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Ｃ　Ｉ　Ｐ）数据

　　批判和变革的逻辑 与研究：解读中国近代政治
思想／张晓翔，周光亮著．—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２．７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４２１－２１２５－７

　　Ⅰ．①批… Ⅱ．①张… ②周… Ⅲ．①政治思想—研
究—中国—近代　Ⅳ．①Ｄ０９２．５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２）第１６０６３４号

书　　名：批判和变革的逻辑架构与研究———解读中国近代政治思想

作　　者：张晓翔　周光亮　著

责任编辑：陈晓蕊
封面设计：张　斌

出　　版：甘肃民族出版社（７３００３０兰州市读者大道５６８号）

发　　行：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７３００３０兰州市读者大道５６８号）

印　　刷：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８８０毫米×１２３０毫米　１／３２　　印张：９．５　　插页：２
字　　数：２０６千

版　　次：２０１２年９月第１版　　２０１２年９月第１次印刷

印　　数：１～１　０００

书　　号：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４２１－２１２５－７
定　　价：２８．００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７３００３０　地址：兰州市读者大道５６８号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ｎｓｕｍｚ．ｃｏｍ

投稿邮箱：ｌｉｕｘｉｎｇｔｉａｎ＠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发行部：葛慧　联系电话：０９３１－８７７３２７１（传真）Ｅ－ｍａｉｌ：ｇｓｍｚｇｅｈｕｉ３２７１＠ｔｏｍ．ｃｏｍ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构架



 
 

1

导  论 

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鉴于不同的社会历

史背景，同时也会与道家和佛家思想相融合，同时也孕育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

和宋明理学等文化思潮。直到近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以后，先

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不断地冲击国内腐朽的封建文化，传统的农业大国不得不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明的有志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纷纷为改变落后的中国而努力，在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变革

和革命中寻找出路，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阶级、派别的政治思想。 

（一）政治思想内涵 

“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也就是人

们围绕公共权力展开的活动，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过

程。概括地说，就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处理各种政治关系。政治思想就是关

于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见解、看法。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政治思想是政治行为特别是政治变革的先导。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就是要学习和研

究中国近代关于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见解看法产生发展的

过程及其规律；是对封建专制批判与变革具体实践在思维中的反映。 

政治思想是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为主要研

究对象主要揭示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社会作用、发展规律、思想联系、价值蕴

涵和历史局限等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核心），与哲学、伦

理思想联系在一起，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在中国，文史哲是融为一体的”。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以，不能离开中国思想文化发展

的总体历程，也不能脱离政治、哲学、伦理孤立地看待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历

史。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各种思潮是接连不断涌现的。在春秋战国时

期，主要表现为诸子之学；在汉代，主要表现为经学；魏晋则为玄学；隋唐时期

主要是佛教的传入和佛教的中国化；宋以后是理学；清代是考据之学；近代则是

西学的传入；现代以后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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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古代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近代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解体；自新文化

运动始，中国传统文化解体程度加深，现代文化开始形成。迄今为止，中国在向

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已经经历一个半世纪之久。 

在这一个半世纪中，我们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思想理念、科学技术、经济方

式和许多现代的生活内容。经过不断探索和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试图

通过社会主义一途，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在追寻

现代化的路途上，我们历经磨难，艰辛倍尝，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极其深刻的。就政治

思想而言，我们从西方引进先进民主理念、试图追寻近现代民主制度，付出了一

次又一次的艰辛努力。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仍就要走

很长的一段路。是我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有问题，还是我们接受民主观念和民主制

度的文化机制有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现代化是一条不归路。在这条道路上不仅仅是洒满阳光、铺满鲜花，也遍布

着荆棘、险象环生，不小心就会陷入灾难的深渊。当站在新世纪的开端，环顾四

周，我们在看到数字增长的经济发展之外，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很多的社会问题

凸显出来：贫富分化、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大量存在、人类

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胡孚琛文）21 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出路将是什么？中国

文化的出路在哪里呢？ 

回首中国所经历的沧桑，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了太久、太远，而且还要

继续走下去。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接受了很多，也抛弃了很多。我们不

可能倒回头去重新选择发展道路，而只能在现有的继础上寻求新的突破。回过头

来仔细审视古代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认真梳理中国引进西方文化的得与失，寻

求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光明大道，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对所有关心国家人民

