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承与变革>>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传承与变革>>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7911

10位ISBN编号：7516107913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朱仁显

页数：318

字数：34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承与变革>>

内容概要

《传承与变革——从君主民本到民主宪政》由朱仁显著，选取君主主义和民本主义，以及二者的交融
影响加以分析，在宏观论述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特点、儒法政治思想融合互补、传统吏治经验等问题的
基础上，主要选取孔子、张居正、黄宗羲的思想加以分析，深入观察中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君主
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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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仁显，男，政治学博士。
现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行政管理教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当代中国政治、公共事业政策与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已正式出版《中国传统行政思想》、《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履职智慧与制度规范》等个人专著、合著十余部；在《新华文摘》、《政治学研究》，《学术月刊
》、《厦门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理论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多篇；主持1项教育部社科研究重
大课题攻关项目、主持完成3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国际合作科研课题、2项福建省社科重点课题
、3项厦门市社科重大课题；人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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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政治文化是指内化在政治体系内成员的一套政治认知、情感和
评价，体现着公民对政治的价值取向。
它在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借助政治社会化这一社会遗传机制而形成，是一定政
治结构的基础，能够持久地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态度、政治结构模式、政治的稳定和变迁
。
我国历史悠久，从先秦到晚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走过了四千多年漫长的历程，经历了形成、发展、
衰微、转型的历史过程。
由于时空流转，朝代更迭、个人认知差异，不同时代，甚至同一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认知、
情感和评价都不尽相同，甚至有诸多分歧变化。
但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变革中有传承，歧异中有共性。
概而言之，不外乎人治主义、王权思想、民本思想、礼治主义、清官期盼。
这些特点鲜明地体现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透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深化对传统文化和专
制政治的认知，也有助于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今天对传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
一根深蒂固的人治主义　　现代政治的重要特点是崇尚法治，这基于对人性弱点的清醒体认，以为这
一弱点无法完全靠内心的自觉来克服，而必须靠外在的约束，即根据国民公意制定国家宪法及其他法
规来规范全体公民、社舍组织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由此形成的政治集体潜意识是重外部调节。
　　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精神与之恰恰相反。
它相信人心之善，即便其中有恶素，也可以通过修身解决，“人皆可以为尧舜”；相信人心有无限的
潜能可以发掘，认为依靠内心的修养可以造就理想的道德人格，进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理想的社
会。
于政治遂持人治主义，即强调统治者的政治作用、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贬低甚而忽视法的功用。
　　这一政治文化精神至少可以溯至先秦儒家。
孔子曾竭力强调“为政在人”，以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①，“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
荀子则以“有治人无治法”寥寥数字精辟地概括了古代的人治现象和人治思想。
这一思想后代相沿相生，沁人中国人的心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认知。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政治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养。
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久长，必须培养贤人，而这一切必须从培养道德情操着手。
此所谓“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④这也就是宋儒极力弘扬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其实质就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达到上行下效、内圣外王的境界.由于强调内省、教化，致力
于造就完美的人格，政治的全部学问遂化为无力的道德呐喊和说教，谆谆而言的无非忠孝和社会责任
，无非是顺从原则，希望培养道德完人，进而实现仁政。
由于政治没有常轨，缺乏恒久的准则，因此每每因人而异。
尽管历代统治者都渴望实现仁政，但历史往往不如人意，往往走错房间，物质利益和人性弱点，使塑
造完美人格的企图归于虚幻，仁政每每让位于暴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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