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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的推恩制度, 其理论直接来源儒学,间接出自道家。在施行推恩制度构建专制皇权的

过程中借用还是吸收儒学,在血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关系处理上是偏持还是兼顾,使得汉武帝与主父偃在关于专制

皇权构建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也使推恩制度在实践中产生困惑。从主父偃到汉武帝, 推恩制度理论在实践中不是

一层不变的, 其所遭遇的困惑及最终解决是以主父偃的悲剧人生结局为标志和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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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期, 汉王朝在消除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

同姓王。至汉景帝时,同姓王势力达到极盛,并对中

央造成严重威胁,最终酿成 /七国之乱 0。虽然后来

周亚夫率兵及时平定了这场动乱, 但是统治阶级的

内部矛盾并未就此解决, 王国势力仍然成为社会不

和谐的因素。为达到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度和谐,汉

武帝采纳了主父偃建议,颁布了 /推恩令0。

推恩制度是西汉 /和谐政治 0实践的一项突出

成就, 它以一种温和的方式适应了当时大一统皇权

构建的需要,成功地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

盾,使汉王朝摆脱了地方诸侯王 /尾大不掉 0的困

境,
[ 1]
成为后世解决该问题的典范。作为一项经典

的政治制度,推恩制度不仅使汉武帝的政治履历增

添了光辉的一页, 也成就了主父偃的青史留名。但

是作为古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推恩制度的理论

来源是什么,实施中经历了怎样的困惑, 得失何在?

这一系列问题似乎后世鲜有论述。本文不揣浅陋,

就此发表管窥之见,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推恩制度的思想渊源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习史者大多想当然地

以为推恩制度思想来源于法家,其实这种认识是片

面的、主观的。诚然, 推恩制度设计方案的最终形成

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 符合削弱诸侯, 加强皇权, 建

立长久稳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法家政治主

张。从韩非到晁错再到主父偃, 他们的政治主张一

脉相传,但仔细进行历史考察时会发现,推恩思想的

源头出自儒家和道家,而后来以法家精神为政治底

色的主父偃则只不过是因势利导, 成功加以利用并

最终将推恩思想由理论层面推向制度层面和实践层

面罢了。

1、推恩制度思想的直接来源儒学

就目前可考文献来看, 最早提出推恩概念和思

想的是孟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5诗 6云: -刑于寡妻, 至于兄

弟, 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 加诸彼而已。故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

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

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

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0
[ 2 ]

孟子的这段论述有两点有益于主父偃吸收和改

造:一是表明其推恩思想源自于儒家经典 5诗经 6;

二是表明推恩与儒家家国同构政治理想的联系。虽

然对于孟子时代来说其王道政治 /见以为迂远而阔

於事情0,
[ 3] 2343

世移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但这恰恰

为主父偃推恩制度的设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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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好的理论契机,适应了汉武帝外儒内法,缘饰于儒

术的需要。

随后就此进一步加以阐述的是儒学双子星座中

的另一位大师荀子: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 仁之

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

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 故行;

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处之,

非仁也;义, 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

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和,不成礼;和而

不发, 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 其致一也。君子处

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

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 然后道也。0
[ 4]

荀子这段论述也有两点有助于主父偃吸收和改

造:一是在尊尊亲亲问题上肯定了尊尊, 否定了亲

亲;二是在礼法中对推恩进行了阐述。从真正意义

上说, 是荀子的相关论述启发了主父偃对推恩思想

的深入思考,并最终把它从理论层面推向制度设计

层面。但是也许正是荀子的这段论述带给了主父偃

潜在的杀身之祸和推恩制度实践层面的困境。原因

在于, 在维护大一统皇权和皇帝家族的选择中,尤其

是在尊尊和亲亲的选择问题上究竟是偏持还是兼

顾,汉武帝的思想深处是充满矛盾的。经过一番矛

盾和摇摆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兼顾。

2、推恩制度思想的间接出自道家

最早提出该观点的是湖南工业大学的刘俊男教

授,认为推恩制度思想可能来自于道家,特别是来自

于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 说 /老子所处的时

代正是春秋五霸争雄的时代,战争每每是大国发动

的。为了消除战争,因而要小国寡民。这里的 -国 .

是指诸侯国, 诸侯国不断地分小, 小到 -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 , 这样的国,实际上就不成其为 -国 .