的前途和命运，关注人类生存发展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

问题。  

（二）政治思想的学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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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的学科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价值，二是现代价值；同

时，还可以从不同角度透视研究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价值。 

（1）从社会和知识的结构来看 

社会从其构成要素上来看，包括三个层面：经济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政治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意识结构（思想上层建筑和

普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对应，也就有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社会科学

的知识类型的大体上的划分。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各种因素的辨证统一，社会的发展必须以各个层面的

构成要素的协调发展为基础。因此，就一个人的发展而言，不仅需要自然科学技

术的发展，而且需要人文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提高人们对社

会规律和人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那么，

我们必须充分地了解和把握这个社会，才能更好地适应它，并在社会中找到适合

自己的位置，寻求自身更加充分的生存发展的空间。因此，具备各方面与社会构

成要素相对应的知识就是非常必要的。 

（2）从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和功能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涉及到的知识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为主。哲学科

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最主要的价值和功能是帮助

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其科学的理论认识和思维方式，

增强人们对人类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从而为整个社会的

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文价值规范。用中国的古语讲就是：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单纯科学技术的提高并不能直接带

来人类社会的进步。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增进人们对社会的科学认识把握和提高人

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思想道德境界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所谓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正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

和思维方式。因而，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应该是互补的，而不

应该是相互排斥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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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并不等于事实。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哲学社会

科学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但是随着大工

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迅速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却由于它的非生产性、非赢利性和

非直接实用性，其主导地位逐步被自然科学技术所取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学习缺乏职业吸引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危机，这

种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表现。曾

有哲学家说“人死了”，就是在悲观的眼神中目睹了市场经济下人文精神锐退的

感叹。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得到重视，人们逐步认

识到诸如资源浪费、环境恶化、贫富分化、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等种种社会问

题，并非是经济上去了就能解决的。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呼唤哲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实现人类的进步与文明。 

因此，党内高层领导人就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多次专门作出强调，期待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发挥聪明才智，作出更多应有的贡献。

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远不能另人满意。（是不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范围内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辈们曾经创立的人文主义的高峰如水东去、不可再回了呢？

或者，哲学社会科学会有很大程度的复苏？希望是后者） 

（3）从政治理论课程和史学课程的价值和功能来看 

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和功能。 

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角度来讲，需要作为社会人

的每个人，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思想素质，才能在社会上立

足，获取生存发展的空间。 

因为在社会上立足，政治是逃不开的。这里，我引用两位名人的话来做诠

释。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扯起文化运动大旗时，声言“批评时政非其旨

也”，但是绕了个圈子还是回到政治问题上来，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

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新青年》第 8 卷 1 号，陈独秀强调：“你谈政治

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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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大学前任校长经济学家吴树青教授也曾指出：“你可以不关心政治，

但政治是逃不开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你。” 

还可以举出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事例来做说明，如：法轮功问题。社会现象

复杂多变，要求人们明辨是非。 

治史的目的和功能。 

所谓“历史是割不断的”，“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今天的中国是昔日中

国的继续和发展”。还有“读史使任明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欲

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

去其史；绝人之材，湮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等等关于历史的名言警句。 

可见，任何一种历史的研究不外乎两种目的：一是保存历史知识，以丰富民

族的科学文化和使历史不致中断。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可以形成人们在历史文化

上的认同感、民族感情上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以及政治上的向心力。四大文明古

国中，中国的历史记载从未中断过，成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具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跌

宕起伏间，保有延绵不绝的系统和特异的风貌此伏彼起，波澜壮阔。这种在一国

家范围内，文化的发展保持如此完整的递进序列，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 

二是对某以时期的历史给以总结，或褒或贬，或继承发扬或批判提出，从历

史经验中得出某些启示，为现实和未来作借鉴，提高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把

握。人们通过历史可以把自己的视野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寂然凝虑，思接千

载”，进而审视现实、投向未来，不断从历史中得到智慧，在当前形势下充分发

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正因为如此，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历史的教育和研究，它们不仅研究自

