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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家、日本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东京大学教授尾形勇博士的名作《中国古代的
“家”与国家》，已由中国学者张鹤泉先生译成中文，即将同中国读者见面。
这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又由于作者和译者都是我的朋友，所以当张鹤泉先生嘱笔者为此书中文版作序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
地答应下来。
作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会长和尾形勇教授的老朋友，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
　　不过，当提起笔来开始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才觉得这篇序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写。
因为《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是尾形先生的一部力作。
这部著作不仅在日本国内有巨大影响，对中国学者来说也并不陌生。
我见到的不少中国古代史专家的书架上都有这部书的日文本，几年前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上还专门
对此书加以评介。
该书的立论严谨、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皆为中国史学家所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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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所探讨的是关于中国古代国家构成的特征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中外学者均在这方面作了很多的研究，日本学者尤其
注重从中国古代家族和国家关系上说明这一问题。
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家族国家观”。
虽然“家族国家观”有不同的类型，但是它们共同之处，即在于把中国古代的国家构成看成是家族的
简单扩大。
而本书作者却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持不同的意见，他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正是要突破对中国古代国家
构成认识上的这种传统模式。
因而，他在批评“家族国家观”存在的缺陷和错误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古代皇帝的统治是建立在一
种以君臣关系为媒介的秩序构造上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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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确实，正如吴虞所说，儒教是支持两千余年的皇帝统治的最大支柱。
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以“孝”这一道德观念为代表的家族伦理。
这一论点是毋庸质疑的。
另外，即使从汇集于“天下国家论”中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篇上》），
以及《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秩序构成原理来看，也可充分认识
到，儒家所要求的国家秩序是家族秩序的扩大反映。
因此，只有“家族国家”才是儒家的理想。
正像桑原指出的，即使秦汉时期以后，“天下一家”的语句也是屡见不鲜的。
所以，不可否定，儒家的理想即使在皇帝统治之下，也具有固定的可能性。
因而，在祖述儒家思想的理论时，认为“国家是‘家’的扩大”的见解，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一种国家
观了。
为了充实自己的观点，吴虞从孟德斯鸠的中国专制国家论中引用了一部分内容；桑原介绍了一些法国
传教士的诸多西欧见闻和论述。
由此可见，正如在后面的篇幅中还要详细阐述的，自发现中国的专制主义政体以来，在西欧人的中国
论中，基本上是一贯肯定儒教作用的。
在原原本本地接受“西欧的看法”方面，“家族国家观”也确保了一个根据。
　　然而，应该看到，以氏族制秩序为背景而形成的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周代“封建制”瓦解后而建立
的皇帝统治体制之间，也不是毫无矛盾和分歧的。
这样，不能过于忽视支撑皇帝统治而建立的法家思想的意义。
若采取这种立场，就会把儒教直接比定为国家意识形态，首先在视为儒家思想的理论中，即直接把国
家秩序具体化为“家族国家观”上，发现值得探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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