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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文化批判》

内容概要

《官文化批判: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内容简介：官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之前人类最深厚、广
博、系统的文化，它主导中华帝国的形成演变，凝聚中华民族的统一延续。两千多年过去，官文化的
先进性荡然无存，它的现代变种官僚资本主义所集合的反民主势力成为中华民族进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百多年来总有人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取代官文化，将中国纳入资本统治的工业文明，由于官文化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抵制破坏，由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这种努力流于空想。而今资本统治日渐衰落
，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反动充分展现。导引中国发展的文化源于中国的社会矛盾。现实中国的社会
矛盾要求新文化，中国人有必要也有能力创造新文化。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确立
民主的权威，排除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批判和克服官文化，导引政治、经济变革，中国就能振兴并
再度领先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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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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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亨廷顿之谬：臆造的“既定文化论”与 “文明板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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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文化矛盾与文化变革’
　六、批判官文化是中国文化变革的首要任务
　七、批判官文化的方法
第一章　官文化：集权官僚审啪意识形态
　一、“欧洲中心论”导致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困惑
　二、中国集权官僚制的先进与典型性
　三、欧洲的初级集权官僚制和马克思对它的论证
　四、官文化：官僚地主阶级的阶级意识
　五、集权官僚制建构和运行的原则
　六、官文化的演变：形成、确立、保持、全盛、衰落
　七、官文化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化矛盾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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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独尊儒术与儒纳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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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儒家道统的范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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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方法论原则：中庸之道
　三、以“仁”为核心的范畴体系
　四、以“理”为核心的范畴体系
　五、辅助范畴在儒家道统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六、儒家道统的特点及其局限
第四章　官文化的特征与内容
　一、官为儒体，儒为官魂
　二、内圣外王
　三、人治与“以刑配德”
　四、愚民而牧之：惑、禁、隔、阻、压
　五、官本位
　六、官至尚
　七、官财一体
　八、“学而优则仕”：选官与科举
　九、求官为官大技能
　十、官场：污浊有序的大“酱缸”
第五章　官文化统治的结果与被统治者对它的适应——小农意识
　一、官文化与小农意识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文化矛盾
　⋯⋯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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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荀况（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字卿。他“年十五”即“游学于齐”，曾在稷下求学、讲学。齐
襄王时，以苟况“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他的基本观点，依然是弘扬孔丘的“礼制”，但力
图改变孔丘“述而不作”的“迂阔”形象，着重探讨儒学与实际社会变革的统一性。为此，他认为，
但凡有助于“礼制”的思想和主张，都应当吸收进儒学体系。他不仅吸收道、术诸家方法，更注意吸
收法家的有关思想。荀况曾出游秦国，访问过秦昭王和范睢，对商鞅变法以来秦的变革，给予高度评
价。荀况适应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将实用性注入儒学，从而拓展了其社会功能，促进了儒家道统的
形成和发展，为后来的“独尊儒术”确立了逻辑与历史前提。　　在20世纪70年代的“批儒评法”运
动中，曾将儒家与法家的矛盾说成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要矛盾，这是相当片面且浅薄的。所谓“儒法斗
争”，实则只存在于战国时期很短的时间内，孔丘时，法家尚未出现。待孔丘死后，法家才大兴其时
，成为儒家的有力竞争者。而此时的儒家弟子，又太少创造精神，固守先师教条不放。孟轲这位新秀
，只是进一步阐发“仁政”，也未能正确对待法家。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说就要步人死胡同了。荀
况的出现，可以说是将儒学引入一条生路，从而将孔丘道统在新的条件下承继发扬。儒、法两家在当
时都是主张变革的，儒家侧重于基础理论“道”层次的探讨，法家则注重“法”、“术”层次，两家
只有差异，没有根本性对立。如果说战国时思想界的主要矛盾，应是固守封建主义的统治意识与以法
家儒家为代表的变革意识的矛盾。荀况之所以能从儒家角度吸纳法家，从而使儒家道统得以更新、拓
展、并培养出韩非、李斯这些法家阵营的领军人物，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儒法两家在变革问题上的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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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刘老师的书，一如既往的好。支持！
2、对中共的没有怎么写
3、此书写的不错很好
4、刘老师对官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思考，其实还
可以配合官僚制度的书一起看是比较好的
5、中国文化的真谛所在，文化革命的对象，感谢有良知的作者去研究这一命题
6、如果在亚马逊买刘永佶的书，系统会告诉你“购买本书的用户也同时购买了一个板凳和一根绳子
”。
7、当官也是一门学问，潜规则不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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