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袖政治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领袖政治学>>

13位ISBN编号：9787206054037

10位ISBN编号：720605403X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时间：吉林人民出版社

作者：周殿富

页数：5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袖政治学>>

前言

认识古希腊的智者只要从他们的“嘴”上开始便可以；认识古希腊的大力神赫剌克勒斯只要从他的“
脚”上开始便可以；认识马基雅维里只要从他的“手”上开始便可以；而认识一个政治家则必须从他
们的眼睛和头脑开始，并需要同时审视他们的手、脚和嘴。
政治固然为之不易，从政而成家又谈何容易。
政治家需要有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所以柏拉图有“哲学王”理想的憧憬；政治家更需要有改造世界
的社会实践能力，所以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从提出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实现
过，只不过如一道高悬在政治天空上的彩虹，看上去很美丽，却很凄迷。
当我们移动现代的鼠标去点击沧桑厚重的人类历史的各个网站时，我们会发现：那些没有任何思想但
拥有骑兵、大炮、金钱和野心的人却能够坐拥天下，但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统治者、暴君或政客，
他们距离一个政治家的地位有着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也正为此，人类数千年来政而不治，治少乱多；经而不济，民生瘦瘠；文而不化，人心险躁。
所以古人云：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屋漏在下，知其在上。
所有的剥削阶级的统治者无不以权力为一切，所以便有不断的权力之反动之颠覆之更替。
所有旧时代的统治者除了晋惠帝、刘阿斗般的人物，又无不知晓前车之鉴，但又极少有改弦更张的，
所以，后人又有“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
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能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千古伤叹。
真正的政治家首先应该是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
这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古罗马时代就有的名言，唯与时俱进，才能够不做违背历史潮流的事，才能
不被时代所淘汰。
其次，一个政治家必须有顺应民心的政治本能。
这不能靠完全的理论晓谕，而需要具有这种本能。
民心是什么？
是永远不可违背的利益。
法兰西大革命的爆发仅仅是由于“面包危机”引起的，你信吗？
中国的农民革命成功恰恰是由于打土豪分田地纲领的调动。
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但问题又是无庸置疑的就这样简单。
政治足以败坏经济，但经济永远是政治的基石与支柱。
强大的经济会支撑着腐朽的政治“死而不僵”；而再清明的政治如果不能填饱苍生的肚皮同样会遭到
反对。
所以政治家必须关心民生，关心民生则必须首先关注经济。
“忧海水少不可以泪益之”，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能把关心民生与小恩小惠等同。
第三，政治家必须拥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一个在能力上是平庸的。
政治家的能力是一种权力、眼力、心力、魄力、魅力、凝聚力、突破力、推进力、平衡力、韧性耐力
的综合。
他必须善于运用政权、政党的力量和各种手段去调动起各种力量来稳定政治、推进经济、发展文化。
且必须在历史的基础上打造出自己的丰碑；在时代的潮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万马跃进的民族之林
中撑起自己的旗帜，他才会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有时他们也同样必须玩一些鲜为人知，不可言传的手段、权术和小把戏。
这是我的语言，但不是我的思想，而是历史的经验给我们的揭橥。
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前提下，世界上似乎有两种人在决定着历史的命运，一种人是思想家，一种人是
政治家。
思想家的使命是正确地认识世界，政治家的使命是组织调动所有社会力量去有效地改造世界。
二者是多么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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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么的唇齿相依！
可惜的是政治家从来也必须只考虑“能够”是什么，“能够”做什么，“能够”怎么样；而思想家天
然地只向人们提出“应该”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样。
谁都没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逃不脱“应该”与“能够”这两个最通俗概念的逻辑与现实的触
角。
且这触角的强力大到足以像阿基米德的杠杆可以把地球撬起来，像斯维雅托哥尔的双手可以把地球提
起来。
而事实上地球还是那个地球。
因为在人类的新社会政治生活中，思想与权力、理论与实践常常是分居的。
要么有了杠杆而缺少支点，要么有了支点而缺少杠杆。
