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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及本书内容简介

吴江 1917 年 11 月 ( 旧历) 生于浙江省诸暨市。193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基层农会工会工作。五六十

年代，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党刊 《建设》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主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 《红旗》杂志专职编委。“文化大革

命”中下放劳动。1977 年复出任职中共中央党校。党校由党中央主席

兼任校长，而由副校长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作者任职哲学教研室主

任、理论研究室主任、第一副教育长及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2 年离开党校; 后又短期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于 1990

年离休。曾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

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著作有: 《工农联盟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辩证法论

集》、《认识论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民主与政党》 ( 与

牛旭光合作) 、 《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 《中国的新

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评述》、《社会主义前途与

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沟通论》、《冷石斋沉思录》、《吴江论集》、《旅港时评》、《政治沧

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 《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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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石斋杂论》等。

收入本文集的，主要是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

作品。收入本文集的作品共分八编: 第一编，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

义”。集中若干有关论文，包括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 《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第二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收

入有关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若干论文。第三编，“思想力

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第四编，“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

儒家学说述评”。第五编，“史学篇”。收入有关史学论文 ( 包括论述

法家学说和南宋浙东史学等文章) 和对近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论。第

六编，“冷石斋杂论”。包括学术性的和政治性的。第七编，“冷石斋

随笔”。第八编，“冷石斋拾遗”。这里收入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的若干特点”一篇，摘自 1958 年所写 《中国资本主义改造问题》一

书。这是仅保留的 “文革”前所写的一篇作品，因其尚有一定的史料

价值，足以窥见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一个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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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总序
俞可平

历史偏爱学问和思想。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 “官本位”传统的

国家，官大不仅位高权重，似乎学问也大，真理也多。这种 “官本

位”现象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社会生活的现实。然而，即使对于

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历史的偏好也没有改

变。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 332 位符合法统登基的皇帝，408 位正式

称帝的君王，至于那些位极人臣的王公大臣又何止成千上万! 这些

当年的君王臣子又有几个不曾想名彪千秋? 多少人为了青史留名而

极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之能事? 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无情: 现

在人们能够记住的皇帝和大臣又有几多? 我们更多地记住的是孔

子、老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

甫、韩愈、王安石、苏东坡，等等，等等。虽然由于传统中国奉行
“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制度，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有官员

身份，但是，人们之所以今天还在代代相传地传诵和纪念这些令人

敬重的先贤，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

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历史的偏爱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应当担负的崇高

责任。立足当今中国的现实，充分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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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传承、改造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文化，推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

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希冀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

国。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学说和思想，既为社会进步和中华振

兴作出了贡献，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许是受 “厚古

薄今”和 “言必称三王五帝”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也许是 “只缘

身在此山中”，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不少

对现实和历史进程深有影响的重要思想。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

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

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它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使人

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整体进步的过程; 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

时代，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

章，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改革开

放的过程，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

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不仅催生着

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改革开放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也大大丰富了我们

的精神生活。改革开放需要并确实产生了各种新的思想观念，需要

并确实产生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

我们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既不同于苏联的传统社会主

义，又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尽管有传统

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压制，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想仍然不可阻挡地竞相

登台，争奇斗妍，相互激荡。思想的多样和学术的繁荣，既是时代

进步的必然体现，更是时代进步的重要动力。正像高质量的物质产

品是祖国富强的宝贵财产一样，进步的思想文化产品同样也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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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的宝贵财富。那些拥有重大发明创造的自然科学家是中华振兴

的功臣，那些产生先进知识观念的人文学者同样是民族复兴的

功臣。

谁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家? 谁的作品有资格入选这套 《文库》?