己国家的历史，而且对中国的历史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美国、法国都把自己国

家的历史看得很重，对重大的革命事件引以为荣（美国的国庆日是独立纪念日，

法国的国庆日是攻陷巴士底狱的日子）；剑桥大学编写的中国史系列教材是世界

范围内研究中国的经典，美国总统智囊中也配备通晓中国历史的专家，著名汉学

家费正清关于中国的著作是美国历届总统的必读参考书。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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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为自己的现实政策捏造历史依据。日本歪曲自己侵略

亚洲的罪恶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为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挤进联合国常

任理事国制造舆论；台湾撰写脱离大陆、脱离整个中国的独立发展史，为台独寻

找依据。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我们中国人更不应该妄自菲薄，忽视历史的研究和学

习。 

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以及现实中国的发展，也非常需要我们重视政治理论性和

史学性课程的学习。 

从大的方面讲，国际范围内综合国力的竞争，既有军事经济实力的竞争，也

包括政治实力、国民思想素质、道德意识的竞争。前者容易为人们看清楚，后者

则有时候不容易被人们察觉，所以意识形态的竞争也被称做“软武器”的较量，

搞乱一个国家的思想，是搞乱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软武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

今天的世界这样，能够把一个国家扼杀于无形之中。像前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

苏联，十月革命时，10 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都没有把它扼杀在摇篮中，二战

时希特勒数百万的军队也没能战胜它。但是，就是这么铜墙铁壁的一个国家，一

夜之间却自己瓦解了。其中苏东国家思想意识形态的混乱是很重要的原因。 

这些年，作为世界上仅存的 6 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一个，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也引起了某些国家的不安。西方某些国家遏止中国发展的

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失去忧患意识，是很危险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生生不息、宽厚包容的中国文化，走过了漫

长的历程，在近代现代经受了空前严峻的挑战，历尽艰难险阻，逐步完成了文化

的现代转型，迎来了宏伟的发展机遇。世界的目光正在聚焦中国。以优秀传统思

想文化的宝贵资源为丰厚母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聚力量，是每个负

责任的中国人都应当考虑的。 

从小的方面讲，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习和工作的人，特别讲求论从史

出、史论结合，具备政治理论与史学密切结合的知识储备，也是专业发展的需

要。每个现代的中国人都有必要了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而一个接受高等

教育的大学生，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不能仅仅限于拥有某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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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还应当具备观照家国天下的心志与德行。这就需要我们从先辈们走过的

思想文化历程中获得教益，从民族的、世界的文化积淀中汲取营养。 

从史学的转型来看： 

自进入近代以来，我国史学的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 19 世纪、20 世纪交

替的 30 年间，由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推进，封建史学观受

到严厉的批判，以进化论和英雄史观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新史学风云突起，日

益为学术界所推崇；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史学观为无产阶级阶级分析

方法为主导的革命史观所替代，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看做了一部阶级斗争

史，将近百年的中国事变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这种转型带来了史学

的繁荣，但进入 6、70 年代愈益陷入僵化；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

史学摆脱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超越了单一的革命史观的框框，以现代化

的全新观念去回观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变动

作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轨的过程，形成了近代化或现代化史学

观。 

因此，“现实总是使历史常新”。动态的现实会对静态的历史产生辐射作用

和制约作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深刻变。价值体

系和价值取向的变迁，必然引起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的改变。可

见，不断从常新的历史知识中汲取营养也是十分必要的。 

从治学、求学的角度来看：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曾经讲到治学三境界：“古今成大事

业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其中

分别引用了晏殊《鹊踏枝》、欧阳修《蝶恋花》、辛弃疾《青玉案》中的句子，

讲的是治学中决定选题之前，必须先作充分的思考，一旦决定之后便不顾艰难困

苦，坚持下去，经历不懈努力，终于在不经意间成果出现了。 

其实人的一生中何尝不是在反复经历着这三种境界！——“书到用时方恨

少”！大学阶段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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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也。”，在大学阶段必须构建起专业知识体系的大厦，培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素

质和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总之，我们应当把政治思想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进行考察。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政治思想时，尤其是在文化背景视域下研究，要注意处理好史与论，

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人物思想与时代思潮的结合，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等

