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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皇权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 ,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潮。中国

封建社会皇权主义长期存在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 ,乃是小农非主体性的“真主”意识和皇权文化心

理结构。 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形成原因既有经济原因 ,也有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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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多维面透视

政治意识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

哲学三个基本的层面。 小农的政治意识基本上停留

在政治心理的浅层次上 ,并且更多的是通过小农的

政治情感、政治理想、政治态度等形式表现出来 ,很

难上升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哲学。

在政治情感上 ,小农表现出对皇权冷漠、疏远与

对皇权的尊崇、膜拜的双重情感。一方面 ,由于小农

执著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和安全 ,没有时间、精力和兴

趣关心政治 ;加之小农的封闭性、愚昧性以及封建政

治是黎民百姓不得过问的神圣领地 ,造成了小农个

人权力意志和政治参与意识淡薄 ,对社会的公共事

务和公共权力缺乏必要的关心和兴趣。另一方面 ,由

于小农的分散性、软弱性 ,他们又渴望有一种超越每

个个体农民之上的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皇权 ,

将众多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 ,以抵御自然灾害 ,抵御

外敌入侵 ,平分不均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 ,调适尖

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从而为小农的生存和安

全提供保护机制。所以 ,小农对全权全能的皇权又有

一种敬仰的崇拜之情。

在政治理想上 ,小农幻想借助于强大的君主专

制权力来实现自己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理想。

在政治态度上 ,小农在无政府主义与皇权主义

之间游荡 ,并最终走向皇权主义。 一方面 ,由于小农

长期从事孤立分散、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 ,彼此之

间缺乏广泛的社会交往和普遍性的社会联系 ,很难

组织起一支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阶级队伍。他

们的自由散漫性、无组织纪律性和田园诗般的生活

方式 ,使他们容易形成自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同

时 ,正是他们的自由散漫性、无组织纪律性 ,使他们

成为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 ,使他们不得

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 不

受任何限制的皇权 ,期望从皇权的怀抱里沐浴雨水

和阳光 ,于是 ,小农又从无政府主义走向了皇权主

义。 在这里 ,一极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 ,另一

极又迷信高高在上的权威和服从层层叠叠的君主专

制等级制度 ,表面上看似矛盾和冲突。 实际上 ,前者

正是后者得以存在的可靠基础 ,而后者又恰好是前

者的必然归宿 ,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这种相互

矛盾的政治态度也可以从小农“逆来顺受”与“官逼

民反”的矛盾心理中折射出来:一方面 ,小农胆小怕

事、逆来顺受 ,他们惧怕官府和权力 ;但是 ,当出现

“天灾人祸” ,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太甚 ,

超出了小农的承受能力时 ,小农也不得不群起反抗、

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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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主义既是一种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 ,

也是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潮。 作为一种社会

意识和社会思潮 ,皇权主义是一种横跨和渗透于封

建社会传统的政治心理、政治学说和政治哲学等各

个意识层次的思想体系。它一是指以君主为本位的

理论意识形态 ,二是指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尊重和服

从君主本位的心态、情感和意向。一个发达的封建皇

权政治体制 ,不仅仅靠成体系的理论意识形态来加

以论证、灌输、教化 ,使其得以维持 ,而且也以普遍流

行的“真主”信仰为其政治文化心理来加以支撑。而

且 ,小农发自内心的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信仰 ,要比

典籍形态的纲常名教的说教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和支持力。显然 ,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主义的长期存在

是与小农非主体的皇权心理分不开的 ,或者说中国

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主义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和支持系统乃是中国小农非主体性的皇权文化心理

结构。

二、小农皇权政治心理的形成原因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主义政治以及东方

专制主义长期存在的根源 ,在政治思想史上比较有

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古希腊政治学家、哲学家亚里

士多德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

定论” ,有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奴性意识说” ,

有魏特夫的“治水说” ,以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

式说”。我们认为 ,无论是从地理环境切入 ,还是从古

代中国人非自由的奴性意识或治水活动阐发 ,都只

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能全面深刻地揭示

出中国皇权专制主义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只有马

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从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小生产活动方式出发 ,特别是从

亚细亚生产方式、村社经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 ,

并结合小农的阶级地位、阶级特性和阶级意识的分

析 ,才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了皇权专制主义的社会

根源。 当然 ,马克思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

等著作中 ,也注意到了治水事业与东方专制主义之

间的内在联系。例如马克思曾谈到: “那些通过劳动

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 ,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

