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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建设小康社会、解决民生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已
经成为新的时代命题，如何认识传统大同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
研究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说明：中国历经风雨而社会主义的选择始终不变，是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文
化根据的，正是在这种文化前提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同思想则在中西文明的
撞击中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虽然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把传统理想
与社会主义相贯通，以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表达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对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它也只有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结合，进而从理想追求与现实选择相统一上转化到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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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统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资源>>

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及其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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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或者说，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有现实的和理想的两个维度，社会的任何变革都是在一定的理想导引
下进行的，缺少理想主义的维度，人们的行为就失去了高尚和意义色彩，社会发展也不能持久和可持
续。
　　乌托邦是在现代性成长中从传统走向现代，也正是在对现代性悖论的批判中保持生命力的。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追求中，现代性已在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悖论，它在使资本主义取得巨大成
就的同时，也“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
何别的联系了”②。
贪婪、掠夺、侵略成为资产阶级的本性。
这就使中国人在现代化追求中不容易认同资本主义，于是他们也就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通
过把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相贯通，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和制度选择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
从康有为的大同小康论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描绘出了近代以来这种追求的历史轨迹，并且从中体
现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政治前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又为中国社会发展奠
定了制度基础。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却使现代化的进程步履艰难，不能使现代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深度和
广度上展开。
在改革开放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革，也使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
化、文化理性化、社会开放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启动了起来。
　　如前所述，现代化是在现代性成长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在现代性的推动下，科
学技术长足发展，效率观念普遍增强，个人创造性得到调动，权利意识不断形成，并由此造成了经济
的迅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大幅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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