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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是宗法社会，中国”宗法社会形态的建构经历了从“孔子型．宗法文化
’’原型的定型到“普及型宗法家族文化”的完型过程。
其间，在从理念形态转化为宗法社会形态实体的过程中，逻辑上，“孔子型宗法文化”经历了向可操
作性的转化，实践上，则完成了从理论到宗法社会形态实体的过渡。
在此意义上，汉朝成为中国宗法社会形态定型的社会。
在由定型走向完型的阶段，宗法文化原型的社会基础演绎为“普及型宗法家族”，形成与原型一脉传
承的“普及型宗法家族文化”模式，宗法社会形态由此而完型，这就是宋代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
价值。
宋代以后的历朝历代，其社会形意基本都是宋代的拷贝了。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人津津乐道的通古今之变仅仅是对朝代更替机制的表象认知，至于将中国传统
社会纳入西方封建社会的范畴，则是我国理论界的长期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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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显然，董仲舒的人性和天性的契合论比孔子的天人合一论更具有现实性。
　　首先，它肯定了人人皆有善恶两面，圣人也不例外，与孔子只言心性，不谈人性中的善恶矛盾的
历史哲学相比，董仲舒的宇宙论中的人性则极为贴近现实，从而更具说服力。
　　其次，董仲舒以性与天相契，肯定了“圣人之性”与天性的先天契合，从而将“圣人”规定为教
育者，帝王是人世间最大的“圣人”，所以，帝王是人世间最大最终的教育者。
因此，董仲舒认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①。
王在这里成了天的代理人，这一方面是在于“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②的神学论证，另一方面是
因为王的人性与天性的先天契合的哲学论证。
前者突出了君权神授，后者则强调了王的道统。
前面曾经谈到董仲舒一反孔子以圣定位之顺序，代之以位定圣，这就解决了圣人（多）和位（一）的
矛盾。
但是高居于王位的帝王之“圣”从何而来呢？
神学的证明重在于说明王权的根据，“圣”本于德性，是德行到达“耳顺”、“从心”之境之表征，
因此，证明“圣”就在于证明帝王和德之同一性。
孔子在“心”的层面上，即主观认识的心理层面上来揭示天人的同一性，只不过是为知识分子出仕的
官僚政治作了论证，在用于证明帝王之圣德时就不行了。
帝王以武力取天下，不是由“内圣”而王，孔子之说不仅不适用，而且过于迂腐。
因此，证明帝王之圣德就不能从主观的“心”上去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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