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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
多学科普及读物。
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
二批近50种将在2004年内出齐。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
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
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
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
）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
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
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
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
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
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
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
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
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
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
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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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分析先后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
模式，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也注意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争鸣，科学技术进步，世
俗化与宗教复兴，农业、农民与乡村社会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由来与新趋势等比较专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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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正华，1950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
任：有合著《透视东亚奇迹》，合译《非西方发展理论》，合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
《世界文明史》、《现代化研究》（第13辑）等书刊。
曾发表论文若干，包括《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两个理论问
题》、《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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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本书系编审委员会第一讲现代化：观察现代世界发展变化的新视野　第一
节从一元多线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历史　第二节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第三节　现
代化研究的方法　第四节　新世纪的现代化研究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第二讲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与若
干相关理论概说　第一节　现代、世界历史与现代性　第二节　现代世界形成的动因　第三节　现代
世界的基本特征　第四节　现代化的内涵与三次大浪潮　第五节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第三讲17世纪
的荷兰与西欧“早期现代化”　第一节　荷兰的独立与建国　第二节l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　第
三节　“联省共和国”的国家性质　第四节早熟的金融业和极盛后的衰落　第五节　西欧“早期现代
化”的典型第四讲英国工业革命与第一次世界现代化浪潮　第一节　有没有一场“工业革命”　第二
节“工业革命”的起源与动因　第三节　从早期工业化到工业革命　第四节工业革命的扩散与第一次
现代化浪潮　第五节工业革命中的社会问题与道德重建运动第五讲　科技进步与持续的工业革命　第
一节　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　第二节　战届新技术革命　第三节　科技进步的历史意义　第四节　关
于科技进步的两种观点第六讲卷入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的德国与俄罗斯　第一节　普鲁士德国的兴起
　第二节　从“小德意志”民族国家到帝国主义　第三节　帝俄的传统与变革　第四节　从改革到革
命第七讲美国道路与“美国世纪”　第一节　西进：美国发展的关键　第二节　独立与建国的历程　
第三节两条发展道路之争　第四节　高速发展与社会改革运动　第五节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摇
摆第八讲拉丁美洲现代化的曲折道路　第一节　早期历史的简要回顾　第二节国家建设的艰难探索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曲折反复　第四节大地产制与农业发展的“双峰战略”第九讲　日本的崛起与沉
沦　第一节　东亚的“重大例外情况”　第二节　从“攘夷”到“开国”　第三节　对外侵略扩张之
路　第四节　二战以后的重新崛起第十讲东亚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　第一节“东亚”传统文明与近
代的衰落　第二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　第三节　当代东亚的“奇迹”与危机　第四节　东亚
区域合作的发展第十一讲从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土耳其第十二讲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三讲作
为一种现代景象的思想争鸣第十四讲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与农业第十五讲　全球化的由来与当代发
展的新趋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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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讲现代化：观察现代世界发展变化的新视野从一元多线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历史以一元多线
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现代化研究的方法新世纪的现代化研究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第一节从一
元多线发展的角度看世界历史20世纪后半叶，国际史学在深、广两个向度都有长足发展，出现了不少
运用新视野和新方法的新思潮、新流派。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史学通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走出了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实用主义的
死胡同，借鉴国际史学界和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初步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
以“现代化研究”为标识的历史学分支正是在这种中国学术重新活跃、空前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从较广泛的意义上看，这个时期关于现代世界与中国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无论宏观的研究还是微观
的研究，均有“现代化研究”的意味。
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研究，包括对一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和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既然是讲授“世界现代化进程”，首先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作为一种世界进程的“现代化”。
由于世界现代化历时已久，对它的描述曾经有过“工业化”、“都市化”、“文明开化”、“欧化”
或“西化”等种种说法，迄今国内外学者也没有统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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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界现代化进程”是由罗荣渠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制开设的一门课程。
1996年罗先生不幸去世以后，由笔者不自量力将其接下，作为专业选修课给历史系本科高年级同学讲
授，也曾尝试以此为题开设全校通选课。
现在形成的这15个专题，是多年来师生交流、教学相长的结果；承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美意，特别是刘
方女士的督促，得以汇编成书。
编著者在此诚惶诚恐，盼能得到方家和广大读者的青眼，给予认真的批评。
在本书之前，已经有多种论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专著和教材问世。
专著中最有开拓性的，是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
这也是笔者在讲课和编写本书时所依据的基本著作。
对该书的评价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言。
由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三位先生合写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志在为
既往的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确定轨迹”。
该书史论结合，体现了整体世界史的思路框架，是国内学者以现代化为主线重写近现代世界史的代表
作，也是一本优秀的教学用书。
本书作为专题课教材，观察和书写的视角与该书稍有不同，主要侧重从现代化的基本载体——民族国
家的角度，分析先后卷入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尝试总结其经验教训
；也注意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争鸣、农业农民与乡村社会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由来与新趋势等比
较专门的问题。
这样做或许可以写出笔者在某个方面的一点心得，但恐怕难以展示世界现代化的全貌，因而只能算是
若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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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加速交往与相互依赖的高科技时代，同时也进入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时代。
几十亿人口一齐涌上现代发展的快车道，光明与黑暗俱在，希望与失望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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