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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拨乱反正到恢复正常再到日渐升温
至热潮的过程，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其中应运而生，起到了组织、引导和推动的作用。
到了最近几年，似乎出现了一热一冷的局面：关于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日趋繁荣，硕果
累累，而大众化的普及工作却没有跟上，不少人对孔子、儒学有隔膜，对儒家文化说不出一个子丑寅
卯来。
有鉴于此，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坚持继续推动学术研究的同时，下决心抓一抓普及工作，除了借助电视
、动漫、网络、讲座、《论语》普及工程、经典诵读工程等多种形式宣传孔子、普及儒学以外，还专
门组织编写了这套“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目的在于向国内外读者介绍儒家文化的基本知识，加
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儒家文化是以儒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
儒学与儒家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儒学主要是指儒家的思想、理论、学说，儒家文化则是儒学走向社会，化成天下、移风易俗而形成的
包括制度、礼俗、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文化。
儒学是儒家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家文化是儒学的浩瀚长流。
儒学通常为知识分子所掌握，儒家文化则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
儒家文化比儒学拥有更丰富的内涵，更广阔的覆盖面和更广大的人群。
儒家文化在汉代逐步形成，两千多年来，一方面，儒家文化昂扬直上，远播海外，形成了一个包括中
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中南半岛在内的巨大的儒家文化圈；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又以其居于轴心
的地位，宽容、平和、理性地对待其他形态的文化和异质的外来文化，博采众长，融会创新，不但引
领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博大气象，塑造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崇教重文、
守礼义、知廉耻的国民性格，培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不了解儒家文化及其价值，就谈不上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及其价值。
由不了解而不珍惜，“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是近百年来一再发生的文化虚无主义偏
向。
今天，我们倡导儒家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固然是为了拓展新的学术与文化领域，更重要的是为了摸清
我们的文化“家底”，认识“自家无尽藏”的价值，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广泛吸收人类文化的优
秀成果，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编撰“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主要目的是向读者传播有关儒家文化知识，让读者对儒家文化有一
个基本的认知，了解儒家文化的优点和特点以及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为此，我们着眼于儒家文化几个大的方面拟出选题。
“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是关于儒家文化的普及性系列作品，要求作者是专家、大家：专家搞普及
，大家写小书。
我们通过向社会招标、专家推荐等形式在全国选出了9位作者，完成了9个选题：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
教育（郭齐家著）、儒家法文化（俞荣根著）、儒家生态文化（乔清举著）、儒家伦理文化（唐凯麟
、陈仁仁著）、儒家孝悌文化（舒大刚著）、儒家政治文化（林存光、侯长安著）、儒家礼乐文化（
丁鼎、郭善兵著）、儒商文化（戢斗勇著）、儒家文化与世界（施忠连著），这些著作都凝聚着作者
在探索普及儒家文化方面花费的心思和功夫及其奉献精神。
编委会明确要求，“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是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通俗性、普及性的介绍之作，富
有经典性、文学性、教育性。
首先，作者对儒家文化有精深的研究，能够深人浅出地予以表达，对某一专业作全面系统、客观忠实
的说明和介绍，重点写那些仍有现代价值的、有助于人们认识儒家文化的内容。
其次，在素材选择、主题提炼以及运笔形式、行文风格上，都要融入现代意识，力求与时代精神相契
合。
再次，要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化用自己的文字予以表述，使用大众语言，舍去一些艰深聱牙的
言辞，不使用学术语言，多使用叙述性、描述性的语言，要通俗易懂，活泼流畅，图文并茂，雅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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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
其实，要写好一本大众普及读物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普及读物不仅要求文字浅显，可读性强，而且要求有学术含量，要体现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同
时也彰显了作者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年朱光潜先生以“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为副标题，出版了美学佳作《谈美》。
