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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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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文明借“城市化”和“发展”的名义对乡村疯狂挤压，使乡村文明濒临消亡的危险。这种对
乡村文明的挤压反过来也造就了现代文明的无根性和不可持续性。作为现代文明理论基础的第一次启蒙，特

别是它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农民的蔑视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立场，对发展的盲目崇拜，以及支撑

这一切的现代机械哲学世界观，是导致乡村文明的凋敝和现代文明无根性的重要原因。第二次启蒙主张超越

第一次启蒙，进而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这是一种珍惜传统、敬爱自然的文明，一种尊重农民、

钟情共同体繁荣的文明，一种主张城市与乡村共荣、工业与农业并茂的有根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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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中的乡村文明

1985年，美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比尔·霍

姆在其《音乐的失败》一书中写道 ：“在我15岁的

时候，我就可以很快界定何谓失败了 ：那就是老

死在明尼苏达的明尼奥达。”［1］56明尼奥达是霍姆

的农村老家。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年青人，如

果你不能逃离你不幸生长在其中的农村，那么你

就是典型的失败者。这样一种视乡村为“失败之

地”“绝望之地”的观念，按柯什曼的说法，当时

弥漫在整个美国文化中。［2］322这也部分解释了美

国农业人口从1870年的52%，1910年的32%，锐

减到1990年的2%这一事实。［3］据温德尔·贝瑞

的考察，时至1934年全美尚有大约680万个家庭

农场，而到了1975年，数字已骤减少到60%，仅

剩250万个。可以说，一部西方现代农业发迹史，

就是一部小农场逐渐被蚕食的血泪史。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日的中国也在重复着

昔日美国乡村凋敝的故事。有关部门的最新统计

数字表明，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

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

个到100个村庄消失。［4］由于认为“只有工业文

明、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代表，才是人类文

明的标志”，农业文明则被看作是与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最落后、最腐朽、最该抛弃

的文明”［5］。基于此种认识，一股谈“农”色变、厌

农弃农之风深入人心，左右世情。曾几何时，一

些被人们引以为豪的“鱼米之乡”，成了落后闭塞

的代名词，而“住高楼、走柏油马路”则被看作是

“先进”的代名词。

正如张沛灏先生生动描绘的那样 ：在全国浩

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正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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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故乡正在消逝。稻场上黯淡了喧哗的人

