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13位ISBN编号：9787533458171

10位ISBN编号：7533458176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者：孙越生

页数：2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内容概要

本书为作者最重要学术贡献，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后，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
义论”。他沿着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思路，继续研究整个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官民关
系，自成一说。著述显示作者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深厚，视野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期
流行的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可视为将来建立“官僚主义
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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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作者简介

孙越生（1925~1997），祖籍杭州。1948年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并留校，为王亚南的学生及助手。新
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职于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等处。研究员，获国
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国外中国学、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中国官僚政治、美学、易学等，一生著
作颇丰。1992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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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书籍目录

序 邵燕祥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第一篇 官僚主义起源论
一、人贵有自知之明
能逃脱地球的引力，却逃不出官僚主义的迫害
替穷人效劳自己变成富翁，为平民造福自己当
上老爷
幽灵身上还有幽灵附体
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人的生物性就在于社会性：由劳动说向社会说
复归
社会创造人类的过程永无终止
劳动创造人类说未尽完善
创造人类的还有非劳动因素
新造神说的理论渊源
恩格斯反对恩格斯
食人之风在古人类学上的关键性意义
原始社会是压迫剥削最残酷的社会
人对人是狼又是同志
善恶互依的辩证法是官僚主义政治原罪的滥觞
幽灵规律就在于寄生规律
三、雨由泉而降，泉自雨中生
个人官僚主义和体制官僚主义的相互关系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绝对权威和百依百顺
大皇帝和小皇帝
兵马俑狂想曲
一言堂的威风和愚民政策的惩罚
最专制的统一和最分散的基础
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必然表现在偶然中
从古代人治基本规律到现代法治基本规律
四、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离不开国家，又痛恨国家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及其前提
国家消亡论的前提未必全真
国家是分层次的，不能统通打碎
国家消亡论也是后患无穷
人民也需要充分认识载覆规律的巨大破坏性
五、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愁云惨雾中的一线欣慰之光
和风细雨的启蒙教育
治本之道：使民富，教民智
第二篇 官僚主义元模式论
一、散之在理，统之在道
人类发展的模式千差万别
人类发展的元模式：统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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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历史和逻辑运动的轨迹
发展模式的永久病理因素
革命官僚主义过激症
革命官僚主义急性病
二、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官僚主义元模式
权力的基本结构：支配和被支配形态
滚雪球规律
贬值规律
蚯蚓规律
泥石流规律
摇摆舞规律
个人崇拜规律
轮流坐庄规律
老化规律
透支规律
遗传规律
裙带规律
两栖规律
三、天公莫施恩，施恩强者得
人民权威和政府权威
人以群分，官以类聚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20世纪的“堂·吉诃德现象”
专制和自由调情的结果是强奸
市场化和民主制度化双管齐下才是官僚主义的
克星
后记
附录一
干校心踪（诗歌）
附录二
心灵和自然的对话 韦弦
思想者永不寂寞 李辉
我想说的 常大林
思想家的标志 丁东
从王亚南到孙越生 谢泳
孙越生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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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章节摘录