朱先生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和明白晓畅的语言，顺着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及美的特点这一脉络层层展
开，以一种对老朋友的语气娓娓道来，平易亲切，引人人胜，从而净化了读者的心灵，“引读者由艺
术走人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朱自清语）。
该书先后重印三十多次，成为科学性、普及性的经典之作。
大家学者的风范告诉我们，一方面，大众读本不能写成艰深的学术著作，因为曲高和寡自然应者寥寥
，普及变成空谈；另一方面，大众读本又不能没有学术含量，因为没有学术含量就失去了普及的意义
。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为国内外热爱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提供一种对儒家文化的生
动的、通俗的介绍，而且能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种对儒家文化的有深度的认识，使读者在获得儒家文
化的具体知识的同时，可以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
聚力。
在“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中，儒家的教育文化、法文化、生态文化、伦理文化、孝悌文化、政治
文化、礼乐文化、商文化，都在作者的如椽大笔下娓娓道来。
我们力求把对孔子及儒家的研究转向当下日常生活，从生活中体认儒家之道，使孔子思想飞人寻常百
姓家；把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发掘出来，提炼出来，把它讲清楚，注意发掘中国文化中具有普世
价值的理念，变成每个中国人的自觉，还要把它变成世界性的东西。
一本好的文化普及读物，应该在完成这个使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 韩喜凯201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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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是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通俗性、普及
性的介绍之作，富有经典性、文学性、教育性。
《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为该系列中的一本。
《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包括了仁爱、礼义与政治——儒家之道的政治含义；道与势之间—
—儒教中国的基本问题；历史变革与政治斗争——儒家形态的政治改革与党争运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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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存光，男，1966年2月生，山东济宁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先秦诸子学、中国儒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旷世大儒——孔子》(合著)、《儒教中国的形成——早期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耻：人之为人的底线》等。
在《政治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孔子研究》、《齐鲁学刊》、《中国哲学》、《中国文化
研究》、《道德与文明》、《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主持并参与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
候长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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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宁死于虎口，也不愿生活在苛政之下！
这不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对那个时代的暴虐的统治者及其苛政的最悲愤的控诉！
社情民意如此，那么，谁才能拯生民于水火，解万民于倒悬？
谁又能真正为人民的心声代言，为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告？
在这样一个人民无法主宰和支配自己命运的时代，也只有将希望寄托在那些富有良知的政治家和思想
家身上了。
孔子可以说正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良知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而反对暴君苛政
、希望统治者以仁爱之心施行富民利民的治国之策也正构成了他整个政治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
  统治者的昏庸无道或者无所作为以及“苛政猛于虎”的政治现实令他痛心疾首，正是基于对现实政
治的这种败坏状况的深切感受，激励着他一生做着复兴古圣先王的良法善治的梦想，怀抱着“老者安
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伟大志向以及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乃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
宏愿、理想和抱负，“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执著地为国计民生、为大众百姓的利益和福祉而向统治者
建言献策，奔走呼告。
为此，他不得不周游列国，而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颠沛流离的羁旅生涯中，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
