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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意识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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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中国现代化的意识产生于鸦 片战争之后
。

自魏源要求
“

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
”
始

,

至今 日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

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意识
,

大致经历 了资

本主义现代化意识
、

新 民主主义现代化意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三个不 同的发展阶段
。

不 同的现代化意识反映在实践层面 上
,

即形成 了如洋务运动
、

戊戌变法运动
、

辛亥革命
、

新文化运动
、

新 民主主义革命
、

社会主义革命
、

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现代化的实践活动
。

对

中国近代以来不 同内涵
、

方向的现代化意识和 实践的考察
,

不仅有助于我们对 中国现代

化历史的认识和 了解
,

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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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现代化 ? 至今仍是见仁见智
、

言人人殊的一个概念
。

罗荣渠在 《现代化新论 》 一书

中
,

曾罗列了现今学术界流行的四种说法
:

一曰
,

现代化就是
“

西化
”

或
“

欧化
” ;
二曰

,

现

代化就是工业化
;
三 日

,

现代化就是富强化
; 四曰

,

现代化就是创新与效率化 l[ 〕 ( 9P 3 )
。

实际

上
,

关于现代化的认识
,

远不止前述四种
。

如金耀基就认为
: “

现代化是指传统性社会利用科

技之知识以宰制自然
,

解决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过程
” 〔幻 ( P 3 )

。

A
·

R
·

德赛则从政治
、

经济
、

文

化及生态等领域描述了现代化的含义与特征
。

3[ 〕

我认为
,

纵观近世各国现代化进程实态
,

现代化实在是一个多姿多态多层面发展的历史

过程
。

各国由于其社会发展的背景不同
,

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和要求也不尽一致
,

各国所反

映出的现代化内容及现代化过程也形色各异
。

因此
,

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概念
,

来准确地表述

现代化的含义及特征
。

就中国而言
,

由于不同于欧美的历史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
,

从一开始

就具有
“

中国特色
”

的意识和实践
。

本文试图对中国的现代化意识和实践作一纵向考察
,

以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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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认识
。

一
、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发展

众所周知
,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 自发地产生的
,

而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
。

这种背景
,

决

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如下特征
:

第一
,

中国现代化启动于国门被迫打开之后
,

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
,

从一开始就具有开

放性
。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

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融合交往的历史过程
。

第二
,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兵临城下
,

人为刀姐
,

我为鱼肉的形势

下发生的
,

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
,

从一开始就抹上了雪耻图强的色彩
。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

实

际上也是发愤图强
,

重振民族雄威的历史过程
。

第三
,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现代文 明的较量失败后启动的
,

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

一开始就显示了向西方学习的态势
。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

实际上是学习西方
、

赶超西方的历

史过程
。

开放
、

雪耻
、

图强
、

学习西方
、

赶超西方
,

即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

有关开放
、

雪耻
、

图强
、

学习西方
、

赶超西方的意识
,

亦即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意识
。

诚然
,

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

中国现代化的意识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有其不同的

内涵和方向
。

但纵观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
,

正是这种强烈的追求现代化的意识
,

指引

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

中国现代化的意识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
。

魏源的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思想

,

即是中国

现代化意识的最初形式
。 “

师夷
” ,

就是向西方学 习
。 “

师夷
”

的目的
,

是为了
“

制夷
” ,

是为

了中国的强盛
。

自魏源要求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始
,

至今 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

国

人追求现代化的意识
,

按其具体内容
,

大致可划为三个发展阶段
。

(一 ) 资本主义现代化意识阶段 ( 1 8 40 一 1 9 1 9 )

在这一阶段中
,

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主要表现为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
,

企图仿效西方模式

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

这一意识又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期
。

1
.

学习西方
“

器用
”

期
。

魏源的
“

师夷
”
主张揭开了这一期的序幕

。

在魏源那里
, “

师

夷
”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

他在著名的 《海国图志 》 中指出
: “

夷之长技三
:

一战舰
,

二火器
,

三养兵练兵之法
。 ” 〔4〕 因而他主张要尽可能地向西方购买或仿造外国的轮

船和枪炮
,

以创办自己的现代军事工业
。

魏源这种企图学习西方先进的
“

器用
”

来赶超西方

的主张
,

反映了国门初开
,

国人对现代化的最初直观认识
。

因为中国首先在军事方面蒙受了

奇耻大辱
,

领略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
,

因此
,

在与西方先进的文明较量中
,

第一感受
,

即

是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
。

从这一角度言
,

魏源的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

渗透了时代的要求
。

因而魏源的
“

师夷之长技
”
思想

,

很快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
。

随后出现的
“

中学为体
,

西学

为用
”
思想

,

就是这种意识的延续和发展
。

2
.

