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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研究

苻坚政治决策中的胡汉文化冲突

陈星池

"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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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战乱造成了胡汉两种文化频繁的的冲突$交融&在此过程中胡族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接受并向

往汉文化$但同时又无法摆脱自身的胡文化$其中汉化程度较高的氐族苻坚就是例子$其一方面重开太学$推行德政$任用儒

士$另一方面又遗留了善待来降少数民族并保留其自治权的胡族文化$胡汉两种文化的冲突最终导致了苻坚发动淝水之战$

以及战后国家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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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以及

文化大交融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西晋王朝*八王之

乱+$匈奴)鲜卑)氐)羌)羯所谓*五胡+少数民族纷

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各少数民族之间和各少数

民族与汉族之间互相接触学习$互相碰撞)冲突直到

南北朝时期完成民族与文化的交融$而十六国时期

的前秦君主苻坚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星$胡汉

文化在其政策中不仅并存而且发生了文化冲突$导

致了淝水之战的爆发$前秦因此崩溃&在分析前秦

失败的时候$学者岑仲勉认为其原因是因为阶级矛

盾和民族矛盾$赵文润则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素$也有学者从心理学方面分析$如张继刚$李程$

而笔者从文化层面入手$通过对苻坚个人文化观和

心理分析得出胡汉文化的冲突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因素&

一"苻坚政策中的胡族文化

这一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如同走马灯一般$你

方唱罢我登台$虽然陆陆续续有五个民族建立了十

六个政权$但大多昙花一现其存在的时间都不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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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后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统

一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的政权割据状态$而以往的

少数民族政权不能久立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

为没有正确的对待汉文化$前秦君主苻坚无疑是这

一阶段接受汉文化的佼佼者$但仍然可从其政治决

策中看到一些胡族文化的影子$主要有对待宗室的

态度以及对待其他少数民族两个方面&

#一$宗室分掌兵权

自建武元年南匈奴首领刘渊自立以来$匈奴$鲜

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汉"前赵#)

后赵)前秦)后秦)后凉)前燕)后燕)北燕)夏等政权$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永嘉南渡+之后建立的东晋政

权相比较在文化上除了试图学习汉文化外还保留了

一部分本民族文化&作为其中之一的前秦建统治者

代表氐族符坚自然也会带有胡族文化烙印&那么胡

族文化通过哪些方式来影响苻坚的决策呢4 日本京

都学派学者谷川道雄认为%五胡国家有着由皇帝宗

室成员分掌军队的倾向$可视为一种军事封建制$国

家权力与其说为皇帝个人所有不如说归宗室全体所

有&此为塞外胡族国家之特点&

,

#

-苻坚在与兄弟符

法发动政变后除掉苻生而即位后$拜其兄为丞相$都

督中外诸军事$东海公$同时/资治通鉴0卷
#"#

记

载%*十二月$秦王猛拔陕城$获魏公$送长安
=

+可知

在符洛叛乱之时叛乱的魏公符蝆就以陕城为根据

地$而陕城则位于长安东侧$可谓长安的门户$必有

重兵集结$方可成为魏公叛乱的根据地$由此也可以

看出前秦苻坚在位期间依然遵从由宗室掌管军权的

传统&此为遗留胡族文化一特点&

#二$对待其余少数民族态度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苻坚对待其他少数民

族的政治决策方面来入手分析$建元五年$前燕慕容

垂因遭排挤而转投前秦$王猛曾劝苻坚不可忽视慕

容垂$认为此人有野心$但符坚则说%*吾方收揽英雄

以清四海$奈何杀之&+

,

!

