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 

洪秀全、曾国藩功过片论 

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一个论点 

1二]曹念明 

有关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 、曾国藩 

的功过是非，是 中国近代史研究 的～个重 

要课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 

册的《自序》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概括的论 

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 要学习而搬到中 

国来的是西方 中世 纪的神权政 治，那正是 

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 

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 

的是西方的近代化 ，并 ；是西方中世纪的 

神权政治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耍u果统一 丁 

全国．那就要使 中国例退几个世纪，这就是 

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囤的评价 这个评 

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丁，其自然的 

结皋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 

国藩是不是 把中国推 向前进是 lj_时论的， 

但他确实阻止丁中国的倒退，这就是 个 

大贡献。”①之后 ，冯氏在该书第 64、65章 

中作了进 一步的论述：“初步看来，洪秀全 

和太平天国是主张 向西方学 习的，但所要 

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 ，是西方中世纪 的神 

权政治，这就与近 代维新的总方向和 中|国 

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驶了-。中国近代维新 

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洪秀垒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要把 

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②“曾国藩和太平 

天国的斗争 ，是中西两种文化 ，两种宗教的 

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鼍战’的 

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 争的历史 

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 斗争中所要 

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 

纲常名教。⋯⋯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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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 上 

的 ⋯⋯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 ．洪秀 

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 

缺点。如果 洪秀全和太平天 国统 · 中 

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中世纪，使中国近 

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③ 

这些论述涉及到许多问题，由于篇幅 

昕限 ，本文只能集 中在如下方面： 

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渊源何在?它来 

自西方中世纪的宗教乃至西方的宗教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商必要先探 讨 一 

F：神权政治是不是西方宗教 、至少是不是 

西方中世纪宗教的特殊产物? 

冯友兰显然把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等 

同于神权政治丁 其实．罗码天主教莛只 

在梵蒂冈教皇国内实行教皇执政 ，mi在i￡ 

阔的西欧仍存在教权与政权 的分别 ，教 仅 

是处理宗教事务的．政权是处理世俗事 务 

的， 是救权高于政权 ，政权在重大 问题 

要服从教权 真正神枞政治的典型代表并 

不是中世宝已罗 马天主教廷 ．而是 中国殷商 

壬权和 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地方政权 

西方连有 一个 典型 的神权政治实体 ： 

由宗教改革中新教加尔文教派在瑞 ：建 立 

的共和国 冯先生说：“西方的近代化是 『_F 

和中世纪的神权 争中发展出来的。”而这 

个奉行神权政治的瑞 上共和国就是反对中 

世纪、使西方近代化的一个实例 基督教 

新教 的名称是 Protestant．新教是 Prole~一 

lant[sin，是从词根 protesl即“抗议”发展而 

成的。抗议什么?抗议罗马天主教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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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些书籍将新教译为“抗议宗”、“抗罗 