要么是政治家讨厌思想家，要么是思想家憎恶乃至攻击政治家。
思想家总想给政治家开药方，而政治家多相信权力的手术刀。
这就是所有剥削阶级时代的政治错位，乃至资本主义竟然可以宣布历史的终结。
尽管历史总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历史，哪怕是倒退了的历史也决不会第二次进入同一条河流。
因而，只知道遵循历史的只是一头会拉磨的驴子；只知道泥足于现实的只是一头没有政治生育能力的
阉猪。
而现实社会政治生涯对领袖人物的要求并不苛刻，只要并不比过去更糟，那么他们就会允许他继续统
治。
人民大众的可爱之处在于善良与很少奢求的天性，可他们一旦遇到了忍无可忍的凌辱与欺压和无以维
持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明知道会失败也会不惜舍死一搏。
这是所有政权、所有握有权柄的人们最主要最基本的政治生存定理：你能让我维持尊严与生存，我们
就让你维持生存与统治，这就是著名的“自己活也让人活”的黑格尔定理。
这是最低的政治生存底线，如果连这一点都保证不了，那么政治的自身生存也就无以保证。
然而，政权的更迭，政治人物的成败有时并不全然是民众的因素，有时也不是纯经济因素在决定，这
正是政治的复杂之处。
对于任何政治家，任何伟大的领袖人物，我们都不能要求他，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全能先知的神算人物
，但他必须在拥有政治本能的基础上学会镜鉴。
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政治人物的成败得失、荣辱兴衰都是最好的政治教师。
尽管历史不是循环的，尽管一切都会改变，尽管国度、民族、时代、政体有种种不同，但不变的是人
性。
英国的巴克在研究古希腊政治时曾经讲过：尽管许多政治思想家的伟大著作都不过是“为他们的时代
而写的政治手册”，但“透过所有的变异形式，政治理论有一种根本的一致性。
它始终解决同一个问题：人同他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的关系问题。
”而无论什么人都是人，哪一个国家也都是国家。
因而关于政治的学说总有可以相互镜鉴之处。
“背景也许过时了，内核本身还是没变”。
因而，“我们研究的东西既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是想理解我们自己。
为了获得那种理解，我们努力发现我们走出来的那个洞穴和我们从中打凿出来的那块石头。
”而另一位叫做史密斯的学者则讲道：我们继承的是前人的事业，这种事业是连续的，只不过今人处
于比先人较晚的阶段，因而“我们用他们的思想、行为和经验塑造了我们自己，用他们的世界构筑了
我们的世界。
”这也许正是历史对于政治的全部价值所在。
更何况不知有汉而何论魏晋？
前人用脑髓与血泪为我们积累了那么丰厚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不去享用呢？
这也正是本书的撰写宗旨所在。
一个人如果一生只相信自己的亲知亲历，即使奋斗一生，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永远只是一个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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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蒙的政治儿童。
如果只凭借个人的能力智力去做事，那么非但很难成事，且一定会在你的人生幕落时节留下许多遗憾
与遗恨。
在政治上的许多事情有的人既想不明白也做不明白；有的人能想明白，但做不明白；有的人能想明白
，但不想不愿去做明白；有的人能想明白但装不明白却在暗中搞明白；有的人能做明白，但不知所以
然；有的人能想明白看明白，也能做明白，也敢于做明白；还有一种人明知不可为也义无反顾。
第一种人是政治笨蛋；第二种人是政治无能；第三种人是政治腐儒；第四种人是政客；第五种人是政
治盲人；第六种人才有可能成为政治家；而第七种人一定会成为政治牺牲品或政治悲剧的英雄。
而社会政治生活需要也自然会有各色人事存在，否则就不成其为政治。
所以政治有术：有权术、有学术、有技术，所以政治称学，所以柏拉图称政治是一门技术，政治学是
一门“纺织学”；所以亚里士多德有“政治学术”、“家主学术”、“奴隶学术”的问世。
所以有剥削阶级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诞生；有资产阶级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诞
生；有无产阶级政治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问的成就。
而古往今来在其问谁又能算清有多少人为此而皓首穷经地去探索美政的道理呢？
本书收录了自古希腊以来27位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领袖人物的一些政治思想与从政经验与体悟
。
但并不是研究他们的全部政治思想，而是集中研究其中与政治政权政治领袖人物的兴衰成败得失相关
的思想和经验，因而它接近于一门“领袖政治学”。
我们不能否认，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政治领袖人物是由学院和书本造就的；我们也不能否认，所
有的政治领袖人物绝不是学者可以充任，即使有学问家充任了领袖人物，那么从他登上政治舞台始便
早已不是一个学者了；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世界上绝不会有不善于读书，不借鉴古今而能成为政治
家的领袖人物。
因为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都是想明白的，而是看明白的。
这需要一种眼力，眼力不够就需要去借助。
借助历史、思想，借助他人的经验教训的观照。
但又有多少人肯这样做呢？
这也正是在古往今来的政治舞台上君主多、统治者多、领袖多，而伟大的政治家很少的原因之所在；
也是学者多、思想家多而其中成为领袖人物和君主则很少的原因之所在。
