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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政治文化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其政治文化的脉络从未中断过。
由于中国是一个环山面海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民众乐于自给自足、耕读传家、人伦和谐、自强不
息，国家追求国泰民安、讲文息武、经济文化繁荣，所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其政治文化没有受到
外来政治文化力量的致命干扰，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一直以来均按自己的方式与轨迹发展着，形
成了有别于他族的特有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风俗习惯，使自身的政治文化具有了原
生态特点。
在这个原生态的政治社会系统内部，政治心态文化模式、政治行为文化模式、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和政
治物态文化模式均具有独特的风格，儒家文化无论是原生态的还是儒释道三教思维模式合流以后具有
极强社会适应性的儒家文化，均以其丰厚的积淀浸染并主导着这个政治文化模式，从而成其为灵魂。
而奔流不息的中国历史长河，带来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社会丰厚的政治文化。
在历史长河流动过程中，虽然有些政治文化因子自然消失了，但有些政治文化因子却缓缓地沉积、存
留下来，在各自的层面上继续发挥作用。
那种在历史长河中沉积下来并继续对现实社会发挥影响的政治文化因子，其实就是政治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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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到了新环境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日新月异的学术气息，以及诸多教师力求上进的拼命三郎式
的拼搏精神。
它使贪图安逸、疏懒成性的我倍感压力的同时，在生活习惯有所改变，只得望其项背奋起直追。
这期间，游俊教授、李汉林教授、杨庭硕研究员、罗康隆研究员、龙先琼教授、瞿州莲教授等给我提
供了生活上的许多关照，同时也提出了学术新要求。
游俊书记／校长一直以来希望我拓展研究领域，还在百忙之中为这本小书欣然作序并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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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治国模式的确立(一)治国以礼的开始礼被确定为治国模式，始于西周的周公。
“先君周公制周礼”，鉴于周初社会的动荡和复杂的形势，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幅员广大的新建国家，
在继承“夏礼”、“殷礼”的基础上，着手将分散零乱的礼进行编排、修补和厘定，使之系统化、制
度化和规范化。
其基本精神是别尊卑、序贵贱，在区分等级差别的前提下纳天下于一统，在宗法政治基础上建立大一
统王朝长治久安。
(二)“隆礼重法”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竭力主张礼治，反对法家的“法治”。
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耳且格”；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强调仁、义、礼、智四端，并将礼看成体现仁义、进而实现“
王道”的重要途径。
他们对礼的实际范围、礼的形式进行了改造，并没有改变礼的本身。
荀子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
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特别是荀子“隆礼重法”，将礼与法有机结合起来，实际上提出了“礼法一体论”，对后世影响很大
。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统治者、政治思想家均将礼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原则。
《左传》云：“礼，王之大经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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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近三年的思考和写作，这本旨在拓宽中国统战理论与中国土司政治文化研究视域的二十余万言的
小书终于炮制出来了。
之所以说这本小书是炮制出来的，并非故作矫情，是因为它根本不能与时下学术界长达四、五十万甚
至是上百万言的鸿篇巨制同日而语。
而且由于出版社催得很紧、修改时间极为仓促，在史料的运用与语言的组织方面尚显粗糙，存在诸多
不如人意的地方。
敬希专家和读者见谅，如有再版机会，一定设法补过。
一九八七年我自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一直在湘西民族教育学院(后来合并为吉首大学师范学
院)从事《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
选读》、《湘西通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担任九年助教期间，开始涉足中国土司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并有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
的权威刊物《民族研究》发表系列论文。
到了2004年初，我被调入政法学院(后组建为历史与文化学院)/人类学与民族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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