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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提出“天下兴亡周期率 ” 的问题。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 也淳 焉’，‘其亡也忽焉’，
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 单位 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 辱’的 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 了， 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 据黄炎培的回忆，毛泽东对黄所征询的“新路”的回答，似乎异常地 简 略：这便是“民主”。
 而上述著名的问答，当然是根据黄炎培个人的回忆，却并未见诸于毛 泽 东的文稿。
 今天，鉴于“民主”非常的普适、永远地正确，而又绝对的抽象，时 贤 纷纷然以“黄金周期率”相
标榜，此固不能说是借黄老之酒杯，浇自己“ 胸 中之块垒”，但也恰恰表明：正是根据黄炎培老人
这著名的回忆，从此之 后， 所谓“民主”，便成为跳出“天下兴亡周期率”的万金油，成为“普天
下 最好 的东西”，似乎只要一朝“民主”，从此后便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其实，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上述“天下兴亡 周期率”的问题，做了极其著
名的解释和回答，这就见诸于毛泽东那篇著 名 的讲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
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 ， 这就是因为它对现状和自己有所不满，而所谓“不满”者，也就是“批评 和 
自我批评”，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日常化，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 乃至 一国，方才会埋头苦
干、奋斗不息；同理，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 ， 乃至一国，之所以会停滞不前、“政怠宦成
”、乃至“人亡政息”，那就 是由 于它骄傲自满，如此，就必然会丧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伟大的
武器，从 而 也就会失掉了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意志：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 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有批 评 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
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 良 作风。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毛主席语录，我以为比一切 民主 教条都更为具体，比一切
“普适价值”都更为切中文明的积弊，它直指人 心 的深处，简明扼要地回应了“天下兴亡周期率”
这个问题。
 “不满”是一国、一族、一人、一家前进的动力，而“自大”则是其 堕落 的开始，鲁迅也说过类似
的话，但他以为更加不幸的却是：由于中国开化 最 早，号称文明天下第一，自满、自负、自足便是
我们文明的常态，而所谓 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某些中国聪明人的眼睛里，经常反倒是无事生
非 、乃 至犯上作乱了。
 宫崎市定教授曾经说过：“人类所抱的‘不满之感’，显著地表现于 三个 方面：一是野蛮民族接触
文明社会时所产生的、对己对人的不满之感；其 次 是贫困者接触富裕者时所抱的不满之感；第三是
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现状 而 感到的不满之感”。
 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夷狄、年轻人和穷人(无产阶级），乃是人间“不 满”的三大源泉，因此，他们
也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而这似乎又不甚适合于中国历史的情况：我们自古便是一长幼有序的 社 会，德行以“忠孝”为先，
而儒家学说的厉害，便在它自源头上就剥夺了 年 轻人“不满”的资格。
加之我们长期又是一发展较均衡之社会，“不患寡 而患 不均”，贫富的差距相对较小，以至于1 800
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 无 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还占不到人口的10％。
 何况阶级、阶层一经长期固定，贫困者也只能认命而已，所谓“不满 ” 亦无法泄露，比如今日之中
国，所谓“仇富”，竟被视为天字第一号的原 罪， 其根底大抵就在于此。
 如此一来，上述“三大动力”中，便也就只剩下周边存在的夷狄，或 者 可以多少提醒和唤起文明社
会被麻痹了的“不满之感”了。
 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 蛮、 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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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亦有西狄和北胡 这样的说法）。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 “不满”一一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
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 使他 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
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 原 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
中原文明的弱 点， 特别是发现其迷信教条、华而不实、倚强凌弱、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 打我我
便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一一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 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
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
 当着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 就 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
、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 历 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
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 评 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 
、 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 取 辱”、“政怠宦成”
，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
 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 更 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
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
墨 法 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流于楚，墨翟、孟胜、卫鞅、韩非这些人之所以 艰． 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
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 达地 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
，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 别 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
发达 的 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 叹：“其生也勤，
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 ⋯⋯ 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 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
 正 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 族 世家集团，因此，墨
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 下” 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
行。
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 没 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
以至 “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户 籍一连坐制度，
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 开 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
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 起 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唯独
在秦地能够 大 受欢迎。
 墨家子弟自魏赴楚，又去楚入秦，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人 秦， 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
