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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政治文明展开全景式的研究，试图从政治学学理和中国政治发展实际两个层面去阐明政治说明
的基本理论和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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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以上各种各样的文明定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文明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为我们界定文明的定
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但是，以上各种定义似乎都存在某些方面的缺憾。
有的忽视了文明的社会属性，只是认为文明是人类的心智活动，如孔德、福泽谕吉、岸根卓郎等；有
的忽视了文明的进步属性，仅仅认为文明是一种社会存在，并不表示进步和落后与否，如斯宾格勒、
汤因比、弗洛伊德、托夫勒、亨廷顿等；有的忽视了文明的实践属性，仅仅将文明视为人类活动的成
果，而忽视了人类活动的进化过程，如斯宾格勒、弗洛伊德、巴格比等；有的甚至认为文明只是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属于文化而不是文明，如伊东俊太郎；当然更多的是将文明与文化等同起来，忽视了
文明与文化的基本区别，如孔德、斯宾格勒、巴格比、伯恩斯和拉尔夫、岸根卓郎、亨廷顿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论者各自所处的国情不同、文化背影不同、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路不同有
关，但最根本的可能与论者缺乏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有关。
如果不用历史唯物主义去透视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是就事论事的从一些侧面去探讨文明问题，恐怕是
难以获得对于文明定义的科学认识的。
(二)文明的科学涵义也许恩格斯的下述说法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界定文明的定义。
什么是文明?恩格斯有一个十分简明的说法：“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
”②说法虽很简明，却深刻地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特征。
因为它不仅突出了文明的实践属性，而且还突出了文明的社会属性，从而可以使我们对于文明的理解
真正地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为科学地界定文明的定义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指导。
综合以上各种不同的文明理论和不同的文明定义，特别是恩格斯关于文明的说法，我们大致可以给文
明下一个简明的定义了。
所谓文明，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状态。
从静态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
发展的过程。
展开而论，文明的科学内涵应该包括以下基本要点：其一，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实践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活动。
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
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实践，就不会有人类，也就不会有文明。
人类就是在劳动过程中才最终从动物界脱离出来，诚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劳动创造
了人。
而且，文明也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
劳动的进步，即劳动方式、劳动工具等的进步，使人类社会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纺纱机等等，它们是
人类劳动的创造物。
实践活动不仅使人类创造了文明，而且也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只要人类的实践一停止，文明
实践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所以，文明首先是一个实践的范畴，具有实践性。
文明的实践性另一层意思是说，文明并非只是人类活动的成果。
而且还是活动过程本身，是人类的具体行为方式的进步表现。
人类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一种行为方式都或多或少地透视出文明程度的高低。
因此，我们在考察人类文明时，必须将人类的行为也纳入其中。
其二，文明具有社会品质。
文明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文明总是社会文明。
除原始社会外，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明。
从本质上来说，文明的社会性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
马克思说过：“人是最名符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文明论>>

的动物。
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和文明人偶然落
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发展一样，是
不可思议的。
”①这就是说，文明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脱离了人类社会，就不会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另外，人类正是通过组成社会后才最终摆脱了个人的局很而进入文明社会的。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特性是合理“调节人际关系及人的社会关系的方式”，“大
多数人聚集在一起，就比任何单独个体要强大，就会以团结对付各独立的个体，这时人类的共同生活
才有可能。
这种社会的权力就被作为‘权利’来反对被谴责为‘野蛮力量’的个人力量。
个体力量被社会力量的这种代替构成了文明的决定性一步”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类的文明性。
其三，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
尽管某些文明批判论者将文明时代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归之于文明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但文明本身是人
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似乎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与卢梭对人类文明的诋毁和谴责不同，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则确信，对人类文明的谴责是孩子气的呓语
，而文明社会中的人比未开化状态下的人生活得不知要好多少倍。
他对卢梭说，人天生是一头猛兽，文明的社会用社会秩序给这头猛兽戴上了铁链，驯化了他的野性，
为他提供了发展智力和幸福的可能。
基佐表示：“文明这个词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是进展、发展这个事实。
