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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大胆地将系统整体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
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这一套模式去解释中
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
由于本书观点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海内外学术界也普遍受到关注，一般认为是中国十年改革时
期重新诠释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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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观涛，现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
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

　　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前主编。

二人长期合作学术研究，合着的主要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开放中
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
第一卷）》，《观念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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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11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脆性宗法一体化结构可以使我们较深入地理解中国封建社会
的一些独特的历史现象。
中国封建大国最显著的特点是缺乏弹性，或者说是一种脆性较大的社会结构。
什么叫脆性社会结构呢？
它是指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系统都必须保持在相互适应的平衡态附近，其中任何
一个偏离适应态到某种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瓦解。
这种结构像一个脆而大的容器，其关系是僵硬的，一旦子系统偏离适应性，容器就要脆裂，而不是像
橡皮袋子那样伸缩。
比如，足够数量的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的存在，是供养官僚机构及乡绅县以下自治的物质条件。
一旦经济结构过分偏离了这种状态，自耕农绝大多数沦为佃客、流民，维持大国所必需的各种赋税重
担便落到少数劳动者头上，这时农民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造反，官僚机构也随之解体，其后果是崩溃性
的。
［1］又如，在幅员辽阔的领土上，封建官员的流动性很大，这种官僚政治很需要跨地区的商业活动
。
同时，商品流通对领主经济也是一种瓦解力量，可以起到一定的遏制贵族化趋势的作用。
但是商品经济过于发达又会危及地主经济结构，造成小农经济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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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为金观涛,刘青峰代表作之一，简体字版初版于1984
年，收入第一批《走向未来丛书》，在全民族反思的八十年代畅销一时。
1992年《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在香港修订再版，二十余年来，在国内几近绝版。
2010年法律出版社在修订版基础上，重新印行旧作，以乡飨读者。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2010年版)》以超稳定结构假说来分析中国社会及文化在两千多
年间的演变，代表了作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观点。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续篇为《开放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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