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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陈满琪

  摘 要:作为清代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选择了以江南地区为

蓝本来呈现汉族农村的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过程。之所以如此,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不可分。
这些要素的选择,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具有厚重的

心理学涵义,即确立清廷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革新社会秩序,表征统治者理想的

农村模式。因此,康熙《御制耕织图》具有突出的社会治理属性,对理解历代耕织图的功能意义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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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研究方法对历史提出了全新的“理解”,强调提倡

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观,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认为

凡是新历史都是整体历史的尝试,承认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关联的。①受年鉴

学派启发,许多学者都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对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如著名明史研究专家黄

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关键历史人物的心理状况进行了精细入微的分析,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教授周锡瑞(JosephW.Esherick)在他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山东地区

的民间文化和普遍心理,孙隆基的论文集《历史学家的经线》也采用了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还原

历史现象背后的文化真相。②在社会心理研究的框架下,其实还可以细分为社会心态研究与心理发

展史研究。二者的研究侧重点稍有不同,心理发展史研究更侧重于探讨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通
过挖掘成长历程探究他们的心理状况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③;心理发展史研究以弗洛伊德的分

析方法为主,而社会心态研究则以社会价值判断为主。社会价值是构成社会信仰的基础,社会信

仰指导着处于特定社会的群体的行动体系,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沉积到相应的社会文化中。作

为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社会心理研究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从方法

论上讲,社会心理研究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另
一方面,在理论思维的含义上,它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社会心理研究不

仅拓展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所有社会风俗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都与群体心理密切相

关。④因此,如果没有社会心理学视角的介入,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深度研究恐怕难以深入。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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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心理研究把社会心态发展与社会现象紧密关联,笔者拟采用这种视角对清代最重要也最具

有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耕织图与清初的社会心理

绘制耕织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众多的牛耕图或纺织图,甚至战国铜壶

上的采桑图,但真正系统地把农耕与蚕织生产的全过程以诗画合一的形式进行表现则要到北宋才

出现。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宋高宗曾见过北宋皇宫延春阁两壁上画的农家养蚕织绢图

案,可惜此图早已亡逸。① 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耕织图,大概是南宋时期楼璹所创作的《耕

织图》。②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南巡时,在江南士子的进献中发现了这件“宋公重加考订,诸

梓以传”的《耕织图》,于是便命焦秉贞在此《耕织图》的基础上,结合西洋画法加以改良,绘成康熙

《御制耕织图》,此后康雍乾嘉四朝多有模仿,包括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通常先由宫

廷画师作画,尔后帝王亲笔御题诗文,待装裱成书画册页后,选择其中的佳作,再转化成形态各异

的耕织图文献,深藏清宫,“示子孙臣庶”或“颁布中外”。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康熙《御制耕织

图》刻本,该本流传甚广,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及海内外多处藏书机构均有收藏。③ 康熙版

《御制耕织图》不仅是清代众多耕织图中的初始之作,也是清代诸种形式与体裁的耕织图中最为重

要的作品,同时它的开拓性与目的性也是其后继者所不具备的。

康熙《御制耕织图》,又名康熙《御制耕织图诗》或《佩文斋耕织图》,殿刻本亦由焦秉贞绘图,朱

圭、梅裕凤镌刻,册页前有康熙亲题序一篇,初印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图册收录耕图、织图

各23幅,共计46幅图。图以江南农村生产为题材,系统地描绘了粮食生产从浸种到入仓、蚕桑生

产从浴蚕到剪帛的具体操作过程,每图配有康熙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以表述其对农夫、织女寒苦

生活的感念。在《御制耕织图·序》中,康熙写道:“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

天……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

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

食维艰,授衣匪易。《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

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斯则朕嘉惠元元之意也夫!”④《御制

耕织图》印发的时间点,实际上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在内,此时距离康熙肃清抗清力量、平定三藩、实

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不久,亟需把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⑤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符合当时统治

阶层的总体利益和民生需求,并能有效传播统治阶层最新的治国理念,而以诗文图像的方式劝课

农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辅助手段。在当时民生凋敝的状态下,此种类型的图像在社会上

