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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提炼古代中国治国方略的基本法则，概括古代中国政冶制度的总体特征与构成要素，探讨古
代中国治理的空间坐标和施政坐标，揭尔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与不变，体悟古代中国治国方略的现
代影响，深思中西政治制度差异的历史根源。
本书认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要解决的六大难题是：（1)如何防止地方力量做人，形成对中央政府的致
命挑战？
（2)如何防止军事集团把枪口对准统治者自己的胸膛？
（3)如何防止外朝官僚集团做大，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与挑战？
（4)如何对待皇亲国戚这些“自己人”，是用他们还是不用他们？
（5)如何对待社会基层力量，是尊重、利用还是控制它？
（6)如何处理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是朝贡、羁縻还是直接洽理？
本是作者积14年教学研究之经验编写而成，其特色是将史论融为一体，以演讲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
，把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概貌与神韵呈现出来。
作者既有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根基，又把四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背景，熟练把握各家
观点，灵活运用史料，在崭新的理论框架中透视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
本书既可作为高校教材，也可作为了解古代中国政治和治国方略的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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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山东省昌乐县人，现为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领导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代表性学术论著有《“跨单位组织”与社会整合》、《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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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聚焦在介绍了本书的特色之后，有必要把本书所关注的问题向读者做一交代。
对这些问题，有的我在书中做了直接回答，有的是隐藏在书的背后，需要读者自己去体悟。
本书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历史奇迹
？
我在讲授《中国历代政治与行政》这门课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中华文明的延续除了与文化自身的
弹性与柔韧有关外，似乎还与政治制度的外在保障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因为只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才能延续下来。
如果国家都没有了，中华文明或许还可以延续下去，就像以色列民族一样。
但丧失国家依托的文明一定会如丧家之犬，飘荡无定所。
无怪乎以色列民族最后不得不走向重建国家的征程。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古代中国多个政权并存时的“正统”之争，倒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因为这也是使国家延续下去的一种手段。
同样，元、明、清三代对省制的构建和发展，也是保障现代中国存续下去的重要依据。
否则会不会重演五代十国那一幕呢？
古代中国曾经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制度文明，我们正是凭借这一制度文明，使中国延续至今。
在中国如此之大的版图上，维持有效的大国治理，着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朝代替代上一个朝代之后，便会及时总结治国教训，其中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制
度上的改造，以克服前朝衰亡的弊端。
历史奠定的框架，后人要想颠覆，是很困难的。
古代中国这种累进的制度叠加和制度变迁，造就了绵延已久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也造就了中华文明的
延续和中华民族的不绝。
本书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展现中国古人对政治的理解？
我们知道，自从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国人所接受的政治学知识基本上就是自由、民主、宪政、权利、
制约、制衡等，岂不知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是毫无用处的。
更为可笑的是，口头上谈论自由、民主、权利的国人，在行动、习惯、思想上却还是不断在重复古代
的政治信条，奉行古代的政治逻辑，复制古人的行动线路。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我们接受的这些西方政治知识不能解释古代中国的政治现象，那么中国古人一定对政治有着自己
的理解。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突破西方政治知识惟一论的想法。
在美国学者肯尼斯·米诺格撰写的《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一书的第一章“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
的位置”中，这样写道：“在专制政体中，秩序的最高准则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
然而专制体制也不是完全不讲正义的：正义在十分传统的社会里也普遍流行着——习俗主宰一切，人