-不仅亲自出迎$而且还拉

着慕容垂的手说%*天生贤杰$必相与共成大功$此自

然之数也&要当于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世封幽

州$使卿去国不失为子之孝$归朕不失事君之忠&不

亦美乎1+

,

&

-

&此外羌族姚苌投降后$也受到苻坚的

礼遇&/晋书2姚苌载记0曰%*复为扬武将军$步兵

校尉$封益阳侯&为坚将$累有大功+

,

A

-

&对于少数

民族问题的决策苻坚多采取柔和$安抚的政策&承

认他们对本部族的支配权$而前秦以前的五胡国家

也有这样的先例$如幽州刺史段匹碑主动来降赵$石

勒封他为冠军将军$符洪率户二万来降时 $石虎命

他为光烈将军)护氏校尉)龙骤将军)流民都督 $等

官职又让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

@

-

&

由此可见苻坚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除了怀柔以外

仍然具遵从以往五胡政权对来降者承认其对部族支

配权的传统&

如上所述$任何政策的制定均会受到决策者所

受的文化影响$苻坚身为氐族建立的前秦政权君主$

也难免不受其影响$尽管在苻坚本人看来也许更崇

拜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但是在一些政治决

策中仍不免会参入一些胡族文化&

二"儒家文化在前秦政权的推广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无疑促进了各

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少数民族统治者尽管出发点

不同但是都较为看重学习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

汉文化$前秦君主苻坚无疑是其中身体力行学习传

统汉文化的典型$在其统治下$前秦的儒学得到了良

好的发展和推广$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过%*氐人汉

文化水准之高$在五胡中$鲜能与比&+

,

%

-而对于自身

本就酷爱汉文化的苻坚自然在很多政治决策中受到

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恢复天王的称号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一般在称帝

前都会给自己加封如大单于$大都督$天王等称号$

前秦的开创者符洪在经略关中之时就曾经如此史

载%*永和六年$帝以洪为征北大将军$自称大将军)

大单于)三秦王&+

,

$

-

!DD&而到了永和八年"

&@!

年#其

子苻健才正式称帝&而苻键在称帝前一年仍然*覼

称天王)大单于$赦境内死罪$建元皇始&+

,

$

-

!DD&由此

可见天王称号是少数民族称帝前所用的过度性称

谓$在符健正式称帝后直到其子符生即位并没有出

现天王的这一称号$直到苻坚诛灭苻生即位后才恢

复天王称号$史载!*坚遂弑生$以伪位让其兄法&法

自以庶孽$不敢当&坚及母苟氏并虑众心未服$难居

大位$群僚固请$乃从之&以升平元年覼称大秦天

王+

,

$

-

!DDA可见苻坚当时在处死苻生后试图让位与兄

弟苻法$但苻法以庶出的身份拒绝$在其母的帮助下

赢得大臣们的支持和请求后才下定决心即位$以大

秦天王的称号代替皇帝&

/日知录集释0中曾记载%*尚书之文但称王$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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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杨氏曰吴楚

