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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私言》

前言

客岁，胃痛时剧，经春历冬，每发愈厉。医嘱入院检验，谢事静摄。值寇氛嚣张，独山沦陷。后方惶
扰，讹言日兴。床褥无聊，惟对报纸；或有朋徒相访，言思所涉，郁结百端。开岁小痊，颇能兴起，
时尚仅饮汤液，一日七餐，每历两时，即复进食。一餐之前后，例作小憩。其间偶得数十分钟闲，握
笔排闷，隔越旬日，亦成篇幅。春尽花落，病乃向已。检点成稿，凡获七章。其所论刊，皆涉时政，
此为平生所疏，又不隶党籍，暗於实事。洛阳少年，见讥绛灌，老不知休，更可惭耻。抑时论所尚，
必有典据，或尊英美，或师马列，蜾赢之祝，惟曰肖我。其有回就国情，则以党义为限断，区区所论
，三俱无当，谥日“私言”，亦识其实。风林之下，难觅静枝，急湍所泻，无遇止水，率本所学，吐
其胸臆，邦有君子，当不悯笑。蒙东方杂志社代为刊载，又承王君云五允作单本印行，用广流传，私
衷感激，未可名状。别有为《思想与时代》撰文数篇，此乃三年前旧作，附诸下卷，取相证发，要之
为一家之私言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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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私言》

内容概要

本书结集初版干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收钱穆先生时政论文诸篇。作者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为理
想中国的建立与复兴进行探索，范围包括政冶、社会、经济、法律、教育等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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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
。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
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
台湾。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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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一、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二、选举与考试三、论元首制度四、地方自治五、论首都六、道统
与治统七、人治与法治八、变更省区制度私议下卷一、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二、中国社会之剖视
及其展望三、农业国防刍议四、战后新首都问题五、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六、中国人之法律
观念七、法治新诠八、政治家与政治风度*九、中国之前途*十、建国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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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者草为此文，先有一甚深之信念。窃谓政治乃社会人生事业之一支，断不能脱离全部社会人生而孤
立，故任何一国之政治，必与其国家自己传统文化民族哲学相诉合，始可达于深根宁极长治久安之境
地。民主政治为今日中国惟一所需，此毋烦论，盖惟有民主政治，既为世界潮流所归趋，抑亦中国传
统政治最高理论与终极目标之所依向，故亦惟有民主政治，始可适应现势，符合国情。然民主政治仅
一大题目，而非一死格式。英美同属民主，苏维埃亦同称民主，而英美之间复有不同，可见民主政治
尽可有种种异相。中国所要者，乃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重在精神，不重在格式。苟非中国人
能摆脱模仿抄袭，有勇气，有聪明，能自创自造，自适国情，则或主步趋英、美，或主追随苏联，国
内之政争，将以国外之政情为分野，并将随国外之势力为消长，国家政治基础将永远在外不在内，在
人不在我，以此立国，何有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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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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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学私言》为钱穆先生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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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私言》

精彩短评

1、哎哟，书的质量不错哦，速度也很快
2、钱穆从传统政治的角度，谈论了抗战建国应该注意的政制、选拔、考试、人才、定都多项问题，
立论多从历史角度出发，对于现代政治持批评态度。最有意思的是，他对于定都问题的讨论，认为西
安是比较适合的。他最关心的额问题还在于人才的培养与任用，并将其视作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也是
传统政治的看法了。
3、钱穆先生的作品
4、其中錢公賓四的政論文章可以忽略 故打三星是看在他誠摯的份上
5、虽为政论集，但并未囿于政党、阶级之成见，皆从历史演变中寻规律，找出路，故一个甲子过去
后仍有不少读者。
6、先生有一種天真的自信。
7、錢穆是我們很多人不管身在何處永遠中國情結的私塾。
8、追昔可出新，推新却难免出陈。作者是个伟大的史学家，却难免是个过于理想的政治家。好处是
，读政明己，读史明人，这一本书是个双面镜。
9、看了很有启发。从原理讲起，不需要从经验出发。
10、政学私言
11、钱穆先生好厉害。。。。。
12、客观来自博学
13、越来越喜欢钱穆的书，2012年要读完全集！
14、钱穆说定鼎者都武昌，建设中国者都西安，统领亚洲者都伊犁。脑洞有点大的
15、对于中国文化的弊病一针见血，中国文化缺乏实践性，操作性，中国人太迂腐
16、看着玩吧，有道理的地方吸取着，天真的地方，也别太当真了。
17、内容真的很好，装帧也不错，值得购买！
18、深入简出，言简意赅，便于理解
19、火车上匆匆浏览一遍，感觉有点时效性的问题
20、繁体字和简体字整套买下。简体字在办公室看，繁体字在家里看。看了好几本了，深深受教于钱
先生阐述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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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政学私言》的笔记-第245页

