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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作者最重要学术贡献，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
僚主义论”。
他沿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思路，继续研究整个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官民关系，自成
一说。
著述显示作者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深厚，视野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观点的指
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可视为将来建立“官僚主义学”的奠基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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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越生（1925~1997），祖籍杭州。
1948年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并留校，为王亚南的学生及助手。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职于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等处。
研究员，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国外中国学、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中国官僚政治、美学、易学等，一生著作颇丰。
199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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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邵燕祥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第一篇　 官僚主义起源论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
能逃脱地球的引力，却逃不出官僚主义的迫害
替穷人效劳自己变成富翁，为平民造福自己当
上老爷
幽灵身上还有幽灵附体
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人的生物性就在于社会性：由劳动说向社会说
复归
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永无终止
劳动创造人类说未尽完善
创造人类的还有非劳动因素
新造神说的理论渊源
恩格斯反对恩格斯
食人之风在古人类学上的关键性意义
原始社会是压迫剥削最残酷的社会
人对人是狼又是同志
善恶互依的辩证法是官僚主义政治原罪的滥觞
幽灵规律就在于寄生规律
三、雨由泉而降，泉自雨中生
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的相互关系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绝对权威和百依百顺
大皇帝和小皇帝
兵马俑狂想曲
一言堂的威风和愚民政策的惩罚
最专制的统一和最分散的基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必然表现在偶然中
从古代人治基本规律到现代法治基本规律
四、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离不开国家，又痛恨国家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及其前提
国家消亡论的前提未必全真
国家是分层次的，不能统通打碎
国家消亡论也是后患无穷
人民也需要充分认识载覆规律的巨大破坏性
五、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愁云惨雾中的一线欣慰之光
和风细雨的启蒙教育
治本之道：使民富，教民智
第二篇　官僚主义元模式论
一、散之在理，统之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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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
人类发展的元模式：统分结构
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历史和逻辑运动的轨迹
发展模式的永久病理因素
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
革命官僚主义急性病
二、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官僚主义元模式
权力的基本结构：支配和被支配形态
滚雪球规律
贬值规律
蚯蚓规律
泥石流规律
摇摆舞规律
个人崇拜规律
轮流坐庄规律
老化规律
透支规律
遗传规律
裙带规律
两栖规律
三、天公莫施恩，施恩强者得
人民权威和政府权威
人以群分，官以类聚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0世纪的“堂?吉诃德现象”
专制和自由调情的结果是强奸
市场化和民主制度化双管齐下才是官僚主义的
克星
后记
附录一
干校心踪（诗歌）
附录二
心灵和自然的对话　韦弦
思想者永不寂寞　李辉
我想说的　常大林
思想家的标志　丁东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　谢泳
孙越生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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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 邵燕祥　　面对孙越生先生这部书的校样，不禁百感交集。
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欣慰。
　　80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是他的学生孙越生写了序言，此书
在1948年初版付梓前，就是由越生用毛笔抄录了一遍。
半个世纪之后，越生的书，其中包括他的心血之作《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竟只能由我，一个
在他生前并不曾读过他这一主要著作的外行人来写序，难道还不可悲么？
　　关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像政治学的广大领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言自明的禁区，越生
虽是专心致志，倾注全力于此，也只能在谋衣谋食之余，燃膏继晷地进行，我想这多少损毁了他的健
康。
然而，除了在1988年有几个片断得以发表以外，只能束之书柜。
现在不断有人提倡做学问须坐得“冷板凳”；以孙越生为例，他之能坐得冷板凳，其实是因为有一腔
滚沸的热血；而他的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研究成果所遭的冷遇，乃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
哀。
　　越生像一切勤奋而诚恳的劳动者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劳动。
他的散文集《历史的踌躇》和诗画配《干校心踪》出版问世，他是很高兴的；不过他最关心也最放心
不下的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书稿。
在他久病最后入住医院之前，也许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特地殷殷嘱咐了妻子孙明。
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关于官僚主义的研究，早在1989年5月1日就写定《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
，准备出版，后遂一搁近10年；而他原计划续写的第三篇《形态论》也只剩下草稿。
　　鲁迅曾说，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攥着一把火。
至如孙越生这部几未示人的著作，我以为其实是这位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家留给祖国、留给世界、留
给同代人和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
越生去世已经一年了。
有机会通过出版，使之结束秘而不宣的状态，让人们知道著者生前曾经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中，
对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老弊病，做了怎样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掘进，这是令亲人和朋友欣慰
，也可告慰逝者和他所念念于怀的“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的。
　　我这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于欣慰之中，油然而生感激之情。
我还不属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之列，而我在1957年所获的罪名，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反官
僚主义为名”来“反党”。
从那以后，官僚主义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和政权、政制是什么样的关系？
20年上下求索，不得其门。
权威著述语焉不详，民间著述几不可得。
直到改正我的右派结论时，这个问题犹如在五里雾中。
　　记得1952年发起的三反运动，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项内容，可见贪污与浪费单列，
不算是官僚主义；那前后在山东等地基层还同时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可见强迫命令也没有纳入
官僚主义。
习以为常的说法：官僚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物，到了共产党执政后，就没有了官僚主义的温
床，有的只是官僚主义微尘，因此需要洗手洗脸；至多是官僚主义的细菌，会感染“我们的肌体”，
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的，“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以至最终要战
胜官僚主义的。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接着在世界范围展开一场大讨论，其中涉及官
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托在普拉的演说。
直到中苏决裂后的论战文章中，中方一直把大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产生官僚主义的观点，指责为
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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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我和一些与我相似的朋友，在1956年前后之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其实是在一个浅层次上立论
的，而且基本上沿袭当时的宣传口径，主要针对的不是体制的官僚主义，而是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且
大体上限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当时见诸报刊的这方面的文字，包括我写的在内，所谓官僚主义，多数往往是指革命意志衰退，对群
众疾苦漠不关心，所谓“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一类，实际上远未触及某些“进攻型”的官僚主义的皮
毛。
究竟是当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呢，还是自以为全力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
认识落后于实际呢？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57年夏天反右派正式开始前不久，周扬通过中国青年报召集了几个青
年作者，到中宣部座谈；他最后的发言我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他说：“你们有些人在作品里要反官
僚主义，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
”　　我自问所见者窄，也许我真是没有见识过像样的官僚主义，甚或我目为官僚主义的，其实还算
不上官僚主义？
但周扬也没说他见过的官僚主义，比我们所见更标准、更典型的官僚到底是什么样子。
或者，他后来谈异化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回答，但围绕异化问题的争论很快又成禁区，我却落了个一
头雾水依旧。
　　孙越生文集中关于官僚主义的有关论述部分，我认为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我所
见到的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视野更加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流行的
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
如果将来建立“官僚主义学”，这将可视为奠基之作。
　　我感谢孙越生先生，若不是他在这里的点拨，则我虽膺“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的罪名
，却并不知官僚主义为何物，很对不起为此负罪的自己，也对不起就此整我的人了。
　　矿产在地下，则野蛮开采，文物在地下，则竞相盗掘：此中有“合法户”，也有非法户，有“群
众”，也有干部。
于物质的资源趋之若骛，于精神的资源弃若敝屣；有形的古董值钱，出土而掠夺之，思想无形且不值
钱，眼睁睁任其埋没。
言念及此，心中又不免浮起一片悲哀，夹杂了没有着落的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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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越生编著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
作者沿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思路，继续研究整个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官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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