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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到九十年代的进步的保守主义，本书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
向寻求和思考。
　　　所谓新保守主义，就是在尊重现在秩序的历史连续性、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以及权威的意义
与作用的基础上，缓慢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变革。
这种新保守主义具有民主与现代化的导向性，因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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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功秦，湖南衡阳人。
198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

    著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
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等。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萧功秦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其研究成果
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应。
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通史和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
本书是作者对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转型的多角度考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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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国变革史三论　从千年史看百年史——从中西文明路径比较看当代中国转型的意义　百年中国
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新政到邓小平新政　中国转型体制演变过程的历史诠释中国模式，中国经
验与问题　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发展中的优势与问题　探索转型政治学之路——关于《中国
转型体制演变过程的历史诠释》一文的答客问　转型期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以
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　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　从新制度主义看发展中国家
的腐败与苏丹化现象　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护网政治　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党内民主论　关于中
国渐进民主路径的若干思考　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中国变革的文化视角　百年变革中的
三种思想选择　20世纪中国观念型知识分子的崛起　新世纪的反思：与乌托邦理想告别　思想史的魅
力——为什么思想史对于政治是重要的　大转型时代的文化浪漫主义——我的同屋奥莱弗的故事　一
个美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中国变革——与墨子刻教授的谈话　现代化变革中的文化与制度——与朱学
勤教授对话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世俗化与无根化：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困
境　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体制内与体制外：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分　转型社会的
边缘知识分子——从一个美国边缘知识人团体说起国际，两岸与民族主义　认识美国的另一面：彼岸
归来的随想　民族主义、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未来——与澳大利亚记者马利圣的谈话　新加坡的“选举
权威主义”及其启示附录1  回顾我的思想历程——《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自序附录2　在天涯社区与
网友交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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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千年史看百年史——从中西文明路径比较看当代中国转型的意义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过
转瞬即逝的玫瑰。
——黑格尔：《历史哲学》　　内容提要：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体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是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
后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
结构，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
力，这就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成功决非偶然，其关键在于其结构内部具有类似于西方的多元性、
分散性、竞争性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
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
成。
这一转型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本文中，我尝试通过比较中西文明演进的路径，来分析传统中国文明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
，并以此解释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失败，以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在文明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宏观的课题。
我们将涉及文明的比较，不同文明社会的社会结构，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后来现代化过
程的制约与影响。
　　我在本文中对历史上的制度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受到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启示。
新制度主义本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它也是当代经济学中的主流思潮。
如果说传统的制度主义是把有形制度或成文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新制度主义则扩大了研究范围，
它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游戏规则，习俗、惯例、包括潜规则，也作为制度来予以认识，这
样就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提高了对社会演化过程的解释力。
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就是人们在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
新制度主义特别注意考察一种历史上的制度，是如何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是通过
什么路径进行演化的，新制度主义提出的试错理论以及路径依赖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的制度文明
的演化机制的历史学者来说，在方法论上特别有启示意义。
这种方法对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它已经逐渐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与其他学术领域。
我也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方法。
对中西文明中的制度演进做出自己的解释。
　　一　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失败谈起　　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
解释是我们在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
这种解释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可以缓慢地通过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能
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据这一解释，这一“必然”过程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被迫地中断了，于是
