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福建地方史研究
·

谭峭《化书 》谈怎样处理人际关系

罗 耀 九

唐末五代时期福建泉州人谭峭撰写的《化书 》
,

为中国道教名著
。

此书分道化
、

术化
、

德化
、

仁化
、

拿化
、

俭化六卷
,

共一百一十篇
,

是对道教变化范畴的全面发挥
。

文理简畅
,

义理集然
,

是

研究谭峭哲学思想的最重要资料
。

本文拟探索《化书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 的一些论点
。

一
、

社会矛盾的严重化

谭峭一生经历了唐末
、

五代
、

宋初三个战祸绵延
,

动荡不安的时代
。

他远涉山河
,

云游四海
,

目睹人良群众的悲惨遭遇
,

深知人民“ 一 日不食则惫
,

二 日不食则病
,

三 日不食则死
” 。

民之所以

没有衣食是 由于受剥削太重
。 “

王者夺其一
,

卿士夺其一
,

兵吏夺其一
,

战伐夺其一
,

工艺夺其

一
,

商贾夺其一
,

道
、

释之族夺其一
。

稳亦夺其一
,

俭亦夺其一
,

所以蚕告终而操葛节芋之衣
,

稼

云毕而饭橡栋之实
。

王者之刑理不平
,

斯不平之甚也 大人之道教不义
,

斯不义之甚也
。 ” 《化

书 》
·

七夺 》卷五

人 民在残酷剥削下
,

当然会哭泣愤怒
“

夫剑其饥唉其 肉不得不哭
,

扼其喉夺其哺不得不

怒
,

民之痔也
,

由剂其肌
,

民之馁也
,

由夺其哺
。

鸣呼惜哉
” 《化书

·

雀鼠 》卷五

统治者采取欺周
、

鞭挞
、

盗窃
、

杀害
、

刑戮等等手段对待人 民
,

人 民不得不以其人之道反治

其 人之身
,

被迫挺而走险
。

他们知道其结果是悲惨的
。

但是没有别的生路 了
。

统治者的
“

刑

政
” ,

他们不怕 统治者满 口仁义美言
,

他们不信
。 “

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
,

小人盗礼乐以潜君子
。

有国者好聚敛
、

蓄粟 帛
、

具 甲兵以御贼盗
,

贼盗擅甲兵踞粟 帛以夺其国
。 ” 《化书

·

弓矢 》卷三

社会矛盾 日益严重
,

如何办 统治者所想到的是加固城防
,

增多军粮
,

于是“ 穷民之力以为

城郭
,

夺民之食以为储蓄
” 。

他们认为“ 福可以力取
,

亡可以力敌
” 。

这样的统治者
“

是不信于夭

下之 人
,

斯道也赏不足劝
,

罚不足惧
,

国不足守
。 ” 《化书

·

有国 》卷三 谭峭认为统治者习惯使用

的高筑墙广积粮的办法是不足以守国
。

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严重化 作为一个道教哲学家
,

他

首先是站在道教的哲学观点来思考问题
。

二
、

解决矛盾的哲学思想

道家认为
,

一切社会矛盾的产生
、

发展
,

归根结蒂是 由于物欲太盛
。

要缓和社会矛盾的根本

途径在于淡化物欲
。

佛说性空
,

道说无名
,

皆以虚无为本
。

谭峭在此宗教思想基础上大加引伸发挥
。

他著的《化书 》即“ 本斋物以言道化
,

本虚无以言

求化
,

本无为以言德化 ⋯⋯ ” 。

世界万物都是从虚无中逐步化生而成
,

又逐步复归于无
。

循环不

已 “
虚化神

,

神化气
,

气化形
,

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
。 ” 化书

·

道化 》卷一下

万物盛极而衰
,

又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 “

老化死
,

死复化为虚
,

虚复化为神
,

神复化为气
,

气

复化为物
。

化化不间
,

犹环之无穷
。 ” 化书

·

死生 》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变化的
, “ ⋯ ⋯悖乱化 甲

兵
,

甲兵化争夺
,

争夺化败亡
。 ” 化书

·

大化 》在
“

太虚之中无所不有
,

万耀之 内无所不具
。 ”“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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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虚明通达
,

