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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等级 本分 补偿：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新的分析角度和理论高度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传统和
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各种命题与主张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结构上的关联？
如果存在，则这种关联究竟是什么？
第二，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与历史上一治一乱现象的关系是什么？
第三，如果上述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中蕴含的经验教训能够给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怎样的启示？
　　本书认为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可以概括为“等级、本分、补偿”模式，即将人们分别纳入不同
的等级结构中，赋予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以不同的要求，确保人们恪守本分，同时对各个等级的人们因
恪守本分而暂时得不到满足的物质或者精神方面的利益给予相对合理的补偿，以调节等级之间的紧张
关系。
“等级、本分、补偿”是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取向、基本内容、基本思路，
是今天的人们理解传统社会一治一乱现象的一把钥匙。
　　通过研究，旨在为传统型和谐社会的形成及其毁坏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能够使人们对中国传统
和谐政治思想与治国方略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理论化，能够使人们对于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得失
成败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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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天下为公的理念中，既然和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利益不能由一家一姓独享，那么，和良
好政治局面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责任，也就应该由所有的人来承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这种承担不是以均摊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与各种身份所享受的利益大小成正比。
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皇家所占的“天下”份额无疑是最大的，所以皇帝顺理成章就是第一责任人
；百官在理论上是等级社会较大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就是王朝政治的第二责任人，这一点，对于那些
“钟鸣鼎食”之家者尤其如此。
至于民众，如果以一个整体计算，他们应该担负的责任绝不亚于君臣，但由于人数众多，他们每个人
很难感到自己和兴亡有什么关系。
当然，作为皇帝和百官，他们更习惯于将民众视为一个整体，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民众的责任，特
别是当他们需要民众纳税和服役的时候更是如此。
天下为公不但使民众抵制君主的过度盘剥具有合理性，也使君主向民众征收赋税的行为合法化。
在天下为公的理论预设中，人人有责任，人人须尽本分，同时人人又都有权利责他人以本分。
而如何让处于传统政治结构中间地位的百官恪尽本分，在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中就有了非同
寻常的意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不同，中国传统政治学“不
主张‘我来管你们’这种方式，不是下命令式的强制管理，而是用示范的方式，树立榜样，启发人民
学习，以此来改变社会风气，来促进社会发展”①。
这无疑抓住了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误以为传统政治思想除了强调领导者以身作则之
外，就没有别的方面。
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哲学中的严于律己和责人以本分是相辅相成的。
一个人如果不想被人指责，他就必须严于律己，在做人的本分上样样不马虎，而如果一个人不能严于
律己，他就必须随时做好接受他人指责的准备，或者在他人开口指责前，作深刻的自我批评。
同样，一个人越是严于律己，他也就越有资格批评别人和命令别人。
等级序列中的上级加强自身修养不是为了不向别人下命令，而是为了更有资格向别人下命令。
相应地，等级序列中的下级加强自身修养，也不完全是出于对上级的畏惧或者效仿，因为一个具有高
尚人格的下级，更容易得到上级的敬重，甚至是使上级忌惮，如汉朝的汲黯、唐朝的魏征、明朝的海
瑞等。
　　君责臣民以本分，民责君臣以本分，夹在君和民之间的百官，在恳请君尽到本分的同时，又责民
众以本分，这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是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
而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亲戚、邻里、长幼之间，也无不在“躬自厚”的同时热衷于“责于人”
，尊卑有序中又透出相互制约的一面。
如果将君、臣、民想象为三个人，则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面对着他应尽的本分，而当他采取行动时
，旁边有两双眼睛在盯着他。
监督者并不“直接参与”他行动的过程，但是关注他行动的“结果”。
而与关注“结果”不关注“过程”这种特殊监督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另外方面：对
个人品德的高度重视，对行动方案提善意“建议”但不作硬性约束，以及始终保留当“结果”不能令
人满意时的批评、强制乃至惩罚权利。
我们说过，传统政治并非没有强制，但强制手段的使用，一定是发生在君、臣、民以非强制手段互动
并且彼此失望以后。
从历史上看，王朝政治的上升时期，是较少强制的时期；王朝政治的鼎盛时期，是由非强制为主向强
制为主转变的时期；王朝政治的衰落时期，是强制手段频繁使用的时期。
在王朝衰乱的时期，统治者倾向于用暴力手段治理“民顽”，民众也以暴力手段对抗“一夫”。
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提倡什么“德风”与“德草”，那么世人以之为迂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虽然“责于人”理论上是君、臣、民互相要求对方恪尽本分，但实际的情形是君不可能直接面向
他的广大子民“以身作则”或者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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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众普遍感到的也是“天高皇帝远”，除了少数曾经在民间社会活动过的皇帝是民众能够一睹其真
容的，大部分皇帝在民众那里只是个抽象的概念。
等级体制妨碍皇帝走向民众，也严禁民众靠近皇帝。
不但如此，就是官吏中的绝大部分，也没有能够在皇帝面前说过哪怕一句恭维的话的。
和民众打交道的，是君臣群体中地位最卑微的那些胥吏，他们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并不比一般的民众更
近，所以，皇帝的“盛德”能否感化他们恪尽职守，那就像从紫禁城的冰箱取出的一根冰棍能否完整
送达帝国的某个县衙一样，多少和“天气”之类的条件有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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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等级本分补偿：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研究》由黄义英所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研究成果，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新的分析角度和理论高度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
，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各种命题与主张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结构上的关联？
如果存在，则这种关联究竟是什么？
第二，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与历史上一治一乱现象的关系是什么？
第三，如果上述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中蕴含的经验教训能够给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怎样的启示？
本书认为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可以概括为“等级、本分、补偿”模式，即将人们分别纳入不同的等
级结构中，赋予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以不同的要求，确保人们恪守本分，同时对各个等级的人们因恪守
本分而暂时得不到满足的物质或者精神方面的利益给予相对合理的补偿，以调节等级之间的紧张关系
。
“等级、本分、补偿”是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取向、基本内容、基本思路，
是今天的人们理解传统社会一治一乱现象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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