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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鉴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它的
重新崛起远不只是这个东方大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十多亿
炎黄子孙的命运，也将对全人类的福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复兴的过程及其对世界而言的后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民众及中
国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准备承认中
国的重新崛起，并始终以宽容友善的姿态接纳它、帮助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一片坦途，世
界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极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怀疑和恐惧，甚至一
再地拒斥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必将伴随着痛苦和挫折，整个世界也将不得不同中国一起承受这
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幸乃至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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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 “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1.走出“历史悲情”　　2.从“渴望被承认”到“身份自
我确认”　　3.认识世界，认识西方，认识自己　　4.民族复兴的精神准备　　　　卷一 现代化的最
后一跃　　第一章 现代化的精神历程　　1.穿越“历史三峡”　　2.现代化：精神内核与现实路径　
　3.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标本　　第二章 改革需要再出发　　1.第一要务：政府自我改革　　2.“精
英责任”与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　　3.愈合“社会的精神分裂症”　　第三章 新世纪“关键词
”　　1.“和谐社会”、“利益集团”与民主政治2.“以人为本”的民本叙事　　3.“科学发展观”提
出的两大问题　　4.“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中国路径　　第四章 百年现代转型的最后一
环1.一个诞生中的业主委员会　　2.新闻自由、新闻规范与媒体的“社会共同体”　　3.培育政治现代
化的社会基础　　　　卷二 西方的“中国想象”　　第五章 从伏尔泰的天堂到黑格尔的地狱　　1.“
新加坡不在中国吗？
”　　2.西方认识中国的五个阶段　　3.中国：西方自我关照的一面镜子第六章 “唱衰中国”——当
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上）　　1.“中国饥饿论”　　2.“中国统计数字造假论”　　3.“中国崩溃
论”　　4.“中国无关紧要论”　　第七章 “中国威胁论”——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下）　
　1.经济威胁2.政治和军事威胁　　3.人口、资源、环境威胁　　4.“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　　第
八章 另一个中国　　1.郑和的故事，一段历史注脚　　2.中国历史上两次不同寻常的远行　　3.现在，
西方准备好了吗？
　　　　卷三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第九章 知识精英的思想分化　　1.“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之争　　2.“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　　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第十章 对
“改革之争”的评价　　1.“郎咸平旋风”与“改革之争”　　2.“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终结　　3.不
是向左还是向右，而是向前还是向后　　第十一章 “民意”的转向及其后果　　1.“原罪”的密码　
　2.社会对管制的需求　　3.“新双轨制”的罪与罚4.“顺应民意”的新一轮政府权力扩张　　5.“万
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卷四 通往文化重生之路　　第十二章 政治与文化　　1.当春节遭遇“圣
·瓦伦丁节”⋯⋯　　2.“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　　第十三章 古今中西之辩　　1.“抵制圣诞
节”与“弃龙”风波　　2.古今中西，月亮哪个最圆？
　　3.佛教的引进——整合异质文化的一个成功先例　　4.“帝国语言”的命运　　第十四章 面向未
来的文化重生　　1.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　　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许
倬云：中国文化突破与普世世界文化之催生　　4.为中国文化的重生努力和祈祷　　　　尾声 上海神
话　　1.从巴黎到纽约　　2.“世界之都”的中国轮廓　　3.苏州河以北⋯⋯　　4.锻造面向未来的“
城市人格”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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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
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
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
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
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
除外）。
（引自《中国问题》第4页，【英】罗素著，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 ——贝特兰·罗素 　　全球著名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集团在2003年10月发表的一份题为
《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的报告（注：这也是所谓“金砖四国”的出处，BRICs
是Brazil（巴西）、Russia（俄罗斯）、India（印度）、China（中国）的英语开头字母的缩写，它与英
语中“砖”（Brick）一词谐音。
这个名词是高盛集团在上述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报告称，到2040年左右，上述“金砖四国”的经济总
量将超过目前的G6（G7中除去加拿大），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向这些国家转移，并将对整个世界政治
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中预测，以美元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7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并最终在2039
年超过美国。
在此后的几年里，高盛公司的研究人员又对这一预测作出过多次修正。
他们称，最早2035年，最迟到2042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例如，率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后来又预测，按照中国
现在的经济增速，“很可能在2035年，中国就会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
见《高盛谈金砖四国——预言2035年中国成最大经济体》，载2006年5月24日《北京晨报》；相关报道
亦见2006年12月5日《参考消息》第16版。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预测也几乎与上述结果一模一样。
（见【美】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m）《接受中国的崛起（上）》，《读书》2005年第6期
。
）这个预测得到许多权威经济学家的响应，《华尔街日报》2006年春对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采
访结果表明，有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终将超越美国，坐上世界经济头把交椅。
 　　对充满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2040年是一个敏感时刻，令我们刻骨铭记的“鸦片战争”就是
在200前的这个时候爆发的，当代中国人普遍把它视作中国衰落的象征。
国际上的另一项预测说，到21世纪中叶，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GDP
