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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谈论中国问题的书。
作者是两个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学人，体制外、非专业，但多年来一直认真、执著地思考着一些很专业
的问题，关于中国的问题。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古时的世界小，齐、鲁、燕、赵几个地方转一转，世上的事就看得差不多了，
聪明如孔子者，也就没什么可惑的了。
可生活在当代世界的人不行，中国转过之后还要转世界，要懂得如何从中国看世界，如何再从世界看
中国，最后还要学会将这两方面的看法结合起来。
这么一折腾，又是十来年，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五十岁之后仍然越活越惑者。
两位作者也在五十而继续惑者之列，暂时还无暇顾及自己的天命之问，一旦有机会，还是想对世人普
遍关心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重大问题，作一番考察，发一番议论。
没顾上春华秋实，斗转星移，在电脑前连续奋指疾敲了几个月之后，有了这本书。
我们希望，它将是一本给中国青年一代带来启发的书，因为青年人是国家的继承者，他们迫切需要新
的思想来认识自己，认识中国和世界。
我们也希望，它还是一本终将会给中国的学界带来些许改变的书，我们试图通过新的论述方式、新的
思想模型，澄清一些纠缠多年的大问题。
最后，我们还希望，它是一本会给西方的学界以一定影响的书。
中国问题已不再是传统的主义之争，已经出现了“中国力”这个新问题。
实际上，世界各大国都有本国力是什么的问题，都透视出来看一看，也许会让国际政治理论界的面貌
焕然一新。
两位作者都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都写过很学术、很理论的文章。
但这本书，将完全不按学术规范写，全书没有注释，也放弃了理论上的严谨和整齐，只是自然讲述。
之所以采取这个撰写方式，主要是因为时间有限，不仅是作者的时间有限，还考虑到读者的时间也有
限。
既然不是学术研究成品，就不大可能要求所有读者都像学者一样，有充分的时间消化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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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化的本质是一场残酷的登山赛，中国在登山赛中屡战屡败，近三十年来又迅速成功登顶，这
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大奥秘？
《中国力：大历史视野下我们的强国法则》以英、美、德、日、俄的近代史为参照，重新梳理了中国
近一百七十年近现代史，总结出中华民族大难不死背后的“中国力”。
对异质文明的洞察力，对新事物的适应力、接受力，对好坏事物的包容力、抵抗力，以及对各类事物
的整合力和驾驭力，就是“中国力”的具体内容。
在“中国力”的框架下解读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模式”，有拔云见日之奇效！
三十年来中国学界精英的眼光和思维始终落后于中国政界精英，《中国力》的出版宣告了这一状况的
改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力>>

作者简介

寒竹，曾在中国高校讲授西方哲学，后到美国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研究。
现居美国。
文扬，著名华文媒体人、自由写作人、新西兰华文文化沙龙总召集人、新西兰《中文先驱报》专栏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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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力》再版译言《中国力》再版前言第一版前言序章 中国现代化的老师不该是美国一、现代化是
一场残酷的登山赛二、后发国家：向老师学习。
与老师斗争三、中国复兴的世纪之误——“你看人家美国！
”西、“西方化”绝非“美国化”五、“中国力”：大难不死的道理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三
大主义第一章 洞察力：认识西方，认识现代化一、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人缺乏对现代化的洞察力二、
学习现代化：奸诈的老师与懦弱的学生三、否认“西方统治联盟”存在的糊涂蛋四、穿透中国精英的
斜视症：西方的先进性与霸权性同在五、全球的两极分化是全球现代化的本质六、知识成就西方霸权
第二章 接受力：民族主义PK自由主义一、早期现代国家是战神的化身二、真正的“立国之本”：民
族主义三、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自由主义第三章 抵抗力：认清西方文化霸权一、西方的隐形霸权：
文化扩张二、“自由派”的“逆向民族主义”三、“愤青”VS“自由派”精英，谁更西方？
四、“四月青年”——中国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诞生第四章 适应力：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一、中国的“
文化民族主义”斗不过西方的“政治民族主义”二、中国和日本：挨打后背道而驰的奋斗三、辛亥革
命：走向崩溃的中国四、维新派的建国大智慧五、中国侥幸未被列强解体六、中国觉醒，重提武力统
一七、以俄为师，建国之路向社会革命转向第五章 包容力：新中国引进斯大林模式的成与败一、共产
主义与民族主义合力建国二、20世纪50年代成功建立斯大林模式国家三、大曲折：举国转向战时共产
