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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政治文化教程》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作者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来介绍和分析中国政治文化。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政治文化教程》包括以下内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
结构；中国政治文化关于人本质的自我认识；士人的生存样态、政治出路、政治心态以及从传统士人
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路径；君子、小人、狂狷、乡愿、伪君子等传统政治人格；臣民观与公民观；
公私观念与“以公民为本”问题；君臣政治道德与贤人政治；忠孝道德与传统义务观；政治制衡观念
与政治运作；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问题；中国政治文化的思维定式与思维特点等。
作者研究的层面主要涉及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政治心态、政治人格、政治道德、政治社会化以及政
治思维定式等等。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政治文化教程》汇集了作者20多年专业研究成果，立足于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剖析，具有鲜明的学术性，既有助于扩展学生的专业知识
领域，又能够使其深入了解中国政治文化、提升现代意识。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政治文化教程》既适用于高等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历史
、法学等专业教学，亦可作为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政治文化教程>>

书籍目录

导言一、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概说二、传统中国“道”的专制第一讲　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结构一、价
值与政治价值二、传统政治价值结构第二讲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一、人性自觉与人的本质二、“人
道”原则与对个体人的压抑三、圣化：人的价值的实现四、结语：主体意识的断层与民族精神第三讲
　士人的政治存在与政治心态一、道与王的同一和冲突二、孔子的选择与士人的政治存在样态三、士
人阶层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四、从士人到知识分子第四讲　传统政治人格一、从等级身份到政治人
格二、小人人格的“反道德”特质及其政治表现三、君子人格的道德特性与政治功能四、乡愿与伪君
子五、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与理想政治第五讲　从臣民观到公民意识一、君主政治与臣民观念二、“
尽人皆奴仆”的臣民心态三、在实践中学会做公民第六讲　　中国传统的“公私观”与“以公民为本
”一、第一层境界：“以君为本”的公私观二、第二层境界：“以民为本”的公私观三、第三层境界
：“以人为本”的公私观四、从“以民为本”到“以公民为本”第七讲　君臣之道与贤人政治一、为
君之道二、为臣之道三、贤人政治与清官期盼第八讲　忠孝之道与传统义务观一、忠孝三境界二、忠
孝之道的逻辑统一与实际选择的两难性三、忠孝义务与极度扩张型亲情义务观第九讲　政治制衡观念
与政治运作一、西方文化中的政治制衡观念二、中国传统的制衡观念及其价值构成三、中国传统制衡
观念的困境与观念的转换第十讲　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一、“政治社会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
社会化二、教化之道三、政治录用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与庸人体制第十一讲　　中国政治文化的思维定
式与思维特点一、政治思维定式二、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特点分析第十二讲　走出王权主义的梦魇（代
结语）一、王权主义提出的政治学价值二、王权主义提出的政治文化研究价值三、走出王权主义的基
本思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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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结构：　　剖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从哪里人手？
我们将首先关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
为此，我们先要弄清什么是价值和政治价值。
　　一、价值与政治价值：　　“价值”一词最初是古典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商品交换的量度或依
据。
随着人们知识的扩展，人们认识到价值问题不只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可以广泛地存在于哲学、伦理学
等各种社会科学学科。
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穆勒等人提出了效用原则，用来作为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
所谓“效用”就是指在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
对于客体而言，其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大，其价值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这一原则经过现代实用主义的引用阐发，成为判断人的行为与选择价值的一般标准。
强调价值的效用即有用性方面，在认识上突出了主客体关系的主体性特质，从而明确了价值所含有的
社会性，价值无非是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对于置身其间的客体世界的关系性把握。
人作为世界的主体，其对客体的需要体现在各个方面，因之关于价值的认识也是极为广泛和普遍的。
由于人的社会存在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与之相应，价值的表现也将分为社会即群体价值和个人
价值等。
　　那么具体到政治价值，鉴于人的政治活动的社会性特征，政治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政治准则，
这些准则具有广泛的认同性，是政治主体进行政治活动、制定政治法则、设置政治制度、维护政治秩
序的合理性依据和指导性原则。
诚如前文所述，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价值成为政治主体的一种评价标准，是政治主体借以认识政治
现象，评估政治问题的依据和尺度。
具体言之，所谓政治价值是一个意义系统，具有明确的主体性，体现着人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关系。
同时，政治价值亦是一个政治系统赖以建立的根本依据，以及人们全部政治活动的终极目的。
政治价值一般通过人们的政治观念表达出来。
　　政治价值的表现形式亦如前文所述，它可能普遍地存在于某一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之中，也可能是
某一政治主体个人所独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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