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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治文化”是《道治与自由》提出的新概念，从政治文化视角入手，研究道家政治行为及其取
向模式是《道治与自由》的特色。
该书对道治文化有整体的体认和把握，从渊源、理念、实践及影响等方面提示道治文化的内在逻辑结
构，概括出道治文化以“道法自然”为宗旨，以清静自治为内在机制，以无为而治为政治设计的基本
内涵，剖析了道治文化的现代化空间。
作者紧扣道家的政治不服从行为，分析道治文化的自然主义政治信仰、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民自治
”的策略、真人政治人格、游世主义境界及其发展，并通过汉初和魏晋的政治实践及与儒家、法家等
政治文化的比较，进一步深入理论论述。
作者认为道治文化是离“家”出走的政治文化，往往与政治分权及社会动荡相联系，是中国古代比较
典型的自由政治理念和民主政治文化的萌芽，有鲜明的现代性。
全书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观点明确。
材料翔实，语言流畅，有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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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商原李刚，本名李刚，男，1967年生，汉族，陕西商州人，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硕士研究生导师；长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长安大学学报（社科版）》编委会委员，青年教师委
员会委员。
先后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历史学（专门史）博士学位；山东大学博士
后。
任国际南冥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关学与实学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价值哲学研究
中心特邀研究员，陕西省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
学术专著1部（正在出版中），主编论著1部、教材2部，发表专业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省级、校级课
题4项。
为研究生开设《中国思想文化》、《西方哲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政治文化及社会化
研究》等课程。
最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哲学、政治文化研究。
曾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党员、科研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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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论　“道治”政治文化视角一　道家政治文化研究视角的新意二　政治文化视角重在政治行为模
式三　国外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示范四　与道家研究的内在联系五　“道治文化”说第一章　道治文化
的渊源第一节　道家与道治文化一　隐逸：政治不服从行为二　道家之隐的兴起及隐逸哲学三　离“
家”出走的政治文化四　巫史文化之源第二节　道治文化理念的源流一　道治文化理念的源起二　道
治文化理念的长江之流三　道治文化理念的黄河之流第二章　道治文化的基本精神第一节　道治主义
政治取向一　自然主义政治信仰二　另一种民本政治伦理三　政治偶像：真人和圣人四　游世与化民
第二节　疏离的政治心理一　冷眼与热心二　冷静与旁观三　“游世主义”境界第三节　无为而治的
政治策略一　朴素的自治之策二　见素抱朴的政治韬略三　无为而治的政治设计第四节　道治文化的
发展一　否定性的社会化二　世俗化结局三　危机与应对第三章　道治文化与汉初休养生息政治第一
节　汉初的“因循”心理一　黄老复兴二　人心思静三　清静之音第二节　汉初的无为政治一　汉初
的政治分权二　“共天下”理念三　将相的无为之策四　帝王的无为之政第三节　道治文化与无为政
治一　无为政治的实绩二　道治与休养生息第四章　道治文化与魏晋败亡第一节　玄谈与魏晋政治一
　玄谈的兴起与政治批判二　放达与退隐之间第二节　玄谈的实质与败亡一　玄谈的政治实质及影响
二　玄谈与政治败亡第五章　道治文化的地位第一节　道治文化的影响一　官方的道治文化二　道教
的道治文化三　民间的道治文化第二节　道治文化的历史地位一　与礼治文化的比较二　与法治文化
的比较三　儒家的批评四　道家的自我反思第三节　道治文化与现时代一　道治文化境界的现代性二
　道治文化实践的开放性结　语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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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来，“生人之累”是有君于上、有臣于下，有肌肤、父母、妻子、闾里、知识之“劳”，这完
全是一种离“家”者的人生感悟和愤慨。
《庄子》一书，我们读到的不应只是宇宙人生的相对主义思辨，更应该读出《庄子》的哀伤。
我们若单从“哲学”方面理解庄子，只能得其形而遗其神。
庄子的千古妙文，难道说是在兜售他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宿命论吗？
从文学的角度读《庄子》，我们能体味庄子的人生，能感受庄子人生的“辛酸之泪”。
这是我们从政治文化角度关注庄子其人其书的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说，《庄子》道出了隐逸的痛楚和代价。
　　“隐居以求其志”，总的说来，是对天下“无道”的一种否定和抗议。
他们不愿意出仕，也的确是人性自由的一种追求。
所以，他们忍受了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不利和艰辛，抛弃了人生的名誉、地位甚至生命。
但是，他们虽然是道治人物的重要部分，但并不是全部。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士，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是“离家出走”者。
只是道家是自觉地离“家”而走，并形成了“家”以外的哲学与政治文化，与“家”里的儒家等有了
根本的区别。
离“家”出走的道家，有的隐居起来，有的出仕而后隐逸，有的隐而后出仕，不一而足。
可以肯定的是，一味地隐居，并非道治人物的长久之计。
在社会的变迁中，随时都有他们认为适合出仕的时候。
