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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是作者的一个文集，包括少量的访谈与讲话。

　　在我们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找准我们的文明正源，以
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就变得十分重要与迫切。
中国文明向前发展，方向何在？
从国家高层到每个公民，每个人都面临着“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严峻拷问。
全书从我们的文明史意识、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战国之兴亡反思、战国人物论、文明散记等几个方
面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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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
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4
万字。
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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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突破史障.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
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
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
历史的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
。
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
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
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
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
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
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种物理现象——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音速时巨大尖利的音
波震荡障碍。
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音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
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
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
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
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
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距离还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
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
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方志整理与
地方史记述，等等。
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几乎已经达到了每一天都能说得清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
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
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
，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
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
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
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
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更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确认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五千年之久。
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
 说极其特殊，是说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文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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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由庞大系
统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
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
诸多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
 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
 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
 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 义上
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
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是越来越清楚的。
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族群大联盟文明的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
 此后，历经夏（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成熟邦联制国家）、西周（经典联邦制国家）、春秋（突破
联邦制时代）、战国（大分治时代）、秦帝国（大统一时代）六个时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
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
历史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又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
。
 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没有变化。
 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
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统一文明。
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创造而最终成型的稳定文明，只有我们。
 六大时代，是我们的原生文明。
秦帝国时代，是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
 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
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国时代。
 我们的统一文明在流变中趋于僵化腐朽 自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开始，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了变形。
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
义的学说体系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大转折。
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意义，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
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的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
觉遏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
 由此，我们的文明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
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
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 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
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
