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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观人类文化史，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
的是四大文化系统，即中华文化系统（也称儒家文化系统，它涵盖或辐射了中国、日本、朝鲜、韩国
、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文化系统（也称印度佛教文化系统，它涵盖或辐射了印度等南亚
地区）、阿拉伯文化系统（也称伊斯兰教文化系统，它涵盖或辐射了阿拉伯半岛、中近东、北非等地
区）、西方文化系统（也称希腊罗马文化系统或基督教文化系统，它涵盖或辐射了欧洲、美洲和大洋
洲等地区）。
上述文化系统中，中国文化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延绵不绝而独具特色。
中国文化是在基本独立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讨中国文化，首先应分析中国文化的生成背景
，即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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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古代官制的特点与官僚的政治人格中国自秦统一全国至清朝灭亡，王朝帝国体制的延续达2000
余年。
其间，完备的官僚制度和庞大的官僚体系，对于君主专制集权的运作起了有效的作用。
另一方面，君主专制集权既赋予古代官制以鲜明的特点，又塑造了官僚的政治人格。
一、文官制度的实施中国地广人众，主要靠文官体系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对民众的治理，文官体
系在历史上曾经担任了重要角色。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不少诸侯国为在列国纷争中增强国力，纷纷改革内政，以建立有效的治理机构，
其中官分文武，并依靠文官执行政务已是各国的普遍现象。
及至秦朝，文官制度已基本完备。
汉朝以降，随着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的实施，使各地受过教育的文士经推荐或考核进入各级
政府。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儒者出身的文官始终是官僚队伍的主体。
文官组织的持续运转离不开后备官员，即等待选拔的文士的支持，因此，文官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导向
功能十分明显。
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封建文化的主要占有者，但他们并不愿以文化人自限，不满足于单纯地创
造和传播精神文化，而是把参政济世视为人生正途，渴慕在社会舞台上演出治国平天下的活剧。
因李陵之祸而遭宫刑的司马迁如是说：“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
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
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
”①上、次、外、下四个层面，莫不以入仕参政为目的，司马迁貌似自卑的自我评价，正揭示了“士
以求仕”这一一元化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首先要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官僚，然后才能借助知识，上谏
于君，下抚于民，即知识和权力联姻，方能体现人生价值。
本来，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他们一般都怀着儒家的理想渴望人仕参政，他们既
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一群人，也是一种对现实政治时时发出批判性声音的制衡力量。
美国匹茨堡大学许倬云教授对此有如下的精辟分析：“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
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
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一大堆社会菁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只是其
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留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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