了。那只不过是一个田庄或村社而已。0 /于是深受

-黄老之学 .影响的贾谊、晁错、主父偃等力主 -削

藩 . ,推行 -推恩令,将王国分得很小很小, 进而将其

变成一个个地主的田庄。0
[ 5]
诚然,就主父偃的学识

渊源而言,这种推测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老子的小

国寡民理论可能给予主父偃以启示, 深受 /黄老之

学 0影响的贾谊、晁错也可能对主父偃产生影响,主

父偃的游学经历亦有可能使主父偃从中深受启发;

尤其是在主父偃与汉武帝实际接触后, 更加明了圣

意,对汉武帝借重儒学的态度心知肚明。所以 /言

九事0后,主父偃就递交了具有鲜明外儒内法特征

的推恩制度设计方案,自然被皇上欣然采纳。

二  推恩制度理论的形成与实践中的困

惑及政治代价

首先将推恩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理论加以系

统阐发并运用于实践的无疑是主父偃,主父偃也是

成功运用外儒内法思想的第一人。

欲了解推恩制度的理论形成过程及其实践中的

困惑,首先有必要了解主父偃的生平 (? ~ 公元前

126)。关于主父偃的学识、才干及性格, 5史记 6有

比较详细的记载: /主父偃, 齐国临菑人也。学长短

从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齐诸子间,诸

儒生相与排傧, 不容于齐。家贫, 假貣无所得, 北游

燕、赵、中山, 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诸侯莫足游者,

元光元年 (公元前 134年 ),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

将军数言上, 上不省。资用乏,留久, 诸侯宾客多厌

之, 乃上书阙下。朝奏, 暮召入见。所言九事, 其八

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 曰: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

博观,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 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

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

察之。0
[ 3] 2953- 2954

由此可见,出入百家,精于法术,愤世嫉俗,险中

求贵,可以视为其人格的全部,其后来的得失成败亦

源于此。而 /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 0, 则无疑为

主父偃的人生转机提供了智力支持。尤其是其对于

儒学的涉猎和贯通, 如对孟子、荀子推恩思想的阐

发, 春秋中的 /尾大不掉0的论述, 及易经中关于常

变的探赜,对于主父偃推恩制度方案的适时提出都

具有一定影响。尤为重要的是, 当推恩制度被儒学

美丽的外表粉饰后,极大的满足了汉武帝政治上的

需要,主父偃的青史留名也由此成就。

关于对推恩制度理论的具体内容及策略的阐

发, 5史记 6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偃数见, 上疏

言事, 诏拜偃为谒者, 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偃说上曰: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

诸侯或连城数十, 地方千里, 缓则骄奢易为淫乱, 急

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 则逆节

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

立, 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

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

愿, 上以德施, 实分其国, 不削而稍弱矣 .於是上从

其计。0
[ 3] 2961

如果说主父偃是推恩制度设计理论的集大成

者,那么汉武帝则是推恩制度实践的第一人。而推

恩制度理论的困惑,则又通过汉武帝的政治实践,尤
29

宋加亮:论西汉推恩制度的思想渊源 ) ) ) 兼论西汉统治阶级内部达到和谐的代价



其是在对主父偃问题的最终处理上得到集中体现,

主父偃的悲局似乎是注定的。推恩制度实行的目的

在于利用儒学的温情面纱去粉饰皇权专制, 通过一

种和平的方式解决来自宗室内部的对专制皇权构成

的威胁和挑战, 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如果说主父

偃的推恩理论是扯着儒家理论旗号以实现法家的政

治理想,那么汉武帝的推恩实践不仅体现着法家思

想的精神,也渗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主父偃在推

恩理论的构建中似乎更多地承袭了韩非和秦始皇的

性格, 试图排除血缘政治尤其是皇族宗室对于皇权

的影响力;而汉武帝因多少流淌着高祖的血,不愿意

完全抛弃血缘政治对专制皇权构建的维系, 儒家的

家国同构的运作思维还在影响着汉武帝。所以,汉

武帝对于皇家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并没有似乎也不

愿意完全舍弃皇族宗室的利益,而是在大一统的框

架下试图兼顾皇家利益, 以此保持其在皇族中的宗

主地位,进而为皇权承续多买了一份保险。所以又

可以说:如果说主父偃是成功运用外儒内法思想的

第一人,那么汉武帝则是真正将儒家思想纳入专制

君主权力构筑中的第一人。在推行推恩制度构建专

制皇权的过程中借用还是吸收儒学, 在尊尊和亲亲,

即在血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关系处理上是偏持还是兼

顾,使得汉武帝与主父偃在关于专制皇权构建的问

题上产生了分歧,也使推恩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困

惑。而后来主父偃案发,汉武帝不忍诛之,最后又仅

为御史大夫公孙弘一句 /齐王自杀无后, 国除为郡,

入汉, 主父偃本首恶, 陛下不诛主父偃, 无以谢天

下, 0
[ 3 ] 2962

乃族诛主父偃, 其原因大抵也多由此。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 从主父偃到汉武帝,推恩制度

理论在实践中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所遭遇的困惑及

最终解决是以主父偃的悲剧人生结局为标志和代价

的。

推恩制度理论方案的设计,适应了当时中央集

权政治的需要,满足了专制皇权构建的迫切要求,并

由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付诸实施, 最终促成了西汉统

治阶级内部和谐政治局面的形成, 充分展示了主父

偃的政治智慧和杰出才干;然而, 这一政治杰作成功

实施的背后却是创作者的个人悲剧, 主父偃成了自

己政治杰作的殉葬品。历史充满了讽刺:这似乎再

一次告诉我们,历史的每一次进步总是以一部分人

的牺牲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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