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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教在宽》

内容概要

《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作者唐文明)第一次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康有为不同时期的孔教
思想，阐明了康有为提出孔教建制主张的理学基础和经学基础，揭示了康有为孔教思想背后的庶民关
切和国家关切。就过去的研究而言，历史学界重视中年康有为，大多数研究都是围绕戊戌变法展开的
；儒学界则重视老年康有为，关联于民国后孔教会的成立和运作。《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
》特别强调青年康有为的重要性，即写作《教学通义》时的康有为，认为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提
出的敷教主张规定了他后来孔教思想的基本方向。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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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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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教在宽》

书籍目录

引言：如何安置孔子?
上篇：理学、经学与孔教
一、康有为与理学的交涉
二、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提出
下篇：庶民、国家与孔教
三、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立场与其戊戌流亡前的孔教建制主张
四、戊戌流亡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
五、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的孔教思想
结语：认真对待康有为的孔教思想
参考文献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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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第一次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康有为不同时期的孔教思想，阐
明了康有为提出孔教建制主张的理学基础和经学基础，揭示了康有为孔教思想背后的庶民关切和国家
关切，全书分为康有为与理学的交涉；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立场与其戊戌流亡前的孔教建制主张等内容
。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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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教在宽》

精彩短评

1、已经读完，颇有新意
2、2014.6.13—2014.6.26重读
3、上学期论文的一本启发读物。作者的研究才刚起步，还没什么很深入的结论。但于我颇有启发。
4、对康氏多加褒扬，虽不能尽数赞同，但确有细致考证
5、唐老师此书本意在厘清康有为孔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以此证明中国文教体系在近代崩溃后仍
有重建的必要，特别是分析儒家文教的重建不仅有利于敦风化俗，而且可以拱卫共和，抵消近代以来
富国强兵与专制集权之间的矛盾与紧张。但我觉得此书最好的影响恐怕主要在于对康子相关近代史公
案的辨正，如剽窃廖平思想、篡改奏折、自撰我史、与维新变法的关系等等，对不利于康子的成见为
康子辩护，且言之有理。世人对康子的态度褒贬差异过大，端在于立场所囿，并根据立场理解史料，
此一局面仍待学者奋力改观。唐老师这本书的缺点主要是对康子引文太多，分析相对太少，导致行文
不流畅。

Page 6



《敷教在宽》

精彩书评

1、恢复古典教化——唐文明《敷教在宽》读后苦茶吴飞兄离开贵阳前，我向其询问中国古典学研究
的现状，并问及古典学研究著作。吴兄言及唐文明的两部著作，以为其中涉及到古典学的范式转换问
题。于是下单购书，从昨天取到书，到今天看法，整整一天过去了。唐文明兄的著作，大体翻阅一遍
。看完整部书，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曾亦的序言，唐文明的引言和跋语，以及第一篇康有为与理学的
交涉。一、如何对待传统曾亦于2011年出版了他的康有为研究大作《君主与共和》，对于康有为及孔
教问题是有发言权的。唐文明索序于曾亦也在情理之中。在序言中，曾亦回忆了与唐文明订交的过程
，并言及共兴传统文化的意识。然后，表彰了唐文明书中的三个新见。不过，曾亦尊古的标志在于公
羊学，而唐文明则在于孔教。在唐文明自己撰写的前言就是以《如何安置孔子》为题，论及的是康有
为创立孔教的历史背景，并将传统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纠葛描述了一番。在这个前言中，唐文明最为值
得瞩目的观点在于，古典社会结束之后，中国政治的自身合法性问题。在传统王朝政治中，皇权和科
举是政治合法性的两大来源。而当辛亥革命后，国家政治被政党政治所垄断，统治者也由传统的文教
士大夫变味了革命政党。但问题就在于，革命政党在获得政权之后，又应如何面对政治合法性的危机
呢？毛泽东提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或者称作不断革命论也可以。但是，这种革命后娜拉出走的问题，
直到今天依旧没有解决。我们必须追问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不仅仅是制度化的民主，而是在于如何回
复文教体制的政治合法性。没有良好的教化体制，无论是传统的王朝政治还是现代的民主政治都要面
临暴民政治的威胁。但是，唐文明兄并未就此问题继续讨论。二、调和汉宋整部书除了引言外，分为
上篇和下篇，如果仔细揣摩，其实应该是内篇和外篇。内篇处理的是康有为孔教的内容和实质，外篇
处理的是康有为孔教的实践，唐兄这一写作模式试图模仿传统体用结构。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全文的第
一篇《康有为与理学的交涉》，全文主要讨论了十个问题分为是1）与朱次琦的关系2）与章学诚的关
系3）与廖平的关系4）论朱子5）论汉宋歧义6）论朱陆7）论陆王8）论静坐9）与朱一新的论辩10）调
和汉宋。因为，唐文明行文不加标题，故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于是将全文分为十个部分，方便阅读
和理解。这是一篇专题论文，考察全文就会发现写作仍然是归纳式的，通过梳理康有为的学术脉络，
从而归纳出康有为的学术基础。虽然，其中有对康有为廖平公案的翻案之处，但总体上看仍旧是通过
对比分析，获得康有为自身立场的写作。通过对比和总结，唐文明认为康有为在功夫论上依旧是宗法
朱子的。但在随后，他继续讨论了康有为与朱一新的争论，发现康有为是将朱陆分别归纳在孟荀传统
，再归纳为公羊和谷梁之下。因此，在这里唐文明兄将康有为归入程朱学统，不如归为调和汉宋的传
统。三、改革与教化如果上一篇是关于讨论康有为学术脉络的问题，第二篇则就是根据康有为《教学
通义》谈论其教化思想的文章。里面根据康有为的《教学通义》论及古今教育体制问题。虽然，这篇
文章收在内篇中，但是其实已经涉及到外王的推广了。其它三篇文章，是根据康有为所内具的学术观
点，探讨其改革和推广儒教的历史活动。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对于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历史回应做一个
历史性的梳理。在唐文明看来，康有为的思想其实在戊戌变法之前早已经形成并且确定，而戊戌变法
之后，其实是康有为外王的行动而已。因此，我们不必一一列举。四、一点想法关于写作的风格，说
实话我很头疼看没有分节的论文，阅读虽然有流畅感，但是却很容易迷失。另外，唐文明这篇论文的
引文，应该是属于暗引，也就是在行文过程中引用，这样会减少因引文过度频繁造成的文章的断裂。
但是，仔细读全文的话，就会发现引文过多，其实已经切断了很多文章之间的流畅了。在研究近代学
者的时候，现代的大体做法是以一个人为中心，这本是费正清指导学生的做法，被引入中国后，研究
著作的写作就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唐文明兄的这本康有为的著作，虽然在第一篇文章中涉
及到了当时代和前时代的许多学者，但是从整本书来看，还是仅仅以康有为为中心，缺乏历史背景和
问题的追溯。结语七零后的学者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后，很多观点与传统的马克思、韦伯式的观念有了
很大的转变，从曾亦和唐文明的康有为研究就可以看出。曾亦是将康有为与传统皇权联系起来，而唐
文明则是追溯康有为的文教思想，都是试图摆脱传统现代化论述的写作模式。虽然，从行文和论证中
不无疏失，但在对于回归古典研究视角上，依然是对于当下的学术界是有反思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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