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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录

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游民，于是有了江湖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是自组织的宗法社会，所谓宗法就
是宗子法，宗子就是家长。宗法社会是以男性血缘作为中心
和纽带的一种社会形态。

为什么会有江湖出现呢？这说明有一部分人从主流社会
游离出来构成了江湖社会。我把“江湖”分成两类：一类是文
人士大夫的江湖，他们跟统治者不合作，从江湖出来，去隐居
了。另外一种江湖是“游民的江湖”，或者叫“江湖人的江湖”。
“江湖人的江湖”在宋代产生。

宗法社会依附一定的土地， 当宗法不断庞大而土地并没
有增加时，有的人穷了，有的人富了，有的人从土地上游离出
来。失去了土地在宗法中是无法生活的，所以慢慢有一些人从
宗法中游离出来。对此，历代有一些救济措施，但到了宋代，不
立田制、土地流转增快，使一些丧失土地的人成了游民。

游民有两个前途： 一个是到没有开垦的土地上开垦；另
一个是进入城市。 这些人进入城市后就成了一个游民群体，
他们闯荡社会，慢慢有了经验，有了生活规律，慢慢成为江湖
人，进而产生游民的江湖。

游民的江湖充满刀光剑影、阴谋诡计

我们第一次知道“江湖”这个词是在《水浒传》，从里面的
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江湖”跟官府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或
者是好恶观。这种江湖跟文人的江湖完全不一样，文人江湖
虽然也脱离了主流社会，但不是反主流社会，最多只是一个
不合作。但这个江湖跟官府是对立的，充满着刀光剑影、阴谋
诡计，必须要闯和走。

宗法社会解体，大量的人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慢慢
出现这种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生存和发展，
于是干一些非法的事，或者用强暴的手段做一些主流社会所
不能忍受的事，慢慢就构成了一种江湖。

社会边缘人、游民构成了对抗主流社会的江湖，这种江
湖实际上是向皇权专制示威。皇权专制越走下坡路，江湖就
越来越发达。但江湖充满着斗争和刀光剑影，不可能有一统
江湖，谁要一统江湖就改朝换代了，就建立了一个新朝代。中
国老说有四五千年文化，实际上也就二百年文化，跟美国差
不多。 因为每隔二百多年新朝代就把前代所积累的精神财
富、物质财富完全扫荡了。

江湖社会是无序的，需要从江湖社会进入公民社会

江湖使社会无序化、社会动乱，最后导致改朝换代。这个
过程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是很大的，所以就有一个怎么从江
湖社会进入公民社会的问题。

公民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
江湖社会是江湖人组成的社会。金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

江湖，其实是有江湖人的地方才有江湖，在城市、乡村、道路
上、城镇上，只要有江湖人在那儿奋斗就形成一个“江湖”。

公民社会是由公民组成的社会。 有些人反对公民社会，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反《宪法》之嫌。《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是公
民，有公民就有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是由公民组成的社
会，反对提“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反对公民，而公民是我们
宪法中所认定的。

什么叫公民？公民是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承担宪法规
定义务的自然人群。公民社会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以自身组
织为主，这跟江湖有点类似，但实际上有本质不同：那就是对
法律的态度。江湖也有江湖规范，但他们不懂什么叫法律。

以法律为准绳的社会才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以多元为基础的社会，思想多元、组成多元、
价值多元，而江湖社会是党同伐异。

中华民族历来是求同不存异的，“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是一个贬义词，比如“异端”、“异类”，孔子说“学习异端的知识
只是有害”。

我们存异的目的还是求同。江湖文化是中国文化黑暗面
的集中表现。实际上中国主流文化有时候还有点弹性，儒家
文化没有那么绝对，“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的话是通
俗小说里出现的，所以底层人更容易把中国文化的黑暗面搞
得特别极端，好的推到极端也成了坏。

中华文化的发展应该对“异”采取宽容态度。在公民社
会，只要“异”不违反法律都应该允许它，只有以法律作为准
绳来规范的社会才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公开性、开放性、参与性的社会，每个公民都
是自组织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存在。建立公民社会恰恰
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江湖状
态，因为有太多的无序性，这种无序光靠维稳是不能解决的，
一定要筑建法律的规范和道德规范。

自组织很重要，公民教育是一个大问题

21世纪初李慎之先生谈公民教育问题， 现在没人认可。
我在上小学时，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有公民教育，现在却没有。
我觉得公民教育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社会面临很多问题，如何调整政策，使社会不是向
动乱方向发展，而是向和谐方向发展，关键是当局如何看待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出路，有人说政治改
革，政治改革当然很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改革，社
会如何发挥自组织的力量。

现在的人买个房子， 想组织一个业主委员会都非常困
难，因为需要批准，有时候人员不够。组织不起来，个体的力
量永远没法跟有组织的力量对抗。买房子成为业主，物业公
司本来是为你服务的，但你得听它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组
织的，只有业主委员会跟他有谈判的对等条件。所以自组织
非常重要，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训练老百姓有公民意识、有自
组织意识很关键。

（据王学泰在腾讯燕山大讲堂上的讲话整理。 燕山大讲
堂网址：http://view.news.qq.com/jiangtang/jthz/jthz.htm）

■整理/记者 匡萍

王学泰：

中国还未走出江湖社会状态
公民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目标

金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近期，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王学泰在燕山大讲堂的讲座中却提出不同观点：“有江湖人的地方才有江湖。”他提出，江湖社会是无序
的、动乱的，我们现在还处在江湖社会的状态，面临从江湖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问题。

江湖社会究竟从何而来？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公民社会？如何从江湖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让我们来听一听王学泰教授的解读和分析。

■中国老说有四五千年文化，实
际上也就二百年文化，跟美国差
不多。因为每隔二百多年，新朝
代就把前代所积累的精神财富、
物质财富完全扫荡了。

■有些人反对公民社会，我觉得
这种说法有反《宪法》之嫌。《宪
法》规定每个人都是公民，有公
民就有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
是由公民组成的社会。

■中华文化的发展应该对“异”
采取宽容态度。 在公民社会，只
要“异”不违反法律都应该允许
它，只有以法律作为准绳来规范
的社会才是公民社会。

■中国的出路，更重要的是社会
改革的问题，社会如何发挥自组
织的力量。 自组织非常重要，如
何训练老百姓有公民意识、有自
组织意识很关键。

王学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
学遗产》编辑。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流
民》、《幽默中的人世百态》、《水浒与江
湖》等。

《水浒传》向后
代读者展示了宋代
游民的出现， 以及
新的含义的江湖的
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