广泛传播,显示了统治者意图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来调节与民众的微妙关系,同时亦契合了中

国传统王朝的传统。具体到康熙《御制耕织图》中所使用的形象语言、构图等细节,有许多问题值

得进一步讨论,诸如为何该图册所反映的是纯粹的传统汉文化? 图册以江南地区的时空背景为蓝

本,详细描绘了稻作文化的劳作情境,意在传达一个怎样的经济发展愿景? 等等。要解释这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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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古代耕织图》,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此图是否为楼璹本人所绘有待进一步考证。楼璹绘制的《耕织图》有正副本之分,正本进呈朝廷后,宋高宗又令人作摹本一套,
同时楼璹之侄楼钥也曾临摹过一套。这些版本的《耕织图》风格都比较接近。参见黄瑾:《康熙年间<御制耕织图>研究》,浙江理

工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15页。
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钦定授时通考》卷五十二《劝课门·耕织图上》,清乾隆八年钦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721-722页。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5-233页。



题,离不开对当时的社会心理背景,尤其是清初的整体社会心理特征的认识。

社会心理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

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社会心理并非一个孤立的、只

能消极地接受社会环境对它的作用和影响的运行机制,相反,社会心理本身就是社会环境的一部

分,是一定社会范围内多数人的心理或占较大比例的几种心理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效果。社会心理

会随着社会转型和变迁而变化,既是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者,同时也以其变化构成了社会转型

和变迁的特征。① 从1664年清军入关开始,便掀起了中国社会各群体的心理狂澜,自此中国社会

进入了一个社会心理的骤变时期。清初社会心理的变化是多层次交织在一起的,如打着为明崇祯

皇帝报仇的旗号而拉开的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讨伐行为,有效地冲击了文人士大夫的“夷夏之

防”观念,使他们一部分人的情感迅速地从反清滑向拥清。但清朝颠覆南明政权以及“圈地”“剃

发”等种种民族高压政策,又触发了汉族各阶层的强烈对抗心理。实际上,在清初,不仅汉民族的

心理表现如此,在满族内部亦如此。在努尔哈赤因不满明廷压迫而谋求自立时,其胞弟舒尔哈齐

仍然效忠明朝。甚至在清朝举国之师入关时,多尔衮仍然怀着进退维谷的心理,直到明叛将吴三

桂险胜李自成、大顺军一败涂地的时候,满族统治阶层的心理才最终形成并稳定下来。因此,社会

心理的形成与变化是一个系统发展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清初社会心理的形成与发展,既是社会

环境的构成部分,反过来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② 此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谋求

经济发展逐渐成为清廷新的政治目标,推出《御制耕织图》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社会心

理研究的重要参数,社会心态指标体系包含了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

为五个方面。③ 《御制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即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具体讨论。

二、耕织图在清初的建构意义

清代初年,明遗民可以说是左右全国政治形势的最大变量之一,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清廷社会

治理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社会重建的开展。广大明遗民,在遭遇明清鼎革所导致的价值观念与心

理认同的强烈冲击后,出现了遗民情绪和亡国之痛、在仕清和守节之间艰难的抉择、对失节和仕清

的愧悔、对怀才不遇和历经磨难的愤懑等复杂多样的心理状态。但从顺治中期到康熙前期,明遗

民的整体心理逐渐发生了嬗变和分化,整体上已趋于稳定。而康熙后期则是遗民心理蜕变的重要

转折时期,整体社会心理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是清廷统治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体现。

社会心理呈现出复杂多变、动态发展的趋势,旧的社会心理结构在新朝逐步巩固后也逐渐萌生出

新的特点,即新旧社会心理间的碰撞、交汇和融合。

当清统治全国已是大势所趋时,此时清廷的主要任务便从最初的扩大战果、加强皇权,转到以

发展国家经济为主的稳固皇权,促进经济发展已成为主要政治任务。1689年康熙南巡时,江南士

人纷纷进献,虽有奉承之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治理政绩的肯定与承认,姚廷遴在《历年记》