以至有无相通
,

物我相同
。

其生非始
,

其死非终
,

知此道者
,

形不可得毙
,

神不可得

逝
。 ”

他列举 自然现象说明
,

有情之物与无情之物可以互相转化
,

如“老枫化为羽人
,

朽麦化为蝴

蝶
”“

贤女化为贞石
,

山蛆化为百合
” ,

这些现象是否科学姑不置论
,

他的 目的是要证 明“ 虚无所

不至
,

神无所不通
,

气无所不同
,

形无所不类
。 ” 《化书

·

老枫 》君子如果能
“

体物而知身
,

体身而

知道
” ,

即领会了超脱生死及修身治国之道
。

他这个观点如果仅指 自然物理的功能的变化
,

探索夭地造物互变的妙 旨
,

不无道理
。

如果

以此观点推论人类能够利用本体的功能变化成仙
,

则与现代科学概念不着边际
。

但是谭峭的 目

的正是从一切 皆化的 自然观出发
,

落实到社会观
。

教人从 自然现象悟出养虚的道理
,

以之指导

言行
,

那末
,

社会就不会产生悖乱
、

争夺
、

败亡
,

人际关系就可维持和谐
。

他认为悖乱
、

争夺不是客观必然的产物
,

而是产生于人们的主观认识
。

例如 “
方咫之木置

于地之上
,

使人蹈之而有余
,

方咫之木置于竿之端
,

使人踞之而不足
,

非物有大小
,

盖心有虚实

⋯⋯
。 ”“ 化书

·

虚实 他否认事物的客观现实性
,

说什么
“
人无常心

,

物无常性
,

小人 由是知水可

使不湿
,

火可使不烁
。 ”

在人们的生活经验 中常有乐以忘优的事
,

但他却以此经验作为摆脱饥寒

痛苦之道
“
志于乐者犹忘饥

,

志于忧者犹忘痛
,

志于虚无者可以忘生死
。 ” 化书

·

虚无 》这等于

给优愁困苦中的人们开一剂麻醉药
,

使之看破红尘
,

从物欲
、

烦恼
、

争夺中摆脱出来
,

忘记现实

生活中的灾难
,

以达到无忧无虑无生无死的虚无神仙境界
。

一首常传诵的唐诗说 “
林暗草惊风

,

将军夜引弓
,

平明寻 白羽
,

没在石棱中
” 。

说的是汉李

广将军夜间误以石为虎
,

箭射入石中
,

天明后再射石
,

箭不能入
。

谭峭以这个故事说明人的主观

作用可以取代客观实际
,

从而肯定“ 虚无
” 。 “射以虎者

,

见虎而不见石 ⋯ ⋯是知万物可以虚
,

我

身可以无
。

以我之无合彼之虚
,

自然可以隐可以显
,

可以死可以生
,

而无所拘
” 。

既然万物 包括 自己在内 都是虚无
,

自然生死
、

显隐都可无拘无束
,

随心所欲
。

这样就不会

患得患失
,

尔怨我怒
、

人际之间不得安宁
。

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引下
,

就可以探讨其他人际和谐的

道与术
。

三
、

调和人际关系的伦理思想

道教所崇奉的老子庄子都是鄙视仁义
、

主张
“

绝仁弃义
”

的
。

老子说
“

大道废
,

有仁义
。 ”“

绝

仁弃义
,

民复孝慈
。 ”

庄子说
“

失道而后德
,

失德而后仁
,

失仁而后义
,

失义而后礼
。 ”

