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0182490

10位ISBN编号：7560182496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胡锐军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11出版)

作者：胡锐军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

内容概要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架》从政治儒学的视角看，儒家思想是一个以全面安排
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设计学说。
历代的儒者们都一直在努力尝试并构思一种精巧的政治设计，他们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设计
并建构了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的政治秩序样式，把追求“王权主义一小康社会一大同世界”作为自己
的理想归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
儒家的这种政治设计思想对维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清王朝
的灭亡，它也因失去根系赖以蔓衍芜生的土壤而最终崩溃，此后的很长时间，历经的都是蹇剥的时运
，社会和学界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多种多样，论争也一直持续至当下。
可见，究竟如何来审视和评价儒家政治文化仍有重要的价值，而且，时下，道德沦丧、精神迷失、政
治腐败等社会政治问题和时代积弊正不断滋生，和谐社会和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下破冰前行，重新省思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就更加必要和迫切。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架》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
架，择取传统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共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其现实层面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对儒家
政治设计思想及其政治秩序样式的基本体系、价值属性、理论特征、时代效用、历史影响、现代转向
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审视和考量。
最终对儒家政治设计思想诉求和没落的原因及如何进行现代转向等问题作了一新视角的尝试和探讨性
的现代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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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道的规范性，为儒家理想政治秩序的诉求和建构找寻到了应该和如何的本体论依据，是其
政治秩序建构和落实的规范性解答。
在儒家看来，政治秩序的重建和诉求都要依道的好坏而行，有道与无道，是判明一个政治秩序好坏的
标准， “有道既是政治理想，又是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尺度，据此，儒家把世道区分为‘有道之
世’和‘无道之世’，把君主区分为‘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
依照儒家的说法，循着‘有道’做下去，最终即可进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
由是，儒家推论出，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一个有道为特征的秩序模式，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的“大同”世界。
政治秩序从现实到理想的过程便始终是一个变无道为有道，一步步“修道”、 “体道”、 “得道”
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到小康再大同世界，儒家的每一步都在劝谏帝王要就正道、为有道。
道在现实秩序层面的表现就是“礼治”、 “仁政”、 “王权”的封建君主政治秩序模式，在理想层
面的表现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道最终为政治秩序的应然性模式提供了本
体论论证。
 综述起来，天命、天理、（天）道的整体意图是一致的，他们都充当了儒家政治秩序何以可能、为何
如此和应然如何的本体论论证，是具有同一本源意义和功能的不同词解。
由天命、天理出发，儒家认为政治秩序的一切皆由上天预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命、天理；
由（天）道出发，儒家认为政治秩序的终极诉求和价值归依应该是以有道为特征， “大道之行也、天
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次之则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世界。
由此，儒家政治秩序的来源、运作、控制、构成要素的安排、建构的原则和内容、理想归依、现存合
法性都能从这三者中得到终极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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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架》共分七章：第一章，对政治秩序的内涵及儒家政治
设计思想的内容作了简要分析和宏观概述；第二章，对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现实和理论根源进行了分
析；第三章，对儒家政治秩序的价值目标及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分析和论述；第四章，对儒家政治秩
序的样式演变和它们的共性政治秩序结构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对儒家政治秩序的作用机理及其具体
矢量的运行功能进行了具体解析；第六章，对儒家政治设计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考量；第七章，
对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现代转向的缘由及其原则、路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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