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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詮釋策略》

内容概要

（摘錄）
要認識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根底就必須回到先秦，並特別是回到周朝。這個朝代前期國勢昌盛，想的是
天下大治而又垂諸久遠，教行的詩、書、禮、樂及周易則無不順此宏圖。重的是如此大國治世之書，
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文明古國的規模與格局，並因其經學身分得隨科舉而一路影響到清末。
及至周朝進入後期，並特別就在春秋要轉至戰國時期，孔子修魯《春秋》並伴以其他經傳之學而教行
於三千弟子。重要的是正是基於對六經認識的深厚與透徹，因而《論語》這部師生對話錄得為進窺五
經義理的最佳導讀；再加上該書於宋以前為小學必讀，宋以後又為科舉必考，從而先是等同後是根本
亦成為經學一部。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了解：何以《論語》會成為十三經中影響最大之書？我們覺得除了內容義
理能深獲人心之外，尤其還在其所相對配有的優美形式；進而言之，我們認為這源自《論語》一書開
創出來的獨特修辭術，而我們即要於下面第一章，以“修辭政治學”之名作出闡釋，並從而得於第二
章藉《論語》的四篇詮釋以示例該書的建構性篇章修辭。
我們在此選的是〈先進〉、〈顏淵〉、〈子路〉和〈憲問〉四篇，它們做為《論語》下編的第一部，
主要在針對“從政知識”作最後整合，如是於〈先進第十一〉要為將要從政的弟子作關鍵整合的奠基
指示，以〈顏淵第十二〉進論於為政最高概念上的仁德仁政，以〈子路第十三〉務實地引出君子施政
實踐時的輕重緩急，再於〈憲問第十四〉最後總解前面十三篇在政治判斷上留有的疑惑。事實上，這
四篇就“從政知識”所建構的第一部，將會與處理“官場處境”的第二部合為《論語》下編的主體正
文；如是建構出如何學為“為政君子”的下編教材，而與教人學為“一般君子”的上編合為《論語》
全書結構獨特的修辭政治學。
此外，我們知道隨著戰國時代進入百家爭鳴，各家還基於自身立場和目的而各顯身手；其中與儒家道
德觀最相違背的當屬縱橫家：其目的在徹底的保己和利己，其立場則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害人伐國。事
實上，整部《戰國策》的“捧殺”手段之詭譎多變，遠遠超過馬基維利《君主論》高調教誨的騙人術
，而我們即以《戰國策》中〈秦策〉部分的前十六篇做為第二章的析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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