声，村子里听不到孩子的笑声，田野里看不到青

春的身影，山坡上没有了热辣的情歌。许多地方

都是荒芜的耕地、废弃的瓦房，呈现出沉寂、荒

凉、破败的景象。

与乡村凋敝相应的，是农业院校所面临的生

源危机。据刘奇先生的考察，全国40多所农业院

校带农的专业大都面临生源危机，农业中职和中

学更是路断人稀。以河北省为例，上世纪有农业

中专和中学75所，到2008年已锐减到只有7所，

全省100多万名在校职业中专学生中，学农的只

有几千人。［5］

西式的城市化就如一部巨大的抽水机，把农

村的人力、资源、智慧、财富统统都吸到城市里，

致使乡村发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农村空巢

化或空心化趋势日趋加剧，变成了一片“贫瘠”的

土地。

有鉴于此，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大

声疾呼 ：保护农耕文化，留住我们的根。因为在

中国乡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

传承载体的消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动

摇”［6］。面对大规模展开的城市化对乡村的疯狂

挤压，有识之士在反思 ：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

村文明的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答案显然是

否定的。因为中国乡村不仅承载着五千年文明传

承之根，“更关乎中华文化复兴”［7］，而以消灭农

村为特征的西式城市化显然是一种断根的城市

化，是不可持续的。

上述这一切都是以走向现代文明的名义发生

的。所谓现代文明发端于300年前的西欧，是一

种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城市化为表征的文明。

因此，它常常被称为现代工业文明或现代城市文

明。尽管现代文明提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诸

多美好理念，在许多方面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特

别是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但在其根底

上，现代文明是一种无根的文明。因为它是基于

与自然的对立以及对乡村的排斥基础上的，这不

仅注定了它不厚道（对自然不厚道，对农村不厚

道，对农民、弱势族群不厚道），而且也注定了它

的无根性和不可持续性。

一方面，现代文明导致乡村的凋敝。它通过现

代农业或曰“石化农业”以近乎败家的方式对土地

进行疯狂的榨取，表现在技术上是大量施予化肥

农药，设备上粗暴使用巨型农机，时间上野蛮采用

连续耕作，空间上实施单一农作物的耕种。从而为

生态危机铺平道路，为食品安全埋下隐患。另一方

面现代文明也造就了城市文明病的产生。关于现

代城市文明病，赵本夫在《无土时代》一书中曾用

文学家的笔触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在他看来，城市

用钢筋水泥沥青砖块等现代物质将土地覆盖，彻

底切断了人与土地的关系，所有污浊之气、不平之

气、怨恨之气、邪恶之气、无名之气，无法被大地

吸纳排解，一团团在大街小巷飘浮、游荡、汇集、

凝聚、发酵，瘴气一样熏得人昏头昏脑，吸进五脏

六腑，进入血液，“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8］6。

同理，城里人所有身体和精神的疾病如厌食症、肥

胖症、高血压、性无能、焦虑、失眠、忧郁症、自闭

症、心浮气躁，心理阴暗，相互攻讦，歇斯底里等

等的产生“都源于不接地气”。［8］6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文明不仅造就了城市文

明病，导致了乡村的衰败，而且正在把人类带上

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它不仅给人类本身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也给自然造成了毁灭性的

影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格里

芬警告说 ：“如果我们若任由生态危机进一步发

展，人类文明将在全球如火如荼地追求无节制的

发展中走向终结。”［9］

二、第一次启蒙的问题与缺憾

要避免灾难的发生就有必要对现代文明进

行反思，特别是对现代文明所导致的乡村文明的

危机进行反思。是什么造就现代文明的无根性？

是什么导致乡村文明的凋敝呢？原因固然很多，

但从哲学上来看，作为现代文明理论基础的第一

次启蒙①，也就是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的高扬

理性的思想运动，特别是她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

立场的对自然的帝国主义主义态度，对农民的蔑

视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立场，对发展的盲目

崇拜以及支撑这一切的现代机械哲学世界观，是

导致乡村文明凋敝和现代文明无根性的重要原

因所在。

1.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

所谓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就是从一种人

类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出发，将自然看作征服、

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

①根据思想谱系，我们把发生在中国20世纪初高扬科学、

自由、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视为第一次启蒙。有兴趣的读

者可参阅王治河、樊美筠著 ：《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导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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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制和盘剥的对象。早在启蒙运动伊始，它的奠

基者就高扬这样一种傲慢粗暴的态度。坚信“知

识就是权力”的培根就曾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

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因此，“人对自然的统

治”，按照《自然之死》作者说法，是“培根工程

的一个内在要素”。［10］188作为大法官，培根直接

参与了对所谓“女巫”的迫害，作为“现代科学之

父”，培根毕生致力于推动人对自然的控制。不

仅他所谓的“新哲学”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统治之

上的，而且他的“新伦理学”也是“支持对自然的

剥削的”。［10］164自然在他眼里是一个“被拷问”，

“被命令”的对象，她所拥有的只是“服从”的权

利。［11］206

这种“对自然的蔑视态度”［12］贯穿在许多启

蒙运动的领袖人物意识中。笛卡尔就曾强调人要

做“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13］119。康德的伦理学

所强调的道德律令也仅仅是用于“其他理性的存

在”，至于动物和环境或周围的生态系统”则“完

全是在我们道德关怀之外的”。［14］185

动物只是为给人类提供毛皮或者食物而存在

的。一言以蔽之，“自然成为人类欲予欲求的”能

量提供者，成为现代技术和工业的“唯一巨大的

加油站和能源”。［15］12

这种强势的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贯穿在

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不允许江河自由奔流，而将

进一步展开世无前例和史无前例的宏伟水利建

设，百折不饶地向改造自然和控制自然的目的前

进。”［16］200“长江滚滚向东流，流的都是煤和油”，

“让三峡的水空流百年就等于流失了5 000万吨原

煤和25亿吨原油”。［16］172然而，长江千百年来对

大地的浇灌，对中华民族先民灵性的滋养以及她

的审美价值，显然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正是这种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的对自然的