这必然是富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读者对此有统一的答案，

但我们希望 《文库》的编选标准是合理的，并能得到多数读者的认

可。简单地说，这些标准就是: 中国化、原创性、现实感和影

响力。

这是一套关于中国思想家的丛书。“中国思想家”，不仅仅表示

这些作者是中国人，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源于中国的现实，关注中

国问题，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换言之，这些思想产生

于中国的土壤，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意义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中

才能得以完整地理解和阐释。但是，具有中国特色并不等于说这些

思想只是对中国传统的延续，而没有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其实，自

从近代国门被打开以后，中华民族一切进步的伟大思想家，无一不

注重向国外的优秀文明学习，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

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等。他们的思想之所以影响

深远，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善于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思想。

当然他们不是简单地照搬国外的思想，而是将外国的先进思想与中

国的现实结合起来，用以改造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

进程也再一次证明，只有秉承中国优秀传统，立足中国现实，大胆

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是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进步的思

想; 也只有这些思想，才称得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思想。对于

这些先进的思想而言，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

都是对先前某种思想的承继和延续。但是，一切有生命力的思想绝

不是对历史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创造性的发展。思想的原创性，

指的就是对传统的创新。它既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割断，那样，这种

思想就会成为无本之木; 也不是只有几个新的概念和术语，而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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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突破，那样，这种思想至多也只是新瓶装旧酒。思想的原创

性，其真实的意义在于，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依赖传统而又突

破传统。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思想家来说，思想的原创性意味

着，既本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又创造性

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这样的一种原创性

思想，也只能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环境。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一般对 “理论家”、“思想家”、“学问家”

不加区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严格地说，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学问家指的是那些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学识渊博的学者专家。他

们本着独立研究的精神，探索规律和真理，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

距离，有些研究甚至远离现实生活。但他们的学识是人类知识长河

中的涓涓细流，其影响超越时空而绵延不断。理论家和思想家则都

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思想和观点往往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他们

之间的区别在于，理论家的作用更多在于解释和辩护现实，思想家

的作用更多在于分析现实和谋划未来。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有自己的

观点和学说，但理论家更看重现实价值，思想家则更强调历史意

义。理论家和思想家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理论家的影

响力通常取决于特定的政治需求，思想家的影响力则取决于整个时

代的需要。改革开放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其中大多数都随

着某种特定政治需求的消失而退出舞台，而那些影响整个时代进程

的思想必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传承下去。

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思想至今仍

然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像孔子、老子、孙子的思想不仅对现在

的中国人深有影响，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像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不仅在西方

世界深有影响，对中国同样也影响深远。思想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

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其一，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和目

标。进步的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为人类的道德判

断提供基本的评价标准，使人类的发展遵循理性的和进步的轨道。



5《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总序

其二，给人们以心灵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通
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宣示自己的主张，引导社会的舆论，使人
们能够在重大的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其三，影响政府决策。思想
家通过针砭时弊，通过建言献策，影响政治当局的决策，从而影响
社会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
民主法治的推行，无不凝聚着当代中国思想家们的智慧和见识。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思想家是民族集体智慧的代表。任何思想
家，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知识分子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在中
国产生的各种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新思想，都是全民族探索的结
果，特别是全体知识分子智慧的产物，思想家不过是这些知识分子
中的杰出代表。本 《文库》将陆续收录的思想家如费孝通、王元
化、于光远、吴江等，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们分别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不少原创性的思想，在中国的改
革开放过程中产生了各自的独特影响。我们编选这套文库，既是为
了表达对所有为改革开放作出思想贡献的知识分子的敬重，也是为
了对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各种代表性思想做一个汇总，并以此纪念
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建国 6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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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
———儒家学说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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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记

这本小书曾于 1992 年出版过，销完以后并未重印。我相信读者朋

友们是关心本书所讲的问题的，但解决起来实在有困难。这次将这本

小书重新贡献给读者。“文章合为时而著”，我想，虽时隔十年，本书

恐怕还是比较合乎时宜的。这里，对本书的写作略作一点说明。

古代学说、诸子百家，是我一直很少涉足的一个领域。我冒昧地

闯这个领域，到现在总共只有两次，一次就是 1976 年写 《法家学说

的历史演变》一文，再一次就是这本小册子了。这两次又是有关联

的。1976 年那篇文章，起草于 1975 年上半年，即粉碎 “四人帮”以

前 ( 粉碎 “四人帮”的时间是 1976 年 10 月 6 日) ，发表于 1976 年 12

月出版的 《历史研究》第六期上，次年 3 月 29 日 《人民日报》作了

摘要介绍。这篇文章起草时没有想到能够发表，因为它是用来批判当

时甚嚣尘上的关于所谓 “儒法斗争史”的歪曲宣传的。这篇文章的结

束语中有这样几句评语: “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和巩固其专制

统治的一整套方术和阴谋诡计，也加以肯定和颂扬”，“他们使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遭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歪曲和修正”，“‘四