学习西方
“

制度
”

期
。

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为 目的的
“

洋务运动
” ,

哄哄闹闹近 20 年
,

3 0



并未能使中国得 以自强
。

1 9 8 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
,

使中国又一次遭受赔款
、

割地的屈辱
。

面对现实
,

一些有识的中国人 已开始意识到
,

仅凭坚船利炮不能使中国 自强
,

必须学习西方

的政治制度
,

改变窟败昏昧的封建体制
,

才能遏止列强的侵略
,

使中国强盛起来
。

于是
,

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
,

国人开始走出
“

学西艺
”

的圈子
,

进而产生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意识
。

从康有为
、

梁启超企图以改良的办法
,

在中国引进英 日式的
“

君主立宪
”

政体
,

到孙中山主

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体
,

在中国建立法美式的共和国政体
,

无不反映了国人力图

引进西方式的政治制度
,

将中国引向现代国家的意识
。

3
.

学习西方
“

精神
”

期
。

中国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努力
,

应该说
,

曾取得了相当的成

果
。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

推翻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
,

在中国确立了资产

阶级共和国政体
。

但新生的共和政体
,

未能预防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出现
,

也未能改变中国继

续受列强欺凌的局面
。

这种局面
,

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再次感到
,

向西方学习还有更深层

次的内容
。

他们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中认识到
: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

还必须建立相应的

文化思想
;
新国体与旧文化绝对不能调和

。

陈独秀在 《青年杂志 》 上撰文指出
: “

吾人果欲于

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
,

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
,

以收新旧调和之效
,

自家冲撞
,

此

绝对不可能之事
。

盖共和立宪制
,

以独立
、

平等
、

自由为原则
,

与纲常阶级制绝对不可相容

之物
,

存其一不必废其一
。 ”

5[ 」于是
,

从 1 9 1 5 年起
,

要求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精神
,

重建中国

现代文明
,

成为最先进的社会意识
。

在这种意识支配下
,

中国旧有文化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
,

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

由上述可见
,

无论是
“

器用
”

期
、 “

制度
”

期
,

还是
“

精神
”

期
,

国人的现代化意识
,

都

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蓝本的
。

故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意识阶段
。

(二 )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意识阶段 ( 1 9 ” 一 1 9 4 9)

从 1 9 1 9 年五四运动起
,

中国学习外国的内容和性质都有了新的变化
,

现代化意识具有了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特征
。

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变化
,

其原由
,

一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资本主义文明弊端开始暴露
;
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

,

社会主义文明开始兴起
。

从孙中山
“

以俄为师
” ,

到毛泽东
“

走俄国人的路
” ,

都表现了学习对象的转变和现代化意识的变化
。

诚然
,

在这一时期
,

主张向欧美学习
,

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者仍大有人在
。

但主张建

立新的民主主义现代化
,

的确是五四后国人现代化的主流意识
。

以下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

其一
,

1 9 3 3年中国知识界曾进行过
“

中国现代化问题
”
大讨论

。

从刊载在 《申报月刊 》

“

中国现代化问题号
”

的 10 余篇论文来看
,

只有 1篇仍坚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
而倾向社会

主义的有 5 篇
,

主张非资本主义方向的有 9篇
。

阳」

其二
,

1 9 1 9 至 1 9 4 9年间
,

中国出现 了一批民主党派
。

人们常将这些党派认定为主张在中

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派
。

然而就是这些党派
,

也不主张完全搬用西方那一套
,

而主张走中

国的路
,

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政治
、

现代化经济和现代化文化
。

如抗战时期成立的中国民主

同盟在政纲中就宣称
: “

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
,

绝对不是
,

并且绝对不能
,

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
。

我们要根据英美苏的经验
,

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

在我们所要为中国树立的民主制度上
,

我们没有所谓偏左偏右的成见
。

我们亦没有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成见
。

我们对别人 已经试验过的制度
,

都平心静气的取其所长
,

弃其

所短
,

以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
” 〔7二 ( 2P 22 )