大不敬，对自然的蔑视态度，加之资本利益的驱

动，导致了人们疯狂砍伐森林，肆无忌惮地往土

壤里播撒化肥，往庄稼上喷洒农药，往地里乱抛

白色污染物，遂造成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从而也

在根本上导致了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走向了毁

灭。［17］54斯坦芬也认为人类今日所遭遇的日益严

峻的生态危机是这种帝国主义态度的直接结果，

是它的“可怕的社会代价之一”［18］210。以我国为

例，由于工业“三废”排放，各种农用化学品的过

度使用，时至今日中国已有1.5亿亩耕地遭受重

金属污染，每年损失人民币超200亿元。

2.对农民的蔑视态度

大地是自然的代名词。由于与大地联系最密

切的人是农人。因此，对农人的歧视就成为第一

次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一样，农民也一

直被作为“落后”的同义词而受到现代人的歧视。

现代汉语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土”字既揭示了

土地与农民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也活脱脱地勾勒

出这种对土地和农民的双重歧视。这的确是一个

只有现代社会才有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农民成

为五四启蒙运动以来国民性批判的主要靶子，一

个永远的被启蒙者。当启蒙者以“农民是麻木的、

愚昧的、狭隘的”这样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对农民

身份的内涵进行判定时，农民就注定成为中国社

会发展的“绊脚石”。我国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受

《中国人气质》一书很大影响的中国现代启蒙运

动旗手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批判“一开

始就指向了农民”。“阿Q是一个在启蒙偏见之下

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因而他作为一个农民身上的

正面要素完全被低估了。”［19］其结果是，中国落

后的账总是会算在农民的头上，于是就有了如下

这番高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

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

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

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

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

格。”［19］

时至今日，歧视乡下人，“消灭农民”仍然是

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口号。对农民的歧视不仅盘据

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而且直接呈现到语言层面

上来。“真农民！”是现代都市小资们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嘲讽。“农民”演变成形容词。这里的“农民”

是“笨”、“拙劣”、“低级”等贬意词的代名词。［20］

第一次启蒙对农民歧视态度的影响之深之远由此

可见一斑。

由于按照现代市场标准“自然”被看做是“非

生产性的”，基于自然的有机农业遂被看做“意味

着贫穷”。［21］对它的蔑视和打压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工业式农业

或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的一路攻城略地和家庭小

农场的节节败退。

3.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

与蔑视大地和农民密切相连的是对传统的虚

无主义态度。因为大地也好，农民也好，都与“传

统”亦即“落后”息息相关。



·67·

所谓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就是视传统的

一切为垃圾，要与之进行彻底的决裂。英国著名

作家和文学批评家C.S.路易斯称之为“历时性的

傲慢”。就是厚今薄古，视一切过去的事物都是值

得怀疑的。［22］用恩格斯的描述就是 ：“以往的一

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

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

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 ；过去的一切只值得

怜悯和鄙视。”［23］

如果说这种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在欧洲体

现为视过去的时代为有待照亮的“一片黑暗”的

话，那么在五四时代的中国，就体现为“打倒孔

家店”，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决裂，进而主张

“全盘西化”。在许多五四启蒙思想家眼里，“现代

性作为西方的财产”代表了“与中国历史的断裂

和与中国传统的决裂”。［24］152因此，要走向现代，

就要向西方看齐，就要与自身的传统决裂。对五

四激进派来说，“成为现代的意味着否定一切中国

的”［24］153。而只有抹杀传统，才能进到现代 ；只有

抹杀传统，“新鲜”和“甘美”、“光华”和“欢爱”的

新的青春的自我才能从废墟中产生出来。［25］30-42

因此，就有了一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自

恨落后，对京剧、骈文、汉字等传统文化咬牙切

齿地诅咒。鲁迅对青年人“少看”，或者甚至“不

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呼吁，虽然个中或许别

有隐情，但其话语所传达的对传统的虚无主义立

场态度是不难解读的。在鲁迅眼里，中国书虽有

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 ；外国书即使

是颓唐和厌世的，却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显

然，今日弥漫神州大地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中

文危机”与第一次启蒙的这种传统虚无主义态度

密不可分。

这种“迫不急待地和历史告别”的激进态度

虽然在当时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革命作用，但由

于其内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否定主义，使得我们

与传统中的许多优秀精华失之交臂，如支撑了中

华民族五千年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有机农耕

智慧，“敬天崇道”精神，“尊道贵德”传统，“民胞

物与”思想与“和而不同”的智慧，从而使我们在

向现代化前行的路上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营养基和

精神维系物，变得气弱神虚，氧气不足。因为“自

身的文化传统是自我理解的一种重要资源，也是

参与迟缓但如今却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过程的一个

平台”［26］171。舍弃了这种“源头活水”，任何所谓

先进的现代理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难逃干涸枯萎的命运。当今世界的价值失衡、信

仰危机、精神失根以及美和自然美的缺席，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不无关系。

由于抛弃了传统，致使我们成了“无根的浮

萍”，成为无根之人。不仅精神上是无根的，而且

社会上是无根的，生态上也是无根的。因此，自

然地很容易把某种世俗的东西当作终极关怀的对

象来顶礼膜拜，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集体审丑”在今日的广泛流行与

极度蔓延，就是一个明证。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西蒙娜·微依要说 ：“对过去的毁灭是所有犯

