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个问题

吴 忠 民

用 “ 近代化
”
指称中国

“
现代化

”
是否准确 ?作者提 出了异议

,

并从现代化模

式
、

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
,

得出结论认为应该以
“
中国早期现代

化 ” 取代
“
中国近代化

” 这一概念
。

作者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

模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低度发展
,

其具体特征是
:
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

设 ; 明显的二元结构 ; 过 多的冲突的存在 , 缺乏平稳性
,

摇摆度过大
。

作者
: 吴忠民

,

男
, 1 95 9年生

,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
,

目前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人们所使用的
“ 近代化

” 这一概念并

不准确
。

本来
, “ 近代化 ”

与
“
现代化

”
均是指以大工业为发端的

、

以一个个民族实体为其载体

的整个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

正因为如此
,

所 以英语中的现代化同近代化均用
“ M o d e r

in
z at i -

o n ” 表示
,

日语中的
“
现代化

”
与

“ 近代化
”
这两个名词也是表示同一概念

。

在三十至四十

年代
,

中国学者如李达
、

胡适
、

何干之
、

钱穆
、

蒋廷裁等人也常常将现代化与近代化这两个

名词交替使用
。

只是从 1 9 4 9年以后
,

尤其是在近几年
,

国内学者尽管没有明确点出
,

却开始

隐约地将现代化与近代化分离开来
,

赋予近代化某些恃指的涵义
,

使之实际上 已成为与
“ 现

代化
”
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

并认为中国近代化是指五四运动之前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

如此使用
“ 近代化 ”

这一概念
,

尽管包含着不少合理之处
,

但严格来讲
,

它并不是一个

科学的
、

准确的概念
,

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
其一

,

这一概念侧重时间的意义
,

而没有

侧重过程的意义
。

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

它不但包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的过程
,

而且还包括工业社会继续完善的过程
。

迄今为止
,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已经结

束了现代化过程
。

而前述
“ 近代化

”
概念则仅仅截取了这一历史过程的某个时间片断

,

将之

独立出来并予以夸大
。

若按此理推论
,

如今我国属于当代史的范围之内
,

已走过了近代史
、

现

代史的具体历史阶段
,

因此
,

我国不但早 已实现了
“ 近代化

” ,

而且已经实现了
“ 现代化

” ,

甚至正在实现
“
超现代化

”
亦 即

“ 当代化
” 了

。

其二
,

这一概念并没能够同现代化概念区分

开来
。

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工业化
,

而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也是工业 化
,

两 者实 指一 件事

情
。

其三
,

国内一些学者所使用的
“ 近代化

”
这一概念显然是指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模式

,

但

是
,

现代化概念也并不排斥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模式 (后面将讨 论这一 问题 )
。

从 理论依据
_

七

看
,

这一概念之所 以没同现代化概念区别开来
,

是因为并不存在着一个与
“
现代性 ,, (即现

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属性 ) 有所不同的
“ 近代化

” ,

因而 也就无从谈起了
。

人们有时还容易将现代化与现代化模式这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混为一谈
。

这种作法
,

不

仅妨碍了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观察
,

也妨碍了人们对于现代化模式的准确理解
,

因此
,

极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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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一步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学术分歧
。

现代化是一 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过程
,

就是 说
,

每一个国家
一

与民族进入这一过程是必

然的
,

而且这一过程将要持续很 长的时间
。

与以往的历史过程相比
,

现代化具有着自己特有

的历史特征 (或称历史品质 )
,

即
:

社会化的大生产 ; 世界范围内联系的 日益加强 ; 社会的

急剧变革与发展
; 世俗化 ; 理性化 ; 民主化

,

等等
。

就此意义而言
,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

与民族相互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
,

即
:

在现代化内容方面是相似的
。

“ 现代化模式
”
与

“
现代化

”
本身还不是同一个概念

。

现代化模式是
一 种具体的现代化

形态
,

是一般的现代化内容与民族传统
、

历史基础等成分的有机构成
,

而不仅仅是现代化的

一般内容
。

就社会制度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
,

既可以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

也可 以有资本主义

的现代化模式
。

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必然要同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中的某一方相联
,

