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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精神之演进》

内容概要

《中国政治精神之演进: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基
础性研究的最终成果，主要讨论从孔子到王夫之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政治哲学核心理念的演进过程。之
所以选择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苟子、韩非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
武、王夫之、颜元的政治哲学核心理念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的核心政治理念代表了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内在品质和演进过程，也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政治价值的追
求、经验抽象和知识概括，是中国传统政治精神在思想层面的集中体现。《中国政治精神之演进:从孔
夫子到孙中山》之所以把孙中山的政治哲学思想也纳入研究对象，是因为在孙中山思想中，可以强烈
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政治精神的跃动。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政治追求，除了他接受的现代的政治形
式外，其基本精神内核，我个人认为仍然是很传统的，不过这种传统已深深地打上了走向世界的开放
社会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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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红太（字初阳）男，汉族，1956年11月生，黑龙江省海伦县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
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中外政治制度学科带头人，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重点学科带头人、所长助
理。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党的执政建设、地方政府创新和基层民主政治研究。是200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起草组的主要成员。目前正在主持中国社科院“中国地方政府职能建
设的区域差异研究”重大课题，主持并完成了“中国地方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创新案例”的国情调研
重大课题和重点课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重
大课题。主要专著有：《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概念、总结与探索》，《中
国刑律儒家化的标准问题研究》。代表性学术论文：《从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看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
阶段特征》，《中国政治文明的个性特征与独特贡献》，《“有效执政”与“有序参与”：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特色》，《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在政治领域》，《中国政治发展可能面临的危机与对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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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孔子的“为国以礼”与“仁”一、“为国以礼”的背景、意义与实质（一）周礼的瓦解和礼的
政治功能的凸显（二）克己复礼与对周礼的捍卫（三）礼的损益的主要体现二、仁的传承、实质与期
待（一）孔子之前或同时代人对“仁”概念的使用（二）孔子对“仁”观念的传承和发展（三）对孔
子仁的结构和实质的探讨（四）对孔子仁的实质的再认识（五）孔子对待刑杀的态度（六）仁的实现
与对仁的期待第二章 孟子的“人性”、“内圣外王”与“士人”一、人性本善及其内涵（一）心本善
与心、性、天的关系（二）仁、义、礼、智的含义二、内圣外王及士人的责任（一）关于“得天下”
的逻辑思考：内圣外王与仁政（二）士的责任与人格三、孟子对孔子儒学的发展（一）确立了儒学形
上理念，解决了关于人的善性的来源问题（二）积极回应社会变革，确定了儒学“内圣外王”的政治
实践路径（三）对士人责任和人格的规范，为儒学的践行确定了实践主体第三章 老子的“道”说与圣
人无为一、老子的认知方式与“道”、“德”的含义（一）老子对事物存在方式的独特认知（二）道
的存在及其属性一（三）“德”的含义及含“德”之物二、圣人无为的“太上”政治（一）“太上”
的政治理想与“道法自然”（二）圣人无为的论证及实践要求第四章 庄子对老子哲学及无为政治的发
展一、“是非之辩”的批判与梦中觉醒（一）人的认知的不同层次、多维性与是非之辩（二）“名物
局限”、事物的“然与可”和梦中觉醒二、“真人”、“虚己游世”及实践原则（一）“真人”的抽
象与真人的典范（二）“虚己游世”的实践原则三、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一）君主安道不知治天下
的无治政治（二）“心斋法”与“以鸟养养鸟”的事君原则四、“道”为何物？得道之法（一）“道
”为何物?（二）“得道”的四个范例五、对庄子评价的讨论第五章 荀子的人论、礼与君子之治一、
天人、化性与明心（一）“明于天人之分”（二）人性本恶与人的“知性”（三）“仁义之统”抑或
“礼义之统”二、明分、重法和君子之治（一）“明分使群”的“至平”社会理想（二）重法与“义
刑”、“义杀”（三）君子、“治人”与圣王的关系三、荀子对儒学政治精神的贡献（一）宋以降儒
者对荀子非难的辨析（二）“明心论”和“以礼统法”是对孔子儒学的重大发展（三）苟子儒学与鲁
儒学思想的异同第六章 韩非子对人情的透视与法势权术一、人情的实质与“利害场”（一）人情“趋
利避害”，“自为心”（二）人情因时而易，“世异则事异”二、论法势权术（一）人治与法治（二
）人设之势与权术第七章 董仲舒对儒家的改造和天人学说一、天的概念与天人类一（一）“天人类一
”与“天人感应”（二）天志仁，天道义二“天立王以为民”，“屈民而伸君”（一）天之立王以善
民（二）伸君、顺命、明教、立制三、关于“三纲五常”和“德主刑辅”（一）贵阳而贱阴，任德不
任刑（二）五行规范与设官施政四、如何评价董仲舒的学说性质五、董仲舒思想与荀子思想的异同六
、董仲舒政治哲学思想的评价（一）整合社会意识信仰，满足社会道统重建的需要（二）整合社会制
度规范，满足社会政统的重建或王权合法性重建的需要（三）整合社会治世精要，实现了治道的重建
第八章 朱熹的理学与君心论一、“理”的含义与“理一分殊”（一）“理”的含义与“气”的关系（
二）“理一分殊”与理气同异的研究二、心性诸概念与“正君心”政治大本说（一）心性诸概念的含
义及相互关系（二）“正君心”为天下事之大根本说第九章 王守仁的“心即理”与“致良知”一、对
朱熹理学的反省与批判（一）对朱熹晚年和中年思想加以区别（二）“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二、
“良知”的含义与“致良知”（一）良知的含义（二）致知格物（三）明德、亲民、爱物第十章 李贽
对世间价值的重新评价与“至人之治”一、“物即性”与“真即善”的哲学（一）“清净本原”就是
