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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

内容概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论述内蕴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具有历史特质和时代精神的现代性。认为
，作为“自觉建设”的中国现代性，首先要通过对西方现代性创造性的中国改良与革新，跨越现代性
的鸿沟而具有后现代性的眼光；其次，采取“抽象继承法”，承接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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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亨廷顿的文日月冲突论 亨廷顿的社会发展理论立足于西方主流社会的后现代化进程本身
，对冷战后西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预测和探讨。在苏东剧变后，西方主流社会沉浸于一片欢呼
之中，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调，而亨廷顿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认为，后冷战时代历史
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秩序的永久和平之中，而是现代性矛盾以文明冲突的方式开始集中暴露。
他认为，文明的断裂带目前正取代冷战中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边界，成为人类社会危机和冲突的中枢。
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理论的普世性本身就有问题，西方文明不是普适文明，而仅仅是一种独特的文明；
现代化也不是西方化，西方化只是现代化的特定模式；非西方的现代化完全可以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做
出自己的独特选择。他对普世主义观念进行了批判，认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他指出，“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是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
前”。在现代之前的几百年，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就包括了基督教、古典遗产、欧洲语言、精神权威
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个人主义等，这些都是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的东西，但不
是西方之所以成为现代的东西。他分析到，拒绝西方化的日本实现了现代化，而接受全盘西化的土耳
其却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因此，尽管西方化在早期促进了现代化，但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
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
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伟大文明的多元性的终结，恰恰相反，现代化加强了这些非
西方的文化，减弱了西方的影响。“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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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性》讲的“中国现代性”和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上
是一个东西。中国现代性一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现代中国人的主导性价值理念也就是我们要确
立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不过“中国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叫法不同、侧重
点不同、角度不同：“中国现代性”侧重“中国”，侧重“中国与西方的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侧重“社会主义”，侧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区别。而“中
国与西方的区别”恰好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区别。现代中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的现代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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