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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进程》

内容概要

　　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何以成为一种思潮？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无疑首先发生在
西欧，而后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和北美，从20世纪开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也都先
后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而对现代化研究或者说对现代化思潮的研究，则是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那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研究，发展研究，就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
究的一个重大新课题，并方兴未艾，正形成新的分支学科或边缘学科。以下我们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
西方现代化思潮的缘起、内涵、发展等问题做一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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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一、现代化的内涵和现代化思潮兴起的背景1.关于现代化的含义2.现代化理
论形成的背景3.现代化思潮的理论渊源二、当代西方现代化思潮的主要理论1.经典现代化理论2.后现代
化社会理论3.后发展现代化理论三、两点评论1.“现代化”还是“西方化2.”现代化“与”殖民化上篇 
中国现代化进程专题研究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及其特点一、中国在近代世界的落伍与世界资本主
义的扩张1.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2.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走向衰落3.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二、
外国入侵下中国被迫纳入世界现代化轨道1.鸦片战争与中国国门被打开2.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社会阶级关
系的新变化三、中国现代化开始时的特点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机遇的形成及其丧失一、1840-1895
年：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机遇的形成1.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为中国现代化启动提供了重要契机2.外部刺激或
外力推动是后发展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共同特点3.一些具有潜在“现代性”的因素为适应现代化潮流提
供了条件二、第一次现代化发展机遇丧失的原因1.上层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政权的领导2.下层缺乏
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民间推动力量3.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难以承担历史赋予的双重使命第三章 近代中
国人对现代化出路的最初探索一、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艰辛历程1.地主阶级的自救：从“开眼
看世界”到洋务运动2.农民阶级的抗争：太平天国运动I3.资产阶级的奋斗：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I二
、中国古代理想社会观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观2.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
想3.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学说4.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三、社会主义方向：历史的选择第四章 中国
现代化第二次机遇的形成及其再次延误一、为什么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具备了现代化发展的机
遇1.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建立是后发展的中国现代化机遇展现的基础2.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
西方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移3.两大阵营的对立与世界局势的相对稳定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机遇问题的认识1.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前提的认识2.对中国现代化价值取向的认
识3.对工业化问题的认识4.对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认识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机遇被延误的
原因1.权威政府走向非理性，后发优势转为后发劣势2.意识形态的强化导致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内在联系
的阻隔3.政治化代替科学化，现代化偏离轨道⋯⋯下篇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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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更体现在文化专制主义上，严禁结党，大搞文字狱，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
惩处一些犯有违忌言行的人，其程度极为凶狠严厉。这必然使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一片沉寂。为进一
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实现文化专制主义，历代清朝皇帝都以超出前代的热情大力尊崇中国传统文化
，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大规模地收集、编撰和注释古代典籍。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无奈纷纷钻到故
纸堆里，逃避现实问题，从事传统文化的整理。因而，这一时期是一个最缺乏思想创造性的时代，是
文化观念最保守的年代。　　第三，自我中心主义的“华夷”观念和闭关锁国政策，更使中国游离出
世界之外，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进而失去了保持大国地位的宝贵机遇。　　古代中华文明的主要承
载体--华夏民族是农耕民族，华夏文明以农业文明为其特色。它一方面重视农业，视其为社会财富之
源和“本业”，另一方面轻视商业，将其看作“末业”，主张“强本抑末”、“重农抑商”。这种轻
商观念严重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视野。古代中国各族人民的足迹，虽然曾经西至波斯湾、东至日
本、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和斯里兰卡，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强固的政治体制、小农经济的社会结
构和封建保守的思想观念，中国仍然是一个以闭关自守为主的国度，农村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天地，所
谓“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正是这种小天地的写照。　　与封建小农经济和轻商观念相联系
的是，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极为突出，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是一种认为中
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心态。特别是由于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亚洲国家和民族最先进的地位，文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无以匹敌，古
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　　，烈，由此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
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　　“华夷”观念中以中国为尊、天下一统的思想，在
封建前期汉、唐等国势强盛的时代，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开放。那时对外交往的扩大能充分满足
统治者“天朝上国”的心理优越感，因而有了张骞通西域、唐盛世敞胸欢迎世界各地来客、明初郑和
远洋船队七次下西洋等。但是，“华夷”观念本质上并非外向和进取的，其中在强调华夏为尊、天下
一统的同时，还要求“严华夷之防”，这在封建后期尤为突出。特别是清朝时期，由于外部形势的变
化，对“华夷之防”更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正式开始闭关锁国，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中的
自我中心和保守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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