之王不通于天下$顾氏之言非是&故加天以别之也&

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是也&杨氏曰不因诸国

之僭王者$自宣法天耳&+

,

D

-从中可知天王一词是指

春秋时期的周天子$为了与其他诸侯王区别开从而

在王字前加天$以天王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正统性&

苻坚自幼便开始学习传统儒家文化$儒家经典书籍$

自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其虽称天王$但起居做派俨然

如同皇帝一般$其即位后便*追谥父雄为文桓皇帝$

尊母苟氏为皇太后$妻苟氏为皇后$子宏为皇

太子&+

,

$

-

!DDA

#二$重用儒士推行儒学思想

儒家文化在前秦的广泛推广主要就是苻坚当政

期间$此期间$苻坚为了推行儒学思想与巩固政权$

采取了诸多的措施$其中重用汉族士人王猛并与其

君臣配合治理国家$也留下了一段君臣和睦的佳话&

本文将前秦所有学习儒家文化或者深受儒家文化影

响的人都称为儒士$其中既有汉人出身的王猛同时

也有苻融$苻郎这种宗室出身的人$这里以王猛为儒

士的代表&

王猛$字景臣$北海剧人也$家于魏郡$少贫贱

55苻坚将有大志$闻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见便

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

也&

,

$

-

!DD@这是史书对王猛的记载$王猛遇到苻坚后

两人相谈甚欢$王猛自此辅佐苻坚$内革弊政$外征

异族最终帮助苻坚一统北方&在此期间王猛可谓劳

苦功高$不免遭到很多人的妒忌&史载!*时始平多

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盗充斥$乃转猛为始平

令&猛下车$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鞭杀

一吏$坚亲问之曰%

d

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

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1 猛曰%

d

臣闻宰宁国以礼$治

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

翦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

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以谢孤负&酷政之

刑$臣实未敢受之&

d

坚谓群臣曰%

d

王景略固是夷吾)

子产之俦也&

d

于是赦之&+

,

$

-

!DD@周围的氐族勋贵们

极其不支持王猛的做法$而苻坚一直坚定的支持王

猛$面对守旧的宗室和勋贵们$苻坚不惜处死部分人

来维护王猛的权威&

苻坚在重用这些儒士的同时也出台了相关文教

措施$极力推行儒学$苻坚为改变氐族崇尚武力)轻

视文化知识的落后文化观念$提高文化素质$培养治

国人才$恢复了断绝已久的太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广

修学宫$任用饱读诗书的学者执教$并下令公卿以下

的子孙入学读书&还亲自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让

他们到各级权力机构任职&此外苻坚对于汉家典籍

非常熟悉$以至于他与群臣讨论问题$常常引经据

典$口若悬河&苻坚有自觉的文化使命感,

#!

-史载%

*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

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

闻&+此外苻坚本人常常*亲耕籍田$其妻苟氏于桑重

近郊+&

,

$

-

!DDA在长安*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淝

水之战惨败后又特意*告罪于其太庙+&

,

$

-

!DD@上述这

些举措$使得儒学在前秦得以推广$也为前秦的一统

北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正是因为苻坚自幼对汉文化的热爱$以及重用

以王猛为代表的儒士和其在位期间的所推行的重开

太学$劝课农桑等一系列政策$无疑都深受着传统儒

家文化的影响&

三"苻坚政策中的胡汉文化冲突及影响

在大力推广儒家文化的情况下前秦在短时间内

统一北方$国力迅速增强$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得到了

大力的推广$但是苻坚作为深受儒家汉文化影响的

少数民族首领$自然会受到来自胡汉两种文化的影

响$而这种来自不同文化的影响更是直接通过苻坚

的政策表现出来&

#一$优待鲜卑与徙民政策

如果说单纯的优待其余来降少数民族是受胡族

文化的影响$那苻坚本人的优待政策则远远超过了

胡族文化的范围$首先前文提到胡族政权一般都有

承认来降少数民族首领对其部众的管理权$还额外

对慕容垂父子赏识有加$更以慕容?为尚书$慕容垂

为京兆尹$慕容冲为平阳太守$同时将关东地区的豪

强以及俘虏十万户都迁徙到关中&对此苻融曾劝说

苻坚%*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

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陛下爰命六师$大举征讨$

劳卒频年$勤而后获$非慕义怀德归化&而今父子兄

弟列官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劳旧$陛下亲而幸之&

臣愚以为猛兽不可养$狼子野心&往年星异$灾起于

燕$愿少留意$以思天戒&+

,

$

-

!DDA

可见当时苻坚这种对待鲜卑族的态度引起了苻

融等人的警觉$并且上疏苻坚$建议其多加留意$王

猛的看法显然更加激进$在慕容垂避难于前秦时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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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曾劝苻坚将此人除之$史载%*慕容垂$燕之戚属$

