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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史》

内容概要

本书从夏商周三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以“经”与“史”为关键词，选择各朝代在社会、经
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关键点，以勾勒出其时代面貌，将中国古代文明置于世界大历史的视野中，以一
种全局性的理解，讲述华夏世界及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
“经”意味着正统性，是衡量价值的准绳；“史 ”意味着基于“经”的价值裁断和历史建构。在认识
图景中，“经”是诸文明的限度，是认知图景的栋梁，文明本身就是经义展开其内在可能性的过程，
会有自己的青春期和严冬，会面临衰亡和再造。只有正确的历史认知才能避免对文明再造造成伤害。
本书眼界开阔，其言语充满智慧性，读之酣畅，给读者们攀登华夏文明的梯子以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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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史》

作者简介

刘仲敬，长于新疆，而独以川人自属。尝操宋慈故业，而自授史学。刀下阅尸，笔下著史，足可谓神
来转身。昔以文言译休谟《英国史》四卷，开华文先河；著述《民国纪事本末》，亦可堪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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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罗马与万国
跋  读史早知今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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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史》

精彩短评

1、行文上大量引用其他学科，比附他国历史，到底是史料缺乏还是存心不让人看懂观点？浓浓的一
股平民（书中说散沙）不如部落、部落不如封建贵族的论调。有点论据和论点的关联莫名其妙，以论
寻据痕迹太明显。
2、激动人心。
3、我现有的学识，还无力做出判断。
4、虽然很多时候是在卖弄堆砌词汇，有些地方也不知所云，但整体上还是有一定创新思想的，值得
一读。
5、姨学
6、才疏学浅，我是一段话都读不懂，我连小学生都不如
7、正确的打开方式大概是当理论来读。
8、从内容上讲，还是有些创见和亮点。但是这种组织语言的方式。。。只能说，好怪异
9、历史哲学的别样观，财政、军事和地缘锁定宪制，从组织度来理解支那之变，解释力提高甚多。
10、念经成史，非阿姨不能为也。
11、好的，皈依姨学了
12、你姨虽然批评现代性虚无主义，其实自己才是末人式的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任何人类合理的构
建共同体的可能性，而将所有的正面价值赋予原始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没有对他者的屠杀与歧视就不
能维持，最好还能实行人牲。虽然不少论者比较重视他对春秋封建时代的赞美，我倒觉得对殷商原始
丰饶的论述更为重要，那里清楚的表明了“所谓组织资源”的本质。更不难看出你姨对暴力的迷恋，
所谓德性和组织资源，重要的标准也就是组织性暴力的程度，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先军思想。
秦汉以后的部分越来越枯燥，成为同样教条的重复，而近代部分，则不出意料的成为对帝国主义世界
体系的一曲忠诚的赞歌。
13、商周时代内容太过天马行空 
14、很有意思的写法，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是木心的文学史
15、保守主义的中国化
16、未能卒读。正如序言一样，被文体和信息量拒之门外。
17、两颗星算是给他的用心，这种格局的东西不好做，想看这本书或者看过这本书的，我还是建议读
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无论争议多少，这还是一本好书。
18、【新感悟】罕有的大視野 大格局 高格局感 古典士大夫視野 人類文明源於希伯來 華夏文明源於殷
商 周代商是周的軍事殖民 兩漢伊始依賴蠻族僱傭兵 兩漢以後依賴外來秩序輸入 蠻族輸入秩序建立法
統 西方輸入秩序得以聯省自治 蘇聯主導秩序終歸列寧黨 此乃桂枝史之脈絡 阿姨學之經典 史料印證“
經學”
19、一杯美味的毒酒。大历史大视野。可惜身为公知，必须把宪制这个东西强加到古人身上。商周时
代，不要说中国，西方还没有宪制宪政的理念。宪制是西方从汉谟拉比法典慢慢进化而来，直到文艺
复兴才有。作者这么写，无非是表明宪制自古就有，宪制很好，我们要立宪，我们要民主，怎么要三
权分立。
20、一般，短评黑刘阿姨的人比预想的要多
21、读到三分之一看到“共济会”三个字终于决定弃了，你姨的脑洞深如马里亚纳海沟，表述方式装
逼且莫名其妙，好好说人话又不会死，各种罗马，元老院，英格兰，当然还有阿兹特克。让我怀疑自
己看的是不是中国历史书，想表现博学也不是这么来的。好孩子不要读你姨的书，浪费时间。
22、刘阿姨真是一个极品⋯
23、混沌初绽，精芒乍输。
24、1. 是个会读书的人。说的未必都对，但方法值得学习。2. 是个学者而且可算合格；而大部分的学
者只是像是学者。
25、阿姨学，意识形态⋯⋯
26、以论代史，通篇的打比方就是为了让没文化的人觉得自己没文化进而觉得阿姨的姿势真多吧？
27、成为阿姨这样一个疯人。
生活里肯定满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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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写的有些乱 某些句与句间缺乏逻辑  一论点翻来翻去做用大量毫无相关的修饰词做举例
29、作者的出发点确实是维柯的历史观的一种，通篇的马基维利亚主义不懂为么就想起李渔《闲情偶
记》里面通篇的冰裂杯纹。 前者是作者对当代世界的想法，后者是作者偏于自身喜好觉得的一种美。
历史观，世界观本来就应该去多角度的去理解。 评分也应该随意。但喷的人我就有点看不懂了， 个
人觉得类似的书籍应该多出版一些，大家的历史观本来就固定得像个囚笼， 不管挣扎的姿势对不对，
先挣脱了再说。 
30、辣鸡。。。
31、阿姨淆
32、不愧是一本奇书！读过这本书再也不想读历史书了。
33、可能是我书读得少，所以给的评分挺高。殷商至王莽的部分读得很爽，有一种“女人的第六感”
般的感觉！
34、偶见友邻提及，稍通一遍后，叹数卷可称聪慧，用第欧根尼式冷眼觑破封建正史的厚粉，多有机
警处。然断论过多，脑洞过野，寻找材料支持自己先已有的定见，水平高到天上去，亦不过写玄宗玉
环的陈寅恪而已。何况身子大半还在俺们民间爱好者阵营中。然阿姨还年轻，或可改观呢。
35、不说人话，满篇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名词
36、不用谢
37、一个隐秘的诗人
38、一年半过后，读了第二遍。毫无疑问，历史理解力的顶峰，粉碎一切过往的政治神话。
39、精与屎
40、讲课速记
41、特别好特别好的一本书。他建造的中国古代历史结构很引人注目。但后来看见有人批评他这本书
，说他的观点有抄袭的部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先看完再说。
42、满纸“胡言乱语”，没有任何论证。这种天马行空、花言巧语的非学术写作方法让人怀疑作者缺
乏基本的学术知识与训练。
43、赫赫宗周。可惜经学素养不高，废话太多。还没有到争鸣的级别。
44、不通。
45、    有一定阅读价值，但是立论太偏，弱点在头尾，中间有启发性。基本上宣传小册子的意思高于
学术，根源是其人不正。热心中国古典的朋友，建议有一定经学认知再读此文，否则容易被带着走。
46、阿姨两极分化可以理解，让人思考的书不是好书，阿姨太诚实了。
47、反姨死全家
48、“即便不知姨学，只要稍读历史，也会有很多略同之见。”引用某豆瓣网友。
49、奇书奇人⋯从古典丰饶与殷商巫术，到周政VS秦政二元对比，到外族入侵与负熵输入⋯大开脑洞
⋯不过语言风格会让学院派觉得扯⋯值得再读 
50、几年过去了，阿姨终究证明了自己有多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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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8



