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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必须认真清理封建专制的流毒和影响。
第一，开展对封建专制本质的研究，认清专制制度的本质。
按照马克恩的说法，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和人性是根本不相容的。
哪里君主专制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没有人了。
而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根深蒂固，天经地义。
第二，开展对民主理论的研究与宣传。
我国古代也有“民主"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君和官为民作主，而不是现代意义的人民作主。
第三，封建专制牢固的社会基础是个体小农。
改变社会结构，发展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综合素质，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恢复儒家文化的本来面目。
1988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探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
最后取得的共识之一，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学习孔子的智慧。
孔子的智慧主要是如何做人的智慧。
儒家最高最大的学问是“修身”，也就是修养道德。
修身搞好了，家庭才会和谐，政治才会清明，天下才会太平。
弘扬儒家文化的人学精华，对根治腐败，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政治，是中国五千来最深刻最伟大的变化。
新制度建立后，政治制度的研究由学术禁区到第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诞生，乃至再版三版，从一个
小小的侧面，反映了新制度建设的可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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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氏族社会的原始民主制　　第一节 氏族的组织及其机构　　国家是从氏族机构演变来的
。
我国和世界各国一样，有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那时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
大约在四五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进入氏族社会。
氏族是一种血缘组织，规模是很小的，大约只有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以同一个女始祖或男始祖的几代
直系亲属和他（她）们的配偶为限。
几个血缘最近的氏族称为胞族，若干个有通婚关系的氏族或胞族组成部落。
由于生产或战争的需要，若干个邻近的部落常常结成联盟，部落联盟是氏族社会的最高组织。
氏族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所以一个氏族我们通常称它为一个氏族公社
。
氏族有母系、父系之分，母系氏族在前，父系氏族在后。
前者存在的时间很久，后者存在的时间比较短。
氏族一词是翻译用语，它的本意是“生育”。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与这个意义相当的是“姓”。
姓表示一母所生，是母系氏族的标志。
而氏字表示占有一块土地，是父系氏族的标志。
《左传·隐公八年》中说的“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就是对姓和氏的恰当说明。
　　夏代以前，我国各地都有氏族、部落的组织存在。
不过氏族制度的发展很不平衡。
一般说来，黄河中下游到长江流域发展比较快，而其他地区则比较慢。
在中原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古老的姓有几十个，如风、姜、姬、巳、任、姑、房、姚等。
氏是姓的分支，那就更多了，如陶唐氏、有虞氏、葛天氏、无怀氏、西陵氏、有穷氏、有仍氏等等。
　　氏族组织虽然规模比较小，但也有很多公共事务需要处理。
因此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
我国古代有许多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诸如神农、伏羲、黄帝、炎帝、尧、舜等。
在夏代以前有没有称“皇”称“帝”的氏族领袖呢？
肯定没有。
清崔述说：“三皇五帝之名，本起于战国以后。
⋯⋯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
”顾颉刚、杨向奎也说：“帝本来是神，自有战国的帝制运动而化为人，于是把皇字来替代。
过了不久，到战国之末，皇又化为人了。
”称“皇”称“帝”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事，夏、商、周三代都没有，夏以前的氏族社会更不会有。
那末氏族的管理机构是怎样的呢？
每个氏族的共同始祖往往就是自然的首领，称为“后”，“后”的初义是生育。
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称“伯”或“大人”。
另外有些经验丰富的长老，掌管火、天时、祭祀、调解纠纷等事务，在古代典籍中称为“火师”、“
火正”、“羲和”、“四岳”、“士”等。
这些长老经常协助氏族、部落首领处理公共事务，因而有“四辅”之称。
氏族机构的大概情形就是这样。
有的氏族或他们的首领，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被其他氏族尊为师，向他们学习，古籍中的“农
师”、“工正”、“射正”等大致属于这一类，这些都不能作为职务名称看待。
　　第二节 原始民主制　　氏族机构是怎样进行管理的？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印第安人、古希腊人、古罗马
人氏族组织的管理情况作过比较详细的叙述，恩格斯称氏族社会的管理制度为“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
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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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中原地区氏族组织的活动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它献记载，三皇五帝的传说更模糊了历史
的本来面目。
但由于我国进入阶段社会以后血缘关系保留得比较久，原始民主制的遗迹也存留比较多，加上兄弟民
族的一些社会调查可以参考，经过细心地对比研究，还是可以大致复原我国古代的氏族管理制度的。
　　氏族时期，社会公共事务由成年氏族成员共同管理，重大事务都由民众女会讨论决定。
