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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昀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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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学院 学生处, 湖南 怀化 418008)

[摘  要 ]  纪昀生活的时代, 大清帝国已经开始从繁荣强大转向了 /落日的辉煌0, 社会用于维持个人正常运转的准则

失去了平衡。纪昀针砭社会的时弊,主张以儒家道德为轴心, 倡导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消除人们对现实的不平感, 给遵守

道德的人们以希望、关怀和慰藉, 以恢复伦理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有效干预,形成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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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昀, 字晓岚,清朝乾嘉时期的儒者、学者和重臣。他生

活的时代大清帝国已经开始从繁荣强大变成了 /落日的辉

煌0, 社会用于维持个人正常运转的准则失去了平衡, 动摇

了人们原有的安身立命之基, 人们无法根据伦理逻辑去判断

预期道德的结果, 导致人们伦理理想的危机。纪昀透过他的

作品5阅微草堂笔记6针砭社会的时弊, 殚精竭虑地呼吁伦

理道德建设, 主张以儒家道德思想为轴心,倡导德福一致的

伦理理想。寻找伦理的善恶与现实生活的因果律,即善恶因

果律, 通俗地表述就是 /性善者得福, 性恶者得祸0, 即 /善有

善报, 恶有恶报 0。纪昀笃信善恶果报思想, 因为善恶果报

可以消除人们对现实的不平感,发挥净化人心、遏制私欲, 给

遵守道德的人们以希望、关怀和慰藉, 恢复伦理对社会秩序

和个人行为的有效干预,形成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

一

德和福, 即道德和幸福, 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对重要

范畴。德福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之一。在人们心中

一直都相信, 伦理规范的正常运行, 一定会造就期望的社会;

