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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古代社会中， 受到儒
家“君子不器”这一精神根源以及崇高的载道理想的影
响， 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了求道不求术的非职业化社会
定位。 知识分子们被期待成为胸怀天下且道德高尚的
全才，而非精通于某一学科或专业特长的专才，他们具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欲望，以天下为己任，
这与职业于某一专长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形成鲜明
对比。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清朝，随着经典研
究的考据化， 一种知识分子的职业化之风在社会上大
为盛行， 知识分子们的载道理想中所包含的对个人道
德的追求以及对仕途的热情， 被严谨引证的治学之风
所替代了。字面之学替代了字内之学，小学之道替代了
大学之道。 在此时，那些同前朝一样学习经典的人，已
不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而演变为学者。

这种职业化风气的明显转变出现在清朝，然而，这
种倾向的存在并不是一时间的陡然发生， 而是在千余
年的古代社会发展中已屡现端倪。

1 先秦时期———文以载道的非职业化时代
随着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对圣王的期待失去了实

现的可能性，君主失去其道德权威，不再掌握“道”。 而此
时，伴随“学术下移”崛起的士阶层开始将自己定义为高
尚的“道”的持有者，拾回君王失去的道。 知识分子载道
者的核心身份在这一时期确立，载道这一使命意味着对
社会伦理、道德修养等问题的广泛关注，这就暗含着对
知识分子并不能局限于专研某一专业知识或技术的要
求。 同时，儒家学说虽在当时并不为显学，但仍然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在《论语·为政》中的记载“子曰：‘君子不
器’”，包含了轻视专业素养的业余精神，这为后世成为
主流思想的儒学埋下了非职业化思想渊源。

因此，在先秦对于知识分子及其职责的定义中，所
存在的无疑大多是促使知识分子远离职业化的因素，
中国知识分子的非职业化性质在先秦的轴心时代基本
界定。 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职业化的倾向并无征兆，

各种促成职业化的条件也尚未出现， 此时的知识分子
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纯粹的一代知识分子， 此一时期亦
是中国知识分子距离职业化最遥远的阶段。

2 汉朝时期———职业化学术基础的形成
在汉代，汉武帝遵循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使儒学从“诸子百家之学”转变为“正统官学”。
从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开始，先秦的儒家经典文献
的注疏研究受到重视， 推动了该时期儒学向经学转化
的过程。 “经学”即以儒家经典为传诵与研究对象的学
问，这就包含了对经义解释及编订勘校的需要，这种需
要则意味着对章句之学的关注， 也进而衍生出一种着
重内容考据的治学之道，汉代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
学”之争，则是对汉学对经典的研究侧重训诂解说这类
字面之学的真实写照。

由于汉学对经典的研究具有官方意识形态下的非
批判性思维， 此时的经学研究并不具备近代以来人们
所理解的学术意义， 但是其对于经典的研习中章句之
学的重视、考据化的治学方法，在客观上为后世知识分
子职业化的形成埋下了早期的学术基础。

3 唐代时期———职业化道德前提的形成
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 明经科对经典的记诵被设

置为考查的重点， 这往往使应考者对经典的学习局限
于对文字表面的记诵上， 而难以去理解经典的深入内
涵以及经典内涵中所广泛联系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
识；而进士科则重视诗赋创作，久而久之，则呈现出唯
求文辞华丽浮艳、注重格律技巧，而缺乏义理道德，脱
离社会关注的创作文风。 这些唐代开设的科举科目的
考察形式呈现出了重文轻德的特征， 人们的学习因此
偏向功利化， 知识分子在学习过程中往往更加重视经
典记诵及诗赋创作等具体能力， 对于道德修养与社会
责任感的关注则大大降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代的
通过考试制度对学的反向引导， 使知识分子沦为皇权
的附庸，这无疑就极大地淡化了知识分子的载道理想，
而增加了其对掌握某一专业技长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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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代时期———职业化政治前提与精神前提的形成
4.1 地方士族崛起对知识分子标准的重定义

宋代政府不断完善科举制度以鼓励士人参加科举
考试，而士人则不断呼吁政府在州县建立学校，以帮助
学生准备考试，再加之印刷术的推广使各种图书经典广
泛流传，教育的普及度在这一时期大幅度提高，受教育
的门槛则被降低。 受过良好教育的考生数目正在快速增
加，但能够成功获得官职踏入仕途的机会却并未增加。

