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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逻辑，即民本思想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机理。
民本思想的发生、发展、理论结构是民本思想的内在机理，民本思想的存在原因、历史作用、实践条
件、与民主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是民本思想的外在机理。
    本书认为，“民本”有两重含义：其一，民众是国家之本、君主之本；其二，国家和君主应做到以
民为本。
夏商周之间的暴力替代，使得民本思想作为一个解释政治变动的新元素在神本思想旁边逐步成长起来
，最终代替了神本思想而成为中国古代主流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的发展，有两条线索可以追寻，一种是“作为价值的民本思想”，另一种是“作为工具的民
本思想”。
二者之间虽有交叉，但总体上看，后者是民本思想的主流。
从结构上看，民本思想是由一个理论前提和三个组成部分所构成，这就是“民本思想四要素论”。
一个理论前提是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即天下为公；三个组成部分是立君为民、政在养民和革命论。
四者之间从前到后是递推关系。
其中天下为公是民本思想理论结构的核心。
    民本思想之所以会在产生以后持续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民是财政之
源；第二，农民战争使统治者认识到了民众巨大的力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即民本思想与专制统治具有契合性。
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发挥了诸多作用：其一，它是政治批判的理论武器；其二，民本思想的实践
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其三，民本思想是体认和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本土文化资源。
    民本从思想变为实践的必要条件是明君、贤臣在位。
但无论是从民本理论本身还是从中国历史事实看，这样的条件都是很难具备的，这决定了民本思想的
乌托邦性格。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差异就是民本与民主的差异。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差异，从源头上的“分叉”看，中西方不同的血缘、商业、地缘状况以及不同的
社会经济状况是主要原因。
从“分叉”以后的“固化”看，中西方不同的政体样本、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实践是主要原
因。
尽管民本不同于民主，但民本中包含有一定的民主性因素，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主张人民拥有一定的
集体权利，包括拥有和享有天下、统治者应当尊重民意以及人民的革命权。
    本书提出，虽然从民本开出民主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但民本思想在今天还是应当被继承下来。
民本思想在今天最恰当的定位是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补充物”而存在。
这样的继承，其具体做法是两个步骤和两个引进。
两个步骤是：第一步，把内圣和外王断为两截；第二步，把民本安放在内圣领域。
两个引进是：第一，引进人权；第二，引进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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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温情是每个人都向往的。
民本思想的温情是乌托邦的幻想，冰冷的政治逻辑时常会把这种温情碾成齑粉。
而我们生活中的温情则是实实在在、随处可见的。
虽然生活的长期磨砺已使我养成了不善表达内心情感的性格，但今天我得克服这种惰性，把心中的话
说一说。
1994年，当我还是河南大学政治系本科四年级的学生时，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研究生的庞洪铸老
师便引导着我报考了复旦国政系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此我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庞老师是我人生关键时期的领路人。
进入国政系后，我被王沪宁老师收做了学生，攻读硕士学位。
后来，王老师奉调正式去了北京，我便由胡伟老师指导，遂成为王老师的硕士关门弟子和胡老师的硕
士开门弟子。
时近毕业，我在自己的简历上曾写道：“师从著名学者王沪宁教授和青年学者胡伟副教授”，王老师
划掉了“著名学者”四字，从此我学会了什么叫低调做人。
由于各种因素的合力，我最终回到了故土河南工作，违背了王老师的心愿。
这曾使得胡伟老师颇觉遗憾。
从此以后，我与二位导师天各一方，只能从电视上或杂志上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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