道德要求的积极践履 ,一定会有预期的结果 [1]。

纪昀之 /德0, 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观点。他遵循着由天

到人的逻辑思路。人之 /德0是由天之 /德 0而来, /德 0即是

得到上天道德能量。天之 /德0为人之 /德0提供了道德起源

的逻辑前提。这种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准则。那么

人如何继天立人极? 人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后, 渣滓未去,

天人有了间隔, 去掉渣滓,便与天地同体。这个境界既是最

高的理想, 又是可以实现的现实存在。作为最高理想,纪昀

认为只有圣人可以达到,即 /惟圣人通造化之原0 [ 2] 141 /圣人

德配天地, 其教垂于千万世, 0 [ 3] 129圣人之德教之所以能在人

间广播, 至关重要的是得之于天而喻之于心。人要把握天

德,先行内圣, 关键在于以心去体悟天德。承接从上天而来

的美好品质,以一颗正直的心去反思、体悟, 并使这种高尚的

道德品质流行于人间。 /圣人之至德要道,其蕴于心而见于

身者, 0 [ 3] 129纪昀此言, 践行着儒家 /君子学以致其道0 ( 5论

语# 子张6 ) ,从心性修养层面述及心与德一, /致其道 0是全

部生命的追求。纪昀 /德0之内涵, 从天德到圣人之德, 从圣

人之德到人德,人用心体悟即为心德,最后到行道有德, 清晰

地说明了 /德0的内涵,也说明了纪昀之 /德0的逻辑进展。

在 /德0之践行过程中,流行于世的即是 /德 0之理, 这才

合乎天理。人需要立教以达隆德。如何 /教0人以 /德0? 纪

昀认为通过 /教0, /教0即是从人的内心世界对他人进行道

德教育,道德教育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说教层面, 要通过实

施道德行为, 最终使对人的教育达到 /心即理也 0, /心与理

一0的道德境界。使人之心与道德齐一, /德本健行恒不已,

心因久照鉴无淆0 [ 3] 147 /盖圣者诣极之名, 亦无尽之量; 其圣

至于不可知,其化裁之妙, 自一一因心立制。0 [ 3] 131教人以德

者由圣人设教, /圣人德配天地, 其教垂于千万世,其泽亦逮

于千万世。自5史记# 世家 6以后, 今所传者, 叙述渊源, 莫

古于王肃5家语6之5本姓解6; 考求故实, 莫古于南宋孔传之

5东家杂记6。历朝纂录, 不可殚数。至5明史 # 列传6以衍

圣公世次列入儒林, 先师功德, 延及子孙者远矣。0 [3] 169在现

实中又如何实现平治天下之伟业呢? 纪昀认为 /德0乃立身

制行之善。 / 5大学6纲领,而以明德为新民之原。0 [ 3] 134所以

能平治天下。那么 /德0缘何有这种功用价值。主观方面,

有德之人以德推行天下, /然必有圣人之德者, 始能契圣人

之言;必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天子之位者, 始能表彰圣人之

训。0 [ 3] 79如此而 /闻圣人在上,其智可以周天下之务, 其心可

以通天下之情,而其势不能遍天下之人,家至户晓以为治:相

去者远,不相及也。古帝王知其然, 故内有百揆四月, 外有州



牧侯伯, 用以寅亮天工, 宣布德意。0 [ 3] 127这样 /圣德周流, 能

均调夫元气; 神浆沾溉, 自感召夫鸿钧。0 [3] 31 /舆以载德, 旌

以昭衷。0 [3] 43终于达到 /鸣太平之盛,奋至德之光。0 [ 3] 38成德

之后, 天下平治的客观原因在于成德之后礼治天下。 /敦本

睦族, 0 [3] 168 /德莫大于孝, 孝莫大于报本追远。孝至于报本

追远, 则推而下之, 仁爱有所自溥。溯而上之, 率由有所自

承。三代圣王所谓至德要道者, 0 [ 3] 458天下黎民百姓皆能以

礼相待, 执善固执,社会必然平治。

/福0即幸福, 古代称富、贵、寿等都是 /福0。在中国伦

理思想中表述为福德、福禄等。纪昀认为人不是时时能够把

握自己的祸福, 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左右着人的穷通祸福且为

人力所无可奈何的东西, 并把它称之为 /命 0。 /祸福有命,

死生有数, 虽圣贤不能与造物争0 [ 2] 76人们祭祀天地, 都是为

了得到天命保佑。 /凡兹群祀, 皆为祈福于苍生。0 [3] 113 /宜

民宜人, 受禄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0 [ 3] 96纪昀关心民

生幸福。在一定意义上, 纪昀的 /民生幸福0其实根本谈不

上是 /幸福0, 而仅仅是免于饥寒的温饱生活。纪昀面对的

社会现状: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0, /庖

有肥肉, 厩有肥马,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0

( 5孟子# 梁惠王上6 )在这样的社会中, 庶民百姓能够不饥

不寒, 衣帛食肉,真是莫大的幸福。希望统治者采取措施, 有

效地治理国家、社会, / 5洪范6之衍皇极也,备陈0五福0之敛

敷, 庶民之锡保,而推其至治之效0 [3] 96。福何以传承? 一方

面祖先积善德; 一方面子孙积贤修德。 /盖必祖宗积累者

深, 而后其子孙富贵蕃衍, 又必其子孙象贤, 克承先德,然则

门户之盛衰与福祚之修短,盖可以乘验之矣。0 [ 3] 167

二

/德者道之舍, 物得以生, 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

得也, 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0 ( 5管子# 心术上6 )德得相

通合一的关系, 表现在个体的现实生活中, 便是德福一致。

德福一致指的是个体 /德0与 /福 0之间的因果关联性, 即个

体的德性能够给自身带来福祉, 反之, 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则

会使自身的福祉遭受损害。纪昀在德福一致问题上认为,

/德0是获得 /福0的依据。 /夫德者, 福之基也。0 [ 3] 223人们为

人处事所遵守的一定规矩, 必须要与天德相符合, 只有符合

天德, 才能享受福禄。 /故必人事协于矩,乃德与天符;必德

与天符, 乃馨香感、福禄备焉。0 [3] 237 /福0是 /德 0的目的。纪

昀曾描述戴佳太夫人有妇德,恪守妇道, 一辈子享受富贵、福

禄。 /闻古来称阃德者, 有女训焉, 有妇职焉,有母教焉。太

夫人之德如是, 其早席父荣, 长随夫贵,今又享子之禄,三从

之中, 诸福咸备,于理固宜。0 [3] 223 /德0/福0之间存在必然的

因果关系, 修德必有福, 大德有大福, 大恶有大殃。 /天道福

善祸淫, 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0 [4]