磨难，他却始终矢志不渝。
2.仁爱与礼治面对昏庸无能乃至嗜杀好战、残暴无道而不顾民生疾苦的统治者，孔子的政治态度和立
场是坚定而明确的，那就是批评暴政，反对杀戮，真诚地希望统治者能够以仁爱之心发政施教，以道
德感化老百姓的心灵，用礼义规范老百姓的行为，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生活轨道。
在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的问题时，孔子给出了一个最著名的回答，那就是“爱人”。
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孔子面对西周宗法封建制下世袭贵族的传统权力越来越具有一种不守礼法的、无
节制的“暴力”倾向的政治现状，所发出的一种人道主义呼声。
孔子所谓的“爱人”，并不是指一种纯粹情感化的表达方式，不是指以姑息的方式对待、爱护他人，
而是指富有仁爱之心的君子应该以道德的方式去对待、爱护他人，这就叫“君子爱人以德”，即用自
己的道德人格来感化和教育他人向善、以礼义来规范和引导人民的行为，所以孔子所谓的仁者爱人更
主要地体现了一种合乎道德和礼义地对待他人以及如何正确地治理国家和人民的道德理性的精神与原
则。
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孔子所崇尚的仁爱精神及其体现的道德理性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忠恕
之道”。
这可以说是孔子的整个思想学说中最富有光彩的地方。
有一次，孔子对学生曾参这样说：“参呀！
我的思想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
”但是，孔子并没有具体解释说这个基本观念究竟是什么。
所以，别的学生就问曾参：“老师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曾参就说：“老师是说，他老人家的思想学说中贯穿着的一个基本观念，不过就是忠和恕罢了。
”所谓的“忠恕”，是指对待他人的两种基本原则。
“忠”是从积极方面来讲的，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就是，自己具有独
立的意志和品格，也要尊重或帮助他人培养自己的独立的意志和品格，同样，自己想要有所发展和成
就，也要帮助他人像自己一样有所发展和成就；“恕”是从消极方面来讲的，就是所谓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意思就是，自己所不希望要的，也不要强加给他人，比如自己不想受到伤害，～那就
不要去伤害别人。
这两项原则迄今仍然被人看作是处理与他人关系应遵循的黄金法则。
孔子的忠恕之道，在实施的过程中事实上又必然会落实在一种推己及人的原则之上，即将善待自己的
方式或对待自己父母兄弟的方式推广施及于他人，去善待他人或他人的父母兄弟。
因此，孔子提倡的仁爱精神又特别强调孝悌（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的德行和伦理情谊，并希望以此
为根基来培养推己及人的“泛爱众”的仁爱精神，乃至在仁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种合理正当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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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将仁爱和忠恕之道具体运用到对国家和人民的治理的政治问题上，就是所谓的“道（导）之以德，齐
之以礼”以及富而教之。
在孔子看来，对老百姓施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理方式，比单纯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的统治方式，会更加合理而有效。
单纯地使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惩处的方式来训斥和强制人民服从，人民将会心存侥幸而只求逃避受罚，
而不会有羞耻之心；反之，如果统治者能够采取道德教化和礼义规范的治理方式，人民就会受感化和
引导而心生羞耻之感，从而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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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能够参加这套“儒家文化大众读本”的编著工作，并承担《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一书的撰
写，笔者实在是倍感荣幸，并一直心怀感激。
首先要感谢王钧林、杨朝明诸位师友的推荐引介，其次应感谢中国孔子基金会梁国典秘书长和彭彦华
女士的信任和关照，再就是要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臧伟先生对本书耐心细致的精审校阅。
没有他们的推荐引介、信任关照和细心审校，我们的这本小书恐怕是很难以这样一种形式得以顺利地
出版面世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小书是由我和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侯长安一起合作而共同完成的，该
生好学深思，是一位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学问的学子，没有他的合作，本书也很难顺利地完成，故在此
也应向他表示谢意。
本书由我.初步拟订出大纲并最后统稿，我本人具体负责撰写的部分是引言、一、二和结语部分，侯长
安具体负责撰写的部分是三、四部分，本来侯长安还撰写了另外一部分内容（古圣先王的故事儒家心
目中的理想时代），后因篇幅要求所限，不得不将这帮分内容忍痛割舍掉了。
书中疏漏纰缪之处由我本人负责，恳请读者朋友不吝批评赐教。
另外，借此撰写后记的机会，笔者还想谈一点最近一段时间的个人感想，以便与阅读了本书的读者朋
友进一步交流一些有关儒家与帝王、儒教与皇权、儒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看法。
在我看来，在历史上儒家与帝王、儒教与皇权、儒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
关系，二者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既有帝王对儒教的工具化的御用，亦有儒家对皇权的道德性的