他们认为仁

义是违背 自然无为的思想
。

但是
,

后世道教徒却基本上偏离了道家原来的思想路线
,

从儒学吸

取思想营养
。

如《太平经 》张调为道要忠君
、

孝亲
、

敬长 《老子想尔经 》肯定忠孝仁义
。

谭峭这位

道行高超的道长也重视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
。

在《化书 》中多处引述仁义礼乐
,

并阐明它的作

用
,

希望能辅助道教思想的调剂人际关系
。

他以阴阳五行家所讲的金
、

木
、

水
、

火
、

土
,

与儒家讲的五常 —仁
、

义
、

礼
、

智
、

信
,

结合起来

解释人际关系
。

他说
“

五常者五行也
。

仁
,

发生之谓也
,

故均于木
。

义
,

救难之谓也
,

故均于金
。

礼
,

明白之谓也
,

故均于火
。

智
,

灵通之谓也
,

故均于水
。

信
,

毅然之谓也
,

故均于土
。

仁不足则

义济之
,

金伐木也
。

义不足则礼济之
,

火伐金也
。

礼不足
,

则智济之
,

水伐火也
。

智不足则信济

之
,

土伐水也
。

始则五常相济之业
,

终则五常相伐之道
,

斯大化之性也
。 ” 化书

·

五行 》卷四

五行相生相克是 自然现象
,

是符合 自然规律的
。

仁
、

义
、

礼
、

智
、

信的作用
,

配合五行来解释
,

更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和信奉
,

运用于处理实际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

这可以说是谭峭对儒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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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发展
。

由于谭峭是道教徒
,

他在吸取儒家理论时没有忘记老
、

庄的思想
。

他要说明“

道
、

德
”是统率

仁义的 “ 旷然无为之谓道
,

道能 自守之谓德
,

德生万物之谓仁
,

仁救安危之谓义
,

义有去就之谓

礼
,

礼有灵通之谓智
,

智有诚实之谓信
,

通而用之之谓圣
。

道
,

虚无也
,

无以 自守
,

故授之以德
。

德
,

清静也
,

无以 自用
,

故授之以仁
。

仁用而万物生
,

万物生必有安危
,

故授之以义
。

义济安拨危
,

必有否减
,

故授之以礼
,

礼秉规持范
,

心有疑滞
,

故授之以智
。

智通则多灵
,

故授之以信
。

信者成

万物之道也
。 ” 《化书

·

得一 》卷四

他强调仁义道德的重要性超过其他
。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仅仅靠聪明才智勇敢是不够的
。

