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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胡晓松校长、雷原与王宁宁教授主编的北京开放大学经典读本系列丛书分两辑共二十四本，即
将问世。
　　两辑丛书有一些基本的特点：　　第一，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以此体现述而不作的
治学精神。
对这些经典的阐释有利于奠定文化基础，厚积薄发，使我们的文化永远有一个凭借。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经典著作，并且我们对经典
永远保持着一种敬意，使经典著作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根本与源泉，如此，也使我们的文化自始至终
有一个中心。
　　《导读》、《导读》不仅加了拼音，还加了注解与导读。
《论语》、《大学》、《中庸》被列入《四书五经》，自宋之后一直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今天以这种敬意与温情对待仍然是必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既离不开这种精神，也离不开这种做法，
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中，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与态度。
中华民族即使遇到磨难或灾难，有这样那样的不测，若还有几部经典，我们能朗朗上口地背诵下来，
记在大脑里，藏在心中，用在实践，我们的中华民族就必然有复兴之日。
背诵和研读经典，有熟能生巧的意义，修身养性，启迪智慧，自觉觉他，这必将对改变人生的气象具
有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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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导读》是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
书所写的导论。
《北京开放大学经典读本系列丛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导读》对汉、唐、宋、明、清诸代的政府
组织，考试选举监察制度，财经赋税制度，军事与兵役制度，民族、宗教制度与政策进行了比较详细
的阐述，并对每一制度进行了利弊得失分析，对每一朝代的政治进行了评述，既继承了原书的精华良
质，又推陈出新，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北京开放大学经典读本系列丛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导读》不失为条理性、逻辑性、生动性和
有趣性为一体的导读读本。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导读>>

作者简介

　　吕正明，宁夏永宁县人，1967年7月1日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毕业，曾在研究机构
和出版机构供职。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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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代的各禁区利弊得失分析　　清代前中期疆域辽阔、广大，但清代统治者却在疆域之中划分了
许多禁区，禁止王朝的主体民族——汉族进入禁区，以保护统治民族——满洲人、次统治民族——蒙
古族的利益，人为地把各民族分隔开来，充分体现了清代统治者分而治之，保护、维护满洲贵族的利
益的思想意识。
　　划分的许多禁区，大多在边疆。
由于不许汉人进入，开发得特别晚，人烟稀少，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始的自然状态。
从现代视角来看，有保护自然环境的积极意义，这一点应予以肯定。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纷至沓来之时，出现了问题。
清王朝打不过列强，屡屡割地赔款，边疆首当其冲，很大一部分边疆地区被割让给了列强，这是清代
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其私心政策导致的恶果。
只是在这一状态屡次出现的情况下，同治、光绪年间的清代统治者才开禁边地，准许汉人移入，开垦
田地，移民实边，否则丢掉的边疆土地可能会更多。
　　整体而言，清代的边疆禁区政策不可取，应予以否定。
　　第四节　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基本上继承了明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
。
清代是一种部族政权，这首先体现在它的选官、用官制度上。
满洲人在政权之中居于绝对优势和有利地位，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居于附庸和不利地位，以此维
护和保护满洲贵族的利益。
清朝规定在行政机构、军事机构中实行按民族分配一定官缺的办法。
把全国的重要官职分别定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等多种，其中以满洲缺、汉缺为
主，按缺补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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