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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 康
”

史 考

王 玉 波

小康社会最初是由古代儒家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模式
,

它以礼治为基本特征
;

近代维新派康有为也曾提出过
“ 升平世 ” 的理想社会模式

,

以西方资产阶级的 自由
、

民主
、

平等为价位取向
, 现代

,

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
,

将 “ 小康 ” 作为近期 目标
, “ 小康

”
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阶梯

。

作者 : 王玉波
,

男
, 1 92 8年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

小康社会思想是怎样起源和流传至今的
,

它的最初内容是什么
,

从古代到近代
、

现代
,

“
小康

” 的内涵有哪些演变? 探讨这个间题
,

对深化小康社会的 认知大有裨益
。

一
、 “

小康 ” 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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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

”
最早见之于西汉成书的 《礼记

·

礼运》 ,

原文是
: “

今大道既隐
,

天下为家
。

各亲其亲
,

各子其子
,

货力为己
。

大人世及以为礼
,

城郭沟池以为固
。

礼义以为纪
,

以正君

臣
,

以笃父子
,

以睦兄弟
,

以和夫妇
,

以设制度
,

以立田里
,

以贤勇知
,

以功为己
。

故谋用

是作
,

而兵由是起
。

禹
、

汤
、

文
、

武
、

成王
、

周公由此而选也
。

此六君子者
,

未有不谨于礼

者也
。

以著其义
,

以考其信
,

著有过
,

刑仁讲让
,

示民有常
。

有不如此者
,

任势者去
,

众以

为殃
。

是为
`
小康

, 。 ”

上述这段话
, 《礼记

·

礼运》 假托是孔子说的
,

其实是孔门后学论述的
。

康有为认为《礼

运》 是孔子弟子子游写的
。

① 从整篇内容看来
,

是西汉初儒家学者根据荀子学派的思路整理

出来的
。

它所表述的
,

确系儒家的理想社会模式
。

《礼运》 中的
“
小康

” ,

东汉学者郑玄注释为
“
小安

” ,

用今天的话说
,

即相对安定的

意思
。

但相对安定只是小康社会外部征态的描述
,

说明不了使社会相对安定
、

正常运行 的机

制
。

它的内在的实质性特征
,

用儒学语言来说
,

是
“
礼治

” ,

即小康社会是以
“
礼

” 为整合

机制的社会
。

根据上述 《礼运》 中那段话
:
这个社会以礼义为社会规范的基本原则

,

用礼来

摆正君臣关系
,

密切父子关系
,

和睦兄弟关系
,

和好夫妇关系 ; 用礼来建立各种制度
,

推崇

智勇之士
。

这样
,

礼在小康社会中
,

既是价值判断准则
,

用以衡量人们的行为是否得当 , 又

是基本教化手段
,

通过礼的教育
,

使人们不相欺诈和争夺
,

达到礼让的 目的
。

也就是说
,

礼

是小康社会整合的基本手段
,

是调节人际关系和解决各种矛盾的主要工具
。

《礼运》 认为
:

夏禹
、

商汤
、

周文王
、

周武王
、

周成王
、

周公旦这六位圣贤
,

是善于用礼治理社会的楷模
,

① 见康有为
: 《万木草堂口说

·

礼运》
。



益

他们治理的社会
,

就是典型的小康社会
、

理想的社会模式
。

山

儒家把各种社会关系归结为伦理道德关系
。

各种伦理道德关系中
,

家族伦理道德关系是

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关系
。

还把一切社会问题
,

不论是政治的
、

经济的
、

文化的
、

社会的
,

都

归结为伦理道德问题
。

认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伦理道德间题
,

在于提高人们

的道德意识
、

道德修养
,

只有把 以孝为基本准则 的道德规范的
“
礼

”
内化为人们 自觉的行为

准则
,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

达到家齐
、

国治
、

天下太平
。

因此
,

儒家十分强调人 的

自我道德修养
,

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人的道德水平
、

道德修养的高下
。

从而
,

道德修养就成了

实现理想人格
、

人际和谐和社会安定的根本
。

这就是所谓以修身为本
。

修身要求
“
克己复礼

” ,

像曾子那样
“
吾日三省吾身

” 。

儒家认为人际不和
、

社会矛盾的发生
,

主要由于人有七情六

欲
, “
欲多而物寡

,

寡则必争
” ,

( 《荀子
·

富国》 ) 而要治理人 的七情六欲
,

必须依靠
“

礼
” 。

《礼运》 把人的情欲心理
,

譬喻为可以开垦的田地
, “ 人情以为田

” ,

把
“
礼

”
譬喻为耕田

的工具
, “

礼义以为器
” 。

认为
“
圣人所以治人七情… … 舍礼何以哉 ? ”

这样
, “

礼
”
成为

儒家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
。

它既是人们外在的行为规范的礼制
、

礼仪
,

又是自我评价
、

自我控制
、

自我调节工具的
“
理

” 。

《礼记
·

乐记 》 中就说
: “

礼也者
,

理也
。 ” 后来朱熹

把它演绎为
“ 天理

” ,

把
“ 三纲五常

”
说成

“ 天理 ” 。

春秋战国时期
,

百家争鸣
,

各个学派为了使自己学说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

更重要

的是为了使自己学说 由于有明确的
、

诱人的价值目标而为统治者接纳
,

纷纷设计自己的理想

社会模式
。

在旧的社会秩序崩溃
,

社会激烈动荡
,

兼并战争频繁
,

人民生活困苦渴望安定的情况下
,

道家老子提出一个小国寡民
,

没有战争
,

安居乐俗
,

甘食美服的理想社会模式 ; 后来庄子又

设计了一个精神上完全自由解放的
“
无君于上

,

无 臣于下
”

( 《庄子
·

至乐》 ) 的
“ 至德之

世 ” 、 “
无何有之乡

” ( 《庄子
·

逍遥游》 ) 的理想世界 , 墨子则宣扬建立
“
兼爱

” 、 “
尚

同 ”
的博爱

、

平等和不打仗的理想社会 , 法家韩非
,

鼓吹
“
法如朝露

”
的君主专制的

“ 至安

之世 ”
( 《韩非子

·

大体》 ) 的理想社会模式 , 儒家创始人孔子
,

则主张
“
宪章文武

”
(《礼

记
·

中庸》 ) 建立像西周那样
“
郁郁乎文哉

”
( 《论语

·

八悄》 ) 的礼制完备的社会
。

他期

望 “
齐一变至于鲁

,

鲁一变至于道
”

( 《论语
·

雍也》 )
,

实现
“
天 下有道

”
( 《论语

·

季

氏》 ) 的
“
仁

”
的世界

。

西汉初期的儒家
,

发展
、

完善了孔子的理想社会模式
,

明确和进一步阐述了
“
小康

” 、

“
大同

”
的社会理想

。

这也是与当时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

因为秦统一六国后
,

把法家的
“
力

多则人朝
”

( 《韩非子
·

显学》 ) 的暴力论和权力拜物教推向极端
,

厉行暴力专制
。

结果
,

人民遭受浩劫
,

几

秦王朝不过二世就被推翻
。

儒家学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
,

总结了秦王朝覆灭

的历史经验
,

认为只有依靠
“
礼治

”
才能社会安定

,

于是出现了上述 《礼运》 中阐述的
“
小

康
”
理想社会模式

。

当前我国一些学者参照康有为的论点
,

说
“
小康

”
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

, “

大同
”

