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先待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守先待后》

13位ISBN编号：9787549571139

出版时间：2015-10-8

作者：刘仲敬

页数：3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守先待后》

内容概要

在刘仲敬所重述的脉络与发现的节点中，我们发现，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
往往来自于自负与误读。所有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它都是知识光谱的辐射。《守先待后》一书精
选刘仲敬的札记、随笔、书评及重要篇章集合而成，并附有作者的诗词歌赋，纵横四海，穿越古今，
虽涉猎广泛，主旨却始终如一，以自由、封建、历史、秩序、德性、共同体为关键词，揭示古老自由
的真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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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先待后》

书籍目录

序 古老自由的源泉
Ｉ
大革命的终结
——从托克维尔、古参到傅勒
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中，天下乌鸦才会一般黑
天堂里的异乡人
——安·兰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渊源
群氓时代的异乡人
——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与中国人的问题
政治经纪人的大众民主
明镜、天平与舞台:古老和年轻的正义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百川入海、殊途同归
——谁之现代? 谁之世界?
Ⅱ
秦人信札
巫史文化的世界体系
想象中国，建构中国
华夏的世界主义与边界意识
Ⅲ
纯粹的理念，混浊的经验
——哲学与历史的遭遇
义理的历史与考证的历史
——卡尔·贝克尔的汉宋之争
文艺复兴人马基雅维利:史迹、史学与史观
Ⅳ
森林与封建
同侪陪审团
树大者根必深
威权主义与新威权主义
Ⅴ
国会政治的童年
国会政治的青年
Ⅵ
共同体的主权与边界
——罗马德性与以色列使命的战争
基督的美国、罗马的美国、双面神林肯与恺撒主义的再起源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黑人问题
附录
逸民高士眼中的梵高
诗词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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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先待后》

精彩短评

1、阿姨学
2、这真心不错
3、反对一下一星狗 不想站队
4、一如既往的深刻
5、2015.12.26夜22:52读完本册。“我们通过选择自己的神明选择自己的命运”，“信徒活着不是为了
研究福音书，而是为了活出基督；美国存在不是为了研究政治哲学，而是为了照亮世界”
6、芜野荒莽，渐臻至化。
7、刘仲敬搞的是历史神学，和宗教是一样的，强调先验的神性逻辑，以末日为恐吓，以救赎为诱惑
，同时还强调神选之民山巅之城以及所多玛和蛾摩拉，其实就是高级版的东方闪电。
8、浓酽氲氤，以点带面，确实值得一品
9、给四星吧，我不是盲目黑，但是有时候觉得阿姨的书有些说的tm确实不是人话，你得琢磨琢磨。
但是讲座还可以，除了口音。就当涨涨见识吧。
10、站队，就是给投五星，也给给投五星的投有用~
11、想看看。
12、哈哈哈哈哈哈哈，作者文风好犀利啊！不得不说，我刻薄起来的文风和阿姨好像啊⋯⋯ 感觉很滑
稽也很有意思
13、黑姨死全家！
14、还没看但打个五星先。#格局感#。 一星狗吃屎。
15、挺好看的呀  
16、不同文章中重复的的段落较多。好像是把论坛的文章直接粘贴过来的。开发过度了。
17、框架太小，或感觉不到，有见识，无深意
18、看评论争议挺大的  我看着还挺好的
19、人人文章合集，大部分都能在网上找到，出书的必要性不大。
20、还行
21、反对一星，我觉得不错。
22、啦啦啦
23、有点孤芳自赏的感觉，然内容丰富有趣。兼听，不站队。
24、在阿姨已出书中要算体裁最杂乱主题最分散的一本，编辑也不够认真，减去一星
25、硬生生刷成8.2 
26、没有能力评价刘的学术。但可以肯定，过去一年的阅读中，要数他的文字对我的影响最大。难得
的刷新三观的体验。
27、干死狗逼
28、好几处语句重复。
29、旧酒总是能喝出点新意，也算是种本事
30、守盎格鲁撒克逊之先，然而保守主义者有后可待吗？
31、远邪“蚁后”吧嗒吧嗒地产着蚁卵，这是一种什么样地精神哈，这是一种暂不为利，先树牌坊，
为攫取更大的“利”的前奏。自古名利不分家，远邪党只是在探索如何成为被某些资本关注、圈养的
途径。出书只是噱头，白蚁们更大的目标是蜕变为“文化资本”。所以，灭蚁先擒蚁后捣老巢。
32、书评、杂文、随笔汇集成的“世界政治思想史之我见”。纯粹看热闹，无力判断书中的大多数议
论，但对其在世界历史领域的纵横捭阖、来回穿凿，实在佩服。
33、笑着看过
34、大受启发，我知道布朗案，也知道冷战，却从未想过及了解过外交关系国际政治影响国内社会问
题
35、不求甚解地讀，竟然讀完，難以置信。後面附錄的詩詞算是贈品嗎？
36、从淫民日报前两天关于乡贤的报道可以看出，阿姨乃真·神棍！
37、阿姨的光辉根本无法抵挡啊！
38、1. 是个会读书的人。说的未必都对，但方法值得学习。2. 是个学者而且可算合格；而大部分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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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先待后》

