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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
一

的历史机遇及其他

— 张琢同志
“
九死一生

” 理论初探

刘 崇 顺

80年代以来
,

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运动所作研究和著述甚多
,

张琢同志

新近面世的学术专著 《九死一生— 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 ① ( 以 下 简称

《九死一生》 )
,

是其中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
。

《九死一生》 把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酝酿
、

发展及其曲折坎坷的历史进程放在整个中国历

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深远背景下加以考察
,

视角独特
、

视野广阔
,

具有恢弘的气势和整体观照

的效果
。

张琢同志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所作的
“
九死一生

”
的高度概括

,

堪称自成一家之言
,

不妨名之为
“
九死一生” 理论

。

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走向和曲折遭

遇
,

蕴含着许多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
。

一种新的有价值的理论
,

除了它自身的价值之外
,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启发人们新

的思路
。

通览张琢同志的大作
,

感到其中有一些需要深入探讨或进一步廓清的间题
,

这里提

出几点
,

就教于张琢同志和学术界的朋友
。

一
、

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机粗和历史必然性

“
九死一生” 理论在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理性思考之中

,

饱含着对中国现代化发展

历史机遇多次丧失的痛惜之情
。

这种痛惜之情是许多学者和爱国志士所共有的
。

这种痛惜之

情的潜台词是
:
中国本来早就可以走上现代化的振兴之路的

,

只是因为没有抓 住
“
天 踢 良

机
” ,

才使国家民族积贫渐弱
,
落后于人

。

由此生出 “一失足成千古恨
,
的无限感慨

。

这种

感慨显然是把丧失机遇归因于主体愈志及主体的动机
、

观念
、

心态等等主观因素
。

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问题
。 “

九死一生
”
理论对中国社

会历史发展特点及其曲折进程所作的许多精辟分析
,

恰恰说明了这种历史必然性
。

例如
,

中

国社会经济
、

政治
、

科技
、

文化发展的地域转移 (空间断层 ) 和历史阻隔 (时间断层 )
,

中

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等等
,

无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现代化运动层道

挫折
、

屡难启动的内在原因
。

至于 “ 重本抑末
”
观念长期而又广泛的影响以及中国封建社会

后期封关禁海政策对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等等 (第 1 09 一 1 23 页 )
,
当然都是延缓现代化启

动日程的重要原因
,

但是
, “

重本抑末
”
观念也好

、

封关禁海政策也好
,

不正是中国独特的

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所派生的么 ?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内

在因素的作用
,

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发展与西方先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

在整体上显示

出难以为任何主观性设想所能左右的滞后性
。

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

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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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有过若干超前性表现
,

但那往往是一种个别的或局部的
、

暂时的或分散的现象
。

偶然的

历史机遇不能与总体上的历史必然性相提并论
,

决定厉史发展总的进程的本质因素是一个基

本规定或一种客观的设定
,

它不会为一些个别的
、

偶然的因素所改变
,

也不是主观意志所能

任意左右的
。

由于历史必然性的本质规定
,

不要说有九次机遇
,

即令是有十九次
、

二十九次
、

九十九次
,

也未必就能够被
“
抓住

” 。

诚然
,

主体的意志
、

观念文化上的因素
,

也会影响现代化的进程
。

《九死一生》 指出的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九次大起大落
,

无疑都有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
,

但这些主观因素

仍然是中国独特的%L 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

仅就本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末中国所丧失的发展机

遇或所遭遇的严重挫折而言
, “

兰面红旗
”
运动和

“
文革

”
内乱的决策失误似乎是具有决定

意义的
,

但这种失误和导致失误的主观因素同样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
,

不成熟的思想根源于

不发达的经济土壤
,

表现了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延续性
。

建国以来
,

中国所实行的计

划经济体制
,

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形似超前实则滞后的军事共产主义经济的特点
,

单一公有制

的基础仍然是传统的自然经济
,

由此只能产生出
“
一大二公

” 、

圣贤崇拜
、

幼稚狂热之类的

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
。

在那种既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条件下
,

领导人的政策失误和

全体国民的心理反常都是必不可免的
。

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

同样潜伏着断送新的历史机遇的主观因素
。

今日中国

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显示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
,