宗”。仅据洪秀全崇拜上帝 ，就说洪秀全学 

习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实在是冯先生的 

误解 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仔 

细论证过：加尔 文教派具有最典型的资本 

主义精神，也就是走出中世纪、走 向近代化 

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恩格斯也认 为：“加 

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 

外衣。”④ 

太平天国吸收了西方基督教的部分教 

义，也实行了一定形态的神权政治：但这 

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要具体分析太平灭 

国神权政治的渊源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经过改造的。 

众所周知 ，洪秀全最初接触基督教 义是阅 

读粱发(中国人中第一个新教传教 卜)所著 

的《劝世良育》，并以此为根据，撰写出其著 

名的《原道教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 

觉世训》。要了解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最主 

要的根据就是以 文献 

仔细阅读梁发的《劝世良言》，就可 

知道其中虽有服从统治者的劝戒 ，但并尤 

宣传“君权神授”、“政教台一”之类的成份 

加尔文教派虽实 行了 一段时期 神权政治， 

但具有过渡的性质 台湾学者卢瑞钟撰写 

的《太平天国的神权思想》一书，埘此有洋 

细 的分析论 。他说 ：“随着人民主权思想 

的发达．君权神授思想已逐渐式微 ，迄十九 

世纪的西方似乎 已绝响，学者 已久 ：弹此 

调。是以东来传教的基督教 ：t，当 l无甚可 

能故意传布此种中国原本已有之思想 ”虽 

然(tH约》中有“君权神授”思想．但“太平文 

献中，目前尚未发现有直接间接引用经文 

阐明壬权天授之证据，倒是传统 中国的 

天命思想真命天子思想则处处可见 ”⑤ 

殷商时代，中国即以“灭 命”为政治权 

力的依据。“天”即等同干具人格神的“t 

帝” 洪秀垒反复强调他崇拜的上帝就是 

中国古代的 卜帝 、至于表现得更为粗陋的 

扬秀清代天父传言，肖朝贵代天兄传言，更 

足地地道道的中国广西“降憧”这种民间砸 

术的运用 。⑥ 

可见 ，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渊源是多 

方面的，虽然形式上有西方宗教的因素，实 

质 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上层社会的“天命”思 

想和下层社会的巫术迷信。冯先生仅因洪 

秀全使用了“上帝”这个名词就 为是学习 

西方而来 ，实在是没有具体分析，而采取 r 

一

概全的简单化的错误方法。 

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宗教就是违反历 

史趋势、使中国倒退到中世纪吗? 

冯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他认为 

宗教是西方的缺点 ，洪秀全接受基督教 义、 

就是学习人家的缺点 ，必然把 中国拉回到 

中世纪。 

洪秀全接受基督教义创 立拜 上帝教 ， 

对太 平灭 国既产生 了积 极 作用 (正 面功 

能)，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负面功能) 

最明显的正面功能是 ：产生 了强大的 

凝聚力 ；建立 严格的军事组织 和纪律 从 

而推动太平天国取得前期的巨大胜利 

更深层的正面功能是产生了中国历史 

上崭新的 F等观念 《原道救 世歌》中宣 

称 ：“开辟 真神惟上帝 ，不 分 费贱拜宜虔 

天父 }帝人人共 ，天 F 家 自占传 ”⑦这 

是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 中国上层文化 

也讲 ：“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下层 民众也 

讲：“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但没有真 正的 

“平等”观念。而西方基 督教提倡“ 灭之 

F皆兄弟，”根源深植下“灵魂同是 岛天来， 

上帝视之皆赤子”⑧的宗教观 ，其根基是极 

为深沉的，由此而引伸出“天下多男人，尽 

是兄弟之辈，天 多女 _『， 是姊妹之群” 

⑨这样全新的观念。这种新型“平等”观应 

是 进步的，而不是落后倒退的 

由于篇幅关系．对极其复杂的洪 秀全 

宗教思想中确实存在的落后成份搜其负面 

功能，陈旭麓教授的《太平灭 的悲喜剧》， 

(载于《历史研究》1991年第 1期)已有很 

好的分析 本文就不详述 r 

现在再讨论一 F冯先生所谓太平天国 

和洪秀全要 把中国中世纪化”，“使中国倒 

退几个世纪”的判断 我 】知道 ．所谓“中 

世纪 、“近代化”，指的不是历史年代，而是 

社会形态。“中世纪 ”即封建社会 ，“近代” 

即工业化社会。那 ／厶，太平天国起义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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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难道 已经走 出中世纪 了?严肃的学 

