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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分地敞，生命孕养；芸芸众生，自趋炎凉。
　　工具改良，智者居上；人类崛起，万物逃荒。
　　定分止抢，善群为王；等级森严，国君尊光。
　　权大利广，乱臣觊望；血雨腥风，君旗飞扬。
　　名教纲常，人造罗网；返璞归本，追思老庄。
　　内忧频降，夷狄难挡；人伦错序，夷夏大防。
　　损兵折将，财散国殇；高压难久，政权再荡。
　　选贤敬长，太平路畅；大同世界，归梦黄粱。
　　理性跌宕，专权易狂；乱多治少，人类自戕。
　　华夏农桑，欧洲振桨；地理发现，西人远航。
　　大英扩张，大清梦香；枪炮破门，天子惊慌。
　　列强效仿，帝国鳞伤；割地赔款，开埠通商。
　　能臣良方，师夷保疆；中体西用，洋务图强。
　　甲午重创，政体膏肓；学子维新，百日败亡。
　　楚歌四响，立宪保皇；辛亥革命，帝制退场。
　　文化碰撞，思潮涌江；何济吾民，本土西洋?　　民主未享，国人彷徨；过路豪杰，龙袍伪装。
　　势造巨匠，审时导向；世局转型，哲思待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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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治一乱，终极自返；华夏至尊，蛮夷侍边。
在自我为中心的古老中国境内，一朝一代，自生自灭；一治一乱，周而复始。
围绕治乱问题，学者们各显其能。
纵览不同时代的治国大法，可谓林林总总，但几乎无不希望借皇权的力量将主张付诸施行，而对皇权
制度本身的质疑与挑战则凤毛麟角。
只是“夷狄”（主要为北方游牧、游猎民族）的侵扰，使本来的治乱进程复杂多变，外患有时会超过
内忧，甚至颠覆汉族政权。
但这往往更激起汉民族对“夷狄”的鄙视与仇恨，很少有人能从汉族根本性的政体结构上查找病因。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极少有人相信，远在天边的蛮夷之邦，竟拥有比自己更优越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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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帝治史观　　帝王政治历史观是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的起点，也是其他部分的重要前提
。
运用自己深厚的学识，结合亲身的政治经历，纵观历代帝王们的统治术，黄宗羲形成了自己的帝治史
观——总体上，尧、舜、禹及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帝王们遵循着王道；汉、唐时期，帝王们遵循
着霸道；战国以后的其他时期，无道可言，而且先王之法多次遭到严重破坏。
　　第一节　王道－霸道－无道　　（一）王、霸之辨　　辛亥革命以前的数千年内，帝王政治主宰
着中国民众的生活。
《诗经·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一观念延续数千年。
因此，古人把国家的安危、民众的忧乐与最高统治者——君主——联系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君主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也早有“舟与水”之关系一说，然而，在“人不可
一日无君”的潜意识下，君主往往被当做最终的决定力量，君主治国之术当然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要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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