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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
越富于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
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
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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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元前4-前3世纪所有思潮中，最重要的大体是后来被称为“法家”的思想家所代表的思潮。
起码此思潮切合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变化，有效地推进变革。
然而法家的历史我们并不十分清楚。
商鞅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改革的策动者。
被认为是商鞅所写的著作——《商子》或《商君书》，据说是晚于商鞅几百年的后人的伪托。
战国时代有一本署名管仲（公元前7世纪齐桓公国相）的庞杂著作，汉代的目录学家据此将这半传奇
式人物奉为第一位法家。
申不害与慎到在汉朝亦归入法家之列，但二人为何人，所知不多，其观点也不大为人了解。
只有杰出的思想家韩非（公元前280？
-前234年）的著作《韩非子》似乎大部分是真实的。
书中的法家思想以最精湛的形式出现，作为一系列关于国家治理与组织经验的综合与思考的总结。
上述经验也涉及外交、作战、经济、行政，而且反映出公元前5-前3世纪普遍关注的有关加强国家经济
实力与军事实力的问题。
　　但法家的功绩在于：他们了解国家实力之本寓于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其独创之处是要国家与臣
民均服从于最高法律。
　　韩非认为，唯有君主方能行恩惠，施刑罚，此点至为重要。
倘若君主将部分权力委托他人，则有可能为自己制造对手，不久即会大权旁落。
同时国家官吏的职能也要严格界定与划分，以免出现职权冲突，避免官员利用权限不明而僭取其不应
行使的权力。
但为了保障国家职能，必须首先建立客观、普遍，而且有约束力的规例。
在法家的哲学导向中，以不断追求客观性为其显著特点。
法律非但要公开，众人周知，排除任何不一致的解释，而且其执行应不受众人变化无定的见解所影响
。
用砍下敌人头颅几个来衡量战功大小、勇敢程度，这种方法可能显得太粗糙，但其优点是可以避免任
何争执。
若无客观准绳，则无非是一己之见的主张而已。
中国法律的总精神始终体现了法家的最初意向。
审判官，即行政长官的作用，不是衡量是非，估量罪恶的严重程度并决定以强制手段实施刑罚，而在
于正确界定罪过，审判官的责任只限于此。
因为罪恶界定之后自然而然就可以实行法律规定的相应惩罚。
在行政方面，则借助文件（管理报告、清单、逐日报表）、数字、客观证据（印章、两半合在一处便
可证明真实性的符节）来保证指令的严格执行。
国家机构与人员的价值应从其效能（“功用”）来加以判断。
人选问题，主张仁政的道德家视之为根本问题，但在法家看来却无关紧要。
君主并不需要使用特殊人物，也无需依靠运气。
任何愿意为其效力的人他都可以任用，因为已设立的机构应该可以保证国家与社会的正常运作。
道德品质并无作用，甚至还会将事情弄糟，因为它会赋予有德之士以危及君主与法律权威的权力从而
导致国家的覆亡。
正如《商子》一书所说：政治与道德无关。
《商子》虽然成书较晚，但仍然忠于公元前4-前3世纪的法家传统。
政治无非是一整套保证与维持国家权威的积极手段与策略。
　　法律措施的目标不仅是彻底改革政治组织，而且谋求改造整个社会。
定出罪恶尺度与爵位标准，二者构成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由此达到建立连续而又经常作调整的社会等
级，以此引导臣民的全部活动，并使之效力于国家；嘉奖从事有益活动的人（武士、产粮者），惩治
无用之人（游民、奢侈品制造者、是非之徒、空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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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历史条件（军队发达，农民为军队提供主要兵员；为了进行长期战争必需储备足够的粮食）确
实对将农业生产置于最优先的位置有推动作用。
因此农业被视为经济与军事实力之“本”，与手工业、商业等次要活动或辅助活动则相反（称之为“
末”），后者混乱的发展可能导致国家衰弱、覆亡。
重要的是，要限制一切使居民不务主职的活动，要与投机者作斗争，控制必需品价格，监督货币。
因此，自公元前4-前3世纪起，政治经济学便开始发端，这门学科在华夏世界曾得到重大而早熟的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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