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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学者张维为出版《中国震撼》，试图解释“中国模式”，建立一种“比较强势的话语体系。”中国

经济赶德超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裹挟而至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奇

迹”等等各种描述，正表明世界各国在中国崛起这一现实上的话语权争夺。近日，由日内瓦亚洲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撰写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模式”的

理论著作，“希望给人‘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你是主体文明，你可以平视其他文明。”张维为在接受

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强调。 

    发展主义的现代性框架遵循的是成王败寇的法则。曾担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走访百国，被发

达国家的政治衰败与发展中国家的误入歧途所刺激，在比较视野下，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传统政治

文化与现代国家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亦即“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张维为总结出“文明型国家”的八个特征，亦即“四超”和“四特”。“四超”指超大型的人口规

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并由此衍生出“四特”，即独特的语

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崛起的不同凡响。 

    他认为“中国模式”有八个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

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同时，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也有八个，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

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

而不同。 

    作为国际化学者，张维为的观察不可谓不犀利，他把西方民主政治概括为“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与

程序政治”，与美国政治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的观点相呼应，他对印度、东

亚及东欧国家的分析也颇有事实基础。 

    中国学界正在重新发掘“天下”概念在现时代政治中的深意。《中国震撼》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出

发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运作模式，独辟蹊径，也颇具启示意义。我们的制度符号与社会结构虽然是西方

的、现代的，但行为方式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许多传统，这决定了任何力图剖析、化解中国当下问题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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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都应对传统有相当的理解与尊重。 

    记者在采访中提及，《中国震撼》一书强调强势政府的整体性与高效能，却鲜有关注权力制约；强

调当前的有效政治与中国奇迹，却较少关注公共事件，对此张维为回应，对中国的问题应有宏观的把

握，“一本书总要有侧重，不能面面俱到。社会大转折时期，各种社会问题难以避免，但一定要先肯定

自己的成绩，然后自信地去解决各种问题。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不管怎样，从屈辱的近代史走来，中国崛起确实是张维为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话张维为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第一财经日报：同样是“四超”、“四特”这些因素，1921年罗素看到的中国是一个衰败的国家。

“文明型国家”的解释力在哪里？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是古老文明形态的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复合，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的

建设。黄仁宇用上层、下层、中层表述这个国家结构。严格地讲，这个结构在1949年完成了一大部分，

现在基本完成了，而1920年代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状态。 

   “四超”、“四特”的每一点都包含了古代和现代的结合，比方说人口不是一般的人口，而是受过现

代教育的人口，地域也是充分整合的地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良性互动形成很少见的1+1＞2。 

日报：是否可以直接从国家建设角度讨论中国崛起？现代中国与文明型国家的内在关联是什么？ 

    张维为：之所以强调文明型国家，是想形成一种比较强势的话语体系。世界上就这么一个国家，古

老文明和现代国家是完全复合的。情况最接近的是印度，但印度与中国最大的差别在于：第一、真正的

古印度文明中断了，现在的印度跟古印度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印度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实际上是在19

世纪英国殖民的时候才实现的。印度的统一整合程度远远不如中国！ 

    数千年的传统之后，你就是个不断产生自己标准的地方。你跟人家不一样，自成一体，不需要别人

裁判，不需要别人特别是西方或美国的认可。关键是，我希望我的书给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你是主体文明，你是八大菜系，而它（美国）是麦当劳文化。 

    日报：有学者认为，你讲的中国模式更多是“政策取向”、“工作模式”或“领导作风”，而不是

“制度模式”或“制度安排”。你如何回应？ 

    张维为：如果用新政治经济学当中的“制度”概念，“五年计划”制度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官员

选拔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农村的新农合制度，都是制度。在宏观层面，中国模式是一个综合体，它超

出制度模式的范畴。它是对“我们一套做法”的总结。 

 

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 

    日报：中国崛起的政治理念更多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之上是否有天人关系或天命的道德规定？有

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更高的价值规范？ 

    张维为：现在的天命就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我觉得现在中国执政党也是一个完成天命的执政集

团。它的天命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民族复兴在严格意义讲是中华文



明的复兴。过去30多年，我们逐步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在与国际社会高度互动和竞争的基础上回归传

统。它跟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我们从传统中汲取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智慧来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 

日报：中国的崛起，除了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之外，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维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邓小平讲的最经典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就是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概念，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包括小康社会等等，是百分之百的儒家的

观点。我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今天的执政党本质上还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

如果中国的执政党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互相竞争的西方政党的话，那么中国这个“百国之和”的

“文明型国家”会走向分裂甚至解体。 

    中国的真正崛起，一定是三种资源的的合流。一个是中国自己的中华文明资源；一个是中国共产党

过去60年，甚至是从1921年形成的红色文化资源；一个是其他国家的，特别是西方的文化资源。去掉任

何一种资源，中国社会都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社会。 

    日报：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有没有需要我们避免与克服的缺陷？ 

    张维为：权力的制衡。有些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相比西方政治，有时候我们有比较多的道德

化，因而可以借鉴一些别人更务实的方法。 

    中国文化有超强的学习能力。“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想只要保持开放，保持跟国外的竞争，就

能逐步纠正自己的问题，不断改进。 

 

制度化与政治智慧的平衡 

    日报：2005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些公共事件。你怎么看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 

    张维为：我想应该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倍，问题比美国多四倍是正常的，如

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社会的话。社会大转折时期，各种社会问题没法避免。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

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欧洲崛起的过程

是把国内社会危机转嫁到欧洲以外的地方，中国没有这样的奢侈，所有问题都要在境内解决。已经保持

了32年的稳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日报：欧洲近代早期的社会危机，最后通过制约权力的制度化形式解决。中国有什么好的办法？ 

张维为：看待社会要有一种成熟的心智。从文明型国家角度来看，社会与国家的高度的良性互动，是一

种理想结局，而且对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政府来说都是双赢多赢的局面，不要什么都搞对抗。中国

文化的特点是求同存异，治理我们的超大型国家，并不是求异就好。 

    日报：是否在国家和制度层面有一个统一的处理公共事件的法律或制度？ 

    张维为：恐怕还没到这样的阶段，中国各地千差万别，由于种种原因，全国性的立法还不成熟。群

体事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95%以上，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民间认为中央政府总是好的，这给中央政府

巨大的回旋余地以最后处理这些问题。这恐怕也是一种“文明型国家”的民间智慧，使得中国文化五千

年不断的一种智慧。 

    日报：中国的前一个阶段是发展，现阶段是社会建设。你认为社会建设的渠道是什么？ 

    张维为：制度化、法律化都是对的，但我觉得这还是西方的概念。一方面要更加规范、更加法律

化、更加制度化；另一方面呢，有些问题还要通过政治智慧来处理。成功的社会建设要达到这样一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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