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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意在对中国在战国这一过渡时代之后所进入的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提出一种有别于流行观
点的社会学阐释，以便为诠解中国自秦汉至晚清这一迥异于西方的独特“历史之谜”（梁漱溟语），
提供一条新的合理思路。

　　这是一部知识视野开阔，用力很勤，材料极富，独到新见颇多的佳作。
尤其是第二编对构成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心环节的试卷——八股文的研究，通过对历朝经义范文
的剖析，揭示了科举考试形式、内容、性质、功能及其社会意义与影响，有助补正长期以来我们认识
上简单片面贬斥的偏颇。
第三编关于选举社会困境及其“终结”也多有见地深刻、富有新意的精彩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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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怀宏，祖籍江西清江，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著有《良心论》、《道德??上帝与人》、《公平的正义》、《世袭社会》、《选举社会》等；译有《
沉思录》、《正义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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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选举社会”的概念
“中国古代的选举”与“现代选举”
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
现代“封建社会”的解释模式
“官僚帝国社会”的解释模式
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选举社会”的概念如何能够成立？

第一编　趋向
　第一章 平等与现代性
　　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因素问题
　　平等作为“现代”的基本特征
　　什么样的平等？

　第二章 中国古代对平等的?求
　　平等的思想资源
　　对平等的暴力诉求
　第三章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
　　走向制度化的选举
　　从推荐到考试
　　考试制度的完备
　第四章 古代选举是否体现了一种“平等精神”？

　　怀疑的意见
　　是否所有人都能参加考试？

　　是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是否还有实质性的机会平等？

　第五章 古代选举带来的社会变化
　　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的变化
　　还是等级社会，还是少数统治
第二编　标准
　引言　问题与资料
　第一章 经义
　　历代考试内容的演变
　　经义应试文的产生
　　四书首要地位的确定
　第二章 八股
　　八股的形成
　　基本范式
　　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
　第三章 考生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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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文
　　应试
　第四章 考官
　　资格
　　出题
　　衡文标准
　　衡文过程
　第五章 中卷
　　童试卷
　　乡试卷
　　会试卷
　第六章 落卷
　　黜落种?
　　黜落佳卷
　　得失总评
　第七章 昔议
　　明末清初的野议
　　清中叶的朝议
　　清中叶的野议
　第八章 今评
　　今人对八股的批评
　　八股是否能得人？

　　人才能否得八股？

　　敲门砖
　　余论
第三编　终结
　第一章 历史的困境
　　“科举累人”与“人累科举”
　　人之量累
　　人之质累
　　传统的批评与改革意见
　第二章 衰落与改革
　　晚清科场的衰落
　　一位乡绅所见的清末世变
　　改革科举的意见
　　改革的最后尝试
　第三章 走向终结
　　实力派变革科举的基本思路
　　从主张渐废到主张立废
　　废除科举后的反应
　　废除科举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附录
　中国的儒学传统与太学
　1905：终结的一年
　不仅是科举，不仅是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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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写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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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天下&rdquo;最直接的意思是指在天之下的大地，是指&ldquo;世界&rdquo;，但当时
的&ldquo;世界&rdquo;实际上还主要是指中国，因而&ldquo;天下&rdquo;自地域而言是中国，自人民而
言是百姓，且非贵族的&ldquo;百姓&rdquo;，而是&ldquo;编户齐民&rdquo;的百姓。
它常和&ldquo;天子&rdquo;和君主乃至和君臣相对，也就是说，意味着和政治、国家相对而言
的&ldquo;社会&rdquo;。
此一区别在顾亭林一段著名的话里表现最为明显。
他说，易姓改号只是&ldquo;亡国&rdquo;，人无仁无义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才是&ldquo;亡天
下&rdquo;，&ldquo;保国&rdquo;只是君臣、肉食者的&ldquo;责任&rdquo;，而保天下才是所有人的责
任，亦即&ldquo;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ldquo;保国&rdquo;与&ldquo;保天下&rdquo;当然有联系，但顾氏在此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
而非联系，对两者间的联系他只提到一句&ldquo;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rdquo;，也是强调社会对
国家的重要性和优先性。
。
古人并常上以&ldquo;天&rdquo;、&ldquo;天命&rdquo;，下以&ldquo;天下&rdquo;、&ldquo;民&rdquo;
、&ldquo;百姓&rdquo;形成对&ldquo;天子&rdquo;（君主权力）的某种观念上的制约，认为天之设君并
不是为天子一人，而是为天下所设，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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