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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这本小书，可以说是我去年出版的《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的姊妹篇。
&ldquo;隐权力&rdquo;是我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对中国历史社会的摸索兴
趣。
中国漫长的历史隐藏着太多现实社会的遗传密码，吸引着我去一探究竟，就如面对一间庞大而暗影幢
幢的密室，我想在上面打开一扇窗户。
费孝通先生的&ldquo;差序格局&rdquo;、吴思先生的&ldquo;潜规则&rdquo;、洪振快、先生的&ldquo;
亚财政&rdquo;，都是不可多得的、观察中国历史社会这间大密室的窗口。
我希望&ldquo;隐权力&rdquo;也能够成为一扇这样的窗口，可能它不如前者那么敞亮，但至少，可以
多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我将&ldquo;隐权力&rdquo;定义为一种缺乏合法性、躲在幕后操作、能量巨大的非正式权力，它不是
来自正式授权，而是通常由人情关系、个人影响力、个体所掌握的加害一造福能力等因素自我繁殖出
来。
&ldquo;隐权力&rdquo;也可以理解为&ldquo;潜规则&rdquo;的孪生概念，创造了&ldquo;潜规则&rdquo;
概念的吴思先生说，&ldquo;&lsquo;潜规则&rsquo;说的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lsquo;隐权力&rsquo;说
的是这种互动中每一个主体的明暗权力&rdquo;。
我也相信，但凡有潜规则的地方，大致都可以发现隐权力的影子。
因为，所谓权力，其实就是制定规则的力量，所谓潜规则，其实就是权力落差所造成，权大者对于权
小者，有权者对于无权者，由于存在权力优势，才能够对后者进行&ldquo;潜规则&rdquo;。
而隐权力的出现，可以改变原来的权力落差，使落差更加悬殊(如果原来的权大者、有权者获得隐权力
的话)，或者缩小这种落差(如果原来的权小者、无权者获得隐权力的话)。
总而言之，隐权力可以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生成新的潜规则秩序。
坦率地说，当&ldquo;隐权力&rdquo;这个概念在我脑海中成型，再转身进入历史的密室中探望时，我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些原来模模糊糊、影影绰绰的景色变得清晰了。
它不但让我看到了&ldquo;潜规则&rdquo;背后的推手，也让我发现了官与官、官与民、君王与官僚、
君王与民众的博弈格局的幕后推力。
二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出版后，受到了一些关注，一些朋友也写了书评或读后
感。
我注意到，也有一些朋友将&ldquo;隐权力&rdquo;看成了官场上的&ldquo;厚黑学&rdquo;，可能是拙著
将观察的侧重点放在古代官场上，更多地描述了古代官场的隐秘运转。
但如果读者将&ldquo;隐权力&rdquo;视之为官场&ldquo;厚黑学&rdquo;，却误会了作者的本意。
我更愿意&ldquo;隐权力&rdquo;能够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历史社会(而不仅仅是官场)分析工具，运用
这一工具，中国传统社会的诸多现象，可以得到连贯而有效的解释。
在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的后记中，我曾注明，&ldquo;&lsquo;隐权力&rsquo;并
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rdquo;，或者说，&ldquo;隐权力&rdquo;是一个中性概念，正如&ldquo;潜规
则&rdquo;也是一个中性概念。
学者秋风先生在拙著的序文中也特别提醒：&ldquo;非正式权力可能无处不在，任何社会治理都必然要
依赖这种权力。
相对于政府的权力，每个社会必然存在着其他非正式权力，如绅士的权力、教会的权力，甚至学校校
长的权力&mdash;&mdash;有的时候，人们用&lsquo;影响力&rsquo;这个词来替换此处的权力。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仅仅由政府的正式权力来治理，如果是那样，那就是权力控制一切的完美的
专制社会了。
一个优良治理的社会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正式权力比较有限，社会由广泛的非正式权力来治理。
当然，仅此尚不能构成优良治理的社会，但若非如此，则断然不可能是优良治理的社会。
因此，非正式权力并不完全是坏事。
&rdquo;现在的这本小书，就是沿着秋风先生所提示的分析框架，观察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古代官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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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古代社会，重点考察了&ldquo;亚权力集团&rdquo;(如粮胥、狱吏)、传统士绅、近
代绅商、民间宗教、帮会势力、伶人、苦力等社会群体的&ldquo;非正式权力&rdquo;，以及&ldquo;非
正式权力&rdquo;与官府的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此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
换言之，本书的侧重点将放在对官府与民间、官与民关系的观察上。
为了保持文章的趣味性，我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以小个案印证大背景。