　　谁也不会想到，税制的改革引起了土地制度的松动，土地制度的松动又引起了春秋战国时期从社
会到政治文化如此巨大的变动。
旧制度中的贵族迅速衰落，以军功、才能获得土地的地主阶层迅速兴起，许多士人也获得了一定的土
地。
整个社会再也不能完全按照统一的血缘身份分配社会财富；个人的权利和才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
这一过程尽管是在内外杀伐和篡弑等“恶”的形式中进行的，但它所带来的更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却是
不容置疑的。
恩格斯在论黑格尔时说：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
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
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
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独一
无二的持续的证明。
①　　回避“恶”自然是贫乏无力的。
因此，到了兼并争霸时代，道家人物在“契约精神”的感召下，走向了治乱之路，是道治文化不断发
展的表现。
　　除了像杨朱、庄子和列子一类纯正的隐士以外，一部分隐士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现实政治问题，提
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有的直接或间接地出入于政治权力中心，也受到了政治权威
的重视。
齐国的稷下学宫，供养的“不治而议论”的许多先生们，是道家右派的代表。
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淳于髡等也发挥了实际的政治作用。
黄老学派的出现，与这一社会变动有直接的关系；也与太公治齐的因循政策分不开；其政治文化，也
由思辨走向了操作，由学术走向了政术，提出了具体的施政原则，甚至政治方案。
他们从“家”外的视角，重新审视现实政治，在自然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人文主义和自然
主义。
他们从道家的“无为”出发，强调“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政治策略。
　　他们重新进入了政治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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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经历了离“家”出走的历史熏陶，确立了道家最为基本的政治文化立场，即自然主义政治信仰，
恪守“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的法则，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使道治文化
的影响在战国中后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蒙文通早就指出：“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
”①黄老道家的这种空前的影响，是和它们从“家”外的视角重新审视现实政治分不开的。
司马谈对黄老道家新的自然主义政治文化做了集中的分析，他认为道家的最大特点是“因阴阳之大顺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黄老道家兼采众长，吸收儒家之仁义，法家之法术，以发挥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君无
为而臣有为、清静自治的政治文化。
　　刘蔚华认为：“黄老学的诞生，完成的第一个过渡，就是道家从反权威主义向新权威主义的转变
，从而实现了由在野的学术向在朝的学术的转变。
”“黄老学为后人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拨乱反正的模式和思维方式，每当中国社会面临这种状
态的时候，这种模式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再现。
所以，黄老学的存在及其影响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引导社会完成由乱而治的过渡。
这是它在历史上完成的第二个过渡的含义。
”①因此，战国末年，黄老之学占据社会思潮的主导地位，酷秦暴政不但没能摧毁它，反而使人们认
识到它的政治价值。
道家的淳朴忠信之道，与秦的暴政刚好相反。
大乱之后需要恢复，无为政治学说恰好也是一种休养生息理论。
因而，汉初君臣俱欲休息，道治主义者努力推行，道治文化大兴，出现了“文景之治”。
道家特别是黄老的道治文化具有一种完成百废待兴的复兴和建设之功。
关于这一点，魏源总结得非常清楚：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后，则惟
诊治调息以养复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浓腹削之剂。
如西汉承周末文胜、七国赢秦汤火之后，当天下生民大灾患、大？
？
之时，故留侯师黄石佐高祖，约法三章，尽革苛政酷刑，曹相师盖公辅齐、汉，不扰狱市，不更法令
，致文、景刑措之制，亦不啻重睹太古焉，此黄老无为可治天下。
后世如东汉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遗意。
是古无为之治，非不可用于世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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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治文化是中国古代较典型的“自由”文化，是一种有影响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它不只发挥
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以政治文化传统的形式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的不同阶层。
当代中国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简政放权，与“道治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因此，“道治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及学术意义，特别是对21世纪的政治文明和政
治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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