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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本土文化》

内容概要

《民主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前言、绪论、本土文化资源、民主
形式的奠定、民主与失控等共9章。《民主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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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本土文化》

作者简介

尹保云：男，1953年生，哲学学士(1982年)、哲学硕士(1989年)、历史学博士(1992年)，北京大学社会
发展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国际比较等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中文
、英文、朝文学术论文共八十多篇，个人主要专著有《韩国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现
代化通病》(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理论探讨范围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文化与文明、威权主义、现代性
、现代化历史哲学、民主的形式、农村发展等，历史与经验俯瞰范围包括欧美、拉美、中国、东亚地
区以及东南亚地区。2010年6月，被美国传记研究院授予“金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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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本土文化》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一  第三波研究与民主概念
二  威权主义政体的过渡性
三  韩国经验的特点
第二章  本土文化资源
一  传统制度的变迁
二  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
三  社会的张力与冲突
四  传统文化的柔韧性与脆弱性
第三章  民主形式的奠定
一  宪政萌芽与殖民全权主义
二  国际依附与政治精英的分裂
三  引进民主形式
四  形式民主与精英的权力斗争
五  民主形式的惩罚
第四章  民主与失控
一  李承晚政权遗留的问题
二  新形式与旧习惯
三  民众运动的压力
四  激进思潮的崛起
第五章  强政权与民主
一  5·1 6军事政变的性质
二  加强集权的措施
三  精英结构的变化
四  民主的形式收缩与品质提高
第六章  官僚-威权主义：性质
一  经济成就与合法性危机
二  维新体制的脉络
三  与拉美官僚-威权主义的比较
四  政府与经济精英
第七章  官僚-威权主义：向民主过渡
一  反政府的民主运动
二  “首尔之春”的寒流
三  民主化的基础
四  六月抗争与民主化转型
第八章  民众与公民社会
一  政府与普通民众的关系
二  工人与工会
三  农民与农协
四  政治活跃的板块
第九章  两大党制的发展趋势
一  选举形式与社会文化因素
二  50年代的两大党制趋势
三  一党独大制的失败
四  整合地域主义
五  自然的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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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本土文化》

结语：儒教国家的政治重构
一  集权主义的民主发展道路
二  民主形式的角色
三  儒教文化与民主形式
四  趋势
参考文献

Page 5



《民主与本土文化》

精彩短评

1、民主形式的奠定可能是儒教国家走向民主的必经之路
2、今年看到的眼前一亮的好书。美国在世界各地install自己的民主形式，能存活并走向成熟的例子并
不多。就在此意义上韩国是个很值得研究的样本。
3、二战前朝鲜半岛政治发展简史加二战后韩国政治发展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得比较全
面。
4、国内学者遇到右翼威权政府时，只见到尹保云是脑子清楚的
5、本书的结构与用语，跟论文风格很接近，很大可能是从论文修改而成，故有些方面论据多不足，
而论点过于鲜明，结论性东西与材料有距离。对了解韩国民主政治帮助甚大，了解民主是一种系统，
在与本土文化融合中，有争论和谐与流血。
6、政治观较保守
7、老师的读书报告作业，以为是很沉闷无趣的学术书，没想到很好读。作者思考很深入，很清晰。
8、韩国和台湾传统的儒教社会都走向了民主，大陆这个伪儒社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一党专制
9、尹保云的韩国威权政治论
10、这书不错，对韩国的民主转型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对于转型问题，作者有自己的一套自己的理
论观点，看重民主形式，于传统和 民主的关系也做了不错的阐释
11、肯定民主制度优势之余，通过韩国转型史实诠释，认定系统民主形式要素保有对民主进步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混乱则源于本土文化与形式产生冲突，因而充分肯定威权政府的部分举措。这种民主观
是建制、理性、保守、精英的。但作者并未正视社会抗命的积极作用，对本土文化的判断未必具有普
式效力。论述思辨性很强，同为东方儒教文化体质的韩国经验，很有对照意义。
12、基本可靠。前面部分的分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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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本土文化》

精彩书评

1、二战前朝鲜半岛政治发展简史加二战后韩国政治发展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总结得比较全
面，很开眼界。韩国当前政治发展的成果实在是来之不易，在处理民众非理性主义的民主化需求激情
释放与政府坚持威权主义强硬施政手段之间历次矛盾冲突上的经验教训，很能让中国引以为鉴。

Page 7



《民主与本土文化》

章节试读

1、《民主与本土文化》的笔记-第220页

        它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不等同于＂民主＂和＂专制＂的冲突，而是民主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
冲突。

2、《民主与本土文化》的笔记-第211页

        民主人士常常认为，他们代表着民主、正义和时代潮流，而威权主义政府则代表着背叛民主、非
正义和历史逆流。这样的道德优越感给了他们为民主而战的巨大勇气和毅力。

3、《民主与本土文化》的笔记-第193页

        这种（集权）体制总是倾向于发挥领导人的冷酷的用人术。领导的事业心越强（不管是什么样的
事业心），他的用人术越是冷酷。因此，这种体制难免滋生和积累内部恩怨。

4、《民主与本土文化》的笔记-第195页

        官僚-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精英主义的发展模式，它以经济增长作为最高目标，奉行先增长后分配
、先经济后政治、先法治后民主、先秩序后自由的原则；它明显的倾向于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
技术官僚治国论和价值中立的处理问题方法。

5、《民主与本土文化》的笔记-第160页

        现代社会本来就有简单化的倾向：目标是现实的，手段是量化的，行为是坦白的，没有那么多的
辩证法，和稀泥和弯弯饶，而这正是军人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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