“

智者多屈
,

辩者多辱
,

明者多蔽
,

勇者多死 ⋯⋯夫大人之机
,

道德仁义而 已矣
。 ” 化书

·

海鱼 》卷

四

在那战争频繁
,

政局不稳
, “ 臣可以择君而仕

,

君可以择臣而任
” 化书

·

大臣 》的乱世
,

道家

的虚无清静的道德
,

在尘世间不受重视
,

必须以儒家的仁
、

义
、

礼
、

智
、

信孕育万物
,

济世拔危而

在五常中
,

特别重要 的是“
信

”字
。 “

信者成万物之道也 ” 。

孔子说过 “
自古 皆有死

,

民无信不

立 ” 《论语
·

颜渊 》
。

一个不讲信用的社会
, “ 疑人者为人所疑

,

防人者为人所防
” 化书

·

黄雀 》卷

二
,

尔虞我诈
,

互不诚实
,

很难建立起 良好的人际关系
。

但是
,

光是抽象地谈仁
、

义
、

礼
、

智
、

信
,

还不能解决社会秩序问题
。

孟子有句名言 “ 民之为

道也
,

有恒产者有恒心
,

无恒产者无恒心
,

苟无恒心
,

放辟邪侈无不为 己
。 ” 《孟子

·

膝文公上 》谭

峭接受了这个观点
,

予以发挥 “ 是知君无食必不仁
,

臣无食必不义
,

士无食必不礼
,

民无食必不

智
,

万类无食必不信
。

是以食为五常之本
,

五常为食之末
。

苟王者能均其衣
,

能让其食
,

则黔黎

相悦
,

仁之至也 父子相爱
,

义之至也 饥饱相让
,

礼之至也 进退相得
,

智之至也 许诺相从
,

信

之至也
。

教之善在于食
,

教之不善也在于食
。 ” 《化书

·

鸥莺 》卷五 五常思想能否在全社会推广实

施
,

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 活是否没有大问题
。

如果群众贫困到连吃穿二字都不能解决
,

仁义之道也就难以实施了
。

四
、

俭与廉对处理人际关系的作用

如 何解决群众的衣食问题
,

谭峭认为 “
俭者均食之道也

” , “ 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 《化

书
·

奢膺 》 , “
余均则仁义生

,

仁 义生则礼乐序
,

礼乐序则 民不怨
,

民不怨则神不怒
,

太平之业

也
。 ” 《化书

·

太平 》卷六 要天下太平
,

不至于神怒人怨
,

关键在于领导阶层能够节约
。

他认为
, “
俭

”

是五常之本
, “
夫仁不俭有不仁

,

义不俭有不义
,

礼不俭有非礼
,

智不俭有无

智
。

信不俭有不信
,

所以知俭为五常之本
,

五常为俭之末
。

,’《化书
·

损益 》卷六 他认为历代的兴

亡 与俭者大有关系
, “

自古及今未有亡于俭者也
。 ” 《化书

·

损益 》卷六 因为有俭的约束
,

才能使

五常之道为人们所遵行
。 “ 守一之道莫过乎俭

,

俭之所律则仁不荡
,

义不乱
,

礼不奢
,

智不变
,

信

不惑
。 ” 《化书

·

御一 》卷六 封建的礼教内容是成系统的
,

互相关联的
。

实施五常不能忘本
,

不重

视俭
,

五常便失去依存的根本
,

便会流于空谈或走样
。

谭峭说的俭
,

范围很广
,

不仅指财富
,

还扩大到养生学
。

他说
“
俭于听可以养虚

,

俭于视可

以养神
,

俭于言可以养食
。

俭于私可以获富
,

俭于公可以保贵
,

俭于门阔可以无盗贼
,

俭于环卫

可以无叛乱
,

俭于职官可以无奸债
,

俭于殡墙可以保寿命
,

俭于心可以出生死
,

是知俭可以为万

化之柄
。 ” 《化书

·

化柄 》卷六

针对当时的朝野 尚奢侈
,

谭峭在《化书 》中多处强调要俭
“ 君俭则臣知足

,

臣俭则士知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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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俭则 民知足
,

民俭则天下知足
” 。

这是说居上位者能以身作则
,

上行下效
,

天下财富就有余了
。

追求名利之风就会收敛了
。 ”

所以无贪财
,

无竞名
,

无奸蠢
,

无欺阁
,

无骄俊
。

是故礼义 自生
,

刑政

自宁
,

沟垒 自平
,

甲兵 自停
,

游荡 自耕
,

所以三皇之化行
。 ” 化书

·

三皇 》卷六 他认为“ 俭
”

可以消

除贪污腐败欺诈
、

争夺
、

游手好闲
,

可以促进生产
,

推行礼义
,

以至于理想中的三皇之治
,

人际关

系臻于融洽
。

“ 俭
”
固然是每个人都应该遵行的

,

但更重要的是领导者应该俭
。

他说
“

一人知俭则一家

富
,

王者知俭则天下富
。 ” 《化书

·

铿者 》卷六 领导者
“

俭于台榭则 民力省余
,

俭于宝货则 民财有

余
,

俭于战伐则 民时有余
。 ” 化书

·

雕笼 》卷六

领导者的带头作用不在于 口头上宣讲
,

而在于实际上的行为
,

谭峭认为
,

俭与谦密切相关
“
谦者人所等

,

俭者人所宝
,

使之谦必不谦
,

使之俭必不俭
。

我谦则 民 自谦
,

我俭则 民自俭
,

机在

此不在彼
,

柄在君不在人
” 。

《化书
·

解惑 》卷六 如果领导者不重视俭
,

不倡导俭
,

不以身作则
,

整

个社会便会趋向奢侈
。

贪污腐败
,

物质供应不足便会产生
“
不足有所 自

,

不廉有所始
。

是知王

好奢则 臣不是
,

臣好奢则士不足
,

士好奢则 民不足
,

民好奢则天下不足
。

夫天下之物十之
,

王好

一
,

民亦一
,

王好五
,

民亦五
,

王好十
,

民亦十 ⋯⋯天下何弊不有
。 ” 《化书

·

食象 》卷六

他认为人民常以领导者的行为为榜样
。“ 上之所好好之

,

上之所恶恶之
。 ”

