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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中国的兴起——这似乎是一个新命题和新观点。
　　说它是新命题，因为就笔者所见，国内学术界似乎鲜有这个提法。
或者说，这个命题还没有被明确和正式提出来；说它是新观点，因为类似本书意义上现代中国的兴起
这样的观点，恕笔者孤陋寡闻，国内至今好像还视所少见。
　　然而，命题虽然是新的，对象却是旧的；观点虽然是新的，史料却是老的，而且多是一些老生常
谈的“大路货”。
这段老旧的历史就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大约一百年，也就是过去习称的“近现代史”、现
在所说的“近代史”。
从老旧的史料和史实，何以得出新命题和新观点除了方法和理论的更新，恐怕还得益于笔者以一颗平
常心和同情心，用一种客观、冷静和“无色”的眼光，打破“专业”壁垒和派别局限。
经过多年的考察和搜罗，在老旧的历史中“发现”了许多新事物和新现象，“发现”了这些新事物和
新现象背后共同的“现代”特征和历史走向，“发现”了现代中国兴起这个客观事实和历史过程，从
而提出了“现代中国的兴起”这个新命题和新观点。
　　在具体还原“现代中国的兴起”这个命题和观点之前，首先必须解题，解释何谓现代中国何谓现
代中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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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狭义的角度讨论“现代中国的兴起”，力图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按照技术、经济、文化
、观念、制度和政治六大板块，分别讨论现代中国兴起的具体成就和积极成果。
本书区分了历史时间概念和历史时代概念，运用和建构了宏观社会历史概念及其结构体系，用以概括
现代中国的兴起在不同领域的各种具体表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的兴起>>

书籍目录

序言  一、何谓现代中国  二、何谓现代中国的兴起  三、本书的写作特色壹  机器社会的来临  一、轮船
：现代中国的领航者    1.轮船东来    2.民间造船的冲动    3.官员造船之“争”    4.伟哉，国产万吨巨轮  
二、动力革命    1.动力机：从购买到仿制    2.蒸汽与电力的二重奏    3.动力革命面面观  三、机器冲击波 
  1.机器爱恨之争    2.机器的利益冲突    3.机器与社会变迁  四、数说机器    1.动力机    2.工作机    3.机器化
程度贰  工业社会的奠基  一、机工业的兴办    1.两种模式    2.机丁业“数字化”  二、现代交通体系的架
构    1.轮船开航    2.火车跑起来    3.汽车来了    4.迟到的“飞行”    5.邮政本土化    6.初入“信息时代”  
三、现代商业的发轫    1.走向工业品市场    2.公司的兴起    3.现代商人社团  四、现代金融的诞生    1.银
行的官办与商办    2.证券、保险与信托  五、现代城市的生长    1.生长途径    2.城市：现代“集结号”  
六、手工业与机工业并存    1.近世手工业概说    2.“手”、”机”之消长  七、半工业半农业社会叁  自
由社会的勃兴  一、走向自由的教育    1.另起炉灶    2.新学制：教育形式的自由    3.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 
  4.自主办学    5.自由与反自由  二、媒体自由的突进    1.西媒东渐    2.最早的本土媒体    3.媒体的发展    4.
媒体现代性的增长    5.多元化格硒    6.媒体论政    7.独立媒体    8.自由媒体人肆  理性社会的发育  一、理
性化的来路    1.开放的前提    2.科学化途径    3.人本化皈依  二、走向理性社会    1.日益理性的民族观    2.
新发展观：现代化伍  法治社会的进路  一、洋务运动：制度改革的起点    1.被忽略的规章制度改革    2.
学校规章的现代化    3.企业现代规章制度的建立    4.军队规章的现代特征    5.现代媒体与社团规章  二、
部门法制的现代化    1.现代教育法制的建立和完善    2.日趋成熟的现代经济法制    3.现代法律的部门化  
三、宪法：现代根本制度的演变    1.从宪法大纲到十九条    2.从《临时约法》到宪法    3.近世中国宪法
评析  四、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陆  民主社会的试步  一、公民的诞生    1.从臣民到公民    2.公民是怎
样烁成的    3.公民与选举  二、现代独立组织的兴起    1.开放报禁和党禁    2.政党的涌现    3.商会的成长   
4.大学的创办  三、议会的设立和变迁    1.议会的筹备    2.议会的设立    3.议会的变形结语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的兴起>>

章节摘录

　　就文化现代化而言，自由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人类自由的最高境界是精神和灵魂的自由，而以教育、媒体和学术为代表的文化系统承担的正是
塑造人类灵魂的历史任务，扮演着人类灵魂塑造者的角色。
要实现人类精神和灵魂的自由，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文化本身必须首先实现自由，教育、媒体和学
术必须首先实现自由。
自由的文化塑造自由的精神和灵魂，禁闭的文化塑造禁闭的精神和灵魂。
因此，文化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自由文化，实现文化自由。
就是打破文化禁闭，使文化从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走向丌放、走向民间、走向多元、走向独立。
　　具体而言，近世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本质上就是文化从专制状态和附庸地位解放出来，走向民间
、走向独立、走向开放、走向多元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走向自由的过程。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经过约一百年的演变，终于形成了比较具有开放状态、独立地位、专业
化特征和多元化结构的现代教育系统、现代媒体系统和现代学术系统。
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学校，创办了一大批现代报刊和出版社，涌现出一大批现代学术成果和现代学者。
更重要的是，伴随现代自由文化的勃兴，一大批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意识、批判精神和专业特长的现
代专业人才、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和准公民迅速成长起来。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多年来几乎被人遗忘和抛弃。
　　当今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在一度中断和延误以后再次复苏。
赓续近世中国自由文化传统无疑是重启这一历史进程的不二法门。
因此，恢复近世中国自由文化的真实面目，挖掘本土现代文化的历史资源，汲取近世自由文化的宝贵
精髓，恐怕是一门不得不重修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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