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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

精彩书评

1、东学何以西渐以　忱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西学东渐”这个说法，最近，河北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东学西渐”丛书，反响较好。读了其中孙津教授的《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
响》一书，感到其思路开阔，对中西互动影响别具见解。　　不同民族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自古
就有。西学之所以能够东渐，并不是这种相互影响的自然状况，而是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参与世界现代
化进程的结果。因此，中国现代化始终摆脱不了如何对待“西方”这个参照的问题。这是150年来的一
个基本历史事实，然而在孙津看来，中国人对这个事实过于熟视无睹，西方人则把它看成理所当然，
所以都没有真正弄明白这一事实对世界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无论是科学技
术、商品用具，还是文学艺术、思想观念，它们对包括所谓“西方”在内的其他国家产生各种影响是
很可理解的。但是，这显然不是什么东学西渐，相反，真正的一方以某种主导姿态或优势功能影响另
一方的情况，还是西学东渐。这种西学东渐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现代化，但恰恰对于现代化，孙津指
出了它的另一层含义，即东学西渐。实际上，孙津的意思是说，西学东渐并不是中国人自觉的要求，
也不是西方人无理的扩张，而是世界现代化趋向真实生成时在中国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显在特征，同时
也就潜在地产生了东（指中国）学西渐的各种因素和要求。　　从80年代末开始，孙津就在一些文章
中提出一个观点，即作为文化范畴的“世界”是在19世纪中期才出现的，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西方
列强拥到中国来瓜分世界上最后一块殖民地。在此之前，西方也搞殖民扩张，但那都是地域性的，即
使跑到非洲、美洲、澳洲、中亚去搞殖民地，也还是地域性的。原因就在于那些地方或者被征服，或
者被殖民化了，构不成与西方对抗的力量。中国则不同，它地方大，人口多、传统厚、文化延续性强
，十多个西方列强打了半天，也只把中国弄成“半殖民地”。一方面是中国在挨打中被迫开启自己的
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率先“现代化”的国家都来瓜分中国，这两方面合在一块，“世界
”就不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成了中国和西方推进现代化进程时一个共同的文化视野。任何一国的现
代化都不可能不考虑对世界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制约。这种情况，在中国参与世
界现代化进程之前是不存在的。　　孙津的书是写现代化的，所以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
各方面问题。事实上，作为文化范畴的“世界”，在这里是从文明的构建因素这个意义上讲的。因此
，他所说的东学西渐虽然包括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看法和研究，但主要的重点还在于中、西现代化互
动中西方的应对理论、策略及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部比较现代化专著，而这方面的专门研
究，国内学术界似还不多见。　　根据孙津的看法，中国真实有效的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
二战以后，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应对是以冷战为背景来考虑的。90年代以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不成
为安全考虑的理由了，但是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矛盾并没有消失。因此，国际市场中各
种规则的制定、优势条件的争夺成了政治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合作与发展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模式方面的东学西渐不再是一种自然的影响，而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现
实行为和重要特征。我认为孙津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其现实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真正从世界现
代化进程的格局变化来考虑中国现代化所处的位置、面临的课题以及可能的对策和发展；另一个则在
于，中国作为现存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对世界各国构成一种特殊
的重要参照乃至探索示范，就此来讲，东学西渐的特点越来越显突了出来。　　《中国现代化对西方
的影响》一书突破了从交流、影响的角度分析不同文化的常见研究层面，真正从世界现代化格局变化
和不同现代化模式比较的层面，分析了中、西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学”和“西
学”哪一方向另一方“渐”入的看法很可能只是一种误解，真实情况应是指中、西双方在世界现代化
进程中的互动关系及其特征。这种思路和见解，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式的研究与探索是极富启发性
的。　　（《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转引
自http://www.gmw.cn/01ds/200004/19/GB/2000^296^0^DS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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