领导层趋尚奢侈
,

人 民必然不会以俭朴为荣
。

那末
,

有经济能力奢侈者固然奢侈
,

没有经济能 力奢侈者则力求创

造奢侈的条件
。

努力生产者固然不少
,

作奸犯科者也是很多
。

不能只看到刺激生产一面
,

而忽

视了败坏社会正常秩序
,

使人际关系混乱的另一面
。

谭峭认为
,

不 尚俭必然弊多利少
, “

天下何

不弊之有
”

—
“ 奢荡化聚敛

,

聚敛化欺周
,

欺周化刑戮
,

刑戮化悖乱
,

悖乱化甲兵
,

甲兵化争夺
,

争夺化败亡
。

其来也势不可遇
,

其去也力不可拔
” 化书

·

大化 》卷一
,

乱世形成矣 当然
,

治理这

些问题的办法很多
,

然而俭是根本
,

不抓根本
,

其他办法难以长久见效
。

当权者要保护他们的宝贵权势
,

又不从俭入手
,

只是玩弄仁义
、

道德
、

刑礼
,

结果
“
道德有所

不实
,

仁义有所不至
,

刑礼有所不足
,

是教民为谣邪
,

化民为悖逆
,

驱 民为盗贼
。

上昏昏然不知其

弊
,

下恍恍然不知其病
,

其何以救之哉
。 ” 化书

·

大化 》卷一 可见
,

谭峭是反对假仁假义
,

反对伪

君子的
。

五
、

调剂人际关系有道还须有术

谭峭说 “ 仁义者常行之道
,

行之不得其术以至于亡国
。

忠信者常用之道
,

用之不得其术以

至于犯罪
,

廉洁者常守之道
,

守之不得其术以至于暴民
。

材辩者常御之道
,

御之不得其术以至于

罪祸 ,’《化书
·

常道 》卷三
。

术 —本是战国时期法家 申不害所倡导的
,

法家强调诉讼
,

反对儒学
。

韩非子说 “
今世皆

曰 ‘

尊王安国者
,

必以仁义智能
’ ,

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
。

故有道之主远仁义
、

去

智能
,

服之以法
。 ” 《韩非子

·

集释 》法家完全否定仁义之道
,

这是谭峭所不取的
,

他采纳了法家

用术的思想以弥补仁义之道的不足
。

他以驾船
、

发弩为比喻
“

转万解之舟者由一寻之木
,

发千

钧之弩者 由一寸之机
。 ” 《化书

·

求化 》卷二 船之棺
、

弩之机
,

就是
“
术

” 。

靠了这两件小东西就能

操纵船与弩
。

同样的道理
,

实施仁义之道如果有求
, “ 一人可以君兆民

” 。

如何使
“
术 ,’ 谭峭列举原则数端

一是慎施恩赏
,

并非凡赏赐都可以得到好报答
。

他说
“
侯者人所贵

,

金者人所重
,

众人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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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侯者不美 按 侯爵不如公 爵高
,

众人分玉而得金者不乐 按 金 比玉贼
。

是故赏不可妄

行
,

恩不可妄施
。

其当也犹为争夺之渐
,

其不当也即为乱亡之基
。

⋯ ⋯观乱亡之史皆骄侈恩赏

之所为也
。 ” 化书

·

恩赏 》卷三 恩赏本为激励部下的手段
,

用之不当却产生坏的效果
。

他主张以
“

夭下至公
”

