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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西方社会工业化引发的全球现代化浪潮，数百年来波波推进，蔚为壮观。
现代化令欧美地区从全球人类社会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数百年，长期占据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乃
至文化舞台的中心地位。
随着西方商业和霸权的扩张，工业化的影响开始向全球扩散，并激起剧烈的回应。
进入20世纪，现代化浪潮波及到世界的角角落落，一批批晚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相继跨入追求现代化
的行列。
在这样一波人类历史的伟大演进过程当中，尤其对于非欧美地区的晚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而言，以经
济现代化为先导，继之而来发生的是对原有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政治、文化的全面撞击。
　　尽管，晚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努力，有的成功，有的受挫，现代化究竟会将这些国家和
地区推向何方，尚未可知。
但是，对于那些正处于或几近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
广大民众的政治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化导致民众政治参与意识日益膨胀，把广大民众从过
去听命于他人的传统臣民转变成政治参与者。
此所谓政治文化转型。
为了更好地剖析这一现象，本书选择了初步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台湾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以这
一个案来解析现代化与民众政治参与意识上升为主流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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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台湾地区是东亚现代化发展模式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二战后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典
型代表地区之一。
政治文化转型是当代台湾社会中政治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从侧面反映了台湾地区社
会与政治的发展状况，是研究当代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通过对推动当代台湾地区政治文化转型主要因素和根源的探讨，旨在
分析在现代化进程中台湾社会的主流政冶文化从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转型为与民主政治制度相协调的
参与者政治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条件与规律。
这对于研究和展望台湾地区未来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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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阿尔蒙德认为，村民一臣民政治文化是“人口的大部分已经抛弃分散的部落、村庄或封建权威的
排外要求，并发展到忠诚于具有专业化中央政府机构的、较复杂的政治系统的程度”。
这种政治文化主要存在于大部分国家历史上从村民的地方主义向中央集权过渡的阶段。
在历史上，这种政治文化也是那些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政治上以封建制度或中央集权制为主的国家和
民族中的主流政治文化。
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臣民型政治取向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种混合型政治文化是村民一参与者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形态主要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如非洲的一些国家。
那里的社会发展阶段仍然处于原始部族时代，但在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推动下纷纷获得独立地位。
这些新兴的国家建国之处也多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参与型政治制度，这种政治系统要求一种参与者
政治文化，而这些国家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则是村民型的，这样，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就形成
了一种混合型的村民一参与者政治文化。
处于这种混合政治文化之下的政治系统往往也是不稳定的，“有时不稳定地摆向独裁主义，有时又摆
向民主制。
可是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可靠的结构，既没有建立在忠诚臣民基础上的官僚机构，也没有产生公民的责
任和能力的基础结构”。
尽管如此，阿尔蒙德仍然认为参与者文化在某些新兴国家中的发展仍然是有可能的。
　　在混合的臣民一参与者政治文化中，“人口的主要部分已经获得专业化输入取向和一整套积极分
子的自我取向，可是，人口其余部分的大多数，继续取向于命令主义的政府结构并具有一整套相对消
极的自我取向”。
从阿尔蒙德的描述来看，这种混合政治文化主要存在于那些从封建集权专制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与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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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当代政治文化转型的根源在于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与环境的变化，同时外部环境与
条件对台湾政治文化从臣民型转向参与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