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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主旨是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想做而没有做成的课题，也是我这辈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深刻教训，给人们增添一些智慧，以帮助国家、民族不断进步，应该是笔者研究历
史的主要目的。
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只会一味用“光辉灿烂”之类的词语来麻醉自己，看不到其中存在极需反省的各
种问题，实在是不明智的表现。
中国历史最让人纠结的地方在于： 似乎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到近代却显得相当愚昧落后
！
遭到西方列强的百般凌辱，甚至被邻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
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原因何在？
人类社会运作的快慢好坏，主要是看其制度如何对待每一个普通人的聪明才智，是否能将其吸收、融
汇成社会发展的动力。
社会发展较快，或者说文明程度较高的关键就在建构出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并得到公
平报酬的制度，所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快慢的最重要因素是看其制度的优劣与否。
这样，我们在思考上述问题及有关历史教训时，主要是检讨制度文化结构及其作为源头的政法思想诸
内容。
笔者自读大学开始，就一直在苦苦思索与努力探讨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我的第一本专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就试图从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这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制度
变迁中寻找答案；第二本专著《反思与比较： 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主要从中西方古代社会
比较研究的层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缺陷及与西方的差距。
两书总结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但因为是学术方面的深度考察，对一般民众来说就显得有些疏
远。
所以，这第三本书，就想在上述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通俗的文笔与简洁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制
度沿革及其相关的人物、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审视，对中国历史上一件件重大事项、一桩桩制
度变迁、一个个重要人物、一部部主要典籍⋯⋯作一个简明扼要和深入浅出的通俗评述，从中寻找阻
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有关制度文化的沉疴与教训，可以说，这本书凝结着笔者数十年阅读本民族历史的
深切感悟。
当前思想文化界有一股复古思潮，一批新儒家与国粹派折腾得相当厉害，掀起一股股普读儒家经典的
浪潮，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本土资源，以为古代有那么多的圣哲、先师与一批深奥典籍
，其中早已具备现代社会的许多因素。
有人甚至认为在传统文化中可找到民主宪政的东西，只要继承了其中庸平和、伦理道德诸优质方面，
就不仅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甚至还能拯救整个世界⋯⋯乃至培育出以国粹为底气的一
个个民族主义怪胎。
要知道，中国社会决非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世界，其政法文化早已堕入专制的深渊，存在许多反人性、
反理智、反社会的恶劣基因。
这本小书就对一个个基因作些认真的分析，让人们看到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的糟粕，从中找寻类似民
主宪政的东西实在是很荒诞的想法。
中国走入落后愚昧的近代，实在是一种宿命，而近现代道路走得那么艰难坎坷，原因就在这传统制度
文化中的沉疴极大地困扰着我们。
所以，只有深刻地反省，清除沉疴的流毒与后遗症，而不是盲目自大，我们才能真正走向进步。
当然，在问症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沉疴的过程中，时也会欣慰地发现一些闪光点，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浩
渺的古代社会的边缘，有一些还曾经相当晶亮耀眼，然而，却往往发挥不出多少历史性的作用，只能
像流星那样一闪而逝。
拿这些闪光点与大片的文化沉疴相比，我们的感受还是十分地沉重，后者的数量与重量要远远超过前
者，而前者在这个空间中往往显得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两者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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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闪光的流星都只能被传统文化中的污浊洪流轻易地冲毁，被专制统治者任意地埋没。
这一社会历史景象所表现出来的优汰劣胜的逆淘汰潜规则，令人深感无奈： 为什么能闪光的宝贝却被
人无情地抛弃？
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不能生根开花？
它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中的种种情景，值得后人去体会、去把脉、去反省，而如何将那些已被埋没与边缘化的智慧重新发
光，更需要我们去挖掘、去继承、去发扬。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辉煌的成就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不是浩瀚如烟
的大师杰作，不是政客们巧舌如簧的演讲，而是制服了执掌权力的人，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
想。
因为只有制服他们，把他们关起来，当政者才不会戕害人民。
”然而，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却存在极大的缺憾，中华五千年文明最失败的地方应是其愚顽不悟、不
断强化的专制统治体制。
而毛病的主要源头就在建构其制度文化的政法基因中，在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源头的林林总总的思
想文化中⋯⋯其次，就是在这些政法思维主导下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制度的规则中，在其制度
沿革、操作实践的过程中反映出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精神实质中。