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
由此弥漫，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造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
条的科举制。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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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治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
上被扑灭。
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
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 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
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
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
，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
但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大规模的汉奸军队，大规模的卖国条约，大规模的割地求和，大
规模的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的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
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
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
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
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
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我们的文明遗产沼泽地 为什么要提出文明遗产继承原则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文明遗产沼泽地。
 自 1840年以来，我们跋涉了 170余年，还没有走出这片漫漫沼泽。
中国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仍然云里雾里一片泥潭。
沼泽地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西汉之后在儒家文化霸权之下长期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五四”时
期新价值观体系的冲突，与近现代文明理念的冲突，与“文化大革命”理念的冲突，与马克思主义价
值观的冲突，与当下社会新文明思潮的冲突。
同时，对以儒家体系为轴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持批评立场的所有价值理念，相互之间又有着深刻程度
不同的冲突。
种种冲突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相互渗透，就形成了关于中国文明遗产的巨大沼泽地。
 这片沼泽地，使我们民族在面临新文明重建的历史关口，拔不出腿，直不起腰。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就这样变成了理论枯涸、信仰丧失、道德沦落的国家。
 中国文明遗产的灵魂何在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林中极具特色的独特文明体系。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中国文明发生了沉沦式的演变。
演变的结局是：博大渊深的多元文明体系，被保守主义的儒家体系所取代；以诸子百家为生命形式的
多元文明，就此严重萎缩；以“变革图强”为根基理念的法家体系，就此沦落为君主专制的卑微工具
；中国文明中的诸多创造性思想体系，就此遭遇严重遏制，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精神的深刻衰退。
 在人类所有的文明形态中，政治文明都是灵魂所在。
 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有价值的政治文明体系，是诞生于春秋战国并在秦帝国时代普遍实践于全社会，
因而具有最强大生命力的法家体系。
法家体系，不仅是法家学说，还是以战国法家学说为轴心，以兵家、墨家、纵横家，与农家、水家、
工家、医家等诸多实用学派为思想同盟的中国强势文明系统的灵魂。
这种法家体系，是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价值观体系。
其“求变图存”的改革理念，其求真务实的实践能力，其强健昂扬的生命状态，其强势生存的价值取
向，其关注民生的治世主张，其代表人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人格魅力，其力求领先时代潮流的创造
精神，其震古烁今的历史业绩，等等，都远远超越了基于复辟根基而产生的儒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
是中国文明体系中最为灿烂的奇葩，也是最具继承性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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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要实现新历史时期真正的文明跨越，必须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文明遗产之根基
，以继承这一时代政治文明体系的轴心——法家体系为历史条件，建立真正既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又
符合今日国情的新文明体系。
 我们的继承原则：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全面理清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
遗产，同时顾及西汉之后形成的儒家历史传统，确立能够真正反映中国古典文明基本面貌的继承原则
，为我们民族在新时代的文明跨越奠定根基。
 这一继承原则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什么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
 首先，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基本历史平台，中国文明多元化的历史特质已经在历史进程
中确立了坚实的根基。
将诸子百家的多元体系，确立为我们的文明根基；将秦帝国时代，确立为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
这是符合历史实践的明智选择。
 其次，法家体系是我们文明遗产的灵魂。
同时，儒家体系又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形成了新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
尽管儒家在本质上主张滞后于历史的保守主义学说，但是，儒家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发展中，也作
出了许多方面的自我修正，从一个纯正的复古复辟的政治学说派，演变为以伦理哲学为轴心的人文学
说派，并就此形成了新的人文传统。
我们批评儒家，实际上只是反对“独尊”，我们不主张“铲除”，更无所谓“打倒”。
我们寻求的目标，只是接近于中国文明基本面貌的文明遗产继承道路。
 再次，法家体系与儒家体系，是中国文明遗产中最为基本的两个价值观体系。
假如说，在西汉之前，一直是法家体系占据思想主流，在引导着我们历史前进的方向，那么在西汉之
后，就一直是儒家居于思想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规范着我们的历史方向。
固然，我们应该正视儒家体系在中国文明沉沦中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既定的历史
影响力，看到儒家剔除复古复辟学说后的不同历史风貌，看到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一方面。
 为此，中国文明大体系中的这两个基本体系应该共生。
不需要刻意为它们作国家定位，也不需要顾忌它们学说内涵的冲突性。
任何学说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差异，都应该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去解决。
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不能以国家的权力，将某一家再次抬上“独尊”的地位。
譬如，我们国家在国外普遍建立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就是变相的“独尊儒术”，就是再
度将中国文明遗产沼泽化的不适当政策。
 “百家共存，法儒共生”，是我们的文明遗产继承原则。
 “多元并进”，则既是我们文明的历史原生形态，又是我们新时期的文明发展方向。
 文明的生命力与国家的生命状态 人类文明史是渐进的历史过程，各个民族的文明史也是渐进的过程
。
 文明的发展与跨越，需要耐心，更需要一个民族以饱满昂扬的生命状态作持久的努力奋争。
以国家形式为载体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抛弃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在自己的文明历史中发掘出最有价值的文明遗产，结合当代历史潮流，
形成最具有推进力的社会价值体系。
因为，特定形态的文明生命力，既取决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又会对这个民族、这个国
