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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辛亥革命前，关于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曾经发生过大辩论。
康有为、梁启超坚持君主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坚持民主共和。
梁启超其实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民主共和，他认为：现实的中国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而“民智未
开”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他说：“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如果实
行民主共和，必然危机重重，“民无宁岁”，而最后仍归于专制（《开明专制论》）。
民主制度在中国近代屡遭挫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分析个中原因，包括未来走向，虽众说纷纭，但是，“民智未开”说自梁启超以来就屹立不动，成为
主张民主者必须面对的高山峻岭。
即是主张民主共和的孙中山，在他的言论中似乎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民知识不足。
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
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
诚有比于美国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
”“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
人、不能为主人者。
”（《建国方略》）所以，革命派主张一边革命一边开发民智，这与后来设置的训政期有着直接的联
系，其隐约的前提是认可“民智未开”说的。
应该承认，无论是立宪派还是共和派，都在努力地探讨着、推进着问题的解决。
真正把“民智未开”当作宪政不能立刻执行理由的是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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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社会史资料，尤其对于民间结社问题，敦煌资料几乎绝无仅有。
本书以此类资料为基础，对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民间结社做了多方面的探讨，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前所
不知的民众理性与自治的社会图景。
本书从多个角度对当时的民间结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论题涉及民间结社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论题涉及民族性的讨论，对于如今理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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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专治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学，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唐高宗的真相》、《从玄武门之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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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结构功能研究篇第二章 敦煌民间结社的功能敦煌的结社活动，根据竺沙雅章先生的总结，其
功能有四：一是春秋二社的宴会；二是吉凶庆吊；三是灾难救济；四是奉佛。
因为这里没有涉及渠人社等，所以没有考虑到生产互助问题，大致可以认同。
如果我们进行重新归纳，可以分为一、生产互助型，如渠人社等行业结社；二、生活互助，这是大多
数结社的主要目标，体现人类利用组织力量的天性；三、精神方面的如宗教功德结社，如燃灯社、修
窟社等。
如果涉及具体的结社，这三种分类方式都不能保持纯粹，单一功能的结社是存在的，小型和限时的结
社常常是单一功能的结社。
而大型和长期的结社则多属于复合型功能的结社。
即是说一个结社同时存在着多方面的功能。
对此，我们在各个分论中多有讨论。
这里没有归纳的功能或许是更重要的，这就是群体归属的功能。
人生而居于社会群体之中，社会性因此成为人性的一部分，脱离群体意味着丧失部分人性，至少会有
严重的被抛弃感和挫败感。
追求群体中的自我，可以用多种词汇表达，如友谊、情谊、义气等等，都是正面的表达个体对于群体
的需要。
同时，群体又是由个体组成，群体的存在方式必须依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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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4年9月，我进入北京大学跟随吴宗国先生读硕士。
这时距离大学毕业已经十一年，老兵新传的感觉很强烈。
第一学期，在荣新江先生的“敦煌学概论”课上，郝春文先生专门讲授敦煌结社问题，从此我开始注
意这个问题。
着手进行初步的研究是在五年以后，为了参加2000年夏天首都师大召开的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一个寒假坐在电脑前敲字，竟然有了几万字的进账。
当时的博士论文已经开题，写一段与学位论文没有关系的文字，有一种偷食禁果的愉快。
记得后来向吴宗国先生汇报寒假收获，吴先生半开玩笑地建议说干脆发展成学位论文算了。
博士学位论文是唐代军制问题，也有了一段时间的准备，放弃是不可能的，而对于敦煌结社问题，心
中确实有继续下去的念头。
南开大学是我的母校，大学时期的毕业论文就是在刘泽华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毕业后奔赴新疆，当时刘先生的赠言是“坚持十年”。
刘先生说这话的时候，用右手指指自己的头部，我理解那是思考的意思。
在新疆的十多年时间里，刘先生的这个动作经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自己的头部时常有一种被敲击的
感觉。
或者，当时先生指着的就是我的头部？
1987年，突破了很大的阻力考取了刘先生的研究生，但最终却未能人学，以后这成了我多年噩梦中的
常见镜头。
2001年，北大博士毕业之后，我的人站申请被南开接受，再回刘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对我而言绝不仅
仅是课题研究的需要。
旧梦重温，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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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敦煌:民间结社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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