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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秋风的《华夏治理秩
序史》回到了六经或者是五经。
六经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东西，
所有的注释、阐发都是在这个基
础上展开的。如果我们不回到这
个基础，并把它说清楚，将来的发
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中间开
始，从孔子、孟子等人开始说起都
不行。相关的是，秋风还要回到
古典的史学，古典的史学把人和
人心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觉得，

秋风的这种回顾，在经典和古典
史学的精神这两点上非常有价
值，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思考空间。

在导论里面，他提到他的方
法，但是他没有明确的叙述，这
是比较微妙的。但是我相信在
内容当中可以看到很多方法。
他要把传统的概念传给现代人，
而且要有对话，秋风的知识的脉
络是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宪政
主义等等。他不断用传统的语

汇，概念、范畴和现代的知识进
行对话。他讲的华夏中国的历
史，既是独特的，也有普遍性，或
者说具有和其他文明共通的地
方。我们讲普遍的时候，中国是
被排除在外的，中国有特殊性，
而特殊性没有普遍意义，这显然
不符合过去几千年中国人对自
己文明的看法。只是最近这一
百年我们才这样看。

秋风对治理秩序的界定里

面，所有的文明都在处理类似的
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经验，这种
经验可以和其他文明进行对
话。所以，秋风要做的工作是怎
么样能够把不同的语汇进行对
话，在对话中看到普遍性，我觉
得这也是有意思的一点。

大概在 10 年前吧，汉学家
柯文讲在中国发现历史，和秋风
在书里讲的内在视角和内在批
判不在一个层面上。柯文是在

知识上，秋风更多是从文化的内
部重新审视一个文明，去阐发它
的当代意义，这样一个内在批判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秋风从六经
提供了一些批判的横轴。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根据梁治平在秋风新书《华
夏治理秩序史》发布会讲话整理。

本报记者 张弘

【阅读观察】 内在视角和内在批判

1840 年以来，儒学
（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命
运，是走了一个下行抛
物线。而近十年来儒学
的命运，似乎重新走上
了上升通道。怎么理解
中国历史，怎么理解儒
学与中国未来？学者秋
风新近出版了《华夏治
理秩序史》的前两部《天
下》、《封建》，要正本清
源、重寻儒家的自由传
统，将此引入当下制度
探索的过程之中，为中
国现代的社会转型提供
本土思想资源。且看秋
风如何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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