在西安半坡氏族村落遗址中，居住区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长方形房屋，当是氏族的公共活动场所，氏族
会议、节日和宗教活动都在这里鉴行。
商王盘庚迁都，“命众悉至于庭”。
商贵族箕子说王有大疑，须“谋及庶人。
周族族长古公直父去邠迁岐时也谋于众人。
这些都是商族和周族民众大会的遗迹。
《周礼·小司徒》：“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
致馀子。
”郑司农注：“国有大事，当征召会聚百姓，则小司徒召聚之。
”孙诒让正义：“致谓聚众也；百姓即谓年三十以上为正徒卒者也。
凡致民皆于王门及国门。
”又《大司徒》：“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
”又《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
一日询国危，二日询国迁，三日询立君。
”就是说，在遇到战争、迁都、选举首领等重要事情时，都要召集民众大会议决。
这种古老的制度一直到春秋时期还有所遗留。
《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朝国人而以君命赏”。
又《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围菟圃，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日：‘苟能治之，燬
请从焉。
’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
”又《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
”又《哀公元年》：“吴之人楚也，使召陈怀公。
怀公朝国人问焉。
”大蒐礼则是武装人民大会的遗存。
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蒐于被庐，作二军，谋元帅”。
我国一些后进的兄弟民族地区，民众大会的制度甚至以相当完整的形态保存到解放前夕，如云南省贡
山县独龙河两岸的独龙族人民和广东省海南岛五指山中心区的黎族人民，都属于这种情形。
1924年发表的一篇苗族实地调查，非常形象地再现了民众大会的情景：“苗民有事，一以公意决之；
故事必会议，议必实行。
⋯⋯其召集之法，由苗头（众所选举）砍木刻，使人传示区内各寨，急者加枯炭鸡毛，又急者加辣椒
火绳，尤急者则烧之使燃。
苗瑶睹此，立即奔走骇汗，齐赴会场，莫或敢后焉。
⋯⋯候至各村俱集之后，苗头登楼击铜鼓，各村代表闻声齐集会场。
会场为一旷野，筑石为台，高五尺许，是即‘议台’，亦日‘芦管台’。
首吹芦管，众肃然，次由苗头宣布开会理由，次讨论提案，到会者均有发言权及表决权，每次一案则
取一木置之。
会讫，当众数草，表决此届决议案若干，而会务终矣。
自是而后，区内所属苗民，对于决议各案，遵奉唯谨。
此种会议，苗人谓之‘埋埃’”　　二、首领由选举产生，或因其有很高的威信自然形成　　《礼记
·礼运篇》说：“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它的历史内容正是氏族社会民主选举首领的制度。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叙述乌丸（乌桓）的习俗说：乌丸人选举勇健能战、能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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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争讼的人做大人，部落各有小帅。
大人和小帅都是选举，不世袭。
这可作为古代选举制度的旁证。
《尚书·尧典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各部落长老（四岳）和首领（十二牧）推举部落联盟领袖的
传说。
也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人由于有高尚的品德或特殊的贡献，受到人们的尊敬，而自然成为领袖。
《孟子·万章上》说：“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
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
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去掉“天子”、“诸侯”等后代官称，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古代氏族社会领袖人物产生的情
况。
《左传·文公十八年》也说：“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
”这种情形还可以在彝族的家支管理制度中得到印证。
彝族家支头人有“德古”、“苏易”两种，“德古”意为善于辞令的人，“苏易”意为替大家办事的
人，都不是选举和任命的。
阅历深，见识广，办事公正，受群众信任的人，自然成为德古；能公正调解，取信于众的人，自然成
为苏易。
如在调解纠纷中有一两次不公，就会失去众望而自然失职。
家支头人举行会议时，威望高者自然成为临时主席。
氏族领袖和大家一样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没有私产和特权。
传说中的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尧“茅茨不翦，采椽不斫
，粝粢之食，藜藿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
深山之野人者几希”；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胲，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
躬亲为民行劳苦”。
如果氏族首领做了严重危害公共利益的事，要受到驱逐的惩罚。
《尚书·尧典》和《孟子·万章上》都说：“流共工于幽州。
”《荀子·成相篇》也说禹“辟除民害逐共工”。
夏太康久猎不归，被夏民拒之河外；“汤放桀”；周厉王被国人“流于彘”：都是氏族民主制在阶级
社会的遗迹。
　　三、舆论监督　　在氏族社会，舆论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恩格斯说过：“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
”每个氏族的公共场所，既是会议室，又是学校，又是众人集议之地。
“诽谤”一词在古代原是众人批评首领过失之意，是原始民主制的体现。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晋师旷述古制说：“天子有公，诸侯有卿⋯⋯以相辅佐也。
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
”杜预注：“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诽谤。
”孔颖达疏：“（庶人）闻君过不得谏争，得在外诽谤之，谤谓言其过失使在上闻之而自改，亦是谏
之类也。
昭四年传，郑人谤子产，《国语》厉王虐，国人谤王，皆是言其事实谓之为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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