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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反思中国的当代改革需要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
1978年12月开始的，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巨变的改革开放，不是历史上的孤立的政治进程，思考
这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不能不看影响当代改革的历史沿革和历史承继，也不能不看影响中国改革的
世界环境和世界大势。
要清楚地认识这30多年来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有必要树立起一种“大改革观”，把当代改革问题放
在中国改革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放在世界改革历史的进程中去进行审视，　　自上而下的改革之于
中国，若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若从晚清戊戌变法时算起，中国的变法改革已有110
多年历史。
若上溯至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国的变法改革有近1000年历史；若再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则
中国的变法改革已有近2400年的历史。
分阶段、分时期研究反思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必不可少，做改革通史的研究也很重要，都是了解和认识
中国改革的必需工作。
但历史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喜欢看成的竹子似的一节接着一节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更不是一节
一节不相干的连在一起的历史事件，同时，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改革，也并非与外部世界相
隔绝。
认识中国当代改革，有必要从纵向的角度，把当代改革与近代改革和古代改革联系起来，对中国几个
不同历史时代的改革命运及其规律进行深度的思考。
也有必要从横向的角度，把中国改革与世界上重要历史时期、重要国家的改革联系起来，从世界各国
改革的比较的广度思考中来看中国改革的走向。
以史为镜，为邻为镜，以世界为镜，在更深入、更宽广的反思中，相信会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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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识中国当代改革需要确立一种“大”改革观，把当代改革放在中国改革史和世界改革史的经纬坐标
中整体反思。
　　改革可以大时间段全景式比较，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社会转型式改革，商鞅变法是唯一成功的社
会转型式改革，当代改革是戊戌变法以来未竞之社会转型的延续。
　　宏观渐进与微观激进相结合是理性选项，改革开放的未来取决于能否避免四种极端主义的忽悠。
　　走出中国改革历史上的两个宿命与两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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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用更伸展的历史眼光和更宽广的世界眼光透视中国当代改革　第一节　整体性反思中国改革的
必要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改革是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改革长河的延续　第三节　中国改革曾经并仍
将受世界影响　第四节　走出历史上的两个悲剧式宿命与两个循环式特点第一章　改革在中国的历史
轨迹　第一节　历史上只有两次社会转型式改革　第二节　商鞅变法是唯一成功的社会转型式改革　
第三节　中国封建时代的改革未脱“二千年之制秦制也”　第四节　开眼看世界的戊戌变法与艰难的
走向新文明之路　第五节　当代改革是戊戌变法以来未竟之社会转型的延续第二章　改革的世界视野
与比较　第一节　各国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二节　改革可以比较　第三节　相互比较中的启示　
第四节　改革中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差异第三章　历史上改革的起因与动因第四章　历史上改革的
成败原因第五章　个人在变革风云中的作用第六章　改革与革命的不同抉择及代价第七章　历史上的
改革给当代中国改革的三大启示第八章　当代中国改革的走向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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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在中国传统专制组织结构下不可能成功。
柏杨断言道：“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规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
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
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
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一一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
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
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封建王朝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自强自救。
要知道，戊戌变法也好，之前的王安石变法也好，都是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的，改革尚且
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封建君主专制是如何的无可救药。
三、清末新政及其失败与戊戌变法的发生如出一辙，紧接着的清末新政源于1900年庚子之役的重创。
如果说在此之前，社会的主流仍然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持怀疑态度，那么八国联军带来的灾难，就使
中国社会认识到：“欲救中国残局，唯有变西法一策。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惨重代价付出以后，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上层改革共识的形成。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全面变法谕旨的颁布，反映了社会思潮的这种走向。
谕旨中不仅明确指出要学习西学的“皮毛”，还要学习西学的“本原”和精华，也就是以西方现代文
明为参照系进行变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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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
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
　　——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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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透视千年传统品鉴各国得失　　走出故园观天下立足寰宇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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