　　序 邵燕祥　　面对孙越生先生这部书的校样，不禁百感交集。一半是悲哀，一半是欣慰。　　80
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是他的学生孙越生写了序言，此书在1948年初
版付梓前，就是由越生用毛笔抄录了一遍。半个世纪之后，越生的书，其中包括他的心血之作《官僚
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竟只能由我，一个在他生前并不曾读过他这一主要著作的外行人来写序，难
道还不可悲么？　　关于官僚政治的研究，像政治学的广大领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不言自
明的禁区，越生虽是专心致志，倾注全力于此，也只能在谋衣谋食之余，燃膏继晷地进行，我想这多
少损毁了他的健康。然而，除了在1988年有几个片断得以发表以外，只能束之书柜。现在不断有人提
倡做学问须坐得“冷板凳”；以孙越生为例，他之能坐得冷板凳，其实是因为有一腔滚沸的热血；而
他的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研究成果所遭的冷遇，乃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越生像
一切勤奋而诚恳的劳动者一样，十分珍视自己的劳动。他的散文集《历史的踌躇》和诗画配《干校心
踪》出版问世，他是很高兴的；不过他最关心也最放心不下的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书稿。在他久病最
后入住医院之前，也许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特地殷殷嘱咐了妻子孙明。我们现在知道，这部关于官
僚主义的研究，早在1989年5月1日就写定《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准备出版，后遂一搁近10
年；而他原计划续写的第三篇《形态论》也只剩下草稿。　　鲁迅曾说，拿着故人的遗稿，就像手里
攥着一把火。至如孙越生这部几未示人的著作，我以为其实是这位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家留给祖国、
留给世界、留给同代人和后人的一份呕心沥血的遗嘱。越生去世已经一年了。有机会通过出版，使之
结束秘而不宣的状态，让人们知道著者生前曾经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中，对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有
史以来的老弊病，做了怎样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掘进，这是令亲人和朋友欣慰，也可告慰逝者和他所
念念于怀的“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的无数善良人们”的。　　我这个先睹为快的读者，于欣慰之
中，油然而生感激之情。我还不属于“受官僚主义残酷迫害致死”之列，而我在1957年所获的罪名，
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反官僚主义为名”来“反党”。从那以后，官僚主义问题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究竟什么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政权、政制是什么样的关系？20年上下求索，不得其门。权威著述
语焉不详，民间著述几不可得。直到改正我的右派结论时，这个问题犹如在五里雾中。　　记得1952
年发起的三反运动，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项内容，可见贪污与浪费单列，不算是官僚主
义；那前后在山东等地基层还同时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可见强迫命令也没有纳入官僚主义。习
以为常的说法：官僚主义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的产物，到了共产党执政后，就没有了官僚主义的温床
，有的只是官僚主义微尘，因此需要洗手洗脸；至多是官僚主义的细菌，会感染“我们的肌体”，而
社会主义制度是与官僚主义不相容的，“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以至最终要战胜
官僚主义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接着在世界范围展开一场大讨论
，其中涉及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直到中苏决裂后的论战文章中，中方一
直把大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产生官僚主义的观点，指责为修正主义。　　回忆我和一些与我相似
的朋友，在1956年前后之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其实是在一个浅层次上立论的，而且基本上沿袭当时的
宣传口径，主要针对的不是体制的官僚主义，而是个人的官僚主义，而且大体上限于“脱离群众，脱
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当时见诸报刊的这方面的文字，包括我写的在内，所谓官僚主义，
多数往往是指革命意志衰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所谓“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一类，实际上远未触
及某些“进攻型”的官僚主义的皮毛。究竟是当时生活中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呢，
还是自以为全力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我们认识落后于实际呢？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57年夏天
反右派正式开始前不久，周扬通过中国青年报召集了几个青年作者，到中宣部座谈；他最后的发言我
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他说：“你们有些人在作品里要反官僚主义，你们见过什么官僚主义！”　　
我自问所见者窄，也许我真是没有见识过像样的官僚主义，甚或我目为官僚主义的，其实还算不上官
僚主义？但周扬也没说他见过的官僚主义，比我们所见更标准、更典型的官僚到底是什么样子。或者
，他后来谈异化是对这个问题的间接回答，但围绕异化问题的争论很快又成禁区，我却落了个一头雾
水依旧。　　孙越生文集中关于官僚主义的有关论述部分，我认为是继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后，我所见到的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视野更加开阔，来龙去脉分明，特别是对一些长
期流行的观点的指谬，不留情面，证诸实践，显示了理论的、逻辑的力量。如果将来建立“官僚主义
学”，这将可视为奠基之作。　　我感谢孙越生先生，若不是他在这里的点拨，则我虽膺“以反官僚
主义为名”来“反党”的罪名，却并不知官僚主义为何物，很对不起为此负罪的自己，也对不起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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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整我的人了。　　矿产在地下，则野蛮开采，文物在地下，则竞相盗掘：此中有“合法户”，也有非
法户，有“群众”，也有干部。于物质的资源趋之若骛，于精神的资源弃若敝屣；有形的古董值钱，
出土而掠夺之，思想无形且不值钱，眼睁睁任其埋没。言念及此，心中又不免浮起一片悲哀，夹杂了
没有着落的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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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编辑推荐

孙越生编著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国内第一部最有系统的“官僚主义论”。作者沿着王亚
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思路，继续研究整个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官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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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精彩短评

