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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领导思想史，以商周为起点，一直写到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囊括了各个历史时期，按朝代顺序
，对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主要领导思想进行介绍外，还对中国领导思想史的主要流派、基本
范畴和争论的主要问题，分专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条分缕析地概括了中国领导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一些主要学派和一些代表人物领导思想的优长与缺陷进行了一定的提示、分析和评价，提炼历史
人物的理论观点而不提及其实践的惯例，便于读者从纵向与横向的结合上整体把握中国领导思想的内
在逻辑关系，而不致感到漫无边际或支离破碎，为读者提供了中国领导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较为系统完
整的脉络，把握历代领导思想的基本理论和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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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中国领导思想史的基本问题第一章　中国领导思想史的基本范畴和争论的主要问题第二节　
关于治国方略一、人与治与“法治”、人治与法治人治与“法治”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
所谓人治，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品德、能力、在民众中的威信、以身作则的影响来治理国
家，管理人民，不重视法制建设，从而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和个人的命运寄托在明君贤臣等领导者个
人或少数人身上。
儒家提倡人治，认为“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
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
为了实行人治，儒家特别强调官吏的选拔、人才的使用，主张选贤任能，俊杰在位；也十分关注君主
与官吏们的道德修养和以身作则的效用。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他们还强调道德教化和礼义规范的作用，认为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的思想问
题，是建设安定和谐社会的保证。
儒家这些人治主张可以归结为“贤人政治”，而“贤人政治”主张的实质是以封建纲常为核心的伦理
政治。
其结果必然是遇贤则治，遇愚则乱，治乱循环，兴衰无常，国家难以长治久安。
法家主张实行“法治”（这种“法治”相当于法制，并非以民主为内核、体现法律至上原则的现代意
义上的法治）。
他们认为法律是约束民众行为的最有效工具，是国家致治的根本保证。
如果像儒家所主张的只靠某些人的主观因素，就是像尧、舜那样杰出的领袖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而
如果法律修明，即使才能平庸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国家。
他们信奉“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的哲学，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并辅之以权势和权术，其实质
是靠暴力治国，搞强权政治。
他们虽然也提出过“刑无等级”、“法不阿贵”、“任法不任智”等一些法治原则，但历代王朝很少
认真实行过，因为这些法治原则与他们所依赖的权力至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
。
道家在这一问题上走上了另一极端，他们既反对圣人治天下，也反对“法治”，而主张君主无为而治
，通过愚民政策和政治权术，使臣民无知无欲，便于统治。
墨家也不提倡“法治”，而主张“尚贤”，实行贤人政治；同时又主张“尚同”，完全以“天子”之
是非为是非，推行专制主义。
由此可见，儒、法、道、墨各家的治国方针都不反对君主专制，都不是法律至上而是权比法大，都是
没有民主的政治，所以从本质上说都是人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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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领导思想史》的特点在于：第一，贯通古今；第二，纵横结合。
各种思想史的体例以断代体居多。
而这部领导思想史进行了大胆创新，除按朝代顺序，对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主要领导思想进
行介绍外，还对中国领导思想史的主要流派、基本范畴和争论的主要问题，分专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条分缕析地概括了中国领导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便于读者从纵向与横向的结合上整体把握中国领
导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不致感到漫无边际或支离破碎。
第三，填补了某些空白。
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些重要历史经典文献，如《周易》、《国语》、《左传》、《战国策
》、《史记》、《大学》、《中庸》、《墨子》等文献中的领导思想，此前少见有人系统地发掘和归
纳。
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这既有利于体现一部思想史的完整性，也使得中国领导思想的源与流更加符合历史实际。
第四，坚持了两分法。
第五，有独立见解。
第六，尽可能地把客观介绍与分析评价、理论观点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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