者肯定不会同意这个论点 太平灭国失_舣 

r，它没有使 中国近代化 洪秀 全能否使 

中国近代化，也大可争论。但洪番伞的族 

弟和最 的追随 昔之 的洪C-歼 ，提 出 J 

《资歧新篇》这个系统发展资本 L奠的纲 

领，得到了洪秀全的大体赞同和批准颁行 

《资政新篇》之 目的、方针，是在实现中国的 

近代化，已成公认的结论。冯先 也承认 

他是“了解近代化”⑩的人。虽然A乎_灭吲 

在事吏上足失败丁，《资政新篇》没有收到 

蛮践的救果，但从思想 电的角度看 ．是不鹰 

成败论是非的。从而，冯先生的论 断娃 

不 能成 的 

冯先生之所以作出这些沦断．正是由 

于他没有遵守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的正确 

方法论原则 ，而笼统地 从他 贬低宗教的 

1㈨ 冉发去作推论(参见冯友兰著：《三松 

· I： 一·哲学 章：四十年代》)。我 

ltI 1、-；}= 此 对 宗 靴 ．j， 展 开 全 而 的论 述 ， 

㈨ 。_l_一点 ：历史 封建社 会 { 爆发的 

农民起义都妊玎着宗教的旗帜的 闺 

为封建社会的农民不町避免地存往着崇拜 

权威的心理 ，只有打着宗教的旗 ，才能打 

1 帝 王的威权 ，才能使农 民有可信赖的小 

。  

． 

． I 此激发出巨大 的奋 ·／．r 冈 

⋯ 、l 国旧宗教旗帜，也是诎容易理解 

i F'．J 

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是反对宗教、维 

护人权，阻止中国倒退吗? 

刑此，笔者分三个层次加以辨折 ： 

一

、 囤传统文化是非宗教的吗? 

世界侄何民旗在原始文化时期，都有 

浓厚的宗教成份，中国亦不例外 ，问题在 r 

自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 的主流思想后 ， 

是不是成为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了?笔 

者 为并非如此。 

儒家思想的伦理色彩重于宗教色彩， 

固是事实 但许多学者都认为儒家既是 一 

种学派，也是一种特殊的宗教。据专家考 

证，中国官方宗教仪式就是儒教的宗教仪 

式，斟为它的渊源就是儒家经典《i礼》 

⑩甚至有人 为“儒”的原始意义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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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宗教仪式的掌礼八。孔子以后的儒家 

流派，虽然逐步从 宗教性为主要成份演 

变为以伦理性 为 ：要成份的学派，但大 多 

数学 者都认 匀硅中仍含有宗救性的 面。 

现代新儒家 四位夫 帅在他 们 的理 沦纲 领 

(牟宗二 椽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为中周 

文化敬告世界人 I一直． r》)中郑重地写 r一 

节：《qt国史化中之伦理道德 与宗教精神》， 

反复阐述叶-国传统文化( 儒家学说)中禽 

钶宗教的成份，纠 正以为qt闰儒家 文化星 

1}宗教文化的偏见 ⑩孔汉思教授认 为扎 

f的宗教是 一种 圣贤为中心形象的“哲 

人 ”宗教 ⑩ 当然 ，儒家埘纯宗教 的问 

题持存 衙不论的态度，r自致力于现 实人生 

伦理政治问题，讲求“修齐瀹平”，追求“内 

圣外]”，使它成为理惟化程度板高，迷信 

色彩很少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中国的发展 

作出光辉的贡献。然而，人们．特别是 层 

群众对宗教的需要不完全能由儒家的伦理 

哲学思想来满足 困而巾国(主耍是汉旅 ) 

出现 r独特的宗教现象：一方面，上层统 H 

昔奉行 种官方宗教，而太多数知识精英 

重现实 、重伦理 ，宗教色彩比较淡漠 ；另 ‘ 

方面，广大 F层民众缺乏严格的宗救生活 ， 

而又时时处处笼罩住宗教 氛嗣之中。这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 索的全貌 、 

二、曾围藩反对太平天罔是反宗教吗 

说明这 个问题最有‘力的根据是曾国潜 

反太、 天国的纲领《讨粤 檄》。从中我们 

可 看出，曾国藩不是反x,t宗教，而是用中 

国传统宗教(包括 上层懦教和下层 民问宗 

教)来反对太平灭国的“拜 帝教 他要 

维护历 圣 凡所扶持的 如冠履之不 町倒 

置”的君 、父 f- E1 、尊卑的“名教”秩 

序，来反刘太平天 国“人人皆兄弟”的平等 

观念；他要用鬼神崇拜反埘 平天国的破 

除偶像；他甚至认为鬼神电会服从他的指 

挥，“咸听吾管 ， l而使用 r类似民问巫 十I念 

咒降妖刚用 的咒语：“急急如律令”式的语 

言 ：“檄到如律令”作为全文的结尾 

事实说明：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的 · 

争，并非反对宗教，而是用中国宗教反对太 

平天国，而且他不仅运用上层精英的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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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同时也运用了下层群众的民间迷信， 

来从事这场两种文化力 基、两种政治力鼍 

的 斗争。 

三、曾国藩反太平天国是阻 止中国倒 

退 吗 ? 

