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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内容概要

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中國的」過程？本書認為，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內部
就面臨著諸多根本性問題上的深刻危機。而如今這個「現代國家」，是兩個世紀以來對於這些內部挑
戰不斷回應的結果。作者探討的正是在其形成過程中，中國本土提供的知識資源，即「現代性」的中
國經驗。
在本書中，作者分別從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三個角度入手，探索「現代國家」在中國形成
和發展的「根本性議程」：在政治參與的拓展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問題上，作者重新審視魏源基於
經書典章的傳統所提出的思考；在探討公共利益是否能同政治競爭相協調的問題上，回顧晚清改革家
馮桂芬的非正統建議在當時官僚中所引起的反應；面對調和國家財政需求同地方社會需要的問題，對
比了清政府與共產黨政府通過政治控制所做的不同努力和試驗。
作者認為，中國「現代性」的構建，包括這個現代國家的實現若成為可能，所根據的將不是西方的路
徑，而是中國自己的條件與經驗。而中國的「現代國家」經驗，不僅與中國有關，也具有普世意義。

「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國歷史專家所寫的關於東方古老國家的偉大著作。」
——魏斐德，《紐約書評》雜誌

「本書對於專制統治的原動力做了細緻、強有力卻依然十分準確而又得體的探討。」
——「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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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精彩短评

1、第一、二篇有意思。
2、读过一遍，准备再读一遍
3、非常有意思的小書，初看之下，作者似乎用了很多很「隔」的生造的概念在討論問題，但實際上
作者的關懷絕非來自先於或外於史料的理論。用一本小書討論絕大問題，自然只能是抓住幾個點來展
開，本書的幾個點很值得玩味。如果譯者能把許多概念和作者比較獨特的用詞的英文原文標出，效果
會更好。
4、感觉更喜欢这种论文式的小集子，小处着眼，范畴相对明晰，能让人想的更多些吧。而且看完有
了下一本目标，叫魂、联邦党人文集。
5、读完需要消化一下，生发一个疑问：现代性的正当性何在？这个元问题没有被解答。
6、如果可以更多展开就更好了。
7、只看了三、四章 没看懂 要功力 将来再看吧
8、二陈的导论虽然很长，但是写得确实不错。知名的学者能够静下心来认真翻译这件事情，如同名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一样，已经越发稀少了。佩服！
9、这本书从魏源写到冯桂芬写到梁启超、章炳麟、毛泽东...从清亡到被列强瓜分到军阀割据、外国侵
略、内战到新中国走向近代，就是为了提醒我们ZG依然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ZG现代国家的规划依
然未脱离根深蒂固的传统，这还真让人沮丧啊。
10、竟然提前四个多月就达成了目标⋯（你够
11、一个垂暮帝国和生活其上的精英与人民的涅槃与奋斗。个人最喜欢的一本孔爷的书。
12、要做好多笔记。
13、很有启发性意义
14、虽然有时候西方概念套用得不太合适，但总体而言提出了挺有意思的解释，特别是在税收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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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精彩书评

1、﹣這本書不是談很多現代中國的演變，而是談中國現代國家的幾個根本性問題，即政治參與、政
治競爭和中央地方關係。﹣能夠在云云歴史中爬出幾個核心的焦點予以論證，上下穿梭幾百年，這大
概就是孔飛力乃一代學者的最近證明了。﹣譯者的導言以及孔飛力本身的導言某程度上較幾篇文章更
為‘好讀’，原因是把主要的問題都說得很清楚了，對我們這種沒有史學底子的人最好不過。﹣作者
談魏源時提到當時他就認識威權國家與企業經濟十分合拍，孔教授立即點出現時中國的狀況與當時的
提法十分吻合。讀到這裡不禁概嘆歴史的步伐可真慢，今天人們還是走不出當時的思想範疇。﹣ 孔教
授的文章沒有多談現今的中國在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上的嘗試，倒是說明白了在汲取地方資源或擴展
至基層的政治控制上中國現代國家是做到位了。返倒是兩位譯者咬著前兩點不放，把孔教授沒有說白
了（其實不談就是沒甚麼好談嘛）的東西也說明白了。﹣ 繼史景遷後又找到一位寫近代史很利害的外
國人，反倒是中國的學者我沒有找到讀得很順的......這種‘殖民性’好像不容易擺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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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章节试读

1、《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笔记-導論

        晚清建制议程面对的三大难题：① 怎样才能使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获活力
，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
② 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
③ 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
junior：当代中国的解决方案：①由上而下的反腐肃清+重回群众路线，②政治协商制度，③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但其实发挥主导功能的仍旧是常设的狭小的常委会。

晚清至今都未能解决的问题：① 政治參與的擴大如何同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加強的目標協調起來？
② 政治競爭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協調起來？
③ 國家的財務需求如何同地方需求協調起來？

2、《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笔记-第121页

        其意盖欲效美国议员之举官，不知其弊也。下行私，上偏徇，甚者至以贿求；彼国识者，已神訾
之矣。李大个子，果然见多识广啊。

p131
《联邦党人文集》可以看看了。麦迪逊的观点，让我联想到自私的基因。尽管自私是不可改变的，但
是在所有自私个体的相互作用下，总是会朝着有利于基因遗传的方向发展下去。因此，代表私利的党
派平衡，最终和所谓的公利，达成妥协。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比较常说的精英、阶级、人性善或恶、民情、民风古或不古，在基因遗传的视角下，都不成为问
题：因为，一切不利于遗传和发展的，最终都将出局。或者你可以说，存在下来的，都是合理的。但
这个存在，只是某个阶段的存在。因为你永远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

但问题是：在进化当中，发生的一些恶行、暴力，譬如我们熟悉的改革阵痛，我们能否接受？毕竟，
我们不能真的将自己看成基因的载体。我们还是要从自己的视角去生活和选择。

p135一个人人只为私利服务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机会主义总会在原则面前占据上风的社会，只能是一
个权力和金钱压倒一切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其政治进程会将平庸之辈或邪恶分子推向权势地位的社
会。谁又会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呢？我觉得，这段，再次印证了自私基因观点：）

3、《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笔记-第56页

        在这里，有三个曾在清代晚期吸引过人们注意力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
而变的更为紧迫。这些问题是：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4、《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笔记-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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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一种“中国性质”的宿命——似乎“内在的文化特质”是的“中国永远是中国
”。这样的循环论证，不会让我们得到关于历史的有意义的认识。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
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
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这比所谓的“酱缸文化”要更正能量些。

5、《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笔记-第41页

        从历史的角度看，“后现代关怀”是一种对于“现代性”及其影响和后果的反应。世界范围内现
代性构建的种种负面结果，曾经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使得资本主义西方处于守势。而知识关怀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这基本上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完成的——其临界点
则是全球冷战的结束），又同国际资本主义彻底从守势转变为攻势形成了某种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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