者只是像是学者。
39、路径决定文件名，格式化决定路径。
40、看了书评  好像争议很大  但我觉得还可以啊
41、营养丰富~
42、几乎一口气读完八成内容，刘仲敬体系及思想再超想象。
43、历史哲学论基督教的伟大！
44、不用谢
45、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心自知
46、学习阿姨理论，提高姿势水平。看来阿姨也是有自己的语料库的男子，自己就把自己玩坏了。请
问阿姨，既然我们和古老的英格兰人民一样都信仰了玛娜，那么我们的命运是不是就相同了呢？
47、国会史部分跳过一大段，没脸噜
48、刘仲敬写书跟民谣歌手写歌一样，完全不用走心，只用堆积南方、姑娘、传统、自由这些词就行
了。
49、I书评II中国III历史学流派IV建制V简明英格兰宪政史VI美洲以色列
50、还能更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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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先待后》

精彩书评

1、大抵也是因为'负戴相携守故林,翻经问织意萧森'的缘故标题先吸引了我浏览是书，如果直接看到副
标题大约完全提不起看得兴趣。然后说一点犯了我阅读黑名单的手法哈，就是简介某人习惯先冠名XX
主义者、XX派。假如你老了还被别人说成是XX幼儿园毕业的你乐意？除此之外的部分，大体可以中
肯公允地说，这算是一份超出一般读书人的读书札记，纵向联想类比和交叉笔记的能力绝非横向联想
和原句引用的“史实”学究一朝一夕能练就的，后者只要会就会了。外科手术的类比用得很贴切，序
写得意味深长（此处为了避免沦为文艺批评我也提醒自己避免挪用什么气往铄古、词来切今，然后标
明一堆出处）。真不幸貌似我在大学里做的也都是此类纵向的读书札记以至于自己看得都有点莫名其
妙。虽然对史书和史学类不太有兴趣没怎么读过没能力挑出“史实”错误，读了多半也当催眠书看早
忘了。如果能够拣择时间段，还真希望儿时能读到的宏观叙述的史类书都是这样癔症文类的，说不定
对读史类或者社会学类的都有点兴趣了呢。说韦伯的参照系是战时普鲁士这个可以理解，说斯宾格勒
的参照系是晚期罗马这个真的有点费解，“群众的无形态政治”这样的行业黑话能说清楚点吗？说好
了是面向大众的啊。关于考据派和义理派、汉宋之争之类的，作者也在书里阐述地很明白了，前者多
半是无闻的“文科”技术人员，市面上都不会有他们的著作译文。后者才是大众熟知度比较广的，其
中列举的那些名家没读过的就不说了，不过狡猾如我者的确也不会从韦伯和斯宾格勒吸纳他们的主要
意见，工具理性这样的批判早就不适合工业4.0的时代了。至于斯宾格勒，上帝视角审视历史开口如此
之大，却对庄子的理解停留在“厌世”层面（当然我也知道这个不能对他太苛刻）、把人当成动物学
意义上的人类、地图册上的蜉蝣，视野域于一人一事，就像连思执都破不了的笛卡尔一样，还真的不
需要这样的人当指示性路灯呢。另外列举的经济学名家，的确我也在五年前看出来了只有马克思主义
和凯恩斯主义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学点基础会计学就不会轻易在前者讨论的名相层面思维了呢。至
于后者，呵呵西方经济学的公敌，经济学“史实”才是最好的站队依据。这书还真是勾起了自己很多
