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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
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
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级产品，韩
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
它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
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拥有一些跨国公司，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
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
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
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何解释呢？
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
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
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
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
    另一些学者在90年代初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反映出一个重大的事态发展，即社会科学界重新对文化大感兴趣。
早先，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
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
当时有关的学者包括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戴维·麦克莱兰，爱德华·班菲尔德，亚
历克斯·英克尔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尔巴，卢西恩·派伊和西摩·马丁·利普塞
特等人。
这批学者著述甚丰。
然而，在其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
到了80年代，对文化这一变数的兴趣开始回升。
此时，最引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劳伦斯·哈里森——一位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
—撰写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1985年由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出版。
此书以彼此对应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
哈里森的分析引起了经济学界、欧美拉美问题专家和拉美知识分子的一场抗议风暴。
可是，几年之后，这几个方面的人士大都开始看到他的论断有道理。
    这时，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
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
为本书撰文的学者当中，多数人都在这一文化复兴中起了重要作用。
他们取得了成就。
而引起的反应之一是出现了贬低文化作用的反动向，它象征性地和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学家》周
刊1996年12月刊载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以高度怀疑的态度评论了弗朗西斯·福山、劳伦斯·哈里
森、罗伯特·卡普兰、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罗伯特·普特兰、托马斯·索厄尔以及鄙人的近著。
就这样，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
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
例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是决定因素，有些政治学家主张“理性选择”论，有些国际
关系学者主张新现实主义。
读者会发现本书中也包含若干此类观点，因为本书有意要收纳与书名主旨不同的意见。
    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
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为了探讨莫伊尼汉所说的这两条真理的正确，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在劳伦斯·哈里森的主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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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了这一研究课题，本书即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研究成果。
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
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进步？
    为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界定我们所讨论的名词的含义。
本书副题中的“人类进步”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一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
而“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
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
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
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
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
就什么也说明不了。
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
普遍持有的见解。
    本书所探讨的，是这种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
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
因此，多数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
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
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这就是探讨莫伊尼汉指出的第二个真理：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如何能改变或
消除文化对于进步的障碍？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会使文化改变，但这一道理无助于我们达到上述的目的，即消除文化对于经济发
展的障碍。
社会经受重大刨伤之后也可能相应地改变其文化。
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经历，使这两个世界上最军国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和平主
义的国家。
同样，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走向经济改革、经济稳
定和政治民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惨痛地经历过粗暴的军事独裁、战争失败以及超高通货膨胀。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国的政治领导者能否促进文化变革，以取代灾难。
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即是一例。
正如本书中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加布里埃尔·萨曼·伦兹合写的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腐败
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
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
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
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
但有一个儒学社会，即新加坡，却是与丹麦、瑞典、芬兰和新西兰一样，并列为世界上腐败问题最轻
的国家。
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显然就在于李光耀决心使新加坡成为尽可能无腐败的国家，而且成功了。