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 ,还有交通工具等等 ,就

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 ,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

制政府的事业。” [ 1]
(第 468页 )显然 ,马克思是把治

水、灌溉放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亚细亚生产方式

之下作为其中的条件和特点之一谈到的 ,它只能视

作专制主义存在的亚层次的原因。如果把它本体论

化 ,置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上 ,只片面强调亚细亚生

产方式的“治水”特点而舍弃其它特点 ,甚至把它作

为“终极原因”来解释东方社会 (包括中国 )所有的经

济、政治、文化现象 ,只会犯以偏概全、舍本求末的错

误 ,同时也违背了经典作家马克思的原意。而魏特夫

的《东方专制主义》显然是犯了这种错误。

我们认为 ,小农皇权心理的生成土壤主要是小

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小生产方式、小农依

附性的阶级特性和弱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封建传统政

伦合一的政治文化 ,特别是封建礼教对小农心理的

灌输和制造。

(一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是小

农皇权心理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小农所从事的是以个体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家

庭为组织单位、以家长为轴心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生

产方式所凭借的资源是小块土地 ,所依靠的生产工

具是自然手工工具 ,所进行的是自然分工和自然血

亲交往 ,而没有广泛的社会分工、社会交往和社会联

系 ,自给性、孤立性、封闭性是其典型特征。而正是小

生产方式的这些特点 ,成为小农皇权心理形成的最

深广的原因。

首先 ,在小生产方式下 ,“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

是自给自足的 ,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 ,

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 ,而不

是靠与社会交往。” [2 ]
(第 677页 )“各个小公社彼此独

立地勉强度日 ,而在公社内部 ,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

家庭一起 ,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

动。” [1 ] (第 468页 )正是这种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产

方式“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 ,成为迷信的

驯服工具 ,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

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因而必然使其“始终是东

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3 ] (第 765页 )由于封闭、落

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使小农的眼光只盯着自

己的小块土地和自己的小家庭 ,对社会的公共事务、

公共权力漠不关心 ,表现出“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

(马克思语 ) ,从而为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存在提供

了社会基础。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 “他们把全部注

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 ,静静地看着一

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

市居民的被屠杀 ,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

衷。” [3 ] (第 765页 )他们“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

不关心 ;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 ,他们并不在乎村

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 ,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 ,

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 [ 3]
(第 765

页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也曾指出: “农

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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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

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 ,不仅是巴黎

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 ,而且是俄国

专制制度的强大的支柱。”
[4 ]

(第 484页 )其次 ,小农所

依靠的主要资源是自己的小块土地 ,而正是这种小

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才是皇权主义得以立足的基

地。正像单个的葡萄 (小农、小块土地 )需要串起来

(皇权 )、分散的马铃薯 (小农、小块土地 )需要用袋子

(皇权 )装起来一样 ,只有皇权才能将小农、小块土地

统一在同一个格局里 ,才能实现小农绝对平均主义

的理想。对此 ,马克思深入地分析道: “小块土地所有

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

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的水

平。所以 ,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

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划一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

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

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

的全面介入。”
[2 ]

(第 681- 682页 )再次 ,由于小生产方

式的孤立性、分散性、封闭性 ,造成了小农之间的孤

立性、分散性和封闭性。由于小农之间、各农户之间、

各村落之间没有任何横向的经济联系 ,因而就形不

成任何政治上的联系 ,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

种政治力量以与皇权相抗衡 ,更不可能起来推翻皇

权政治统治。他们只有生活在各孤立的“点”上 ,拜倒

在皇权的淫威下 ,甘受着皇权主义的统治。即使他们

被逼无奈起来反抗 ,揭竿而起 ,他们也决不是要推翻

皇权本身 ,而只是要铲除“昏君”和“贪官” ,迎来赐给

自己“雨水和阳光”的“明君”和“真主”。

(二 )小农依附型的阶级地位和弱者的社会地位

是他们皇权心理的阶级根源

小农生产方式是一种依附型的生产方式。 这种

生产方式不可能在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中占统治地

位 ,它只能以附属的身份依附于其他经济形式 ,正是

这决定了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在原始公社所有制、

奴隶制、封建制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从属关系中都

存在 ,甚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大量附属在社会

主义所有制上。小生产方式在经济体制上的依赖性、

附属性也就决定了小生产主体——小农政治上的依

赖性、附属性。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路线、阶级

路线 ,只能跟着其他阶级走。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

主阶级、贵族阶级的斗争过程中 ,他们是资产阶级的

同盟军 ;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 ,

他们又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而在封建社会里 ,他

们也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依

附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封建社会中 ,只能依

附于最强大的、全能的、能代表和保护自己的皇权。

对于小农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与皇权主义之

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中作过精辟的论述: “小农人数众多 ,他们的生活

条件相同 ,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 ,而是使他们

互相隔离。”小农“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 ,好像

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

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

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

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 ,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

