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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内容概要

1952年春，钱穆先生应有关方面之邀，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五次讲演。《钱穆先生著
作系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新校本）》即是先生根据讲义整理而成，分别从“政府的组织”“考试
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得失作
出分析评说，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及传统文化的一本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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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简介

钱穆（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
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
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
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
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
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Page 3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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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精彩短评

1、经典大作，后人必学，然忠于三民主义，又是一失。知识分子的精英政治，究竟有多少可行？恐
怕也是当代政治所需要探索的问题
2、“封建专制”“中央集权”这些从小就能在历史书中看到的耳熟能详的词汇，实际上并不是中国
古代社会的准确反映。
3、本书从政府组织、考试选举、赋税、国防兵役制几个方面对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得失进行了详
细分析。通读此书，对中国几个最重要统一王朝政治制度的发展脉络，传承转变，优劣都有了比较清
晰的了解。不过因为是讲稿改编，内容实在是稍微有些少啊，如果能扩展开来详细论述就好了。边读
边思考，收获良多。
4、罗素：“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钱穆：“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
。”
5、这书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瑕不掩瑜，值得一读再读。
6、读这样的历史才觉得是真学到了历史
7、怎一个好字了得
8、陈述历史事实居多，探讨感觉不够深入，就像只有躯干没有血肉一般，条目分的很详细，内容也
很有考究，比以前看的那本《北风烈》(除了书名有点意思，读着跟幼儿读物似的，还有我都能发现的
错误)的强太多了
9、老师在给我们上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推荐的书目之一。给人以启迪，如今印象深刻的有对法治
、人治的理解与费孝通似乎有不同，但都不无道理，对我理解问题都有所帮助。
10、选此版本，一来精装好翻阅，二来简体横排好阅读。另，此书装帧甚好～
11、思考用力很深，观点颇有启发。对历史的关怀是温情的，一再为封建制度开脱。而制度就像人一
样会生长，没有一劳永逸永不出错的制度。
12、与之前看钱穆先生的其他著作一样，感觉每一句话都有力度，每一个观点都像长江面上的小漩
涡~
13、且先不论里边是否有仍待考究的论点，但是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感怀和温
暖的回顾。历史总是温暖的，而这种感觉只有在整体地去看待历史时才能显现。历史来自人心。如果
能有勘正考究就更好了。
14、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简体精装本，手感很好，内容更全~
15、1. 了解皇权相权的并存，纠正皇帝不可一世的传统草民理念；2. 对于汉唐体制的推崇，甚至对于
秦朝统治合理性的辩解；3. 明清基本都是一锅粥。上古还是好时代的思想。
16、又读了一遍，深入浅出妥妥的，读起来舒服读完了更舒服，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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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章节试读

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72页

        汉，限过富，不保障穷人。
唐，保障穷人，不限富。

2、《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28页

        轻徭薄赋，但不能平均地权
王莽收归国有，但引起大变乱，失败。

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85页

        宋丞相权低于唐，皇权高                

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70页

        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
、没精神。

5、《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93页

        宋中央过于集权，汴京一失，全国瓦解

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55页

        巡察使
边防重地叫节度使一一一藩镇割据一一一中央解体

7、《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31页

        胥吏流品虽低，政治影响却大。
上官下吏，上清下浊
官易被吏架空。

8、《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38页

        汉代察举制选人，推荐权在郡守，易腐败垄断。

9、《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96页

        租庸调，两税制
明摊丁入亩，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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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50页

        尚书省，执行机构，下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1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40页

        再好的制度用久了，也会变坏。                

12、《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09页

        明清政治退步，皇帝专制独裁，废丞相，无相权。

1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43页

        汉宰相1人
唐宰相3人，中书令（拟文件）、侍中（审核）、尚书令（执行），3品官

1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77页

        总论：
1中央政府有集权倾向，地方政治无权治民。头重脚轻
2各阶层平等，散沙无社团无组织无力量
3制度规定多，反而不易遵守，法不责众不成法。

15、《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05页

        唐穷兵黩武，宋尚文轻武，不杀士大夫，文化复兴（宋理学）
宋国防大问题，1无好马2北无险可守，消极防辽。

1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32页

        汉代人口税大问题，逼交不起的穷人卖身为奴

17、《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94页

        唐选人才重平时，宋为防舞弊，重一次大考，有时反得不到人才。

18、《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71页

        改均田制为两税制
一年之中夏秋两税
政府为着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牺牲土地平均分配之理想，任农田之自由转移，失却为民制
产之精神。

19、《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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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清，寄信上谕，秘密，是一种法术。
政令不公开，独裁

2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23页

        耕地私有
地主和有地农民，三十税一
失地农民只能租地，田租二租一
造成地主越来越富
贫富悬殊
／／／／／／／／／／
非耕地林地山地等归皇帝
p26，煮盐冶铁，收入很高，高于田赋

2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52页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两大名著

22、《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45页

        中国传统，从贤不从众；贤均从众                

2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18页

        张居正只是内阁大学士，皇帝秘书，不是尚书，即不是大臣，但他掌权，为权臣。
清议不好，死后抄家。

2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1页

        汉代。
中央：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九卿
地方：太守、县令
派刺史调查几个郡情况

25、《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22页

        士人政府
                

26、《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9页

        皇权，皇帝，设尚书、尚衣、尚食等六尚
相权，宰相，设十三曹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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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64页

        唐，土地
租庸调，均田制，两税制
均田是郡县制度下的井田，井田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

28、《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59页

        只是法术，不是制度，皇上独裁的法术

29、《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01页

        宋都定开封，考虑南粮漕运，但无险可守。
用兵北上失败，被迫养兵防御，兵多却不得兵之用，战斗力低

3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62页

        科举制度是开放政权，有利有弊
利在面向大众开放，有向上之机会
弊在报考人多，得官者少，转而做吏，吏多扰人，成为政治脂肪。
疏导知识分子别仅趋于官途，如可经商可治学

3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30页

        兵役
20为丁，耕地三年，23岁服兵役，人性化
中央卫兵待遇好，中央出钱
戍卒三天，自己出钱，可交钱，由别人代戍
民兵

32、《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56页

        中国大，须统一。
中央监察官插手地方行政，尤其以军队首领管地方行政为害，藩镇割据。

3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88页

        唐谏官，丞相认命，纠绳皇帝（皇权）
宋。。，皇帝。。，。。政府（相权）

p90，仁、英、神三朝，范仲淹、王安石变法失败，致谏官滥谏，丞相求去，人人讨厌，致谏官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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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权相奸臣又出头了。

3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笔记-第116页

        唐宋明如何下旨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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