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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中国模式&rdquo;&mdash;&mdash;从宋朝历史说起&ldquo;中国模式&rdquo;是最近比较热门
的话题。
关于&ldquo;中国模式&rdquo;的讨论，真正深入的并不多，或者只是找准了一个重点，没有完整的分
析。
因此，对于&ldquo;中国模式&rdquo;的存在以及未来，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有人把它当成是阶段性的必须，认为&ldquo;中国模式&rdquo;并不能永久；有人认为&ldquo;中国模
式&rdquo;能够长久，但是由于没有厘清&ldquo;中国模式&rdquo;的核心而难以理直气壮，甚至难以展
开有价值的讨论。
　　本书力图从宋朝的政治理念出发，明确&ldquo;中国模式&rdquo;的本质。
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存在，宋朝的政治理念是：政府自身成为超利益集团的存在，而非借
助某些利益集团来实现统治。
中央集权的政府对自身的超利益要求，使得政府比较容易做到公平公正，而不容易在利益集团之间，
或者因为自身的利益集团化，而发生政策倾斜。
一个社会的和谐公正，关键在于政权的超利益化。
在古代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态各种各样，在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下，利益集团也呈现多样性。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中，除了社会分工概念下的利益集团外，皇族、外戚、宦官等都是颇具特色的
利益集团。
宋朝政治实现超利益化，靠的是知识分子。
然而，知识具有两面性，它既能因知识的普遍性而实现公正，也能因其真理化倾向而追求垄断。
宋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普及教育，使得知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知识分子也因此开放性而成为社
会广泛利益的代表。
与之相应的是，在同时期的欧洲，知识是被利益集团垄断的，这种影响延续至今天。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利益集团的形态与宋朝已有很大差别。
然而，我认为，宋朝政治要求政府具有超利益性，对于各个利益集团并不是偏重或镇压，而是协调不
同利益集团的共存共生。
对于今天的世界，这些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朝有着精致的文化，有很多至今令我们敬仰和喜爱的人物，但也有永远被人唾弃的败类。
宋朝虽然没有恢复到汉唐的版图，但它的经济依然超过前代，甚至超过它的继承者。
宋朝的制度也是精致而复杂的，从宋朝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绝不是不讲究法治、只讲究人治的
社会。
宋朝的法治发展到最后，已经严密到能给我们今天提供一个反例的程度：过于制度化，反而压抑了人
的创造性，失去了必要的灵活性。
　　宋朝的确是优秀的，但也的确是有缺陷的。
它的优秀与缺陷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和忽视它的原因。
然而，正是由于宋朝的缺陷，后入对于宋朝的评价也常常只强调它的不足。
尤其是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的时候，宋朝似乎只剩下了缺陷。
近百年来，关于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定论，其中不少与真实相差较远。
现代人对于宋朝很多结论性的定见，在我看来，主要是受某些西方理论的影响，用理论强行框定现实
的结果。
这些关于宋朝结论性的意见，影响了我们了解真正的宋朝，也影响了我们认识宋朝真正的价值。
因此，本书对于当今某些关于宋朝的定论也做了一些辨析。
　　宋朝出现的《清明上河图》举世闻名，看着这幅画，我有时会想：与画中的那些人生活在一起，
会不会更幸福？
但是，《清明上河图》完成后不久，北宋便遭遇了靖康之变，汴京的繁华惨遭破坏，只留下《清明上
河图》的画面供后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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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的创作者张择端在南宋建立18年后去世。
　　面对昔日的繁华毁于一旦，真如一场云烟般消失，我们能体会这位画家的心情吗？
21世纪重读宋朝，我们应该换一种眼光，换一个空间，换一种心态。
但是，即便在21世纪，依然有一种神奇，让我们不断地发现今天与宋朝的藕断丝连，迫使我们多花点
时间重读宋朝。
　　宋朝是中国历史中最特殊的一个朝代，它是最开明、最自由的朝代；它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朝
代；它是诗词文章最精彩的朝代；它是包拯、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陆游、辛弃疾、杨万
里等无数优秀知识分子生活的朝代；它是中国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艺冠群雄的朝代&hellip;&hellip;当
然，它也是&ldquo;国破山河在&rdquo;的朝代；它还是令&ldquo;尽忠报国&rdquo;的岳飞、&ldquo;留
取丹心&rdquo;的文天祥壮志难酬的朝代&hellip;&hellip;宋朝，最为后世荣，最为后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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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的和谐公正，关键在于实现国家政权的超利益化！
而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就是这样一个超利益化的政权社会。
保障全体老百姓的利益是宋朝历代统治者的核心政治理念。
本书借古论今，为我们展示了充满公平与正义的和谐社会——宋朝是如何炼成的，并讲述今天的中国
怎样延续宋朝的政治模式，努力建造一个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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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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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中国模式”——从宋朝历史说起
第一章　皇宫里的特殊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就是在社会中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古今中外，利益集团都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平民化最彻底的朝代，因而也是与现代社会形态最接近的朝代。
因此，宋朝协调、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制度，不论成败，对于今天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缺乏战争基因的盛世宋朝
　黄袍加身——谁都可以当皇帝
　没有天生的贵族
　皇帝和宰相，谁才是老大？