罪中的最大的一个犯罪。”［27］51她因此呼吁“我们

必须终结欧洲殖民方法永远在产生的可怕的无根

现象”［27］52。

4.对发展的盲目崇拜

从“线性进步理论”出发，第一次启蒙思想家

使人们相信，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向高，直至

理想世界的不断进步的直线运动。启蒙运动的旗

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便提供了线性发展观的经典

范例。他将人类发展史与人的成长史做了类比 ：

东方的历史是人类的童年，属于“非历史性的历

史”；希腊世界的历史是人类的青年 ；罗马国家

是人类的成年 ；日耳曼国家是人类的老年。这种

线性发展观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是很明显的。例

如，具有5 000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国就被排除在

这一发展之外。启蒙运动的这种线性进步观也深

刻地影响了现代发展观。按照这一理论，所谓发

展就是要历经西式的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和

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现代西方据说就是被这一发

展过程“重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被看做是

一个“铁定的线性变化之路”［28］8。正如布朗所指

出的 ：“谈到发展，本质上意味着将欧洲社会模

式投射到整个世界。”［29］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民

族，要发展就必须经过这一过程，这被视为历史

的进步，是个理性的必然的过程。反对这一过程，

或者不介入这一进程就是落后，就是逆流而动，

就是反动。

殊不知，这种现代发展概念在第二次启蒙思想

家看来，本质上是“一种恶质发展（maldevelopment）”。

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调人对自然，男人对女人的

统治基础上的”［21］6。这种“发展”或“经济增长”

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它把资源从最需

要的人的手里抽走。［21］2

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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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正是这种威胁生存的

“发展”导致了“地球在迅速死去 ：她的森林在死

去，她的土壤在死去，她的水在死去，她的空气

在死去”［21］xv，当然，也导致了乡村文明的衰落。

随着森林、水和大地的毁灭，随着农业的凋敝，

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生命支持系统。而该毁灭则是

以“发展和进步的名义进行的”［21］vi。

有鉴于第一次启蒙这些恶质的负面后果，印

度环保主义作家希瓦非常反感这种启蒙在世界范

围的蔓延，在她看来，这种“蔓延”是一种“黑暗

的蔓延，灭绝生命的蔓延”［21］xiv。

三、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
乡村文明

鉴于第一次启蒙给现代文明带来的诸多严

峻问题，超越第一次启蒙，呼唤第二次启蒙，呼

唤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就成为一种必然。

所谓第二次启蒙（亦即后现代启蒙）并非对第一

次启蒙（即现代启蒙）的全然拒斥，而是将许多

或者大多数第一次启蒙的最伟大的成就“整合起

来”。［30］3其核心价值观是“尊重他者”，这里的他

者既包括他人也包括自然。

从尊重他者的核心价值观出发，第二次启蒙

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它是有根的，

因为这种文明是深深根植于大地的 ；它是后现代

的，因为它既是对现代文明的吸纳与超越，又是

对传统乡村文明的吸纳与超越，而非简单地回归

传统。它试图探索消弭城乡对立的新思路，走出

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城市与乡村共荣、工业与农

业并茂的新路。

1.后现代乡村文明是敬爱自然的文明

鉴于对自然采取帝国主义态度的第一次启蒙

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

次启蒙呼唤一种生态意识。其促使我们意识到，

人类是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

他生命形式和非生命形式如土壤、植物、动物等

具有内在的联系，相互之间休戚与共。中国古代

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及“民胞物与”思想

所体现的也是这样一种生态意识。或许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著名过程哲学家郝大维说 ：“古典中

