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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济生教授虽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周恩来的专家，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有更深刻的研究
。
用著名历史学家吴思的话说：“刘济生教授《重新发现历史》是一部力作，尤其是‘秦家店’等概念
和命题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本质。
”此书是刘教授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啼血之作，用七、八年的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软肋进行了深刻的
批判与系统的剖析，以全新的视角解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谜团。
通过对“秦家店”的批判，分析了中国秦王朝的政制与阶级基础；通过对帝王文化的阐述，揭露了中
国历代帝王的阴暗心理、腐朽生活和血腥争斗；通过对历史上左倾现象的描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
些变革的负面作用；通过对孔孟之道的解读，总结了儒家思想的精华与历史的局限性。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中国人重新分析历史和认识历史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达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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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是刘济生教授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力作。
全书分四辑，第一辑秦家店批判；分析了中国秦王朝的政制与阶级基础；第二辑帝王文化，揭露了中
国历代帝王的阴暗心理、腐朽生活和血腥争斗；第三辑历史上的左倾，揭示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所谓改
革的负面作用；第四辑孔孟之道解读，总结了儒家思想的精华与历史局限性。
作者的观点冷静公允、视野开阔、令人沉思、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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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济生，汉族，1949年2月生，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有周恩来思想与生平、邓小平理论与
中国现代化、中国改革、传统文化等。
在国家级和省级32家报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参编《周恩来大词典》、《中国政治制度史》，出版专著《解读周恩来》、《历史的误读》、《突破
与变革》。
提出了周恩来精神、秦家店、四大传统文化、历史上的左倾等概念与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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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秦家店批判　暴君政体    ——秦家店政制之一　野蛮下的暴政    ——秦家店政制之二　反“
封建”不反专制    ——秦家店政制之三　分封制最后的消亡    ——秦家店的政制之四　朝廷命官制    
——秦家店政制之五　一人之天    ——秦家店政制之六　贵族集体消亡之谜    ——秦家店的阶级之一
　小农经济“万岁”    ——秦家店的阶级之二　打击商人    ——秦家店的阶级之三　被帝王玩弄的士   
——秦家店的阶级之四　凡暴政必速亡    ——历史上暴政速亡的第一个实例　第一顶皇冠与屠杀    —
—开国皇帝合法性问题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吗　李白肯定了秦始皇吗　秦家店的回光返照　
“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重新解读第二辑  帝王文化　掩盖
的文化    ——三大传统文化，还是四大传统文化　贪官无虞——兼谈中国政治保护伞　不可思想与独
尊一术　屠戮功臣——兼谈范蠡定律　大搞祭奠　书写伪史——兼谈史家之难　离我族类其心必异    
——汉武帝政治心理分析　⋯⋯第三辑　历史上的左倾现象第四辑　孔孟之道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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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王朝的政体肯定不属于亚里土多德所说的第一、第二、第三种政体，而几乎同时存在第四种、第五
种政体之综合。
秦王朝君主的职位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种，君主受到臣民的拥戴，权力有一定的限制，君主就
像一名统帅和法官，并主管宗教祭祀事宜。
也不是第二种，“在王族中世代相传”，而是在国王一族之中相传，也不是“依据法律实行独裁专制
”，而是法外依然可以独裁。
只是“野蛮民族的君主制”这一点恰恰符合秦王朝的特征。
秦王朝也不是第三种，民选邦主制，其君主类同于民选产生的僭主，秦王朝是地地道道的世袭制。
秦王朝符合第四种斯巴达的君主是“终身任职的统帅”，更像第五种形式的君主制，其君主独揽一切
权力，这种体制同家长制一致。
所以，中国的秦王朝的政制是集中了西方所有专制方式的弊端，是人类所有专制体制的集大成者！
秦王朝是亚里士多德所列最坏的一种专制主义极权制。
专制体制当然是一个人说了算。
开明专制是皇帝让臣下帮助出主意。
昏庸的皇帝和暴君也是专制，但只是一个人胡乱拍板。
秦始皇后期统一天下就开始了一个人说了算。
这就是同样的专制体制，不一样的皇帝个人。
秦王朝的历代国王都是大权独揽，没有什么争论的，只是在秦始皇时期又强化了权力的集中，出现了
极权政治的特点。
这一点仍然和法家的理论有关。
荀子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
”。
君权旁落就会导致政治动乱。
韩非主张君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割性。
《内储说下》中写道：“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
”在韩非看来，君王连百分之一的权力也不能下放，给百分之一，下面就用到百分之百。
在《外储说又下》说：“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臣共权以为治？
”韩非打比喻，即使能工巧匠的王良、造父两人一块赶车，也不能驾御马，只能一人驾驶。
君王怎么能和臣子共同掌握大权呢？
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符合韩非主义。
韩非主张要充分运用“法、术、势”，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驾御群臣和老百姓，使他们无一点实际的权
利。
韩非说的“法治”是绝对不治君王的。
他的法治在治百官和百姓这一点，好像比人治要强一些，但不治君王，最后还是人治。
那么，君王真的用法来治理百官吗？
非也。
用法来治百官，官员们在法的范围内就不应该怕君王了。
其实君王法外的权力更是大得不得了。
韩非在《备内》篇里写道：“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就是说对谁也不能相信。
在《八奸》里，他认为对同床的妻子、亲生的儿子、身边的亲近等等都不能相信。
他认为“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
”至于外人就更不能相信了。
特别是对关东六国，秦始皇根本就不信任，非杀既奴。
把六国贵族千里迢迢迁往咸阳附近。
人性有恶的一面，但是人不一定都是坏人，好的环境可以把人塑造成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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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条件下，把人都当成坏蛋，当成十恶不赦的野兽，这是说不通的。
