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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是一种人类特有的
精神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融知
识与技能、道德于一体，能够做到博

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在思维道德
方面具有仁、智、勇等品格，并形成了影响

广泛的“君子思维”。“君子思维”是一种追求
实现君子人格的思维形式，是对君子的本质、特

征、作用、实现方式和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认识过
程。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的《论衡》是中国古代重要

的思辨性著作，该书以“疾虚妄”为宗旨，详细讨论了当
时书面记载与口头流传的各类观点、言论、故事，提
出了“考之以心，效之以事”原则，即一方面在心中
对事物做逻辑思考、判断，另一方面以具体事
件、现象来验证。由此，王充得以判断事物
的是非真伪，对其中“虚妄”的内容加以批
判，并提出更为合理的见解。王充的著
述思维过程正体现了中华传统“君
子思维”的突出特点。

王充对各类说法、观点进行详细的
论证、分析，论定是非，去伪存真，看似出
于对知识的追求，其实背后亦有道德用
意，体现了王充作为君子的社会责任感。

在王充看来，是非、实虚、真伪、然
否 ，不 仅 是 逻 辑 评 判 ，更 有 价 值 内 涵 。
真、实、诚，如同仁、义、忠、孝一般，都代
表“善”，虚、妄、伪则代表“恶”。换言之，
王充将“真实”看作一种道德品质。《对作
篇》中，他指出，“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
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
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
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驱民归
实诚”的目的是“增善消恶”“道善归正”，
可见实诚即为“善”，即为“正”；他强调，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
妄之言胜真美也”，可见真即为“美”。而
在先秦两汉的语境中，“美”又与“善”同
义，因此，在王充看来，真、善、美是统一
的。正因如此，面对虚妄之言胜真美、伪
书俗文多不实诚的局面，王充认为这是

“人间有非”，如同面对其他丑恶现象一

样，他对此深感不安与激愤，必须攻之而
后快。王充坚信，对虚假的贬抑、对真实
的弘扬，本身就能增善消恶，就能化民成
俗。那些论定虚实、真伪、是非、然否的
文章著作，从某种角度来说都在做着教
化 的 努 力 。 王 充 高 度 赞 扬 孔 子 的《春
秋》，即源于《春秋》褒贬是非颇为得实。
他在近世文人中最为欣赏桓谭，也是因
为桓谭之《新论》讨论世间事，能够明辨
是非曲直，使得虚妄之言、伪饰之辞皆无
所隐藏。王充作《论衡》，便是希望踵《春
秋》与《新论》之后尘，以真实来教化民
众，以达到人人讲信修睦的美善境界。
这是王充辨明各类事物的根本动机，也
是他写作《论衡》的根本目的所在。

综上，王充《论衡》一书卓尔不群的
思辨活动贯通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笃行等几大环节，在思维道德方面熔铸
了仁、智、勇等君子品格，充分展现了中
国式“君子思维”对知识、技能与道德的
融汇发展。

据《光明日报》

《论衡》与王充的“君子思维”
□□ 马斗成马斗成 马小菲马小菲

王充对于公认的权威观点并不盲从，在
经过审慎思考、周密论证后，能够对其中的不
实之处大胆提出疑问，表现出刚强勇毅的“君
子思维”的特点与境界。

《论衡》中九《虚》三《增》12篇文章，专门
针对书面与口头流传的各类虚妄说法和增饰
内容进行辨析，以论定虚实。其中，《语增》

《儒增》《艺增》分别针对“小人之语”——传
书、“贤人之文”——儒书、“圣人之言”——经
艺。如果说，对于前两者的批判还算情理之
中，对于堪称“万世不易”的“经艺”的批评，则
足以显示王充的勇气。汉武帝时儒学被定为
官学，五经地位日益隆尊。汉代人甚至对五
经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神化，如《论衡》所引，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
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或说

《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正说篇》），在
时人看来，经书内容、形制与天地历数冥冥相
合，更凸显其神圣不可置疑。王充却在《艺
增》等篇中对《诗经》《尚书》《周易》中的夸张
增饰之语予以辨正，表现出在权威面前“尤爱
真理”的无畏气概。

经艺出自圣人之手，汉代人们将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视为圣人。王充则
不仅举出关于孔子、周公言行的 16 条例子，
说明圣人并非“生而知之”，更在《问孔》篇中
对孔子部分言行予以批驳。如针对《论语》记
载的“宰予昼寝”一事，王充认为孔子责骂太
过：“使宰予性不善，如朽木、粪土，不宜得入
孔子之门，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恶之，
恶之太甚，过也。”这样的批评，不仅在当时石
破天惊，甚至在王充身后仍持续引发非议。
清乾隆帝在读到《论衡》中《问孔》《刺孟》篇时
便大为光火，称“已有犯非圣无法之诛”。这
亦从反面验证了王充敢于质疑权威的非凡魄
力。

对于汉代思想界主流的“天人感应”理
论，王充同样不以为然。汉代天人感应理论
主要作用于政治领域，其核心思想即以君主
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善恶行为会引发天的反
应，体现为灾异和祥瑞的形式。王充则坚持

“天与人不相应”，认为自然现象发生有自身
规律，不以人的行为为转移，《论衡》中专门有

《寒温》《谴告》《变动》《明雩》《遭虎》《商虫》等
多篇，对于各种自然与人事的所谓对应一一
予以反驳。值得一提的是，汉儒构建的天人
感应理论，一方面借上天之威对君主言行进
行约束，另一方面也借上天之势凸显君主作
为“天意代表”的权威。王充的做法意在割裂
天与人的关系，在当时甚至可能招致政治风
险，在这种情况下依旧敢于质疑主流、挑战权
威，足见王充的勇气。

