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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评介

李 文

当今中国历史学界
,

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
、

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不久前又推盯了一部

新作《现代化新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 9 3年 lQ 月版
,

以下简称《新论 }))
,

对现代化理论和世界

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了重要探索
。

《新论 》以历史学为出发点
,

探讨了英国首先实现现代化
,

中国现代化却进程迟缓的原因以及在现代化三次大潮的冲击下其他 国家现代化的不同模式
。

但这种研究与探讨又超出了纯史学范畴
,

所获结论本身 内涵了更秀一般的法则
,

因此著者又得

以从中伸延
,

概括出诸如内源性现代化与外源性现代化的各自特征
、

宏观社会变迁的一般性动

因与基本形式等社会学的因果律
,

建立了一个具有首创意义的
,

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

元多线历史观的理论体系 .o 将以往史学中史论结合的套路
_

.

卜升到更具有科学性的历史学与社

会学的联姻
。

《新 论》为宏观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创辟了新途径
,

它以马克思的本来构思为基

础
,

借鉴
、

吸收了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变迁以及现代化研究的新成果
,

结合近代以来
,

尤其是本世

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
、

变化的现实
,

以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

逻辑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方式丰富

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
。

具体言之
,

这一过程主要地是通过建构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三层结构的

体系得以完成的
。

在基本理论层次上
,

之新论 》提出了诸如历史发展动因的多元性
、

生产关系与

生八力适应方式的多样性
、

社会发展进程的多线性等令人耳 目一新的观点和思想
。

从基本理论

出发
,

《新论 》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一些中间层次的命题
,

如确定非经济因素在某些具体的历史

环境中甚至起到 了决定性作用
,

外因是社会变迁的充分条件— 俄界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与转

变儿乎都与某种
“

灾变
”

联系密切
,

主张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并不必然或完全遵循从原始社

会
、

奴隶社 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
、

社会主义社会的已定路线
,

承认在 19 世纪乃至今日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尚有一定的容纳能力
,

否定根据某种生产方

式萌芽的出现来推断这种方式的必然性的观点等
。

这样一来
,

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中出现的一

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

诸如现代资本主义未能率先在封建主义较为发达的中国产生而是首先产

生于封建主义较为落后的西欧
、

在资本主义不甚成熟的俄国爆发 了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成功
,

而这一进程至 今尚未在资本主义因素更为发达的欧美诸国实现
、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

仍在持续增长
、

第二世界国家走 上了各不相同的的现代化道路等
,

提供了合理的
、

令 人信服的

解释
。

另一方面
,

这些史实又为前两层次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化过程进行整体研究
,

是《新论 》
一

二书的又一重要特征
。

纵观全

书
,

可发现这里所说的整体研究包涵 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

其一是把全球视作一个有机整

体
,

在各民族国家相互矛盾
、

相互作用中把握这一整体发展
、

变化的总趋势以及在这一整体结

构转型的运作
、

影响下的不同民族国家内在结构的擅变
,

强调在工业革命以史无前例的震撼力

打破了以往世界原有的均衡状态后
,

各民族国家被纳入全球性现代化过程的必然性
。

其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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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下
.

研究具有不同的环境
、

条件尤其是不同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在现

代化道路选择上的差异性及其对世界历史总体走势的影响
。

其三是采用了有机的比较方法
。

以

M
·

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
,

在研究现代化时也曾使用 了比较法
,

但他们将诸文化作为孤立的

单位进行 比较
,

将现代化视作西化的同义语
,

所强调的也仅是发达国家对后发展国家的单向作

用
。

而《新论 》则是在全球性经济一体化与政治分裂化的总趋势中
,

在现代化大潮的相激相荡

中
,

在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
、

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
,

内因
一

与外因
,

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相互

作用的动态的过程 中比较
,

确定备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
“
独特的历史规定性

” 。

通过上述三

个方面的结合
,

《新论 》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贯通 古今
,

联结内外
,

经纬分明
,

因因相循的宏观世

界历史发展景观
。

时代的发展召唤理论的产生
。

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
,

是罗先生撰写《新论 》的主要 目

的之一
。

他本人也申言书中所讲述的
,

是中国人探索现代世界发展进程形成的新的现代化观

点
。

19 世纪 30 年代后
,

西方学术
、

思想界对社会变迁的重视和研究
,

发韧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

的兴起
。

二战后诸多第三世界纷纷卷入现代化浪潮的现实
,

则使现代化研究成了社会学
、

经济

学
、

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
,

并收获了许 多理论成果
。

近年来东亚地 区发生了巨大变化
,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是 日益引人注 目
。

因此
,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

研究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中

国人的现代化理论的产生
,

将开创现代化研究的新纪元
,

成为世界社会发展理论大变革的开

端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罗著《新论 》一书的问世的意义
,

既在于它形成的严谨
、

完整的理论体系
,

更在于它本身所具在的开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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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周浩礼
、

胡继春主编《医学社会学 》已 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于 1 9 9 3 年 3 月出版
,

全书 30 万字
,

定价 9
.

95 元
。

△李小江
、

朱虹
、

董秀玉主编论文集《性别与中国 》已由三联书店 于 1 9 9 4 年 6 月出版
。

全书收论文 25 篇
,

约 40 万字
,

定价 18 元
。

△王德信
、

蔡常青
、

张书深主编《社会主义若干政治问题探讨 》已由内蒙古社会科学杂

志社于 1 9 9 4 年出版
。

定价 7
.

80 元
。

△青年学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问题的不定期连续出版物 《原学 》第二辑 已由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于 1 9 9 5 年 1 月出版
。

全书 2 6
.

2 万字
,

定价 n
.

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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