这正是“政治改变了文化，使之免于沉沦”。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李光耀不再当政以后，无腐败的新加坡能保持多久？
政治能永远使社会“免于沉沦”吗？
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如何能使文化变得更有利于进步，这是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探讨的中心
问题。
    “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究课题以及本书首先应归功于劳伦斯·哈里森，是他的想法、毅力和
献身精神的成果。
他构思了这一课题，列出了要涵盖的题材，延聘了各专题小组的成员，编辑了他们的文稿，并为了做
到这一切而筹措了经费。
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很高兴地参加这一活动并充当它的主办单位。
因为这一活动与该学会的业务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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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会自从1986年成立以来，已经为相当大一批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让他
们把自己在本学科的出色学识与他们对某一个非西方大国或地区的语言、文化、社会状况、体制和政
治等方面的专门知识结合起来。
该学会的一些学友如今已任教于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高等院校。
负责该学会工作的，是哈佛大学一些资深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外国问题的第一
流专家。
三年前，该学会决定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从研究各单个社会和文化，进而研究世界各
主要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同异及相互作用。
1997年，该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探讨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精英对世界政治潮流和理想社会秩序的
特点的见解。
本书探讨各种不同的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该学会的第二个研究成果。
    1992年，在研究文化与发展二者关系的一部著作中，罗伯特·克利加德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文
化如此重要，人们研究文化又已百年有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周全的理论和切实的指导方针，而且没
有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发展政策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专业的联系？
”本书以及我们这些人希望进一步开展的工作的中心目的，正是要逐步建立这样的理论，推敲出这样
的指导方针，推动学者与实干者之间的这种联系，从而促使文化状况有利于增进人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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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文化乃制度之母。
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表现、经济绩效之间纯在强有力的联系。
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此外，本书也探讨了价值观与进步之间的联系、价值观的普遍性和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了
地理与文化、文化与制度以及文化与变革的内在关系，回答了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
，并制定了未来促进文化变革的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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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塞谬尔.亨廷顿：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文明的冲
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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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文化为什么重要
第一部分 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围观经济学
　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
　经济发展的文化分类
　拉丁美洲：文化与精英行为
　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

第二部分 文化与政治发展
　文化与民主
　社会资本
　腐败、文化及市场
第三部分　人类学家的辩论
　传统信念与习俗：是否有一些比另一些好？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儿童及进步
　道义地图、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以及新福音传道者
第四部分　文化与性别
　文化、性别和人权
　拉丁美洲的文化、制度与男女不平等
第五部分　 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
　认真对待文化：架构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
　解构文化
第六部分　 亚洲危机
　法律、家族联系及亚洲经商方式
　“亚洲价值观”：从狄纳莫到多米诺？

　多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
第七部分　 促进变革
　改变国民的心态：致富过程中格的各种因素
　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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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界线。
谁是群体的成员，必须有明确的界线，才能形成自发的秩序。
假如人们可以随意进入和退出这个群体，假如谁是这个群体的成员（因而有权分享公共资源的好处）
并不明确，那么个人就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名誉操心，而无所顾忌。
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人员流动性高的街区，例如正经历迅速经济变化或靠近火车站或长途
汽车站的地方，往往犯罪率较高，社会资本水平较低。
 经常交往。
奥斯特罗姆研究过的那些成功解决了共享公共资源问题的社区，有许多是传统的村落，人们在社会地
位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与外界也很少接触，成员都是山民、稻农、渔民等。
人们知道他们今后还得长期彼此交往，所以小心维护自己的名誉。
 先前的规范已成为共同的文化。
建立合作规范，往往有一个前提，即群体的成员先前已有一套共同遵守的规范。
这种共同的文化不仅让人们有共同的词汇，而且有共同的手势、面部表情和个人习惯，彼此易于沟通
。
文化有助于人们识别真假，认出谁是合作者谁是骗子，以及传递行为规则，使得群体内部的行动易于
预钡。
对于破坏自己文化规则的人，人们更愿施以惩罚，而对别人的是非就不一定那样关心。
反过来说，要想在几种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新的合作规范，会困难得多。
 权势与公正。
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常有可能反映出，一部分人凭借其财富、权势、文化能量、智力，或直接凭借暴力
和威吓，而统治另一部分人。
有的社会规范尽管被有关的人自愿接受，也可能是不公正的。
奴隶制和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范就是这样的例子。
 坏的选择也可能长期维持。
尽管不公正的、低效率的或者起反作用的规范也存在过，人们可以争辩说这样的规范会自发地消失，
因为它们不符合有关群体的利益。
在法律和经济学著作中，常常见到一种进化论的观点：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因此从长期来看，社会
是“朝着效率的方向进化”，然而，由于传统、社会化和礼俗的势力，坏的、低效率的或者起反作用
的规范也可能在一种社会制度中代代相传，保持相当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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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译完此书，总的感觉是：此书值得一读。
    先看书名：《文化的重要作用》。
