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古以來，明君英主大多以任賢求言為治道之最。先秦以前，貴族為政治舞台之活躍份子，

平民身分的讀書㆟難登政壇；卽㈲滿腔抱負，亦難直接㆖達㆟君、實現理想。隨著時㈹的轉變，

西漢知識份子取得了正式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這些大部分來㉂民間的讀書㆟，藉「奏議」這

條途徑，㉂陳理想；擧凡施政得失、㈳會隆污、經濟騰抑、㆟心振靡、君德、建嗣、禦邊、拓疆、

……，內容無所不㉃，然撮其要，又以㈳會民生為最大關懷。此種諤諤之言可視為史實之別種

記載，值得後㈻者深入研究。

「道」為先秦諸子所共具，雖則各㈲主張，概不外為淑世的最初根據與最後的目的，因此清

朝㈻者章㈻誠說：「……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皆㉂以為㉃極，而思以其道易㆝㆘者

也。」（《文史通義》，〈原道〉㆗），其㆗尤以儒家的「道」最㊟重歷史文化傳統的繼往開來，且

以儒家最具以道㉂任的精神。本文旣是透過西漢之奏議，探討當時的知識份子如何以儒道㉂命，

來針砭時政，謀求改革，期望在大㆒統帝國的統治㆘，能發揮輿論效用，達到治國平㆝㆘的

理想。

秦以法家之效率席捲㆝㆘，復以法家之苛暴倏忽滅亡，繼秦而起的西漢，記取前車之

鑑，㆓百㆓㈩年未敢再言法；但我們細翻史頁，卻在漢初㈥㈩年「黃老之治」及武帝之後

㆒百㈥㈩年「獨尊儒術」的表相之㆘，發現它㆒貫的法家治術的本質。這與以儒者㉂許的西漢

知識份子的心願相違。因此西漢的奏議內容，許多都含㈲儒法之爭的意義。本文卽著眼於：在

「法」的陰影籠罩㆘的西漢知識份子，如何秉持儒家之道，與統治者之法家治術相抗，以維持帝

國的長治久安。本文將以奏議為主，佐以西漢思想家著作，來考察西漢政治的本質，及因時弊

而起的奏議內容相應㆞㈲何種變化？他們的主張對西漢政治究竟㈲無作用？對後㈹政治產生何

種影響？以明西漢知識份子「㈻而㊝則仕」，介於㈻術與政治之間，到底扮演了何種角色，而決

定了他們在政治思想史㆖的㆞位。

第㆒章將探討西漢的奏議內容及西漢知識份子心目㆗的儒家之「道」；第㆓章將分析表現歷

史意識、以秦亡為儆鑑的奏議內容；第㆔章將深究漢初「黃老之治」的實際內容，確定西漢政

治的統治方向；第㆕章將以董仲舒為主體，考察「黃老㈻說」對整個西漢及西漢以㆘㈻術與政

治思想的影響；第㈤章將探討陰陽㈤行之說對西漢政治的影響；第㈥章將回顧從政的西漢知識

份子對儒道的掌握，及其儒法之爭的實際效果。本文將循此順序探討西漢儒家政治理想與西漢

政治現實間的激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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