这种观点是为专制政治镇压人们找寻人性方面的理论根据。
秦始皇独揽一切还表现在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和官员派遣制。
这个问题特别复杂。
分封制并不是我们某些人理解的分裂，它其实是人口稀少、原始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一种国家管理形式
。
它的最大优点是权力的分割。
这种管理体制能促使正常的经济竞争，会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
郡县制是比较适应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在一个庞大的农业社会实行郡县制是有利于政治统治而不利于
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会通过郡县制在全国实行。
当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畅通，郡县制必然带来信息的失真和政策的走形。
当郡县制有利于政治统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殆尽，反过来又进一步压抑了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
展，最终和分封制同样导致了分裂下场。
由于秦始皇采纳了郡县制，使中国经济两千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中国长时间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繁荣的
商品经济了。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实行郡县制，使商品经济的交换失去了原动力。
各个地区的商品交换没有必要了。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这样的名言一方面说明了江南的富足，一方面说明郡县
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大行政力量调剂了经济的有无。
江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各个朝代的帝都，大一统就是超经济强制。
大一统使文化窒息了，百家争鸣成为不可能。
中国人聪明过度，在那个时候就发明了郡县制。
郡县制在中国是搞早了，当然也是搞糟了。
顾炎武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带来的另一个必然后果是官员派遣制。
由于郡县制的实行，使过去由贵族上层人物担任地方管理者变成为皇帝的直接派遣和任命。
皇帝派遣下去的各级官吏完完全全是对皇帝和朝廷负责，他们的权力掌握在皇帝的手中，而不是掌握
在下面民众和地方势力的手中，所以他们可以只对上负责，而不可能对下负责。
“奉上唯恐不周，克下不惧民怨。
”天子的大员，皇帝身边的大员，他们来到地方，就是地方的“皇帝”。
皇帝是稀里糊涂也好，聪明绝顶也好，天下总是一片贪官污吏，老百姓总是任人宰割。
秦始皇留给后人的这一体制在两千年来危害至深且巨。
派遣制带来了权力监督的单向化，各个地方的权力只有上面的单一监督。
横向之间失去了监督，各级官僚只要打发好上司，就平安无事了。
“对上负责”成为中国官场的铁律。
中国几千年来的腐败痼疾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力，越来越强大，也就越发难以医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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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共分四辑，分别是秦家店批判，帝王文化，历史上的左倾，孔孟之道解读。
基本精神是批判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传统，清理人们政治血液中的毒素。
对于孔孟之道，笔者没有像新儒家那样一味地歌颂，也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把孔子一棍子打死。
传统文化里面的毒素，知识界清理了一个世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原因很简单，知识界分化出来一些粉饰传统文化的人，还在为这些毒素发酵。
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是以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为典型的。
笔者在2004年第1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中提出了“秦家店”的命题。
后来在这一年第4期的《炎黄春秋》发表《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又一次提出了我的观
点。
我认为打倒秦家店，胜过打倒孔家店。
我的这一观点迅即被《近代中国与文物》、《2004年随笔选》等多家刊物刊登，网上也有许多好评。
2007年1月，出版了我的专著《历史的误读》，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广西师范大学的罗振宝教授在《重新解读我们身边的历史——读刘济生教授有感》一文中认为：“对
历史，尤其是我们身边的历史，人们都觉得很熟悉，而实际上历史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历
史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错觉。
本文基于人们的这种惯性的历史思维，以分析刘济生教授的《历史的误读》为基点，从人们都熟悉的
儒家文化和皇权思想出发，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消极因素。
”我对于罗教授的评价非常欣慰。
网络上还有这样的文字，我抄写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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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刘济生教授耗费了大量心血，读史三十多年，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秦家店”、“四大传统文化”、
“自治的消亡”和“历史上的左倾”，这是历史学的大发现。
　　——著名思想史专家尹振环刘济生教授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要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
究下了很大功夫。
他的《重新发现历史》一书具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和启发性。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社会价值，刘济生教授的《重新发现历史》
用现代化的眼光，深刻地洞察了中国历史，启迪我们怎样从传统中走出，又怎样吸收传统?但是我对儒
家思想是彻底否定的。
　　——著名哲学家黎鸣刘济生教授《重新发现历史》是一部力作，尤其是“秦家店”等概念和命题
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本质。
　　——著名历史学家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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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新发现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软肋的剖析》编辑推荐：以全新的视角解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重谜团
。
尹振环，杨继绳，黎鸣吴，思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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