而排斥

另外一方
。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
,

现代化发端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
,

而资本主义并非

发端于工业革命
,

它是发端于十五世纪
、

十六世纪之交的新航路的开辟与文艺复兴
,

并随着英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得以正式确立
。

现代化则是发端于工业革命
。 “ 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把

工业中资本主义的一定 阶段即最高阶段叫做大机器工业 (工厂工业 )
。

这个阶段主要的和最

重要的标志就是在生产中使用机器体系
” ① ,

亦即工业化
。

可见
,

资本主义与工业化并非一

回事
。

整个十九世纪
,

现代化无疑只有一个模式
,

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
。

但到了二十世纪

初的十月革命 以后
,

现代化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

可见
,

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

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同现代化结合起来
,

形成为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

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

会主义现代化这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是并存的
。

此外
,

现代化并非就是西方化
。

不同区域内的民族传统
,

对于形成一定的现代化模式
,

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

那种把
“
凡属重要的历史变化

” ,

都
“
狭隘地界说为西方自身所经历过

的近代化进程 (或各种进程的组合)
” , ② 从而进一步断定

, “ 现代的一项主要特征是
: 源

自西欧的现代制度
,

传播世界
” , ③ “

从历史
_

L看
,

现代化是一个朝向欧美型的社会
、

经济

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
,

这一过程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
” 。 ④ 等的认

识
,

是有其历史片面性的
。

关于
“ 现代化

” 的 “ 西方化
”
观点的产生

,

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
,

它在一定程度上同现

代化早期阶段的特点相吻合
。

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
,

现代化本身对于 民族传统 的宽 容量最

小
。

当时现代化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
,

人们凭借或准备凭借大工业的物质

力量去彻底改造已有的这个世界
,

况且
,

在西方
,

由于现代化首先产生于此
,

再加上除西方

以外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又是如此之落后
,

于是人们心理观念上便出现了一种西方巾心论
。

在

工业至上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
,

人们对于本民族的传统尤其是对于别的民族的传统采取了

一种强力改变或是摧毁的态度
,

其他国家的民族传统被压抑
、

被歪曲
,

或者是随着自己弱小

民族的灭亡而消失
。 “

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

明的国家
,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 万 ⑧总之 ) 民族传统

① 《 列宁全集》 第 3卷
,

第4 n 页
。

② 柯文
: 《在中国发现历史》 ,

中华书局出版
,

第133 页
。

① 威尔纳编
: 《现代化》 ,

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

第 3 页
。

④ 安德番
·

韦伯斯特
: 《发展社会学》 ,

华夏出版社出版
,

第 32页
。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
,

第25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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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被作为一种纯属落后的东西被摈弃于
“
先进

”
社会之外

。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
,

世界 上出现了不少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
,

如苏联的现

代化模式
、

日本的现代化模式等等
。

时至今白
,

人们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认识愈益加深
,

逐渐

认识到
,

现代化不是属于某个区域的
“
专利

” 。

正如首先出现在东方的封建制度并不就是东

方所特有的东西一样
,

首先出现在西方的现
.

代化也并不就是西方特有的产物
。

现代化是整个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

带有普遍性 , 而西方化则是现代化在西方的具体表现
,

是若干现

代化模式中的一种
,

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

现代化与西方化有相通之处
,

但绝不是一回事
。

历史基础对于现代化模式的确定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

历史基础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既

定的
、

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因素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它与历史背景
、

历史条件等概念有些相

近
。

但历史基础与历史背景相比较
,

又略有差异
。

之所 以这样说
,

是因为历史基础这一概念

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言
,

更强调一种
“
参与性

” 和 “ 介入性
” ,

因而更具有一种主动的色

彩
。

历史基础是多样化现代化模式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

同以往的历史过程不同
,

现代

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世界范围的广泛联系
。

当现代化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出现之后
,

将会迅速

对别的国家与民族产生巨大的而且是直接的影响
,

而别的国家与民族则不得不改变以往的那

种在封闭圈子里便可以生存与发展的局面
。

于是
,

这就出现了一个未曾出现的新情形
: 后来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似乎是突然改变了自己本来的正常的发展轨道
,

否则便无法生存
。

值

得注意的是
,

一方面
,

这些国家与民族必须走现代化这条道路
,

另一方面
,

后来从事现代化

建设的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

各自的历史基础极不相同
。

对于这些国家与民

族来说
,

现代化势在必行
,

而历史又无法超越
。

因此
,

历史基础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便造成了

这种国家与民族日后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既然历史上并不存在着一个与现代化有所不同的
“ 近代 化