方面的问题和关系。 

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史，指的是史料；论，指的是马克思主主义理论。 

“史论结合”的原则，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学习之中，就要求我们首

先要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科学的结论。史料是政治思想史研

究的实际出发点和根据，没有史料，研究就无从着手；史料不准确，认识就会发

生偏差。所以，不仅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而且还要对史料的可靠程度和可信

程度进行考证，才能把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而不是虚妄的基础上。     

其次，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面；另一方面又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代替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指导的意义在于

提供研究的探索和方法上的启示，而不应从理论出发，宰割和剪裁历史事实去适

合既有的看法和结论。 

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所讲授的内容（从先秦到

五四），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其阶级局限性是不言而喻

的。即使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思想，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也有其很大局限性。

因此，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思想，才能拔开历史的迷雾，找

到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获得对各种政治思想最本真的认识。但坚持阶级分析又

决不是单纯给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或人物贴政治标签，而是要把它们放到特定的历

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所以，在坚持阶级分析的同时，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主义，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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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坚持阶级分析时必须重视研究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赖以存在的经济

关系，揭示隐藏在政治思想背后的，而最终起着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各个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

阶级不同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要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研究各部

门经济史，然后才有可能对政治思想观点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说明。 

其次，从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事实出发，考察某种政治思潮及其

代表人物的思想对哪个阶级有利，指出它们的阶级性质和阶级作用，反对唯成分

论。例如，我们对洪仁轩的《资政新篇》进行阶级分析，可以看出它对推动中国

资本主义化有利，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  因而是进步的，我们不能因为洪仁

轩的农民成分而否定《资政新篇》内容的资本主义倾向性。还如，中国古代的

“民本”思想，虽然它在本质上不过是统治阶级笼络民心的一种策略，但它对统

治者贪得无厌、过分地压榨老百姓，显然是一种舆论上的制约，对于缓和当时的

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再次，坚持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就是在评价历史上剥削阶级

及其代表人物某种政治主张，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不是剥削与否，而是看它

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如对中国历史上的

君主专制思想或曰王权主义的评价，应分阶段进行分析评价。在中国封建社会的

中前期，它对祖国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文化的繁荣，都起着重要的促

进作用。但明朝以后，随总资本主义新经济因素的发展。王权主义就越来越成为

历史前进的桎梏了。 

最后，坚持阶级分析与历史主义相统一的观点，既反对脱离当时具体历史条

件苛求古人，否定一切；也反对无原则地夸大其辞，否定一切。如明未清初早期

启蒙思想，虽在本质上仍未摆脱封建主义的藩篱，但它对君主专制的抨击却是空

前的，对后来谭嗣同“冲决网罗”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还如，我们

不能因为李鸿章的开放思想，就对他的对外投降思想视而不见，刻意地为其思想

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存在的缺陷而再三坦护。 

人物思想与时代思潮的结合问题。所谓思潮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反映

一定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利益与要求的共同思想倾向，走社会政治、经济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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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变动的反映或信号。如果说思潮是思想史的波涛，那么人物思想就是波涛中的

浪花，两者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所以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时，既要研

究个别人物的思想，又要重视对时代思潮的研究，克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

病。只有在对各个人物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时代思潮的

脉络和变化趋势；同样，只有对时代思潮有看总体的了解；才能看出人物思想的

个性和贡献所在。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脚踏实地，就一定可以做出成绩

来。 

借鉴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所谓借鉴就是指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必须同

时借鉴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和国外各学科的新方法。关于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归纳为五种： 

l、钩沉法，把已经湮没的史实重新寻找出来。 

2、正误法，把前人记错的史实改正过来。 

3、新注意，前人不注意或认为不重要的史料我们不仅加以注意，同时赋以

新义，可能引起预料不到的效果。 

4、搜集排比法，横看看历史上的事实都是一件一件分开看的，看不出什么

道理，但排比在一起就能找出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的东西来。 

5、联络法，历史上的事情有时横看看似乎没有什么道理，但纵看看就能发

现前后是有一定规律的。 

关于借鉴国外的一些新方法，应特别注意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学、心理

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及其学术圈子(或学派)做

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早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刘先生就曾

提倡用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其变化，并在《光明日

报》上率先撰文加以试验，影响颇大。世纪交替之际，刘先生等人又将美国阿尔

蒙德等人开创的政治文化理论及方法，引入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陆续

出版了《中国的王权主义加(刘泽华)，《立命与忠诚》(葛荃)，《亦主亦奴》

(张分田)等新成果，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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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要求我们在借鉴的基础上，运用创造性思维，勇于探索，发现新问

