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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是《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对儒士政治角色的一种全新定位
。
儒家所特有的政治资源使得这种依附型合作具有了可能性。
而合作的实现有赖于儒士与王权的。
共同努力。
历经春秋战国的失意及与秦帝国的交恶，儒士与王权的依附型合作关系在汉代中期得以实现。
儒士与王权在依附型合作模式下的博弈、互动。
使得两汉政治形态呈现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儒家化、启僚群体的儒士化、政治与社合一体化、政治秩
序与文化秩序的高度契合化。
儒士与王权之间的这种合作互动关系持续于整个冲国古代社会，是王权政治得以长期存生的主要原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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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中建男，山东鄄城人，1975年出生，山东财政学院副教授。
1994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
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及当代中国财政法制。
近年来，先后在《山东大学学报》《中州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与林存阳博士合著出版有《
中国之伦理精神》《郑板桥》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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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儒士：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　　第一节　“依附型合作“概念的提出　　一、社会
交换理论评介　　社会交换理论是本书所借鉴、采用的最主要的方法理论，故而这里首先对这一理论
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予以简略的评介。
社会交换理论是上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理论。
在此之前的社会学理论或者主要探索社会政治结构运行的常态及其维持问题（所谓的“秩序论”），
或者试图解释社会政治结构运行的效果及其优化问题（所谓的“功能论”），二者都没有回答社会政
治结构形成的动力及其机制问题，而社会交换理论则代表了这个方向的尝试。
代表社会交换理论最高成就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彼德·布劳。
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Life”）一书（1964年初版）①中运
用交换理论分析权力问题，并试图建立一种政治关系的理论模型，这就使得交换理论更接近于政治学
。
　　在布劳看来，交换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过程，主要包括微观结构中个人之间的关系
和宏观结构中组织与团体之间的关系。
“社会吸引”与互惠②导致了社会交换的产生。
但他明确指出，不是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可称为“社会交换”，“社会交换”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
是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
。
”①　　与经济交换中金钱充当一切价值的一般媒介物不同，在社会交换中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报
酬的价值具有相对性、模糊性。
布劳把资源提供者可能得到的报酬概括为四类，这四类报酬根据它们所具有的价值由小到大排分别为
：金钱、社会赞同、尊敬和服从。
在大部分社会交换中，金钱都不适宜作为报酬形式，它的价值也最小；社会赞同可以作为一种适宜的
报酬，但它并不具有很高的价值，是社会地位差别不大的成员之间采取的一种报酬形式；最能体现结
构分化的报酬形式是尊敬和服从，其中服从是价值最高的报酬形式，因此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地用服从
同对方交换。
只有在交换地位的分化达到比较悬殊的程度时，才会出现以服从作为回报形式的社会政治分化模式。
　　交换过程中的不平衡②势必引起地位与权力的分化。
拥有较多资源的一方在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当双方资源的拥有呈现明显的不平衡而弱方不得不向强
方付出“服从”的代价时，强方对弱方就拥有了权力，交换关系中随之出现权力等级的分化模式。
因此，资源地位或交换地位的分化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权力的分化，形成群体的权力结构。
在权力结构中，群体成员的交换地位表现为权力地位。
但无论如何，任何交换的稳定实现都必须符合“互惠”与“公正”的原理，上述一方必须向另一方付
出“服从”代价的社会交换亦然。
也即，当交换的弱方认为他们对强方的服从是一种互惠或者公平时，强方的权力便成为权威（即合法
化的权力），否则这种权力就是不稳定的。
也即，集体赞同一种权力可使之合法化，形成权威；反之，集体否定这种权力就会导致反抗。
因此，社会交换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另一方面促使了社会的反抗与分裂。
③　　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社会交换过程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组织与团体之间的交换一方面会促进他们的联盟，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统治的产生。
由于直接交换的内在局限性，间接交换往往更加普遍。
间接交换必须更多　　借助一些中介性价值观（共享价值观）才能进行。
共享价值观是形成与传递宏观社会结构的基础。
共享价值观包括一套为参与各方共同接受的统一的社会标准，它使得各方能够以同样的情景定义进入
交换关系。
根据这套情景定义，人们可以预先掌握各种交换关系中社会公认的报酬期待、互惠标准、回报价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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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平准则。
由于共享价值观提供了一致性的文化背景，减少了宏观交往过程中的隔阂、误会等不确定因素，从而