除了国际环境 的 作 用影

响
,

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 自身历史条件的积累
,

屡次曲折与坎坷
、

一切挫折和失败
,

都是一

种积累
,

一种准备
。

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积累
,

形成了特定的发展条件
,

现代化运动才可能达

到合历史规律性与合主体目的性的统一
。

今天的历史机遇在总体上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

这与

历史上的许多次发展机遇看来相似
,

实则不同
,

因而不能相提并论
。

二
、

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

《九死一生》 中有个重要概念
,

即 “
现代化发展的潜要素

” ,

作者将其视为
“
现代化发

展的前提条件
”
的同义语

。

按我的理解
,

这个概念表述的应该是现代化孕育期所能形成的直

接影响现代化启动即成为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直接动力的经济
、

社会
、

政治
、

科技文化
、

社会心

理诸要素及其有机组合
。

就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而言
,

现代化的孕育期应该是与资本主义

的产生和早期发展 (工业革命以前 ) 同步的
。

正如作者在 《九死一生》中所认定的
: “

现代化

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开始应用机器生产的时候才出现的
。

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的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
。 ,, (第 4 1一 42 页 )作者认定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于宋元之际

,

那么
,

中国

“
现代化发展 的前提条件或潜要素

”

的形成不会早于宋元之际
,

但作者实际上把这种
“
前提条

件或潜要素
”
的形成一直上溯到战国时代

。

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因素和
“
作为现代

化发展前提条件的潜要素
” 之间的异同

。

在作者看来
, “
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以一定的科技

、

经济
、

社会
、

政治
、

文化的发展为条件
。

但是
,

作为现代化启动
、

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潜要素并

非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

如中国古代
`
四大发明

’

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创造发明
,

也是以后

传入西方启动资本主义发展及尔后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科技因素
,

可是它们自身并不具有资

本主义的特定属性
。 ”

(第41 页 ) 我则以为
,

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因素与现代化发展的前提

条件或潜要素之间有无区别
、

有何异同
,

间题在于
,

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出现以前
,

社

舍
,
经济

、
科抹

、

文化的某些发展成就
,

即使达到高度的水平
,

也不能成为启动现代化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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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素
,
原因就在于这些成就还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些单一要素

,

没有实现诸种要素的结合
。

这

些社会
、

经济
、

科技
、

文化诸要素的结合过程
,

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
。

把历史上某些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单一要素笼统地界是为现代化的潜要素
,

而不把它们在具体形态上

加以区别
,

这正是把现代化孕育期时限不适当地上溯的重要原因
。

单一的社会发展要素不足以构成现代化发展的直接条件
,

是因为这些单一要素只是历史

长河中的个别现象
。

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径情直遂的
,

既有连续的常态发展
,

又有跳跃式的非

常态发展
,

这正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性的表现
。

马克思在论及这个间题时
,

曾以古希腊荷

马史诗等艺术生产的超历史的高度发展
,

说明早在人类幼年时期的某些文化艺术成就即已达

到了超时代的水准
,

以至成为以后各个时代高不可及的范本
。

但这种高度发展的艺术成就
,

并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整体标志
,

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时代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经济结

