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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曾出现了“满天星斗”说、“文明多元”论等，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中华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经过几千年辛勤的劳动共同创造的。
然而根据学术界所认可的文明起源的要素和标准来看，华夏文明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出现、形成的。
在文明形成的初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天下之中”的地位，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关于文明起源的见解。
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出，文明
的产生有三项要素：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
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补记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宫殿基
址是文明产生的三要素。
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
志和要素，并且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文明和国家的形成主要有两项要
素：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建立；②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
恩格斯说“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①，他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去解释文明的
产生。
这些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是判定文明产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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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学说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研究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继其精华、
弃其糟粕，是当今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本书以儒学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的关系及各个历史时期儒学对中国政治的作用为主要内容，展示
了汇纳诸子百家思想之精华，以强大的生命力光照千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思想与中国政
治的紧密联系。
本书适合历史、古代文化、考古等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科研工作者和区域文化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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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玉洁，女，1948年生，河南省开封人。
1988年毕业子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
现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带头人
，河南省优秀专家。
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研究”和教育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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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下降，诸侯的地位上升，这是个不可更改的社会现实。
春秋中期以后，在许多诸侯国中，诸侯国内军功贵族地位上升，国君地位式微，出现了大夫执政掌权
的局面。
孔子的母国鲁国国君权力下移，三桓掌权。
晋国经过春秋时期长达一百多年的争霸战争，军政大权逐渐落人军功贵族之手，晋国权归智氏、魏氏
、韩氏、中行氏、赵氏、范氏六卿；以后六卿火并，导致了三家分晋的局面。
齐国的大族经过长期的争夺，最终田氏击败了国内的强宗大族，掌握了齐国的大权，田氏伐齐。
姜姓齐国变成了田姓齐国。
这种情况是孔子无法改变的。
孔子一生孜孜不倦地、执著地希望参与政治，以实现他济世济民的理想，以使天下走上“正名”、正
等级的轨道，维护等级制和天子、国君之权威，但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遏制了儒家学说和理论的发展
。
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理想在春秋时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
这也是孔子在鲁国被夺官、被驱逐，周游列国受冷遇的原因。
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也是受排斥的。
其原因是儒家学说与战国的形势不相适合。
是时，诸侯各国正在进行的以兼并他国为目的、以欺诈为手段的战争，才是战国时期的主线。
而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却劝国君施仁政，不攻伐，爱护百姓。
这对那些丧心病狂地进行着你死我活战争的诸侯国君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法家的统治思想始终是秦国的主导思想。
在法家思想和路线的指导下，秦国愈战愈强。
战国后期，秦国具有压倒关东六国的优势。
在这种形势下，儒家思想很少在秦国传布。
孔子周游列国时，似乎从来没有考虑是否到秦国，因为儒家思想根本不会为秦国所容。
秦王政执政以后，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书传至秦国，受到秦王政的青睐，对秦国的政治产生
了强烈的影响。
以后秦统一六国，秦王政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在大臣的拥戴下，自称为“始皇帝”，希望后世
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上疏秦始皇曰：“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臣请史官非《秦记》则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制日：“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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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影响之大、之深、之广、之长久都是空前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开始与中国政治相结合。
儒家学说有非常值得继承的精华，其仁政思想和有关的道德理论是华夏民族两千多年来恪守的道德准
则，是形成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特质的基础，对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儒学也有应该批判的糟粕，
如“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等。
儒家学说对我国的影响可谓是立体的，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无不深深地被打上儒学的烙印，中华民族有深厚的儒学沉淀。
笔者很早就想探讨儒家学说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研究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说的产生和形成皆是在黄河流域，当然是对黄河文明的
杰出贡献。
所以在这次对黄河文明的系统研究中，“儒学与中国政治”被列为其中的研究课题。
本书从儒家学说的产生、形成人手，研究儒家学说形成的原因和基础，儒家学说与法家学说、阴阳学
说的合流；研究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曲折发展的历程，以及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起的作用和在
中国的衰颓。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用丰富的史料去论述儒家学说与中国政治的关
系，研究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但是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的缺点谬误难以避免，敬请学术界的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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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学与中国政治》编辑推荐：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影响之大、之深、之广、之长久都是空前的
。
儒学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的关系耐人寻味。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探寻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 描绘黄河流域的传奇画卷黄河文明是
辉煌绵远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研究黄河文明对阐述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有着重大意义。
“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首次全面研究了黄河文明产生、发展、鼎盛等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发
展演变的规律，围绕黄河文明形成的三大标志——青铜、文字，城邑，伴随黄河文明形成、发展的农
耕文明，黄河流域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时代，对黄河文明有重大影响的主导思想意识及黄河文明的历史
变迁等主题进行了论述，对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做出了科学的、定性的评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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