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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讲述了中国“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政实践贯穿历朝历代，一脉相承
。从夏、商、周时期的初露端倪，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雏形渐成，到秦汉、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承与演
变，历经两千余载，日臻完善成熟，奠定了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独有政治模式。新中国建立后
，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核心对“以德治国”方略的认识更加理性、成熟、清晰，并付诸实践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领域，从“以德治党”、“以德治政”到“以德治社”、“以德育人”，形
成了独领风骚、独具魅力的中国“德治观”和德治实践模式。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以德治国”的方略必将起到凝聚人心、指引航向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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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德治理论，也随着其赖以产生的土壤的变化而不断地在理论
和实践上发生着变迁。早在夏、商、周之前，德治思想就已萌芽。及至商、周之后，德治的雏形“礼
治”渐成时尚，至西周周公旦初步提出“德治”，而集德治思想之大成，最早系统论述以德治国理念
的是孔、孟。儒家德治思想被地主阶级采用和改造后，定型于两汉时期的董仲舒，完善于包括韩愈、
朱熹在内的唐宋以来诸多的思想家，作为主导治国理论历经时代洗礼而日臻完善。伴随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中断，社会主义初期对于法治的强调，提出的“以德治国”，是对古代德治传统富于时代精
神的发扬和超越。 一、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先王崇拜与德治思想 先王崇拜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
在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统治者、思想家还是普通百姓，都将先王视作完美无缺的人格象征。崇拜先王
、效法先王已内化为华夏民族深层的意识形态，并由此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德治思想传统，深刻地影响
中国古代政治数千年之久。 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是由祖先崇拜衍化而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男
子已成为财产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丈夫在家庭中占据了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最终促使父权家长
制家庭形成。这种家庭形式的一个根本特点是：“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
他们握有生杀之权。”这样，在父权家长死后就出现了让人向往的财产和权力的继承。由于继承人把
继承来的财产和权力视为已故家长的福荫，加上对已故家长威权的敬畏心理，就形成了祖先崇拜并发
展起相应的崇祖规范。 中国早期国家是在未完全摧毁原始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形成的。这使父权家长制
家庭的统治模式，被推广为国家的管理模式。最高专制的家长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而且王位世袭。中
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就是在父传子、“家天下”的形式下建立的。王位的继承者从先王那里继
承来的权力和财富，比一般家庭的继承者从已故家长那里获取的要大得多；他们对先王在世时拥有的
远非一般家长可比的权威，有着更加强烈的敬畏心理。这些自然促成了对先王的崇拜。古代中国在国
家建立后长期处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这使由祖先崇拜衍化而来的先王崇拜，在先秦及
其以后的各个时期都普遍存在并有着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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