“山河大地”（二）童心即真心论二、重新评价世间的一切价值（一）儒学经典是“因病发药，随时
处方”（二）“是非无定”的是非观（三）“善与人同”的善恶观（四）“私者人之心也”的义利观
（五）“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贵贱观（六）“道之在人”的道统观三、“至人之治”的政治理论
第十一章 黄宗羲的“以天下万民为事”与“行天下之法”一、“以天下万民为事”的政治观（一）“
天下为主，君为客”（二）“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三）“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四）“
万民忧乐”的治乱观（五）“仁义功用”，由仁义行（六）“工商皆本”二、行“天下之法”的匡世
理论（一）恢复宰相制度（二）学校论政（三）实行宽取严用的取士制度（四）设方镇以去封建与郡
县之弊第十二章 顾炎武的“分权众治”与“名治”一、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二、实行“寓封建之意于郡
县之中”的政体三、实行“正人心、厚风俗”的名治（一）亡国与亡天下（二）“以名为治”的几项
内容第十三章 王夫之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总结与重构一、对张载气-元论哲学的注解与发展（
一）从“太虚即气”到“太虚一实”（二）从“一物两体”到“一体两用”（三）“天地之化日新”
与“太极即道”二、对儒家政治哲学核心理念的总结与发展（一）理气、道器与道德（二）天道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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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三）理势史观（四）人性与理欲（五）公私与义利三、重构以“仁义”为本、“政教”为用的儒
家政治哲学（一）“仁义”的含义，“政”与“教”及其关系（二）关于公天下、分统而治和进贤第
十四章 颜元的“恢复儒学正传”与“法三代”一、“以习行经济为事”的儒学正传（一）重新诠释儒
学正传（二）程、朱理学与尧、舜、周、孔之道“判然两途”（三）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
功二、为治“法三代”（一）行井田、均土地（二）复封建、强天下（三）建学校、重征举第十五章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对儒学政治精神的继承一、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一）旧三民主义的基
本内容（二）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二、以党治国及党义征服三、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评析（一）超
阶级的民族立场（二）顺应时代潮流的博大兼容精神（三）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某些局限性四、孙中山
对儒学政治精神的传承（一）要用民族精神救国（二）“尧舜禹汤文武”是对人民负责的（三）用“
三民主义”征服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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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理论上说是非常美好的，但现实的经验和需要又使人难以接受和实施这一相对久远的政治目标
，所以孟子的“仁政”理论也就终不为各国当权者采用。但孟子的“仁政”学说却具有久远的政治哲
学价值，事实上这一学说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政治实践路径。汉统治者能最终听从大
儒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提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层面并排斥其他学说的
存在，其统治者看到的就是“仁政”学说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
时代，实行儒家的学说，让老百姓修心养性以成就道德，“正其义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①
提倡君臣父子、忠孝和平，这当然对统治者来说是最佳的治世选择了。　　孟子对时代变革作出的第
二个回应是在政治伦理方面，也就是在如何规范统治者或治国者的人格方面。孔子时代，人伦层次用
阶级划分是宗法贵族为统治阶级，庶民奴隶为被统治阶级。按当时人的分法是：“天子有公，诸侯有
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
②当时是宗法的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伦关系从上到下既是层层的
君臣关系，又是宗法亲戚关系。按宗法等级制，每一个上下级关系都是君臣关系。诸侯对周天于是臣
，而对下属卿大夫是君；卿大夫对诸侯是臣，而对士（家臣）为君。另一方面，周天于是共主，同时
也是同姓诸侯的大宗；诸侯一般为天子的兄弟及嫡庶子或天子兄弟的嫡庶子等，为一国之君，同时也
是同族卿大夫的大宗；而同姓卿大夫又是同姓士的大宗。所以按周代宗法等级制，贵族的血亲集团也
就是统治者集团，上下既是层层宗法关系（父子兄弟），又是层层的君臣关系。君统与宗统是合一的
。或是父子，或是兄弟，或是叔侄，或是舅甥，统治集团也就是一个宗法亲戚集团。这种社会政治结
构，孔子高度概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
仁”，努力把人的善性与礼的秩序统一起来，在强调礼的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强调礼的伦理价值和修
己功能。应该说，这种对礼的坚持和发展在春秋时代还是有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基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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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治精神之演进：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政治哲学层面，主要从主流意识形态方面总结中
国政治精神，还可以列举许多。“为公”、“做人”、“德教”，仅仅是中国儒学政治精神的主要之
点。并且，中国政治精神不限于儒学，由法自然、依法治国、尚同尚贤以及从互含互化、情变世变则
法变、家国一体大局、实事求是出发的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体现出的治国原则和智慧，也是中
国政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政治精神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或民族个性，它是我们的祖先在
对政治精髓以及实践经验进行系统认真的总结以及切身感悟的基础上形成的。几千年积淀的政治哲学
的精华，我们不应断了这些血脉。要去其“三纲”宗法封建之糟粕，取其民族政治智慧和文化之精华
，为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贡献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历史底蕴的政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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