家的生命状态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
 近代史以来的中国备受欺凌，其最深刻、最本质的原因，正是中国文明沼泽状态所导致的国民精神萎
缩，而绝不仅仅是什么“生产力落后”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生巨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借助新的思想体系，激活了中国民族
的强势生存精神，使中国民族真正挺起了脊梁，在血与火、贫困与灾难中接受了极其残酷的挑战，直
至昂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于中国政治文明遗产的继承 政治文明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中都居于核心地位。
 政治文明有三个最基本的层面：其一，该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其二，该国的政治文明传统；其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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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民众普遍认可的政治哲学价值观。
从这三个基本方面来看我们的政治文明遗产继承，会相对清楚一些。
 第一方面，不是遗产，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第二方面，是文明遗产，是我们的讨论范围。
可是，这方面的状况很糟，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君主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可继
承性。
 第三方面，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它既存在于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政治意识。
这就是我们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并至今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意识中的政治哲学。
 中国政治哲学的灵魂何在？
在“尚一”理念。
 我们民族具有悠久的“尚一”传统，具有悠久的反多头政治传统，具有极其强大的统一国家传统。
《老子》概括得最典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吕氏春秋》则有”执一不二“理念”民间则有谚语：“龙多主旱。
”这些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政治哲学，每个 中国人都了然于胸。
中国有过分裂，有过多头分治的历史现实，但是从来没有过多头分治的政治哲学。
这种强大的“尚一”传统，曾经长期牢固地凝聚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使中国统一文明在辽阔的国
土上汪洋恣肆地发展壮大，使中国在最衰弱的时代，艰难维护了文明的生存延续。
这种传统，曾经带给我们无尽的光荣与辉煌。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历史形成的政治哲学，也不可能一朝改变这种政治哲学。
 惟其如此，我们主张：正视中国国情，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为相应历史阶段的核心使命；政治文明
的发展，则要渐进化；不追求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允许我们民族在历史的脚步中，逐渐探
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建设法则。
 中国人要对世界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从，不能重蹈苏联被西方和平演变肢解的惨痛覆辙。
当代的西方民主，既不适合中国现实，更不适合中国传统。
中国政治文明体系的最终成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发展过程。
我们既要吸取西方政治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更要寻找那种能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东西。
这种兼容不同文明，进而作出最出色历史选择的本领，是中国文明的先天优势，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
强大传统。
我们要对中国文明的化解能力有最充分的自信，要有战国法家在历史实践中磨合创造出新制度的历史
精神。
 人本精神的最终体现，是人的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的实现途径，不是一条路。
西方的道路，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历史目标，我们就要允许历史跨越所需要的必须时间来
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要建立法治社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法制，而要在中国法治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既具有
时代进步性，又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法制体系。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首先得承认战国法家体系的文明价值与历史作用，辛勤发掘，努力整理，翻
新创造出新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
战国法家具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法经》、《商君书》、《韩非子》、《荀子》，以及发掘出土
的秦法竹简等，都是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清醒的民族。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清醒的国家。
清醒的声音，是一个民族最具勇气的声音。
对于一个民族，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最大的清醒是什么？
是抛弃曾经的腐朽价值体系，是发掘被历史烟雾湮没的优秀文明传统，是重塑必须重塑的新文明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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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有认真的探索精神，道路就在我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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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跋]积微深掘理我文明一在战国思想家群中，荀子的“积微”说是一剂醒世良
药。
战国时代，是“大争之世，多事之时”。
当其时，举凡出色的政治家、实业家、学问家，都在关注如何通过“大事”中的“大举”来建立煌煌
功业，实现各自不同的国家目标与人生抱负。
荀子却别有一番考量，在著名的《强国》篇中，以两百余字的专段，提出了“积微者速成”的理论，
主张治国做事的要害是先扎扎实实做好每天的小事琐事，而不能厌弃小事，一味坐等大事来临。
这篇短文论述透彻，语言精到，全文录之如下：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
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
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
是何也？
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
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
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
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
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
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
霸者之善箸也，可以时托也。
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
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者反是，能积微者速成。
诗曰：“德如毛，民鲜克举之。
”此之谓也。
我按重新整理的语序，翻译一下这段话：积微以成功，岁不胜季，季不胜月，月不胜日。
凡人都怠慢小事，总是在大事来临时，才专心忙活起来。
这样的人，实际上常常不如那些认真处置每日小事的人啊！
为什么？
小事很多很多，每天都有，耗费的精力时间很多，但累积的成果也大。
真正的大事，发生得很少，耗费的时间与精力也少，其积累的成果也少。
（譬如国家大事如战争，如灾难，如盟约，如变法等，不会是天天都有的。
）所以，善于每日认真处置小事者，可以达到“王”的功业；能够在一季之中处置积压事务者，可以
达到“霸”的功业；如果仅仅是临事修补漏洞者，就很危险了；如果从来荒疏不理日常政务，一定是
要灭亡的！
所以，能够王天下者，看重每一日；能够霸天下者，看重一季之事；奄奄仅存之国，便只有在亡国后
空自忧戚了。
这些亡国者，总是在亡国危机来临时才知道危机，在死亡来临时才知道死亡。
殊不知，导致亡国的祸败根源，是无法用后悔来弥补的。
霸者所以彰显天下，在于尚寄希望于每季理事。
王者之大功，则在于数也数不清的每一日的积累。
财宝，是越大越重越好。
国家政事则相反，能够每天认真处置政务，积累微小之功，实际上成功最快。