《经与史》

章节试读

1、《经与史》的笔记-第254页

        雇佣兵无法战胜蛮族，却比蛮族贵得多。元祐党人能减轻聚敛，却无法平衡预算。归根到底，战
争能力取决于民德与民情。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必须面对他们无法改变的历史残局。司马光承认：
“耕商之民，不习战斗。”在一个失去项王的时代，“尊王攘夷”只能在士大夫团体内部发挥文宣作
用。

2、《经与史》的笔记-第142页

        项王只是贵族的领袖，不是乌合冒险家团体的僭主。后者日常统治依靠的是黑社会手段，项王即
使愿意也不能运用。

3、《经与史》的笔记-第254页

        他们同样清楚：秦汉民兵是春秋武士的下游，隋唐府兵是北朝部落的后裔。他们因此断定：顺民
如果不能战斗，就应该多出钱购买雇佣兵的战斗力。除此之外，朝廷再也没有其他恢复大一统的方法
了。

4、《经与史》的笔记-第262页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哪一种制度注定比其他制度优越，虔诚的信念和乡民的愚蠢区别不大。聪明
人只能随机应变，不断填补时移世易造成的漏洞，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
则束缚自己，因为世界上如果有什么安全之道，就在于灵活机动地把握时势。灵活性不是马基雅维利
主义，必须维持道德和品味的标准。他们鄙视腐儒，不是从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从名士和雅士的
角度。他们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婴、王导和谢安，必须儒雅和事功兼备，并不佩服热忱和悲惨的殉道者
。他们尊重司马光，因为他的人品比其他竞争者好得多，但并不因此而放弃讽刺的爱好。游士是所有
集团当众最脆弱的一种。他们从出仕起就抛弃了自己的乡土，也无意寻找其他的归宿。他们只想向后
世炫耀自己的聪明，并且达到了目的。