中甚至发出了“尧舜之君,亦不过如是”④的赞叹。随着三藩的平定,清朝整个社会心理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明遗民心理亦发生了转变。清政府在意识到武力压制的局限性以及“得人心”在长治久

安中的重要性后,便出台了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政策,促使明遗民心理发生了质变。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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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实际上清初社会心态的变化要比这里所说的更为复杂,此处为便于说明问题,简化了各个群体内部心态变化的细节。对此,可
参阅马涉湘:《清初社会心理变化初探》,《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
参见王俊秀:《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系》,《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
姚廷遴著,桂永定等标点:《历年记》(稿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康熙十八年(1679)实施的博学鸿儒科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大大促进了汉族士人对清廷政治的认

同,反过来亦促进了汉族文人对自身身份的心理认同。《御制耕织图》的创作、刊刻与推广,作为清

初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式与手段①,其在明末清初的时代意义

不逊于推行博学鸿儒科,所不同的是,它主要针对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层及其代表。因此,

对康熙《御制耕织图》的深入探究,有助于加深对清初社会治理政策的认识与理解。

清朝立国之初,在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倾向上具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压

力。在清廷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初,尤其在三藩未平定之前,清廷统治者面临着民众社会归

属感未建立的状态,社会整体安全感和信任感也遭遇了危机。虽然康熙也采取了一些方法来缓和

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重用汉臣,但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而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一

系列的收揽人心政策,包括《御制耕织图》的创作与刊行,在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和社会

行动倾向上,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发展需求。

(一)耕织图与包容性认同

清军入关后,清政权由过去区域性的单一民族政权一跃成为全国性的多民族政权,为适应新

的政治形式,其政权性质也由之前的奴隶制迅速地过渡为封建制,但在意识形态建设上,清统治者

仍然坚持其移风易俗的举措,强制推行“汉人满服”,以强化其统治权的存在。但是,《御制耕织图》

中所呈现出来的元素却完全属于汉文化。服饰中所画农民的着装为传统的汉人服饰,领口右衽,

头饰也是汉人的“束发于顶”,而非满族人的“剃发留辫”造型。也就是说,耕织图所表现的主题,完

全基于汉文化元素创作而成,那为何会在清统治者已经完全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掌控时出现这样的

文化表现呢? 下面笔者将从社会认知与社会价值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社会认知是指个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志做出推测和判断的过程。社会认知的

过程,不光基于个人已有经验的判断及对有关线索的分析,还须通过认知者的思维活动(包括某种

程度上的信息加工、推理、分类和归纳)来进行。② 社会认知是个体行为的基础,个体的社会行为是

在社会认知过程中做出各种裁决的结果。《御制耕织图》采用汉文化元素来呈现,意在通过画面元

素所具有的象征性来促进统一社会认知的形成。

一是通过强化社会角色分工,间接表明满人的统治地位与汉人的被统治地位。《御制耕织图》

传递的是治国理念,但画面塑造的却是底层社会的人物与情境形象,即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大众

以及远离权力中心的劳作场景。在清统治者看来,汉人当勤劳地从事耕织活动,为清帝国提供源

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因此通过绘制耕织图的方式,将统治阶级的观念具体化,塑造满人与汉人各自

的角色意识,强调二者的角色分工。此外,角色分工的定位还与当时人们对不同民族的刻板印象

有关。汉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农耕文明紧密相联,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文献中,关于农业的刻板印

象也都与汉人息息相关,关于游牧的刻板印象则与包括满人及其先祖(女真、靺鞨等北方民族)在

内的广大少数民族有关。③ 在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建立之后,这种刻板印象会因为民族融合而被进

一步强化,像标签一样被粗暴地贴在各族人们的社会认知上,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认知强有力

地主导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角色分工。

二是通过耕织图的形式确立了以农业生产为生存基础的物质文化策略,展现了物质文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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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加华:《教化与象征:中国古代耕织图意义探释》,《文史哲》2018年第3期。
参见[美]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张智勇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
确切地说,满族人入关前以渔猎为主,但历史上,无论满族还是蒙古族的崛起,都会把势力扩张到对方的范围,因此满族与蒙古

