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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治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性升华，它历经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始终
没有中断，为人类政治发展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思想资源。
中国政治思想所包含的丰富政治经验、政治智慧、政治思维，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对理想社会的
追求、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不仅是中华文明，而且是全人类政治文明宝库的重要内容。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吸收借鉴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自从有了政治活动，就有了人类对政治活动的认识。
政治思想是人们认识政治活动的思想成果。
　　我国政治思想历史悠久，在《周礼·地官·遂人》中已有“掌其政治禁令”之说。
一般来讲，中国古代“政治”一词有时指治民，“政以治民”，有时也指对国家政事的治理，“政治
然后民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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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成熟的文字之一，西周时期的文字系统在继承商代文
字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从出土的西周铜器上的铭文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文字所表达的含义更加丰富而准确，已经成为人们
思想表达和交流的重要工具。
 原始的神灵观念在商周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
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室卜问对象，有帝、风神、雨神、雷神以及山川诸神，这表明商代后期人们的观
念中，各种自然现象都被认为是神意的体现。
另外，从甲骨卜辞也可以看出，商代后期人们所崇拜的神灵中，“帝”具有最高地位，主宰着自然界
的一切事物，已经成为人们观念中的至上神。
在“帝”等神灵之外，商人的卜问对象还包括商王自己的祖先，即先公先王，这说明商代人实际上也
将自己的祖先当作神灵对待。
到西周初，人们很少使用“帝”的概念，而更多使用“天”的概念。
总之，事鬼敬神是商周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
 神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原因，另一方面
也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需要。
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权力以后，人们总是需要为权力寻求一个合法性根据，从而说明权威统治的
正当性。
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认识能力相对低下时，人们无法通过理性认识和实践来解决现实问题，往往向
神灵寻求答案。
上古时代的神灵崇拜，体现了当时人们面对自然和社会时的无力和无奈。
 商代、西周时期，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人们也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科学知识。
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出于计算土地面积和产量的需要，人们形成了诸如方田、勾股等初步的数学知
识，青铜器铸造等手工业劳动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也在日益丰富发展。
这为政治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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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政治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的指导，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有
关专家学者的帮助和支持。
同时，广泛听取了高校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教师和大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本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研究线索的
历史学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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