三如果要对传统社会做一个概括，我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权力独大的社会，一切官与官、官与
民乃至民与民之间的事务，即由权力更大者说了算。
套用&ldquo;法治社会&rdquo;一说，我生造了一个词来命名它：&ldquo;权治社会&rdquo;。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单轴社会，权力就是它的运转轴心。
在旧时，县衙通常设于县城的中轴，这种地理的中轴位置恰好象征了权力乃是传统社会的中心。
在这个单轴的权治社会中，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所谓&ldquo;皇权不下县&rdquo;的自治空间，由地方士
绅、具有半官方身份的里长保长、大宗族的族长、乡庙的理事以及城市的街团领袖等分享公共治理的
权力，这个自治空间，我称之为&ldquo;私民社会&rdquo;。
也就是说，除了制度化的国家权力之外，传统社会并非没有秋风先生所说的&ldquo;其他非正式权
力&rdquo;。
看起来似乎不符合&ldquo;单轴社会&rdquo;的特征。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首先，传统的&ldquo;私民社会&rdquo;非常脆弱，往往抵御不了强大的国家
权力的侵入，比如明末，城市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却一直未能发展出一套牢固的产权保护制度，
商民的店铺、居民的住宅，官府找个理由便可以征收、拆迁，哪怕是有碍&ldquo;观瞻&rdquo;，也可
能会被勒令&ldquo;尽行拆卸&rdquo;。
其次，有威望的士绅、绅商虽然在地方社会具有某种&ldquo;自发性权威&rdquo;，并获得了非正式的
公共治理权力，但是这种权威或权力，并未得到法律上的正式认可，而只是一种惯性做法，甚至表现
为缺乏合法性的&ldquo;隐权力&rdquo;。
民间宗教与帮会势力更是朝廷所不容的非法权力。
&mdash;&mdash;这也是这本小书继续以&ldquo;隐权力&rdquo;为主线索观察古代社会的原因。
所以，至少在清末新政之前，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就是一个权力独大、权力说了算的单轴社会。
显然，这个社会距离秋风先生所说的&ldquo;优良治理的社会&rdquo;尚远。
四这本小书虽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观察对象，不过多数篇目还是聚焦于晚清社会。
晚清是一个新旧杂陈、传统与近代相碰撞的大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发育取得瞩目成就的历史时段，绅
商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于晚清，资政院与谘议局的设立，也给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
制度化的平台。
考察晚清社会，不但可以梳理传统社会的成员借重&ldquo;隐权力&rdquo;参与公共博弈的惯习，而且
也为我们发现优良社会治理的现代方向提供启示。
在我看来，优良社会治理的现代方向便是，从单轴社会走向共治社会。
所谓共治社会，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描述：纵向上，社会不是官方权力的附庸，而获得充分而坚实的
自治空间；横向上，社会由各类小共同体分享公共治理的权力。
如前所述，传统的&ldquo;私民社会&rdquo;实际上也存在&ldquo;共治&rdquo;的因素，但那种&ldquo;
共治&rdquo;显得脆弱，而且缺乏合法性。
现代方向的共治社会，应当重塑官府与民间、官与民的公共关系，赋予民与民间参与公共治理的合法
空间。
拙著《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出版，蒙《新京报》不弃，获评2010年&ldquo;春季好
书&rdquo;，我曾写了一段个人感想，在我第二本小书有机会出版之际，我愿意将这段感想再表达一次
：期待那些通过暗盘操作影响权力运行的&ldquo;隐权力&rdquo;被清除到最小化，而那些合理的非正
式权力则可以获得合法身份，从而摆脱&ldquo;隐权力&rdquo;的尴尬。
如果小书能够引起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则作者深感幸甚。
是为序。
2011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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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考察了亚权力集团（如粮胥、狱吏）、传统士绅、近代绅商、民间宗教、帮会势力、伶
人、苦力等社会群体的“非正式权力”，以及其与官府的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此勾勒出中
国传统社会的运作逻辑。

　　本书的第一辑，主要考察寄生在权力链条上的有权者对无权者的盘剥；第二辑主要考察士绅群体
与官府、官员之间的博弈；第三辑主要考察晚清绅商、一般商人与权力者的关系；第四辑主要考察官
府对民间“神的代理人”的态度；第五辑则主要涉及对社会边缘、下层群体与官方关系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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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钩，历史研究者，主要关注领域为明清时段的政制与社会生活，习惯以社会学与政治学为分析
工具，对正史野稗、前人笔记所记录的明清社会、官场细节及其背后隐秘进行梳理分析。
在《博览群书》、《书屋》、《社会科学论坛》、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有多篇历