族的生活习性相互影响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与农业生活相对应的、广义的游牧生活方式。



对社会文化和主观文化进行协调并最终达到包容性认同的过程。要理解一种文化,必须研究与其

相关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主观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物质文化由人类生产的所有物质性

产品构成,包括食物生产策略、经济体系和技术等,此外还包括人们交换、分享物品和服务的方法、

技术手段及其他一些内容。社会文化是社会行为的共有准则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度,而主

观文化指一个人群共享的一套观念或知识,包括广泛持有的信念、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的行动图

式。① 物质文化与生存策略休戚相关,一个社会中人们获得、生产食物的生存策略差异,会导致在

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文化也明显不同。农业与游牧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农业民族实行定居、

聚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合作频繁,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互

动不多。生存策略的不同会导致日常用具、服饰(含发饰与头饰)、手工艺等物质文化的差异,并最

终影响社会发展的节奏乃至国家治理的模式。实际上,清统治者也是农业生存策略的受益者,他

们的祖先,明代女真三部之一的建州女真,因为居住地毗邻汉人和朝鲜人,因此开始发展农耕,进

入实力提升的快速通道,从而成为女真族的统一者,最终入主中原。清朝的建立者在综合考虑满

汉生活差异、总结入关前满族(女真)各部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全境范围内人口的主要谋生形式

等诸种因素后,选择了以绘制《御制耕织图》等形式来表达统治者的态度,体现了物质文化在促进

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个体在面临社会文化差异时选择接受哪一部分、排斥哪一部分具有

主观性,如何让汉族民众接受清廷意欲建立的社会文化,并转化为每个汉族个体身上流淌的主观

文化,是清初统治者面临的重要文化认同问题。前文笔者提到,清入关时曾实行了一段“剔发易

服”的强制性政策,但在汉人的激烈反抗下,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转而实行了“十从十不从”政策。

这一折衷政策的施行,使得妇女、儿童、庶民以及一些特殊职业者的汉族服饰得以保留。相对于物

质文化与社会文化,主观文化才是个体文化认同倾向的关键,个体认同哪种文化便意味着这些文

化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思考自我和世界的共同方式、一个理解社会实在的共同参考框架。主观文化

会导致社会形成一种共享的主观规范,以濡化(enculturation)的内化机制将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与

主观文化进行认同协调,最终形成包容不同生存策略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与主观文化的认同,从

而实现小文化与大文化的转换与融合。随着统治者对“收揽民心”之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他们更

是放弃了这样的外在强制,这也是何以在具有宣扬康熙盛世理念和纪实性的《康熙南巡图卷》中,

开始出现大量身着汉族服饰平民的原因。事实上,不仅康熙帝在其统治时释放了大量这样的政治

信号,受其影响,他的继任者,雍正与乾隆二位皇帝甚至还经常把自己打扮成汉人。② 印行耕织图,

传达了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可,对汉民族传统生活与习俗的包容,在纾解朝代更迭过程中所产生

的族群之间信任危机的同时,还有助于平衡满、汉、蒙古、藏、回五种文化形成的共同体。

(二)耕织图和新社会秩序

清前期统治者对江南地区的过度打压,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到了康熙时期,随着清

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开始逐步改变以往所施行的政策,这符合了清王朝从巩固政权向发展经济转

变的需要,而江南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

上,江南都体现了“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因此清朝政权需要接受江南这一在“我族中心主义”中

颇具象征性意义的符号,以此将汉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转换为满汉一体的二元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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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赵志裕、[美]康萤仪:《文化社会心理学》,刘爽译,方文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2页

在清代宫廷画中,有不少古装(汉族服饰)的绘画,而帝后的面貌常出现其中,尤以雍正、乾隆朝为多。如出现过雍正的《雍正行

乐图》《雍正十二月令图》《(雍正)耕织图》《平安春信图》,出现过乾隆的《观孔雀开屏贴落》《秋景写字图》《喜晴图》《松石流泉间

闲图》《雪景行乐图》《弘历观荷抚琴图》《弘历鉴古图》《弘历观画图》等画作。在雍正《耕织图》中,雍正及其嫔妃的面貌出现在农

夫、农妇身上,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信号问题了。



在社会认知上,南北的社会归属感在程度上有强弱差异。金陵(南京)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地,