既然曾国藩并不是反对宗教，而是用 

中国传统宗教反对“拜上帝教”．那末．要 兑 

曾国藩反太平天国阻止 了中国倒退 ，就必 

须证明中国传统宗教是推动中国社会走出 

中世纪 、实现近代化的动力，而太、r天国学 

习西 方 基督 教是使 中国倒 退到 中世 纪 

但 ，冯先生没有拿出事实和理论米证明他 

的结论 

中西宗教比较是个大题 目，不是 一篇 

短文能完成的 笔者在此不拟进行全面的 

研究，更无意对二者作“优劣”、“高低”的价 

值判断，只是在和冯先生的论点 商榷的范 

围内作些探讨： 

西方基督教是一神教，排斥多神教信 

仰 ，因此和中国民问宗教是不相容的 这 

点无须赘述 问题在于：它和儒教学派．究 

竟是什么关系?它们肯定不完全等同，但 

是否完全排斥或是有异有同．可 以互补呢 

对此问题 ，中外学者多有不同见解。本文 

只探讨洪秀全及其启蒙者梁发的态度 

认真阅读《劝世良言》，可以看出梁发 

对儒教是有批判、也有肯定的。他所批判 

的是儒敦的偶像崇拜，把人分为上下尊卑 

贵贱的等级观、中国文化尽善尽美排斥外 

国文 化的天朝心态 而对儒 敦的道德 学 

说，乃至人性本善说，都加以肯定，给予很 

高评价，并在《劝世良言》中加以 l用的 

洪秀争接受了梁发的思想 。既批 判把 

孔子作为神的偶像崇拜，批判“三纲五常”， 

批判排外心惑，又承认孔子学说有其合理 

成分，出版经审查删定的儒家经书。因此。 

洪秀全与曾国藩的斗争并不是宗教与反宗 

教的斗争 ，也不能笼统地说成外来文化 与 

本上文化的冲突，而是含有崭新的“平等 

观”与“三纲五常”之间的冲突，开放心态 与 

僵化排外心理之间的冲突。曾国藩反对太 

平天国并非阻止 中国倒退到中世纪 ．而是 

顽固保持中国当时的中世纪状态。 

19世纪末，维新救 国思潮汹涌澎湃 ， 

当时严复在《原强》中指出，“新民德”，是自 

强三策 中“之最难”者。而西方宗教比东方 

宗教在“新 民德”方 面更为优胜 “今微论 

两洋教宗如何 ，然而 七日来复，必有 几焉 ， 

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 其所以为教之术． 

则临之以帝天之严 ，重之 以永生之福 人 

无论 侯君公 ，降以至于穷民无告 ，自教 而 

视之 ，则皆为灭之赤 子，而平等之 义以明。 

平等 义明，故其 民知 自重， i有所 劝 丁为 

善 ⋯⋯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浩众，而尚自 

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剩 ，敞以孝治 

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 然其流弊 

之极，至下怀诈十日欺，卜F相遁 ．刚忠孝之 

所存，转不若贵信果之多也 ”@严复本人 

并不信教．因而不能认 为他 有偏见 ，拿严 

复和曾国藩的见解对 比，所谓 曾国藩反刘 

太平天 国是阻 止中国倒退 的说法之 为匿 

误 ，可以洞若观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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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秦家懿、孔汉思台著：(中国宗教与基督 

教》第61、105页。 

@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合著：(为 

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载于《文化危机与 

展望(上))第57—6l页 

@严复：(原强)，转引自(中国近代史参考资 

料)第234--235页。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科联 

责任编辑：郭 l林 

学术研竞i9蛄丰葬卉寮}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