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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镕基为什么会为商鞅的命运热泪盈眶？

毛泽东晚年为何要求注释《商君书》三篇？

毛泽东当年发动“尊法批儒”基于什么历史考量？

共和国建立六十年后重启改革话题，“习李新政”该当何为？

朱永嘉这部论史作品，通过讲述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来探讨何谓真
正 的进步的改革，如何改革才能符合历史潮流，以及改革者的素质与命运等问题。

作者结合时代环境和历史现状，着重从解读改革的思想资源入手，分别演述了两次改革的具体措施和
实际进程，并藉此说明：一场改革的开展需要“法、术、势”三者相互结合，而改革成败的关键则在
于是否从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出发，调节好各个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让多数人受益。

历来改革成败皆难预料，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一成一败，其中历史经验教训恰好可为后世改革者镜
鉴。
朱永嘉先生在共和国建立六十年后，抛出这个话题，显然是意识到当前的中国发展需要进行新的利益
格局的调整，而如何调整，怎样才能保证改革符合历史潮流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可以通过了解中国
历史上的这两次著名改革，获得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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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永嘉（1931—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
“文革”时为上海市常委、上海市写作组总负责人，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注释的组织者，曾为王洪文
讲解《后汉书》之《刘盆子传》。
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研究。
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刘邦与项羽》（中国
长安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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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中国古代变法改制思想资源之历史回顾／1 上篇从商鞅到韩非——战国时代的改革变法和法家思
潮 前言／从商鞅变法说起的缘由／12 一、商鞅其人／14 二、《更法》与《画策》／17 三、《农战》
／24 四、商鞅变法措施之一／30 五、商鞅变法措施之二／37 六、商鞅个人悲剧性的历史遭遇／46 七
、变法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潮流／57 八、从韩非子说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潮／60 九、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
时期的比较／64 十、战国时期的儒家／68 十一、韩非子对儒家的批判——说《五蠹》篇／71 十二、从
《定法》论法与术／75 十三、韩非子论势／85 十四、小结／90 下篇汉儒神学化和王莽改制的失败 前
言／94 一、汉代外戚辅政的历史传统是王莽起家的历史背景／95 二、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99 三、孝元皇后的起家及其如何为王莽上台铺平道路／109 四、王莽其人／114 五、王莽改制的思想
资源／118 六、西汉儒学思想的演化／121 七、刘向、刘歆与古文学派的兴起／137 八、元、成、哀、
平时期，汉朝官僚机构的状况和变化／139 九、王莽的改制之一——关于土地制度的变革／144 十、王
莽的改制之二——关于官制的改革／150 十一、王莽的改制之三——关于货币改制及其失败／159 十二
、王莽统治崩溃的历史过程／179 十三、结束语／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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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关于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史记·商君列传》有一段记载，就其内容，可以分成五个部
分，其一：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 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这里“令民为什伍”，即是管仲的作内政而寄军令，其中有：“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
有司。
”此言农民村落中的基层组织，即以五家为一伍，什伍为一连。
所不同的是商鞅在邻里之间建立告奸的制度，这就是通过连坐的办法，加强对基层农村政权的控制，
通过放手举报的办法，使大家都只能安分守法以营生。
其二：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这是鼓励大家分门立户，以利于农耕。
过去是大户，一户有好几个男丁，授田是依丁口授的。
《汉书·食货志》关于井田制的叙述讲到户时，有余丁，说明一户不只是一个男丁，一户一个男丁，
便是为了扩大垦田的规模。
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废井田、开阡陌，原来的经界便打破了，草地可以自由开垦了，自然会促进当时的
农业生产，而且开垦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田赋》便说到“秦开阡陌，遂得
买卖”。
由于秦地空旷，借此以招徕三晋的人口来垦荒。
《文献通考·兵考一》说：“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之人耕秦地，优其田宅。
”这里讲的赋，是指农民负担的赋役。
商鞅的这条措施，对鼓励和发展当时秦国地区关中平原上的农业生产是非常有利的。
事实上这些措施魏国早就实行过，商鞅出身于魏国，魏文侯时，李悝就曾为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教。
此事见于《汉书·食货志》，其云：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
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
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李悝还为当时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算了一笔细账，其云：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
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
石三十。
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
余千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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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是一部兼具研究深度与可阅读性的作品。
这部著作脱胎于讲座，最初是面向听众，整体语言较为通俗，普通读者阅读并无障碍。
★作者是素养深厚且博览典籍的学者，而所述话题又与其自身经历颇有联系，因而能保持敏锐的问题
意识和思考的深度。
★这部著作结构严整，上下贯通，纵横引申，论述精当。
而作者论述的一大特点是反思过往，联系当前。
★作者在论述历史时，经常会引用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或者思考毛泽东的一些设想，也含有自身所
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反思。
这是作者的个人特色，很多内情皆为普通学者所不能道。
同类书：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朱永嘉《论曹操》，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读者对象：历史／
政治爱好者，国家干部，思想文化研究人员，媒体从业人员，大学生及研究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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