是明朝全盛时期的象征,也是南明弘光政权的覆灭之地。弘光朝的覆灭,象征着明朝统治的正式

终结,标志着中原文化的沦丧与士人精神支柱的毁灭,成为遗民故国之痛的精神符号和象征。以

南北汉官为例,两者民族感情有差异,南方汉官对故国、故君的感情强于北方汉官①,甚至两者呈现

出的愧疚自赎心理也有不同。② 发生于1661年到1663年的“《明史》案”,试图消除汉族文人怀念

前明的故国情结和民族情绪,以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地位,这给江浙文人士子的心灵造

成了巨大震慑和伤害。③

在社会情绪上,耕织图选择以江南为蓝本,体现出清统治者对江南地区明遗民的安抚意味。

他们暂且压抑了内心的不信任和嫉妒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不仅与“江南”二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所

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有直接关系,还与宋元以降中国南北地区的历史走势有关。④ 作为农业生产

与商品经济的发达之地,江南向来是经济富庶区域,但它所涵养的民俗风情、劳作技巧和历史传统

并不天然成为耕织图的表现对象,如同样曾入主中原的大元帝国皇帝元仁宗,他在位时绘制的《农

桑图》就不像南宋诸耕织图那样以“江南”为描绘对象,而是描绘“大都风俗”,可见耕织图的表现形

式充满了统治阶级的主观性选择与意志表达。而江南作为南宋故都所在,当地的汉人更受歧视,

“四等人制”就是一种典型表现。⑤ 明遗民主要居住在江南,他们著书立说,故“此等笔墨妄议之事,

大率江浙两省居多”⑥。江南对于国家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夫天

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

充,根本已固”⑦。收服人心,尤其是获得作为汉族儒家文化代言人、社会舆论引导者的精英士大夫

的情感归附,对统治者而言尤为重要。清初诸帝王,对“江南”往往抱有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

已又满怀嫉妒的心理。可以说,凡是在满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与“江南”这个地区符号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如何使江南士人真正从心理上臣服,绝不是简单的区域征服和制度安排的问

题。过去是对中原地区的占有具有象征的涵义,而对清朝而言,对中原土地的据有显然已不足以

确立其合法性,对江南的情感征服才是真正建立合法性的基石。⑧ 故以“江南”为蓝本绘制耕织图,

符合清初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政治需求。

在社会价值上,选择“江南”还因为文人的内在道德追求与其所处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江南

地区作为明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新的工场手工业经营模式———学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

芽。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活跃,同样刺激了饱学之士,明代中期以鬻画为生的画家便有周臣、唐寅

等,发展到清代中期更是出现了职业艺术团体如扬州八怪等。江南地区文人荟萃,是历史上文人

最为密集的地区,整体水平高,因此征服江南的文人,也就代表着征服了中国的文人。

(三)耕织图与集体主义

耕织图包含耕图与织图两部分内容,其中耕图选择稻作为具体表现主题,这与水稻在农业生产中

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稳定社稷的重要作用直接相关。从北宋开始,水稻已跃升至全国粮食作物产量的

第一位,居“五谷”之首,民间流传的“××熟,天下足”之类的谚语,泛指的是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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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4-15页。



地,这些地区都是盛产水稻的地方。① 据《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显示,传统时代各种农作物的占比分

别为稻45.91%、小麦2.31%、其他麦类21.74%、粟类21.37%、其余10%;与稻相关的各种文献,主
要分布于江苏、浙江、广东、四川、广西、江西、湖南和福建八省,共占总量的66.57%,其中尤以江浙

两省最多,占21,48%。② 另据《中国农谚》所统计、记载的农谚中,气象农谚外,水稻最多,共4573
条,占14.56%。③ 而水稻的收成状况与社稷的稳定休戚相关,其产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

定。④ 水稻每公顷的产量远高于小麦,同样的种植面积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⑤,故稻的发展促进了

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康熙年间南方的人口数量远高于北方,其中500万人以上的州府主要集中在

