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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汉魏六朝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消长变化的社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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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两汉时期，士人关心国事，议论时政，公共生活活跃；魏晋以后，基于社会环境的原因，人们不再有激扬声名的政治热

情，从处士横议转向清谈老庄，从品核公卿治政德行转向品味个人才情风神，从关心国家朝政大事转向关心个人的感官享受，

因此注重社会等级身份的名教，自然成为必须去除的束缚，私人空间显著扩张。 

主题词：汉魏六朝  公共空间  私人空间 

      公共空间指公众共享的公共生活领域，在这一人文空间中人们可以形成公共意见，人们能够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对有关国计民生等普遍

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自由地结成集团或组织，进行对话与交流。私人空间指以个体情感、利益为中心的私人活动范围，它与

公共空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共同构成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在传统社会中，二者受到国家政治的强烈影响，它们的范围广

狭取决于国家社会的性质。汉魏六朝时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范围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 

   一、心忧天下的两汉士人 

      战国秦汉是以自由民为主体的古代社会，古代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上古社会的治政精神，虽然出现了以帝王为核心的专制政体，但

人们有着较强烈的国家社稷意识，忠于王室与忠于国家一致。因此重视现世事功、刚健有为的儒家思想在汉代中期取得独尊地位，儒家思想成为

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学术研究及人才选拔均以通晓儒家学说为标准，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浸淫之下，文人士大夫也就汲汲

然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有人说“（汉）武帝以后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是儒生。” 汉武帝以前主要是出身并不显赫的开国功臣与文吏、出身军功

者和以赀候选的富人。西汉政权基础较为宽阔，地方宗族豪强常遭抑制。西汉末年，中央统驭力下降，地方势力抬头，在反抗王莽统治与平息农

民起义的武力斗争中，地方豪族利用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争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这些地方豪族的领头人大多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儒士大

夫，他们起事也大都有维护社稷的用意。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四中专列“东汉功臣多尽儒”条。这些人构成了东汉新政权的中坚力量。

地方豪族与中央政权的结合，开启了东汉以后较长时间内的国家政治的矛盾格局。一方面，威重一方的豪族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有利于国家对地方

的控制，另一方面地方豪族势力扩张不仅与国家争夺土地人口，而且自然会滋生离心倾向、对皇权构成威胁。政治的稳定有赖于中央政权自身的

力量与对矛盾调控的能力。东汉时期地方势力开始增长，地方大姓“世仕州郡”，但处于形成期的士族在当时与王室有着荣损与共的关系，并且

东汉王室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注意协调与地方豪族的关系，采取种种方式汲纳名士。汉光武帝刘秀特重儒学，重儒生、尚节义，在人材选举

上，除前代的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外，又增设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名目。以儒家伦理规范作为取士任贤

的选拔标准，因此在社会上培植出重视修身惜名的风气，如后人所评论：东汉虽无事业之人物“而德行之君子，乃云蒸霞蔚，几于比屋可封。可

谓中国历史上之伦理时代。” 在儒学盛行的时代，儒家伦理思想已基本上内化为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准则，因此造就了一大批享有社会声誉的

名士。在东汉名士中虽不乏沽名窃誉“以赡其私” 者，但名士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一般还是珍重名誉的。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存在于当时的社会

之中。名士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他们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评判的责任。以心忧天下为职志，而且它同时亦为聚族忠君的精神力量。因此东汉时期在人

们的一般理念中，仍然一如前代，忠君即忠于天下。东汉名士直接介入国家公共生活之中。 

      两汉时期文人士夫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在东汉末期以前，文人士夫大多通过道德、学术的声名与学问（所谓“经明行修”）进入政

府，直接参政议政。并且利用自己的声名与地位操纵乡论、主持选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着实际的影响。东汉时最有名的人物批评家是郭

泰、许劭，“天下言拔士者咸推许郭。” 许劭与从兄许靖在汝南对乡党人物是每月一评，俗称“月旦评”。他们对人物的品评直接关系到人材



的选拔。因为在以儒家礼教治国的时代，人的品行是第一考虑要素，而人在出仕之前的道德实践只能在家族与乡里的活动中体现，所以宗族乡党

的评论即“乡论”非常重要。而主持乡论的就是许劭这样的名士。 

      但是也有一批贤士，采取与政府疏离的政策，在地方荐举甚至公府辟举中他们并不就职，而且这种现象在东汉中期之后逾来逾多，如贺纯

“十辟公府，三举贤良方正，五征博士，四公车征，皆不就。” 东汉人这种辞退推举的行为在当时为民间舆论所推许，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

观念，人们无论是否应聘他都会因朝廷重视而获得名誉，有可能最后需皇帝特别征聘，落得更大的声名。如张楷，“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

到县邑卖药，州郡选举他为茂才，授长陵令职，张不赴任，“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仍不就。汉安

元年（142），汉顺帝特下诏，说张楷“轻贵乐贱，窜迹幽薮，高志确然，独拔群俗。”认为张之所以不赴任是地方官员“优贤不足”，因此要

求州郡“以礼发遣”。 由此可见，当时的士人是在以曲求伸。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德行引起社会更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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