文化当然重要，自不待言。
但此书所说的文化，是指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因此有了副题：《价值观如何影
响人类进步》，引出此书的主旨。
撰稿人中的许多人——但远非全部——声称当今人类的进步，即“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实有
赖于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的文化价值观；有人进一步解释，是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或再进一步
，说是“盎格鲁一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
据这些人说，舍此类文化价值观即无“进步”可言；即使有的地方，如东亚，一度呈现“经济奇迹”
，到头来也还得陷入“危机”。
亚、非、拉美，直至东欧、南欧，概莫能外。
谁不按西方模式实现文化变革，谁就得落后，贫穷。
    如此说来，此书似乎不过是兜售西方价值观的那一套陈词滥调，或者，如书中一位唱反调的撰稿人
所言，不过是“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而已，那么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有。
请首先看看此书撰稿人的名单：差不多全是当今的学术名流，例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一书的著者亨廷顿，《国富国穷》一书的著者兰德斯，“竞争优势”理论的首创者波特，在苏联刚解
体后就迫不及待推出了一部《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美籍日本人福山，以及～大批治学严谨或者
不那么严谨的作家和教授。
除了个别文章像是卖弄学问、存心不让一般读者看懂以外，绝大部分的文章还是写得有板有眼，头头
是道。
他们的观点，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文章并不浅薄，某些文章甚至还是可供思考的。
    更有意思的是，书中22篇文章，加上前言和绪论，绝非同一腔调。
原来，此书实际上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1999年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的文稿汇编。
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哈里森虽然给会议——随后也为此书——定了基调，但仍有意邀请了一些持有不同
学术观点的人士与会。
从这本书中就可以听到，有高调，也有低调，还有变调直至反调，挺热闹。
例如，说“文化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
有人说，当今世界上有贫富强弱、“先进”与“落后”之分，用帝国主义论、殖民主义论、“依附论
”等都说不通了，“唯一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在于文化；也有人——其中包括本书两主编之一的亨
廷顿——说文化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人说比文化更重要的是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社
会制度。
有人含蓄地甚至是赤裸裸地声称，只有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地区才最发达，最“民主”，最“自由”，
似乎还最少腐败；也有人说各种文化皆有优劣，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对人类进步市场享有垄断地
位”。
有人说必须有稳定的西方式的“民主化”才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但也有人说必须从经济发展人手，
才会有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
有人说经济全球化势必带来文化上的全球趋同，甚至说“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但也有
人认为各种文化会彼此交融，但特点不会消失，华裔教授杜维明就专文论证了“现代性”的“多样性
”。
如此这般的意见分歧，大大小小或明或暗，不一而足。
人类学家施韦德与三位“第三世界”名流打笔仗，一直打到了文末的注释之中。
这不就有点看头？
    书中有些文章颇有分量。
比如说，工商管理学泰斗波特专论经济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进步，而不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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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如既往，强调繁荣的源泉在于竞争优势，竞争力之本在于生产率，创造竞争优势不仅要靠宏观经
济条件，更需具备必要的微观经济因素。
他早在1983年就创办了国际咨询机构“博德公司”（Monitor compatny），该公司两员干将费尔班克斯
和林赛在此书中分别撰文，生动介绍了他们在拉美和非洲的活动，论述了如何转变心态以创造财富，
强调自我反省和自我矫正，自立兴业和创新。
书中有的文章学术性强而显得有点枯涩难懂，但细读之后也会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例如社会学家格莱泽的《解构文化》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对各种文化的特点作具体分析，反对泛泛
评论。
    再说说此书的头一篇文章：它是兰德斯的《国富国穷》一书若干段落的摘录。
读过该书原文版或者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的读者都知道，兰德斯分析世界各国500年来的荣
辱盛衰时，谈到了从“大自然的不平等”和历史机遇直到民族心态和习俗等各种各样的因素。
这里为适应全书的主题，他只说文化的作用，但仍指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经济与文化
相互有影响，强调脱贫致富归根结底靠振奋精神，自强，实干。
尤其要指出的是，他这里的文章第二段谈到中同时，添加了原书中所没有的话，说中国现今的快速经
济发展正在把这条“龙”从第三世界“推向第一世界”。
    此书之中，谈到中国之处尚有不少。
尽管有一些已经让我们听得耳朵起老茧子的攻击之词，如“集权主义”、“一党专政”等，但是对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谁也无法否认。
在谈论“亚洲危机”时，有人对于以中国“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大发议论，简直把这
说成是“危机”、“衰退”的祸根。
可是，为什么中国昂然挺胸度过了“亚洲危机”，而且在如今“第一世界”也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
中国依然生机盎然，继续保持着充沛旺盛的活力？
不是早就有人宣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已告“终结”吗？
为什么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却正在创造出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新历史篇章？
对于这样的问题，此书中无人回答，看来也无人能回答。
    其实，即使不谈什么“儒学文化”的优劣长短，看看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历经苦难之中的思索和觉醒
以及再思索和再觉醒，看看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再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这面光辉旗帜的出现，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展现出不断解放思想、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的壮丽画卷。
当前，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要继续认清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
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
拓创新，与时俱进。
    在此时，我们要继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这一本论述“文化与人类进步”的书，多多少少，从正面或反面，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最后，说一句并非故作谦虚状的大实话：译者才疏学浅，尽管费了牛劲，也难译出好文章。
译文中肯定有一些错谬之处，祈多指正。
    译者程克雄    200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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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编辑推荐：国际知名学者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多次再
版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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