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31］

建立在这种生态意识上的后现代的乡村文明

是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文明，一种敬爱自然的文

明。它要求我们要善待自然，对自然要厚道，所谓

“对自然的厚道”，就是用一种有机的眼光看世界，

将自然不是看做与人类对立的，而是看做我们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

样呵护它，关爱它，敬畏它。因为不是我们去保护

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毁灭

了自然，“我们也就毁灭了我们自己”［32］175。大自

然不仅内在地是强有力的生产性力量，而且“更

新和滋养着一切生命”［21］38。用我国环保作家徐

刚先生的话说，“土地是伟大的存在”，没有什么

恩泽比“土地的恩泽”更深厚的了。［33］333大自然

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不仅滋养我们的肉体，

而且“安顿，滋养”我们的精神，陶冶我们的情操，

因此我们不仅要保护她，而且要爱戴她，敬畏她，

感激她。［34］18

2.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珍惜传统的文明

与现代思想家把传统视为可以随意抛弃的垃

圾相左，第二次启蒙思想家视传统为一个民族魂

魄之所系，是一个民族的根，它使一个民族凝聚

在一起，具有某种归属感。

从有机联系的观点出发，第二次启蒙思想家

揭示了传统的“无可逃避性”和“不朽性”。［35］126-142

在他们看来，现代思想家之所以对传统采取了否

定主义的立场，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传统与现在的

内在联系。从万物相互联系的相关性原理出发，

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强调每一事物都与

其他事物密切相关，过去发生一切都对未来的事

件产生着某种影响。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统治西

方哲学长达上千年的“一实体不在另一实体之中”

的实体思维。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怀特

海的话说，“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不同级别的

联系，考虑到可忽略不计的联系，我们则应该说，

每一个（过去的）现实实有，都在每一另外的（将

来的）现实实有之中”［36］50。这无疑揭示了传统与

现在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尊重传统

提供了本体论上的依据。也就是说，传统不是某

种过去的东西，而是某种我们时时刻刻“参与”的

现实。它不是某种博物馆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改

变现实的重要力量。如果承认“人是历史性的存

在”，所谓“成人”意味着人有一个历史，那么尊

重这一历史就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因此，在第二

次启蒙思想家那里，尊重传统不仅是诚实厚道的

表现，而且也是富有智慧的表现。因为传统是我

们参与世界的宝贵资源，是我们带给世界的宝贵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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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启蒙思想家强调尊重

传统，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而是意在继往开来，

这既包含着对传统的坚守，更包含着对传统的开

新。与现代启蒙思想家将传统等同于“束缚”，视

传统为“封闭的”、“保守的”，拥有一个“固定不

变的本质”相左，第二次启蒙思想家在意识到传

统“保守”一面的同时，更侧重强调传统创新的一

面。在他们看来，传统内含着创新的基因，它们

并不总是阻碍创新。相反，在许多时候它们“呼

唤创新”、“激发创新”、“制造创新”。［37］

3.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尊重农民的文明

从一种注重相互联系的有机哲学出发，因着

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大地的挚爱，第二次启蒙格

外尊严农民、善待农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农民主动参与建设的文

明，一种尊重农民的文明。

在后现代农业的精神领袖，美国诗人温德

尔·贝瑞看来，真正的农民应该是思想深刻而富

有责任感的。美国开国元勋杰佛逊认为，农夫是最

有价值的公民，他们最具生命力，最具有独立自由

精神，最善良。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甚至认为，农民

是神的直属臣民，与神同劳动，与神同享乐，如果

有这样的职业，那就是农民。在我国环保作家徐刚

眼里：“农人是一伟大而高贵的生活方式，当土地，

农民与河流消失，一切都将随之消失。”［33］334

在第二次启蒙思想家看来，后现代农业是后

现代乡村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后现代农业

是一种可持续农业。而这种可持续农业是一项极

富挑战性的职业，它需要大量具有创造性的高智

商人才。传统上，农业一直是穷人和低教育程度

的人的职业。在第二次启蒙思想家看来，这是不

厚道的。因为地球上65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要完

全依赖农民的才干和艰苦劳作。“离开他们的辛

勤劳作，所有的现代经济在数周之内就会停止运

行。”［38］我们无须经常去见医生、律师或政府官

员，但我们每天必须吃饭。

因此，第二次启蒙要求从根本上扭转对农民

的态度。强调“农民的价值应该与教授、医生、官

员是一样”［38］。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

明确提出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

“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中国农民也像古巴

农民那样毫不犹豫地把从事有机农耕看作是“美

丽的工作”［39］。

在为农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方面，波兰的

经验不妨借鉴。波兰农村的公用设施基本由政府

负责投资兴建。如农村道路由政府负责修到农民

的地头或院门口，农民只负责修建耕地内和院内

的道路，此外政府还负责把天然气、自来水、电

力送至所有农户。这无疑为尊重农民提供了物质

保障。

为了真正将尊重农民落到实处，消除城乡对

立，把农村建设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

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审美欣赏型的五型后现

代新农村”，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就应该是后现代乡村文明的题内应有之义。

一种后现代乡村文明应该让农民活得有尊严，

过得幸福。这既包括让他们享受良好的教育，良好

的医疗保健，也包括让他们过上丰富多彩的休闲

生活和参加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各种娱乐活动。

4.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钟情共同体繁荣的

文明

从第二次启蒙的视角看，现代农业最大的短

板之一是对健康乡村共同体的摧毁。农村“空巢

化”或“空心化”现象的浮现就是一个突出表征。

所谓乡村共同体，就是由跟自己关系密切的

人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包括亲人之间的关

系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受西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