旧有想法的记忆，难得啊。大约是看出了点门道，一星黑都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以为孟子就是孟子主
题精神，必须有个标准答案一样的解读才是称职规范合理学术的解读。他们以为历久弥新的成名大家
才是不可更改一词一句的蓝本，毕竟古人和故人总不可能跳出来争名夺利了吧。然而孟子到底是说了
那么多话（且我也不信他这一生除了记录下来的这些就没再说过别的话没有过其他念头），哪句能被
填充到思想史里凑字数和哪句激发了后人的别想，根本是两码事吧。有一点嘲讽的，安兰德这样的所
谓知识分子用自谋的理智和庸众做对时，殊不知她自己也会被旁人鄙夷为庸众呢。至少看她的文学写
照完全可以这么说。只要涉及两者及两者以上的主角，就可以开启多线程多剖面视角，即所谓上帝视
角，毕竟同一个事件他者经验着你所未经验的。同理也可以把政治形态或者更原初的文明形态标画的
世界历史视为一种上帝视角，难怪世界正史及相应的史学和社会学论著总是如此违和，因为我似乎一
直在沿用旧约加启示录的救赎论视角，他们却都在用上帝视角。大抵也是出于些积重难返的见取见导
致作者并未“刷新”我的史观，所以我真的不是作者的粉丝不站队啊。关于诗词风格的南顿北渐，倒
是以为作者写的略闺秀气、偏似文人画般的渐悟。如果存在一种南禅宗的顿悟诗风，则当如枯木怪石
图般嶙峋乖戾。＝＝一个在面对群氓蚁蝼制造的危机只会默念南禅宗口头禅抵挡的人其本身只吸纳了
点先人的牙慧就下些见取见梳理经论脉络，一个会去引用这样的人说的话其下的立论和边见值不值得
参照请自察。Let us do hope one of our wittgenstein will slither his lid to trakl.
2、人类共同体大体沿着蛮族－希腊－罗马－埃及的顺序，从原始丰饶的黑暗回到原子末人的黑暗。
——题记文明是德性积累越过阈值的产物。罗马秩序是文明叔季的最后正义，然而归根结底不过是挥
霍封建自由及其私性自由权利的积蓄而已。埃及（吏治国家和顺民散沙）在文明的余烬中取暖，等待
黑暗的降临。秋季的摘果人不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只有播种者才需要了解古老自由的源泉，在甜蜜
的果肉中保存坚硬的种子。立宪论从西塞罗、博丹伏脉起，在孟德斯鸠身上浮出水面，流过贡斯当、
托克维尔、古参，始终不过是“共和左派－反教权主义史观”大树下的野草闲花。托克维尔是无所不
在的，甚至在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地方，字里行间也无不充满对他的答辩。何谓自由？自由是隔离并缓
冲政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空间。雅各宾准备一举抹去政治与社会的界限，而社会通过热月，夺回了本
来属于自己的位置。何谓旧制度？王权不得直面其民，必须通过中间社团的调整制约。大革命是布尔
乔亚取代旧贵族？否。贵族从未像大革命前两百年那样人才辈出，融汇了全国的精华。布尔乔亚是机
会主义谋利者，不是革命者，他们首鼠两端，企图不付成本而取得大利。旧制度何以灭亡？社会厉害
日趋分歧庞杂，国家吸收诱导机制失灵。漫长的两百年启蒙同短暂的20世纪在这年秋天谢幕。诸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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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先待后》