世雄东夏$宽仁惠下$恩结士庶$燕)赵之间咸有奉戴

之意&观其才略$权智无方$兼其诸子明毅有干艺$

人之杰也&蛟龙猛兽$非可驯之物$不如除之&坚

曰%

d

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

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1+

,

$

-

!DDA从苻坚与王

猛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苻坚本人较政治权术则更看重

仁义$苻坚在坚持原有的胡族传统的同时依然认为

此举合乎儒家文化中的*义+&甚至在后来慕容泓自

立时$苻坚责备在长安城中的慕容?仍然说出*卿欲

去者$朕当相资+

,

$

-

!DD@这种话&可见苻坚对鲜卑降

者在保留胡族传统的同时坚信本人所为符合儒家学

说的仁义之道&

与此同时苻坚还采取了徙民政策$苻坚曾为了

维护东部的安定曾下令将氐族分别配属于各地并下

令*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萯)武都)

)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

宗+

,

$

-

!DDA

&这一效法西周分封的方式使得氐人面临

背景离乡的痛苦同时$也同样造成了关中地区人口

迅速减少$原本可以依赖的氐人部落因为徙民政策

而四散各地$造成了京防空虚$随着后来大量的鲜卑

俘虏以及关东豪强被迁入关中$以至于苻融日后有

了*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

遐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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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的话语&

正是苻坚在保留胡族对待降者传统的同时加以

格外的*仁义+优待$以及采取迁徙本族民众前往关

东地区这一做法一加一减之间使得鲜卑得以进入前

秦的统治核心地区$而保持其首领管辖族群的胡族

传统与对其厚待有加的儒家*仁义+思想则存在着明

显的胡汉文化冲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

族文化交流$但同时也为鲜卑的叛乱埋下隐患&

#二$决策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决定中国南

北局势的一场关键战争$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

上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自然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对其的广泛关注&学者张继刚的观点

从苻坚的性格方面入手来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他

认为苻坚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民族矛盾$而极大方

面应该是因为苻坚一方面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一方

面又带有氐族的落后性从而导致他拥有充满矛盾的

性格&

,

G

-笔者比较赞同这一观点$正是在不同的文化

影响下导致了苻坚本人决策中出现了胡汉两种文化

的冲突最终结果导致苻坚本人发动淝水之战&

史书上记载*晋将军朱绰焚践沔北屯田$掠六百

余户而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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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是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直接原因$

*太元四年$晋兖州刺史谢玄率众数万次于泗$将

救彭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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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A可见早在太远四年$双方就在彭城$

襄阳一带爆发过大规模的边境战争$相较之下本次

晋军所为不过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实在没必要发

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可见沔北焚田事件只是

一个伐晋的借口&加上后来苻坚一统北方后$国家

的实力达到了顶峰$在一次次的胜利后苻坚本人的

胡族文化开始逐渐显示出来$使苻坚本人越发的迷

信武力$以至于做出南征的决策&此乃胡文化作用

的结果之一&与此同时在其与苻融讨论伐晋时有过

一段对话!*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

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

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 必不绝之&坚日%3帝

王历数$岂有常邪1 惟德之所在耳1 刘禅岂非汉之

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 吾者$正病此不

达变通耳1+

,

#"

-由此可见苻坚认为施行德政就可以

转变为正统帝王$前秦实施德政$已经达到*以夷变

夏+$可以取代东晋&

,

##

-这种观点有着明显的儒家文

化因素&一方面坚信自己的德治成果$一方面沉迷

于武力征服$最终在胡汉两文化的冲突的影响下做

出了伐晋的决策&

秦在苻坚的统治下获一统北方$与东晋王朝划

江南北并立其势力远播西域$达到了顶峰$这些成就

中苻坚学习儒家文化占了绝大部分$同时也在其统

治下经历了肥水之战的惨败导致前秦帝国分崩离

析$原本投降的鲜卑慕容氏$羌族姚氏趁机而起$笔

者认为正是苻坚本人的政策中存在胡汉两种文化$

这两种文化产生了一定冲突$而没有合理解决文化

在交融过程中的冲突$导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四"胡汉文化冲突的原因

胡汉文化的直接影响到苻坚本人的决策$这些

决策间接或直接的决定了前秦政权的未来$苻坚政

策中的胡汉文化冲突既有时代的因素同时也有来自

于苻坚本人的文化取向以及其本人的心理因素&

#一$大的时代背景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混乱时

代$同时也是一个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自

东汉以来周边少数民族因战乱等因素开始进入汉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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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陈星池%苻坚政治决策中的胡汉文化冲突