义的影响，现代文明视这些关系和联系为一种束

缚，是“落后的”的标志，因此必欲摧之而后快。

第二次启蒙则强调内在关系和有机联系，因

此它格外珍惜共同体。它所呼唤的后现代乡村文

明格外钟情乡村共同体的繁荣发展。在著名建设

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看来，关系是构成

我们的核心要素，个体与群体血肉相连。个人的

发展有赖于社会共同体的繁荣。“他人的健康恰

恰有助于我们的健康。”［40］88那些通过损害共同体

的福祉而获得财富的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幸福。

因为我们个体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休戚与共，息

息相关。一个健康的共同体一定是一个既高度提

升个体的幸福感又极大增进群体和生态体系福祉

的共同体。

这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概

念也是深度契合的。所谓新农村建设，其目的就

在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

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使他们真正能够安居乐

业”［41］。而离开了繁荣的农村共同体，所谓“幸

福指数”和“安居乐业”无疑就是一句虚无缥缈

的空话。后现代乡村文明当然要消弭城乡之间物

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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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的贫富差距，解决农村的贫穷、医疗保险和

教育问题，但并非它的终极目标，它的终极目标

是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建立一个个“富有创造性

的，爱心的，平等的，尊重多样性的，精神富足

的”有机共同体。［42］这才是真正健康繁荣的共同

体。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和社区中，人们才能极

大地迸发出自己的创造力和参与意识，从而真正

做到安居乐业。廖晓义女士和她地球村伙伴们所

建设的“乐和家园”，郑冰女士和她的团队所创建

的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就是这种健康繁荣的共同

体的雏形。

而这样的共同体反过来也将唤醒沉睡在人们

心灵深处的生态良知，激发人的生态情怀、生态

责任以及对大地的忠诚，从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

的良性互动，达致人与自然的真正和睦。

5.后现代乡村文明是一种城乡共荣的有根文明

现代西式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断根城市

化，因为它是以疏离和盘剥乡村为前提的，是以

掏空农村、凋敝乡村为代价的。而第二次启蒙则

高扬农村和乡土的重要性，因为乡村是城市的根。

这种“根”既是生存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

从生存意义上讲，城市是乡村的儿子，乡村是城

市的根基，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地方，是我们获得

食物等基本安全感的希望的地方。依照柯布博士

的分析，一个城市只有当它能够“依靠自身的资

源和乡村环境的可持续管理来发展”时，才具有

“可持续性”。北京、上海、纽约、东京这类现代巨

无霸城市尽管貌似强大，然而离开乡村的粮食供

给，一天都难以存活，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恐慌。

从文化上讲，乡村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

文化多样性的守护地。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生成

的根”。乡村是接地气的地方，是人与自然相联结

的地方。

因此，第二次启蒙拒绝“城进农退”的西式城

市化，但又不主张完全抛弃城市化，彻底回归乡

村。正如张孝德教授指出的那样 ：“今天的中国

需要城镇化，但绝不能走西方式的让乡村消亡的

城镇化。以城市替代乡村两元归一的、以乡村终

结为代价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规律，

并不是中国的必然规律。”［43］

后现代乡村文明试图走出第三条路，就是主

张城市发展与乡村建设并重，城市繁荣与农业繁

荣齐飞。发展一种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

和谐共处”的有根的生态文明。

世界生态建筑之父索拉里的瘦身城就体现了

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努力。其最终的目的是将城市

带到农村，实现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索拉里的瘦

身城使农民定居在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地方，然后

到邻近的地方去耕作和种植粮食成为可能。这可

以说具体体现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所提出的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

