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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

前言

《中国皇帝》，从1979年孟春动笔，到1989年季秋杀青，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其后，送审又延滞了三
年，直至1993年春夏之交，在抽、砍了一些“不宜”的章、节和段落以后，由60万字压缩为45万字，
才羞人答答，得以面世。其所以如此，一则受制于题材的宽泛，需要博贯载籍；二则写法必须坚持“
论从史出”，关键性的论点，绝对不用自己的话来表述，而是让史料“说话”；三则还得应付各种日
常工作、急就一些指令性任务，或代为捉刀⋯⋯。笔者不才，虽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然，所学无
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结果造成如初版那样“不伦不类”。没想到，却博得学术界同仁的青
睐，有幸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1992~~~~1994）优秀科研成果奖。1996年10月广东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皇帝制度》，曾经移植拙作部分篇章的内容，虽故意回避承继关系，但可视作“另类”
认同。自此之后，由于岗位的变更，“战线”拉得过长，修订旧著的任务一再从排定的日程表中被挤
出，令属意再版或重新出版的几家出版社大失所望。直至三年前“从死地走一回”，在克服偏瘫及语
言障碍，于扶杖举步之余，又重操旧业，真正把修订的任务捡起。不过，一曝十寒式的进度，常常弄
得盯住这本书已逾十年的谢寿光社长没有脾气。此次修订，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恢复章、
节体例，调整了部分章、节的内容；二是通检了全书的引文，纠正了排印上的一些错误；三是规范了
一些提法和概念，使之更容易理解、便于记忆，如“军功专制主义”、“宗法专制主义”等；四是增
加了一篇与正文相关联，但又未直接展开的《正统悖论》作《附录》；五是把研究中国皇帝过程中所
翻检过的古籍，作为《参考文献》。此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原稿还有一章“皇帝制度与中国封建社
会长期延续”，初审时因有争议而被搁置。此次修订过程中，曾反复几次，最后决定还是不上。这样
就在结构上坚持了初版的取舍原则。最后，我想借清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两句，即“著书不为
丹铅误，中有风雷老将心”，来表明当年我接受这个选题时的复杂心态。那时正处于大劫之后，余悸
未泯，为万全计，只能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寓论于史，规避风险。这样，读起来虽然佶屈聱牙，艰
涩生硬，但可免除政治上的忧患。因此，还得借用龚自珍《题红禅室诗尾》的话说，“不是无端悲怨
深，直将阅历写成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写《中国皇帝》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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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

内容概要

前言
第一章　皇帝的产生及其形态
第一节　皇帝的由来
第二节　皇帝制度
第三节　军功专制主义
第四节　宗法专制主义
第五节　皇帝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中国皇帝的类型
第一节　创业型皇帝
第二节　守成型皇帝
第三节　鼎革型皇帝
第四节　荒淫型皇帝
第五节　误国型皇帝
第六节　残暴型皇帝
第七节　傀儡型皇帝与太上皇帝
第三章　皇权的发展阶段、范围与限度
第一节　君臣关系的演变
第二节　相权的消长
第三节　军权与财权的变化
第四节　皇权的范围及其本质
第五节　皇帝权力的限度
第四章　皇权运行方式——决策
第一节　决策的依据与信息传递渠道
第二节　皇帝决策的方式与程序
第三节　皇帝决策的特点
第五章　皇帝权力的异化（上）
第一节　后妃临朝与外戚专擅
第二节　后妃临朝的特点和社会后果
第六章　皇帝权力的异化（下）
第一节　宦官专权与皇权异化
第二节　宦官专政的政治特征
第三节　宦官专政与社会危机
第七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
第一节　专制主义在制度上的表现
第二节　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
第三节　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
第八章　皇帝与封建特权
第一节　封建特权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封建特权的社会基础
第三节　封建特权与社会矛盾
第九章　皇帝的文化政策
第一节　“以法为教”，“焚书坑儒”
第二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三节　经义取士与八股文
第四节　宋、金、明代的文字狱
第五节　康熙、雍正朝的文字狱
第六节　乾隆朝的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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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