中国沦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然而，这种解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它是从外部因素来解释问题。
它不能回答，日本同样是东方国家，时样受到西方的挑战，同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文化
冲击，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地经由这种挑战的压力，而发展为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
相反。
我们必须从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作为两个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主体这一视角，根据它们在应对西方挑
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应对能力，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同历史结果的原因。
不同的文化主体应对西方挑战有不同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不同结果，涉及到
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即文化范式。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夕，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
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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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整整半个多世纪。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到这时仍然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
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需要考生懂得世界地理的知识。
因为中国知识精英完全被吸引到科举考试中去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具有高度同质性，士绅阶层内部
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分化，难以产生知识分子士大夫个体的思想变异，以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的环境挑
战。
　　另外还有一个同样很有说服力的例子，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
，仅仅在出版后的一年的时问里，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二十五万册。
而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出版介绍西方的书，在此后三十年时间里，总共加在一起，只销售了
一万三千册。
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十二分之一，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二十七分之一
。
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
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迟钝与麻木达到了何等地步。
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类似的例子。
例如，根据当年清朝驻英国首使公使郭嵩涛在日记中的记载，他在国内招聘赴英国随员十几人，居然
没有人应招。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一点，那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士绅知识精英阶层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保
守性与同质性。
在这种极度保守麻木的精神气氛下，像郭嵩焘这样少数主张改革的人，就会在广大士大夫中显得十分
孤独，他们被视为千夫所指的“士林败类”。
事实上，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的给他母亲的信中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中国是一
个很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只有李鸿章一个人除外。
”中国近代士大夫阶级在民族陷入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封闭性与保守性，这说
明了作为“士林华选”的知识精英们在思想观念与价值观上的高度同质性。
由此可见，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对西方挑战的适应能力，确实有巨大的文化差异。
如果用文化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挫折与失败，以及解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确实比前面所提到的教
科书范式，更具有说服力。
　　要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看，就是中国传统的文
化模式，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能动的反应的能力。
当古老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
折，并最终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境地。
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的挫折，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为什么近代中国缺乏对外部挑战的适应能力？
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不能仅限于近代。
这是因为，一种文明或文化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是在千百年集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对中国文明的适应能力的考察，就必须以千年史的长焦距作为基础。
下面，我尝试把西欧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各自的演变路径进行比较，来分析西方的竞争性文明与中国
的抗竞争性文明的区别，我们将分析，中国文化由于什么原因，从而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发的演化机制
，难以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资本主义。
本文还将把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适应性相比较，来进一步说明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还将说明，这一对文明的演化能力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代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社
会的转型，对于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　欧洲文明的演化方式：小规模、多元性与竞争性　　一种文明的基本特点，只有通过与其他
文明进行比较才能把握。
这是因为，人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对于自己的文化特点，往往由于熟视无睹而“不知庐山真
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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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基本特点，被一个近代中国人把握住了，这个人就是中国19世纪以来最敏锐的思想家严复
。
严复在他早期发表的《上皇帝书》、《原强》等重要时论中，就强调了西方文化的两个基本特点，一
是它的多元并存的小规模性，二是这种多元性产生的竞争性格。
他指出，在欧洲，“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
此日新而彼月异”。
在严复看来，这些散布在欧洲大地上的独立的多元并存的国家，在竞争中求生存，而竞争又磨砺出它
们的竞争能力与生命力，从而使它们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在“彼此唱和”的竞争中，日新月异，最终发
展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
严复还认为，在欧洲大地上，独立的共同体之间的“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的竞争，从古
代、中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从来没有中断过。
严复还指出，这种竞争性表现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自农工
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
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有非余洲所可及者。