人帮’以歌颂古代法家来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这

和过去袁世凯的发动 ‘尊孔读经’来为自己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是完

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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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在刚粉碎 “四人帮”、局势尚不太明朗的时候，而且提

出了封建主义影响这个问题，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有人写信给我询问

和讨论这个问题，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不赞成提封建主义影响

的人也举出几条理由。1979 年、1980 年以后，关于在反对资产阶级腐

朽思想的同时也必须继续肃清封建残余影响的问题，得到一般舆论的

认可，并且在党的正式文件上确定下来了。这时我曾考虑把曾统治中

国思想界两千余年之久的封建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一下，因为 1977 年以

后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忙于日常事务，这个问题也就搁下了。

1990 年春我从工作岗位上离退下来，读书的时间多些了，于是重

新想起过去搁下的这个问题，就去翻阅一些古文献，涉猎各种研究中

国古代史、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著作，包括前人的、现在的专家学

者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自然以儒家学说为代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

说，又是争论很多的领域。对孔子， “文化大革命”中是一概骂倒。

“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总算有了较公允一些的评价。但评价得

高一点、低一点，要不要宣扬孔子，宣扬以什么为限度等，仍时有争

论。我在这个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这里我不过是在前人和专家

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点介绍评析工作，尽可能将具有两千多年

历史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内容、始末及其所起的作用和遗留的影

响，大体上提供一个轮廓，一个梗概。这对我来说仍不免是冒失的举

动，因为毕竟平日研究甚少。两千多年的古人古事，已无禁区可言，

只留下了不少求真的难区。古人不能复生，他们已不可能为自己辩

护，正因为如此，后人更应当谨慎从事，许多问题虽难定论，但作评

论时则应尽量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离历史真实太远。本着这个

原则，在一些问题上我也冒昧地谈点个人的看法，如关于孔子本人学

说的主旨，关于 “仁”的最初含义，关于明末清初诸大儒的评价，关

于变法维新派的评价 ( 这方面我觉得过去未免拔高了些) ，等等，但

这些都只是个人的 “一得之见”，说不上 “一家之言”。至于关于现代

新儒学，我所提及的只限于三四十年代，而且也大体限于介绍，不作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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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后的儒家学说已不是先秦时候的儒家学说了，其时号称 “独

尊”的儒学融会了其他学说的不少东西于自身之中，比较重要的是儒

法合流，汉统治者叫做 “以霸王道杂之”。法家披上儒家的服装，所

谓内法外儒，为君主专制服务，在封建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本书再版付印前，承历史学家王春瑜同志通审增益，并写 《读后

感》一篇; 编辑同志查对引文及出处也费了力，特此一并致谢。

吴江
2003 年 2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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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篇

中国号称有 5000 年的文明史，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

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也已经有 3000 年以上了 ( 这里所说文字以殷商

甲骨文为代表; 近年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晚期陶文，属原始图形文字，

距今则约有 5000 年了) 。现在的东西方文化，就其源头来说，均可上

溯到公元前三四千年。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文化的一个非

常独特的地方，是几千年来在不同社会中积累起来的文化一直没有中

断过或湮没过 ( 古希腊罗马文化到蛮族入侵后就中断了很久) 。百代

学说和文化名人联袂涌现，代代相续，群星灿烂，而且代有高峰，蔚

为奇观。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单就其连续性和丰富性来说，越到后

世越引人注目。

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欧

洲上下数千年，在罗马帝国之后，因民族和宗教的不同而出现诸国分

立，经中世纪数百年黑暗专制，从 15 世纪开始，各国相继步入近代资

本主义，又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社会逐步

迈向现代化。中国则不然，中国经过公元前 770—前 221 年的春秋战

国、五霸七雄时期，并没有使列国并存的状态永久化，而是走上了一

条大一统和各民族相继融合的道路。从公元前 221 年的秦朝开始，建

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 ( 据文献记载，当时这个大帝

国的人口只有 1000 余万，到汉初增至 3000 万) 。这个封建大帝国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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