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 的 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
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 练 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一一于是，开化最迟、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
成 为 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
 这便是秦入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这样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 ” 的中原文明说： 国去言，则
民朴；民朴，则不淫。
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 作 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利；多利，则国强。
今境内之民皆曰： “农 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
”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 从外权， 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
，为技艺，皆以避农战。
具备， 国 之危也。
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这就是说：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 势 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
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 用 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
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 也 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一一即国家 
危亡 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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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 摄 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
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 “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
，最终战胜了中原 文明 之骄奢淫逸。
 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 这 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
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 判”。
 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 更 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 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日：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谷川秀，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 。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 古 之术也。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楛，古之吏 也。
 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其家，无有私事也；不周 比， 不朋党，倜然莫不明
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 百 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文中所谓“四世”者，是指秦献公以来百年，而那正是墨法之徒入秦 推 行新政的时代。
苟子所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 这 个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
现。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武帝弃“农战”而重“商战”，终使国库足而 帝室 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
国库，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产愈大、 宫 廷愈富，外戚、宦官的力量则愈强，如此一来，
国家势必要以宫延为中心 ， 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薮，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是表现，汉文明重
新 陷 入“文明与腐败循环”的辩证法，不可抑止地走向“自己反对自己”的文 明 异化——这却是历
史的必然。
 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实行自治。
立宗国便是裂 土 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
故终其两汉，中 央 “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 封制 度
，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
 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 子其 人”，“非公之大也，私
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
秦之所以革之者 ，其 为制，公之大也。
” 这就是说：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 ； 相反，秦的土地国有制，
则是天下之大公。
 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便是土地问题。
贵族、豪族圈占 土 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于是，谁掌握了失地流民，谁就能够实现霸业、 掌 握政
权，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汉末的豪族曹操。
 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 ， 此即所谓“清谈”。
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五胡乱华”，这 其实 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扯淡：自晋惠帝以来
，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二十 五 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仅剩下了三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
，这就是 因 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 ”， 最终竟连
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 之惨 剧；而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
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 奴 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大丈夫行事，
当光明磊落，如日月 之皎 然。
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坚持这一底线的是夷狄一方的“小胡”石勒， 而 不是华夏一方的大贵族司马
氏。
 “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汉代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 一 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
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一一即大土地庄园 ， 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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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天下苍生于水火、 挽 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 拓 跋宏，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
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
魏孝文帝 拓 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 地， 它一方面
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 分 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
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
 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 明 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
们尔虞我诈、骄奢淫佚一一自己打败了自己， 而 这就叫做“文明异化”的道理。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 均 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
建立在“农战”一 一 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 族 制