题，开创新领域；要树立怀疑意识，不要迷信于已有的思维定势和思想观念；不

要迷信任何定论和权威，要独立思考，要对真理负责。 

另外，要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正确区分精华与糟粕，将传统政治思想史今

带有人类文明共性的优良传统(如仁爱精神、重民爱民思想、为政以德主张等)继

承下来，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总之，学习是一种创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套治学方法，只要做出的成果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应加以大力倡导。刻意地套用某些不适合自己的方法，只

能窒息学术的灵性和生机。 

（四）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线索。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灿烂的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和此

后发展的基本格局。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产生与形成的重要时

期。这一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发展，在地理环境、家长制家庭关系和部落征

服的作用下，形成了土地公有、君主专制的国家。由于历史发展水平所决定，这

一时期的政治思想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理论形态，不过，许多政治观念和政治范

畴，在这一时期已经为思想家们提出来了。 

春秋之世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制度逐渐走向解

体，大国争霸频仍，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旧的政治制度失灵，新的社会制度处在

酝酿之中。动荡的社会，促使政治思想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进入系统发

展阶段。 

春秋晚期出现了孔子、老子两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思想家。他们各自提出

了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从孔子和老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史才开始了体

系完备、内容充实的时代。商周春秋前期的政治思想、思潮，大体商都为孔子和

老子继承下来，而战国以后的政治思想，则大多与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有渊源关

系。 

战国时期是从分裂急剧走向统一的时期，战争不断，变法成为社会的政治潮

流。士人成为最为活跃的政治力量，而战争频繁也使统治阶级无暇顾及思想控

制，从而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阶段，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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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一时期活跃于思想舞台上的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各家理论都

适应历史进程和时代要求，突出或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标新立异、各具特色。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先秦诸子百

家的政治思想大都被付诸社会实践。 

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专制制度日益巩固，加强了思

想文化的专制统治，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也随之结束，思想文化上相应地

呈现出大一统的特征，儒、道、法等思想流派相互融合、相互吸收。 

秦朝统治的 13 年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法家思想，汉初 70 年，尊奉以清净

无为为核心的黄老思想，自西汉中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

占据了统治地位。严格地说，黄老学说和董仲舒学说都是诸家思想相互融合的产

物。 

这一时期政治思想领域主要关注治国方略的讨论，而缺乏先秦思想家的价值

追求，更富于应用特征，政治思想直接指导国家的政治统治，学术之争与政治斗

争联系在了一起。 

在两汉 400 余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儒家的今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自西汉

后期到东汉前期，今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内思想、学术纷争的

主要内容。基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两种不同的天人观，今古文经学对

国家、君主、民众都有不同的看法，政治主张也不同。 

东汉中期以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富于社会批判精神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家

的主要特点，而僵化了的儒家学说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了对于社会政治的不适应，

因而，道家思想复又有所抬头。这意味着两汉以后的政治思想必然要经过多元发

展的历史阶段，儒道两种思想传统也将经历相当长一段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

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思想，上承秦汉、下启唐宋。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是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在魏晋南北朝近 400 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呈现大分裂、

大动荡的的特点，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矛盾尖锐、统治集团腐朽、残暴。

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具有多元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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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影响最大的是道家思想。曹魏开始之际兴

起的道家玄学思想，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输入了生机。玄学家们关于名教

与自然的哲学探讨，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玄学的产

生，客观上加速了儒道两种思想相互融合、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说明传统的道

家思想正愈益改变其本来面貌，愈益接近于儒家思想传统，这代表了先秦时期出

现的各种思想流派终将融合这一历史趋向。 

另外，儒、道、佛三种思想文化之间的斗争，一直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

域内斗争的主线。在玄学、佛教、道教的猛烈冲击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岌岌

可危，传统的儒家学说也在发生改变，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儒家今文经学最终走

向没落，经历了相当长的蛰伏时期，没有产生系统的适应社会政治需要的儒家政

治哲学。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中落，又是以后儒学复兴的前奏，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从玄学、佛学哲学中汲取了大量养分，因而隋唐以后，终

