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文化史》（上、下）
[荷兰]彼得·李伯庚（著） 赵复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6

作者为研究欧洲文化权威，该
书全面又具启发性，问世后引起强
烈反响，多次再版。作者从宗教、文
学、雕塑、绘画、音乐及科技等各个
角度来审视欧洲文化，破除“欧洲
中心论”， 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
和众多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
娓娓道来，并从细节着手，囊括了
大众文化如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生
活方式等。

《平民外史》
彭昆耀
作家出版社/2008.1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特殊
的历史时期。中国发生了惊天动
地的变化。作者以平民百姓的身
份，以满腔热情的心血，真实记
录了以主人公赐星为主线的社
会世相、上层变迁、政治、经济发
展，以及平民生存、生活的真实
情景。展示了这个时期真实的历
史平面图。语言生动，富有诗情
画意，含有深刻的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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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钱穆：政治制度归根结底必须适合国情

“要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不能一味地站在西方的语境探讨中国的问题。”“民主、共和等与现代社会相关联的政治理念有赖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共
同诉求。”多年以前，著名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客观考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探究、检讨中国传统政治，以为今用。在当今环境下，重读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仍颇有意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九州出版社/2012.2

钱 穆（1895-1990）
字宾四，史学大家，著名
学者。曾任教于北大、清
华、西南联大，创办香港
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
之一的新亚学院。 在史
学、政治学、文化学、政
治学等各领域皆有精深
创见，成果斐然。本书是
《钱穆先生全集》中的一
本， 今年年初在大陆出
版。1998年，钱穆全集以
《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
在台湾问世。 三联书店
亦有“钱穆作品系列”丛
书出版。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我认为政治是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像中国，文化精神

偏重在人文界。尤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
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为对传统政治的忽视，加深了对传统文化
的误解。 这是中国自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通病，
全盘否认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在的意义，例如陈序经、胡适
等人，一味推崇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实际上是对本国特殊性的
否认。

实际上，在辛亥百年之后，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在二十一
世纪用中国的语境解释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承认西方的普世价
值， 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站在西方的语境探讨中国的问题，这
是空中楼阁，没有实际基础。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
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
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
相当的作用。否则没有生命的政治，没有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
长成。换句话说，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
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

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
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
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
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
得上呢？

民主、 共和等与现代社会相关联的政治理念有赖于现代
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诉求，而现阶段
中国这方面的民意基础是否足够呢？我们应该画一个问号。而
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
人事。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
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
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
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
追随而变， 那是何等的愚蠢。 政治制度归根结底必须适合国
情———制无美恶，期于适时是第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是第
二。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
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
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文/钱穆（本文节选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序言）

◎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
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
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
得失， 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
些意见， 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
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
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
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
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
历史意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
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
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
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
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
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
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
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
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
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
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
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
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
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
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是想办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
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
权，早就开放了。

◎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
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水，以火救
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
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
聪明才智转趋此道。

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
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
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
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
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
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
人成为了政治脂肪。

■整理/记者 李婷

福彩销售亭扮靓洪江古商城
怀化市洪江区福彩销售亭于10月26日在当地人流量

最大的桥头广场隆重开业！怀化市福彩中心主任张秀喜亲
临现场参加剪彩仪式并送去花篮祝贺，区民政局所有干部
职工到现场参与活动，区工委、企业社保局、街道办事处、
爱心协会等16个社会团体参加了开业仪式并送了花篮祝
贺，典礼现场十分热闹。

这是怀化市首家投入运营的福彩销售亭，设计美观大方，
把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
旨以及“福利彩票让人人都成为慈善家”
等公益元素都展现了出来，成为洪江古商
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向培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