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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非西 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 》

非西方社会发展间题是当代世界最关注

的焦点之一
,

而有关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

问题则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
。

自本

世纪 50 一 60 年代西方
“
现代化理论

”
产生以

来
,

有关的争论就没停止过
。

尤其是 70 年代

拉美
“
依附理论

” 崛起
,

并构成与西方
“
现

代化理论
” 的对峙

,

两种观点之间的争执更

是针锋相对
,

西方现代化理论试图按照欧美

工业化模式来为非西方社会制定发展规划
,

依附理论则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国际

背景中来解释非西方社会不发达的原 因
。

由冯钢撰写的 《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

马克思 》 一书是目前我国第一 部系统研究各

种发展理论学说的理论著作
,

是 国 家
“ 一

七

五 ” 重点社会科学项 目
“
中国社 会 发 展 战

略 ” 的子课题
“
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 的

终期成果之一
。

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立场和观点
,

依照发展理论的沿革过程
,

对 18 世纪 以来的主要发展学说作了全面
、

深

入的分析和批判
。

作者认为
,

西方 “
现代化

理论 ” 把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视为对西方社会

的忠实模仿
,

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 贫 富 差

距
,

实现现代化
,

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

因为当代非西方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完全不

同于工业化时代的西欧
。

欧美的工业化理论

是它那个时代特定的产物
,

它所能够解决的

问题 也只是那个时代的特殊问题
。

作者在对

“ 古典理论
” 的分析中

,

就 目前流行的
“ 韦

伯命题
”

作了深入的批判
,

并提出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
。

与此同时
,

作者也深入分析批判了
“
依

附理论 ” 过于强调不发达的
“
外因

” 而忽视
“
内因

” 的错误倾向
,

提出社会内部变革是

当代非西方社会发挥自身优势
、

利用外部机

会
、

抵御经济侵略
、

创造发展条件的基本方

针
。

在对 “
依附理论

” 和 “ 世界体系理论
”

进行分析时
,

作者肯定了它们在运用马克思

主义某些思想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就
,

同时

也指出了这派理论在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思

想上的片面性
。

该书最成功之处在于
,

作者通过阐述马

克思的
“ 世界历史

” 思想
,

恢复了马克思主

义在发展理论中应有的重要地位
,

并为建立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作了可喜的尝试
。

在这

些论述中
,

作者凭借充分的理论依据
,

批驳

了那种视马克思的
“
世界历史

” 思想为
“
黑

格尔影响残余
” 的错误观点

,

纠正了所谓马

克思是
“
西方中心论者

”
或

“ 直线进化论

者
” 的错误看法

,

重评了马克思主义的
“ 东

方社会理论
” 的现实意义

,

恢复了唯物史观

强调具体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
,

并对马

克思主义在 当代发展理论研究 中的深远影响

作了具体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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