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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是郑永年教授的最新作品集，从宏观和微观两方
面系统表述了作者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深刻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交往越来越多，但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的分歧则越来越大。
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不能
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
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
知识体系。
从更高层次来说，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
体系的创造。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关切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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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教授，浙江省余姚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
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
，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
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
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
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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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等教育改革143 1.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145 2.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151 3.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
体制155 十一、知识体系与中国教育哲学161 1.为什么要谈教育哲学问题161 2.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
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164 3.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知识创新167 4.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174 5.教育哲学
的未来——专业主义176 十二、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181 1.先问“中国从哪里来
” 181 2.“别人有批评我的自由” 183 3.解释比改造更重要184 4.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186 十三、与
经济相比，当代中国文化其实很苍白 189 1.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189 2.停止对中国模式的好坏之争190 3.
文化创新要完成三个解放192 4.尝试用“共和国家”去解释中国193 十四、中国从历史到现在，从来不
缺少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195 1.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195 2.“中国模式”
与知识体系198 十五、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201 1.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靠政治家，而是靠
专业人才204 2.新加坡教育系统的主要责任是培养熟练工人206 3.研究中国问题，还是离中国远一点
好207 4.我不认同季羡林所讲“21世纪是东方文明的世纪” 208 5.乐观看待“后李光耀时代” 210 十六
、儒学：能成为中国软力量的核心吗213 1.儒学与现代国家建设213 2.东亚的儒家特性216 3.文明竞争与
儒学的未来225 十七、开放的知识体系与开放的社会——郑永年教授访谈录231 1.把握好价值与事实之
间的关系232 2.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是知识体系封闭的心理根源236 3.社会科学的开放性与知识的创造
性241 4.知识上的被殖民与观念更新247 5.克服学术的依附性250 6.地方政府应该在制度创新上更有作
为254 7.保卫社会的意义256 8.不是土地的城市化，而应当是人的城市化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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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可能？
我强调过了，具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
从历史上看，中国可以并且也是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
当然，这就需要很多主观上的努力。
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主观的产物。
知识体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要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制度改革人手。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开。
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
对现行政治应当有个新的定义。
现在的政治是知识体系的阻力，因为其强调的是控制。
政治一方面要从知识体系领域撤出来，另一方面要为知识体系的创造者造就有利的环境来进行知识创
新。
现在的政治控制必须通过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决。
要意识到，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传统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也是这样。
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
因为知识体系是人创造的，行政不可避免。
高教、研究所、智库等知识生产组织不可避免行政管理。
撤出政治，强化行政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生产。
 第二，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
如前面所述，现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经费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有效经济手段。
随着国家这方面的投入的增多，控制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
怎么办？
我觉得应当把大部分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
如果一个研究者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经济资源来自工资收入，那么他／她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而不会为了求生存而去申请研究基金了。
同时，制度要透明化。
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经验，都可以借鉴。
 第三，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
评审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生产的评审制度。
在西方，评审制度本来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事情，和政府毫无关系。
并且，西方的评审制度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
和平台。
但到了中国，评审制度就成为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
这就是说，要把评审制度从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给专业人才。
再者，评审制度的内容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内容管理来促进知识体系的生产。
比如说，可以鼓励那些有“宏大的论述”的作品出版。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识体系创造这个问题，使得大家对此都有一个意识，有了意识才能自
觉地去做。
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应用西方知识体系，并且以为就是掌握着真理。
这种心态是知识体系生产的最大阻力。
有必要开展一场知识界的大讨论，以达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缺乏知识体系生产的意识和动员机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往大国之路>>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西方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发展过程学到很多经验。
我们的问题是本末倒置，花了大量的经历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完全忘记了西方的知识体
系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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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是一种实证研究，他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结果。
对于好的，他会表扬，对于不好的，他的批评也很给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江雨　　　　很早就看郑先生的文章，特别是在一些国际性
的论坛上，经常看到郑先生的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专栏文章。
写得非常的持平、公允、中正。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王鲁湘　　　　郑永年教授属于客观持中的政治学者，长期研究政党问
题，我与他有过长谈，感觉他内心希望能用循循善诱的方式推动国内的当权者推动政改。
　　——独立政经评论员金心异　　　　看过中国跌宕和徘徊，经过苦苦思索和试验，郑永年找到了
自己理解中国的方式：接受今天的中国，把现存制度当作一种现象来了解和解释。
　　——《南风窗》2011年7月第14期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往大国之路>>

编辑推荐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编辑推荐：学术研究的窠臼，高等教育的异化，道德解
体的忧患，基础理论的苍白，知识范式的僵化⋯⋯作者坦率理智地指出当前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
软肋和缺陷，点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忽视软实力的建设，难以成为真正的大国；
缺乏知识体系的文明，复兴之路更为艰难。
摆脱思维的“被殖民”，脱去权力和利益的枷锁，用中国自己的话语认识和解释自己，让教育和研究
回归本义，培养身心健全的公民和思维成熟的知识人，寻求中华文明真正的复兴。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与作者前一本力作《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
重塑》互为呼应，成为当代中国人最需要看的书之一。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的作者郑永年教授是国际上中国问题领域的权威专家，
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
他是新加坡国家首席智库，并为中国政府高层倚重，多次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层演讲和献策，其
思想和观点是当今中国最有价值的政见之一。
他注重实证研究，兼顾理论建构，以其明晰而又理性的话语，解释中国。
郑永年教授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最受关注的专栏作家之一，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也是《参考消息》
转载率最高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长期以来，在海内外媒体、政界、学界和大众中拥有人数众多的读
者。
通往大国的道路上，中国走到了关键一步。
硬实力已经得到全球瞩目，软实力将如何建设？
只有在知识上扮演有力角色，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强大文明的核心是强大的知识体系。
中国能否从思想殖民、权力和利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创造自己的知识体系，完成文明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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