度而言，北国的制度显然更为平民化，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夷狄 的 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
，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 的 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 中 原的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
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 自 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
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 迷 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
神，而中原 则 迷信文词，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 制 造大量废
物的荒谬仪式，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 辽 金十万铁骑一一这与其说是文明
，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他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 立 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
又制订保甲、保马之法，叫农民学习马术武艺， 先 以自卫，终以服役宫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
兵”、秦的“农战”。
但 是， 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商品、市场经济 最 发达的朝代，王
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 ， 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
现实，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 几 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
宋代最大的 失 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 糜 烂程度”
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 的 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
，而且还需再造文明。
而王安石的命运， 自 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 为 也
一一虽独任，奈天下何！
” 中原文明令人向往，但也使人堕落，正是对这种文明／野蛮辩证法的 洞 悉，正是对“文明异化”
的自觉，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南面”和“北面 ” 两种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
契丹人中原化，而这种措 施 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的腐败，从而消磨了英勇斗
争 的 志气，而这里的深意，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明代的思想家，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看到了对文明的迷信 ， 于人心诱惑之甚，他们对于
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言辞 、 文饰的迷信这一点上，口诵莲花的士大夫，绝对不
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 甚 至没有文字的夷狄。
文饰是虚伪的渊薮，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
而华夏文 明 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
张居正《陈六事疏 》， 其首在“省议论”，其次在“核名实”；王阳明《传习录》：“知者行之 始
，行 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 表明： 陷入束缚人的
斗争意志、行动意志的所谓“文明”，等于堕入“温水煮青 蛙” 的惨境，而那正是一种天大的愚昧
。
 王朝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夷狄政治家，便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他深刻 地 指出：“打天下”固然是残
酷的斗争，而“坐天下”则是更为残酷、更为 艰苦、 更为持久的斗争，政治作为一项空前艰苦的事
业，它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得 起。
在去世之前留下的政治遗嘱中，康熙皇帝这样感慨道： 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
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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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臣可仕 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适。
帝王仔户无 可旁委， 舜殁苍梧，禹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
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 寿考之 难得也。
易遁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
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 ！
 康熙是伟大的政治家，更因为他懂得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甚至就是 武 力，政治说穿了，便是如何
正确、合法地使用武力。
可惜，在他的身后不 久， 八旗精兵却不可遏制地退化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武力所击溃 
， 而这就再一次、然而却并非最后一次说明：古老而灿烂的华夏文明，她的 长 处是“文治”，而作
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政治神经却不够发达。
因为 所谓 政治，最终也就是武力，也就是专政，而文明的中国人却经常忘怀“愚蠢 的 夷狄”也明白
的那个简单道理一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宰制中国，又是由于它所发明的资本 一 金融体制，正是这个发明决
定了：即使列强人口稀少、万般匮乏，但唯有 “钱”和资本这一条，他们从来就是“天然过剩”的，
而对于华夏文明中 最短 视的那一部分人来说，“过好日子”乃人生唯一追求，而钱之幻象便是过 好
日 子的唯一基础，而他们对所谓“西方文明”之向往，无非就是对于钱的向 往 而已。
 但是，他们又总是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招商引资，无非 等 于给自己招来个债主，因为
犹太人的钱，那从来就不是好拿的。
 丢掉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死底线抵押给了别 人， 使人可“不战而分吾国，
定约而制中华”。
 戊戌变法之际，严复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曾这样感慨说： 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
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 以 为无一事及外洋者。
而之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
故 中 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以不战而分吾国 。
 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
 宝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热衷消费，这是文明之花繁盛的基 础； 但是，这也就是武将畏死
、文臣贪财、见利忘义、醉生梦死、举国腐败的 渊 薮，而这便是极其残酷的文明辩证法，是文明异
化的残酷逻辑：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 的 情绪，贪图
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 谢 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 得 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 在 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
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 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而所谓“艰苦奋斗”，无非是说：“文明”绝非表面的文饰，君子敏 于行 而讷于言，真正的文明起
源于不言不语，伟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行动中 的 朴素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血的教训，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 ，是 撬动“天下兴亡周期率”
的杠杆。
 而现代科学的精神的实质，也就是批判。
一人、一家、一社团、一国 家， 在其生存的道路上，欲求得不断之进步，那就需不断自省，就必须
一面自 省， 一面批判，如此方才能不断地进步。
 在漫长的历史上，华夏文明的进步和生存，往往是通过对照夷狄，进 行不断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达
到的，历史上的夷狄，便是中原文明的镜子 ，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没有夷狄，不成天 下。
 而近代以来，我们更有了科学这面镜子，发扬科学的精神，就是坚持 批 判的精神，而科学发展观的
落实，首先就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日常化。
 本书各篇，虽游历所记，实忧患之作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下>>