《论衡》中，王充的不少论据来自对各
类书籍、典故的征引，如《率性篇》论证人性
可塑造时，即以阖闾、勾践手下兵士在君主
感召下违背贪生怕死的本性、甘愿赴汤蹈
火为例证；《齐世篇》论证上古三代并不优
于当世，举出传书所载夏商周世代更替亦
经历了由忠到敬、文的盛衰循环；诸如此
类，不胜枚举。这些例证多为王充阅览各
种书籍所得。作为东汉通人的代表，王充
青年时游学京师洛阳，受业太学，师事著名
学者班彪，在此期间常流连于书肆之中，广
泛涉猎众流百家之言。从《论衡》征引情况
看，王充所读的书籍包括儒家经典著作、传
经解经之经传、诸子著作、数术方技书以及
谶记纬书。可见，他卓越的思维活动建立
在巨大阅读量基础之上，而古人认为学养
深则胸次高，《左传》将“博物”与“君子”连
用，扬雄、张衡都曾提出“耻一物不知”，博
学多闻不仅仅是知识素养，更是寄寓儒家
君子理想的人格修养。王充的博学，由此
亦具有道德意义。

王充还非常重视以事实例子验证观点
正确与否。其中，身临其境、眼见耳闻的直
接经验，在王充看来尤其具有可靠性。他
在《实知篇》中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

“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中的很多例
证，都是王充亲身实践所得。如对于民间
盛行的“雷为天怒”的观点，王充表示异
议，他通过实际调查研究，认为雷的形成
与火有关，并举出了例证，包括遭雷击而
死之人，头发、皮肤焦灼，尸体有火气；打
雷时往往有电火光；雷击时，房屋、草木
常被烧焦等。他由此得出结论：“雷为天
怒”乃虚妄之言。这是很典型的以实践
检验理论和观点的做法。此外，对于一
些书籍中关于“天雨谷”“会稽鸟田”等记
载，王充亦通过实地考察，指出二者皆属
于自然现象，“天雨谷”并非天有意降下
谷实，而是成熟的谷子遇疾风而起，风衰
则谷坠；“会稽鸟田”也并非会稽一带鸟
兽有意助人耕作，而是来会稽越冬的候
鸟蹈履民田、喙食草粮，其状若耕田，王
充以此反驳时人诉诸神秘主义的解释。

“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是王充了解事
物的重要方式，为他批判错误认识、提出
合理见解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
对事实例证的强调，是王充重视实践、重视
调查研究的体现，也是王充对君子“践履”
传统的承续和阐扬。

敢于质疑 不囿成说

博览群书

躬身实践

近日，由北京市
文联、北京师范大学
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
办的“文学京彩季·北
京 作 家 2023 精 品 研
推工程第四期——吕
铮作品研讨会”在北
京市文联举行，20 余
位专家学者围绕吕铮
长 篇 新 作《打 击 队》

（人民文学出版社）展
开讨论。

吕铮是 80后公安
作家，曾获第四届茅盾
新人奖、第七届“北京
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
工作者”称号，作品连
续 5次获得公安部金
盾文学奖等奖项。多
年来，他深耕公安题材
创作，出版作品近 20
部，《名提》《猎狐行动》

《三叉戟》《纵横四海》
等不仅引起文学界关
注，更激起广大读者和
观众的强烈共鸣。长
篇新作《打击队》主要
描写了辅警邰晓阳因
意外破获大案被特招
入警，分配到小满派出
所打击队工作后发生
的故事。主人公邰晓
阳小名“太阳”，性格热
情阳光，他笃信正义、
责任心强，将打击犯罪
视为警察天职；来到打
击队后，他却发现面临
团队缺乏战斗力的局
面。随着故事推进，邰
晓阳不负领导期望，在
打击队引发“鲇鱼效
应”，在与队友一次次
的价值观碰撞中，他的
理想、信念、责任、使
命，唤醒了大家从警的初心，最终与队友通力合
作破获了大案。

《打击队》首发于《人民文学》2023年第 1
期。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用“正”“常”“人”3个字来评价这
部小说，“正”既指对社会生活的正视，又指小
说传递的理想气质；“常”指小说写出了人生
的常态和社会的常态，充满生活细节与人生
常理；“人”则指小说写出了人情、人心和人
味。“我认为吕铮秉承着《红楼梦》式的正邪
观，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性格的弱点，但
并不影响他们人性整体上的光辉。吕铮也把
自身性格当中最有温度、最有光彩的一面放
到了书里”。

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张策谈到，吕铮的
创作与公安职业密不可分，公安职业成就了
吕铮的创作，他的创作实践又提升了公安文
学的创作水平，突破了类型小说的窠臼。作
品有浩然正气，叙述语言由北京方言和公安
行话融汇，特色鲜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总结
说，吕铮是当下公安文学优秀作家的代表，他
生活经验丰富，写作功底扎实。通过《打击
队》能感受到作家“召唤生活”的本领，书中塑
造的人物和构造的场景给人真实的感觉。

《打击队》作者吕铮最后说，每一个文学
创作者都是孤勇者。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在孤
勇中把笃定的信念坚持下去，这个世界就会
变得更好。

据了解，2022年 9月开始，北京作协与北
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实施“文学京彩季·北
京作家精品研推工程”，以石一枫、星河、文
珍、孙睿等作家的作品为研讨对象，召开多次
作品研讨会和改稿会，邀请老中青各个年龄
段的优秀评论家参与，深度研究和重点推介
文学精品，促进北京文学高质量发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以真为美 化民成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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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的《论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