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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以国权和民权所代表的近代国家意识、伦理、竞存和现代社会发展观念，人性
、人权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不断追求不断探索，是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五个主要方面。
它们的缘起，它们的演进历程，以及它们的当代反思，是本书考察的对象。
突出“中国重撰”，一是突出中国的主体性，二是突出现代性在中国的书写，从一开始就与“重撰”
紧密结合在一起。
“重撰”一词，源于法国对后现代主义作出全新界定的哲学家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
1986年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所作的《重撰现代性》著名讲演，首创了这一概念。
“重撰”二字，在利奥塔那里，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回归到起点”，对现代性的全过程重新加以
审视；二是“深加工”，对于被先前事件及其意义所建构地蒙蔽了的东西加以发掘和深入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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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就是现代性的中国重撰，同现代性本身的书写一样，是一个至今仍在持续之中，将来还将继续相当
长时段的历史过程。
    现代性的中国书写和现代性的中国重撰，大致说来，经历着三个阶段：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
与重撰，以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与重撰，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性书写与重撰。
这三个阶段既具有依次推进的历时性，又具有互相合作、互相依存、难以分割的同时性。
这就是说，由以资本为核心到以劳动为核心再到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代表着现代性书写
与重撰一步步深化，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奠定基础，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必然归趋。
但三者又不是在前一阶段结束之后方进入后一阶段的，后一阶段实际上早已孕育在前一阶段之中，当
后一阶段到来时，前一阶段的现代性仍然在继续，成为后一阶段现代性的基础或补充，所以，这三个
阶段，又可视为现代性发展中陆续展开的三个不同层面。
主观地想超越或避开第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第二或第三阶段，最终总是成为一出出乌托邦喜剧、悲剧或
闹剧。
    现代性的书写和重撰，是13亿中国人正倾注全力，专心致志从事的事业。
回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性核心观念形成和演进的历程，当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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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1939年生，江苏扬州人。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
员，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章炳麟评传》《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百年蹒跚——小农中国
的现代觉醒》《理性缺位的启蒙》《新译礼记读本》《史学导论》（合著）。
主编《中华文化读本》《中国通史教程》《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历史学卷》《康有为全集》《胡适学术文集》等。
策划并主持编纂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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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清王朝堵塞了在中国原先政治体制内实现文明转型的通道，变传统国家形态为近代国家形态的政
治转型，一下子被推到了中华文明转型的中心地位。
原先的皇帝制度、宰辅制度为民主共和制度所取代。
这一政治转型，促成了国家新的政治重心的建立和壮大，推动了国家和广大基层社会的整合，对于推
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思想文化层面的文明转型，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一政治转型虽以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变迁为其背景，中国90％以上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
长期仍继续停留于古代，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都只在沿海、沿江、沿铁路线等一些地区
及一部分领域内有一些发展，近代国家运行所必需的人人独立、平等、理性精神、法治和契约的权威
等，都相当贫乏。
这就导致在共和制国家运行中，宪法虚文化一一领袖权威常常压倒宪法权威，议会边缘化——权力制
衡与权力监督名存实亡，国家全能化——国家主体与人民主体角色颠倒，国家承担了直接组织和管理
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职能，控制和掌握意识形态与精神生产的职能。
小农社会政治上表现为政治权力支配一切。
政治权力的这种支配地位及其为特殊利益者所控制的传统，并没有因为清王朝覆亡、共和制度建立而
结束。
从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走向真正的宪政体制权威化，国家权力有限化，国家管理专门化
，国家决策透明化，主权在民制度化，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这一转型过程，至今也尚未完
成。
传统农业文明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是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一次全面变革。
它是由手工劳动和驱使畜力转变为机器生产和使用蒸汽、电力及其他现代动力，由以一家一户为单位
的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发达的市场经济，由狭隘的地域性联系
转变为广泛、直接的世界性联系。
与此相应，最大多数的劳动人口从农业转向工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从农村转向城市。
这一转变，构成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旋律。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又是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运动周期性活跃的又一个高潮期，生活在传统生产方式
中的广大农民所要求的，往往仍是相当传统的“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均贫富”，保护他们一
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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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读毕校样，有几句话，觉得非说不可。
首先要热切感谢杨耕教授。
是他亲自来复旦，在吴晓明、俞吾金两位教授陪同下，盛情邀约。
不是他的催生，这部书稿肯定不会这么快就问世。
还要感谢李雪洁老师，为了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她精心编校，付出了辛勤劳动。
这部著作是我所承担的教育部委托重大项目《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三十
年来和改革开放历程共同走过的一份记录。
谨以此书敬献于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的各位先贤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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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性:中国重撰》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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