　皇帝宗亲——被皇室“囚禁”的富贵人家
　皇家外戚、内廷宦官——垂帘听政背后的政治角力
　祖宗家法不可违
第二章　传统的国家角色
　欧洲中心论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把“严格等级制度下，高等级贵族对于王权的制约”当成伟大的历
史进步。
虽然我们说中国社会是“以德治国”，道德为先，但是，中国政治还是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来防止执政
者的失德，防止执政者的私心膨胀。
换句话说，中国政治有道德与法制的双重规范。

　知识分子——国家公权的管理者
　史官——“监督”皇权，“记录”历史
　朝会——皇帝与百姓的权力较量
　君权神授——文人制约皇帝的幌子
　皇位继承要避免家国之争
第三章　合法的政权是“君权民授”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宋太宗赵光义写的《戒石铭》，它直接、明白无误地告诉每个官员——你是由百姓的血汗养活
的。
它时刻敦促每个官员要体恤百姓，要为百姓办实事。

　真正的民主是权力属于全体民众
　轻利重义的公务员才是社会所需
　普及教育的世界榜样
　父母官也要接受人民的考核
　士人政治下的官员监督
第四章　法律要成为保护百姓的利器
　中国政府本身是独立的，而不是由利益集团控制或分享。
政府本身就是超越利益集团之上，因此，由这样一个公正的政府来行使司法权力，本身就是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的体现。
所以，中国老百姓寻求公正的时候，呼喊“天理”的时候，总是向政府求助。

　平民社会的“宪法”
　“三权分立”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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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提刑官的判决
　警察与犯人的游戏
　律师不是讼棍
第五章　国家改革的力量
　当代有学者发表著作说，王安石变法是代表先进，都是保守落后腐朽的儒家阻止了王安石的变法，
否则，中国在宋朝就可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只要是批评当前的改革政策，
就是反对改革、主张倒退，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人们对于改革的批评，更多只是对于“如何改革”的批评，而不是“要不要改革”。

　社会底层的政治呼声
　城市与乡村的距离
　制度是有生命的
　经济干预，政府出手救市
　民主与独裁的激烈对抗
　基层公务员的腐败源头
　武力是最后一道钢铁长城
第六章　金戈铁马满江红
　如果一个政府的超利益性质体现得比较充分，那么，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就会比较少，一般的社会
矛盾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和法院就能解决，文职化的警察仅需要应对普通犯罪问题。
当一个政权出现严重利益集团化，社会矛盾就会加剧，行政和法院系统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或效率就
会降低，警察的数量和警察的武装化程度就会提高。

