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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政治立“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研究》的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十一大问题：　　其
一，导论部分，主要涉及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论题的形成、意义及方法等前提性问题。
　　其二，“价值”部分，包括毛泽东关于政治的理想追求和现实正当性两大问题。
　　其三，“制度”部分，包括毛泽东关于政治的制度准则及制度设置方面要处理的四大问题：集体
与个人；功利与道义；冲突与和谐；德治与法治。
　　其四，“主体”部分，包括革命者（公民）的政治道德与政治家的职业伦理两大问题。
　　其五，结论部分，在分析总结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精神特质的基础上，研究其历史定位及继承价
值。
它包括逻辑分析与现实总结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方法方面，鉴于毛泽东这一重要人物的特殊历史地位，为尽可能摆脱历史记忆和心理情绪等方
面的主观干扰，还思想于历史，显价值于当代，《为政治立“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研究》在研
究中设置了这样三个宏大的考察视角，即传统与现代、中与西，革命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
导，综合应用概念分析、显性分析与隐性分析相结合等多种具体方法，对其进行广泛的比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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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秀华，（1967- ），女，现任河北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副主任，2006年获中国人民
大学伦理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伦理学。
近年来，围绕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现
代哲学》、《伦理学研究》、《社会科学报》、《河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有学术影响的论文20余
篇。
2006年获河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年入选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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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伦理之于政治一、“政治伦理”及“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二、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三
、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的走向第一章　平等的正义：政治伦理的理想之维一、
毛泽东的价值变革与理想追求二、毛泽东的平等正义与中国传统的均平正义三、毛泽东的平等正义与
资产阶级的公平正义第二章　为人民服务：政治伦理的现实尺度一、正当性与政治二、为人民服务与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当性三、从奴隶到主人：毛泽东的人民概念及其伦理性变革第三章　集体与个人
的辩证：政治制度中的伦理准则（一）一、政治生活中的“集体”与“个人”二、毛泽东集体主义的
思想内涵三、毛泽东反对个人主义的特殊内涵第四章　道义与功利的统一：政治制度中的伦理准则（
二）一、毛泽东对传统义利观的重新思考二、毛泽东义利观的实质三、功利与道义的统一与偏离第五
章　冲突与和谐的变奏：政治制度中的伦理准则（三）一、毛泽东的冲突论二、毛泽东的和谐观三、
冲突，还是和谐？
第六章　德治与法治的权量：政治中的制度设置一、毛泽东对道德与法律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定位二
、毛泽东对人性的看法三、毛泽东新德治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第七章　美德与人格的设
计：革命者的公民道德一、主体觉醒与身份转换二、革命人格设计三、革命美德典范第八章　意图与
责任的追问：政治家的职业伦理一、政治家的职业伦理资源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职业政治家的意图
伦理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职业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四、在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第九章　革命伦理
及其转型一、“革命”及“革命伦理”二、革命伦理的继承价值三、向执政伦理转型第十章　毛泽东
政治伦理思想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继承与发展一、在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政治伦理
思想二、在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实现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三、在经受长期执政拒腐防变的
考验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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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平等的正义：政治伦理的理想之维　　一种政治伦理思想的最高范畴，蕴含在它的政治
理想当中，并预设着政治价值的最终关怀。
在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中，占据这样一种位置的基本观念就是他的“平等”正义观。
平等的正义，不仅实现了对人类历史上所有正义观念，包括中国传统的“均平”正义和西方资产阶级
“公平”正义的理论超越，而且它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和现实运动为载体，
提高了中国人的眼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目。
平等的正义，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争取的根本目标，是规定新中国政治发展
方向的基本理念。
　　一、毛泽东的价值变革与理想追求　　理想的追求常常会在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激烈地迸发出来，
因为变迁现实的强烈愿望需要以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向往为归宿和感召的力量。
毛泽东生就在民族忧惧、民心浮动、上下求索的历史时期，他最初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后来转变成一
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新中国的缔造者。
但终其一生，毛泽东的理想追求归结到一点，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人与人之间的奴役与被奴役、
剥削与被剥削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
　　1.四大绳索：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宗法等级
制社会。
封建专制的统治制度和家长制的宗法制度相表里，通过“三纲”、“五常”的礼制规范，把中国人严
格地限定在一个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中，不仅“上智”与“下愚”不移，而且等级之间有
着强烈的从属性，逐渐形成一层一层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
对于下一层，它们在政治上压迫、在经济上剥削、在文化上强制。
层级越高，特权越多；层级越低，受压越重。
身处其中的毛泽东不仅对此深有感受，而且从理论上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特权概括为四种：政权、族
权、神权、夫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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