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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农村现代化。
农村现代化不了，谈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怎样实现农村现代化呢？
全盘西化吗？
这且不说在理论上是否行得通，只要走出城市几十里，到农村看一看农民在想什么，要求什么，再看
一看他们千百年来留下来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化了化不了啦。
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乃是其生命精神和灵魂的存在。
东风可借，魂岂是可借的？
特别是其作为价值体系的存在，更是如此。
　　走西方都市化的道路吗？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城堡组成的小公国发展起来，其经济基础是海上贸易
。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由广大农村村落组成的宗法社会，它的根基是土地，经济基础是农业。
如果走西方都市化的道路，牺牲农业，把农民赶到城市里来，那就等于彻底拔起了农民生存的根基，
颠覆了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的基础。
有人主张十亿农民，农村留两亿就够了，剩下的八亿，全部迁移到城市。
持这种想法的人，不知看过电视剧《天下粮仓》没有？
不要说把八亿农民都迁到城市，就算减半，迁四亿农民进城，结果也不妙，它不仅会极大地打破整个
城市社会结构，带来交通、能源、水源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一旦天下有事，如
果这四亿农民问题解决不好，会给城市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并动摇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
　　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别，虽表现在经济上，然最根本的差别，还是农村文化落后。
虽然原因很多，如生产力低下，经济政策存在某些偏差，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化教育落后。
文化教育进步，自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经济落后，自然影响文化教育进步。
那谁去发展经济呢？
谁是经济发展最原始、最根本的生命力呢？
毫无疑问是人，是亿万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农民。
如果教育落后，文化发展不起来，这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命力量发挥不了作用，再多的经济辅助政
策，也很难改变城乡的差别。
因此，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在文化，在教育，在于文化（包括科学）上的复兴与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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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泱泱华夏，以农生息；春秋代序，农泰国安。
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史。
书写这部历史的农民一一不管在各个历史阶段人们是用如何不同的称谓去表达从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
的人们一一生活在一个个农业聚居区。
这些聚居区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形态，包含自己的生存理念。
在现代社会，我们称其为乡村或者农村。
在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社会，乡村建设毫无疑问是国家建设之根本所在。
虽然我们使用的乡村建设是一个现代概念，但这一思路是延绵的：从古至今，任何一个聪明的或拙劣
的统治者，都懂得农民一一最底层积蓄的力量一一对于国家社稷成败安危之基础性作用。
　　我们不去过多地着墨于古代社会，仅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风雨激荡就足以说明农民和农村对中国社
会发展及变革的根本性作用。
基于此共识，在国家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依然有人关注农村，而且掀起了一场伟大的乡村建设运动
。
它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兼取西洋文化之长，调和改造，达致新礼俗。
在这里，文化是第一次如此明显地被置于乡村建设的内涵之中，也是第一次有人强调文化形态对于乡
村发展和建设的作用力。
我们注意到这里的两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这是两个按地域划分的文化子系统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恰似一条大河，虽有阻塞险滞的时候，但却源远流长。
它是在中国的地理区域内，积淀而成的文化整体形态，表现为中国古代社会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精神状
态、社会关系、艺术风貌、语言符号和风俗习惯等的集合。
只要有了人，就有了文化，但一般来说，夏、商、周三代被认为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期，同时也
是奠基期，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内核就在这时候开始形成，并随着儒脉延伸逐渐深化的。
从宏观历史角度考察，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古代的中国处于与外邻世界隔离状态的地理单元中，南部、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
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冻工带。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培养了中国崇尚“王道”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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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德泽深厚，历数千载演进亦能生生不息，激扬创新。
然近世以来华夏文明却遭劫难，欧风美雨的交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争”合、力促使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遽衰。
现代中华文明更多的是一种同步于世界的西洋文明，虽然她也承传中国文化的部分遗产，但似乎传统
文化也逐渐走到了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成为一体中的另一极。
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本身并不是一对矛盾体，它们不一定是处于角力对抗之中的，相反传统文化
对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任何国家的文明发展都是处于既定的有形文化（如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中和无形文化（
如信仰、道德、风俗）的影响下，任何个人、民族、国家都逃脱不了“传统的掌心”④。
其次，文化的集体强制性和自我抻张功能把传统文化的因子注入到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去。
再次，文化资源的开发，文化力量的显现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中的重要一环。
所以说处于文化现代化背景下，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如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以及如
何预防文化融合创新后的“基因变质”所带来的“系统不适”。
一、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从宏观历史角度考察，我们
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古代中国处于与外邻世界隔离状态的地理单元中，南部、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是
人迹罕至的荒漠和冻土带。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独立性，同时也给外国侵略设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当
然也培养了中国不侵略不称霸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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