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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的追求目标。
尽管东亚各国自身的国情不同，发展路径各异，但是大目标却惊人相似。
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发达与先进的西方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现代化最重要的参照系。
从东亚近代史一路风雨兼程来看，东亚国家向西方学习，是既被动又主动，既茫然又明确，既屈辱又
不屈。
这个历史进程，还在继续。
而西方的现代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是一个大话题，其中包括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创新，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建立与建设，乃至对
外扩张取得市场与资源，等等。
但是最根本的，是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人自己发现了自己。
在走出中世纪时，一盏盏明灯在欧洲自身燃起。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人到一个个群体。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大方向上一致，但各自的具体道路则很不相同。
同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也绝非鲜花铺地，其代价之大，绝非今天就可以画句号的。
随着近现代西方在世界的扩张，另一个现象也出现了，即原本多姿多彩的世界被西方单一的话语体系
归纳并描述。
对此，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批评说，这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看世界”。
欧洲自己燃起了明灯，又为照看别人竖起了路灯，这是一个大历史现象，它要变化。
而变化之际，就是地球上别的地域，包括东亚在内，重新自我发现之时。
东亚的自我发现，走过的是与欧洲、美国不同的道路。
它是先受到外部的压力，被“他人的路灯”照亮，继而在自强不息的奋斗中，重新发现自身文明发展
过程中曾经有过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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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价值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
在西方价值随着西方的崛起而成为所谓“普世价值”的时代，在西方世界现了把东亚文明诬蔑为停滞
的文明之殖民话语，也出现了所谓的“韦伯命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日本的重新崛起和“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建立在东亚价值基础上的东亚
经济模式甚至被认为是与欧洲的“新教资本主义”相对的“儒家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李光耀、马哈蒂尔等政治家也公开宣称，在东亚存在一种与自由民主等西方现代价值观不
同的“亚洲价值观”。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先前认识东亚价值的背景和基础，要求人们重新认识
东亚价值的屙性和功能。
    本书收入海内外25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视角，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重点探讨了“东亚价值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价值与东亚世界秩序”、“东亚价值与现代社
会建设”、“是否存在一个‘亚洲价值观’”、“东亚环境观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值
得关注的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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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个方面是来自于美国的地域研究框架，“亚太地区”的视野与美国大学里的东亚系框架，都使得
东亚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
可以说，为了回应国际上的种种新的趋势，中国的言论界也把东亚作为一个话题，并且越来越觉得它
顺理成章地原来就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有关东亚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形成的东亚视角是相对薄弱的。
这种薄弱并不意味着东亚话语不流行，也不意味着把东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研究成果积累不足，而
是意味着，关于东亚的研究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获得认识论上的相应位置，它并没有把上述种种问题
作为需要回应的问题，也几乎没有进行回应；同时，由于东亚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经验层面，这种经验
性研究的本体论对象很少受到质疑，因此，在中国的思想与知识生产的层面上，东亚研究的定位是不
清晰不自觉的。
在这一基本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大致把当下构成了某种共识的关于东亚的视角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比较通行的东亚视角，是传统儒学的视角。
这种视角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把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通过“儒学”的框架统一为一个整体，并且力求
论证儒学中最基本的抽象价值观念（例如“仁”、“中庸”）在上述地区的普遍性。
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很有限。
即使在直观意义上，我们也很难断言儒教在东亚地区具有同一功能，因为我们无从解释为什么同样受
到儒学影响，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更无从解释朝鲜半岛在被迫分为两
个部分之后，它的“儒学”到底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起作用。
假如我们把儒学视为已经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的产物，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将是不可回避的：儒学在东
亚的不同国家里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即使在儒学的鼎盛时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学也不能够毫
无媒介地涵盖三个国家。
在不同的国家里，儒学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它受那个社会本身的历史制约，不可能是抽象孤立的。
在近代之后，儒学在东亚不同社会中的潜在功能更加不同，对此，已经有大量的个案研究可以证实。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的价值>>

编辑推荐

《东亚的价值》：东亚价值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
在西方价值随着西方的崛起而成为所谓“普世价值”的时代，在西方世界出现了把东亚文明诬蔑为停
滞的文明之殖民话语，也出现了所谓的“韦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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