促进和调节着宏观层次（群体、组织、社区等）上的交换过程。
总之，文化价值能使社会秩序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各种安排合法化。
　　尽管共享价值观为宏观交换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但要真正使这一关系结构化，即维持一种
稳定的宏观交换关系模式，还需要制度化过程。
“价值观便于各种类型的社会单位之间进行交换时，制度化便表明那些使复杂交换有组织地稳固进行
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这种制度化的交换是以权力拥有者自身利益的获得为前提的（这是他们使交换制度化的
动力所在），但这种规律化交换的维持必须是以交换方中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共享价值观为基础，也即
共享价值观必须先于有效能的间接交换关系制度化的存在。
但布劳同时指出，由于交换各方的具体情况不同，中介性价值观又可分为多种，既有全共同体通用的
价值观，亦有各阶层各组织独自认可的价值观。
那些未被交换各方认可的尤其未必统治者认可的价值观即为反制度的价值观，它对当下的制度化交换
关系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这种价值观的积累即形成对当下制度变革、反抗甚至颠覆的动力。
布劳认为，宏观交换结构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和制度化之间永远存在矛盾，表现为价值观的内涵永远
不可能全部通过明确的制度化形式加以表达，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或理想未能实现。
因此，基本价值观中总是包含着反对现行制度的成分。
反过来说，现行制度总会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价值观所确定的报酬期待，或者违背了其中的互惠和公
平准则。
这样，在制度确立的过程中就已经包含着制度毁灭的因素，价值观与现行制度的矛盾将导致社会冲突
，由此推动着制度的变革。
正是通过社会交换所引起的这种权力分化、整合、组织与反抗，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上才会维持一
种反复地打破平衡和恢复平衡的辩证运动模式。
总之，布劳把合法性权威的形成过程与群体内部对抗力量的出现当做推动群体运动的两个重要因素，
这两个因素此消彼长、相互影响，促使群体运动过程中出现整合与冲突交互替代的辩证特点。
　　交换理论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仍颇有影响。
　　二、“依附型合作”概念的阐释　　借鉴上述社会合作理论，本书在分析儒士与王权政治关系及
儒士在两汉王权政治中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功能时提出“依附型合作”的概念。
在传统中国，尤其在建立了大一统帝国的秦汉之后，专制王权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
有高度的统摄力，王权垄断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控制着经济等其他社会资
源），任何参与政治的社会力量都必须以王权的依附者的身份及形象出现，否则无以存生，儒士亦然
。
这里讲王权“几乎”垄断了所有政治资源旨在描述专制王权与儒士政治地位的巨大差异，事实上有些
资源王权是无法完全垄断的，如本书将重点论述的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及提高专制王权政治
统治能力的思想文化资源。
而这些资源是由知识阶层主要是儒士掌握的，且这些资源又是现实政治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
因此，儒士与王权之间存在着“社会吸引”，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可以达成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的
。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汉代中期之后，儒士与王权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交换关系，只是它们
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交换，而是以儒士对王权付出“服从”的代价为前提的一种社会交换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本文并没有简单
地套用布劳旨在分析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是在借鉴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
己的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概言之，本文的核心概念就是“合作”。
所谓“合作”，一般指的是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
它指个人或群体之间为达到某一确定目标，彼此通过协调作用而形成的联合行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

参与者需有共同的目标、相近的认识、协调的互动、一定的信用，才能使合作达到预期效果。
其特征：行为的共同性，目的的一致性，甚至合作本身也可能变成一种目的。
在本书作者看来，我们通常所用的“合作”概念已经体现了社会交换的原理。
因为，一种合、作的之所以能够实现，合作双方（或者多方）之所以能够协调互动，正在于各方相互
需要，这种需要意味着只有双方合作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相互需要必然是合作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动力，也是双方能够达成目标、认识一致的基础，故
而合作是符合社会交换精神的。
明确了这层．意思之后，“合作”在本文的涵义可以这样来表述：它首先指的是一种政治关系，是政
治主体之间为实现彼此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交换关系；与之同时，它又指达成这种关
系的双方（或者是多方）协调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合作”解释为政治关系时可以是一种静态的描述①，作为过程它又指的是一种政治运作模式，②作
为结果它还体现为一种政治形态。
③本书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就是一种合作关系，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笔者称之为
“依附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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