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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先秦是“中国的天下”，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秦汉至清是“内含天下结构的中国”，

即以世界性为其内在结构的国家，传统的说法是大一统国家，现代中国只是“天下中之一国”，

即世界中的一个主权国家。 

不过，现代主权国家并非必须是民族国家，事实上，现代主权国家有两个主要类型：以欧洲

各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类型；还有以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为代表的多民族合众国类型。如

此显眼的一个现代事实却长期被民族国家概念所遮蔽，倒是怪事一桩。难怪维特根斯坦提醒说，

要看，不要想。 

民国学者们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确实与西方的游戏规则有关。现代中国加入了西方主

导的现代游戏，自然就要采用现代游戏规则，中国以清朝之遗产而改制成为现代主权国家，而当

时的现代国家理论以民族国家为准，于是中国必须解释其多民族一体的问题。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既承认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又试图消解狭义的民族概念，不失为一个可行

概念。不过，中国人本就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中国人”这个概念更接近“中国”这个存

在的含义。 

未来如何，谁也不知。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这又是一个改制的天时。正如博尔

赫斯所言，未来是时间之分叉，就是说，存在多种可能性。我所讨论的新天下体系只是理论上的

一种可能性。我只是猜想，天意应在于能够配天之天下。敬天而行吧。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7825.html） 

 

【论  文】 

何谓中国——中国的生长方式1 

 

赵汀阳2 

 

各位朋友好，刚才黄平说我有一本新书（《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即将由中信出版，所以

特别期待能够得到各位朋友的批评和建议，以便能够不断地推进。说实话中国是一个最难的话题，

在做中国研究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天下的理论。然后再重新做回中国，这个故事很长。 

在 1993年之前，我基本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在这之后我主要转向研究中国的思想。1995年

北大的朱苏力教授说，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我觉

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所以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很容易变成研究中国

的土特产。朱苏力这个问题其实想问，中国有没有一些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东西？ 

我首先要感谢黄平，认识他之后我关注到社会学，也认识到社会学很多大师的著作。同时认

识了王铭铭，从他那里知道了人类学的知识，包括他喜欢的格尔兹，这些方法对我非常有益。到

后来认识更多的学者，包括今天这几位好朋友，我从他们那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不断的骚扰他

们，经常向他们提问题。应该说从我转向中国研究以来，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朋友为师，因为

中国是一个综合的存在，我必须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不管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考古学、

古文献学、历史学，诸如此类，所以所有的朋友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

以借这个机会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1 2015 京城国际论坛分论坛二，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51104130235.html。 
2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http://www.globalview.cn/html/culture/info_7825.htm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51104130235.html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7 

我们回归主话题，中国到底是什么？有过西方解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解释。但是大多数的解

释，我觉得都是一个描述，描述中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没有解释说中国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简单用一句话来说，我这本书的中心想法就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漩涡，不断把周边

各个地方的文化卷到一起。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存在。这个漩涡的特点就是一旦卷进

来无法脱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遗产，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大的

遗产。 

我把我所做的试图重构中国历史性的工作，理解为是一个祭祖行为。也许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中国需要重构它的历史性？在古代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产生的，中国已经失去

了以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客观原因应该这么说，在现代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

历史，但是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萎缩、蜕化为西方现代史的一个附属或者分支。也就是说现

代的中国史其实是西方史的一部分，它失去了自己讲述自己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肯定都会意识到这个情况正在改变，中国逐渐重新拥有了自己生长的能力和方式。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应该也就是不超过十年时间，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改革带来的成果。这个

时候我们非常需要理解我们的祖先，理解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关于古代中国，一般来说有三个

共识，一个是中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第二是中国具有无所不包的兼容性，第三，中国是一

个非神性的国家。这三个共识，前面两个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三个假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

主要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你没有一种宗教，或者没有意神教就是没有神圣性。

这一点我深表怀疑，中国存在另外一种神圣性，这是不需要表达为宗教的，这也是我试图论证的

一个问题。 

自现代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潜意识会被迫地使用一些由西方知识生产提供给我们

的概念和知识，用这些东西来分析中国，比如过去曾经一度很流行的一个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是

封建社会，这是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封建

指的是先秦的分封制，那个跟西方封建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样流行的理论还有说历史是阶级

斗争史，这也是完全不靠谱。说我们小时候读的历史都是农民起义，其实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不重要的部分，并且不一定是真正的纯朴农民，而是流民。这些都是西方推销给我们的观念。 

今天仍然发挥作用的一些概念，比如帝国、朝贡体系、东亚、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这些都