主义第六章 整合力：中国模式之谜一、改革开放：由国家率领的现代化登山二、灵活运用资本主义与
共产主义三、前无古人的“中国模式”四、为什么中国能产生“中国模式”？
第七章 驾驭力：中国模式的未来一、国家主义的遗留问题：民权萎缩二、斯大林模式和战时共产主义
的后遗症三、中国的未来：社会与国家协同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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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人都说，当今世界，是一个现代世界。
中国人也都说，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或正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
现代化，这个词包括了多少含义？
太多了！
代表了多大的变化？
太大了！
作者接受这样一个宏观的看法：近五百年来的人类历史，都被现代化这个重大主题所主导，若不是现
代化，今日世界不会是如此形势，今日中国也不会是这般模样。
或者说，正是从五百年前开始的一个巨变，带来了整个人类社会今天的如此这般，造成了中国今天的
如此这般。
如果将人类历史比做一条漫长的路，那么，这条路以往一直很平坦，但从五百年前开始，就突然变成
了一条不断上升且越升越高的山路。
如果比做是一条蜿蜒的河，那么，这条河以往一直很舒缓，但从五百年前开始，就突然变成了一条越
流越急的激流。
现代世界与“前现代”世界区别有多大？
比较一下山路与平原、激流与湖泊，就知道其区别有多大。
现代化对一个国家的要求有多高？
比较一下登高山和走平路、浪里行船与湖中泛舟，就知道其要求有多高。
中国，是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
也就是说，把整个世界变成一场登山赛的始作俑者，不是中国人，而是别人。
登山赛开始时，中国还在山脚下慢慢悠悠地散步，完全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很晚之后，才开始追赶，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不适应，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后来才开始了真正的登山进程，连续一段时间的
阔步急进，终于成了登山赛的胜利者之一。
由此，才引出了“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中国如何成为了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
今日中国算是一个现代国家了吗？
中国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吗？
中国当年为什么没有和日本同时起步？
中国早期的失败如何影响了后来，又如何影响了现在？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是一个成功模式吗？
如果是成功的，为什么中国会成功？
成功靠的是什么？
如果还有问题，问题在哪里？
中国能否解决当前的问题，并继续取得成功？
诚然，关于世界的现代化，并不是新的看法，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更不是新的题目。
之所以再次把这个问题隆重地提出来，是因为，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中国，已经确定无疑
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登山模式，而且也可以确定无疑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从当前这一继往开来的登山轨迹，尤其是从登山赛的大形势上看，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仍有可能继续
保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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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力:大历史视野下我们的强国法则》：“言必称美国”是对西方的无知“西方化”绝非“美国化
”，除了美国这个特例，英、法、德、俄、日都是靠中央集权实现崛起的，这才是真正的“西方化”
道路。
中国需要重写近现代史辛亥革命错学了美国的共和制，导致国家的大解体、社会大分裂。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当时革命党的反对派，长期受到批评，使得中国学界一直倾向于低估康梁思想中
的重大洞见。
中国“自由派”没资格批评民族主义国家政治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而宪政民主是国家政治的产物。
对后发国家来说，没有民族主义的建国，就没有自由主义的诞生。
中国知识精英一直被西方忽悠西方是老师也是强盗。
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老师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大量伪知识、毒知识教授给学生，不也很合
乎理性吗？
反思“欧美模式”。
创造“中国模式”欧美的“三权分立”仅是一种政治权力平衡系统，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它无  力制
约资本恶性扩张。
中国有望开创出一个全社会的平衡模式，就是政治权力、舆论权力、社会组织权力和资本权力“四权
平衡”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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