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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亚文化》

前言

　　编辑一套“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丛书，是我许久以来的一个梦想。十余年来，这个梦想一
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如今，当这个梦想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04＆zD016）和武汉
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推出系列研究成果之机，开始部分地实现的时候，有必要对这一梦
想的缘起、构思、价值、现状和前景作一个简要的交待，以便人们能够大体了解我们孜孜以求的学术
心迹。　　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问题，并非是今天才提出的研究课题。自从人类社会政治产生以来，
人们为了追求文明的政治生活和推进政治生活的良性发展，曾经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且积累了
丰富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经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时代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政治文明和
政治发展问题并没有引起政界和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
的全球化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问题才逐渐
进入学界和政界的主流话语之中。　　从广义的角度讲，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化过程，是表
示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政治体系朝着合理化方向变迁的趋势、程度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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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亚文化》

内容概要

政治亚文化是政治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治亚文化》采用政治-功能研究方法，在对当
代中国政治亚文化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当代中国政治亚文化对政治发展的特殊作
用，全面把握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在机理和演进规律。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
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关于《政治亚文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除以上两种主要的方法外，笔者还运用了其他的分析方法，
例如内容分析方法、文化比较方法等。作为政治行为的主观心理维度来说，政治文化的研究本身就建
立在鞽黑箱的不可打开性上，再加上许多特殊的研究对象，对外部研究者的开放程度相当有限，因此
许多时候笔者的研究就不可能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必须使用一种外部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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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亚文化》

章节摘录

　　一、当代中国多元并存的政治文化结构划分　　在政治文化系统中，由于民族的、职业的、宗教
的、地域的、语言的以及其他要素的影响，各个不同集团、阶层的政治倾向之间存在着差别，从而形
成政治文化中的不同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为“亚文化”结构。如何对政治文化进行结构划分的确是一
大难题。正如江炳伦所言：“体系与次级体系，都是抽象分析的概念，其范围纯凭研究者的兴趣而定
。”①因此，许多学者往往根据自己讨论问题的需要而择其标准对政治文化进行结构分类。　　阿尔
蒙德根据政治体系功能的三个基本层次——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把政治文化分为体系
文化、过程文化与政策文化。体系文化，表明了公民的政治倾向对一个政治体系的维持和调节。政治
体系的合法性和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是体系文化的重要内容。过程文化，即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自我
意识，如积极参政、消极服从、不闻不问。过程文化还体现在公民的政治信任程度、政治感情等因素
上。政策文化，即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政治倾向，对重大政治问题所抱的态度，这影响到一个政治共同
体公共政策能否顺利进行。②　　胡佛在《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中根据政治文化的取向把政治文化
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统摄的政治文化、结构的政治文化与功能的政治文化。统摄的取向作用在于认同
与聚合。结构取向是指涉及系统成员在行为的交往上，究竟应具有怎样的权力关系，以作为共守的规
范。与结构性政治文化取向相比，功能性的取向则不在规范，而在决策及执行过程中有关角色的能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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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亚文化》

精彩短评

1、内容很专业，推荐！
2、能写这样，不错了
3、亚文化的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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