型城镇化的宗旨。

目前，西方社会正蓬勃兴起的都市农业运动

也可看做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都市农业”，又称“城市农业”，是有意

识地在都市里保留一些可以耕作的土地，或者在

城市高楼间隙之间进行有机农耕以向都市居民提

供新鲜、廉价的有机水果和蔬菜。这方面古巴走

在了前列。20世纪90年代以前，古巴农业一直走

的是现代农业即“石化农业”之路，大力发展机械

化农业和产业化农业，这导致古巴农业对石油的

依赖性很强。1991年，由于苏联解体以及紧接着

的美国经济封锁，古巴的廉价石油来源顿告枯竭，

其国民经济也因此严重衰退，严重的粮食短缺给

古巴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古巴人平均

每人瘦了20磅，营养不良的人从原来的不到5%

上升到20%多”［44］。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

尔·卡斯特罗曾说，在这种非常时期，菜豆变得

比飞机坦克更为重要。解决吃饭问题成了古巴最

为紧迫的任务。为此，古巴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农

业发展方向，积极推动都市有机农业发展，保障

食物基本自给，走“自己的饭碗装自己生产的粮

食”的生态农业之路。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古

巴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城市生态农业的领跑者。拥

有200多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遍布着200多个

不使用化肥和杀虫剂的中小型都市菜园，高楼大

厦的缝隙间，马路两旁的块块空地上，甚至一些

居民的屋顶平台和阳台上都种上了甘薯、西红柿、

莴苣、辣椒、菠菜等绿油油的菜蔬。古巴的都市

农业已经成为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市

农业为古巴人创造了30多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

做到了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都市农业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从非洲大陆

在堆肥袋里种食物的“袋中农场”到美国的“后院

种植运动”体现的都是这一趋势。

笔者所在洛杉矶有的城市（如帕莎蒂纳），为

了鼓励都市农业，市政府特意出台了“1英尺1美

元”政策，就是如果你把你家草坪种成蔬菜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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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每英尺奖励你1美元。有的城市（如克莱蒙）

的非营利机构则给那些自己忙得无暇打理后院的

居民达成协议，由他们组织流落在城市的有种植

经验的无业人员种植菜蔬或果树，收获的成果一

半归业主，一半由该机构拿走卖出后支付人工和

送给无家可归等低收入者。这一举措不仅低碳，

而且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稳定。

同样，目前风靡西方的由民间发起的“城镇

转型运动”（Transition Town movement）也是这种

后现代的有根化努力的一部分。“过去人们以耗

油量来衡量个人成功及其富裕程度，如今人们意

识到，地区乃至国家的繁荣必须以摆脱石油依赖

为前提。”目前全球已有超过300个城镇正式加入

这一转型的行列中来。该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重温技能”（reskilling）活动——织补衣物、搜寻

粮草和打理花园等早已淡出现代人生活的技能。

这无疑是鼓励人们重估乡村文明的价值。

在大力发展都市农业以及推动城镇转型的同

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投资力度，努力提升农村生活品质，加大农村教

育的投入力度，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也是消弭

城乡对立，发展有根的生态文明的题内应有之义。

此可谓固本。因为根壮才能苗肥，根壮才能枝繁

叶茂。

参考文献

［1］Bill Holm. The music of failure［M］. Plains Press，1985.

［2］Fred Kirschenmann. Cultivating an Ecological Conscience ：Essays from a Farmer Philosopher［M］.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0.

［3］张小琴.美国农业迅速发展的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2007，（14）.

［4］符晓波.村庄消失，城市能繁荣吗？［EB/OL］.http ：//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2-11/04/c_113598035.htm.

［5］刘奇.重塑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J］.中国发展观察，2012，（12）.

［6］张孝德.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文明发展命运反思［J］.行政管理改革，2013，（3）.

［7］李中元.乡村文明的传承、保护与转型［J］.行政管理改革，2013，（7）.

［8］赵本夫.无土时代［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

［9］格里芬，鲍宗豪，鲁品越.以人类文明审视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美国后现代著名思想家大卫·格里芬与鲍宗

豪、鲁品越教授的对话［N］.深圳特区报，2012-11-06.

［10］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1980.

［11］Water F. Baber，Robert V. Bartlett. Deliberativ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Democracy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M］. 

London ：The MIT Press，2005.

［12］［美］维奥勒塔·波林斯卡.“生态学与艺术 ：东亚传统与西方的交会［G］//.李庆本.国外生态美学读本.吉林 ：

长春出版社，2010. 

［13］René Descartes. Discourse on the method［G］//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Vo1.1）New York ：Dover，

1955，vol.1.

［14］Michael Slote.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ceptivity ：Rethinking Our Value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5］G.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

［16］潘家铮.千秋功罪话水坝［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7］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8］Stephen Crook. Postmodernization ：Change in Advanced Society［M］. London ；Newbury Park，Calif ：Sage，1992.

