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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在前面——从政治源头看中国传统政治的个性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用一个固有的模式去描述国
家的产生：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生产能力的低下与生活资料的匮乏，为了群体的生存，必须实行平
均与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贫富分化也告产生，当贫富分
化达到一定程度时，阶级对立开始形成，统治阶级为保障对财富的占有和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开始
建立国家机器这一暴力统治机关。
与之同时，随着阶级的分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也开始按地域而不是按氏族血缘关系划分其国
民，至此，国家作为阶级压迫与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式形成。
这是经典作家的经典表述。
但马克思在阐述这一问题时又特别强调，这只是就西欧国家的历史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它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就中国国家的产生而言，就不适用于马克思对于西欧国家形成的描述。
中国的早期国家并非源于贫富分化之后的阶级对立；最早的国家机器也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
的暴力机关；最早的国家统治者非但没有打破氏族血缘关系、按照地域关系划分其国民，而是将氏族
血缘组织强化、放大为国家组织关系。
这是中国政治特色的本原所在。
秦始皇时代的政治家吕不韦曾经组织文人们编纂了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吕氏春秋》，其中的《荡兵
》篇对早期国家的产生论述道：人曰：“蚩尤作兵。
”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
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
长犹不足治之，故立君。
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
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
大意是说，人们说“蚩尤制造了战争”，其实并非如此，他只是改良了武器而已。
早在蚩尤之前，人们已经折取树木作为武器进行战争了，胜利者为一地之长。
当“长”不足以统辖时，又在更大范围内立“君”，当“君”又不足以统辖时，便在全天下的范围内
立“天子”。
天子由君而立，君由长而立，长则由战争而立。
这一说法比较接近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事实。
在国家政权出现之前，中国的远古人类与其他地区一样，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过着原始平等、共产的
生活，氏族血缘组织是唯一的社会组织。
此时正处在地质年代的大理冰期时代，气候寒冷，冰川扩张，海平面下降，渤海、黄海与东海均沧海
桑田，成为新的三海平原，尤其是黄海与东海平原直接面临西太平洋，气候相对宜人。
北方大陆上的多数人群已迁徙至此。
蚩尤与共工的先人居于最靠近沿海的地区，尧舜禹的先人则居于东海与黄海平原的内陆。
在距今八千到一万年前，随着大理冰期的结束，全球性气候转暖，冰川融化，暴雨成灾，河流泛滥，
海平面不断抬升，最终淹没了三海平原。
在这一过程中，蚩尤、共工的先人被上涨的海水逼迫，步步后退，与居于高处的尧舜禹的先人发生了
连续战争。
随着海水的上涨与陆地上洪水的泛滥，随着对新领地的占有与分割，类似的战争旷日持久，到尧舜禹
与蚩尤的时代，以尧舜禹们的胜利和蚩尤、共工们的失败而告终。
前者占有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夏王朝，后者则被赶到周边地区，成为西南、西北许多
少数民族的先人。
这一过程开始之时，中国的氏族公社尚未解体，还没有贫富分化，也没有阶级与阶级对立。
这一过程开始之后，为了战争的需要，氏族血缘组织被强化，成为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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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首领成为握有权力的酋长，国家权力的雏形开始孕育，这也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立长”。
各宗族在征战中，因联姻或其他方式，形成了一个个宗族集团，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个方国，出现
了方国之君，国家开始形成，这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立君”。
在方国之间的征战与融合中，强有力的方国之君逐步取得了对其他方国的控制权，成为居于各方国之
上的天子，中国的早期国家正式出现，这也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立天子”。
与国家出现的途径相联系，中国早期政治组织不是像西欧社会那样以地缘组织代替血缘组织，而是对
血缘关系的放大与强化。
宗族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无论是方国还是天子治下的夏、商、周，其组织结构都是宗法血缘组织的放
大，宗法政治的色彩十分浓厚。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巨变中，地缘组织得以发展，形成了对宗法血缘政治的冲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这种冲击是有限的。
从地方组织来看，郡县制取代了宗法式的层层分封制，但乡里之制并未取代宗族组织，而是形成了以
宗族血缘组织为内核，以地缘乡里组织为外壳的两合式的社会基层组织。
从国家组织看，官僚体系开始建立，但以国君为首的统治者仍是宗法式的家族统治，官僚们只是附庸
而已。
因而，国家的实质仍然是宗法血缘关系下父家长制大家庭的放大，自秦到晚清也都如此。
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宗法政治特色。
与国家出现的途径相联系，中国早期国家政权的形成是源自一个氏族对另外氏族的征服，成于一个宗
法血缘集团对另外的宗法血缘集团的征服与控制，而不是源于阶级对立与阶级对抗。
以周王朝为例，当时的社会分为“国人”与“野人”两大部分，居统治地位的宗法血缘集团成员均为
国人，而那些被征服的宗法血缘集团成员均为野人。
国人有议政权、参政权、从军权，甚至可以驱逐国君，有学者称此时的政体为贵族民主制；与之相对
应，所有土地都归宗族所有，没有一家一户的土地私有制。
因而，早期中国政治带有较强的政治民主与财产共有色彩。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巨变中，国人与野人的界限消除了，融合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人的许多政治权力
被继承下来，编户齐民中的一些人不仅可以“朝为布衣，暮至卿相”，甚至还可能登九五之尊；宗族
土地所有制也转化为国家土地所有制，由君主向编户齐民平等地“授田”。
秦汉以后，虽然土地私有的趋势不断发展，但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国家一直
拥有着对所有土地的最终处置权。
与国家出现的途径相联系，中国早期政治是人文政治，而不是西欧社会的神祇政治，祭祀僧侣集团在
中国政治上一直没有取得过主导地位。
在文明的萌生中，中国也与西方世界一样，有祭祀与祭祀人员，有通天人之际的“若木”与神山。
从红山文化的祭坛到良渚文化的玉琮，从种种的民间神祇传说到遍布南北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我们
都能感受到神仙世界对世俗世界的影响。
但在中国社会，神职人员一直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集团，神职首领往往是世俗首领兼而领之，这种情
况下的祭祀集团只能是政治的附庸。
与之相对应，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是世俗首领垄断了天人之际的通道，“天之子”、“予一人
”以至后世的封禅大典，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垄断；另一方面，世俗首领乃至普通百姓对于天上世界，
对于天与诸鬼神，往往是敬而远之。
从周公旦的“敬天保民”到孔老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反映的都是这种精神。