领土的范围内$而东汉王朝统治者则用其戍边$屯

田&到了三国时期$由于政权间不断争斗$均有大量

少数民族被编入军队$如果说汉代内卷少数民族多

分布在边疆的话$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在陇右$关中$

长城内外$且以族群的形似聚居一处$*关中之人$百

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总体上在北方占了当

时居民总数很大一部分比例&

,

#!

-然而这些少数民族

则大部分沦为军户$以及地方豪强的佃客与奴婢&

在其过程中北方各民族在战争的过程中不断进

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氐族是一个长期与汉族杂居

的民族$史载%*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

各自有姓$如中国之姓&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

善田种$畜羊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

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

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 种落间则自氐

语&+

,

#&

-氐族虽然语言风俗与汉人不相同$但从其生

产方式来看已经脱离了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开始

步入农耕社会&由此可见$氐族本身就在很早以前

开始逐步接受汉文化&

#二$苻坚的文化取向与出身

苻坚虽然出身氐族家庭但自幼就酷爱汉文化$

在八岁时便开始学习儒家文化以至于苻洪感叹道%

*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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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A可见其

年幼的文化取向&

笔者认为苻坚长期使用大秦天王的称号除了因

其地位来路不正的心虚以外$还有安抚境内汉人的

原因$而当时前秦除了面对南方的东晋政权外$还有

北方的前燕政权$可谓大敌环四$因此维护政权的稳

定自然成了此时期的重点$而胡汉之间的民族问题

则成为重中之重$史载!*温进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

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

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1+

,

A

-由此可以

看出当东晋的北伐大军到来后$不少百姓难免*人心

向晋+&连被苻坚视为诸葛亮的王猛也在弥留之际

劝说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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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以王

猛为代表的北方汉人士人也在内心深处认为东晋为

*中华文化正统+&其避免称帝而采取用天王的称

呼$安抚了北方汉人的心从而得到了汉族士人的支

持$缓解了民族矛盾&其次$苻坚本人因学习传统汉

文化的原因$在心里也认同东晋的地位$在肥水之战

失败后苻坚被叛乱的羌族首领姚苌俘获囚禁$一心

求死&姚苌向苻坚所要传国玉玺时苻坚仍然嗔目怒

斥%*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

符命$何所依据4 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

其能久乎1 玺已送晋$不可得也&+

,

$

-

!DD@临死之前说

出*玺已送晋+而不是被夺$或者遗失之类的理由&

玉玺为权利的象征$无论最后玉玺是否真的被东晋

王朝所得$这也足以说明在临死前苻坚心底深处仍

然认同东晋的正统地位$这种认同感正是来自于他

本人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汉文化的高度认

可&而正是这种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可促使其一生未

称帝&

但是又由于苻坚本人出生在氐族$虽然其重视

儒学$但是也可从一些做法中看出其本人拥有一些

胡文华的残留$如苻坚曾每月三临学馆$但是在听闻

臣下对其的吹捧后$改为*坚自是每月一临太

学+

,

$

-

!DDA

$在重用王猛的同时又对于王猛劝告其除

掉慕容氏父子和不要伐晋的劝告视若罔闻$就连明

末大家王夫之也认为*苻坚好虚名而无实用+

,

#A

-这

些容易自满$好虚名的表现原因则是由于苻坚本人

深受两种文化影响$两种不同的文化在集中于一人

时难免会产生文化间的冲突&

#三$苻坚对儒家文化的%俄狄浦斯情节&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符坚对东晋的态度则可