5、《经与史》的笔记-第184页

        帝国既要抑制顺民，又要防范蛮族，自身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只能采取驯犬与狼的权宜之计。
汉魏徙戎保塞，罗马赐地招兵。

6、《经与史》的笔记-第1000页

        殷周之变的鲜明特点是人本主义的胜利，但人本的基础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历史传统。礼法是涵
盖了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长期传统，否则就无法阻止理性行为主体通过短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自陷
于囚徒困境。

7、《经与史》的笔记-第162页

        新一代文明依靠宗族繁衍的不朽信仰，构建了顺民社会的意义体系：依靠宗族的保护能力和生育
激励，度过了扁平社会难以避免的周期性灭绝。

8、《经与史》的笔记-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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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罗马继承了三重遗产：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英格兰的传统自由、新教徒的救世主义。最后一
种元素是她最根本的驱动力量，给她的世界体系赋予了特殊的色彩。

9、《经与史》的笔记-第174页

        蛮族的成长并不意味着宗族的退缩。恰恰相反，两者从不同方向挤占和瓜分了秦式原子化社会的
空间。宗族化最早最强的州郡，蛮族甚少阑入。凉州、关东和江东属于这种情况，江东士族甚至变成
了世界帝国唯一能够维持人口增长和殖民政策的团体。

10、《经与史》的笔记-第170页

        民间宗教代表了能够跟士大夫宗族竞争的另一种组织模式，两者都能吸收和保护世界帝国制造的
散沙。他们的社会福利功能甚至强于宗族组织，但明显缺乏良好的政治军事传统。

11、《经与史》的笔记-第1000页

        君子如玉，意味着内力饱满充盈。勇敢和自信的态度是德性充足的自然流露，像成熟的果实一样
不可能作伪。小人德薄，体现于犹疑惶恐的举止。他们怯懦虚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2、《经与史》的笔记-第171页

        每一次动荡都使前者损耗得更多，每一次复苏都使后者繁衍得更快。蛮族入侵发挥了最后的甄别
作用，劫后的世界只剩下后一种人类。生育率的高低和家庭伦理的强弱就是针对未来的信任投票，拥
有希望的人类终将继承世界。古典华夏依靠礼乐维持意义世界，礼崩乐坏就是她的死刑判决书。世界
帝国是天命为垂死文明准备的监狱，只能存在于判决到执行的间歇期。

13、《经与史》的笔记-第1000页

        美女神采奕奕，证明女德的纯净丰沛。在贪婪的男人眼中，女德的神秘诱惑力像海洋一样没有穷
尽。女德不一定完全体现于容貌，跟汉儒后来修正解释的道德尤其关系甚微，而是指吸引男人和激励
男人的那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 it。女子缺乏 it，就会举止乖戾，变成男人和家庭的毁灭者。

14、《经与史》的笔记-第160页

         汉儒不关心继承权和政治社会，只关心家族的团结和繁衍职能。

15、《经与史》的笔记-第304页

        明治维新本质上是绝对主义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开发，将各藩长期积累的组织资源用于短期的富国
强兵。二十世纪初叶的数十年，这些遗产渐次挥霍。

16、《经与史》的笔记-第247页

        原生文明进入青春期，几乎肯定会首先形成多国体系。次生文明如果无法恰当地驯化灰烬内残留
的收割者游离基因组（医学所谓“病毒”），就会在其青春期表现出衰亡期基因组的某些性征，丧失
早期文明固有的元气和机会。朝贡体系就是晚期世界帝国理念入侵蛮族多国体系的症状，促使后者提
前重演前者的腐化和衰亡。在世界帝国的话语体系内，这种现象称为“同化”。

17、《经与史》的笔记-第10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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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式小家庭迅速减少，儒化大家族缓慢增加。二者叠加，造成了户口衰减和宗族蕃盛的矛盾景观
。同一时间地点存在两种不同的人类，犹如罗马世界的诸神信徒和基督教徒。每一次动荡都使前者损
耗得更多，每一次复苏都使后者繁衍得更快。蛮族入侵发挥了最后的甄别作用，劫后的世界只剩下后
一种人类。生育率的高低和家庭伦理的强弱就是针对未来的信任投票，拥有希望的人类终将继承世界
。古典华夏依靠礼乐维持意义世界，礼崩乐坏就是她的死刑判决书。世界帝国是天命为垂死文明准备
的监狱，只能存在于判决到执行的间歇期。