从而，到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开始时，人们在努力转换传统的制度建构与思想文化之际依然很难摆脱沉
重包袱。
对数千年中的思想文化、制度建构进行认真梳理与深入批判，以为当今的社会改革贡献一些历史教训
、前车之鉴，当是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宗旨。
那种赞美专制文化的历史情趣，本人深恶痛绝。
由衷地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能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沉疴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树立必须
进行制度改革的决心，从而使中华文明完成漂亮的转型。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董小平，由于她不辞辛苦地包揽了所有家务，使我能安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而写出了几本专著回报社会。
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殷尧同志，他在旁听我给研究生上课的过程中，与我成为忘年之交，由于
他的约稿、审稿及其出版社同仁们的一系列努力，使我能将这部拙稿奉献给读者。
我对自己最终能完成陈寅恪大师一生想做却没有完成的这个课题，颇感欣慰。
略有遗憾的是，本书只能写到辛亥革命为止，希望以后有续写、补充的那一天。
二一一年底于华政法律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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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旨是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想做而没有做成的课题，也是我这辈子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深刻教训，给人们增添一些智慧，以帮助国家、民族不断进步，应该是笔者研究历
史的主要目的。

　　⋯⋯
　　我的第一本专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就试图从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这个重大历史时期的
制度变迁中寻找有关答案；第二本专著《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主要是从中西
古代社会比较研究的层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各方面的主要缺陷与差距。
两书总结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教训，但因为是学术方面的深度考察，对一般民众来说就显得有些疏
远。
所以，这第三本书，就想在上述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通俗的文笔与简洁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制
度沿革及其相关的人物、思想、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审视，对中国历史上一件件重大事项、一桩桩制
度变迁、一个个重要人物、一部部主要典籍⋯⋯作一个简明扼要和深入浅出的通俗评述，从中寻找阻
碍社会正常发展的有关制度文化的沉疴与教训，可以说，这本书凝结着笔者数十年阅读本民族历史的
深切感悟。

　　——杨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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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师群
　　一九五一年生，上海人。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研究员，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生导师。

研究领域为中外法律史、先秦史、宋史、中外新闻史、西方文化制度史、中西方社会比较研究等。

　　出版专著有《反思与比较：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历史差距》、《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中国
新闻传播史》、《五百年冤狱》、《中华姓氏谱（孙姓卷）》、《中华姓氏谱（萧姓卷）》、《大宋
王朝历史之谜》等；主编《三千年冤狱》、《中国历代名案集成（宋辽金元分册）》等；并为《中国
历代人名大辞典》、《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宋代司法制度》、《中国法律思想史》等书主要撰稿
人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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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篇　远古时代
01　上古政法思维与社会基础
02　中国神话中的专制精神
03　中国刑法统治特色的渊源
04　中华第一冤与“禅让制”
05　残酷恐怖的殷商噬人文化
06　甲骨卜辞中的神权与王权
07　西周“以德配天”与礼制统治
08　中西方早期文明路径与政权特质
第二篇　上古时代
09　《尚书》拿什么“垂世立教”
10　《周易》解释宇宙的中国模式
11　《诗经》中的怀疑、反抗意识
12　《周礼》构划的理想社会蓝图
13　西周末年的几个思想闪光点
14　春秋时代的矛盾变数与无序多彩
15　春秋重民学派思想的闪烁与局限
16　孔子：礼乐等级文化的忠实奴仆
17　老子：反智主义的玄学祖师
18　《孙子兵法》与春秋冤仇
19　墨子：主张专制的底层工匠
20　管子：商贾与官吏的混血儿
21　商鞅：变法“强国”的历史罪人
22　杨朱：诸子中的个人主义另类
23　孟子：空中楼阁的辛勤建筑师
24　庄子：虚无主义的逍遥游客
25　纵横家：有奶便是娘的政客
26　荀子：礼法结合的道统奠基人
27　韩非子：专制理论的集大成者
28　邹衍：胜王败寇规则的化妆师
29　吕不韦：与王权博弈的政治赌徒
30　东周诸子与古希腊智者之比较
31　从《法经》到《云梦秦简》
第三篇　中古时代
32　嬴政：大一统专制之始皇帝
33　秦王朝建立的是国有制经济体系
34　李斯：葬送秦王朝的政治投机者
35　首次农民起义与汉初黄老无为
36　官僚地主阶级的出现及其性质
37　董仲舒：禁锢国人思想的罪魁
38　刘彻：雄才大劣的汉武帝
39　司马迁：被强权阉割的人杰
40　东周秦汉商品经济的沧桑起落
41　《五经》崇拜与经学化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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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礼记》的“大同”、“小康”空想
43　王莽：改革者还是野心家
44　曹操：传统政治强人的典型代表
45　诸葛亮：伪造的“完美”辅弼大臣
46　中国律学与西方法学的鸿沟
47　齐梁政权文化统治下的奇葩
48　李世民：难能可贵的明星皇帝
49　宋代城镇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
