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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其人及其成书背景

● 新文化运动时期
● 香港新亚书院
● 迁居台湾后

● 受台湾国防政工系统之邀
● 总共12次2-小时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 从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六个方面进
行总结和概括，又对汉唐宋明清的政治经济国防和教育制度进行
了详细的分析。这样矩阵式的比较研究很有特点和可读性！

● 脉络清晰浅显易懂，可以作为中国历史爱好者的入门。但不必要
认同他的观点和结论！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 开场白：中国会亡吗？
● 历史是人文科学的最基础学问
● 发生过的实际人生体验 + 史料 + 历史知识

● 抨击清代以来史学精神的确实尤其是“新文
化”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

● 主张：现实中找问题 + 历史中找答案

● 对黑格尔、马克思和斯宾格勒历史观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 西方的多统和中国的一统：权利 vs. 道德

● 西方“自由民主”：富人政府；中国“贤者在位，能者
在职”

● 中国世袭皇帝不等于专制。三省六部制、“台”“谏”
监察制度等制约因素

● 西方是“人治”而中国更多是“法治”
● 西方政治讲主权而中国政治讲道理。西方制度更易出现
极权政治

●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必定会产生共产主义，穷国无法抵
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 唯物史观把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钱穆
认为经济价值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 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流品”。“士人政
府”最合理，比“有钱人”打倒“有权人”更
高明

● 耕者有其田：“井田制”过渡到土地私有，再
到“均田制”拨乱反正。

● 士是双料的“和尚”。“士农合一”的节制经
济有利于长治久安，不会发展成资本主义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 农业文明是被动防御的一方
● 中国的地理劣势造成进攻战略难度极大
●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vs. “不教民而战是为弃之”

● 兵员组成：贵族子弟募兵制 vs义务兵役+“良家子从
军”、“部曲兵”、“签丁兵”，府兵制到镇兵制。清朝
和民国

● 国防和农业经济相结合的传统
● 文人从军的传统
● 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练兵纪实》《读史方舆纪要》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 古希腊、普鲁士、希特勒和苏维埃的国民教育
● 西方社会的教育：宗教教育 + 国民教育 + 个人
自由教育（知识和职业）

● 中国儒家的教育：道德教育 + 人格教育 + 文化
教育。“人人皆可尧舜”

● 尊师重道：
– 中国人尊崇的老师可同西方人尊崇牧师相比
– 代表教育的“道统”高于代表政治的“法统”



  

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和人物

● 历史发展对于地理的依赖：
– 神农氏和皇帝生活在河南西部和东部，
– 唐尧虞舜在山西南部
– 安史之乱后开始依赖江南的粮税
– 宋代定都开封实无奈之举
– 元明清三代依赖漕运。

● 唐代以来杰出人物都来自北方；宋代南方人开始
从政，但却不如人意，值得深思！

● 开拓落后地区，才有创造才有发展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 西方的三大精神：
– 个人自由主义精神，源自希腊
– 团队组织或国家精神，来自罗马
– 宗教精神，亦可称之希伯来精神

● 科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精神
● 中国的精神是基于道德的精神

– “向善”为出发点，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而为不朽
的传承

– 中国文化不灭的根源来自于中国人在艰难时刻发挥的道德
精神，如同我们的宗教一样



  

汉朝

● 政治体制带有贵族封建时代的痕迹
● 汉代的地方政府只有郡和县两级，“两汉吏治”主要
建树在地方政府

● 人才选拔：太学生“补郎补吏”、“贤良”、“孝
廉”

● 田租 30-15 分之一，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地主们获利

● 盐铁专卖，实际是以皇家私地补贴国家收入
● 义务兵。中央军队的南北军，地方服役训练不足
● 皇权和相权界限不明确



  

唐朝

● 中央政府：三省六部制
● 《唐六典》可与《周礼》相比
● 地方政府改为三级，原中央派出官员成常驻
● 考试制度：吏部和礼部
● 经济制度：“租庸调”，后期改为“两税制”
● 兵役制度：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力量的府兵制
● 唐代制度变革具有转折意义



  

宋朝

● 钱穆认为这是中国最糟糕的一个朝代
● 政治制度毫无建树
● 进一步削减相权，而君权大大提升
● 谏官成为宰相对立面，行政效率受损
● 考试内容从诗赋改为经文，“变秀才为学究”
● 沿袭“两税制”；差役法拖垮了富户家庭
● 国防政策：想战而不敢战，但不得不养兵
● 弊端由晚唐和五代带来，但宋代缺乏一个有为之君



  

明朝

● 近代史的开始
● 明清两代是相权丧失，君主专权的时代
● 没有名义上的宰相，“秘书处”内阁制度
● 地方政治是行省制
● 胥吏之制，无法向上流动
● 考试制度成了三级：秀才、举人、进士。八股文
● 明朝武功可以唐朝相比，得益于采取类似府兵制
的“卫所制度”



  

清朝

● 没有政治制度只有统治法术，是一种部落专制
● 在中央进一步扩大皇权，连“廷推”的机会都
没有

● 地方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军事统制
● 考试制度毫无公平可言，作为控制汉族知识分
子的手段

● 区别对待各个民族，拉拢蒙古和西藏，打击汉
人和忠于明朝的朝鲜。宗教也成为统制的法术



  

总论

● 中央集权逐步加强，钱穆认为是好事
● 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但优秀的人都去做官，
没有人才去发展经济

● 如何做到长治久安？皇帝是世袭的，读书人
“富不过三代”

● 历代的制度日趋繁密，“后不如前”。黄宗羲
的“人治”观点？

● 创新法运新才是大家的共同目标！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3.0 Unported License.

(CC BY 3.0)


	幻灯片 1
	幻灯片 2
	幻灯片 3
	幻灯片 4
	幻灯片 5
	幻灯片 6
	幻灯片 7
	幻灯片 8
	幻灯片 9
	幻灯片 10
	幻灯片 11
	幻灯片 12
	幻灯片 13
	幻灯片 14
	幻灯片 15
	幻灯片 16
	幻灯片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