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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梳理了上自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下迄清末，长达五千年的官民两方言论资料，以通俗历史写
法描述了各具特色的言论事件，勾勒出中国古代言论的三大特征：一是，官方即体制内言论表达占据
主导位置，从而形成体制内言论开放作为政治清明标志的特殊性状；二是，民间的自由言论稀少，但
它却成为社会即将发生巨变的风向标，在历史的进程中，也积淀成独具中国特色的谣谚文化；三是，
各朝代及各历史特定时期，言论的表达方式与被接受程度，各有差异。
    本书历史逻辑清晰，理论概括精当，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叙述翔实，是一本既适合大众群体的通俗
读物，也是历史专业学者有益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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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綦彦臣，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7、3-1999、3）。
历史爱好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广泛图书选题策划工作室主持人）。

    主要著作：《地平线并不遥远》、《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中国人的历史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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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诽谤”二字最初的褒义                尧帝对民间言论自由持宽容态度的同时，也注意利用民间言论。
    他对舜的选拔的重要依据就民间言论的评价：据说，他亲自去民间，走访了四位资深人士。
称为“四岳”的四位资深人士高度赞扬舜的德行，说：“单身汉舜这个人非常有品行，父亲、母亲、
弟弟道德水平非常差，但舜却能调谐全家，至少没让父母弟三人去干坏事。
”尧认可了民间言论对舜的评价，授予了舜一定的行政权力，并把两个女儿同时嫁给他。
    这一传说，即四岳评价政治人物的模式，成为后来民间批评，即清议的最初道德依据。
    舜按着自己被荐的模式，依民间言论为标准，从两支旧贵族中选取十六位有才干的人分别任不同的
行政职务。
其中范舒等八人被称为“八恺”。
“恺”字的本意是欢乐；而“恺悌”二字联用，则表示平易近人。
    由此可见，旧贵族的平易近人，使他们获得了民间言论的支持。
换言之，旧贵族也成了民间言论的受益者。
    舜自己执掌最高权力后，于第二年(据推算为公元前2254年)树起了诽谤木，让天下人来指出自己的
过错。
“诽”字本意是背地里议论，“谤”字本意指公开指责。
诽谤之木究竟为何种形状，没有考古实物或其他资料用以印证，我们可以反推为舜的身体的替代物。
人们可以对着这个大木头柱子高声指斥乃至发泄愤怒。
大木头柱子旁边有人记录各种不满意见和发泄行为，反馈给舜，舜再依之调节自己的行为。
    舜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他比以往的统治者更善于利用音乐这种言论工具，来为官方作正面宣传。
他发明了五弦琴，亲自弹唱叫做《南风》的诗。
诗中说：“南风和煦，解我民忧，南风及时，富我民财。
”    当然，除了认真听取各种诽谤外，他也乐意接受人们对他的崇拜。
他执政的第十四年，出现了瑞象，天空中有往日没见过的异常美丽的星星，云彩也花团锦簇般地美丽
。
舜和手下的百官，互相道贺。
他唱道：“祥云灿烂，缭绕盘旋；日月光明，连续不断。
”有八方的地方领袖(称为“八伯”)也在庆贺行列，他们一齐走到舜面前，给舜叩头，说：“这些祥
瑞都是因为你的英明而出现！
”    舜愉快地接受了赞誉。
    经过舜治理，天下言论近乎一致性地是赞颂和崇拜，但内里也存在着不和谐的潜在危机。
这种危机到了舜的继承人禹的时代，便暴露出来。
禹执政的第五年(推算为公元前2201年)，他惊异地发现：在尧舜的时代，人民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一
致；在他执政后，百姓各有各的想法。
面对此景，曾在舜时代起草宪法文件《洪范》的禹极度悲伤。
在出巡的途中，他遇见一名被押往服刑地的罪犯，禹伤心地哭了——“难道我的教化不起作用了吗?”
尽管如此，大禹不再像尧舜那样善用民间言论，转向以刑罚为主要手段。
    一位叫防风氏的地方领袖，被禹在集合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处死。
处死的理由让人感到震惊：仅仅因为防风氏迟到。
    禹认为迟到行为是对他的蔑视，也是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参加那次政治集会的人，没有一个对禹的这种极端的行为提出异议。
    刑罚抑制了言论。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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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无论什么人，如果认为远古驰名人物所做的事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有更深的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
确地了解历史。
                                                ——爱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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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将有关史实经过爬梳整理，写成一书，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可说是填补空白之作。
它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中国古代言论的历史作了客观分析，有批评有肯定，有利于今日“以史为鉴
”，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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