才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
,

连 《辞海》 中也作如是说
。

其实
,

古代的儒家
,

从孔子开始
,

就一贯和大力宣扬
“
小康

”
而不是

“
大同

”
理想社会模式

。

康有为也承认
“
夫子言札

,

专言

小康
,

不论大同
” 。 ② 这是因为

,

儒家价值观必然使他们强调礼治
、

礼教
,

鼓吹文武之道和

① 《礼运》 中的
“

小康
, ,

既有小康社会模式
,

也有小康历史时期的意思
。

。 康有为: 《万木草堂口说
·

礼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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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礼
,

从而把
“
小康

”
作为反复宣扬的理想社会

。

也还因为
,

儒家重视现世
,

主张
“

经世致

用
” 。

虽然儒家是道德至上的理想主义者
,

但与古代其它学派相比
,

还算是务实的
。

《论语
·

述

而》 中说
: “

子不语怪
、

力
、

乱
、

神
。 ”
甚至孔子还

“

罕言利与命与仁
” 。

(《论语
.

子罕》 )康有为解释

孔子为什么言礼多于言仁时说
: “ 天下为家

,

言礼多而言仁少
” 。

①也就是说
,

孔子为首的儒

家
,

既认为
“
天下为公

”
的大同世界是理想社会

,

又认为随历史变迁
,

现实已是
“
天下为家

” 、

“
货力为己

” 的时代了
,

所以
,

最实际的是实现以 t’4 L治
”
为特征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

。

小康理想社会模式所 以流传至今
,

也是和儒家的小康社会理想
,

比道家
、

墨家
、

法家的

社会理想较为实际
,

易于被人们接受是分不开的
。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中
,

不但庄子 的精

神绝对自由的
“
无何之乡

”
无何有的

,

就连老子的小国寡民
、

相互隔绝而又甘食美 服 的理

想社会
,

也只能是个幻想
。

墨子在战火纷飞的时代
,

提出
“
兼爱

” 、 “
尚同

” 、 “
非攻

”
的

社会理想
,

也根本无由实现
。

法家韩非的理想社会模式
,

由于祟尚暴力
,

实践起来必然引火

烧身
,

秦的灭亡就是明证
。

只有建立在比较客观地承认
“
大道既隐

” 、 “ 天下为家
” 、 “

货

力为己
” 和 “

谋用是作
” 、 “

兵由是起
” 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

,

主张主要依靠礼治而不是暴

力 (但还需要军队 ) 实现社会安定的小康社会理想
,

才 比较切合以家为单位的自然经济下的

封建社会运行机制的需要
,

也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

所以
,

它不但易于被期望长治久安的封建

统治阶级所接受
,

对长期生活在宗法文化环境下
,

生活贫困的民众
,

也有一定的诱惑力
。

因

此
,

孺家的理想社会模式
,

自西汉起
,

就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官学
,

长期居于正统地位
。

二
、 “ 小康 ” 内涵的演变

小康社会思想问世后
,

二千多年来经历了诸多演变
,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春秋战国至清代
,

是小康内涵在儒学框架内的充实
、

发展时期
。

自孔子提出小康社会思想雏形后
,

后世 的儒家不断予 以补充
、

发展
。

首先
,

孟子设计小

康社会 的政治模式是
“ 民为贵

,

社樱次之
,

君为轻
”

( 《孟子
·

尽心下 》 ) 的实行
“

仁政
” 、

“ 王道
”
的社会

。 “ 民为贵
” 虽不是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

,

但至少表明是重视人民作用的
,

含有人民是社会主体的意味
。

其次
,

孟子还设想小康社会中
,

使人民有
“
恒产

” 。

也就是说
,

孟子设想小康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
,

他认为小康社会之所以安定
,

就是 由于人民有
“
恒

产
” 。 “ 民之为道也

,

有恒产者有恒心
,

无恒产者无恒心
。

苟无恒心
,

放僻邪侈
,

无不为 已
。 ”

( 《孟子
。

滕文公上》 ) 即在小农经济社会中
,

农民没有固定的田产
,

就难以安居乐业
,

会

被迫颠沛流离
,

这必然使社会发生动乱
。

孟子还进一步具体地设计小康社会中农民的
“

恒产
”

