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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科
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东亚在和平与发展基础上的一体化进程才起步不久，进一步的多边合作、区域合作还有诸多待解的难
题。
最后，由于分工和研究领域的限制，对于中国大陆这一东亚最大甚至在许多方面都堪称世界之最的发
展中经济体、社会共同体，《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着墨不多。
但是，希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能为我们身边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咨询和借鉴
，为建设一个均富、和谐、强盛的现代化新中国添砖加瓦，则是所有作者的共识，也是《凤凰文库·
历史研究系列：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出版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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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与区域发展模式
附录 研究东亚现代化模式的书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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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部分共六章，第七章探讨东亚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区域性、共性特点，后面的各章则分别以
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为案例，反思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府）
作用和政治变革趋势。
第八章重新探讨当代日本国家战略中的保守主义，着力阐述保守主义关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主
张与具体实践。
从吉田茂倡导“富国轻兵式”经济立国路线、反共、反对解散财阀、对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持慎重
和保留态度开始，冷战环境下的日美基轴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曾经是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基调。
但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治家发出了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的信号。
后冷战时代，大国主义路线再度抬头，一部分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企图继续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
而成为军事大国，甚至主张以强硬态度对待曾经受其侵略的亚洲邻国。
这些都反映了保守主义的强大影响，表现了日本保守主义发展演变的轨迹。
当初，保守主义的强大是美苏冷战和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结果。
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平条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排除了亚洲各国，这使日本游离于亚洲之外
。
考查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时，也不能不考虑后冷战时代新国际环境的影响。
　　第九章通过分析“第一个菲律宾人”黎萨尔的政治思想，讨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黎萨尔认为暴力革命是“荒谬的”，至少不是最佳的变革模式。
如果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菲律宾可以借助“革命”来获取自由，但是，现实尚不具备“革命”的条
件。
由此，黎萨尔确立了一条经由菲律宾精英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好改革”从而达致变革旧制度
的政治变革途径。
战后主权独立的菲律宾被界定为一个“依附性独立”国家，正是这种政治变革模式作用的结果。
从战后菲律宾政治史看，即使面临“革命”危机时，政治精英主流仍坚持以和平的“宪政革命”来完
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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