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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思想史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SHI 



《中国政治思想史》，民国二十四年在上海光华

大学所讲，予女翼仁笔记之，而予为之订补。以阅时甚

暂，故所讲甚略，特粗引其端而已。虽然，古之所贵乎

朋友讲习者，曰讲明。学者于义有所不彻，教者罕譬而

喻焉，曰讲贯。既习其数矣，而未能观其会通，故教者

为引而信之，触类而长之也；故曰：予非多学而识之，

予一以贯之者也。专门之士，穷幽凿险，或非圣人所能

为。然覆杯水于堂坳，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致远

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况于翻检钞录，又不足以语于

致曲者邪。抑闻之，古之为政者，必立谏鼓，置谤木，

岂不知忠言之逆耳，谗谄面谀之快于心，虽睿智，思虑

有所弗能用；虽聪明，耳目有所弗能及。是以用众以

自辅，求贤以自鉴，而不蔽于其所亲昵也。若乃将直言

极谏，与诽谤同科。举国计民生，惟党徒之殉，弗思耳

矣，亦已焉哉。云南起义前夕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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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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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思想史，是颇为难讲的，因为：

（一）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实可考

的，历代都有记载。记载自然有缺漏，但是一件事实，缺落其一部

分，或者中间脱去一节，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自然有人去研究，

用考据手段去补足他。政治思想则不然，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有

许多政治思想，怕始终没有发表过；即或发表过的，亦不免于佚

亡；凡是高深的学说，往往与其时的社会不相宜，此等学说不容易

发表，即使发表了，亦因其不受大众的注意，或且为其所摧残而易

至于灭亡。此等便都无可稽考。

（二）中国是一个政治发达的国家；而且几千年来，研究学术

的人，特别重视政治；关于政治的议论，自然有许多，但都不是什

么根本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一件事情，我们倘然看作问题而

加以研究，必先对于这件事情发生了疑问；而疑问是生于比较的。

我们都知道：希腊的政治思想，发达得很早。在亚里斯多德时，已

经有很明晰的学说了。这就是由于希腊的地小而分裂，以区区之

地，分成许多国，各国所行的政体，既然不同，而又时有变迁。留

心政治问题的人，自然觉得政治制度的良否，和政治的良否大有关

系，而要加以研究了。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个大陆之国，地势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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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而利于统一的。所以其支离破碎，不如希腊之甚。古代的原民

族——即今日所谓汉族——分封之国虽多，所行的政体，大概是一

样。其余诸民族自然有两样的，但因其文明程度的低下，中原人不

大看得起他，因而不屑加以比较研究。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

夏之无也，见《论语·八佾》，最可以代表这种思想、这种趋势。

直到后世，还是如此。没有比较，哪里会发生疑问？对于政治，如

何会有根本上的研究呢？因此，中国关于政治的史料虽多，大都系

对于实际政务的意见——如法律当如何改订、货币当如何厘定之

类——此等学说，若一一列举，则将不胜其烦，而其人对于政治思

想依旧没有明了。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非将一个思想家的学说，

加以综合，因其实际的议论而看出其政治上的根本主张来不可。这

是谈何容易的事情？

凡思想总是离不开环境的，所以要讲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时

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实，而政治制度和事实的变迁，就自然可以影

响到政治思想而划分其时期。我们根据于这种眼光，把中国的政治

思想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  自上古至战国  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发生一个很大的

变迁的时期，自政治上言之，则为由部落至封建，编者按：指实行

分封制的政体。由封建至统一。

第二期  自秦至唐  秦汉是中国初由封建而入于统一的时期。

封建之世不适宜的制度，在此时期中，逐渐凋谢；统一之世所需要

的制度，在此时期中，逐渐发生；逐渐发生的制度，自然又有不适

宜的，不免酿成病态，政治家所研究的，就集中于此等问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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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自宋至清中叶  第二期中所发生的病象，到此渐觉深

刻了，大家的注意自然更切，而其研究也渐深，往往能触及根本问

题。而这时期之中，民族问题也特别严重。实际上，民族问题在秦

汉时代已经发生，当“五胡乱华”之时，已经很严重了。但是人们

的思想，往往较事实要落后些，当彼其时还不曾感觉他十分严重，

到宋朝以后，却不容我们不感觉了。要御侮先要自己整饬，因此，

因为对外问题的严重，也引起了内部改革的问题。

第四期  自清中叶至现代  这是中国和欧洲人接触而一切思想

都大起变化的时期。政治思想当然不是例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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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中国政治思想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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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很复杂的政治思想，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是