是 “ 五亩之宅
” 和 “

百亩之田
” ,

实行井田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 “

死徙无出乡
,

乡田同井
,

出入相友
,

守望相助
,

疾相扶持
”
的

“
百姓亲睦

” ( 《孟子
·

滕文公上 》 ) 的社会
。

他还生

动地描绘小康社会人民日常生活蓝图为—“ 五亩之宅
,

树之以桑
,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

鸡豚狗盘之畜
,

无失其时
,

七十者可以食

肉矣
。

百亩之田
,

勿夺其时
,

数 口之家
,

可以无饥矣
。

谨库序之教
,

申之以孝佛之义
,

颁白

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

七十者衣 帛
、

食肉
,

黎民不饥不寒
。 ”

( 《孟子
·

梁惠王上》 )

这些也是对小康理想社会模式的发展
。

因为
,

尽管孟子也像一些儒家那样
,
把伦理道德

① 康有为: 《万木草堂口说
·

礼运》
。



_ 的仁义置于功利之上
,

反对功利主义
,

强调进行孝梯的道德规范的教育
。

但孟子重视发展生

产
,

因此
,

设计小康社会中
,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田地
、

住宅
、

牲畜
、

树木
,

使人民安居乐

业
,

过着温饱甚至老者可以穿丝棉袄和有肉吃的生活
。

这一点非常重要
。

《论语
·

子路》 中

记述孔子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田时
,

孔子说
: “ 上好礼

,

则民莫敢不敬 ;
_

L好义
,

则 民莫敢

不服 , 上好信
,

则民莫敢不用情
。

夫如是
,

则四方之民棍负其子而至矣
,

焉用稼? ”
用礼义

取代农业生产
,

这至少是片面的
。

《礼运》 中的小康社会
,

也主要是强调
“
礼 义以为纪

” 的

“
礼治

” 。

因此
,

不能不认为孟子使儒家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更加完善了
。

孟子对小康社会

经济生活蓝图的描绘
,

也给后人以深刻的印象
,

使
“
小康

” 这个概念
,

越来越多地用在形容

家庭经济状况上
。

从而把
“
小康

”
由相对安定演变为经济生活略为宽裕之意

。

战国后期的荀子
,

以他 自己对儒学的理解
,

设计了一个
“

隆礼至法 (尊崇礼和法制完备 )
”

( 《荀子
·

君道》 ) 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
。

这个社会是
: “

隆礼贵义
” ( 《荀子

·

论兵 》 )等

级制 的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社会
。 “ 士以上以礼乐节之

,

众庶百姓以法数制之
”

( 《荀子
·

富

国》 )
,

这个社会的各种角色
,

都能在礼
、

法 的规范内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
。 “

人君
” , “

以

礼分施
,

均遍而不偏
” ; “

人臣
” , “ 以礼待君

,

忠顺而不懈
” ; “ 人父

” , “
宽 惠 而 有

一 礼
” , “

人子
” , “

敬爱而致公
” ; “

人兄
” , “ 慈爱而见友

” , “
人弟

” , “
敬油而不苟

” ;

“
人夫

” , “
致和而不流

,

致临而有辨
” , “ 人妻

” , “
夫有礼则柔以侍听

,

夫无礼则恐惧

而 自辣
” 。

( 《荀子
·

君道》 )
“
农夫以力尽田

,

贾以察致财
,

百工以巧械器
,

士大夫以上至

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
。 ” ( 《荀子

·

荣辱》 ) 这个社会是
“
夏不宛喝 (中暑 )

,

冬

不冻寒
,

急不伤力
,

缓不后时
,

事成功立
,

上下俱富
” , “

百姓皆爱其上
,

人归之如流水
”

