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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现中国丛书》精选海外学界研究中国问题专著，作者大都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广阔视野出发，
对史料具有充分的掌握和督导的分析，其视角敏锐、新颖、虽为一家之言，但&ldquo;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rdquo;，要想更深入地认识、了解、研究中国，本丛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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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古典精通者的政治性意义　　&ldquo;中国人式的博学&rdquo;&mdash;&mdash;众所周知，这是
杜林讽刺马克思的一句话。
诚然，旧中国的官僚及其预备军之所以能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者，就在于这个&ldquo;中国人式的
博学&rdquo;。
这也就是韦伯之流所说的&ldquo;文人修养&rdquo;。
官僚制形成的宋代之后，旧中国文人的教养大致包括①背诵45万字的四书、五经全文（经义）；②通
晓历史，擅长写作（论策）；③填诗赋词这三方面的内容。
只要具备了这三个资格，士人就能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也有机会当官享禄。
而科举就是从遍布全国各地的庞大的预备军中选拔中央与地方官僚的制度。
在旧中国，科举也称选举。
经义、论策、诗赋方面能力就是举荐士人的三大条件。
　　中世纪欧洲的教会法学者在选举主教或修道院长时重视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他们以&ldquo;健全性&rdquo;（sanitas）来表示质量，说：&ldquo;健全性不取决于多数者，而决定于
圣贤者&rdquo;，他们还认为：&ldquo;票数无限，重量有限&rdquo;。
这就是所谓的&ldquo;优决原理&rdquo;。
依此类推中国的科举的话，无疑中国也同样地在精通古典、能诗擅文上重视质量。
实际上以精通古典与否的&ldquo;文&rdquo;为基准来选举精英其本身就意味着&ldquo;有文者有限，无
文者无限&rdquo;。
以精通古典为&ldquo;健全&rdquo;，依&ldquo;文重&rdquo;原则从多数人民中选举出精英分子这一中国
式代表观念与欧洲的&ldquo;优决原理&rdquo;并无二致，不妨假称为&ldquo;中国式的优选法&rdquo;。
它是中国这一&ldquo;文化帝国&rdquo;存立的关键。
仅此而言，科举应带来完美的贤人政治。
事实上，近世欧洲的知识分子也无不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哲人统治的梦幻般的王国。
但是就这套制度的功能再作稍微严密的考察的话，那么，呈现出来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
中举所得到的只是&ldquo;从属于他人的&rdquo;资格而已。
中举者只对长达十次，二十次的考试的最后一个鉴定者皇帝负责。
说对皇帝负责也未免有点夸大其词，倒不如说合格者必须拜那些乡试、会试的举荐官考官为师，自称
门生才可能获得恩宠。
，这是产生儒家式派阀政治的根本原因。
这样必然造成被选举人总是唯上是从，而对人民不负任何责任的后果。
在旧中国，学问不仅通往权力，学问自身就是权力，没有学问的不是人，而只是被统治的对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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