50　王安石：以变法行掠夺的拗相公
51　朱熹：压抑人性的理学大家
52　朱元璋：堕入专制深渊的革命领袖
53　张居正：改革家抑或一流政客
54　小农经济是自耕农还是国家佃农
55　老百姓做了数千年的冤大头
56　李贽：传统政治文化的叛逆者
57　黄宗羲：反对专制的一面旗帜
58　顾炎武：学问渊博政治幼稚的学者
59　王夫之：“完发以终”的反清志士
60　唐甄：三十年磨一剑的战士
61　儒教、道教、佛教与基督教
62　康熙：历史关键时刻的“圣君”
63　君臣博弈的政治主干线索
64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
65　龚自珍：痛感社会腐朽黑暗的文人
第四篇　晚近时代
66　世界史上最荒唐的一场战争
67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第一人
68　代价惨痛的太平天国革命
69　曾国藩：旧道德楷模、新洋务鼻祖
70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南辕北辙
71　张之洞：“中体西用”国策之代言人
72　摸石头过不了河的洋务运动
73　严复：跳跃于新锐与保守两极的怪才
74　中世纪教育与科举的悲剧色彩
75　慈禧：转型时代的天朝独裁者
76　井田制公社情结的历史演绎
77　康有为：最有争议的改良派领袖
78　虚伪骗局而煞有介事的清末新政
79　袁世凯：吞食共和成果的枭雄
80　学者知识人格与制度文化模式
81　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核动力
82　辛亥革命功臣精英们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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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0东周诸子与古希腊智者之比较 春秋战国与古希腊时期都涌现出一大批贤哲学者，创造出
一系列五彩缤纷的理论学说，尤其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然而，
这只是表象，它与古希腊智者的学识内涵差异很大，两者对中西方社会此后的发展产生了绝然不同的
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基本发展道路大相径庭。
 古希腊智者学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识。
“哲学”这个词，希腊原意是“爱好智慧”，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包括一切科学和技艺的知识，
所以，希腊哲学一开始主要研究的是自然哲学，智者们都对世界的产生与组成诸奥秘进行探索，提出
自己的看法。
如米利都学派诸人提出水为世界万物之原质，或气是万物的基质，或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元质。
赫拉克利特相信火是万物的原质。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都由数字组成，从而发现了一些数学和几何学定理。
德谟克利特提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的种类是无限的，是永远运动着的。
 到前五世纪，随着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智者在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格言的启发下，逐步开始转
向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
由于上述文化传统关系，他们在研究社会、国家与政治、经济时，依然注重其中的知识与智慧问题。
到亚里士多德开始将具体科学与人文哲学分离开来，不过依旧相当重视各类自然学科知识。
我们知道，他不但在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修辞学诸方面成就斐然，在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
、生物学、心理学、医学各方面也同样成果累累，其《形而上学》一书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求知
是人类的天性”。
 而东周诸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且大都鄙视自然学科知识。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维护周礼，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主张施行“仁政”，荀子主张性恶论而礼、法并
重。
儒家学子，虽然在一些政论问题上各有歧见，但在崇尚政治人伦之“礼义”，贬抑探索天地自然之“
物理”和生产技艺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通的，从而构成了“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学传统。
老子主张“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提出许多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原理，包含君主南面之术，否
定其他一切知识和技巧。
庄子也要人们不必作无止境的知识追求，喜好虚无主义的逍遥。
墨子思想的主要观点为“天志”、“尚同”、“尚贤”、“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
等，主张专制主义统治体制。
法家是权力崇拜者，君主的专制权威高于一切，除执着农、战，迷恋权术而外，几乎排斥其他所有的
知识。
 古希腊智者对各类知识都有探究的兴趣，不满足现状而不断深入研究，不但使科学文化不断进步，政
治道德方面也以正义、智慧、善良、勇敢为目标。
而东周诸子却把精力几乎都放在君主政治方面，都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绝对真理，不容弟子乃至他人有
丝毫的怀疑，不但与科学无缘，且其政治主张主要建立在相关的伦理道德观之上，与宗法等级秩序内
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求知与治政的出发点不同，其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角度完全不同，必然造成其理论学说在世界观
本质方面的差异。
所以，西方学子的核心问题是探究世界各个领域中的奥秘，而中国上古学子的核心问题是指导君主如
何统治百姓，只有杨朱是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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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史的教训》编辑推荐：「因为良知写给国人的书」。
这里有「中国人不能不知的历史」，更有「中国人可能不知的教训」。
光荣与沉疴 ——「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第一次总检讨」。
一次推心置腹的反思，一次史无前例的颠覆。
揭露中国「伟大而又悲情」的历史，寻找中国「漫长却又坎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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