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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明的本质》从思想文化角度，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为从近代以来的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崛
起，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强”的来源。它在连续性文明和破裂性文明两大概念的关照下
，通过将连续性文明视为中国历史的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以西方断裂性文明作为参照，探索以
全责组织和一体化的公共权力为基本原则的中国文明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卷四中，作者以“连续性文
明”为视点关照了中华帝国时代两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在此描述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基本的社会
结构、基本的社会矛盾，价值观念、话语权利、思维方式等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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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华帝国文明的历史理性
第一节 关于帝国
帝国的概念
帝国在文明历史中的地位问题

第二节 土地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华帝国的基本矛盾
中华帝国的客观处境
小农经济的概念问题
“耕者有其田”与小农经济
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
一点联想：平均主义和所有制的问题
一点联想：小农经济与庄园经济的问题
小农经济与大帝国
第三节 帝国时代的基本政治矛盾：集权与封建的矛盾
中华帝国：一个长命的集权政治统一体如何可能
全责组织社会的结构特征
帝国、封建势力与小农的关系
帝国文明的区域结构
帝国文明的社会结构
中华帝国中的贵族
中华帝国文明的历史理性
第二章 帝国历史理性观照下中国文明的历史描述
第一节 第一帝国
秦帝国
汉代让步政策的真正含义
汉武帝
世族政治：汉代的封建形式
东汉：世族政治观照下的帝国
三国到魏晋
北朝
第二节 第二帝国
一、隋唐帝国
隋帝国
唐帝国的贞观之治
贵族的大量涌现以及小农动员体系的消解
安史之乱_ 藩镇割据
二、宋元帝国
五代时期的中国
北宋
王安石变法
辽国和金国
元帝国
第三节 第三帝国
一、明帝国
朱元璋的乌托邦
政权上层组织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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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组织的接收和改造
明帝国没有二世而亡吗？
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的激化
二　清帝国
满人的崛起
清文明的特点
清入主中原后面临的形势及其对应的措施
前清盛世
清帝国走向末路的过程
太平天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
变法
第三章 全责组织概念下透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
第一节 一个理论问题：建立稳定文明的基本原则
关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动荡的概念
关于“三权分立”
一体化权力结构中的分权问题

第二节 中国文明中政权组织的基本结构
一、关于皇帝
帝、王、后的概念
皇帝的概念
皇权的二重性
关于权力交接和渡让的一般原则
二、朝廷组织
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基本关系
内廷与外廷
信息和信任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明中的社会自治组织
村落和血缘组织
氏族村落和伍甲村落
关于“游民”
第四节 士阶级在中国文明结构中的地位
一、士阶级的历史演变
由武士到文士
战争形式的改变_
游士的出现：士阶级本质改变的前奏
选士—选仕
二、中国文字与士阶级
读书人
士人与文字的发明
掌握方块字的困难与士的特殊养成
三、士阶级的组织及其运作权力的方式
由血缘关系或者拟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士阶级
礼治和法制——文治
士人与帝国的统一
第五节 一体化公共权力结构下的权力监督问题
三方博弈
无权的社会和无序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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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中的程序化监督
帝国政权组织的程序性监督的运作问题
无为——监督性博弈的结果
第四章 中国文明中的话语权力
第一节 中华帝国：一个文化的统一体
文化造就的中华帝国
关于话语权力
第二节 中国语言的变迁
语言的本质
中国语言的结构
文字的起源和发明
关于文字的起源
中国文字的变迁
中国共同语言的成因

第三节 礼治
法的本质
礼治与法制：权与法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法的本质
礼治：定尊卑与政治性的阶级划分
从中国人的亲属称谓看社会生活中血缘组织的历史演变
礼法的概念
礼法的本质
伦常道德以及礼乐关系

第四节 礼治社会的基本价值：整体性
整体性：中国文明中的根本“道理”
集团性整体性的本质：非个体化原则
中国传统道德主体的意识结构
身份道德与本分

第五节 中国传统道德若干范畴批判
仁：一种无我的世界观
义：道德的核心原则
忠孝
诚信
第六节 关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讨论的简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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