是西方用来解释中国的东西，在我看来都不符合事实，和中国对不上。这些概念不仅误导事实，

还有政治的附加值，把中国历史描述成一个很丑恶的故事，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当年我写《天

下体系》这本书，我就用过帝国这个概念。过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对。中国是帝国吗？

帝国的标志就是迷信武力的征服，并且是向外看，是一个向外拓展的国家，那才是帝国，而中国

不是这样的，中国缺乏以上的两个性质。其实古代中国只不过是君主制，所以我后来在新的书里

面进行了纠正。当然没有纠正过来的还有很多，因为这一百年来我们已被西方重新塑造，如果有

这些不靠谱的概念，也请大家原谅，我一个一个地改掉。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偏见，就是我们在理解古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以现代的事实倒映为古

代的事实，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国家是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只不过

就是你是山东人，他是山西人而已。只不过就是不同地方的人，在今天都给搞成民族，搞成民族

之后告诉你，你一定就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变成民族之间的竞争。事实上中国这片土地上只发

生过政权之间的战争，各个英雄都是忠于自己的朝廷和君主，而不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还有一个偏见，我管它叫地方主义的偏见，包括目前流行的汉族观点，汉人观点，儒家观点

等等。因为中国人数最多的就是汉人，儒家文化是主体文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习惯于站在

中原，以汉人的身份来看中国。这其实就跟西方人把长城看做是中国的边界一样。这样是不公平

的，如果我是一个蒙古人，我会怎么想？我难道不能认为中原应该归我统治？当然可以。当年忽

必烈就是这么想的，皇太极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不能够局限地站在一个地方去看问题，我们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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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点来看中国。 

排除这些偏见之后，我理解的中国就是一个自古以来连续动态的一个博弈游戏。大家为什么

有热情要参加这样一个博弈游戏？这些是值得研究的。如果各个地方的人都愿意来参加这样一个

比赛，那么这个游戏它在运动方向上是一个由内向外走的向度，还是由外向里走的向度？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总忍不住从汉族的角度、从儒家的角度看问题，

认为中国的文明一定是由中原这个地方向外扩张的。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具体说的话，我认为在远古中国，漩涡形成之前，是从中原往外传

播的。但关键是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中国，所谓中国就是中原那点地方，其他地方就是天下。

在先秦时代，应该说是一个中国管理下的天下。在我看来是秦朝奠定了中国，从春秋战国起已形

成一个无法脱身的漩涡，这个漩涡的原因要往上追溯。一旦漩涡形成，中国就变成一个各方力量

由外向中间走的这么一个路径，这样形成了向心力，所以中国才会越变越大。但是为什么几千年

下来，中国不去侵略却越变越大，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 

我认为，这个漩涡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中原地带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质条件，还拥有最丰

富的精神世界。各个部族到中原来逐鹿，抢的不仅仅是土地，更主要的是抢夺物质生产的能力以

及知识生产的能力。拥有了知识生产力就可以把自己合法化，并且能够支配整个中国，所以漩涡

的吸引力就来自于此。 

精神世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就要解释中国的神性问题。在中原发展伊始已经奠定

了天下的基础。天下是以天对应，天是神圣的，模仿天的天下也因此具有神性。所以中国的神性

是这么来的，我书中讨论了很多具体细节，比如中国的房子为什么盖成这样？下面有一个底座，

底座就是大地，上面这个盖就是天，我们的房子本身就是天地。诸如此类所有的细节都表明了，

中国文化的运动方式就是要把中国塑造成一个配天的存在，所以它是神圣的，尽管它不是一个宗

教。 

我经历了一个骑驴找驴的过程。我们过去总把中国当成一个不加思索的东西，而去寻找其他

的事情。所以过去一直没想通，中国的信仰是什么？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信仰，可中国的确没有

一神论的宗教，这一点使我迷惑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发现，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这个巨大

的时空存在就是中国的信仰，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就是中国的宗教，中国存在的时空就是中国

的神庙，我们就住在神庙里面。中国历史性的演变，我可以概括为先秦阶段，中国地面叫做中国

的天下，也就是说中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我把它说成一个内涵天下结构

的中国，中国是一个以天下为结构的国家，或者说以世界为模型的国家，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性质。

到了清末，从民国以来的现代中国就非常萎缩了，已经萎缩为天下里面的中国，也就是世界里面

的一个普通国家。 

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中国未来的命运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也许下一步当中国

重新进入青春期、生长期，是否能够由天下里面的中国，重新生长为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

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接下来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天下，由中国来建立一个

世界的秩序？我想引用一下吕不韦曾经说过的话：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世界就是世界所有

人的世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