18、《经与史》的笔记-第94页

        从封建主义的角度看，启蒙就是促成社会解体的腐蚀剂。社会在解体的最初阶段，就会释放出健
康时期储蓄的全部能量，仿佛烟花在燃烧时最为灿烂，然而漫漫长夜的命运就在此时此刻注定。浅人
不察，居然以为腐蚀剂隐藏着盛世的秘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的下场是害死自
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盛世的影子。

19、《经与史》的笔记-第175页

        各地大族和精英名士举家进京，既是飞黄腾达的最可靠途径，又是政治和生物意义上尽快覆灭的
最可靠途径。然而飞蛾扑火，依然前赴后继。世界帝国和晚期文明的自杀性，没有比这更好的象征。

20、《经与史》的笔记-第172页

        宗族共同体是新人类的真正祖国，绝嗣相当于王国。这种原始而平庸的德性战胜了智慧和勇气，
创造了近世的东亚文明。

21、《经与史》的笔记-第1000页

        然而终殷商之世，殷人的王邑和殖民地都没有表现出融合外族的迹象。我们根据人牲和献祭的恐
怖纪录，可以合理推测：殷人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人类，其他野人种族更接近野兽。

22、《经与史》的笔记-第13页

        随着理性设计者的不断胜利，生殖乐趣开始从帝国核心区消失。神话民族的人口洪峰从帝国边区
阑入，淹没了末人的成熟文明。

23、《经与史》的笔记-第48页

        周人早在唐太宗以前，就明白了“大位不可智取”的重要性。正统主义意味着人力对天意的敬畏
、功德对出身的敬畏、智慧对原则的敬畏，恰好就是僭主政治“唯才是举”“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反面。

24、《经与史》的笔记-第1页

        “经”意味着基本法和正统性，是衡量价值的准绳。“史”意味着基于“经”（正当性）的价值
裁断和历史建构。在宗教背景淡薄的华夏传统中，史官部分地承担了正统教会和宪法法院在西方的使
命。

25、《经与史》的笔记-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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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征服以其定义，就是秩序的输入。

26、《经与史》的笔记-转亚马逊评论

        以下是书中一些观点的摘抄与概括：

1：孔子一面抵抗“礼崩乐坏”，一面躬行“有教无类”，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创的先例损害周礼
社会，远远超过寻常的乱臣贼子；

2：封建主义不善于征服，因为他们缺乏汲取和动员的能力；不容易被征服，因为他们的资源和组织
不够集中；

3：战国的历史就是各国竞争性开发总体战模式的历史，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将战争的强度提高了上百
倍；

4：孟子的理想君子生活在梦想的空政楼阁，致力说服伤感的君侯，最大限度地增加群众的精神和物
质福利。韩非子的理想君子生活在现实政治当中，致力帮助贪婪的君侯，最大限度地开发群众的劳动
力和战斗力；

5：秦政如果未能在短暂的窗口期迅速征服东方，就只能陷入两头落空的境地。经济文化不如东方，
军国主义不如匈奴。后世的北魏和辽金身陷北狄和南朝之间，结局就是这样；

6：项羽的军队是贵族精英部队，项羽的权力有限，他不能越级提拔韩信，也不能把封地慷慨地赏赐
给立功的暴发户；贵族军队自有其弱点，经不起消耗战，不适合动员。垓下十面埋伏的意义，就是用
大量低素质士兵消耗楚人的少量精英武士；

7：新莽政权将四朝周政主义者的梦想全部都实现了，包括禅让制、土地公有制、私人贸易国有化、
国家供养平民知识分子、裁抑权贵、奴婢解放、万国来朝、贬斥夷狄。新莽籍舆论领袖之力得天下，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一个王朝比他们更加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荒谬是如此肆无忌惮；没有一个
王朝比他们更加值得同情，因为他们的灭亡主要因为善行而非恶行；

8：真正奉行儒术的世界统治者总是灭亡得更快，而非更慢。从王莽、司马氏到萧梁，“行仁义而亡
国”的现实和“行仁政者得天下”的理想形成了尖刻的对照；

9：在巴蜀，外来政权会像刘邦一样好战，本土政权会像公孙述一样厌战。对于土著，不幸的是，诸
葛亮的政权属于前者。诸葛亮知道时间和资源对自己不利，他必须在汉室的记忆消以前北伐成功；

10：南朝的军事资源，依靠北方流民逃难，宋齐梁三代都依靠这些军事集团起家。这些人的军事素质
明显优于吴姓土豪，原因是五胡掀起的大战远比讨伐山越、洞主的零星游击战更为酷烈。随着北方恢
复和平，南朝军事资源日益枯竭。梁武帝完全明白正在来临的危机，采取了重用北来降人的政策，但
颓势已经无法挽回；

