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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样看来，现代化是在不断扬弃（包括克服、吸收与更新）社会与人的传统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适
应工业文明发展进程的社会与人的现代性，使社会功能结构完成全面转换。
它不可能一帆风顺，不仅在内部会遇到重重障碍，而且在外部由于现代化所激发的国际竞争，使后发
展国家未必能得到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全力支持，甚至还会遭遇这些发达国家的干预、遏制和围困。
如果后发展国家的主导力量缺乏科学而坚强的驾驭能力，现代化还会引发本国社会关系的全面失衡和
社会流程的大紊乱。
如果他们又不善于恰当地处置遇到的问题，因应时世态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对策，那就难免要陷入一
种“现代化综合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陷入这种“综合症”的民族与国家不
在少数，一般多表现为经济混乱，政局不稳，内乱频仍，民族冲突与宗教纷争尖锐化，直至发生内战
与外战。
这种“综合症”在不同国家表现的形式与程度不尽相同，严重的会招致现代化中断，出现社会倒退，
以至在一个时期中复归旧传统。
环顾当代世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有些国家现正在这种“综合症”的困扰中苦苦挣扎。
    在社会与人的现代性成长中，存留于社会与人的传统性（就总体而言）是必须克服和丢弃的，否则
，现代化不会成功。
但是，这是一个有分析、有鉴别、有选择的，仰赖于科学理性与民主精神，进行创造性扬弃的过程。
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大多经历过产业革命、经济变革、政治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一系列社会
革新运动，大体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都作过选择和改铸，通过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构克服了其中成为现代
化羁绊的因素，使传统文化中对形成现代文明无害、有益乃至优秀的成果，被吸收保留下来，成为现
代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
    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深入，经常会出现反传统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
这种对立虽然在内生型现代化运动中曾有过，但主要出现在外部91入型现代化国家的意识形态中。
因为这些国家（如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非但不能内部生成现代化，相
反却自发拒斥这一历史潮流。
必须依靠引进世界现代化的积极成果来推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样就特别容易把传统文化看成是现代化的障碍、包袱，必欲全面、彻底抛之而后快!对本国传统文化
持虚无主义态度，如全盘西化论者所做的那样。
他们的迷误在于，既不理解内部发生型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和恰当地处理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
系分不开；更不能理解外部引入型现代化运动能不能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往往是这些国家现代化事
业成败的关键。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现代化似乎是一种舶来品，是一种被动接受的、似乎强加给他们的、曾使他们蒙
受过某种屈辱的东西。
因而不甘心将自己神圣的、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置于解构与价值重组的地位。
一种朴素的、古典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召唤他们牢牢维护自己固有的、曾使他们感到自豪的文化传统。
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往往是一对孪生姊妹。
前者往往表现为不许触动、更不许改造传统文化，后者则表现为全面抛弃民族固有的文化。
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在中东、印支乃至东欧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的历史性曲折，有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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