虽日人事，抑也其使之然也。
”概括地说，这种竞争性贯穿古今，广泛存在于欧洲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伸展到西欧所有地区。
　　严复还注意到，欧洲文明这种竞争性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以及地势之
“支离破碎”直接有关。
更具体地说，欧洲存在着山地、丘陵、平原与曲折多变的海岸区域，生活于这些不同地理环境的人们
，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语言、宗教，形成多元的民族。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形成生活方式与民族的差异性，他们很难融合成同一民族，他们只能在竞争中求
得生存发展。
　　严复的这一发现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值得强调的必要。
因为他实际上是从文明的结构层面来切入问题，而不仅仅是从各民族的观念文化角度来抽象地思考问
题。
他注意到欧洲文明的小规模性，多元并存性，以及长期竞争性这些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联。
正是这种结构性因素，导致竞争性的普遍存在，使西方文明存在一种在多元竞争中形成的、内在的演
化的机制与强大的文明生长能力。
这种竞争性文明如何演变为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文明？
这一点严复并没有进一步做出分析。
严复在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理论与知识，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生机制，学者们有过很多的解释，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
都各自做出不同的理论分析，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均有其积极贡献，这里我要特别
指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因为这一研究视角特别有助于把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演化路径的不同来进行比较，从而给够给予我
们有益的启示。
　　欧洲中世纪的国家与城市如何发展出资本主义？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一种相当简洁明快的解释：欧洲地理的多样性，有利于形成独立的小
国家或小共同体，有些小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通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形成这样
一些新的办法，即采取吸引具有资本、技能与知识的人才的政策，来增强自己的生产能力与财富，他
们还为了留住资本与人才，进而发展出一套能有效地稳定地保护工商业、私有产权、保护个人创新自
主性的制度环境。
此外，他们为了让自己领土上的生产经营者能有安全感，这些小国统治阶级也逐渐学会了接受规则的
自我约束。
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主观上固然是为了增进王国的税收，而在客观上则形成有利于资本、人才相结
合并产生强大的生产力的制度环境。
在这样一些国家或城市共同体里，资本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投资人又能生活得既安全又自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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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就具有了示范效应。
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资本与知识人就会从其他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动到这样的国家与地区。
于是这些地区进入良性循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它们具有了经济上的、人才资源上的与制度上的
区位优势。
　　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进一步引发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化？
根据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这种新型的城市或国家，例如威尼斯、热亚那、佛罗伦萨、尼德兰
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与人才，从而使资本、人才、技术、劳动力结合起来，造成经济
的进二步繁荣与国力的强盛。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得不对此做出自己的选择：有些国家不甘落后，纷纷为了自身利益
而仿效先进国家，而另外还有一些保守的国家，如西班牙、俄罗斯、奥地利，它们固步自封，继续保
持原有的封闭性、专制性。
于是，处于这样一些保守地区的企业家就会行使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
他们纷纷离开这样的国家，到新兴社会去寻找发财机会。
中世纪大批企业家与人才的“退出”的行动，是一种“用脚投票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一个国家或城
市的统治者构成了有效的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当保守地区的统治者意识到，只有留住人才、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在商战与富国强兵
上不败于他国时，他们也就在左右徘徊之后，不得不为了留住资本、人才，从而纷纷仿效先进国家。
建立起保证企业家利益与安全自由的制度。
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法律来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欧洲中世纪后期，一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就由点到面，逐渐
扩展起来。
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保护私有产权、个人自由，无需特许的投资，另一方面
，由商业派生出来的道德与价值观也逐渐在这种制度环境中发展出来：商人们也学会了守时、诚实、
礼以待人与信用。
政府也学会了按法律来约束自己，不敢为所欲为，政府与公民双方都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自我更新。
这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制度的国家数量不断扩大，最后达到了临界多数，整个欧洲也由量变到质
变，从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欧洲各国的封建政治体制，逐步转向君主立宪政体和选举民主
政体。
资本主义就这样，在欧洲由点到块，由块到面，最终连成一大片。
德国学者柯武刚（wolfgang Kasper）与史漫飞（Manfred E.Streit）在其《制度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曾
相当详细地从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视角描述了西欧资本主义演变的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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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讲到新权威主义，就不能不讲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未来中国政治将会发生
很大变化，但并不会是一场革命。
他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Joseph Fewsmith，《亚洲观察》　　　　萧功秦认为，变革过程会使旧的游戏规则瓦解
，而新的游戏规则却一时无法建立，这种脱序状态，是改革的最大敌人。
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过渡性的游戏规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体制的最
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但他认为，这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Steven Mufson，《华盛顿邮报》　　　　萧功秦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们相信，只
要抛弃了专权制度，中国就能实现世上最先进的代议民主政治，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浪漫主
义”的，不切现实的，相反，他更赞同梁启超与严复在二十世纪初那种似乎更为悲观低调的观点，即
中国尚没有为成熟的民主做好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现代化初期还需要“强人”权威的督导。
另一方面，萧又认为，中国的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促进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对于防止“
强人”滑向传统专制权威主义的泥潭，仍然有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墨子刻（Thomas A.Metz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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