( 《荀子
·

富国》 ) 的富裕
、

和谐的社会
。

荀子既强调礼
,

又重视法
,

使儒家的小康理想社

会的运行机制更加完善了
。

自西汉儒家被尊为官学之后
,

儒家的小康社会理想 中的一些积极因素
,

如孟子的
“ 民贵君

轻
” , 《礼运 》 中的

“
有不如此者

,

在势者去
,

众以为殃
”

(不实行礼治的统治者
,

也要被看作是

有罪过
,

被民众废姗 ) 的观点被抛弃了
。

儒家的一些消极思想则被断章取义推向极端
。

更重要

的是
,

濡学官学化之后
,

儒学的学术价值判断被政治价值判断所取代
,

儒学的学术功能被政治

功能所压倒
,

从而沦为政治工具和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
。

儒学官学化
,

也使儒学成为不容

~
L

置疑的终极真理
,

儒学被教义化
、

神化了
,

这就必然导致儒学的僵化
,

这使儒学自东汉后期逐渐

衰落
。

儒学的小康社会理想
,

自《礼记》被钦定为
“
五经

”
之一后

,

再也没有什么重要发展了
。

到了大一统的唐代
,

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主流地位的玄学没落
,

适应封建文化专制的需要
,

儒学又开始复兴
, “ 三礼

” ( 《周礼》
、

《仪礼》
、

《礼记 》 ) 之学 日益受到重视
。

以振兴

道统自居的韩愈
,

在他写的 《原道》 中
,

鼓吹建立一个儒学普及
, “

礼
、

乐
、

刑
、

政
”
各种

制度完备
,

人民生活富裕
: “

其服丝麻 , 其居宫室 , 其食粟
、

米
、

果
、

蔬
、

鱼
、

肉
” ; “

为 己顺而

样
” ,

为人
“
爱而公

” ,

人人心平气和
, “
无所处而不当

” , “
生则得其情

,

死则得其常
,

郊

焉而天神假
,

庙焉而人鬼享
”

的理想社会
。

这对儒家小康社会理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
。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
,

把
“
礼者

,

理也
”
的

“
理

” ,

作为理学体系的最高范畴
,

并提到
“
天

理
”
的高度

。

认为
“
礼

”
是内在的

“
理

” 的外化
, “

礼者
,

天理之节文
,

人事之仪则也
。 ” ①

从而
,

理学家强调儒家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是一个
“
明天理

,

灭私欲
”
的人们道德上 自我净

Q 朱熹: 《论语集注》 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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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社会
。