。

在经济上
,

则
“

力求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配合
”

3 1



〔 7〕 ( P z 3 o )
。

其三
,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
,

就力图仿效俄国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在 1 9 2 7年上半

年
,

中国共产党还进行过关于 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
。

在讨论中
,

中共较一致地认为
,

中

国革命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

而是要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

此

后
,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 》 中更鲜明地表达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意向
。

毛泽东指

出
,

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努力奋斗的目的
, “

在于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

在这

个新社会
、

新国家中
,

不但有新政治
、

新经济
,

而且有新文化
” 8[ 〕 ( 6P 63 )

。

这样的新国家
,

既

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

也不 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 国
,

而是中国式的新民主

主义共和国
。

8[ 〕 ( 6P 75 ) 在 《论联合政府 》 中
,

毛泽东则更详细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

治
、

经济
、

文化等方面的具体目标
:

在政治上
,

不是建立一个旧 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
,

而是

建立一个联合一切 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
;
在经济上

,

允许国营经济
、

合作社经济

和个人经济多种成份并存发展
;
在文化上

,

力图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

而不是为少

数者所得而私的文化
。

[ 9」 ( p l o 5 5一 1 0 58 )

由此看来
,

五四后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
,

已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简单模仿
,

而

是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现代化
。

(三 ) 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阶段 ( 1 9 4 9年至今 )

1 94 9 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不仅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能
,

而且将国人的

现代化意识统一到 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上
。

1 9 4 9 年 6 月毛泽东发表的 《论人 民民主专政 》
,

实际上是一篇要向俄国学习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宣言书
。

毛泽东在文章中宣告
: “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 明
,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

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方案
,

在中国人民的心 目中
,

一齐破了产
。 ”

中国人将拜俄国为师
, “

走俄国人

的路
, , ,

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

「1 0 〕 ( p l 4 7 1 )

1 9 5 3 年 12 月
,

中共中央 向全党发布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

这是第一份关于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规划
。

中共中央表示要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
,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
、

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随后在中

共的领导下
,

全 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

1 9 6 4 年
,

中共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

现代农业
、

现代工业
、

现代国防
、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

并向全国人民

发出了向四化进军的号召
。

从 50 年代以来
,

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尽管出现了许多 曲折
,

国人期盼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尽管仍在努力奋斗之中
,

但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始终是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共同

意识
。

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
,

国人的这种意识越发强烈
。

邓小平即告诫全国要
“

一心一意地搞

四个现代化
。

这件事情
,

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
,

必须坚定不移地
、

一心一意地干下去
。

… …

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
,

一天也不能耽误
”

ll[ (] 2P 76)
。

由上述可见
,

自鸦片战争以来
,

中国的现代化意识大致经厉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

在

这三个阶段中
,

尽管现代化的内涵
、

方向有所不同
,

但要求实现现代化的意识
,

犹如一根主

线
,

贯穿于整个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
。



二
、

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

现代化意识反映到实践层面上
,

即形成 了一系列现代化运动
。

回首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

程
,

中国的现代化历史
,

实际上正是以下这一系列现代化运动所构成的
。

一是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
。

关于这个运动
,

学术界多有非议
。

无庸置疑
,

这

个运动由于其发起者自身的局限性
,

对社会发展曾有许多负面影响
,

但从现代化的角度言
,

却

是在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思想意识指导下的自强运动

。

如果单从物质技术层面上说
,

洋务

运动不能谓之完全失败
,

它 曾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

到 19 世纪末
,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 24 家军

工企业
,

1 50 余家民用企业
,

还兴办了一批现代交通运输事业
。

这些军工和民用的企业
,

都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现代意义的企业
。

洋务运动的成果还表现在国防建设上
。

经过惨淡经营
,

到

甲午战争前夕
,

中国已拥有 78 艘军舰
,

24 艘鱼雷艇
,

总排水量达 8 万余吨
。

所有这些
,

都是

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

二是康有为
、

梁启超等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
,

以及随后展开的立宪运动
。

关于这次运动
,

因浓重的改良色彩
,

长期以来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批评
。

确实
,

这次运动就其方法
、

内容
,

及

其预期的 目的等等
,

还存在着许多不切中国实际的地方
。

这些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

我们

在此要说的是
,

这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与影响
。

我们认为
,

如从现代化的视角

看
,

康
、

梁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及清末的立宪运动的意义在于
:

其一
,

它提出了学习西方资

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命题
,

从而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
。

其二
,

它极大地推进了中

国现代化进程
。

种种迹象表明
,

20 世纪初的中国
,

无论是政治经济
,

还是文化思想
,

较传统

社会相比
,

都有了显著变化
。

如在政治上
,

迫使清政府进行了行政机构的调整和改革
,

仿照

西方国家设立了商部
、

学部
、

邮传部
,

以及资政院
,

在各省设立咨议局
。

这方面的改革
,

尽

管是有限度的
,

但仍是可贵的
。

在经济上
,

继续兴办现代化的工矿企业
,

并建成了近 1 万公

里的铁路
,

近千艘大吨位轮船
,

6 万余公里的电报线
,

以及 19 万余公里的邮差邮路
。

在文化

教育上废除了科举制度
,

兴建了一批新型学堂
。

所有这些
,

应该说
,

与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

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

三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
。

这个运动几乎是与康
、

梁的维新运动平行展开的
。

从

形式上看
,

这两个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与内容
。

康
、

梁主张以一种温和的方式
,

变革传

统的政治体制 ; 其政治 目标是仿效英日确立君主立宪政体
。

而孙中山则主张用暴力的手段
,

推

翻传统的政治体制
;
其政治 目标是推翻清政府

,

在中国建立民主的共和政体
。

但如果我们透

过这些形式
,

就不难发现
,

这两个运动在现代化的方向上
,

有着他们的同一性
:

其一
,

无论

是孙中山
,

还是康有为
、

梁启超
,

他们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不能再延续了
。

其二
,

无

论是孙中山努力实现的民主共和政体
,

还是康有为
、

梁启超企图实现的君主立宪政体
,

其蓝

本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
。

可以说
,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
,

都是

中国人要求学 习西方政治制度来变革中国的意识在实践层面上的反映
。

当然
,

就其运动的成

果而言
,

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位置是康梁的维新运动所无法比拟的
。

辛亥革命推翻了

清朝统治
,

结束了王朝专制体制
,

且仿照西制
,

创建了民主共和政体
。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走

向政治现代化的一块里程碑
。

四是陈独秀等人于 1 9 1 5 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

这是一次文化观念
、

文化思想上的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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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这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突出地表现在文化思想层面上
。

第一
,

它对封建旧思想旧

道德发起了猛烈批判
,

要求以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建设新思想新道德
;
第二

,

它揭示了实现

人的现代化对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意义
。

陈独秀等人总结了近代以来国人学 习西方过程中的经

验教训
,

感到
,

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仅是
“

器用
” ,

也不仅仅是
“

制度
” ,

而是国民的精神
。

因为
“

器用
”

与
“

制度
” ,

都是由人来创造和使用的
。

从而他们提出了改造国民精神问题
,

并

在 《青年杂志 》 创刊号上撰文描述了
“

新青年
”

的基本特征
: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
进步的而

非保守的 ;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

l[ 幻
“

新青年
”
这六点特征

,

就是今 日看来
,

也是对现代人意识的精到概括
。

陈独秀等人发起

的新文化运动
,

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

也是一次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思想教育运动
。

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

这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

一是根据

中国的国情及时地调整了现代化方向
,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
; 二是摆脱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压迫
,

结束了军阀割据状态
,

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政治前提和首要

条件
。

六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

这是近代以来最具规模
、

最具影响的现代化运

动
。

这次运动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1 9 4 9 年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

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
,

实现了国家统一和国内革命政治力量的团结
。

同时在经济上没收

了帝国主义在华资本
,

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少数大官僚的资本
,

中央政府掌

握了国家经济命脉
。

中国由此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

从此
,

实现现代化被确定为国

家的首要任务
。

从 19 5 3 年起
,

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

实行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

中

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
,

不首先发展经济就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

因此
,

有计划地

全面地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

可以看做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起步
。

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
,

由

于中共党内极
“

左
”
思潮的干扰

,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 了挫折
。

但中国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并未中止
。

1 9 7 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再次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

线
,

并把国家的基本路线定为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
” 。

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20 余年
,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

可以预言
,

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可能还会有曲折
,

但前进的总趋势是无法抗拒的
.

