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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在本书中的论文，集中分析了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几个关键方面。
这些分析的共同核心，是多元现代性观念——也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强调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
文明的特殊性，一方面强调其中的具体制度和文化模式的巨大可变性和易变性。
　　据此本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是对现代性文明及其可变性的某些独特特征的分析。
第二编是本书篇幅较长的一编，是对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古典时期(也就是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时期)在
不同社会中发展模式的分析。
收在最后一编中的各章，讨论的是当代舞台所有现代性模式的巨变——超越了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
—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宗教维度作为现代性构成中的一个中心成分重新复苏。
　　S．N．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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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在《反思现代性》中的论文，集中分析了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几个关键方面。
这些分析的共同核心，是多元现代性观念——也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强调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
文明的特殊性，一方面强调其中的具体制度和文化模式的巨大可变性和易变性。
据此《反思现代性》分为三编。
第一编是对现代性文明及其可变性的某些独特特征的分析。
第二编是《反思现代性》篇幅较长的一编，是对现代性在现代性的古典时期（也就是民族国家和革命
国家时期）在不同社会中发展模式的分析。
收在最后一编中的各章，讨论的是当代舞台所有现代性模式的巨变——超越了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
—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宗教维度作为现代性构成中的一个中心成分重新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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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S.N.艾森斯塔特（1923-），当代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
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在国际社会学界享有较高的声望。
1991年9月曾到中国访问。
主要著作有：《帝国的政治体制》（1963）、《现代化：社会的分析和分层》（1966）、《政治社会
学》（1970）、《社会的分析和分层》（1971）、《传统?变迁?现代性》（1970）、《革命与社会转变
：文明的比较研究》（197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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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详本前言导言比较进化观框架中的多元现代性概念第一部分 现代性的文明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多
元现代性第二章 多元现代性第三章 野蛮主义与现代性：现代性的破坏因素第四章 迈向21世纪的轴心
第二部分 多元现代性第五章 最初的多元现代性：美洲文明第六章 日本和现代性文化方案的多元性第
七章 镜像现代性：日本和美国现代性宗教前提之比较第八章 印度民主之谜的文明框架第九章 中国历
史经验和中国现代性的某些方面第十章 原始原教旨主义运动建构中的异端、宗派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
十一章 有关穆斯林社会公共领域现代转型的一些观察第三部分 当代舞台第十二章 现代性的文明架构
、历史经验和文化方案——现代社会中抗议的构建第十三章 超越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模型的霸权第十
四章 宗教领域的重建：超越“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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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元现代性”的观念，指的是与长期流行于学术话语和普通话语中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有关当代世
界(实际上是现代时期的历史和特征)的某些观点。
它与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经典”理论和工业社会趋同观相左，并且实际上与马克思、涂尔干
的古典社会学分析相左，(很大程度上)甚至与韦伯的古典社会学分析——至少是对他著作的一种解读
——相左。
它们都假定，即使只是含蓄地假定：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
，将最终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开
来。
　　在所谓现代性的开端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现实，并没有证明这些假设。
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实际发展，驳斥了现代性的西方方案将走向趋同和称王称霸的假设。
大多数社会的广泛制度领域，即家庭生活、经济政治结构、都市化、现代教育、大众传播和个人主义
取向中，产生了一种趋向结构分化的普遍趋势，与此同时，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在它们的不同
发展阶段则大相径庭，从而引发出了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模式并不是它们各自社会的传统在现代的简单延续。
尽管受到特殊的文化前提、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巨大影响，这类模式显而易见还是现代的。
所有这些，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动态和阐释方式，对这些现代动态和阐释方式来说，最初的西方规
划构成了关键的(并且经常是模棱两可的)参照点。
在非西方社会产生的运动，许多都明确表达出了强烈的反西方或甚至反现代的主题，然而，所有这些
运动显然易见都是现代的。
不仅这些社会从大约19世纪中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各种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运动是这样，
而且像我们将要提到的更近的原教旨主义运动也是这样。
　　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假定，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将它
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
　　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这类与时俱进的重建，是由与社会、政治、知识的激进分子有
着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角色来推进的，也是由追求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在是什么使社会变得现代方面
持有不同观点的社会运动来推进的。
通过这些角色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更广泛群体间的约定，现代性的独一无二的陈述得以付诸现实。
这些活动不局限于任何单一的社会或国家，尽管某些社会和国家被证明是社会的激进分子能够实施他
们的方案、追求他们的目标的主要领域。
尽管在不同的民族一国家内部和不同的种族、文化群体内部，产生了对多元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可是
在各种激进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中，无论它们相互间的差别有多大，但在许多方面，每一种运动都
是国际性的。
“多元现代性”这一名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是现代性不等同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真
正的”现代性，尽管现代性的西方模式享有历史上的优先地位，并且将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一个基
本参照点。
　　在承认持续进化的现代性的多样性时，便面临到底是什么构成了现代性的共同核心这一问题。
随着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经典”模型的许多成分在当前被解构或解体(特别是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后
果)，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恼人，并且实际上发生了转型。
当代话语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至少就其持续占主导地位达两个世纪的古典阐述而言，现代性规划
已经枯竭。
当前的一种观点宣称，这种枯竭在“历史的终结”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另一种得到最佳表达的观点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观，按这一“文明的冲突”观，西方文明(看似
现代性的缩影)面临着与这样一个世界的对抗：在这一世界中，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的、反现代和反西
方的文明——某些对西方抱敌视和藐视看法的文明(最明显的是伊斯兰和所谓儒教圈)——占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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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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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现代化理论“修正派”的代表性人物，艾森斯塔特力主“多元现代性”概念。
他认为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共同核心是“高度的反思性”，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
史——的最好方法，是将其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
　　本书在宏观的历史比较中分析了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模式。
并对现代化的“经典”理论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古典社会学分析以及当代的“文明的冲突”论
与“历史的终结”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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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思现代性》在宏观的历史比较中分析了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不同发展
模式。
并对现代化的“经典”理论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古典社会学分析以及当代的“文明的冲突”论
与“历史的终结”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作为现代化理论“修正派”的代表性人物，艾森斯塔特力主“多元现代性”概念。
他认为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共同核心是“高度的反思性”，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
史——的最好方法，是将其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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