1、这个题目在中国一直是个敏感话题，此书能够出版，实属不易！
2、不看书
3、深真深 就是深
4、剖析深邃 行文流畅 不看是遗憾。摘书本的最后一句话：如果实行“先市场化，后民主制度化”的
方针，则是正中官僚主义的下怀，不仅将断送民主化，而且将断送市场化。
5、很好,值得读,价格也很便宜
6、深入剖析官僚主义
7、这本书很有深度，对官僚主义的剖析一针见血，是对王亚南先生的继承与深化。以前只能够在网
络上阅读，现在终于出版了，非常好！
8、和他的老师比起来，真是退步，不如让我去当王亚南的弟子，有辱师门。
9、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主要说官僚主义
10、据说是王亚南的学生 冲着老师买的
11、师徒二人都有一本关于官僚主义的著作，期待后来者有更多的相关著作。
12、看来有官就有官僚主义
13、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讀後有益。
14、研究官僚主义的必读书
15、孙越生先生这本书思想深刻，直指官僚主义的要害，非常好的书！
16、这是本好书，必须好好读！
17、王亚南大师的弟子的著作，在继承大师的基础上，对官僚政治的衍生物——官僚主义进行了系统
的、历史的分析，非常值得一读！
18、同 王亚南的一去看。但逻辑有少少乱。另 多附了作者的一点诗歌，有点搞，有点文艺，有点2B
19、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但又能深深引导有兴趣的读者，并在一种轻松的心态下思考
20、作者有观点吗？作者没观点。强烈建议不要掏银子。
21、终于出版了 可以告慰早逝的孙先生 
22、想了解什么是官僚主义，这书很好！
23、对官僚主义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之后，才会对各种官僚主
义现象、官僚主义问题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希望那些对问题喜欢发表见解的人们，先沉下来做一做
书虫，不要给人以愤青的印象。
24、在当当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书面折痕、脏污水处可见，书角被撞坏，实在是惨不忍睹
25、痛心疾首，石破天惊
26、落后生产力的代表，烂。
27、解释官僚主义的起源
28、本书作者已故，但其书研究深刻，分析入理，观点让人醍醐灌顶、耳目一新。
29、由地下手抄本变为公开出版物，其间有二十年之久。有人说中国是锻炼人耐心的好地方。不过，
没有耐心，又能怎样？作者对官僚主义的抨击着着见血，处处打到七寸，要不某些人发誓封杀此书？
我连着读了三天，痛快！可惜装帧的档次太差，纸张的选择给人有盗版的感觉，我买的一处居然由空
白。如此好书怎么不印些精装本？附录部分不附也罢。
30、很难得很深刻的书，建议读读。朋友拿走一本，又买一本，真值得一读。
31、还没看过这本书，不过浏览了一下，感觉还行。
32、建议大家购买，看完后会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更深层的认识。
33、附录一“干校心踪”里的小诗：文革中期孙氏的心灵历程。
34、赶紧买了看吧，估计没多久就会被禁了。分析官僚主义真是一针见血啊，很犀利，深受教育。
35、好，老公买 的，我看不明白。
36、书是好书，但是又一次在配送中或者发货过程中磕碰，书脊书角褶皱，厚厚一层土。这个社会，
读书的人不多，读书的人很贱，但是书有何罪？何况我花钱买东西，你们卖东西，卖点样子出来好不
？不是第一次说这个事情。亚马逊等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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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精彩书评

1、本书的内容最早连载在《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一期，是接续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著
作。王著建国后最早的版本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后来收在福建教育出版社五卷本《王亚
南文集》中。孙著时隔十几年终于艰难出版（其文集至今难以出版），并且又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实
在令人感叹。不过这书印刷装订都比较差，但难得的一部书，还是要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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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章节试读

1、《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笔记-第30页

            此处对官僚主义进行了定义：

    官僚主义何须物也？
       官僚主义是古人类原始本性中的恶，食人之风的恶，原始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它的发达形态就是
现代人的压迫欲和剥削欲），寄生在人类基于种的生存而产生的群体内部团结这种善的本性之上的恶
果。
        一个群体的成员，利用他在群体组织中的权力地位，发泄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卑微感情，以强凌弱
，作威作福，称霸谋私，由群体公仆变成群体的主人，这就是官僚主义最原始，最本质的表现，千古
一理，中外同型。

        以上作为概念的定义，内涵及外延皆不明。

    “群体公仆”这个概念，至少与封建社会的特征不符，封建帝王所奉行的不是公仆论，而是代表一
切正确东西的“天授”说。因而肯定不是千古一理的最本质表现。没有定义外延，而又包含了“原始
本性恶”，及依附于组织体系产生的“恶果”的官僚主义，是个包罗一切负面的概念？
    

2、《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笔记-第16页

            这节有点绕，但是这两种劳动的政治对抗乃是官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封建性的对抗，揭示了
讨论的目的，最终落脚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政治关系上。
    之后的讨论，与当今现实有距离。但是放回88年那个时间下，脑体倒挂、官倒等无疑是当年的热词
。