们把普遍流行的正义观念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每个人都在一个神授的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朝代的兴衰更替遵循着中国人常说的‘天命’，但对农民来说，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君主的智慧主宰一切。
⋯⋯‘专制主义’是一个笼统的名称，它包含许多不同的类型。
非欧洲的各种文明几乎全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同形式的专制体制统治过，而西方的思想创造则总是遭到
各种专制统治者的敌视——从残暴的埃及法老到精神狂乱的罗马君主如卡里古拉和尼禄，还有印度和
中国那样的远方遥远异邦的皇帝。
”按照这种明目张胆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就很自然地得出“专制主义中无政治可言”这一结论。
而且，这种观点也想当然地把非欧洲地区视为专制主义的发源地。
时至今日，这种陈词滥调已经被许多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否定。
因为许多非欧洲地区的专制主义并没有西方学者说得那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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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把来自异邦的知识作为评判本邦的标准，根本就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国人还是用现代政治知识来解释古代政治现象，与欧洲中心论者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特定的概念系统，如内外、轻重、礼法、文武、上下、名实、体用、干枝、高
低、强弱等，当然也包含着现代社会科学所讲的集团、阶级、领袖、地域等与现代社会可以通约的要
素。
所以，我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摆脱西方现代政治知识的独尊心态，把古人对政治
制度的理解呈现出来。
二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把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构成要素及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的线路和规律，揭示给
大家看。
本书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古人在设计政治制度时，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换言之，他们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进行制度上的改造，要解决什么样的政治难题？
我觉得古人面对的政治难题主要有以下六个：第一，如何防止地方力量做大，形成对中央政府的致命
挑战？
第二，如何防止军事集团把枪口对准统治者自己的胸膛？
第三，如何防止外朝官僚集团做大，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与挑战？
第四，如何对待皇亲国戚这些“自己人”，是用他们还是不用他们？
第五，如何对待社会基层力量，是尊重、利用还是控制它？
第六，如何处理中原政权（天朝大国）与周边政权（边陲小邦）的关系，是朝贡、羁縻还是直接治理
？
要防止地方力量做大，就得剥夺地方权力，宁可冒丧失政权屏障的风险，也不能让地方势力翻江倒海
。
要防止军事集团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可以采取发兵权和领兵权相分离的办法。
但是，这样的办法，还是不可靠，最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完全剥夺将领的兵权，甚至宁愿冒国
灭的危险，也不能让军事集团做大。
元在征服金之后，收编了很多军队，后来又征发汉人当兵，致使军队中汉人占多数，在出征日本的几
十万大军中，多数是汉人和南人，当大部分船只被大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毁坏以后，元朝将领反
而丢弃士兵，自己逃回国，任由日本人屠杀汉军。
这是巧合呢，还是元朝统治者“借刀杀人”？
不得而知。
反正，危及统治者地位的军队就这样被大风和日本人给消灭了。
如何防止外朝势力做大，这是皇帝的心病。
对皇帝来说，是相信文官，还是相信私臣？
是相信制度，还是相信人力？
是相信君子，还是相信小人？
历史告诉我们，皇帝往往会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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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最想撰写的一本书。
但是，仅仅凭借一己之力，是难以完成本书的写作的。
因此，要感谢的人很多。
初稿完毕，承蒙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在百忙之余审阅书稿，纠补错漏，感激之情，难
以言表，吾永念之。
无史学界前辈学者之研究，就无编写本书之可能。
书中引用其成果，基本上已经注明。
但下列学者令我尤为敬仰，他们是陈寅恪、钱穆、吕思勉、许倬云、张广直、瞿同祖、张荫霖、冯友
兰、蒋廷黻、费正清（美国）、谢和耐（法国）、孔飞力（美国）、王恩涌、田余庆、李学勤、杨宽
、黄仁宇、周振鹤、葛兆光、葛剑雄、滨下武志（日本）、谷川道雄（日本）、西螭定生（日本）、
樊树志、赵世瑜、白钢、郭建、阎步克、何怀宏、李孔怀、张鸣等。
年轻一代学者之研究，也对我启发有加，他们是宋昌斌、王威海、李晓杰、李志茗、李云泉、钱茂伟
、赵秀玲、李世众等。
对于没有列出姓名但引用其成果之学者，也表达同样的谢意和敬意。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复旦大学的诸多同仁对我也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与赵可金博士的促膝长谈，为我撰写本书提供了诸多灵感和启发。
尤令我感动的是，他在阅读完初稿之后，又提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修改意见。
最后特别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赵荔红女士，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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