江南,而北方只有少数州府能达到这一数量。这与江南水稻产量较高直接有关。⑥ 稻产量的提高,

让人民得以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不仅提供了充足的钱粮来源,还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在社会价值取向上,水稻种植有利于进一步巩固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水稻的耕作需要固定场

所,注重施肥轮作、兴修水利,劳动投入大⑦,这使得以水稻为主的生存方式与以游牧或小麦种植为

主的生存方式相比,更加需要相互依赖。水稻对水的依赖,要求农民之间必须紧密合作。同一垄

水田,居于上游者的用水将直接影响下游的用水,故相互之间必须协调用水,而灌溉系统每年亦需

由各个家庭派人通力疏通和维护。在水稻的种植与收割等环节,往往也需农户间互相协调并进行

劳动力的交换,劳动力之间具有强烈的互惠规范。⑧ 这一点在《御制耕织图》中也有表现,如在第九

图《拔秧》、第十图《插秧》、第十一图《一耘》、第十二图《二耘》、第十五图《收割》、第十六图《登场》、

第十七图《持穗》等图绘中,均可看到多人共同劳动的场景,明显不同于第二图《耕》、第三图《耙耨》

的独自劳作。可见,清代在水稻种植的不同过程中,均沿袭了汉族传统农业的劳动力交换、集体劳

作等特点。而相较于水稻种植,小麦的灌溉需求较小,故通常不需要与邻居进行协商,对劳动力的

需求也只有水稻种植的一半⑨,因此一个家庭依赖自身劳动力就基本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中国

农业指南》曾建议,如果缺乏劳动力,最好种植小麦,甚至认为一对夫妻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是
无法种植足够多的水稻来养家糊口的。 与游牧文化相比,畜牧文化比农耕文化更倾向于个人主

义,更倾向于宽松、灵活的社会关系。 水稻种植的历史经验,可能使处于同一文化下的人们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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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而小麦种植则更加倾向于独立的个体主义。① 故稻文化所蕴含的社会

价值取向,不仅有利于团队协作,而且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而这正是康熙时

期清王朝立足中原之后所需要的。

水稻和围绕水稻组成的群体也应该视为一种社会,这个社会有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

和信仰。中国稻文化的精神实质是“精耕细作、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和合人间”。清代以前,中原

的农耕文化也曾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军事上、政治上被打败过,但在文化上却反过来同化

了游牧民族,这使得以稻作文化为重要基因的中华文化能够一直传承至今。从宋末蒙古族入主中

原的情形来看,元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知,实际上反映了游牧文化和以稻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

化相处的模式,这种模式直接影响着政治、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元朝从世祖忽必烈开始就非常重

视汉文化,效仿汉法,建立严密的皇帝制度,颁诏即位,采用汉制年号,将自己纳入中原周、秦、汉、

唐等大一统的王朝序列。统治者将都城从漠北的哈拉和林迁到大都,建成汉式宫苑,不仅表明自

己是中原的皇帝,更是为了得到广大汉人的政治认同,表明自己不只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大汗,还是

继承了中原王朝正统帝位的皇帝。包括元世祖、仁宗、英宗、文宗在内的诸帝,对农业生产都非常

关心和重视,模仿中原皇帝躬耕稼穑、扶犁藉田以及祭祀先农②,“鼓励和嘉赏画家绘制表现龙舟、

汉宫之界画,积极刊印和推广描绘农桑、耕织之图画,就不仅仅是反映生活的选择问题,更不只是

艺术上之审美问题,而是为了体现元代统治者希望作为中原皇帝的角色认同问题”③。仁宗皇帝爱

育黎拔力八达,十几岁起就受业于大学者李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不仅对汉文化了解极深,在

施政理念上也更倾心于汉法,对其父武宗的施政颇为不满,而他与陈颢、王约、王毅、张养浩、赵孟

頫、姚燧等一批汉儒的交往,更加深了他对汉文化以及汉人生活方式的兴趣,也让他更为深刻地认

识到汉文化以及广大的汉民族对于自己将来执政的重要性。若要做好中原的皇帝,就一定要得到

广大中原汉人的认可与支持。④

正是基于水稻本身及其所承载的稻作文化———包括由它所发展出来的文化习俗和社会传统,

耕织图中的稻元素从社会需求、社会价值观等方面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四)耕织图与社会表征