        《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
1、所谓自适国情之政治者，大体言之，即所谓公忠不党之民主政治是也，公忠不党者，乃超派超党
无派无党或虽有党派而党派活动在整个政制中不占重要地位之一种民主政治，亦即所谓全民政治也。
2、西方民权之初现仅为间接之监督权，而中国传统民权，则为直接之行使权，故西方民众与政府对
立，而中国传统观念，则民众与政府合一。
《论元首制度》
1、“君统”代表一国之团结与持续，“相统”则负实际行政之责任。
《道统与治统》
1、教育家重言，不重官学，循下统，不循上统，此正中国传统文化一绝大特点。
2、人道之大端，在师统，不在君统。故中国近世虽无宗教，而犹得使政府不踞独尊之位。
3、在西方有宗教，在中国有儒礼。
《人治与法治》
1、中国传统政制，为一尚法之治。
2、中国自秦以下之政治，本为儒、吏分行之政治，亦即法、教分行之政治。
3、西方之法治，尚多留人治之余地；而中国之法治，则已损及人治之范围。
《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
1、一国家一民族之政治，乃其国家民族全部文化一方面之表现，抑且为极重要而又不可分割之一面
。
2、故民主政治实以“个人主义”之权利思想为出发点。
3、德意独裁，仍不过民族斗争过程中一姿态；苏俄共产，仍不过阶级斗争过程中一步调而已。
4、欧洲传统政治之血液中，本含有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两大毒菌。
5、故罗马帝国之创建，由于“向外征服”，而汉唐政府之完成，由于“向心凝聚”。
6、故西国政教两剖，有政治不可无宗教。中国则政教一治，政治即已尽宗教之职能。
7、中国传统政治，以不为局部人营乐利权力，而以王天下为归趋故。
《中国社会之剖视及其展望》
1、中国历代政治之为中央一统，而非封建。
2、大抵中国传统政治意见，于国内商业未尝不主保护，惟于资本膨大则绝所反对，所谓“不患寡而
患不均”是也。
3、言学术必曰先秦，两宋，言政制必曰汉、唐。
4、城市社会之文化，常以个人自由乐利为结合，而以商业资本之向外流通为凭借，内之则尚契约而
有宪政，外则尚侵略而有武装。乡村社会则以氏族之天然聚落为结合，以勤劳生产而俭消费为经济之
保障，以忠孝诚实相互信托为政治之基础，以和平自足为对外之信条。
《农业国防刍议》
1、惟其私有，乃可以避兼并，免剥削，期于均平。惟其公有，乃可以通力合作，分工互利，运用机
械，大量开辟，期其丰盈。
2、故农村丰乐，则诸务皆起。
《战后新首都问题》
1、大略言之，国家可分两类。一为自然国家，又一为人文国家。前者可称为单式国家，后者则应称
为复式国家。
2、取顺势守静态则为退婴时代，取逆势守动态则为进取时代。
《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
1、故儒家重个人现世，而不陷于个人权利现世享乐之狭窄观念。此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最其大本大
源所在。
2、蔚成近代欧洲思想之新主潮者，盖莫非于“上帝”与“国家”两观念下为人类个性求解放，而为
之辟一营谋现世福利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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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欧洲近世个人主义之展开有二形态，其对外为民族国家之搏成，其对内为阶级斗争之激化，凡
此皆个人主义之结伙集团以求现世权力之无限扩张者。
4、今就中国教育史之演进，据其主要之外形大略区分之，则有国家主办之教育，此可以汉明两代为
代表。有门第私家之教育，此可以魏晋南北朝及唐为代表。有社会自由之教育，此可以先秦及两宋为
代表。有社会半自由之教育，此可以元清两代为代表，而尤以清代为显著。
5、故自中国传统文化言，国家主办教育，常有陷溺学者于禄利之渊之忧。虽可为政府造就一时之人
才，终将为学术斵丧百年之大命。
6、政学亦当分，使学校得超然独立于政治之外，常得自由之发展。
《中国人之法律观念》
1、儒者论性善，道德皆由内发，本于人类之内心要求，此为中国民族传统思想中最重要一义。
2、盖亚氏既认人类道德仅在实行与习惯，自不得不重视立法以为实行与习惯之规范与依据。
3、故就法律与道德之关系论，中国人仅以法律补道德之不逮，西方则直以法律规定道德而又领导之
，此其极大相异之点。
4、故西国以法律认许吾人行为之权利，中国则以法律禁防人行为之不道德。
5、盖中邦重内心，彼土重外律。

2、《政学私言》的笔记-第69页

        王安石與張居正之過：
       王安石身居宰相，以朝廷名義頒布《三經新義》。過不在《新義》之是非，在於以相位之臣攬師
道之尊，混治權於教權，使政府操持教育，道統拙於政統。張居正之過，也在於彈壓書院講學，尊相
抑師，更甚於王安石。道統應保有士民自由，並高於政統；政統不能妨礙道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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