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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源基金会是由秦晓与何迪两位先生倡议成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体，着眼于当代问题的研究，秉持开放
、理性、包容的精神，志在建立一个学术的平台。
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一文中说：“‘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
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
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语）
。
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
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为此，博源基金会在2008年提出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课题的基础上，于2009年3月的理事会上又
提出了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的构思，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跨世纪的
，至今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
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以求在更大的范围
内寻求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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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自以巨大的落差遭遇现代性以来，至今已逾160年。
在这16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各种持续的动荡和断裂，以及持续的革命和后来极端的社会整合，直到
中国经济突然爆发的最近20年。
然而，经济突然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反而会加速地暴露其
在政治七需要发展完善之处，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对德国精英和知识阶层的警告。
在我们看来，这个警告也适合于今天的中国。
　　30年前，正值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者
开始进行反思，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思想启蒙。
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版了《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
这些从书所传播的现代知识，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定式，为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奠定了深厚的思
想基础。
今天，中国又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当年的思想启蒙重在传播现代理念，为骤然而来的改
革提供思想力量，那么，博源基金会作为思想启蒙的传承者，编辑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
书，则旨在集近30年来实践、研究与探索之成果，寻求对今天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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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破题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论“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
型第二部分 专题讨论秦晓 提出“现代性转型”命题的思考背景金耀基 现代性转型与转型社会雷 颐 我
反对从文本到文本解构启蒙高全喜 现代性与中国的关系陈晓明 “激进”与“后激进”的视野林 岗 在
与古代性的对话中梳理和提升现代性曹卫东 现代性研究要注重实证钱民辉 现代性及现代性转型说之
刍议韦 森 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会秩序刘 毅 现代性与当代中国讨论：“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第
三部分 相关链接现代性的普世性和独特性启蒙如何虽死犹生？
 制度的文化合理性“既然华盛顿共识是错的，那么什么又是对的呢？
”现代性讨论的历史逻辑社会转型可借鉴经济转型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致秦晓、何迪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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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8年之后，实践理性，开始回归。
邓小平说，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实践理性。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统领一切，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花，不如社会主义的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戳破了意识形态的魔咒。
实践理性起来后，标举“四个现代化”，再回到百年来所走的现代化之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说是中国升起的象征，也可说是中国“现代性”建制中阶段性成就的标志。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社会转型已变成一个特殊形态的“转型社会”。
转型社会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重要性，传统的东西与现代的东西重叠地存在；第二个是多层面性、
多形态性，社会主义的东西与资本主义的东西，西方与中国的东西同时杂然呈现。
诚然，中国的“转型社会”是由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来。
我认为，讲中国的社会转型，要分开主旋律与次旋律。
依我看，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主旋律有三。
第一个社会转型的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近30年来，这个转型，既大且速，但没有完成。
今天，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占总人口的80％左右，但农业产值在全国GDP中已显著减低，远在工业产值
之下。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之转型的主旋律，我们常用“工业化”来表述。
工业化可以很久，也有多个阶段。
在西方，工业化已深化，工业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了。
但工业逻辑是一致的。
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第一个转型还在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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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博源文库，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开型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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