社会表征是指拥有自身的文化含义并且独立于个体经验之外而持续存在的各种预想、形象和

价值所组成的知识体系。⑤ 它是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观点、思想、形象和知识结构,是人们在社会交

往和沟通中形成的“共同意识”的一部分。某一新事物形成社会成员的社会表征大概需经历如下

过程:以熟悉或既有的概念或规则解释和界定新事物,通过定锚将新事物世俗化、常识化,定锚后

的新事物再通过客观化过程将其清晰化、具体化,将新事物从概念转化为具体意象或形象,实现新

事物与已有社会实体的联结;通过人际沟通、大众媒介等社会互动将建构后的新事物形成隐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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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由此将新事物转化为共享的知识表征。① 从形成过程来看,社会表征具有社会共享和行为说

明性,并根植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过程。社会共享的特征能够协助社会成员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常

识性知识,建构社会生活、帮助社会成员明确社会互动规则,有助于建立社会秩序,形成统一的社

会认同和社会心理。行为说明性的特征则可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和感知提供准则和模板,通

过这些准则和模板,不仅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亦可形成统一的思想。②

《御制耕织图》以直观、形象、具体的方式传递了统治者所意图建设的理想农村模式。《御制耕

织图》的描绘原型是中农以上的农家,以图像的形式将清廷所认可的农村模式与历史上的耕织图

建立了联系,通过定锚将清代农村模式具体化、清晰化、世俗化为男耕女织的常识,以耕织图为媒

介实现了理想农村模式与农民生活的联结。官方的这种推广方式不仅易被大众所接受,并且将耕

织图符号化,达到了将统治者的治国新理念推广至民间社会的目的。《御织耕织图》中隐喻着统治

者对农村生活图景的想象,在这一图景中劳作的人是汉族群体,意味着以汉族为代表的劳作方式

仍然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统治者有意推行民族融合的意图。耕织图呈现的理想农村模式,

取代了广大民众心目中混乱的或不合时宜的旧有农村模式,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农村表征,是统

治者将理想农村建设落地的重要举措之一。

耕织图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以图文相合的形式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农村表征后,发挥了

其社会共享性和行为说明性的特征,可帮助农民理解统治者所承认的农民生产生活模式,明确农

业生产活动应该遵循哪些规则,进而规范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帮助清廷逐步统一农

民的思想认识,建立起农民从事劳作的社会秩序,形成较为一致的对农村应该是怎样的认识模式,

从而稳定了清遗民的社会心理,推动了清朝农业的稳固和发展。以耕织图为题材的年画在民间的

广泛流传,说明耕织图已经发展为一种通俗文化现象③,实现了其作为社会表征的过程。最终,统

治者通过耕织图的刊行实现了他们对农村建设设想的践行,成为一种极为成功的社会治理手段。

三、结 语

从古代到近代,社会心理一直是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关注的核心问题。社会心理与社会治理关

联密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心理是社会治理的助推器。社会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社

会心理的治理,社会心理的不良状态会激发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二是社会心理给社会治理提供治理

思路。在治理方式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社会治理需根据当下社会心理的特点,选择恰当的治理路

径。三是社会心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指标。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让民众安居乐业、具有积极

向上的良好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的现状反映着社会治理的结果,是检验社会治理成效的显性指标之

一。王阳明曾说,“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④,人心成为关系国家、社会运行的核心因素。孙中山

更是把社会心理作为建国的基础,他认为,对于国家而言,国事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建国的基础

系由万众之心理所造成,故孙中山将“心理建设”放在其建国方略的首位来讨论。⑤

《御制耕织图》在清初由康熙推动创作并作序,故可视为一项国家工程,其实质是一种政治信

号,具有明显的社会治理属性,甚至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治理方式,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切关