是的，本书所辑录的许多思想并非全是真理，但它至少会告诉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即使是谬误
的东西至少也可以告诉我们不要犯历史的错误。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有名著作者的一本坏书更能阻碍认识的进步了，因为我们
在授予知识之前，要先从解除迷雾着手。
”其实，对于谬误用不着发那么大的肝火。
人类所有的真理都成长于谬误的襁褓之中，因为“人之初”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人并不是由于本能
而是由于后天习得而进步到如今的。
更何况把历史的东西当成镜子总比_味地当成靶子要经济得多划算得多。
而人类只有在用两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才不会发生目标的偏离。
破坏一个旧世界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本事，只有一个炸药包就可以；而建设一个新世界才是真本事，
才更需要集中人类的所有经验和智慧。
这也正是我们党为什么提出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所有的优秀文明成果的目的之所在。
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政治学这种产品是天然具有阶级属性的，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政治学说中
关于“民主”、“正义”、“人民”、“多数”等在今天仍通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概念，都具
有特定的时代与阶级的内涵。
这似乎是常识，但为了免去误读，虽为赘言也务需申明。
尤其是现当代西方学者与政客们的一些观点更需要认真鉴别。
为了使读者们在阅读中有更强的历史感，在编次上按历史时代排列，以更清晰地表明各种政治思想的
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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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书注定不会成为富有经验的领导者阶层和学富五车的专家们的读物，但对于有志于从政的年轻
人们则一定会有所启迪。
这就是作者对本书自我确认的出版价值。
是为自序。
作者2006年5月26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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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自古希腊以来27位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领袖人物的一些政治思想与从政经验与体悟
。
但并不是研究他们的全部政治思想，而是集中研究其中与政治政权政治领袖人物的兴衰成败得失相关
的思想和经验，因而它接近于一门“领袖政治学”。
我们不能否认，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政治领袖人物是由学院和书本造就的；我们也不能否认，所
有的政治领袖人物绝不是学者可以充任，即使有学问家充任了领袖人物，那么从他登上政治舞台始便
早已不是一个学者了；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世界上绝不会有不善于读书，不借鉴古今而能成为政治
家的领袖人物。
因为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都是想明白的，而是看明白的。
这需要一种眼力，眼力不够就需要去借助。
借助历史、思想，借助他人的经验教训的观照。
但又有多少人肯这样做呢?这也正是在古往今来的政治舞台上君主多、统治者多、领袖多，而伟大的政
治家很少的原因之所在；也是学者多、思想家多而其中成为领袖人物和君主则很少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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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殿富，1951年出生，中共党员。
1971年参加工作，先后破格晋职副教授、编审。
主要著述有《共青团领导学概论》、《领导艺术论》、《现代领导学》、《楚辞源流选集》、《诸葛
武侯全传》、《生命美学的诉说》、《第七崇拜》、《三国讲谈录》、《领袖政治学》等公开出版发
行。
发表各类学术论文数十篇。
二十余年来，政余为文笔耕不辍，迄今著述逾七百余万字。
长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曾被评为国务院津贴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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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编　第一章 伯拉图的“政治家理论”、“政治纺织学”与“哲学王”理想　第二章 亚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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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贪欲动力说”　第十四章 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悲剧论”第四编　第十五章 舍勒的“性格命运论