黄昏后，该有人为提坦——雅各宾史学收尸，然而，制造新神却不在谢幕着的任务当中。爱因斯坦曾
经坦率地说：“他执迷于大一统理论的动机不在功利，而在审美。1、天堂里的异乡人”我们判断某
个国家是否真的是个自由的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从精神气质上
说，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二月党人的孩子，无法摆脱追求绝对境界的道德激情。一
个人只有在面对老家没有的东西，才会表现出这样彻底而决绝的热爱。越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笨手笨脚
，就越是喜爱抽象思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所向无敌，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现实的挫败感。上
帝的光指引朴茨茅斯的新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知识分子是
社会的好仆人，却是坏主人。身处帮闲不帮忙的位置，往往显得才华横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苍生
何。然而爱慕虚荣的人一旦当权问政，就会怀念有责任感的庸人。知识和观念是游士的唯一资本，只
有在这个竞技场上，他们才有可能征服现实世界的拥有者。2、群氓时代的异乡人历史著作有两种“
单纯考据的历史，为政治哲学服务的历史，二者差异之大，不亚于乾嘉之学和义理之学。公众的世界
观和历史图景几乎完全由后一种著作塑造：资治通鉴而非为学术而学术才是他们重视的价值。托克维
尔真正的知音都是广义的社会学者或政治学者，希望通古今之变并从中获得启示而非可靠的事实。托
克维尔、韦伯、斯宾格勒的世界图景是：自由和文明的最佳状态已经结束或是很可能行将结束，粗鄙
的同质化沙漠注定要淹没百花齐放的绿洲。托克维尔把这种未来称为”民主“，韦伯称为铁笼，斯宾
格勒称之为”群众的无形态政治“。托克维尔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各等级共治的旧欧洲经过绝对主
义国家，最终步入大众民主制，如同墒增过程的不可逆性，因此，抗拒平等化无异于抗拒全能上帝的
意志。明智之士只会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平等的自由还是平等的奴役。如果平等和奴役的结合长
期化，心灵的水准一定会持续降低，实用技术或许可以繁荣，然而追求纯粹科学的理论探索一定无以
为继。托克维尔问题产生于托克维尔对于未来的恐惧，平等化通常意味着以追求自由的平等为开端，
可是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演变成奴役的平等。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一切都是既成事实。3、政治经
济人的大众民主政治化约为选举，而选举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一次好的竞选是美国商业文化的演习
，投票率是敬业精神的回报。韦伯访问美国，惊讶地发现：美国民选官员的门槛居然如此之低，如此
不受国民尊重，跟受过长期训练，极其受人尊敬的普鲁士官僚形成鲜明对照。为公益事业高尚地奉献
自己，这种传统观念是贵族政治的遗产，并不符合美国宪法的民主精神。4、《明镜、天平于舞台：
古老和年轻的正义》法律是最古老的学科，基本价值和框架都来自历史的黎明时期，近代的演变只涉
及表层。秦汉的中国法和律都是非常马基雅维利的低级统治术，完全不具备权利和正当性的意味。审
和判在汉语中都有居高临下的权威式想象，却很少有同侪仲裁者的不偏不倚的形象。战争的仲裁就是
神意体现，可以方便地结束争端而无需给出其他理由。决斗是战争的简化版，诉讼是决斗的文明版。
决斗公证人演变成诉讼陪审团，同样由人品可靠的街坊邻居组成。神裁和陪审团裁决的基础都是神秘
的信仰，因为真相的探究根本就不在人类可怜的理解范围之内。普通法扮演了托克维尔的民德训练场
，造就了施密特的司法国。如果说普通法的正义以人的有限性为前提，通过盲目性体现神的大能。宗
教裁判所得正义就以理性的可能性为前提，睁大眼睛效法神的全知全能。进步是政治家最喜爱的概念
，却是普通法家最需要警惕的概念。5、巫史文化的世界体系文化特质支配历史解释，这是典型的20世
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迅速转为内向。北宋到南宋，明代到清代都是如此，
原因不在于学术发展的内部逻辑，而在于政治世界的横向摧残。经义大概就是宪法性秩序在华夏的最
接近对应物，《周易》作为天下秩序的思想实验，在巫史文化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这种文化是纯粹现
世的，只有政治这一个维度。封禅在司马迁父子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原因就在于此
。6、华夏的世界主义与边界意识失野仁一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挑明了问题：中国不是法国，德国那种
地方意义上的国，毋宁说是一个没有边界意识的超级文明体。梁启超草率地将中国降低为西欧国际体
系中的一员，其实华夏文明的分量可能更接近于欧洲整体。清朝的满文老档很难看出华夏文化无远弗
届的伟大同化力，却随处可见内亚统治者玩弄权术的精明狡诈。节气一到。报春花就会处处盛开。方
亦元201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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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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