抗争。
然而，这样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今人的眼中却往往被人们作一种简化的处理，乃至
导致了种种历史认识上的思想混乱。
在此，我只想就日趋高涨的儒学或儒教复兴论者在历史认识上的错乱意识谈一点个人看法。
宋人有诗云：“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这两句诗的意境用到今天儒学或儒教复兴的文化运动上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经过了严霜烈日的考验之后，春风的和煦肯定是令人陶醉的，然而，当日趋高涨的热潮热得过度时
，人们也是易于迷失掉清醒意识的，据我的观察，这一点已初步显露在儒学或儒教复兴论者的错乱的
历史认识的思维逻辑和暧昧意识之上。
有人主张儒教复兴的“上行路线”，主张立儒教为国教，显然对假势以行道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而这
一过高的期望恰恰来自于对历史上帝王尊儒的全面肯定。
不仅如此，有的儒学复兴论者还对历史上尊儒不尊儒的帝王不仅给予深切的同情，甚至还唱起了赞歌
。
譬如有人一方面大讲特讲孔孟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对专制的批判”，而另一方面同时又极
力强调古代王权（秦汉以后的皇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而“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
有哉”才是“社会的常态”，这不禁让人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故事，既然古代
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是与“地方自治传统”下的老百姓的自由美好生活不相干的，那么，儒
家还要批判、反抗王权干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古代王权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而对儒家的控制是无限的，故而才惹得儒家非要批判和
反抗它不成？
讲儒家“对王权的批判、反抗”“对专制的批判”的人还讲儒家不存在什么“圣王崇拜”的问题，似
乎认为批判专制王权与圣王崇拜是矛盾而不能并存的，殊不知对于历史上的儒家而言，对专制帝王或
专断王权的现实批判却并不妨碍他们推崇理想的圣王统治。
还有人讲：“现在有很多很无聊的说法，比如说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是很糟糕的制度，应该批判
，这是非常无聊的。
如果中国没有两千年的皇权制度，中国早就不行了；但这并不表明今天也应该实行皇权制度，。
这是‘时移事易’的问题。
”这话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暧昧而令人费解的，这话的意思从正面讲似乎是说：“中国两千年来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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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不应该批判，谁批判谁无聊。
”或者说，“中国两千年来的皇权制度根本就不是什么专制制度”，而“中国之所以是中国正是靠了
皇权制度才维持延续了两千年。
”这涉及到如何来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皇权制度的问题，甚至上升到了如何来看待中国之历史命运的
大问题。
不过，上面的讲法无疑是需要论证才能成立的，它至少需要告诉我们何以皇权制度延续存在了两千年
才失去其合理性，以及在皇权制度延续存在了两千年而被废除之后的今天才成了一个不应实行的“时
移事易”的问题？
历史问题是不能无聊地随口乱讲的，如果说皇权制度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维系中国命脉的根本制度，一
直都是绝对合理的，乃至在今天批判历史上的专制皇权都很无聊的话，那么诸如孔孟痛切批判暴君苛
政，思孟念兹在兹地以德抗位并强调民贵君轻，汉儒贾谊汲汲于发表“过秦”之论和董仲舒试图以天
权限制王权，东汉末思想家深刻反省帝王“以一威权，以专天下”的弊害，乃至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
羲和唐甄斥责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和“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等等，难道他们都是不明
白中国之为中国全在皇权制度这种道理的无聊之人吗？
悲乎！
今天的某些儒学复兴论者或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儒者似乎已不愿像一心一意地要“格君心之非”的
孔孟古典儒家和汉唐宋明的儒家那样对专断王权或暴君污吏们再心存批判反省的警觉意识了，他们究
竟被什么蒙住了历史认识的理性眼光，乃至怀着一种爱屋及乌的无聊心态，因认同儒家、儒学和儒教
，而竟至于容不得有学者对历史上的专制王权进行批判反思呢？
基于一种错误的历史认识而在今天倡导复兴儒学儒教，难道不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吗？
这是一个需要今天的儒学或儒教复兴论者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至少在我看来，儒家学者在今天日趋高涨的“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中，最吃紧的是唯有“养得
胸中一种恬静书味”，唯有养得胸中一种“诗书宽大之气”，唯有养得胸中一种开放包容、独立自由
精神，也唯有养得胸中一种“识大体”的历史见识，乃至认清历史上儒家与帝王（或统治者）、儒教
与王权（或国家权力）、儒学与政治的错综复杂关系的真相与性质，儒学或儒教的当下复兴才有可能
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项严肃而有意义的事业，否则，则徒滋无谓之纷争而已。
而关于中国历史上儒家与帝王、儒教与王权、儒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愿我们的这本小书能于此有
所贡献，是为志。
林存光201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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