/大抵无往不复者, 天之道; 有施必报者, 人之情。既已种

因, 终当结果。其气机之感, 如磁之引针: 不近则已, 近则吸

而不解。其怨毒之结, 如石之含火: 不触则已, 触则激而立

生。其终不消释, 如疾病之隐伏, 必有骤发之日。其终相遇

合, 如日月之旋转,必有交会之躔。0 [ 2] 83

纪昀主张享受天 /福0, 反对奢 /福0。 /福0跟 /德0一样

都是秉承天道。天道有德就有福, /天道宥过而殛恶, 0 [ 2]89

对于统治者言,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0 [ 2] 89。对人

们 /格外施仁, 敛福者因而赐福。0 [ 3] 96对老百姓而言 /天道凡

事忌太甚。故过奢过俭, 皆足致不祥。然历历验之, 过奢之

罚,富者轻而贵者重; 过俭之罚,贵者轻而富者重。盖富而过

奢,耗己财而已; 贵而过奢, 其势必至于贪婪。权力重, 则取

求易也。贵而过俭, 守己财而已; 富而过俭, 其势必至于刻

薄,计较明则机械多也。士大夫时时深念, 知益己者必损人。

凡事留其有馀,则召福之道矣。0 [ 2] 204-205在获 /福0的方法上,

纪昀反对损人利己, 不择手段的获利手段, 其结果是损人者

终害己。 /夫专其利而移祸于人, 其术巧矣。巧者, 造物之

所忌。机械万端,反而自及, 天道也。0 [ 2] 27

三

纪昀确立的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何以成为人们的普遍

性道德律令? 纪昀利用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对神秘力量的

敬畏和对灵魂不朽的渴望的心理,遵循 /天道0的原则, 宣扬

善恶因果报应观念。因果报应把道德作为涉及人的因缘果

报的关键,强调主体的自觉性,直接而明确地说明违背儒家

道德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应, 用利害关系来约束个人的行为,

使道德自我约束建立在因果律的基础上, 为道德实现提供了

基础和平台。 /由于因果报应观念意在唤起人们的道德自

律,让人们自觉地避恶趋善, 它既体现了宗教世化俗的伦理

使命意识,也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对社会规范的心理期待, 从

而坚定人们道德信仰的力量。0 [5]因果报应观念可以帮助人

们解决疑问与焦虑, 同时也能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平衡、抚

慰和希望。纪昀的 /因果报应故事由最初的自神其教演变

为融合儒家道德进行人间正道的维护。0 [ 6]

纪昀笃信因果报应和轮回之说。 /轮回之说, 凿然有

之。0 [ 2] 439/因果信其然也。0 [ 2] 193 /色是空, 空即是色, 固可澄

观;因生果, 果又生因, 亦由自造。玉环可辫, 知前身再世之

非诬;金铀同坚, 信天上人间之相见。三生石在,姑此时听我

梢忧;一辫香存, 会有日证公结怨。0 [ 3] 218如在 5阅微草堂笔

记6卷九中记述: /伶人方俊官, 幼以色艺擅场, 为士大夫所

赏。老而贩鬻古器, 时来往京师。尝览镜自叹曰: -方俊官

乃作此状! 谁信曾舞衫歌扇, 倾倒一时耶! 0/俊官自言本儒

家子,年十三四时, 在乡塾读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闼,

自顾则绣裙锦帔,珠翠满头; 俯视双足, 亦纤纤作弓弯样, 俨

然一新妇矣。0 /后为狂且所诱 ,竟失身歌舞之场。乃悟事皆

前定也。馀疆曰: -卫洗马问乐令梦, 乐云是想。汝殆积有

是想,乃有是梦。既有是想是梦, 乃有是堕落。果自因生,因

由心造, 安可委诸夙命耶? .余谓此辈沉沦贱秽,当亦前身业

报,受在今生, 未可谓全无冥数。馀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论

耳。后苏杏村闻之, 曰: -晓岚以三生论因果, 惕以未来。馀

疆以一念论因果,戒以现在。虽各明一义, 吾终以馀疆之论,

可使人不放其心。. 0 [2] 177纪昀认为,因果报应观点总的前提

是 /事皆前定0,人们的一切都在人生之前就确定了。 /天所

定也,非人也; 虽然,天定胜人, 人定亦胜天。故释迦立法,许

人忏悔。0 [ 2] 305戊子春, 余为人题 5蕃骑射猎图 6曰: /白草粘

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 一上天山雪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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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0是年八月, 竟从军于西域。0 [ 2] 14还有, 乌鲁木齐, 译言好

