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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
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
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
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
、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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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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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内生性体现在对人民意愿和创造的尊重，体现在草根阶层是发展的主体，体现在充分利用发
掘本土的资源，体现在对传统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在利用本土文化经验对外来的经验文化模式加以吸
纳和重构。
那么，这种内生性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是怎样形成的？
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它对已有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哪些挑战与创新？
　　第二，社会发展，已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常用的基本概念。
社会发展何以可能？
这是千百年来人们苦苦思考、探索的一个经典性理论和实践问题。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浙江社会发展从缓慢型向快速增长型转型，社会结构从农业型向工业型与服务型
转型，社会生活从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型，社会事业从政府包办向政府、社会、市场合办转型，社
会管理从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型。
那这种转型是如何实现的？
转型的路径是什么？
以后将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
　　第三，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市场
化、城市化的发展问题。
那浙江现代化实践形式能否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可供探索、选择、启示的路径？
浙江现代化实践的地方性知识又能否为当今现代化知识体系增添浙江或中国的元素？
　　本项研究正是力图回答这些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力图寻找、发现30年来浙江现代化发展的“
社会事实”，并努力给予理论上的解读。
　　二、研究的困难　　由于我们的研究不是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而是另辟蹊径，从“社会事实”人
手，因此，这项研究就将面临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崇拜，而西方主流现代
化理论却没有认真对待过西方本身的乡土工业现象，也很少将之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基本
因素来考虑，而是想当然地认定：乡土工业只能是落后的、必然被淘汰的现象，不可能发展成现代工
业。
他们大多都相信现代工业乃是高度机器化大生产，破旧不堪的传统小工业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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