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 ,由

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

共同关系 ,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 ,形成任何一种

政治组织 ,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 ,他

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无论

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 ,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

他们的主宰 ,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是不受限

制的政府权力 ,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

犯 ,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 ,归根到底

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2 ]
(第

677- 678页 )

(三 )封建传统政伦合一的政治文化对小农政治

心理的熏陶和制造是小农皇权心理根深蒂固的文化

根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伦合一

的文化。 这种文化与小农政治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一方面 ,传统的

官方正统政治文化要反映小农的利益要求和政治心

理倾向 ;另一方面 ,封建传统官方正统文化又把他们

的那一套名为伦理主义实为等级主义、名为人伦本

位实为皇权本位的政伦合一的社会伦理、封建礼教

向小农灌输、强化 ,对其政治文化心理加以制造 ,化

为小农的内在自觉和自发的心理追求。

以儒家为核心、正统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

种政伦合一的文化。它既是一种道德学说 ,也是一种

国家学说 ,其中国家学说论证封建国家君权至上的

合理性 ,道德学说则阐述宗法制度的道德规范。国家

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共同核心是强调“礼治” ,强调人

们之间的等级尊卑秩序。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夫夫、妇妇”。 孟子强调“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

长幼有序”。董仲舒把这些礼规定为三纲: “君为臣

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宋明理学则更是强调“存

天理 ,灭人欲”。 儒家学说正是通过这些伦理道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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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把宗法组织中对家长的“孝”推广到社会组织、国

家政权之中去。 皇帝被视为“父” ,封建官僚被称作

“父母官” ,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 ,皇

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

这种父权的代表。因此 ,传统政治文化要求人们像子

孝父般地臣对君忠、民对帝顺 ,臣守臣规忠于君、子

守子规孝于父、妻守妻道贞于夫 ,正因为子孝妇从的

伦理道德观念与民顺臣忠的国家阶级关系相一致 ,

封建皇权专制统治才得到有效巩固。 儒家文化就是

以子孝妇从这些伦理道德的合理性 ,来论证臣忠民

顺、君权至上的合法性的。

中国传统政伦合一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皇权主

义、等级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以维护皇权和等级制

为核心 ,强调“礼治”和等级尊卑秩序 ,强调下级对上

级、臣民对皇上的绝对服从 ,将社会的、家族的、整体

的伦理价值置于个体价值之上 ,把人的正常情感、需

要以致人的个性、人权、自由、独立人格和价值等等

统统视为“人欲” ,而由“天理”来加以铲除 ,从而使人

的个性、人格、价值、人权的压制达到了极端。在这种

文化专制和压迫下 ,人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 ,每个人

都在自己的等级上各就其位 ,每个等级所规定的社

会义务代替了主体的需要 ,人们的人格只是两极人

格:主人和奴才或皇上和臣民 ,从来没有独立的人

格。而这种对人性的压制和消解则正是皇权专制主

义能够存在的最佳文化土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专制制度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 ,使人不成其为

人。”
[4 ]

(第 411页 )而儒家文化把道德视作为人处世

的最高原则和最高层次 ,道德至上、王权至上、等级

贵贱、三纲五常 ,这种形为人文主义、伦文主义而实

为等级主义、王权主义的思想文化 ,正是封建皇权主

义的理论基础。 在儒家文化和封建纲常名教的熏陶

和舆论下 ,旧时中国农村小农家家户户都悬挂着“天

地君亲师”的牌位 ,以昭示君主全能 ,拥有全权 ,能参

天地 ,为治乱枢机、一切事物的最高裁决者。 “君”高

居中心位置 ,既代表天地 ,又代表亲师 (最高的亲、

师 )。这也折射出经过中国传统政伦合一文化的熏

陶 ,君是集天地与亲师为一体的。君既是政治权力的

最高代表 ,又是天地神权的象征 (宗教 ) ,还是最高的

亲师 (伦理 )。 因而 ,明君是中国小农顶礼膜拜的偶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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