为何如此，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尧、舜、禹是没有经历过洪水劫难的群落，他们没
有经历过毁灭与重生，也没有被其他落难者所冲垮。
相反，在这场洪水与战争的催生曲中，他们是胜利者，是强者。
“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穿山导石，至于东海。
”这是何等的气概！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对天地自然的畏惧，也没有那么多的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压力，他们充分地相信自
我，因此，有了“敬天保民”的思想，更有了“人定胜天”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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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祭祀集团只能是政治的附庸。
与之相联系，后世中国士子们的精华便都集中到了政治舞台，而不像中世纪的西方那样多集中于宗教
神学领域。
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才会有“以吏为师①”的说法。
直到近代社会，也是如此。
中国政治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政治的个性间的关系简述于上，如需由此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是非得
失，请读正文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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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历史为脉络解读、研究中国过往历史社会中的十个方面的知识内容，
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通史的历史类图书。
这本书通过大量历史史料的研究分析与评论说明，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及其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风土人
情、人文掌故等。
本书作者通过大量史实详细阐述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传统生活特色，探讨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发展
规律，检讨和反思了传统社会的历史演变之得失。
本书着重于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十个深层次问题，包括历代王朝开国、崛起、覆亡、历代政治
制度、经济、文化政策得失、历代吏治、农民、内乱、外交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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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涛：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史研究，著有《刘晏、杨炎评传》、《
繁盛中转型的隋唐五代政治》、《政治与文明散论》，主编的《中国政治通史》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图
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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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经济制度有三点特性：第一，它是一种层次利益归属制度。
虽然对于周天子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周天子所拥有的与其说是
土地的所有权，不如说是领土的主权。
土地所有权被大小宗主分层拥有，“藉”与“彻”的收益当然也归入他们名下，周天子只能从各诸侯
国君那儿得到一定的“贡献”。
第二，无论是国人还是野人，对所耕种的土地都不拥有完整的所有权。
国人有有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彻”的性质是税；野人只有有限的使用权，“藉”的性质是租税合
一。
不论国人还是野人，其轮作、休耕与定期换土易居都在宗族主的统一调配下进行。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赋税税基既不是单纯的人丁，也不是土地本身，而是税人与税地的合一。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剧变时代，表现在土地关系上则是宗族土地所有制向土地国有制的转
换。
春秋时代，出于列国相争、富国强兵的需要，各国纷纷进行经济变革，其方向无一例外都是强化国家
机器，加强国家政权对经济权益的支配力量。
无论是“初税亩”，还是“作爰田”、“作丘甲”，实际上都是划一税制，逐步消弭国野区限，将宗
族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与收益权转换到国家手中。
至战国时代，伴随着郡县乡里制度的建立，国家也取得了境内土地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实行了面
向全体国家编户齐民的“授田制”。
对于战国授田制，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第一，战国授田制是一种特定形态下的土地国有制，它
充当着宗族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转换器的作用，国家政权将从宗族主那儿收回的土地所有权实
际上又转向了它的齐民。
授田制下，以什一之税为主，这种税率的降低与划一，告诉我们农民受田的私有化趋势；至秦王朝时
代的“令黔首自实田”，则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
第二，正由于授田制只是地权关系的转换，所以，它并不是整齐划一地按统一的标准向编户齐民授予
土地，对于自春秋以来业已形成的土地私有并未触动。
第三，授田制的真正意义是通过授田与赋役征发这种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对编户齐民的直接管
理与控制。
这一点与同时建立的乡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授田制下的赋税征收是“顷亩而税”。
如《云梦秦简，田律》云：“入顷刍稿，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
”也就是说，不管一位农夫垦种的土地是否达到授田数一顷，都要以顷为单位纳田赋。
这种田赋实际上是以人丁为税基，是税人而非税地。
　　战国授田制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第二阶段的基础，自两汉到中唐以前的赋役制度，两
汉的田税也好，曹魏的屯田户调也好，两晋南朝的占田户调式也好，北朝隋唐的均田制也好，都是这
一基础之上的损益变化。
对这一阶段的赋役制度，我们应当把握这样几点问题：　　第一，这一阶段仍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私
有化时期，其特性是私有地权的不断被肯定，是国有色彩的不断减弱。
两汉时代，私人土地所有制得以巩固与发展.但这一时期，土地国有化的色彩还比较浓厚，国家不仅拥
有山林川泽、未开垦土地、无主荒地以及它直接管理和经营的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而且还拥有全
国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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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索不为人知的历史，揭秘历史故事背后的真相，总结历史生活中的点滴教训，分析历代政治、
经济、文化、吏治等的得与失。
对许多被忽略、被误解，甚至被曲解的历史问题和观点，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
，有深刻的洞见，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正确而有趣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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