在传统模式中， 知识分子通过入仕实现其载道理
想，并以此认证其士阶层的身份。 而当大量因受到教育
而自认为属于士阶层的人无法进入仕途施展政治抱负
时，为了维持士阶层的身份，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社
会实践方案及对士的新界定方式。 大量被排挤在过度饱
和的国家官僚政治体系之外的宋代知识分子，将其活跃
范围从中央转移到地方。 大量地方上拥有一定财富的家
族开始崛起，并投资教育，从而逐渐转变为士族。 如此，
宋代士从政治精英转变为地方士族，成为士的衡量标准
仅在于是否接受教育，而认为士就应该入仕做官这一看
法遭到越来越少人的认可。 这意味着要成为一个所谓意
义上的知识分子，需要具备的是“学”的知识素养，而淡
化了对其政治理想及联系社会的关注。
4.2 书院的出现提供职业化精神前提

宋代书院的产生同样与该时期职业化倾向因素的
形成有一定客观的联系。 书院的起源是由于宋代官学衰
微， 一些富有家庭创办私人学校以供其子弟接受教育。
其后，书院逐渐演化为理学家推广学说的场所，书院则
成为结合理学学术研究与课程教学的民间学术机构和
教学机构。 虽然理学的目标是为所有人寻找一种永恒
的、具有普适性价值观念与信仰，其学习研究着重于义
理而轻视类似于汉学模式的字词章句之学，从学习内容
上讲， 这与职业化的中注重专业知识的特征大相违背，
但从书院学习的学术研究性质来看，其中包含的辩证批
判思维以及学术钻研态度，在外在形式上恰恰与后世学
术专业化、职业化倾向中包含的某些要素不谋而合。

5 明代时期———非职业化特征的反转期
5.1 君权强化下的文化附庸

明代知识分子的非职业化倾向似乎比此前的许多
朝代都要明显。 这首先归因于君权的不断强化下官僚
职能的变化，明代的官员并不需要掌握某种专业技能，
而只需要成为协助统治的执行者。 在准备科举考试中
所学习的文学修养及经典要义， 不过是知识分子谋得
职位的手段， 而在获得官位成为人生最高荣誉的前提
下， 与象征着仕途官位的文化与知识也拥有了荣耀人
生的意义。

在明代君权的不断强化下， 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
被弱化了，文化与知识成了一种附庸于仕途的手段，自
然难以独成一家，走向专业化与职业化。
5.2“业余精神”的非职业化偏见

明代知识分子对学问本身有着一种“非职业”的偏
见， 这种偏见也同样来源于一种反商业反功利主义的
“业余精神”，这似乎与先秦儒家的“君子不器”相呼应。
正如在明代，画界形成一种官僚本人即画家的风尚，明

代知识分子认为职业化使文化变得单调狭窄， 他们的
审美取向倾向于具有完整人格体验的全面发展的 “业
余型”人才。

因此，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于职业化倾向有着
明显的背离， 而相对于宋朝知识分子从学术内涵上与
职业化的相悖， 明代知识分子则更倾向于在外在形式
上对职业化的轻视与反感。

6 清代时期———职业化倾向的成形
明朝灭亡后， 清政府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

统治，这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知识分子
们开始对明朝灭亡进行反思， 其中自然不可避免对千
百年来知识分子们所信仰与传承的 “道” 的质疑与重
探。 而道之所在，正是成于现代圣贤而存于经典，知识
分子要想寻道传道，就要从经典中去挖掘。 因此，清代
知识分子们相信， 如果明朝以及其所代表的汉文化失
败了，那么蕴含其文化根基的经典内容也就存在问题，
于是开始重新对经典进行正本清源。

同时， 江南地区商人和儒生的合一使得当时的知
识界染上了一股重利风气， 而满族的统治使得汉人入
仕机会减少， 士人们普遍形成了当轻视政治而重视当
下、放弃求道转而求名的思想观念，以治学为生，将学
术研究作为赚取钱财与名利的工具。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知识分子们的载道理想中
所包含的对个人道德的追求以及对仕途的热情， 被严
谨引证的治学之风所替代了。 结合前代职业化倾向历
史演变中预先埋下的各潜在因素与条件， 知识分子对
于前代经典与文化的继承走向了轻视道德内涵而重视
专业化学术研究的朴学分支， 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倾向
在清朝这一时期明显地发生了。

7 结语
清代知识分子职业化风气的形成， 绝非基于一时

的条件与原因， 而是联系了在历史上出现的众多偶然
与必然的因素。而在清末出现的知识分子职业化风气，
属于一种知识分子社会的非健康状态。然而，在这种传
统文化的内部自我调整还没得以施行， 西方文明已伴
随着坚船利炮闯入了中国古典文明， 在近代翻天覆地
的社会环境中， 知识分子的定位及其职业化问题又开
始面对新的考量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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