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06月29日（星期三）                                                                                                                                                                                                                             20

自 秦 代 以 来 ， 中
国 实 现 了 对 超 大 规 模
国 家 的 有 效 治 理 ， 且
被 打 破 后 仍 能 重 建 ，
成 为 世 界 政 治 史 上 的
奇 迹 。 如 此 独 特 的 国
家 韧 性 从 何 而 来 ？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近 日
独 家 专 访 吉 林 大 学 教
授 周 光 辉 就 此 进 行 解
读。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为
何 世 界 历 史 上 的 大 帝
国多都瓦解了？

周 光 辉 ： 世 界 史
上 ， 统 治 广 土 众 民 的
大 帝 国 并 不 罕 见 。 在
中 国 古 代 大 一 统 王 朝
迭 起 兴 衰 的 同 期 ， 西
方 世 界 存 在 过 罗 马 帝
国 、 查 理 曼 帝 国 等 一
统 帝 国 ， 中 东 地 区 也
出 现 过 阿 拉 伯 帝 国 、
奥 斯 曼 帝 国 等 ， 都 是
不 逊 于 古 代 中 国 的 超
大规模国家。

但 在 农 业 时 代 的
交 通 、 通 讯 和 组 织 技
术 条 件 下 ， 超 大 规 模
的 物 理 空 间 带 来 了 沟
通 和 控 制 上 的 难 题 。
如 果 仅 依 赖 中 央 政 府
发 号 施 令 ， 国 家 决 策
和 行 政 成 本 则 十 分 高

昂 。 此 外 ， 过 长 的 行
政 控 制 链 条 会 引 发 严
重 的 委 托 — 代 理 难
题 。 因 此 ， 尽 管 许 多
古 代 国 家 在 建 立 之 初
都 试 图 形 成 一 套 中 央
集 权 的 制 度 架 构 ， 但
在 历 史 发 展 中 ， 为 了
维 系 有 效 统 治 都 不 得
不 将 军 事 、 人 事 和 财
政 权 力 下 放 到 地 方 ，
从 而 在 事 实 上 形 成 了
一 种 间 接 统 治 的 政 治
与 行 政 体 系 。 例 如 波
斯 帝 国 的 各 大 区 总 督
在 军 事 、 行 政 管 理 及
对 外 交 往 上 具 有 自 主
权 。 但 这 种 权 力 下 放
也 客 观 造 成 了 古 代 帝
国 在 中 央 集 权 和 官 僚
体 系 建 设 的 虚 弱 ， 为
帝 国 瓦 解 埋 下 了 伏
笔。

中 新 社 记 者 ： 大

一 统 体 制 演 进 过 程 ，
如 何 造 就 中 国 独 特 的
国家韧性？

周 光 辉 ： 在 大
一 统 体 制 与 大 规 模 治
理 的 张 力 结 构 下 ， 所
谓 国 家 韧 性 就 是 中 国
古 代 国 家 长 期 维 系 其
大 一 统 国 家 形 态 的 特
性 。 农 业 文 明 时 代 ，
大 一 统 体 制 的 自 然 趋
势 是 走 向 分 崩 离 析 。
与 大 部 分 前 现 代 大 型
国 家 相 比 ， 中 国 古 代
大 一 统 王 朝 独 树 一
帜 ， 以 具 有 强 烈 中 央
集 权 和 科 层 制 色 彩 的
国 家 形 态 在 历 史 上 长
期存在。

首 先 ， 秦 代 推
动 形 成 了 文 字 的 统
一 。 “ 书 同 文 ” 为 大
一 统 国 家 凝 成 具 有 历
史 连 续 性 的 文 化 共 同
体 提 供 了 初 始 条 件 ，
也 为 古 代 中 国 形 成 跨
地 域 的 文 化 知 识 精 英
阶 层 提 供 了 可 能 。 相
比 之 下 ， 即 便 辉 煌 长
久 如 罗 马 帝 国 ， 一 旦
拉 丁 文 的 书 面 语 与 口
语 脱 节 且 口 语 出 现 地
方 化 的 演 变 ， 就 再 未
能 在 分 崩 离 析 后 重
建。

其 次 ， 中 国 古
代 形 成 并 长 期 维 护
以 “ 大 一 统 ” 为 核
心 的 文 化 叙 事 。 以 儒
家 为 基 底 的 “ 主 体 叙
事 ” ， 将 “ 定 于 一 ”
作 为 “ 天 下 恶 乎 定 ”
的 答 案 ， 主 张 “ 隆 一
而 治 ， 二 而 乱 ” ， 并
通 过 教 化 等 实 现 再 生
产 。 这 种 叙 事 通 过 对
人 的 影 响 而 深 刻 作 用
于 国 家 命 运 。 即 便 王
朝 有 所 更 迭 ， 新 王 朝
也 倾 向 于 建 成 一 个 典
型 的 中 华 大 一 统 国
家 ， 哪 怕 少 数 民 族 建
立的政权也不例外。

最 后 ， 士 大 夫 集
乡 绅 、 官 吏 和 知 识 精
英 三 重 角 色 于 一 身 。
自 汉 武 帝 推 行 “ 罢 黜
百 家 ， 表 彰 六 经 ” 国
策 并 创 设 太 学 后 ， 知
识 和 权 力 形 成 了 制
度 化 的 联 结 渠 道 。 特
别 是 隋 朝 实 行 科 举 制
后 ， 以 知 识 见 长 的 士
人 源 源 不 断 进 入 官 僚
体 系 ， 为 完 善 科 层 制
官 僚 体 系 提 供 了 人 力
资 源 。 西 方 直 到 1 5 世
纪 大 学 体 系 发 展 后 ，
其 科 层 体 系 建 设 才 有
了 人 力 支 持 ， 因 此 相

对 “ 晚 熟 ” 。 此 外 ，
士 大 夫 阶 层 深 受 以 大
一 统 为 核 心 的 “ 主 体
叙 事 ” 浸 染 ， 是 大 一
统 国 家 形 态 的 坚 定 支
持 者 ， 而 在 动 乱 分 裂
年 代 则 为 重 建 大 一 统
做 舆 论 和 组 织 上 的 准
备。

中 新 社 记 者 ： 从
文 明 发 展 角 度 来 看 ，
基 督 教 文 明 、 伊 斯 兰
文 明 与 中 华 文 明 在 推
动 国 家 韧 性 形 成 方 面
起 到 的 作 用 有 何 异
同？

周 光 辉 ： 基 督 教
文 明 和 伊 斯 兰 文 明 具
有 鲜 明 的 制 度 性 宗 教
色 彩 ， 而 中 华 文 明 虽
包 含 佛 教 、 道 教 等 宗
教 流 派 ， 但 仍 是 以 儒
家 学 说 为 主 体 的 世 俗
性文明。

儒 家 学 说 形 成 了
对 古 代 大 一 统 国 家 合
法 性 的 系 统 性 证 成 ，
对 中 国 古 代 国 家 形 态
的 影 响 最 为 深 远 。 相
比 之 下 ， 西 欧 、 中 东
等 封 建 王 国 所 依 赖 的
合 法 化 系 统 来 自 基 督
教 、 伊 斯 兰 教 等 超 验
的一神教。

东西问 | 周光辉：
大一统中国何以越千年？（上）

2019年，“湖南龙山里耶秦简文化展”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举行。中新社发 潘旭临 摄

2021年1月，参观者在辽宁省博物馆参观 “山高
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新社发 黄
金昆 摄

“2021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年度盛典”在山
东济南举行。来自47个国家的中华文化爱好者同诵
儒家经典。中新社记者 吕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