以上所述的是在各类现代化意识影响下的几次具有较大影响的实践活动
,

类似性质的活

动还有许多
,

如民初资产阶级的国会运动
、

20 年代的国民会议运动
、

30 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

40 年代的宪政运动等等
。

正是这些形色各异的现代化实践活动
,

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主

要内容
。

三
、

几点认识

上述关于中国现代化意识和实践的考察
,

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认识和了

解
,

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
。

由上述考察
,

我们至少可获致以下几点认识
:

第一
,

现代化间题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

鸦片战争以来 15 0 余年的中国

历史表明
,

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大变动时期
,

但在这变动中
,

人们要求实现现代化的愿望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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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
。

第二
,

现代化问题规定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总任务
。

近代以来
,

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压迫
,

面对着中国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客观存在的差距
,

中国不同的阶级
、

不同的党派都从

各自的认识角度来感受中国存在的问题
,

来规定近代中国的任务与目标
。

从总体上说
,

这些

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

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

说到底
,

是三个问题
,

即三个方面的现代

化
:

其一
,

政治现代化
:

即政治民主化
,

反对和消除封建主义
、

专制主义
,

建立民主的政治

制度
,

树立民主的社会观和人生观
,

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
。

同时
,

现代化的国家还必须是主

权独立
、

领土完整的国家
。

其二
,

经济现代化
:

包括生产方法
、

组织形式
、

经济制度
、

经营方式
、

管理方法等的现

代化
。

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变革生产关系
,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

其三
,

思想和生活现代化
:

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
、

伦理道德
、

风俗习惯
、

生活方式的现

代化
。

从整个社会来说
,

现代化要求创造一代具有新的思想
、

新的知识
、

新的技能的人
,

从

事新的社会生活
。

上述三个方面的现代化
,

实际上就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要完成的总任务
。

1 50 余年来
,

中国

一直在为完成这三大任务而努力
。

关于政治现代化任务
,

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即提出了这一问题
。

在当时
,

无论是资产阶

级改良派
,

还是革命派
,

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

此后
,

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反帝
、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

打倒北洋军阀
,

打倒国民党政府
,

建立人民民主国家
,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

也是为了实现民主任务
。

今天
,

人民民主国家早已建立
,

但民主制度

还不完善
,

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养成
。

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
,

培

养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

学会运用民主的方式组织社会生活
、

处理各种间题
,

仍是今

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

关于经济现代化任务
,

早在办洋务时代
,

中国的统治者从维护其统治出发
,

在
“

师夷之

长技
”

的意识下
,

创办了一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

由于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

双重压迫
,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

没

收了官僚资本
,

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

但是
,

经济现代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
。

今后
,

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
,

发展国民经济
,

实现经济现代化
,

仍然是中国的一项主要任务
。

关于思想和生活的现代化
,

从开展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 ; 再到辛亥革命
、

五四运动
,

至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

在此期间
,

人们的

生活方式如服饰
、

礼仪等也发生了变化
。

但从现代中国国民素质来看
,

这方面的任务也远没

完成
。

80 年代以来
,

中国共产党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
,

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
,

即是为了实现思想和生活现代化的任务
。

由此可见
,

实现现代化
,

是历史赋予近现代中国的根本任务
。

第三
,

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
,

都是围绕

现代化这根轴线展开的
。

认识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
,

也就认识了中国近现代社会
。

中国

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中国开始融入世界
,

世界开始进入

中国
。

在这个过程中
,

清政府
、

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因不能顺应现代化发展趋势而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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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台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诞生 了
。

中国在近代以来 10 5余年的历史中
,

政

权的更替
,

经济的发展
,

社会的变迁
,

无一不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

第四
,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
,

革命与改 良并不是绝对对抗的两极
。

在中国
,

要实

现现代化
,

不推翻帝国主义
、

封建势力的统治是不行的
。

而要推翻帝国主义
、

封建势力的统

治
,

不采取革命的手段也是不行的
。

因此
,

革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

但承

认革命的重要性
,

并不是完全否定改 良的作用和意义
。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改良思潮和改 良运

动
,

也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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