联。清初的中国,刚经历了重大的历史震荡和社会变革,致使民众社会心理受到严重冲击并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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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行为方式在这一时期普遍失落,表现出无所适从的角色迷惘和心理冲突的特点。时代变革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是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民族心理,赋予民众心理以时代性特点,但要在

更深层次上改变民族心理却并非易事。从旧的社会心理失衡到新的社会心理结构形成,存在一个

规范的过程,新的社会心理结构建构要经历一系列的同化与顺应过程。同化就是把新的社会秩序

整合到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也就是把客体纳入原来的主体图式中,使客体与主体形式兼容。

顺应则是在旧图式不能同化客体时,主体将原有图式加以改变或更新以纳入客体,从而使图式得

到更新;更新后的图式不同于原有的旧图式,不是旧图式与新增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形成一种全

新的图式。如果把图式看成社会心理结构,那么同化与顺应产生的新图式就成为新时代的心理结

构,这种心理结构的实质就是超稳定的社会心理。清初统治者面临着重构新的社会心理结构的形

势,而这种新的社会心理结构既要符合他们的需求,又要兼顾和同化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因

此在新的社会心理结构要素选择上,兼顾它们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就很重要。康熙《御制耕织图》的

要素选择,恰好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康熙在《御制耕

织图》的序言中提出要将这些作品“示子孙臣庶”,结合其发行方式和渠道来看,可知其阅读对象不

仅有王公大臣、外藩来使,还有黎民百姓,涉及清初社会的各个阶层,故画面形象和语言的选择充

分考虑了它的普适性问题。

[责任编辑 王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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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s.Throughtheinvestigationoftraditionalsacrificialrites,thispaper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
etiquetteandcustomsaswellasdeepensthecognitionofcustomsfromtheperspectiveofthegreattraditionofetiquette
studies.Itisnotonlyaresponsetoandexpansionoftheacademicdiscussionon“interactionbetweenetiquetteand
customs”inrecentyears,butalsohelpstopromotethegeneralrecognitionofChinese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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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ificialrites

TheIsomorphismofEtiquetteandCustomsandtheContemporaryValueoftheInteractionbetween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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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iquetteandcustomsaretheproductsofmaterialproductionandcommunicationactivitiesofhumanbeings,

sotheyexistwidelyindifferentsocialgroupsandclassesofhumansociety,andthewholesociallifeandideology
ofhumanbeings.Therelationshipbetweenetiquetteandcustoms,though manifestingitselfdifferentlyin
differentgroups,isauniversalsocialfactthat,basedontheconstantinteractionsofelement-replacemen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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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nalyticalStudyontheMaterialCarriersofConfucianisminJiaxing CHEQun
 TheinstitutionalizationandfolktransformationofConfucianismisaprocessduringwhichConfucianism,as
thenationalideologyofthecentralizeddynasty,establishedasetofgovernancesystemsinthelocalsocietyand
penetrateddownintothedailylifeofthepeople.Thebigdataanalysisofthematerialcarriersof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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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Confucianism;materialcarriers;institutionalization;folktransformation;Jiangnan

TheInterpretationoftheSocialPsychologyonKangxiAlbumofIllustrationsofAgricultureandSericulture
CHENManqi

 AlbumofIllustrationsofAgricultureandSericulturecommissionedbyEmperorKangxi,beingthemost
importantandrepresentativepaintingsdepictingfarmingand weavingscenesofthe Qing Dynasty,the
compositionelementsofitselectedtheJiangnanregionastheblueprinttoshowthericeplantingprocessinthe
Hanruralareas,whichwasinseparablefromthesocialpsychologyoftheearlyQingDynasty.Theselectionof
theseelementsnotonlyreflectsthesocialpsychologicalstructureofthepeople,butalsofitsthegovernance
requirements,andhasprofoundpsychologicalimplications.Itsmeaningistoconfirmthepoliticallegitimacyof
theQinggovernment,maintainsocialstability,improvesocialorder,whichrepresentstheidealruralmodelfor
thegovernor.TheAlbumhasaprominentsocialgovernanceattribute,whichhasanimportantreferencevalue
forunderstandingtheimplicationoftheancientfarmingandweaving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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