取代赏罚
“

有赏罚 之教则邪道进
,

有亲疏之分则小人入
,

夫弃金于市
,

盗不敢取
,

询

政于朝
,

谗不敢语
,

天下之至公也
。 ” 化书

·

谗语 》卷三

二是施恩勿望报
,

自然有 报
。

人际之间的交往常有施恩行惠之事
,

受惠者不喜欢别人宣扬
,

也不高兴对方索取报答
。

不讲不言
,

受惠者反而牢记在心
。

谭峭说
“

救物而称义者
,

人不义之

行惠而求报者
,

人不报之
。

民之情也
,

让之则多
,

争之则少 就之则去
,

游之则来
,

与之则轻
,

惜之

则夺
。

是故大义无状
,

大恩无象
。 ” 化书

·

救物 》卷四 这些话是化 自《老子道德经 》“ 既以为人 己

愈有
,

既以与人 己愈多
。

天之道
,

利而不害
,

圣 人
、

之道
,

为而不争
。 ” 《道德经

·

八十一年 》他以养

马乳婴作 比喻
,

说 明受施恩者必然有感激之情
“
养马者主

,

而牧之者亲
,

养子者母
,

而乳之者

亲
。 ” 化书

·

养马 》卷五 婴儿与马都是无知的
。

马对牧人亲
,

婴儿有奶便是娘
,

谁养育他
,

他便对

谁产生爱心
。

三是与群众同甘共苦
。

谭峭观察 自然现象
,

蚂蚁从来没有背叛蚁王的
。 “ 因其君与众同居

同食同戮罪者
。

心相通神相通
,

气相通
,

形相通
。

故我病则众病
,

我痛则众痛
,

怨何由起
,

叛何由

始
。 ” 化书

·

蛟蚁 》卷四 君王如能像蚁王一样善待群众
,

哪会有众叛亲离之事发生

四是要有容人之量
,

要能刚柔相济
。

谭峭说
“
誉人者人誉之

,

谤人者人谤之
,

是以君子能罪

己
,

斯罪人也
。

不报怨
,

斯报怨也
。 ” 《化书

·

神 弓 》卷四 又说
“
抑人者人抑之

,

容人者人容之 ⋯ ⋯

所以民道君之德
,

君盗 民之力
。

能知反复之通者
,

可以居兆 民之职
。 ” 《化书

·

酒酸 》卷三 这又是

化 自老子的名言 “ 将欲废之
,

必国与之
,

将欲夺之
,

必国予之
” 《老子

·

姗六章 》这是君王统治百

姓的权术
,

懂得运用者
,

可以使百姓甘心受骗
。

法家所谈的
“

术
” ,

在道家看来
,

可以笼统的以虚无之术概括之
。 “

虚空无心而无所不知
,

昊

天无心而万象 自驰
,

行师无状而敌不敢欺
,

大人无虑而元精 自归
。

能师于无者无所不之
。 ” 《化

书
·

狐狸 》卷二 万事万物归结于“ 无
” 。

无为则无不为
,

必然胜于有形之术多多矣
。

他以人的食欲

作比喻 “ 有言臭腐之状
,

则辄有所哆
,

闻珍噬之名则妄有所瞧
。

臭腐了然虚
,

珍谧必然无
,

而哆

不能止
,

嗦不能已 ⋯⋯知此理者可以齐奢俭补荣辱
,

黝是非
,

忘祸福
。 ” 化书

·

哆瞧 》卷一 他不

了解人们的心理作用是源于条件反射
,

脱离客观实际
,

无限夸大了主观意识的作用
。

“
无

”

是道家
、

道教的根本教义
,

如果能够渗透“
无

”

的学说
,

那末
,

奢俭
、

荣辱
、

是非
、

祸福等

等 自可完全置之度外
,

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必然淡化
,

人际之间没有或少有尔争我夺
,

人际关

系 自然就理顺了
。

《化书 》全文虽无一语明确谈人际关系
,

但我们从此书中可以理解到
,

谭峭是力求以说教的

方法调和人际间的矛盾
。

他既同情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悲惨遭遇
,

又肯定君主臣民的统治被统治

的关系
。

他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共利互助
,

损有余而补不足
,

社会能够无为而治
,

使人际关系无

亲无疏
,

社会回归到原状的 自然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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