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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史系列丛书”力求避免学术的艰深与晦涩，而是定位于通俗与普及，语言生动、流畅，资
料翔实、鲜活，做到了雅俗共赏，适合各个层次的读者阅读。
丛书中每本书都配有200多幅图片和照片，这些旧照片、旧明信片、旧档案等弥足珍贵，它们和文本内
容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相得益彰，图文并茂，使得丛书很有鉴赏性和收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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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对于人们来说，窃贼这个词并不陌生，但窃贼究竟起于伺时，却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
俗话中有“强盗碰上贼爷爷”之说，说明窃贼确实是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最为悠久的一种破坏社会生
产和社会秩序的一类人。
历史上有“殷人好草窃”的记载，足见此道产生之早。
    然而，盗窃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行为。
在《礼记·礼运》中曾有如此说法：“大道之行也，⋯⋯盗窃乱贼而不作。
”这说明原始公有制下并无窃贼。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中，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所有收获大家共享，没有阶级，也没有剥削，正
如《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那样：“天下为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
身也，不必为己。
”这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在这种条件下，盗窃行为自然就无从产生了。
    窃贼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私有制也随之而产生。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逐渐被私有制社会所取代的过程中，由于对社会剩余财富的占有不平衡，便有了贫
富之分化。
少数氏族首领依仗着自己的财富和权势，逐渐成了奴隶主，统治着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而
绝大部分氏族成员则丧失了对氏族财物的支配权，沦为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一些人铤而走险，走上了以不正当手段谋取财物的道路。
这是窃贼产生的最原始的动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这样论述道：“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
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
相反地，犯罪和现，彳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相同的条件”，就是私有制和阶级斗争。
所以说，盗窃和其他任何犯罪一样，也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
    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产生之后，窃贼的盗窃行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过是被剥削者反抗剥削
者，夺回自己劳动果实的一种方式，即以“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鲁国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
孔子答日：“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其意思是说，偷盗的发生是由于统治者贪得无厌，将社会财富搜刮一空，被剥削者为了生存，才不
得不盗窃。
    老子有一段话说得更为透彻：“民之饥，以其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是以难
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参见《老子·七十五章》)    由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和对普通平民百姓的残酷剥削，致使广大劳动
人民处于贫困痛苦的生活之中。
正是因为生活环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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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凡财物所有权在人者而我取之，以强力行之为盗，其得之也日抢；以诡计之者为贼，其得之也日
窃。
                                         ——《清稗类钞·盗贼类·盗贼横行》    律使窃者刑，伤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盗
不止者，非不畏死也，念无以生。
谓坐以待死，不若起而图生矣。
 　　　　　　　　　　                                                   　——刘敞《患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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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凡财物所有权在人者而我取之，以强力行之为盗，其得之也曰抢；经诡计之者为贼，其得之也曰窃。
本书将带你走入中华文明历史上的盗窃文化的内涵及盗窃行为产生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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