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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适应大学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大学本科生教学的实际需求，本教材一改过去人物记传式编年
体例为专题式编写结构，即把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合并为神权、儒家、法家、道家
、佛学、理学、实学、改良、革命九个专题，并力争对每个专题所涉及的问题源流、实际内容、演变
脉络、历史上的影响或现今意义有个清楚的阐述或评价，且在每个专题之后附有相关的原著、参考书
和参考论文目录。
本教材史料丰富翔实，准确可靠；内容紧凑，难易适中；观点平实合理；体例新颖独到。
是同类教材中较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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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荣海，1954年7月出生，安徽省全椒县人。
北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
员。
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行政伦理学等方面的教学或科研工作。
主编、合著或独自发表的著作有：《从孔子到毛泽东--中国杰出人物政治思想撷要》、《现代中国政
治思想流派》、《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玄学及其对政治影响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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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中国的神权政治思想
　一、夏商周的神权政治思想
　二、阴阳五行思想与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
　三、孔子知天命言论与墨子天志说
　四、董仲舒天人相应思想
　五、汉代谶纬神学
　六、民间宗教思想
　七、中国神权政治思想评说
第二讲 儒家的政治思想
　一、儒学脉络
　二、王道仁政思想
　三、民本思想
　四、大一统思想
　五、大同思想
　六、中庸思想
　七、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简要评说
第三讲 法家的政治思想
　一、法家学派概说
　二、法家的历史观
　三、法家的“势治”思想
　四、法家“法治”思想
　五、法家的“术治”思想
　六、法家的耕战主张
　七、法家的历史影响
第四讲 道家的政治思想
　一、道家政治思想的渊源及其分期
　二、创造期的道家政治思想
　三、综合期的道家政治思想
　四、困袭期的道家学说
　五、道家政治思想的简要评说
第五讲 佛学与政治
　一、佛学概说
　二、魏晋南北朝的佛学与政治
　三、唐宋的佛教与政治
　四、佛学与政治评说
第六讲 宋明理学与政治
　一、理学概说
　二、宋明理学的范畴和基本议题
　三、社会治理主张
　四、宋明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演化
　五、宋明理学评说
第七讲 明清之际的社会批判思想
　一、明清之际社会批判思想概说
　二、明清之际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三、明清之际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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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明清之际对空疏学风的批判和对实学的倡导
　五、明清之际对国家制度的改革设想
　六、明清之际社会批判思想简要评说
第八讲 近代中国的改良思潮
　一、改良概说
　二、近代中国改良特点综述
　三、近代中国改良发生的背景
　四、近代中国改良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五、早期官僚知识分子的改良主张
　六、洋务派的改革
　七、维新派的改良主张
　八、最后的改良--晚清新政
　九、中国近代改良思想简要评说
第九讲 中国的革命思想
　一、革命思想概说
　二、中国古代的革命思想
　三、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想
　四、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革命”的争论
　五、中国革命思想简要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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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太平真君六年九月，关中地区爆发了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大起义。
次年二月，太武帝亲率大军至长安讨伐盖吴，其从官在长安某佛寺发现藏有兵器、酿酒具、珠宝财物
以及利于淫乱的窟室，太武帝更加愤恨沙门非法，加之崔浩从中煽动，使太武帝下定了灭佛的决心，
于是有了“灭佛诏书”。
在这道诏书中，太武帝明确表示：其一，佛教“邪伪”“夸诞”，佛是“胡人”的妖鬼，“皆非真实
”；其二，佛教“不本人情”，“以乱天常”，这里“人情”、“天常”极可能是指生儿育女、养老
送终之伦；其三，中国如今经常发生的“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都是佛教作祟的结果；
其四，由于佛教不尊王法（东晋时就争论沙门要不要“敬王者”），所以才导致乱祸、天罚、生民死
尽、千里萧条；其五，中国自古就没有什么佛教胡神（拓跋族虽属东胡支系，但此时已经以华夏人自
居），“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更无需佛教僧尼。
从我们对以上太武帝三道诏书的分析来看，太武帝灭佛的根本原因，还是基于社会政治和思想的考虑
。
他的观点或行为，我们都不陌生，都似曾相识，因为，在南朝的反佛声音里，所有的这些观点都曾提
出过。
这些观点在南朝只是争论于唇舌，但北魏的太武帝确把它变为了实际行动，从而酿成严重后果！
虽然我们不能说太武帝的灭佛是出自南朝反佛思想观点的指引，但是我们大概更不能说，南朝反佛的
思想观点与北魏太武帝的反佛行为毫无关联和影响，何况南方反佛士人荀济等就是出奔在北魏，他们
不可能不继续宣传他们的理论观点和主张。
当然，拓跋焘灭佛只是看到了寺院经济发展“致使王法废而不行”、对统治不利的一面。
然而，佛教毕竟具有“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释老志》），即有教人向善、慈悲为怀、
辅助统治秩序的一面。
因而随着拓跋氏在中原地区建立起较为巩固的统治后，继任君主文成帝拓跋浚在昙曜等人的推动下，
又重新兴佛。
拓跋焘一死，文成帝拓跋浚就颁发了复佛法诏书。
此后，佞佛之风一代盛于一代。
据《释老志》载：到北魏末年，全国已有寺庙三万有余，出家僧尼二百万人。
东西魏分立后，佞佛之风仍是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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