《诗经》云：“大德如鸿毛之轻，可常人很少有人能举起它来。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荀子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专门告诫那些贪大弃小好高骛远者的。
这既是一种为政精神，更是一种做事精神。
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适合于任何一个领域的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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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治学，荀子的“积微”说，更加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梳理中国文明史，是一个远大的目标。
但是，这一远大的目标却隐藏在扎扎实实的每一件小关节之上。
我们说的这种“小关节”，不是对于历史事件的排列叙述，不是对于无数细节的细致考订，等等。
尽管，这些技术性梳理，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需要的。
但是，毕竟我们民族对于具体历史进程的整理与记录，已经达到了世界最为详尽的地步；尽善尽美固
然好，但已经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了。
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面临的历史需要，是尽可能地理清中国文明史，以科学时代的文明理念重新解
读我们的历史，从而尽可能明晰地确立我们文明史的若干重大坐标，明确我们的文明传统中的核心价
值观体系，为我们民族面临的新文明跨越创造新的语言谱系，实现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小关节”积微，不是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无休止考订，而是对于每一重大
历史事件、每一重大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重新评估，重新定位，而是重新发掘我们文明传统的核心
价值观，分析其究竟表现在什么样的历史形式之中，从而为我们民族提供实现新文明跨越的精神资源
。
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人文历史领域，已经沉湎于记录工作、考订工作两千余年，迄今为止，仍然沿着
这一巨大的历史惯性在滑行。
作为承担中国文明反思重任的基本阵地，中国的人文学界，应该到了走出对历史进行技术性梳理的时
候，应该到了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史进行大规模理论整理的新时期。
如果不能树立这一方面的基本共识，不能跨出文明反思的新步伐，中国当代的人文历史学界将被历史
判定为失去感悟能力的平庸一代。
我们的文明在自己本土绵延相续五千余年，成为世界惟一，其中最主要的文明生存发展的历史经验是
什么？
我们的文明传统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儒家价值观么？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我们民族的思想多元化传统扭曲归结为“独尊”的宗教式一
元化法则，应该如何评价这一文明史上的大转折？
我们对于中国文明传统的扬弃继承，究竟是仅仅以儒家体系为基础，还是应该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
时代的多元化思想体系为基础？
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值得我们继承的良性遗产究竟是哪些方面
？
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宗法制、科举制等最基本的古典社会制度，在我们的文明发展中有没有历史坐标
的意义，有没有值得继承的方面？
凡此等等基本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无数文明史问题，都构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当代世界，中国的重新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
世界需要清楚中国，中国也需要清楚中国。
在人类各个文明体系正在努力寻觅减少文明冲突与国家冲突的时代，重新崛起的中国能否向全世界清
楚地表述自己的生存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最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维护自
己核心利益的最基本问题。
能否克服我们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失语状态，是我们民族在新的世界生存状
态下的一个历史瓶颈。
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曾经这样评判当下中国的文明价值观失语状态：“中国的崛起并不可怕。
因为，中国是一个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
在历史上，凡是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都不会构成威胁。
 “请注意，所谓”不输出价值观“，在西方语言方式中有三层实际内涵：一则，这个国家不发动对外
革命式的改造行动；二则，这个国家的文明价值观不明确，无法对世界清楚表述；三则，这个国家在
重大生存利益问题上，没有基于历史传统而产生并能清晰表述、严格坚持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无
可输出，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悲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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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五千余年文明史的中国，竟落得如此含混的一个世界形象。
不管我们如何坚持宣传某些自认为很清楚的价值理念，譬如礼仪之邦、德服四邻、德治仁义、和谐太
平、孔孟之道等，世界大多数国家就是不理解，加上不相信。
为什么？
基本原因只有一个，这些自我唠叨都不是我们历史上曾经反复表现的坚实的国家行动，不是我们的文
明根基。
中国文明根基（核心价值观体系）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说不清，世界自然也说不清。
但是，外部世界对中国至少有一个最基本判断：中国自己宣传的那些东西，与中国的国家历史行为不
符合，所以决不是他们的历史根基。
那么，我们的文明根基究竟是什么？
我们说不清吗？
不。
许多人（譬如以儒家为根基的传统学人）认为，我们与我们的国家，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只不过世
界不理解而已。
我们说得清吗？
不。
许多人认为，中国文明问题、中国文明传统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体系问题，还远远没有说清；笼罩秦
后历史与弥漫当下社会的儒家理念，只是我们文明史中的一家，远远不是全部，更不是主流根基。
我们不怕问题。
问题总能解决。
可怕的是，我们回避问题，自以为没有问题。
所以，从提出问题开始，我们民族的文明梳理工程就倍加艰难。
我们只能一点一滴地努力，一点一滴地澄清，是为积微。
三在重读中国文明史的大目标中，重新解读秦文明是一个核心问题。
秦帝国所建立的统一文明体系，构成了我们民族成熟的统一文明的开端。
但是，在此后的两千余年历史中，秦帝国与秦文明却被无限度地抹黑了，被无限度地妖魔化了。
这种对轴心时代的扭曲悲剧，构成了重读秦文明之所以成为重读中国文明史之核心的最基础原因。
阁下所翻开的这本书，正是我将近二十年来重读秦文明史的一些基本思索。
就其本源说，这是我在各个时期关于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部分文章的汇集。
我原本并没有想到这么快将它们结集出版，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公司的总经理施宏俊先
生等，在我的博客上读了这些文章，提出了出版动议，并进行了高质量的重新编排与编辑，使此书得
以问世。
其中，责任编辑李文青女士、世纪文景副总王蕾女士、审读室主任何晓涛博士、营销编辑邓宇小姐等
，都付出了辛苦的劳作。
我感谢这些朋友，祝他们在出版领域取得更大的业绩。
积薪者众，大火始能燃烧。
积微者多，大功始能告成。
我们的道路很遥远，我们的工作很艰难。
但是，我们有信念，不气馁，日每积微，终能积跬步以成远足。
孙皓晖2011年冬于海口积微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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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编辑推荐：中国文明的灵魂何在？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突破史障，拨开历史烟雾，重审五千年中国文明根基；搁置历史细节争议，
寻求中国文明共识；纠正儒家独尊偏弊，再树文明正源雄风。
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破解中国困境，重寻未来方向。
从政府高层到普通民众都无法漠视的30篇论述。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拨开历史烟雾，重审五千年中国文明根基，搁置历史细节争议，寻求中国
文明共识，纠正儒家独尊偏弊，再树文明正源雄风，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六大时代，是我们的原生文明大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
源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
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
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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