以用*俄狄浦斯情节+来解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恋

母情结和弑父情节&是指人"男孩#喜欢和母亲在一

起的感觉而排斥父亲$在心理上以父亲自居$模仿父

亲的行为与态度&

,

#@

-在这里我们将儒家文化看成

*母+$将东晋王朝看成*父+来进行分析$苻坚自幼学

习儒家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以至*问难五经$

博士多不能对+

,

$

-

!DD&而且一言一行都欲与儒家经典

中的千古帝王做对比$从*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

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

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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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由此看出$苻坚在对待

儒学的态度几近虔诚$而儒士们夸赞其*陛下神武拨

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

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

,

$

-

!DD&这种说法另苻

坚甚为满意$认为每月三临学馆就可以获得儒生们

的称赞$也可说这些心理上的满足感正是喜爱学习

儒学而获得的$所以儒学能带给苻坚带来成就感和

来自他人的认同&就如同母亲总是鼓励包容孩子一

样&所以儒家文化对于苻坚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就如

同母亲一样&而东晋王朝对于苻坚的少年时代一

样$祖父与伯父都是号令一方的豪杰$但确要接受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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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册封$顶着晋室的名号作战$在与东晋的斗争中

不仅处于下风还被桓温率军攻入关中腹地$甚至*桓

温 之 入 关 也$其 太 子 苌 与 温 战$为 流 矢 所

中死&+

,

$

-

!DD&

就连未来的储君也在战斗中丧命&更为关键的

是东晋当时还是处于儒家文化中*正统+地位$这种

正统地位就连自己最信赖$最依靠的王猛也承认并

且临终叮嘱苻坚东晋虽然偏安东南但*乃正朔相

承&+东晋对苻坚从某种层面看$就如同父亲一样$带

给苻坚无形的压力&

尤其是东晋在儒家文化中的对*正统*地位的垄

断$就如同父亲 和母亲的夫妻关系一般$苻坚虽然

心有不甘但不得不承认$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前文所

说的苻坚终生使用大秦天王称号而不称帝的原由$

因为有东晋王朝的存在$称帝行为对深受儒家文化

影响的苻坚来说始终名不正$言不顺$这样分析也就

不难理解为何苻坚会在统治期间大力发展儒学$大

力发展让东晋王朝望尘莫及的礼乐制度$以至于自

称华夏正统的东晋$无人懂得典礼所用的各部大乐$

需要依靠淝水之战虏获前秦十分齐备的乐工乐器

后$才建立了涉及声誉体面的太乐&

,

#%

-这些行为可

以表明苻坚在心理上无时无刻不以*中华正统+的身

份自居&所以正是在*俄狄浦斯情节+的心理作用下

在苻坚一统北方后$感到自己有与东晋王朝较量的

资本后迫不及待的出兵$试图灭晋&争得儒家文化

中*正统+的地位$其愿望之甚以至于忘记王猛的临

终遗言与大臣们的劝谏&这两种文化观念交织在一

起$终于使得苻坚拥有了*俄狄浦斯情节+$导致苻坚

在公元
&D&

年$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对手进行了

一场失败的战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正是因为苻坚是胡人

出身$但同时又向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从

而对汉文化和东晋王朝产生一种强烈的*俄狄浦斯

情节+$这种文化冲突随着在前秦在统一北方过程中

的种种胜利和长期对外用兵和东晋王朝的不断衰

弱$终于使得苻坚身上胡汉文化冲突达到了不可调

和的程度&

五"结论

五胡十六国时期既是一个混乱分裂的时期$与

此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题$苻坚

本人虽然酷爱汉文化$实行汉化$统一北方使得前秦

的汉文化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媲美甚至超过东

晋$但苻坚本身具有的胡族文化又和汉文化在交融

的过程中发生了文化冲突$而这种文化冲突达到零

界点时则导致爆发了淝水之战$在战后前秦帝国土

崩瓦解&虽然苻坚本人未处理好胡汉文化之间的冲

突$但前秦在其短暂统一北方的时间里极大的促进

了北方的胡汉文化交流$为后来北魏的统一$拓跋氏

的汉化和日后隋唐之际那种开放包容文化的繁荣发

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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