第七节　文化专制政策的特点与后果
第十章　皇帝制度与宗法关系
第一节　父权家长制与宗法制度
第二节　宗法关系的特征与实质
第三节　宗法关系的政治功能
第十一章　皇帝制度的经济基础
第一节　小农经济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
第二节　地主制经济是皇帝制度的经济基础1
第十二章　皇帝与农民
第一节　根本对立的阶级关系
第二节　农民战争是反对专制皇帝的
第三节　专制主义对农民领袖的影响
第十三章　专制主义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附　录　正统悖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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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

作者简介

白钢，1940年1月生于江苏，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学兼政治学与历史学，间或涉足
公共管理学与法学；著有《中国皇帝》[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1992—1994）优秀科研成果奖]、
《中国政治制度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1977-1991）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1-10卷）[获第三届（1997）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中国农
民问题研究》、《选举与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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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

章节摘录

中国人关于“天子”的解释，历代大同小异，就是将人神格化。最著名的“天人感应”说，具有代表
性。我的朋友周良霄先生有感于专制主义的毒害，著有《皇帝与皇权》一书①，扼要地列述了历史上
关于“天子”的一些解释。他是从宋人高承撰《事物纪原》卷一释“天子”一词开始的。我们知道，
高承书的特点，是一事一物皆考索古书，求其缘起，虽不能尽确，但可以资博识。其日：“《说文》
日：‘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故日天子。’《春秋元命苞》日：‘安登生子，人面龙颜，始为天
子。’《帝王世纪》日：‘神农氏之母有蠕氏，名安登，则帝王之称天子，自炎帝始也。”’不言而
喻，这里关于“天子”的解释，是“天人感应”说的典型表述，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几千年，历久而靡
衰。随着专制主义的确立，“拍马屁”便成为皇帝周围大臣们的基本功。于是关于“天子”的颂德式
的诠释，在秦汉之际，达到了巅峰。例如：吕不韦说：“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
所生而铁撄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②董仲舒则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
；天占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称天子。”③而班固则更直截了当，说：“天子者，爵称也。
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日：‘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
。’《钩命决》日：‘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
五千里内也。”④《乾凿度》云：“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至
尊之号也。”用蔡邕《独断》的话说，就是“父天母地，故称天子。”《太平御览》引应劭《汉官仪
》也说：“号日皇帝，道举措审谛，父天母地，为天下主”。

Page 7



《中国皇帝》

编辑推荐

《中国皇帝》作者立意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观察皇帝现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各个侧面，来探
讨中国皇帝形态，是很有价值的努力，对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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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

