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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之际，中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实践，已经稳健而不容置疑地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
。
中国奇迹，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中国经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中围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为破解中国发展之谜的关键词。

热议之下需要的是冷静思考：中围缘何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中国人探寻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之路是否有其精神解读？
中国奇迹、中国经验是否有其内在文明成因？

童世骏、何锡蓉编著的《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本着历史叙述与理论理解相结合的设想，以“推动发
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和
“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为逻辑演进，通过列中国精神的历史总结和中国道路的文化解读，对推动当
代中国发展的民族内在的精神因素进行本源性探究，力图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
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中国人思想文化新觉醒及对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并准确把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从精神内核及文明体系的高度思考历史大视野中的中国道路，探
讨中国的前进方向，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启迪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条道路，更好地坚持和拓展这条道路，真正实
现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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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校党委书记，兼任《哲学分析》（双月刊）总编、教育部社
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也相
当关注。
主要著作有：《求知明理——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中西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批判与实践
——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现代化的辩证法：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化讨论》（英文）和《马
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合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同的商谈理
论》（译著）、《理性、真理与历史》（合译）、《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合译）、
《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合译）等。
　　何锡蓉，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
化比较研究学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兼及女性学研究。
主要成果有著作《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建构》、《女性伦理新探索》、《历代女性悲剧大观》
等；主编有《新中国的哲学历程》，合作主编《探根寻缘：中西哲学比较论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研究》等；以及论文《从格义方式看佛学与中国哲学的早期结合》、《孔子的礼与人的文明》
、《女性人格的异化及其重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进展》、《朴学的误读》、《修养：中国
哲学的道路》等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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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道路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不懈
追求。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到了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没计是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1949年6月毛
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1953年12月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报告，多次提到这个目标，并设想
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两个目标。
　　确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两化”目标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
解放。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状态，连建筑用的钢钉和点灯的煤油都要进口，故称洋钉、洋
油。
生产力发展极度落后，国民经济中近代工业只占1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50美元，年钢产量18万吨
，人均不过500克，只能打一把菜刀。
然而，到1952年，经过仅仅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全国钢产量就达到134.9万吨，工业总产值为39.9亿
，工业和农业生产都已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
尤其是，到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成就，使中国领
导人深受鼓舞，认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能够提前实现。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成绩的取得，与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也是人们昂扬的精神状态焕发出强
大的建设热情的结果。
从备受屈辱的近代历史走过来，人们饱尝了太苦太穷的生活，经受了连年不绝的战争，多么想从此过
上自由幸福的新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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