比年疆忿日炽，海警再起， 书 生报国，唯有笔墨；念我列祖列宗，创业艰难，不考终寿；励我后辈
子孙 ， 行己有耻，居安思危，发愤图强。
尚定学长不弃浅陋，尝以“勿悔少作” 加 勉，承其美意，重将原稿粗加删减，成此新编，再供读者
诸君批判。
 原书初版之前，仰仗李二民兄所主持之《书城》杂志逐期刊载，再版 之 际，又赖郑闯琦兄奔走于寒
风之间，校订于继晷之时；二兄笃行朴素之志 ， 诲我尤深。
 追怀先贤创业之艰辛，深感后来者之幸运，我感谢造化中存在的一切 机 缘，感谢所有的友人与敌人
。
 谨以圣王先贤之教诲，与尊敬的读者诸君相勉：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若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
之，则汗漫九垓， 遍 游四宇尚已。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 隔 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世界上一切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而决胜也。
 韩毓海，2010年12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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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史为师，重溯中国崛起道路。

　　揭示历代由富裕引发奢靡衰败的历史怪圈。

　　寻找秦、唐、辽、清等走向强盛的内在规律。

　　为什么宋代经济的繁荣却导致了“举国奢靡，全民腐败”？

　　王安石为什么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

　　东北的振兴，为何关乎天下兴亡？

　　以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说李鸿章等“捐西守东”、“重南轻北”的战略，造成了清朝的崩溃
　　“延安道路”为何像“关陇府兵制度”一样，为大国崛起奠定基础？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揭示了包纳“内陆”、“边疆”和“四夷番邦”的“天下中国观”，
描述了中国长期历史运动的构造：以诸夏辅京师，以四夷辅诸夏。
作者以慷慨苍劲的笔触，从多民族视角，总结了北魏以来历朝，对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合、区域协调
发展做出的贡献，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下>>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获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北
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计划。
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荣获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第一名，《
天下·香巴拉的中国》一篇，曾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
担任编剧的电视剧《星火》、《毛岸英》均创中央电视台年度最高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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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订版自序
海国图志
　重新开眼看日本
　曼哈顿的秘密
　无穷花开鸟致院
北国风光
　卢舍那
　自远方
　西北旺
　日出西天
　大雨落幽燕
亚细亚的心脏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香巴拉的中国
　消逝的冰川
风雨下江南
　几度风雨海上花
　叹江南
　白银之死
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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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新开眼看日本 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之阴暗的时候，我 们自己其实也对日
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不 甚了了。
于是，日本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 史”相遇，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而这种死
结，只有通过对于 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开。
明治维新在“现代化”和“富强”的意义上．长期被美化了，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出来，受到
不加分析的讴歌。
这绝不 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关化自己的历史，而是说在所谓“现代 化意识形态”主导下，整个19
世纪以来的残暴历史几乎没有被 反思过。
在这个意义上，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当然 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精英”的中国人。
中国的皇权专制毕竞是有形的专制，而日本的天皇专制却是 无形的、精神和法统的专制，中国的皇帝
称“天子”，皇帝的上 面毕竟还有“天”，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的天 皇竟然自称
“天”，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
历代的幕府将军虽 然将天皇虚位，但却没有取代天皇，原因就是如此。
中国的革命 可以打“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由于日本的天皇就是“天”，所以与中国相比，“革
命”和改革，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合 法性——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日本当然有比中国更强烈
的专 制传统。
近代以来，日本出于种种目的，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日 积月累，逐渐深入透彻——现
代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首推郭沫若，而郭 沫 若对于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要竟是
在日本作出的，对日 本 “京都史学派”的巨大学术成就，郭沫若是很肯定的。
与郭沫若并肩的历 史学 家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陈先生对国人 之
于 自己历史的研究反不及日本人这一点，认识更是很痛切的。
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近代以来，中国经常吃日本的亏，恰 恰就是由于对日本准备、估计
不足，研究了解不够所致。
日本侵华战争爆 发 后，宫崎市定曾这样说：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总之，即是所谓“愚蠢莫过于轻
敌”这种态度 。
其后明朝灭亡、中国被另一个民族满洲征服时，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过抵 抗，但大体上，抵抗是无力
的，其中有种种原因，而在根本上是充满了这样的 想 法：对手不过是极为愚昧落后的夷狄罢了。
最近，当日本向中国大陆扩张 之 际，最初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当然也是把日本当成了大傻瓜。
历史证明：那些将日本当成了“小日本”、“大傻瓜”的人，所有的 不过 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罢了
，如此下去，中国也只好继续吃亏。
因此，重新 认 识日本，重新开眼看日本，或者说大一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日本观，乃 是 当务之急
。
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的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 实 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
中哪些是“阴暗面”也不甚了了。
于是，日本 的 “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从而构成了难以克服 的死 结，而
这种死结，也只有通过中国对于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 逐 步打开。
而这些所谓“日本内部研究”的课题包括：从日本历史上看，它 内 部的基本矛盾何在？
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的传统？
今天的日本社会内 部 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
这些矛盾的走向、可能性后果怎样？
——我认为 只 有这种深入的研究，才真正有利于我们正确判断形势。
而所谓从日本制度的内在矛盾出发，建立“中国的日本观”，这里的 基本 方法，说句某些人也许不
爱听的——还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得最为 明 了。
他这样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 事物 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
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 做 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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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 事 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 事 物的内部，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看待日本问题，我觉得就能比较好地认识到：一，从 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
部的社会结构、基本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 ，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与中
国南辕北辙的道路； 二，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首先乃是为了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 
重 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即对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国内矛盾所决定、促发 的； 三，所谓外因不过
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如何处 理 和应对其内部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而 中 日之间的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治理内部危
机的能力 如 何——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 池 鱼。
中国则不得不未雨绸缪。
一、从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 从8世纪起延续近百年的奈良时代，以及持续了400年的平安
朝时代，这50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古代史。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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