认为这个社会中
,

人们以修身为本
,

从皇帝到百姓
,

都能正心诚意地修身
,

从而

使 自己的行为符合体现
“ 天理

” 的道德规范
、

名教纲常
。

这样
,

宋明理学家把儒家小康社会

的 “
礼治

”
特征更加强化了

。

被儒家鼓吹了二千多年的小康社会
,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
,

始终未能实现
,

也根本不可能

实现
。

这是因为儒家设计的小康理想社会模式
,

是以
“
礼治

” 为特征的人际关系和谐
、

人民

生活富裕的社会
。

但儒家宣扬的
“
礼

” ,

是宗法等级制的礼 ; 是以孝为核心
, “ 三纲

”
(君

为臣纲
,

父为子纲
,

夫为妻纲 ) 为基本准则的礼 , 是压制个性 自由
、

思想解放和维护封建家

长制
、

君主专制的礼
。

它不但是单向
、

片面和扭曲人性的礼
,

而且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言
,

还是 “ 忍而残杀之具
” ①的血淋淋的吃人的礼

。

因此
,

越是推行这种礼
,

就越难以使人际关

系和谐
,

矛盾必然由淤积而爆发
,

社会也就不断发生周期性的震荡
,

广大人民也就难免饥寒
。

从而儒家宣扬的小康社会理想
,

其实际社会功能
,

不过是麻痹人民意志
,

制造人民的幻觉
,

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已
。

第二阶段
,

近代
,

儒家小康社会思想异化时期
。

自明末期以来
,

随商品经济的发展
,

市民阶层的出现
,

人们主体意识逐渐觉醒
,

传统的

儒家制订的礼制越来越受到冲击
。

至清末
,

随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

新式学校的兴起和留学生的派遣
,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
,

他们初步用近代科学知识和

新的价值观
,

进行反封建的启蒙宣传
。

尽管早期的由士大夫演变的新型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

割断与儒家思想联结的脐带
,

他们为了在托古改制名义下的变法维新
,

对儒家小康社会理想
,

也作了实质性的修正
。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
,

就提出了著名的
“ 三世

”
说

。

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

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
“
据乱之世

” ,

这是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
,

其经济特征是
“
大 农 之

世 ” ,

文化特征是
“
文教未明

” ,

政治特征是
“
人主总揽事权

” 多 第二阶段是
“
升平之世

” ,

其经济特征是
“ 大工之世

” ,

文化特征是
“
渐有文教

” ,

政治特征是
“
人主垂拱无为

” , 第

三阶段是
“
太平之世

” ,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

其经济特征是
“
大商之世

” ,

文化

特征是
“

远近大小若一
” , “

文教全备
” ,

社会政治特征是
“ 一切平等

,

贬及天子
,

无王可

言
”
时代

。

②

康有为认为
“
升平世

”
就是

“
小康

”
社会阶段

, “
太平世

”
就是

“
大同

”
世界阶段

。

③

把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与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相 比较
,

就会发现有以下的不同
:

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
,

以 “
礼治

”
即实行以

“ 三纲
”
为基本准则的礼为特征

,

它是

人际关系不平等的社会 ; 近代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
“ 升平世

” ,

则以
“
去其压抑之力

,

令人人自立而平等
” ④为特征

。

所以
“

升平世
”
的 “

升平
” ,

既有社会安定
,

也有社会平等 之

意
。

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
,

在政治形态上是一个
“
大人世及以为礼

” ,

即实行贵族世袭

制的君主专制社会 ; 近代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
,

在政治形态上是
“
人主垂拱无为

” ,

即君

主没有实权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社会
。

① 戴震
: 《孟子字义疏证》

。

②
、

⑧ 见康有为 《春秋董氏学》 卷二
、

《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卷一
。

④ 康有为
: 《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卷一

。



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
,

是建立在历史退化论基础之上的
,

即认为现代不如古代
,

社

会历史是由
“ 天下为公 ” 、

没有盗贼
、

夜不闭户的
“ 大同 ” 社会

,

演变为
“

天下为家
” 的

“

谋

用是作
,

兵由是起
”
不能不实行礼治的社会

,

要真正实现
“
小康

” ,

必须以西周的文
、

武之

治为榜样 , 近代康有为设计的小康
、

大同理想社会模式
,

则基本上建立在历史进化论基础之

上
,

即认为社会历史越往前越进步
, “

每变一世
,

则愈进于仁
。 ” ①先是乱世

,

然后进入平

世
,

小康是由乱世向平世过渡时期
,

人们开始具有自主意识和 自立能力
。

到了大同社会
,

则

是
: “ 远近大小若一

,

仁之至也
” ② 的时代

。

康有为主张通过变法维新
,

把封建君主专制改

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制
,

以实现由
“

据乱世
”

向
“
升平世

” 即小康社会的演进
。

为此
,

康有为提出要学习日本的
“
明治维新

” , ⑧使中国超越西方列强
。

古代儒家设计的小康社会
,

是建立在宗法文化和西汉以来成为封建专制精神支柱的儒家

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 , 近代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
,

基本上是建立在近代资产阶级价值体系

基础之上的
,

以资产阶级的 自由
、

民主
、

博爱
、

平等为价值取向
。

上述对比可见
,

尽管维新派代表康有为以讲解
、

注释儒家的学说
、

经籍为名
,

甚至直接

打着孔子旗号
,

宣传他设计的小康社会思想
,

但康有为的小康社会思想
,

实质是儒家小康社

会思想的异化
。

不过
,

也要看到
.