围场也。纪昀在那儿时, 有笔帖式叫乌鲁木齐。 /自言初生

时, 父梦其祖语曰: -尔所生子, 当名乌鲁木齐。. 并指画其字

以示。觉而不省为何语;然梦甚了了, 姑以名之。不意今果

至此, 意将终此乎? 后迁印房主事, 果卒于官。计其自从征

至卒, 始终未尝离此地。事皆前定, 岂不信夫 [ 2]45。其次, 纪

昀认为善恶一般可抵。 /案欧罗巴书不取释氏轮回之说, 而

取其天堂地狱, 亦谓善恶不相抵。然谓善恶不抵, 是绝恶人

为善之路也。大抵善恶可抵, 而恩怨不可抵,所谓冤家债主,

须得本人是也。寻常善恶可抵, 大善大恶不可抵。0 [2] 312纪昀

用一 /走无常0的话: /冥律小善恶相抵, 大善恶则不相掩。

姨等皆积有小善业, 故今生得入富贵家; 又兼有恶业,故使有

一线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业, 则恶业已偿,善业相续, 来

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恶业, 则善业已销,恶业又续, 来生

恐不可问矣。然增修善业, 非烧香拜佛之谓也,孝亲敬嫡, 和

睦家庭, 乃真善业耳。0 再次,因果报应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夙

果报应、现时报应、二世、三世之至六世报应等。一句话人们

在什么时候种的因, 都要承受过去种因的果。 /大抵无往不

复者, 天之道;有施必报者, 人之情。既已种因, 终当结果。0

/其终不消释,如疾病之隐伏,必有骤发之日。其终相遇合,

如日月之旋转, 必有交会之缠。然则种种害人之术, 适以自

害而已矣。0 [2] 84

然而, 天道乘除, 不能尽测。善恶之报, 有时应, 有时不

应, 有时即应,有时缓应,亦有时示巧应, 甚至无报。余在乌

鲁木齐时, 吉木萨报遣犯刘允成,为逋负过多,迫而自缢。余

饬吏销除其名籍。见原案注语云: /为重利盘剥, 逼死人命

事。0 [2] 151/果报何以不同? 0 /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

之, 同一迁官,尚书迁一级则宰相, 典史迁一级,不过主簿耳。

同一镌秩,有加级者抵, 无加级,则竟镌矣。故事同而报或异

也。0 [ 2] 38/果报何有验有不验?0 /人世善恶论一生, 祸福亦论

一生。冥司则善恶兼前生, 祸福兼后生, 故若或爽也。0 [ 2]38

以上善恶报应冲突的结果就是 /德0 /福 0之间的冲突。就是

说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直有 /德0,但缺少或没有 /福0;有

/福0但缺少或没有 /德0。往往表现为越是有 /德0就越是缺

少或越没有 /福0,或者越有 /福0就越是缺少或越没有 /德0。

纪昀为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理想, 设计一个完备的以善

恶因果报应为机制的路径, 殚尽竭虑地推动以儒学为至尊,

主张善恶因果报应。在现实的生活面前, 遭遇到很多的阻

碍,出现德福冲突及矛盾。虽然如此, 作为封建正统儒士的

纪昀,透过冷眼观看乾嘉时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 纪昀还

是希望人们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完成自己的道德责任, 它所

包含的自觉追求自我完善的德性思想, 是值得我们倍加珍

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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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JiYun. s E thical Ideals of / Consistency ofM orality and theW el-l being0

ZHANG Guo-li

( H uaihua University, H uaihua 418008, China )

Abstrac t:  JiYun lives in a period w hen Q ing Em p ire has becom e / g lo rious sunset0 from prosperity and pow er. Guide lines used to

m a inta in the ind iv idua l norma l operation are out o f ba lance. JiYun c riticizes the soc ial ev ils of the day and advocates m ak ing Con fuc ian

Eth ics as the ax is and advoca ting Eth ica l Ideals o f Consistency o f /M ora lity and theW el-l be ing0, to e lim ina te the people. s feeling of

injustice and bring hope, care, com fo rt to the peop le who ab ide bym orality. JiYun w ants to resto re the ethicsc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o

soc ia l o rder and ind iv idua l behav io rs, in o rder to fo rm a fa ir and reasonab le soc iety.

K ey words:  / Cons istency o fMo ra lity and theW e l-l be ing0;  good and ev i;l  Kar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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