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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一条区别于西方的道路, 中国对于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先后主
张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本文通过简述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程, 浅谈自己对于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之路
的认识。
[关键词 ]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部刺激下发生的,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
背景下, 中国面临着双重任务, 既要摆脱西方的压迫取得民族独
立, 又要寻求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本文将沿着历史发展的顺
序, 综述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历程。

一、现代化的界定
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源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西方国

家, 发展于20 世纪60 年代。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界定是众说纷纭,
其中,“在人类历史中, 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
转变发生在一百万年以前, 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出现了
人类; 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 而第
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 全世界不同
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
到工业文明。”[1 ]“我们将人类历史上这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
化。”“现代化最早是从西欧开始突破, 随后向欧洲腹地及北美扩
展, 最后又通过殖民化扩散到南美、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
由于具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现代化又被称为工业化、欧化或西
化。在一般的意义上, 这些概念是等值的。但现代化较之西化、欧
化或工业化这些概念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首先, 现代化
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 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
国家或民族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
和模式选择, 这就使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某种开放和多元的性
格。其次, 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
步, 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 包
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的全方位转型。”[2 ]现代化本身
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 还包括政
治、社会、文化以及人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蕴含着对所选择道
路的认识。另外, 现代化不同于现代性,“现代化在这里是一个活
生生的动态性观念, 它与现代性有所不同。现代性所指的是这个
概念所象征的工业文明结构中的各种静态性要素, 而现代化则
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或时间的过程, 是一个当代世界仍然在
持续着的历史变迁。”[3 ]现代化的目标可以说是现代性。

二、综述中国探求现代化的历程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分析, 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

不仅在现代化启动时间上比西方晚, 而且现代化启动的条件和
特点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中国的现代化是后
发的, 缺少动力和内因的。

(一) 对于现代化内容上的认识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就主张放眼看世界, 他们

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
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 这些认识, 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启
蒙。太平天国革命后期, 洪仁王干提出的《资治新篇》集中反映了
他以发展资本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主张, 这些主张虽然未能
付诸实施, 但可视为中国较早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现代化方案。
中国比较有规模的现代化实践是洋务运动, 洋务派主张发展军
事工业以求自强, 发展民用工业以求自富。从变法维新、清末新
政到辛亥革命, 中国社会现代化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开始充当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
的科学技术,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同时还竭力传播西方的思想文
化, 主张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建立民主制度。新文化运动主张
的是文化层面的现代化, 五四运动以前主张学习西方的文化, 五
四运动以后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段时期的寻求现代化的模
式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洋务派的器物现代化的学习, 维新变
法、辛亥革命追求制度现代化, 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现代化。这段
时期对于现代化只是从某一个层面来认识, 割裂现代化的内容,
缺乏全方位的视角, 但这段时期对于学习西方是一个逐步深入
的过程,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也是在加深。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现代化形成了新的认
识。受十月革命的影响, 中国开始转向学习苏联, 确立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方向。经济上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即用共产
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政治上表现出对西方的代议制的不满, 寻求
苏联的政治模式。另外, 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 并且系
统完备的进行了实践, 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二) 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认识
中国的知识分子关于现代化模式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

如“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全球化理论”、
“充分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
“中西互补论”等等。虽然这些理论的名称各异, 但归纳而言, 所
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 是西方式的模式
还是中国式的模式。“全盘西化论”、“全球化理论”、“充分西化
论”等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模式。“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论”、
“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中西互补论”等可以归入到中国
式模式的范围。西化式模式的提倡者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 认
为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的模式。中国化模式的倡导者主
张反对中国实行西方式的现代化, 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将中国文
明与西方文明结合起来, 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同时吸收西方文明
中的优秀成分。也就是说, 按中国的国情或者传统, 从中国的实
际情况出发来实现现代化, 使现代化具有中国的特征, 具有中国
的痕迹。

至今, 对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认识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中国
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所导致的, 甚至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走向了失败。

其实, 无论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是西方式的现代化,“他们
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全然积极的过程, 而没有看到现代化内在
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恰恰也是造成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一再中
断的重要原因之一。”[4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现代化, 现代化既有
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追求现代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既要看到现代化的外部条件或外部因素的影响, 也要从现代化
的内部因素来进行分析。现代化本身会带来一些消极的现象,
“一类是前现代化时期业已存在但现代化使之加剧的消极现象,
如贫富两级分化、越演越烈的官员腐败和骤增的犯罪率等等。另
一类是现代化可能导致的某些新的社会消极现象, 如工业污染、
大规模的失业、利己主义和金权政治等等。”[5 ]“现代化的代价之
高, 往往使中国人民难以承受, 最终导致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的一
再中断。把现代化所内在地具有的这些消极现象统统归结为特
定制度或者文化因素使然, 是不对的。因为事实是, 无论在哪种
文明体系中或在哪种社会政治制度中, 除非不搞现代化, 否则上
述消极现象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6 ]由于现代化本身的局
限性, 出现一些消极现象是在所难免的, 不能因噎废食。

对于现代化内容的认识不仅要从经济方面, 还要从政治方
面、文化方面来进行解释, 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认识不仅要考虑起
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还要考虑非决定性因素的
影响即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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