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量的阅读让王充将各学派进

行了融会贯通，也学会了思考、分析

与质疑。他对当时占据思想主导地

位的“谶纬学说”进行了批判与反对。

什么是谶纬学说呢？简单地说

就是由儒家经典“天人感应”论思想

衍生的一种神学。它之所以兴盛，是

因为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求。

在《论衡》里，王充明确表达了对

鬼神之说的不信任。他说，所谓鬼神

都是人为了解决自己所不能解决的

问题，臆想出来的存在。王充还说，

天地万物都是“ 天地合气，万物自

生”，更提出王朝更替也是客观必然

的过程。这样的想法和学说自然被

当时主流思想所不容，在当时都属石

破天惊、大逆不道。今天看来，他的

思想至少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几百年。

放在历史长河中看，王充的思想

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盏明灯，一

颗有机会就能焕发出耀眼光芒的火

种。一代代的浙学思潮深受其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位浙学先贤

的思想体系特点：质疑经典、挑战权

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在王充撰写《论衡》时，他就对浙

江学界产生了深厚影响。当时同为

会稽郡人的官员谢夷吾称王充为“天

才”，将其列入孟子以来的第一流学

者，并向汉章帝奏荐。于是，汉章帝

下令征召王充，但年近七十的王充以

老病谢辞。后世《文心雕龙》的作者

刘勰称王充为“学问大家”，《论衡》为

“传世巨文”。

到了近代，王充的思想在新文化

运动中再次起到了积极作用，梁启超

说《论衡》是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

书。章太炎评论王充：“汉得一人焉，

足以振耻”。

王充思想的核心是“实事疾妄”

（见《论衡·对作篇》），这与我们当下所

提倡的求真务实精神、实事求是精神

契合，充分体现了他思想的超越性。

王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普遍

持唯心主义、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代，

提出了唯物主义思想，直到今天仍对

我们探究宇宙、认识世界具有很大的

启示作用。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与你同行-约会古今浙学名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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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了一部影响至今的名著《论衡》

王充：富有求实批判精神的唯物主义者

如果人生有回溯，就

会发现，未来的端倪就隐

藏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

历里。

王充就是如此。他曾

在《论衡·自纪篇》中说自

己出身“细族孤门”，这个

词后来成为寒门庶人的标

志性表达。

其实王充祖上出自西

汉名门河北王氏，还曾以

军功封会稽郡乌程欧阳亭

侯（现 在 的 浙 江 湖 州 南

边），但一年以后就因故失

去了爵位。此后，王家从

乌程迁到钱塘，再从钱塘

迁到绍兴上虞。

王充祖辈先是“以农

桑为业”，后来又开始“以

贾贩为事”，从以军功封

侯，到务农，再到经商，社

会地位每况愈下。不过，

也由于经商，王家不至于

拮据，后来王充能去京师

求学甚至著书立说，也得

益于家族的经济支持。虽

已没落但仍有一定经济能

力，这使得王充从小得以

受到良好教育。

他在《论衡·自纪篇》

中说，父亲王诵性格暴烈，

但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

王充自幼便跟别的孩子不

太一样，别的孩子上房揭

瓦、下池摸鱼，来叫他一起

去的时候，他总是拒绝。

对此王诵十分惊奇，便在

王充 6 岁时开始教他读书

写字，8 岁送进书馆学习。

书馆老师很严厉，一百多

个孩童几乎都被他打过、

骂过、罚过，但王充从来没

有被罚，因为他一向认真，

“不好狎侮，恭愿仁顺，礼

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

之志”。

看过这篇王充自传的

人，估计都会产生这样的

想法：真的是有生而自律

的人啊。

等学完初级课程后，

王充就开始学习《尚书》和

《论语》，每天能背诵一千

多字。16 岁时，王充已经

成为家乡的名人，他写的

文章一出来就会博得好

评。更关键的是，他极具

辩才，文章常有独到观点。

自律而有天赋，这就

是青少年时期的王充。

王充主要是通过《论衡》建立了自

己的观点与思想体系。

这部他晚年时期花了 7 年时间写

就的书，是一部被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

著作，全书共 85 篇约 20 万字。记录的

是王充对哲学、自然科学、历史、法律、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艺等各方面的

思考与评论，充分体现了王充作为一个

独立于各家各派思想和观点的思想

家。正如王充在《论衡·自纪篇》所说，

他想要探讨的，上自上古下至当代各种

学问，无所不包，都要衡量鉴别一下。

这与王充的游学经历十分相关。

17岁时，王充赴太学求学。京师洛

阳所拥有的繁华自然不是上虞可比，王

充一头扎进了书海。对于客居异乡的

王充来说，“立读”于书肆成了学习的最

好方式。儿时培养出的好记性发挥了

重要作用，“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

一见辄能诵忆”，王充通过目见口诵的

方式学习，又因为这种短期记忆不能持

久，所以他更多地采用理解与融会贯通

的方式去学习百家之言，而不是死记硬

背，不纠结于古人的只言片语。他的这

种学习方式，无意中给当时的文坛带来

了清新的风气。

东汉文坛思想界讲究的是从古人

文献中寻章摘句，只求有出处而没有自

己的思考，而王充则打破了这种潜规

则，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王充最后的文风与思想的成形，还

得益于太学求学期间的两位老师——

东汉著名的大学者班彪和桓谭。其中

还有个小故事，据说王充第一次见到班

彪 13 岁的儿子班固时，惊为天人，他对

班固说：我看你今后必有大作为，前朝

的历史就靠你啦（“此儿必记汉事”）。

后来班固真成了著名史学家，一部《汉

书》让他名垂青史。桓谭是著名的哲学

家和天文学家，他用“烛火之喻”断言：

精神不能离开人的肉体而独立存在，即

后世俗语“人死如灯灭”的先声。

这两位学者对王充的学术生涯产

生了重大影响。他从班彪那里继承了

秉笔直书的中国史学传统，又从桓谭那

里继承了从荀子发展而来的唯物主义

“形神论”。

在书肆“立读”所养成的“好博览”

的读书习惯，“不守章句”的治学风格，

最终孕育出了《论衡》这部另类的奇书。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
●吴光《浙学与治国理政·浙学总论》

●董平《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

到王国维》

●邵毅平《论衡研究》

●徐斌《论衡之人：王充传》

●白效咏《通经致用，实事疾妄——王

充的学术与治国之道》

成长读本chéngchéng zhǎng dú běnběn

浙学名家之王充

本报记者 郭闻

说到王充，大家一定会同时想

到他写的《论衡》。这位东汉时期著

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后汉

三贤”之一，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

十分深远。可以说，浙学两千年来

传承的批判、自觉的精神核心就来自

于他。

参与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并任

《浙江儒学通史》主编的浙江省社

会科学院教授吴光先生评价王充：

“王充是浙学的开山祖”“王充学说

的根本特点是‘实事疾妄’”“王充

的学术精神影响后来浙学发展者

主要有三，一是‘实事疾妄’的求实

批判精神，二是‘经世致用’的实学

精神，三是兼取众长、多元包容的

兼容精神”。

在对古代文化深入挖掘、批判

地继承的当下，王充及其著作《论

衡》的价值越来越被大家认识和认

同，也越来越感受到他的思想对后

世直至现在的影响。

见解超越时代
深远影响至今

《论衡》包罗万象
自成一家之言
《论衡》包罗万象
自成一家之言

自律而有天赋
少时便见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