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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弱冠之年，我就确定了两项人生信条：一日“不做大官”，二日“述而不作”。
如果不是在特定情境下主动承诺协助刘泽华先生完成一批学术构思，可能一生都不会跻身“历史研究
者”的行列。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课题的时候，我都偏爱将其摆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时
空中去思考。
多年来，一个重大课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如何客观、全面、准确地评估中国古代政治文明？
1990年，为了写作《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我通读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一批
典籍。
第一感觉就是：中华帝制的官方学说很不简单。
1995年，为了写作《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政治学志》（中国古代部分），我浏览了各种相关的重
要文献，感到“帝王观念”的精到程度应当重新评估。
从此之后，我就咬定了“统治思想”这个关键词。
为了写作这本书，我不仅一一重读经典文献和思想家论著，而且翻检了更为广泛的历史资料，收集到
许多可供研究的素材，形成了一些值得探索的思路。
我观察到的重大现象可以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没有明确提出主张“治权在民
”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找不到名副其实的“民本主义”。
第二句话：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没有提出主张“绝对君权”的思想体系，立君为民、为公、为天下获得
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因此中华帝制的统治思想包纳了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限定、制约、
规范、调整最高权力的思想因素，许多内容属于普适性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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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没有明确提出主张“治权在民”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找不到
名副其实的“民本主义”。
　　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没有提出主张“绝对君权”的思想体系，立君为民、为公、为天下获得社会各
阶层的广泛认同，因此中华帝制的统治思想包纳了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限定、制约、规范、
调整最高权力的思想因素，许多内容属于普适性的政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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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法家学说主导下的改革使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内部产生了新的活力。
各国的变法立竿见影，每一场变法运动都造就了一个强势国家。
如果没有赢得多数人的拥护，不能有效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这种现象是很难出现的。
一种可以长期调动民众积极性的政治设计不可能不包含关切民众利益、争取民众拥戴的政治考虑。
这类政策或多或少具有民本思想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顺应民意、均平税负、制民之产。
在这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法家不仅是民本思想的论证者，还是相关治民理念的实践者。
秦国政治是贯彻法家学说的典型。
许多学者依据商鞅多有“弱民”之论，便断言这是一种使民众境遇每况愈下的政治。
这类论断难以解释秦国政治所取得的绩效。
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看，自秦孝公以来，秦国君主相继实行“百姓便之”、“布惠于民”之类
的重民政策，政绩可嘉。
其富国强兵政策的基本宗旨是全面调动民众参与耕战的积极性。
其中，秦孝公改革赋役制度，大幅度扩大每个农民的受田面积，实现“赋税平”。
这项改革具有革新经济关系的意义，相对改善了民众的经济地位。
秦孝公实行向包括奴隶在内的全民开放的依据功勋赐爵任官制度，这项改革具有革新政治关系的意义
，相对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地位。
“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
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
”①在战国时期，秦国是切实落实重民政策的典范。
在这个问题上，东方六国相形见绌。
自秦孝公以来，历代秦君像商汤、周武一样，“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
由于各种重民政策赢得了民心，招徕了民众，因而秦国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中日益强盛起来，先
是迅速崛起，继而跃居战国首强，最终战胜敌国，统一天下。
试想：如果治民政策与君民关系比东方六国更糟糕，秦国能够取得这样的业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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