由于康有为长期受儒学的熏陶
,

西学的根基又并不深厚
,

他设计的小

康
、

大同理想社会模式
,

是在儒学思想资料基础上
,

掺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构建起来

的
。

因此
,

它还带有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仁学乃至名教纲常的印记
。

如康有为在 《孟子微》

一书中
,

强调小康为
“
乱世

” ,

是
“ 民智未开

” 、 “
公理未明

”
时期

, “ 必待君主治之
,

家

长育之
” 、

还需要
“ 君主之权

,

纲统一役
,

男女之别
,

名分之限
。 ”

而且
,

只有经过君主立

宪才能实现升平之世
,

他固执地坚持这一阶段不能逾越
,

这是他的小康社会理想的消极因素
,

这也导致他后来反对辛亥革命
,

沦为保皇派
。

但是
,

应当看到维新派康有为毕竟是在总体上前所未有地突破了儒家小康社会思想框架

的
,

它构成我国小康社会思想演变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即用近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儒家小

康社会思想进行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的历史阶段
。

第三阶段
,

确立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小康社会模式时期
。

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以后
,

在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80 年代
,

邓小平提

出了在 2。。。年实现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在实现温饱以后的第二步发展目标
。

今天 已成为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正在为之奋斗的实践
。

这一小康社会思想
,

使
“
小康

”
内涵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
。

第
t

一
,

它不是建立在
“ 天下为家

”
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

而是建立在生

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 它既不是封建社会
,

也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

宪社会
,

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改革更加深入
、

开放更加扩大的社会主

义社会 ;

第二
,

它既不是以儒家文化的礼治为特征
,

也不是以资产阶级的 自由
、

民主
、

平等为价

值取向
,

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

①② 康有为
: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卷一

。

⑧ 康有为 《旧本书目志
》
序》 。



第三
,

它既不是小农经济社会
,

也不是单纯的
“ 大工 ” 社会

,

而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的

工农业与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化社会
。

它是 以国营经济为主体
,

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

会 ,

第四
,

它不仅是经济较为发达
,

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的社会
,

而且是文化教育也相应发

展
,

社会道德水平有一定提高
,

社会生活方式进一步文明
、

健康
、

科学
,

生活质量不断改

善
,

为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开始奠立了初步基础的社会 ,

第五
,

它不仅是经济
、

文化初步发达的社会
,

而且是经济
、

社会
、

生态环境日趋协调的

社会 ;

第六
,

它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台阶
,

远不是最终的理想社会

模式
;

第七
,

与儒家和维新派的理想社会模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不同
,

我们在总结了多年

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

特别是改革
、

开放十多年来的经验和创造了各种条件的基础上
,

制订

和不断完善了实现小康社会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

并采取 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

因此
,

这个小康社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

责任编辑
: 王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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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日本卖淫间题与对策》 征购启事 i
舀
:

张萍著 《 日本卖淫问题与对策》 已由群众出版社于 1 9 9 2年 1月出版
。

日本 曾有 怪
“ 卖淫王国” 的秽称

,

本书根据大量的资料剖析了日本卖淫业产生 的原因
、

各历史 :
阶段的状况及此业在 日本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

。

书中详述了日本各历史阶段妓女的 量
构成

、

成长环境
、

生活条件
、

卖淫动机及卖淫收入等
,

其中尤以 2 。世纪 8。年代为重 道
点 ; 同时也介绍了日本历届政府对此业所持的态度与管理措施

,

详述了各有关法律
、

誉
规定的制度背景

、

具体内容及执行情况
,

以及 日本民众对卖淫的看法及有识之士为 :
取缔卖淫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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