于形成了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的宋明理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承上启下、进一步深化的时期，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各种思想流派，在隋唐时期逐渐趋于融合。 

隋唐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重建和继续发展的时期，中

国又实现了统一。唐朝贞观、开元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社会秩序

稳定、中央集权统治加强。随着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加强，儒学作为思想统治的

工具重新为统治者所重视，儒学的统治地位逐渐恢复和巩固，儒家思想成为社会

政治思想的主干。 

儒家思想融会道家、佛家思想成分后，重新复兴的儒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至唐中叶，韩愈提出了“道统”的概念，初步构造了道统思想的理论体系，为宋

明理学的形成作了理论准备。唐朝后期，进步的政治思想家针砭时弊、批判现

实、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如罗隐的明君论、柳宗元的“吏为民役”的非君思想，

把民本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唐代儒学的复兴，决定了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政治思想发展的方向和进

程。 



 
 

14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南北朝以来各种思想流派之

间的矛盾与斗争，至宋代宋明理学形成宣告最后终结。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更加完

善和巩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也日益加强，政治思想

发展主要有四种方向：与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相适应，两宋时期产生了二程、朱

熹为代表的理学政治思想；为挽救宋王朝日益腐败的政治危机，产生了李觐、张

载、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时弊的政治思想；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南宋时产

生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由于元朝统治者民族等级制度

和民族压迫的加剧，产生了以邓牧为代表的反封建专制的政治思想。 

其中理学是韩愈道统学说的延续和发展，二程、朱熹等思想家，通过对理、

气、道等哲学范畴的深入讨论，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其整个思想体系是

唯心主义理学，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思想。 

功利主义思想则代表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倾向。在功利主义思想中，功利

主义思想总是与民本思想相联系的。他们注重实际、重视工商业发展在国计民生

中的重要地位的观点，实际上阐发的仍然是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同时又对传统

儒家的义利观和重农抑商思想进行了修正，具有进步意义。 

从明朝建立到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新的社会因素开始萌

芽的历史时期，历时 400 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政治上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经济领域土地高度集中、赋税繁重、统治集团日

益腐朽，人民生灵涂炭，而在另一方面，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

芽。 

在君主专制日益腐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这种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政

治思想领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程朱理学仍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力推崇，自

元朝起，朱熹理学即成为官学，明初至中叶，思想学术领域，基本被朱熹理学所

垄断，作为官学在思想学术领域发挥统治作用；另一方面，对理学的批判，尤其

明清之际对整个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形成思潮。包括：王守仁（阳明）对朱

熹理学持不满和批判倾向的 “心学”，张居正等要求改革时弊、励精图治的政

治思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深刻反思，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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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民主气息的反专制思想。这些具有冲破两千年封建罗网之势、包含民主因

素的批判思潮，是从长期封建君主专制中觉醒的先兆，对近代民主思想起到了启

蒙作用。 

其中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重视人的道德自觉、把外在的伦理规范化

为人的内在良知，以反对理学空谈义理的反传统意识，否定了传统儒家的圣贤偶

像，起到了把人们从理学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存天理、灭人

欲”的理学的禁欲主义的否定，客观上起到了冲击禁欲主义的理学藩篱的作用，

从而大大动摇了朱学的正统地位，实则开启了晚明与清初思想解放之端，对于晚

明以至于清初的社会思潮，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道器观为理论基础，王夫之的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

其核心是民本思想。王夫之不仅继承了历代民本思想，而且突出了反专制的积极

因素，从而把传统民本思想大大推向了前进。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反专制

思想在明清之际也达到了完善阶段。 

以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等为代表地主阶级认识到清王朝的腐朽，积极主张

改革。以冯桂芬、张之洞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积极借鉴和引进西方

先进技术和管理，努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然而，实效却不尽人意，虽然也

取得巨大成就，只是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的命运。洪秀全和洪仁玕为代表的

农民阶级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只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迫于

形势的变化，被中外势力联合绞杀，以失败而告终。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

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资产阶级改良的主张，但是也没能成功，反而

先后遭到迫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中国的具体国情，并吸

取了其他阶级、派别的经验教训，主张采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民主政权，并于

1911 年发动了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号角已经吹响，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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