占全世界的比例将超过整个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份额，上升到1/4，这一数字差
不多正好回复到200年前的水平。
当然，比较现实地来看，中国真正崛起为一个经济强国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路途。
例如，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维持现在这样的高速度，中国可能还需要花30到40年时间才
能使自己的人均GDP超过亚洲邻国日本，至于赶上美国则可能需要整整一个世纪。
然而，总量上的“世界第一”已经足以令国人扬眉吐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把中国视为一个大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她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角色
。
”而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的话更会强烈地感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他
们所遵循的将不是美国标准，而是中国标准。
”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失败、屈辱和挫折以后，中
国又一次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一个激动人心的“中国世纪”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得让我们不敢相信，更让我们来不及作出必要的反思。
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反思就越显得必要和紧迫。
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界的泰斗、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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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son，1915- ）的评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
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
”这个“如果”正是我在本书“楔子”部分论及的所谓“中国重新崛起”的第一层次问题，即中国的
现代转型能否顺利完成？
而在我看来，未来的30年将是我们民族为实现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运动的
“最后一跃”。
 　　第一章现代化的精神历程　　1.穿越“历史三峡”　　从《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
曼（Thomas L.Friedman）的那双乐观但有些肤浅的眼睛看出去，未来的世界是“平”的。
在他那本一时令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弗里德曼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使世界变平的主
要动力之一。
（参阅《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就全球未来大趋势粗略地看，弗里德曼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虽然他显然过于乐观和天真。
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国的未来远不是“平”的。
相反，我们眼中的“中国景观”不仅到处坑坑洼洼，而且布满悬崖断壁。
 　　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30年里，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还将迈过许多关隘。
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我们就会发现，即便不考虑中国在国际上的风险，仅国内矛盾和风险叠加在
一起，就一点都不会比我们过去30年的经历来得平坦和便捷。
 　　在经济层面，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人贫富差距——如果得不到
较快的扭转，中国不仅在未来不可能保持现有高增长，还将出现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在未来或许能转化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在动力，但在当下却是难
以承受的压力。
在社会层面，资源环境的瓶颈很早之前就已显现无疑，如果中国在这方面不能成功地超越西方的现有
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新路，也许整个世界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由于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
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眼前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不到20年迅速耗尽，届时中国将面临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骤然老龄化，如何避免“未富先老”这个难题已不是未雨绸缪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严峻现实。
最后，台湾问题一直是悬在中华民族上空的一枚“定时炸弹”，如果不能稳妥和智慧地拆除这颗炸弹
的引线，一旦台海局势失控，两岸中国人辛苦积累了几十年的现代化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 　　上
述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足以难倒当今世界上最睿智果敢的政治家。
10多年前中国经济刚刚呈现加速起飞迹象时，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her，1909-2005）将中国比喻为一场全世界商业界都“不得不加入的赌局”。
杜拉克的预测不能不说是相当悲观的：“事实上，一个有经验的赌徒对这场赌局所下的结论也许是：
中国成功发展的可能性占三分之一，而中国陷入严重混乱的可能性，至少占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所谓“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中国的决策者始终保持着一份谨慎和清醒
，这决非刻意低调。
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会的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说：“我敢打赌，摆在布什案头的需要立即处理的事
项中，95%的是国际事务。
而摆在中国领导人的案头的紧急事项可能95%都与国内事务有关。
”更具挑战性的是，上述大部分难题都是当代中国所独有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历史中都找不到
能够直接拿来借用的教科书。
“何况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须要改革程度之深，已经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与之类似而接近的例子
。
”曾以《谁来养活中国？
》一书引发巨大争论的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中国对美国和对地球的挑战》一文
中说过：“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
要不了多久，中国非得开拓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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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发展模式的机会⋯⋯中国若成功了，就能为
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仰慕效法；中国若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中国的国务院总理面对中外记者时说，他心中的忧患意识经常让他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但是，不论未来还将面对多么大的困难和挑战，有一点是肯定的：经过了一百年多年的社会变革
，尤其是经历了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华民族已彻底洗刷19世纪中叶以来积贫积弱的屈辱面
貌，正迎来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
正像许多人看到的那样，我们也许只差一步就走到了200年现代化征程的终点。
（注：提醒读者不要误解的是，这里我用“终点”这个词，决不是说达到了这一点上，中国就将一劳
永逸地建成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
我是有严格的限定的，此“终点”实际上等同于现代化的完成；而所谓“现代化”，并非一个无止境
的过程，它也是有严格限定的，我将在本卷接下来的一章中简单叙述。
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完美社会只存在于各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乌托邦中