史社会学随笔，著有《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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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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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完小书的最后一篇稿子，还有几句余话要说。
 小书以“隐权力”为切入点，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官与民、官府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为主线索，但毕竟
由于各篇都是独立成篇的文章，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只是在编辑成书时，作者根据各篇的侧
重点，对文章略作分类，以期看起来更条理一些。
大致来说，小书的第一辑，主要考察寄生在权力链条上的有权者对无权者的盘剥；第二辑主要考察士
绅群体与官府、官员之间的博弈；第三辑主要考察晚清绅商、一般商人与权力者的关系；第四辑主要
考察官府对民间“神的代理人”的态度；第五辑则主要涉及对社会边缘、下层群体与官方关系的观察
。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食权者的分肥原理》、《冤案是如何平反的》、《为权力而祈祷》与《神像
与官印》(原题《出家人的隐权力》)四篇文章，原本已收录入作者此前出版的《隐权力：中国历史弈
局的幕后推力》一书，因为考虑到这四篇文章都是侧重于讨论官民关系，更符合本书的主旨，所以经
修订后，一并收进本书，这里也特别向读过《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的读者致歉，希望
本书的其他篇目，能够补偿您的重复阅读。
 《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出版后，坊问出现了一些引用或仿造“隐权力”概念的书籍，
我很乐意于这一概念能够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使用，但有一本讨论“泛权力”的作品，其核心概念与
基本思路，均模仿自拙书。
曾有不知情的读者问：到底是谁模仿了谁。
这让我感到不舒服，所以在这里指出说明，是“泛权力”模仿了“隐权力”。
 更让我气愤的是，拙书出版不久即被盗版，以“吴思最新力作”的名义兜售。
这不仅不尊重我的版权，也对不起吴思先生。
盗版书的后100页，全是盗版商私自添加进去的、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不知是什么人写的文章，与“
隐权力”毫无半点关系，文笔也十分拙劣，东拼西凑，乱七八糟。
全不知情的朋友，如果真的以为那些文字是吴思新作，岂不是大大损害了吴先生的清誉？
半知情的朋友，知道《隐权力》是吴钩写的，却不知那盗版书后部分的垃圾文字乃是盗版商拼凑的，
这也坏了我的名声。
也需要在这里特别澄清。
 不管是上一部《隐权力》还是现在这本小书，都从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概念中获得了启示，在此向
吴先生致谢。
也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李又顺先生，我写作懒散，李先生督促着我将书稿如期完工。
也感谢吴思先生、秋风先生、马勇先生、张鸣先生为这本小书撰写了推荐词，他们的美言，我愧不敢
当。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更得到我妻子杨娜的莫大支持与鼓励，她是拙稿的第一个读者，还自告奋勇当了
拙稿的校对，指出了拙稿的不少失误。
我的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吴桐也很关心爸爸的书稿，并在我写作时给我鼓劲，给我枯燥的写作过程带来
了非常大的乐趣。
本书献给她们。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虽然对拙稿再三核校、修订，但一定还存在着诸多错漏，趁着付梓的机会，也请
读者方家教正、批评。
谢谢你们。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隐权力2>>

媒体关注与评论

“潜规则”描述了互动中的无形边界，“隐权力”描述了互动主体的无形力量。
“隐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社会现象，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江湖。
—— “潜规则概念之父”、《炎黄春秋》杂志主编 吴思与前一本著作相比，本书对传统中国源远流
长而广泛的社会自治组织和运转情况，进行了有趣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揭示了绅士群体的正面作用
——作者赋于了“隐权力”以积极意义。
这本书会让你重新思考自己关于中国传统的成见，更为理性地构想在中国建设自治社会的路径。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秋风走社会科学的路径，研究历史，而且制造新名词，这是
吴思的研究路径。
吴思之后，又有吴钩。
话说得明白，理讲得透彻。
“潜规则”无独有偶，“隐权力”也许不久将风靡于世。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鸣中国社会的全部，除了凸显的主流社会外，一定还有一个隐蔽
的社会。
这个隐蔽的社会一定还有着自己的社会规则、行为准则，一定还有与凸显的主流社会不一样的隐蔽权
力。
吴钩先生所研究的是一个我们过去不曾知道，或者说知道得不太清楚的一个隐蔽社会。
只有将一个凸显的主流社会和一个隐蔽的社会结合起来，才能看清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也正是吴钩先生《隐权力》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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