　兵器时代的兵役制
　官兵也需要文武双全
　为战争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刺字只能带来屈辱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真正的正义之师
　民心才是最锐利的武器
　兴亡成败多少事
后记　被误解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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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常常崇敬汉唐时代，人们认为汉唐时期开疆拓土、传播文化的豪迈胸怀，如今的人们仿佛已
经遗憾地丢失了。
而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汉唐的成就可以看成是造成后面阶段性困境的原因。
汉朝先进的政治、文化、经济，给周边民族极大的影响，从而引发了其他相对后进民族的大发展。
　　接受了汉朝制度文化的其他民族，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和发展，几十年、几百年后，再也
不是卫青、霍去病面对的落后民族和文化，而变成了吸收了中原先进文明的北方民族。
唐朝形成的大一统，又把接受中原文化先后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再次整合为一体。
唐朝的整合既有中原文化的成就，也有吸纳其他文化的因素，从而使得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获得了
提高。
盛唐的万千气象，西域的繁荣和往来，再次将大唐文化传播到欧亚大陆，由此带动其他民族又一轮大
发展。
　　宋朝建立时，它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五代十国的内部小格局，它还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
除了北方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后迅速崛起之外，在遥远的西部，另一支力量已经壮大。
唐朝军队曾经在中亚与这支力量遭遇，并失败了，从而阻止了唐朝势力的进一步扩展。
这次失败所面临的对手，是正处于上升时期的伊斯兰文化。
然而，唐朝军队脚步的停止，并没有影响唐朝文化继续向西传播，例如中国的造纸术由此进入了阿拉
伯。
　　宋朝建立的时候，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成就又远超于唐朝时期。
如果说汉朝面对北方和中亚时，在文化上还可以算一枝独秀，那么，唐朝已经遭遇了阻力。
宋朝更是面对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是与中国文化不尽相同的另一个文化形态。
虽然宋朝在陆地上并未与伊斯兰文化直接交手，但是，宋朝在北方和西部所面临的对手，都因为处于
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共同影响下，而得到进一步壮大。
如果没有伊斯兰文化向东的力量，宋朝本来也很可能向西推展得更远。
但是，宋朝所面临的西部和北方，已不再是汉唐时期的状态。
　　与伊斯兰文化整合中亚各民族类似，在更遥远的地方，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基督教也将欧洲各民
族相对一致地整合在一起。
因此，宋朝前后，欧亚大陆的几个地方都因某一种文化的传播而实现了文化的相对统一。
对这些地区内部来说，文化的统一增强了其整体实力，也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交融或对抗。
在全球范围内，宋朝所处的时代，正是后进民族的文化普遍提高的时代。
不管是以宗教的方式，还是以世俗的方式，文化的相对统一都提高了社会组织效率，容易出现突变和
飞跃。
因此，虽然宋朝各方面的文化和制度远远领先于世界，但是，它所遭遇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宋朝无法轻易战胜北方和西方新崛起的国家，并不全是宋朝的赢弱，而是北方和西方获得了比以往更
大的文明发展。
放眼全球，宋朝所处的历史时期，只有宋朝的文化主张交流多于主张对抗，宋朝的战争基因不是很发
达。
今天，有人说这是缺乏尚武精神，但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一定不是崇尚武力的文化。
　　与唐朝差不多的时间，欧洲也有过一个强大的国家。
800年，查理曼大帝由罗马教皇加冕而称帝，被称为&ldquo;罗马人的皇帝&rdquo;。
当时他的国家版图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整个西欧，除了没能渡海占领现在的英国外，查理曼大帝基本上
已经把西欧统一了。
教皇给查理曼大帝加冕，蕴含着欧洲此后几百年间一个尖锐的矛盾：世俗政权和教权，到底谁管谁？
这样的矛盾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
查理曼大帝虽然最大限度地统一了西欧，但是，加冕皇帝14年后，查理曼大帝去世了。
他塑造的相对统一的西欧就很快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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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罗马帝国之后，只有查理曼大帝把欧洲相对地统一起来。
此后1000多年里，罗马教会、拿破仑想统一欧洲，但都没有成功。
今天的欧洲人搞欧共体，也是在重复查理曼大帝已经做过的事情。
　　查理曼大帝的国土之所以在他死后很快分裂，与当时欧洲的文化有关。
按照法兰克人的传统，父亲的遗产由儿子分别继承。
这种习惯法在普通百姓那里问题不大，但是，在王权时代，这种继承法对国家政权是巨大的挑战。
查理曼大帝本来也要把帝国分给几个儿子，但他的几个儿子都在他之前就已经死了。
到他临死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儿子，名叫路易。
因此，帝国暂时没有分裂。
路易又有四个儿子。
四个儿子为了分家产，竟然公然对抗父亲，路易不得不退位。
后来，四个儿子中死了一个，只剩下三个，于是，查理曼大帝的国家被分成了三块，分别成为法国、
意大利和德国的前身。
换句话说，如果查理曼不是只剩下三个孙子，欧洲的版图还不知道会怎样。
　　统一与分裂，本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利益集团造成的结果。
随着历史的发展，利益集团也变得多样，．当各个利益集团各自为阵，分裂局面就很容易出现。
然而，利益集团必然存在，任何一个社会总会有不同的利益分化，从而造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是正
常的现象。
统一并不是消除别的利益集团，也不是大家变成相同的利益集团，更不是各个利益集团你死我活地拼
杀出一个胜者。
统一的本质在于，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中，让各个利益集团协调共存，发挥其长，抑制其弊。
从利益集团本身来说，它也需要这样的持久环境，以便于自己的发展和生存。
这个允许和保证各个利益集团协调发展的政治环境，就是统一。
否则，各个利益集团迟早会发生严重冲突。
欧洲至今都未能统一，说明他们至今依然没有找到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方式。
而中国从秦汉以后，总体上说都处于统一的状态。
尤其是宋朝以后，不管朝代如何更迭，统一都是现实存在。
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处理各种利益集团的智慧。
这种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今天的西方，乃至未来世界，都是极其宝贵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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