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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过对五千年来世界重要的国家政权，面对特定历史时代和重大政治事变所作出的政治判断、政治决
策，所采取的政治举措、政治行动及其所带来的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研究和探讨，力求找出政治规则、
要领、谋略、经验教训，即政治大略。
本书按照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运行过程的起止时间顺序排列，围绕政治权力的生死较量、重大政治决
策的前因后果，将五千年政治的成败得失、古今中外政治的经验教训融为一体作了叙述。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战略》一书是姊妹书，两本书的写法基本一致
、内容相通，而且本书中从略的政治问题，在《战略》一书中有所涉及，如英国内战、美国内战、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政治问题等。
像本书这样研究政治大略，尽管有些线条式、轮廓式和写意式的意味，但是它适应了政治本身更注重
经验和实用的特点。
也许按此种方法，能从前人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中，找到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借鉴。
如果此书所作的粗浅的研究探讨，能给读者了解政治的一般规则，理解大政方针、路线政策，研究政
治理论和现实政治问题，增加一些政治经验，为吸取政治教训提供一定的参考，将感到欣慰。
书中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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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对五千年来世界重要的国家政权，面对特定历史时代和重大政治事变所作出的政治判断、政治决
策，所采取的政治举措、政治行动及其所带来的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研究和探讨，力求找出政治规则、
要领、谋略、经验教训，即政治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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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政权是内外政治互动的中心环节政治的奥妙在于裕民阶级划分越细化，政治统治越严密政治民主可以
缓和阶级对立凌驾于政治同盟之上必自毁同盟平衡宗教关系，以平衡政治关系改变政治制度可能制造
权力斗争暴政埋藏政治隐患政治基础决定政权寿命强化政治思想与强化政治权力相得益彰用人最忌削
弱政治控制力军事改革不能不计政治后果权力野心越膨胀，政治眼光越短浅“严政”或“宽政”的政
治前提是强干弱枝弥合政治裂痕最忌重用私人绝不能在政治控制力上宽惠仁恕变宗教政策为政治权威
维持现状是一种政权稳定术政治手段不可只软不硬大权旁落必有政变经济实力是政治强权的命脉思想
统一推动政治统一滥用民力诱发政治激变政治改革首要是大权在握消除政权体制隐患宜早不宜迟用人
的大方向在于培植决定性政治集团政治制度最忌照抄照搬对外扩张可能削弱对内政治控制力社会运动
由无形政治之手操纵权力斗争催生异己政治势力以政治传统维持政治稳定政治抱负一旦悖逆时势就会
化为泡影拿政治权力做交易后患无穷俗界政治混乱之际正是教界势力扩张之时搞政治联盟谨防引狼入
室对威胁判断失误导致政治失误实行政治制度大权宜专不宜分中央权力是维护政治统一的决定性因素
集权是快速强国的政治手段文艺运动潜移默化政治意识推行严猛政治让肉烂在锅里政治分化比暴力侵
夺更阴险专制政权必先乱于己而后亡于人凭借政治民主夺取政权改革以政治方向为指针政治制度越现
实影响越深远派别斗争激化源于政权弱化利害关系决定政治关系以政治独立性实现政权合理性变政治
危机为历史机遇不卷入政治旋涡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机遇强权是一切政治问题的决定因素政治多元化导
致政体变动频繁化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把阶级对立纳入政治控制范围政权腐败与政治危机
如影随形左右强国政治联盟以与为取暴力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唤起民众政治
扩张实质是经济扩张政治就是政治在大国政治焦点地区越穷兵黩武越死无葬身之地军事独裁是政治无
能的集中表现用政治铁腕驾驭经济历史性转变主要政治倾向左右政治路线搞“经济政治”会使政治经
济外部压力越大政治问题越怕积累以准确政治判断把握世界历史机遇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政治笔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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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商（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阶级阶
层关系比较简单，即由贵族（商王、王室宗族、官僚和诸侯邦伯等）、平民（与贵族有一定血缘关系
的自由民）和奴隶两大阶级构成。
商政治简单残暴，奴隶主把奴隶当成财物，对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压迫，既挫伤奴隶生产的兴趣
，又迫使奴隶起来反抗；嫡庶制既容易引起嫡子之间的争夺，又容易造成庶子起事。
当时，出现了有一定知识的巫和史，二者都代表鬼神，王权借鬼神强化。
在巫、史指导下的商政治，从整体上说比较愚昧、迷信和简单残暴，缺乏自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指导
。
商末期发展起来的周国，建立封建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富国强兵，推翻奴隶制的商，建立西
周王朝（约公元前1046一前771年）。
据史书记载，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七十一国。
西周通过分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确定位次的尊卑；通过分出内服（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
官吏）、外服（指被封在王畿范围以外和边远地区的贵族、侯伯），确定贡赋的轻重。
西周之所以实行分封制，主要是因为灭商后，统治区域陡然扩大，王室作为核心必须建立藩屏、属国
，分区统治疆土；在边远地区建立据点，抵御外族侵略，护卫内土；建立以王室为核心的层层分封制
度，使天下疆土归于一统，通过层层贡赋壮大国家力量，统揽天下。
这种制度在当时是历史性的进步，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对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政权巩固都有重
要意义。
与此同时，在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上，西周社会的阶级阶层进一步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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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大略》：五千年政治的成败得失围绕政治权力的生死较量重大政治决策的前因后果古今中外政
治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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