什么？就是把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先综括之而作一鸟瞰，得一个大

概的观念。然后，持之以研究烦杂的材料——这是为入手之初方便

起见，自然不是研究之后不许修正的。本此眼光而立论，我敢说中

国的政治思想可以

（1）进取

（2）保守

两派概括之。为什么会有这两派呢？为什么不会有第三派？又

为什么不会只剩了一派？

这是因为社会的本身同时有两种需要，而这两派各代表其一

种。所以，这两派是都有其确实的根据，都有其正当而充足的理由

的。

这话怎样说呢？说到这句话，我们先要问一问：国家和社会到

底是合一的还是分离的，就是国家和社会到底是一件东西，还是两

件东西？

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

（1）有许多人民还没有能够组织国家，然而我们不能说他没有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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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许多国家已经灭亡了，然而其社会依然存在。

（3）所谓社会，其界限是和国家不合的，一个国家之中可以包

含许多社会，而一个社会也可以跨据许多国家。

据此社会和国家确系两物。未有国家之前先有社会，社会是

不能一天没有的。人永远离不开社会的，出乎社会之外而能生存的

人，我们简直不能想像，而国家则是社会发展到某程度应于需要而

生的。我们现在固然很需要国家，我们非极力保存我们的国家、扩

张我们的国家不可。然而，国家并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照我们现

在的希求而逐渐向上，国家终究是要消灭的。这不是我一人的私

言，古今中外的哲人怀抱此等思想的，不知凡几。不过这件事情是

很艰难，其路途是很遥远，我们现在不但没有能达到目的，甚且连

达到目的最好的途径都还没有发见罢了。然而，事在人为。民之所

欲，天必从之，并非真有什么天神监观下民哀矜之而从其所欲，不

过全人类真正的欲望，其实是相同的。虽然因环境的不良而暂时隐

蔽著，及其环境一变，真正的欲望马上就要发露出来。而且环境的

改易，也并非天然的变迁，实际上就是人因其为真正欲望的障碍，

而在无形中大家各不相知地把其改造之。故环境改造得一分，人的

真正欲望实现的可能程度便高一分，而去其实现之境也就接近一

分。如此努力向前，我敢相信路途虽然遥远，终有达到目的的一

日。然则国家在现在虽然很需要，到将来终有消灭的一天的。所谓

政治，就是国家所做的事情，国家既是社会发展到某程度应运而生

的东西，政治自然也是社会发展到某程度应运而生的现象。

然则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为什么要生出国家这一种东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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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政治这一种现象来呢？须知人类所组织的社会，有两心交战，

正和我们一个人的心有善恶两念交战一样。这两条心是什么？便是

（一）公心

（二）私心

公心，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人好，就希望大

家好，甚而至于为著人家不恤牺牲自己。因此，就发生出许多好的

制度和好的事实——代表公意的制度和事实来。私心，是只顾自己

不顾别人的，不但不肯损己以利人，还要损人以利己。因此，便生

出许多坏的制度和坏的事实来。社会进化到某程度，私心发生了，

就有抱著公心的人出来和他抵抗。这所谓抱著私心和抱著公心，并

不是指具体的人。同是一个人，对于这件事怀抱著公心，对于那件

事可以怀抱著私心。在这时期这地方怀抱著私心，换一个时期一个

地方又可以怀抱著公心。所以，与其说是两个人，不如说是两个阶

级。坏的阶级把好的阶级完全消灭，这件事是不能想像的，因为如

此人类就要灭绝了，而且这不是人类的本性，当然也不会有这一回

事。好的阶级完全把坏的阶级消灭，还非现在所能。在现在，事实

上是如此的一个政府，一方面代表全社会的公意，一方面也代表其

阶级的私意，这是古今中外凡有政府都是如此的，不过两者的成分

或多或少罢了。

因为社会上先有了所谓恶意，然后有政治出来矫正他。所以矛

盾不消灭，政治也不消灭。而政治实际上没有单代表公心的，总兼

代表著私心，他所以跃居治者之地位，就有一部分为是要达其私意

之故。既已居于治者的地位，自然更可将这种私心实现。所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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