［19］傅异星.知识的神话 ：启蒙话语的叙事遮蔽［J］.中国文学研究，2008，（3）.

［20］学会尊重农民［EB/OL］. http ：//www.gotoread.com/article/bbs.aspx?id=606094

［21］Vandana Shiva. Staying Alive ：Women，Ecology and Development［M］. London ：Zed Books，1989.

［22］Clive Staples Lewis. 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M］. NY ：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55.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24］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1917—1937）［M］. University of 

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



·72·

  2014.1

California Press，2001.

［25］郭沫若.女神［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6］王成兵.一位真正的美国哲学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7］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M］.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1952.

［28］W.M. Adams-Green Development.

［29］Gerald Braun. The Poverty of 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Concepts［J］. Economics，1990，（42）.

［30］Altizer. A holistic，on-alienated Theologian［G］//In  John Cobb’s Theology in Process，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1977.

［31］Hall，David. Modern China and the Postmodern West［G］//In Culture and Modernity ：East-West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ed. Eliot Deutsch，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

［32］Lynn Margulis. Gaia and Machines［G］//In John B. Cobb.ed. Back to Darwin ：a richer account of evolutio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2008.

［33］徐刚.大山水［M］.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34］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5］Milic Capek. The Elusive Nature of the Past［G］//In Experience，Existence and the Good，ed.，Irwin C. Lieb.  

Carbondale，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1.

［36］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M］. Corrected Edition. ed. David R. Griffin and Donald W. Sherburne. New York ：

Free Press，1978.

［37］Delwin Brown. Transforming Tradition ：History，Creativity，and the Task of Theology［J］. Iliff Review，1984，（41）.

［38］大卫·弗罗伊登博格.走向后现代农业［J］.周邦宪，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

［39］丽贝卡·克劳森.治愈裂痕 ：古巴农业中的代谢恢复［J］.每月评论，2007，（5）.

［40］王治河，曲跃厚.柯布的后现代生态经济理论［G］//全球化与后现代性.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1］杜志雄.落实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党政干部文摘，2006，（1）.

［42］Jay McDaniel，Ryan Norman.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Agriculture［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5）.

［43］张孝德.拯救中国乡村文明呼吁书［N］.中国发展简报，2013-01-15.

［44］Rebecca Clauson. Healing the Rift ：Metabolic Restoration in Cuban Agriculture［J］. Monthly Review，2007，59.

［责任编辑：赵    强］



·191·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No.1, 2014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Calls for a Postmodern Rural Civilization with Roots
WANG Zhi-he

Abstract: Modern civilization has suppressed r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name of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refore jeopardized the latter. This suppression in turn has caused the rootlessness and unsustainability of 
the former. The underlying causes lie in the Enlightenment a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its suppression of the rural way of life, especially in its imperialistic attitude toward nature, its nihilism 
toward tradition, its contempt toward peasants, its worship of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n mechanical worldview 
underpinning all these. The second Enlightenment aims at transcending the first and calls for a postmodern rural 
civilization with roots, which reveres nature, values tradition and farmers, and appreciates community prosperity. 
This transcendence would result in a root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espouses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Keywords: Second Enlightenment;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 Urbanization; Rur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Supply Chain Security: the Scope of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MA Min-hu　MA Ning

Abstract: The globalization of IT products and services supply increas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IT supply 
chain, which means that unsafe or malicious IT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ll have more penetration channels, 
particularly in national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of its increasing dependence on IT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of the IT supply chain is inevitable. The current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system should be clarified in scope and procedure, and its legitimacy established through legislation. 
In response, China needs to take counter-measures to redu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y, and to avoid the damage that IT technology asymmetry does to China’s ability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inclusiveness, China should redefine national security 
from a comprehensive point of view, promote law reg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and expand the scope and 
the depth of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Keywords:  IT Supply Chain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Scope; China’s Countermeasures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Economy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Suzhou

XIA Yong-xiang
Abstract: As a case study of Suzhou, the paper,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reform and evolution of economy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province, including its shift from people’s commune to township 
enterprises and then to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argues that economy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marketized production and the dispers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at it undertake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ission. The role of economy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should be given full play i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ountr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formed for effective 
realizations of which the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 is one. Property ownership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nd 
quantified on a personal basis,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administered in these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Keywords:  South of Jiangsu Pattern; Suzhou; Economy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Reform an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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