11：唐太宗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非常赞同，但是他心里清楚，军事力量才是真正载舟覆舟的“水
”。隋炀帝并非死于愤怒的民众之手，而是死于思乡的关西禁卫军之手。隋炀帝如果愿意回到关中，
李渊父子根本没有化家为国的机会。高丽战争至多不过是插曲，后果不会比汉武帝的汗血马战争更可
怕；

12：正如牛僧儒指出，唐代的藩镇的叛乱其实有利于朝廷，节省了收买东北武人和防守契丹前线的巨
大开支。如果卢龙、成德和魏博三镇既能保证边境的安宁，又不侵略其他各镇，为什么要执迷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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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见，非要反对他们替朝廷出钱和流血；

13：后周和赵宋违背了“守在四夷”的古老战略，力图彻底消灭半蛮族军事集团，结果将自己暴露在
契丹人的压力面前；

14：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聚敛之臣总是皇室的宝贵财富。苏轼及其同侪将仁宗的亏空政策
解释为积德，或许能赢得后世的读者，但肯定会失去当代的君相。秦桧和贾似道要解决财政问题，也
只能回到新党的路线，即使他们在经义上并不赞同王安石；

15：两浙是晚期帝国的精华、士绅社会的样板，只有他们维持了十国到清末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延续
性。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屠杀当中，他们的人口损失都不及半数，而且没有切断精英的传统。在最近
一千年的东亚社会，这就是难觅其匹的重大成就。书面记录往往给后人留下相反的印象，因为大屠杀
的记忆取决于文化精英在幸存者当中的比例；

16：宋人将金人入侵描绘成野蛮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为金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蛮族。宋人对元人
的破坏没有同样的反应。明人对待清室，态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金人的汴京之围体现的纪律、
节制和审慎令人叹为观止，是五胡、辽人、元人和流寇望尘莫及的。比如他们登上城墙，占据制高点
，却拒绝进城，通过谈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军事机构；

17：金哀宗绝望地发现：金人继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继承了宋人的命运。燕京、汴京和宋州以更快
的速度，重演和预演了汴京、临安和崖山的剧情；

18：南明的弘光政权的合理选择显然是效法王导、谢安，将无异于流寇的北方诸镇和九江的左良玉驱
向上游和两淮，形成有效的缓冲地带，同时用自己能够信任的浙军封锁长江。弘光防御计划最初不曾
违背以上的宗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自身无法赢得吴绅的信任；

19：明军只是比较有建制的流民雇佣兵，没有固定的共同体和效忠对象，只会服从最有效的粮饷分配
体系。他们为清廷作战的勇敢和高效，跟他们为残明作战的软弱和混乱形成了尖刻的对照；

20：大清体系是静态的布局，认为土地的损失不可弥补，海军和贸易随时可以经营，时间和机会像空
气一样无限而免费。然后，近代欧洲的世界体系是动态的过程，更多地位于时间当中，而非空间当中
。时间和机会不仅是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唯一无法弥补的资源。

27、《经与史》的笔记-第327页

        清教徒的帝国主义格外理想主义，又格外残酷。

28、《经与史》的笔记-第208页

        无论东方的门阀还是西方的门阀，都难以抗拒聚集到两京的诱惑。这实际上是一场缓慢而致命的
除根过程，最终使他们跟唐朝同归于尽。

29、《经与史》的笔记-第158页

        他们在汉魏之际暂时胜出，至少部分应该归功于强大的教育体系。他们依靠这种力量，在社会中
间层建立起符合周政想象的宗族组织。在人荒、填荒的末世，他们的宗族独享高生育率之利。魏晋的
大动荡淘汰了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原子化个体和小家庭，将历史舞台留给了他们。

30、《经与史》的笔记-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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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阀-士族是家贵族，对应文明的晚期。骑士-领主才是臻贵足，对应文明的初期。早熟就是早衰，
世界帝国总是属于最后的民族。

31、《经与史》的笔记-第261页

        唐氏征服之所以能维持宋人难以想象的小规模，主要不是政策的缘故，而是因为六朝遗留的世家
大族仍有能力提供免费公共服务。他们既然无力扭转士族衰落的长期趋势，甚至没有想到其中的原因
，就注定是政治上的恐龙。

32、《经与史》的笔记-第1000页

        随着理性设计者的不断胜利，生殖乐趣从帝国核心区开始消失。神话民族的人口洪峰从帝国边区
阑入，淹没了末人的成熟文明。

Page 14



《经与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