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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视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浪潮掀起于东亚之滨，浪拍亚非拉三洲之岸，其势锐不可当，而中国沿海沿
江正洪波涌起，大潮滂滂！
一提起“现代化”，人们就认为是近年才从西方输入中国的新名词，颇有点舶来品的时髦味。
其实，这是错误的，是对中国历史的健忘。
100年前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按其本来的意义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运动。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时曾指出这一点：“30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
”①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只是当时的讨论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层次上兜圈子，很少涉及到经济发展的中心主题。
到30年代，“现代化”一词开始经常出现在报刊上，成为议论的热门话题。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现代化这个大课题一时似乎销声匿迹
了。
一直中断了几十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国家全力转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新的发
展轨道之后，现代化才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曾经被拒于国门之外的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也被陆续介绍进来，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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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宏观史学视野，将现代化作为全球大转变的重要主题和内在逻辑，从整体上论述世界现代化发
展的总趋势和近世中国的社会巨变，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作了专题考察。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首次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
发展观，并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理论与历史研究为一体，力图突破传统与西方的窠臼。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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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荣渠（1927～1996），四川荣县人。
历史学家。
曾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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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变革 五 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启示第三章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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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单因素论还是多因素论？
 三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架构的设想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立一 马克思主义发展
理论的三个阶段二 围绕现代化的若干理论问题三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基本任务：建立现代化研
究的中国学派第二编 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第五章 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一 社会变迁的几种形式二 两
种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三 “原初现代化”——大转变的前提条件的形成四 推进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五 
现代化进程的总趋势六 现代化几种基本类型和发展模式第六章 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初探一 何谓“第
三世界”？
二 第三世界现代化启动的历史条件三 第三世界现代化浪潮推进的大趋势四 国家在现代变革中的正面
与负面作用五 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趋势六 论“迟发展效应”七 展望21世纪第七章 
东亚崛起的新经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一 问题的提出二 世界面临东亚的巨大挑战三 对东亚
现代化的文化因素的新探索：三个重新估价四 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互动关系的变化第三编 转型期
中国发展趋势通论（1949年以前）第八章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1860年代-1940年代）一 现代化
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二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运动形式三 近世世界发展大趋势与中国选择时机的自误
四 清王朝的盛极而衰与鸦片战争的悲剧性五 “中国中心”观的时代性错误：阻碍现代化的思想因素
六 自强运动——现代化延误的制度分析七 向制度性变革转换的失败八 共和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趋
向与挫折九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经济的依附性增长趋势十 跨世纪的沉思第九章 中国近百年来现代
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一 现代化意识的最初萌芽——从“御夷图强”到“中体西用”二 现代化意识的明
确显示——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三 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从“中国本位”
、“全盘西化”到“现代化”四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的争论五 对中国现代
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反思下篇 现代化新论补编第四编 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东亚的崛起第十章 “现代化”
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一 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二 从“西化”到“现代化”三 “
现代”——新时代的历史定位四 现代化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第十一章 跨世纪的大变革与21世纪现代化
前瞻一 20世纪的三大特征⋯⋯第十二章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第五编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第十
三章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第十四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第十五章 传统文化与中
国现代化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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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的社会思潮开始出现新的转向。
这一转向的时代背景是：（1）由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世界性“第二次工业革命”，把日新月异
的科学技术系统地应用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引起生产力的飞跃性发展；（2）战后西方资本主义
世界（包括日本）出现20世纪上半叶所未有过的持续经济增长局面，经济相应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3）在旧殖民主义体系的废墟上新兴的第三世界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并努力探求自己的新的发展
道路；（4）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两者的相互斗争与渗透。
这样，在战后的新形势下，曾经被“冻结”的进步历史观又恢复了自己的活力。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社会进化的思潮在西欧和北美找到自己生长的土壤，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
就使新的社会进化的思潮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复活。
正如美国学者库马在《社会的剧变》一书中所指出：“由于战后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拥抱工业主义的
全球性狂热，在50年代里，工业主义与进步理念的重新结合，几乎达到了百年之前的程度。
后期工业繁荣与闲暇社会的理念，乃开始得到阐述，并且获得接受。
”①谈到战后西方的社会新思潮的特点，库马写道：“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未来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工
业发展模型拟想的；西方工业文明乃是它的终点。
‘发展’，加布雷思宣称，‘乃是对已发展的史实模仿’。
”②战后西方出现的这一社会思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美国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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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罗荣渠文集之一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以同名著作《现代化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简称《新论》）为基础，增补《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续篇》）中部分篇章编辑而成的。
《新论》凝结了罗荣渠先生十年的心血，是我国现代化研究的奠基之作。
他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阶段性成果曾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后由作者整理成书出版。
与《新论》不同，《续篇》是在罗先生不幸去世后由他的学生编辑而成的。
《新论》问世，得到了学界好评。
但是，罗先生并没有以此为满足。
他说，《新论》对于正在中国开展的现代化研究只是开了个头，打下点基础，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做深
入和具体的研究。
因此，《新论》出版后，他把时间安排得更紧凑，工作更勤奋。
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也更精辟独到，更凝重成熟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他以冲刺的姿态工作，要求自己每月拿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按月编号，
印发同人征求意见，新成果接连问世。
他满怀信心地说，再加一把力，补上几个问题，《新论》就可以出续篇了。
可是，正当大家企盼新著问世时，他积劳成疾，超负荷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化新论>>

编辑推荐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中国文库·史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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