构
。

历史上某些科学技术等社会发展的重要成就例如中国的
“ 四大发明

” ,

与人类幼年某些

早熟的艺术成就也有类似之处
。

当这些科学技术发明尚未在社会生产上广泛采用从而成为现

实的生产力
,

当这些发明尚未能与其他诸种社会要素相结合而对整个社会发展形成一种综合

性的规模效益
,

它们就不能构成直接作用于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件或潜要素
。

只有诸种单一

要素的有机结合构成特定的生产方式或整体系统
,

才可能成为直接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前提条

件
。

由此推论
,

对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或潜要素的确认
,

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形态背景
。

尽管
“
作为现代化启动

、

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潜要素并非一定是资本主义的
” ,

但是
,

这种前提条

件的形成
,

必定具有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世界背景
。

此外
,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间
,

学术界通常认为应在 明代末期
。

这一观点虽不能

说是定论
,

但至少是早 已形成了广泛共识的
。

本文寥寥
,

对此不能详加论列
。

但需要指出的

是
,

如果可以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限上溯到宋元之际的话
,

也就可以上溯到唐代
、

汉代

以至战国时代
。

如果说上溯到汉唐时代不妥
,

那么
,

上溯到宋元之际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足

够根据
。

三
、

关于西方与中国现代化特点的比较

“
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受到强烈的外拣影响

,

但它又是以中国自在的地理环境
、

中国各方

面的历史积累为基础而展开的
。 ”

(第 1页 )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历史 条件
、

内在 原

因
, “

九死一生
”
理论作出了富有开创性而又令人折服的解释

。

例如
,

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农

业社会内在矛盾形成的内外周期与自然周期的叠加及其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中国封建社会演进

大周期的规律
,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宏观与微观双重的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对中国社会发展

所形成的长期影响
,

这些独到的见解
,

令人耳 目一新又极富说服力
。

如果进一步探究中国资本

主义难以萌生
、

现代化难以启动的原因
,

似可归结为中国秦代以来大一统的政抬体制和汉代以 一

—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
。 、

如果把中国与欧洲作一 比较
,

就可以看出
,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区位迁移与整个欧洲的经济文化区位迁移有某些相似之处
,

如果没有

其他因素的影响
,

中国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是可以得到同步发展的
。

但是
,

欧洲的经

济文化发展虽然几经转移
,

却始终没有断层
,

而且
,

先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总会影响和带动

嚣馨鹭驳氰器嚣瞥髯巍裴篡纂髦裴器纂黯篡熬
进地区每每拖了先进地区的后腿

,

使得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多次出现由空间的断层又导致时卿
,

工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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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断层
,

在总体上呈现出时空双维的间断
,

使得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要寻找空燎
而不可得

。

而欧洲的政治实体众多
,

没有可与中国相比的那样控制着疆域辽阔的中央集权的

封建王朝
,

所以资本主义在欧洲不难找到适宜于 自己生长的环境和土壤
,

虽然在时间和空间

上也有转移
,

在总体上却不曾中断
, “

由南欧
,

而西欧
,

而北欧
,

而 中欧
、

东欧 , 向西越过

大西洋扩展到美洲
,

向东则沿印度洋
、

太平洋的海岸推进到东亚
” 。

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封建

大一统王国
,

终究难以仅仅凭借自身的内在机制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欧洲相同步
,

最终不

能不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猛烈冲击的对象
,

这正是外拣性或
“
后发一外生型

” 之所以

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主要特征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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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医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召开

湖北省医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暨首届学术讨论会 1 9 9 3年 6 月 3 日至 5 日在武汉市召

开
。

来自全省各地的社会学界和医学界的科研
、

教学
、

管理和实际工作者共计 86 人出席了会

议
,

会议收到论文 5 2篇
,

其中有2 8篇论文在大会上宣读
。

论文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
从不同

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德医风建设间题
、

医师与病人关系的社会文化观
、

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医学的联系与区别
、

三峡工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

精神医学的社会问题
、

生殖医学
、

器官移植学
、

儿少卫生
、

妇幼卫生学中的社会间题
、

安乐死间题以及性病传播的

社会控制
。 、

由周浩礼教授
、

胡继春副教授主编的 30 余万字的《医学社会学》 (已由湖北科学技

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 在会上也引起了代表们的关注
。

最后
,
会议经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医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首届理事会

。

(闻 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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