”与“逆生存法则”　第十六章 雅斯贝斯的悲剧性“历史生存原理”　第十七章 韦伯的“政治生涯
悲剧论”　第十八章 阿尔蒙德的“政治产品和政治代价论”　第十九章 伯恩斯的美利坚政治学与“
总统论”　第二十章 丹尼斯的“现代权力政治学”与领导转型　第二十一章 戴维的“官僚制”理论
　第二十二章 奥尔特加的“大众反叛说”与欧洲国家观第五编　第二十三章 丘吉尔的“权力驱动论
”与领袖原则　第二十四章 戴高乐的权威观与“领袖魅力论”　第二十五章 撒切尔的“政治人精神
”与40年从政体悟　第二十六章 撒切尔的马岛战争“委托式指挥法”与授权原则　第二十七章 尼克松
的“领袖论”　第二十八章 叶利钦的“政治常青树现象”与变种政客哲学　第二十九章 普京现象：
俄罗斯政坛谜团下的“政治逐鹿铁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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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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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这里奉献给读者的实际上是作者的一部“读书札记”，因而成书亦非一时之念，一日之功。
自己早年曾经从事过长期的领导学研究，有过许多论文发表，并在有关刊物上开过专栏，颇受欢迎，
后来便有《领导艺术论》与《现代领导学》等专著公开出版发行。
其中自然涉及到许多政治原理和领袖的课题。
后来在撰写《诸葛武侯全集》与一本论述人类悲剧与悲剧英雄的著述时，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生物
界的“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一种逆转：社会最先淘汰的并不全是弱者，而常常是强
者；政治最不能宽容的也不是无能者，而同样是强者。
在政治这架绞肉机前最先倒下的往往不都是恶人奸佞，而是许多政治精英、思想文化精英，国家栋梁
之材。
“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所惟一能够体现的似乎只有“适者生存”了。
这显然是一种错觉，按大数法则而言，总归是邪不胜正，个别永远代表不了一般。
但为什么大浪常常会淘金不淘沙呢？
因而便萌生出一种进一步探讨一下政治人物成败得失的想法。
而自己过去曾经表述过的东西又极不愿意去重复，因而便重新开始读书，基本上读一些政治学术方面
的专著和现当代领袖人物的传记类书籍，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该书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古希腊以降至资本主义前时代的一些有关思想；第二编为早期资本主义时代
的一些有关思想；第三编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有关思想；第四编为现当代的一些有关思想；第五编为
现当代几位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与体悟。
全书所选都是西方的，而没有选中国的，因为古代的已多耳熟能详，现当代的又多敏感，而该书的宗
旨又特定于介绍一些西方的思想，也有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意思。
因为所有的文化只有经过与异质文化的碰撞整合才更有发展的可能，这似乎是不应有异议的。
更何况有许多时候书中写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能从中体悟到什么。
但愿此书的出版能给人们一些有益的东西。
感谢为此书出版所做出努力、付出辛劳的出版社的各位同仁。
作者200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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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袖政治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柏拉图：政治是一门纺织学，政治家用经纬来编织和谐社会。
亚里士多德：革命的发端是不平等；哪怕是最好的制度，只要腐化就会变成最坏的制度。
普鲁塔克：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点。
西塞罗：一个人想“伟大”与“有用”就应该去从政。
马基雅维里：人们忘记父亲的死亡总比忘记财产来得快。
马克思：“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恩格斯：人的恶劣情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卢梭：人性的首要法则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公意永远公正；人民并不总是正确。
边沁：若要继续爱人类，唯一的办法是不要对他们有期望，功利是一切政治制度的正当目标。
密尔：在专制的国家里，只有一个爱国者，那就是君主自己。
韦伯：优秀的领袖素质导致政治生涯的悲剧；政治本身天然包含着真正悲剧意识。
雅斯贝斯：历史的过渡带是伟大人物上演悲剧的地点。
伯恩斯：解决问题不在拉什莫尔山领袖；政府是一种必要祸害。
丹尼斯：说服是最可靠的权力形式；武力是最后的劝说者。
奥特加尔：统治与其说是镇压，不如说是如何坐稳位子。
丘吉尔：战场上你只能被杀死一次，政治上则可能被杀死多次。
戴高乐：国家最好的公仆，极少是温顺的人；领袖必须保持距离感才会产生权威。
撒切尔：好人不太适合搞政治；政治中没有最后的胜利。
尼克松：政治就是妥协，民主就是政治；好人最后成功；要学会容忍蠢人与劣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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