精彩短评

1、不是简单的人物传记，和一般的皇帝书籍相比，有特色。
2、本书对于我个人来讲，很喜欢。
  版本上没话说。
  内容上是对中国皇帝的一个科学而又不缺乏风趣的解剖。
  对于有志了解 中国古代皇帝、政治方面的人士来说，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3、在十几年前可能是角度比较新的书了，现在看不见得，但也算得上经典的老书，值得收藏备查。
记得看过严家琪一本类似的书，可能叫《权威论》吧，意思差不多，角度差很多，对照看看有点意思
。看前言，感到本书作者心态好像和年龄不符，像个愤青，不像上世纪四零后人，挺逗。
4、古语很多，有点难懂，不过具体的内容挺好的
5、老爸要买的，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6、此书系统的介绍历朝历代的皇帝如何治国安帮,看了受益匪浅 !我很喜欢!!!
7、书非常非常的厚，讲的很详细，有一定的深度，外表非常崭新。
8、还不错，值得一看的好书。
9、了解历史，了解中国的好书。
10、　　说起皇帝，大概中国人都不陌生。过去，人们总习惯于听历史学家讲故事，评判历代帝王的
功过是非；或从考古发现中寻觅各代帝王的轶文趣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和电视剧的增
加，各种以“皇帝”为题材的电视剧成了银屏上的新宠。时下，以沾点“皇家气”为荣的“崇皇”、
“媚皇”风气，不仅在商业活动中择机显现，在民间的相关活动中也悄然升起。这不仅是追逐商业利
益使然，也与国人特有的情结有关，与传统文化的负面沉积有关，与是非莫辨的惰性影响有关。白钢
先生新近推出《中国皇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版）一书，他从政治学角度观察中国的
皇帝形态，并对皇帝现象进行了深度剖析，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与理念。
　　一、放大的“背景音乐”：在比较中审视皇帝形态
　　二、睿智的政治学视角：“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
　　三、速写了皇帝体制的轮廓
　　四、“死的总是拖住活的”：皇帝体制对近代的影响
　　五、博贯载籍：文须有益于天下
11、本书的专业性不错，对历史的介绍也比较可靠，详细。是一本不错的的书。而且发货的速度挺快
。
12、更喜欢书里对中国皇帝背后专制主义、官僚体系的分析、皇帝权力的异化，特别是专制主义对现
代社会的影响。不过个人认为，作为收藏本书绝对是经典，但是在修订版中还是有些欲言又止，封建
专制主义不仅对政治体制有影响，更是对文化有深刻印记。即使在商业社会，许多中国管理分析背后
都是专制主义、皇帝权力的影子，只有通过对中国皇帝制度的深刻分析才能真正看到这些问题。所以
也觉得有些遗憾。不过书还是好书，值得推荐。封面设计和内文中的中国书法，确实让人对书有感情
。。。
13、了解中国皇帝，对于了解古代历史和制度非常有帮助
14、这书是二手的吗？一拆开包装，封面很脏很皱，里面书页居然还被折页！！
15、读完这本书,对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皇帝和其社会背景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做为了解中国
历史的辅助读物来说,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16、拿着就沉，想了解古代政治制度的可以看看啊
17、还在研读中！
18、好书，视角很独特，信息量也很大，值得一读
19、观点陈旧 无甚新意
20、大陆人的写的书，有内容，有质量，但是就是难度，读起来不舒服，读的让人看没有几页想停。
。
21、原本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很好视角，可惜作者囿于成见而失之肤浅。
22、不错，就是速度稍慢了点！
23、真是经典之作呀.这本书不仅记载了很多皇帝故事,还让人浮想连篇.本以为皇帝历史已是过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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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

这本书才知道......宝贵的财富啊!
24、xiedezhenhao
25、深入地学习中国的历史，这本书必不可少。这本书从横向对各朝的皇帝作了归类，从纵向简明扼
要地阐述了中国封建帝制的发展脉络。很好，我力挺！！！！！！！！！！！
26、一阵搜罗，一本乱点。
27、很不错的一本书，不是简单的饭后文学式的说教，而是真正的学术性著作。
28、评论也忒专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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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

精彩书评

1、说起皇帝，大概中国人都不陌生。过去，人们总习惯于听历史学家讲故事，评判历代帝王的功过
是非；或从考古发现中寻觅各代帝王的轶文趣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视的普及和电视剧的增加，
各种以“皇帝”为题材的电视剧成了银屏上的新宠。时下，以沾点“皇家气”为荣的“崇皇”、“媚
皇”风气，不仅在商业活动中择机显现，在民间的相关活动中也悄然升起。这不仅是追逐商业利益使
然，也与国人特有的情结有关，与传统文化的负面沉积有关，与是非莫辨的惰性影响有关。白钢先生
新近推出《中国皇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版）一书，他从政治学角度观察中国的皇帝
形态，并对皇帝现象进行了深度剖析，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与理念。一、放大的“背景音乐”：在
比较中审视皇帝形态二、睿智的政治学视角：“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三、速写了皇帝体制的轮廓四
、“死的总是拖住活的”：皇帝体制对近代的影响五、博贯载籍：文须有益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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