见，一种思想能广泛流传，除去

自身具有的合理性内涵，也和学习这种思想的人数

和影响有关。

司马光虽然主要以历史学见长，但是也在本体

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用三十多年时间研究杨

雄的著作，写出了《太玄集注》、《法言集注》、《潜

虚》等书。《潜虚》曰：“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气以

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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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者，物之府也；气者，生之户也；体者，质之具也；性

者，神之赋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务也；命

者，时之遇也”，“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

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

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

终则返于虚矣”［５６］。“虚”和张载“气”说相对立，但

是也属于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解释世界的构成，破

除了佛教的空和道教的自然。当然，司马光的“虚”

并不是完全否定佛道，也有融通的成分。“或问：‘老

释有取乎？’迂臾曰：‘有。’曰：‘何取？’曰：‘释取其

空，老取其无为自然，舍是无取也。’或曰：‘空则人

不为善，无为则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谓其然也。

空取其无利欲之心，善则死而不朽，非空矣。无为取

其因任，治则一日万几，有为矣。”可见，司马光主张

儒释道融合，但是这种融合是站在儒家立场的，也是

吸收佛道二教的精华，丰富发展儒家思想之举。

三、结语

　　总之，这一时期以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为主要
事件，引发儒学复兴，推动了哲学思潮变化，出现多

种流派、儒学不断繁荣的现象。无论是周敦颐的太

极论、王安石的气一元论、张载的气本论、二程的理

本论、司马光的“虚”本论，都破除了佛道二教的虚

无本体主张。不论义理之学还是性理之学，都主张

通过精研义理或者完善德性而实现个人德性圆满。

主导价值观和非主导价值观，从北宋初的对峙

发展，经历庆历时的开始互动，终于走到了最后的学

习、吸收、消解、重构的阶段。经过这样的过程，儒学

开始挺立起来，儒学主张的道德也更加深入人心。

佛道等非主导价值观就是在和儒家的互动发展中逐

渐被政治上边缘化，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

也成为了主导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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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满屯：北宋时期儒学成为主导价值观体系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