3、《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笔记-第4页

              邵燕祥先生的序中提到几个关于这本书的时间点，有点意思：

1、除了在1988年有几个片段得以发表之外，只能束之书阁。88年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高峰
期。

2、早在1989年5月1日就写定了《起源论》和《元模式论》及后记。
3、序言落款时间：199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二十周年之日于北京，而孙越生先生已
于1997年辞世。

4、本书的版权页：2012年6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一个声音与它讨论的内容一起，默默走过了24年，不过不是齐步走。

4、《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笔记-第8页

             整个这一节，差不多是一篇檄文。绝不是论文枯燥的笔调，对仗、排比抒发着作者胸中的愤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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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硝烟和政治的风云在良辰美景中飘摇激荡，沙场的白骨和屈死的冤魂在鸟语花香中闪烁悲鸣。
它害怕在平民悲愤的诅咒中现形，所以最讲究在官样文章的辞藻里隐身。法律在它好有一比：空气越
高越稀薄。名誉对它也好有一比：光线越往深处越稀薄。  

      整个这节，堪比《讨武曌檄》。

    

5、《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笔记-第1页

        80年代初，王亚南教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时，......

81年6月再本情况：

书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 

　　作者：王亚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定价：七角七分 

　　页数：200 

　　出版日期：1981年6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再版序言  第一节  孙越生

一　　
    在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
风，人们也十分痛恨官僚主义。但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专门、系统
地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却是寥若晨星。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对于在中国大地上无所不在地飘荡了几千年之久的这个幽灵－官僚政治幽灵的彻底清算
，在今天以前是做得很不够的。 

　　现在向读者推荐的这部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
的好书，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的理论武器。它初版于1948年，当时，中国人民正在用现实的武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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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官僚政治，并且已进入大功告成的阶段。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里，这部书虽侥
幸免遭摇摇欲坠的蒋记王朝的查禁，但在那种形势下，确也难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反响。本书初版
印刷两次，仅有三千五百册。 

　　今天，在事隔三十二年之后，人们从一场封建法西斯复辟的浩劫中清醒过来，痛定思痛，才认识
到对付传统官僚政治，不能止于武器的批判，还需要用批判的武器来进行理论上的补课，以更探索克
服它的有效办法。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目前全国批判官僚主义的文章有如雨后春笋，本书也因而获得
了再版的机会。读者如能花费一些功夫读完这本不厚的著作，定会发现，它虽不及隆降炮声那么惊心
动魄，但却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思想启蒙作用。这正是当前反官僚主义斗争所十分需要的。
     
    一叶知秋，一本书的遭遇也颇能反映社会的变迁．这部被束之高阁几乎为人遗忘达三十余年之久的
著作今天再版问世，正是我国在政治上的巨大变革的反映。必须指出，我们的改革，是以共产主义运
动史上独特的方式——自我改革的方式——进行的，它有力地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中国共产党
，是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的政党。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天才能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上下一
心自觉要求批判官僚主义的思想觉醒的高潮，从而为中国革命前景带来令人鼓舞的气象。  
    
    几千年来，中国克服官僚主义的国内外条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过，这一点，看完本书，对照现
实，自然就会明白。今后，只要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不躁不馁，同官僚主义作长期不懈的斗
争，可以预期，官僚主义必将得到相应的克服。  
    

——————————————————————————————————————
    在这段序言中，提取以下两条信息：
1、48年这部书侥幸免遭的蒋记王朝的查禁，初版印刷两次，仅有三千五百册。
2、81年戴上“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党中央的号召下”的帽子下，“此书因而获得了再版的机会”
。已是32年之后了。
3、再版的第二次印刷又是18年后的09年了。信息如下：

作　　者：王亚南 著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1-6-1
版　　次：1                  页　　数：172           字　　数：160000
印刷时间：2009-5-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2I S B N：9787500407898             包　　装：平装

    

6、《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的笔记-第35页

            此处提出了“个人性官僚主义”和“体制性官僚主义”的概念。

    由P30定义的“官僚主义”推演，个人性应源于人性原始之“恶”，而“体制性”则应源于“恶果”
。

    整段论述，难以归纳出它们的基本特征，共同的和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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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文，以秦始皇来的例证，“个人”转换为“体制”。首先缺乏明确的定义，使得讨论流于泛泛；
其次，例证代替归纳推演等逻辑方法，似乎是作者在本书的常见的逻辑陷阱。

    至此，感觉这本书应当当做随笔阅读，而不应当做论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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