”③福泽谕吉也说：“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
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
”①弗洛伊德批评说。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要对我们的不幸负主要责任，如果我们放弃文明，退回到原
始状态，我们会更幸福。
“我称这种观点令人惊异，是因为我们无论以什么方式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伴随着我们寻求避免来
自痛苦根源的威胁的一切事物都是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②。
毛泽东谈到文明史时说过：“人类的历史，据说有五十万年。
这五十万年之中。
一段是野蛮史，一段是文明史。
文明史只有五千年或者稍多一点。
我们中国的历史算长得很，但也只有四千至五千年⋯⋯文明社会从奴隶社会算起，在中国据现有的可
靠资料，应从商、周算起。
”③在这里，毛泽东也是将文明作为不同于野蛮而言的。
可见，说文明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其实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
说文明是进步状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文明成果的形式是进步的；二是指文明内涵总是与时俱进的
。
进步发展是文明的外在表现，与时俱进是文明的内在要求。
其四，文明是社会整体的进步。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人类的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际上就是改造自然
的活动。
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的物质生产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因此，物
质文明是文明整体的基础。
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
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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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论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自1844年马克思在一篇读书笔记中使用“政治文明”一词到2001年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
讲话中使用“政治文明”的概念，时隔150余年。
在此期间，既没有专门研究政治文明的著作问世，也没有深入探讨政治文明概念及其内涵的论文发表
。
然而，人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随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多极化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后，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着
一个类似“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中国面临着新的一轮政治体制创新和政治发展道路的
选择问题，这可能是比二十多年前启动四个现代化建设更艰巨、更难以把握、更富于挑战性的问题。
在新世纪里，中国究竟能否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反映人类政治发展要求、可持续的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的道路的问题，已经明白无误地摆到了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的面前。
对此，人们的视野似乎是不约而同地转到了“政治文明”上来。
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近百种论著(文)提到了“政治文明”，而且“政治文明”一
词正在逐渐成为政界和学界的时尚话语。
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人对“政治文明”的概念、内涵、结构、特点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结
果出现了“政治文明”概念频频出现却不知“政治文明”为何物的尴尬局面。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可能与“政治文明”所涉及的理论和知识含量实在是太宽泛了有很大关系，因
此，在短期内是很难究其功的。
然而，新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又急切地需要对政治文明理论作出清晰的说明和
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道路作出理智的选择，于是，本书勉为其难地承担起了这样一项历史重任。
本书拟对政治文明展开全景式的研究，试图通过对政治文明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新世纪中国政治
文明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理论依据。
全书共分七章，大体涉及政治文明的基本理论和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两个层面。
第一章主要是为了揭示文明的科学涵义，以便给政治文明研究提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前提。
本书不同意以往一些研究者将文明概念出现的时间定位于近代的看法，而是认为文明概念早在古希腊
就已经出现了。
本章全面介绍了自18世纪以来的主要文明理论，并进行了简要评述。
本章严格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从人类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的角度将文明界定为“人类社会生活的
进步状态”。
经过对多种文明概念的辨析，阐明了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文明具有社会品质、文明是人类社
会的进步状态、文明是社会整体的进步、文明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文明与文明时代不是一个概念
、文明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和文明是文化的升华等基本观点。
同时，从不同层面探讨了政治与文明的亲缘关系，说明政治因文明而进步，文明因政治而生辉。
第二章从对“政治文明”概念的历史考察人手，全面地介绍了中外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政治文明的不
同解释。
针对以往人们在政治文明涵义上的种种片面的认识，本书进行了大视野、多角度的辨析，强调了政治
意识不能等同政治文明、政治制度不能涵盖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能包容政治文明、政治文化不同于
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内涵法治文明、政治文明包括政治行为文明、政治文明是一个褒义的概念等基本
观点。
最后，给政治文明下了一个十分简明的定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
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
治进化和发展的具体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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