。
所谓“现代化的终点”，更实际地意指达到那个阶段以后，中国将结束200年来主导我们社会生活的那
种持续不断的整体性全面变革，从而在制度上进入一种类似于鸦片战争以前或现代西方那样的相对“
稳态”，而且这种“稳态”将会持续比较长时间，尽管在此期间社会的局部领域还会不断发生变革，
有时甚至瞬息万变，但像过去200年里经常出现的那种动辄动摇社会根基的颠覆性、全局性巨变则不太
可能再轻易爆发。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多处说过差不多意思的话：中国的长期革命业已成功，目前已经到达了历史和
命运中的一个重要关头。
（见《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67页，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想必他的这句话与我们上述的表述是同一个含义。
但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那么，在当下这样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将何去何从？
 　　展望未来的最好起点永远是回顾历史。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将近现代中国历史形象地描绘为“历史三峡”，而我们追求当代中国现代化转型
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顺利地穿越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瓶颈”，从而使华夏文明
的航船进入一片浩荡坦途。
所谓“历史三峡”，最大特点就是其阶段性和曲折性。
 　　⋯⋯近代中国从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逐步走向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
程序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循序作波浪式前进的。
中国要现代化，就要通过许多次险恶的波涛，然后才能风平浪静，渐次走向富强安康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在通过这些不同的“阶段”时，各个阶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题。
这些主题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们坐在皮椅上幻想出来的，它们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演进
和国际形势的变幻逐渐铸造出来的。
换言之，它们是客观机运参以主观智慧逐渐融会贯通的，不是根据工程师的蓝图，一层层造起来的。
 　　再者，这些不同阶段的主题，且往往是前后对立的，峰回路转相互矛盾的。
因此，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家，在推动一种现代化运动之时（不管这一运动是激进的“革命”或缓进
的“变法”），他们都要抓住该阶段所特有的主题，从而推动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
抓不住主题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时代所遗弃，甚至流入“反动”，变成“革命对象”。
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题而乱搞不急之务，躐等前进，那就变成空想或过激。
空想、过激，对群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
他的运动也必然受挫。
但是前一阶段的空想，往往也可变成次一阶段的主题。
如此各“阶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它是或缓或急
，永远不断向前流动的。
 　　在唐德刚视野中，中华政治文明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
第一次是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第二次则始于鸦片战争，至今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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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兴盛于西周的封建制度（注：唐德刚先生定义的“封建制度”与大陆历史学界一般界定的“封
建社会”有很大差别，据我本人的理解，它更接近于欧洲中世纪以后出现的那种封建制。
）到了东周时期开始崩解，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征伐，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中国。
秦“不立尺土之封”，废除“封建制”，改立“郡县制”，第一次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华政治社会秩序
的基础。
这就是中国中华文明历史上的第一次转型，它的成果可以高度抽象和简化为下列12个字：废封建，立
郡县；废井田，开阡陌。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前六字是政治上集权，一切向中央负责；后六字则是经济上开放，化公为私。
与此同时，整个经济、文化、社会也随着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而一起转变，其过程是激烈而痛苦
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步稳定下来。
实际上，这第一次转型萌芽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基本完成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所
落实的“盐铁专卖”，历时将近300年。
（同上第6页、第224页）至此，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m
）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
、民无二王的宇宙帝国（Universal Empire）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新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之下，中华文明不断地统一了那些还生活在“部落主义”方式下的“
少数民族”，将它们纳入一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文明大熔炉中，直至全“天下”整合为
一，天衣无缝。
这一次的大转型将“国家强于社会”为特性的东方集权体制确立为一种“定型”，这一秩序此后延续
了两千年而稳定不变！
两千年间，虽然我们这块土地上经历了无数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和英雄起落⋯⋯但“运行
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
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
”所以毛泽东极富洞见地指出，“千载犹行秦法政”。
　　但是，这一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汉模式”到19世纪中叶却再也无力维持下去——在西方文明的挑
战之下，中华文明被迫作出“第二次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唐德刚称之为“历史三峡”。
这是一个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瓶颈期”，它是社会僵化和“淤塞”造成的，冲出瓶颈的过程在哲学上
叫做“突破”，在历史学上叫做“转型”。
在这段历史的瓶颈期里，我们原来两千年不变的“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间“动如脱兔”，几乎
是十年一变，用李鸿章的话说，我中华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则不幸（抑或有幸？
）生于这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一次转型不是自发、渐进的，
而是被迫的、骤然发生的。
按照唐德刚的预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需要两百年，到2040年左右。
当然，如果历史出现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及其令中华民族承载的苦难
还会延长下去。
穷则变，变则通，一旦变通了，我们就将再度获得一个新的稳定的制度“定型”，并开启中华民族下
一个强盛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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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如果有一件大事注定要发生，那就是中国的再崛起。
经历了200年忧外患、彷徨求索和不屈奋斗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将成为整个世界都必须认真面
对和适应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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