” 历 史过 程
,

因此
,

应 该用

“
中国早期现代化

”
这一概念来取代

“
中国近代化

”
这一概念

。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
,

是指始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一段历史时

期的中国近代化进程
。

只有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放到近代中国演进的基本脉络中加以考察
,

才能有效地说明中

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的位置
。

近代中国演进的基本脉络是
:

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与民族运动的日趋高涨这两个方面同步

展开
。

“
现代化的低度发展

” 这一命题的第一层含义是指
,

除了外国对于中国大规模军事入侵

的短暂时期 (如 日本侵略 ) 之外
,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一直没有中断
,

总的说来是呈持续

递进的状态
。

以新增民族资本为例
,

1 5 7 2年为 3 6 0 0 0元
, 1 5 8 0年为 2 7 9 7 2元

, 1 5 8碑为 4 4 9 5色0

元
,

1 8 9 0年为 1 2 0 4 8 9 4元
, 1 8 9 5年为4 2 1 9 4 2 8元

, 1 9 0 0年为 3 0 9 79 7 6元
, 1 9 0 5年为 1 4 8 1 3 39 2元

,

1 9 1 0年为 4 9 4 4 7 4 0元
。

似新建民族厂矿为例
, 1 8 7 2年为 1 个

, 1 8 8 0年为 1个
, 1 8 5 5年为 2 个

,

2 8 9 0年为 7 个
, 1 5 9 5年为 1 7个

,
1 9 0 0年为1 0个

, 1 9 0 5年为 5 4个
, 1 9 1 0年为 1 0个

。 ① a
现代化低

度发展
” 的第二层含义是就现代化的进度而言非常缓慢

,

中国的经济势力 日益落于别的现夹

① 严中平等编
: 《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第93 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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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家之后
。

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中
,

1 8 6 0 年
,
中国占 8

.

6%
,

1 8 8 0 年占 2
.

8%
,

1 9 0。年占1
`

7%
。

从以人口计算的工业水平的指数来看
, 1 8 8 0年

,

中国为 4
,

1 9 0 0年为 3
。

①

“
现代化低度发展

” 的第三层含义是就中国
一

早期现代化的内容而言
,

很不规则
,

带有浓厚的

畸形化的色彩
。

多种因素决定了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
, “ 根本不会产

生企业竞相增长和生产合理化等现象
” 。

② 中国在八十多年的时间里
,

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

的工业体系
。

相对来说
,

轻工业过重
,

重工业过轻 , 况且
,

还有这样一种情形
: “

成千上万

的企业仍然采用主要是依靠手工而不是资本的技术
” 。 ⑧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
“
低度发展

” 的情形
,

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一系列特

殊的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所决定
。

再进一步看
, “

内部决定的程度是由下述一系列因素决定

的 :
内部结构机制的发展水平

,

纷繁多样性的水平
,

信息容量等等
。

客体的系统越复杂
,

内

部因素的作用所获得的意义就越大
,

而且从某个时候起它们可能成为系 统变 化的 决定 性因

素
。

外部因素对系统的影响越来越成为间接的
,

如果它们原先是 占优势的原因
,

那么现在它

们的作用基本上可归结为条件和起动装置的作用
。

在这种情况下
,

外部因素只是发动
、

加强

或阻碍内部过程
。

总的说来
,

这种过程表现为具体系统的 自己运动
,

同时外部环境也对这些

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
” 。 ④

导致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低度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交织
,

极为复杂
。

初始
,

以外部因素为强制力
,

直接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

继之
,

由于内生力的勃发
,

故而

内因逐渐成为影响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当然
,

外部因素仍在发生着影响 )
。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并非始自中国社会的自身体内
,

而是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密不

可分的
。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

强行改变了中国正常的行进轨道
,

启动 了中 国现 代化 的发

端
,

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持续展开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有利的影响
。

对于这个问题
,

至少

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

一方面
,

它为脱离旧的生产方式
,

进行早期现代化的建设保持着

一种日益严重的压力
。 “ 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

,

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
,

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

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
,

新的工业的

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彼关的问题
” 。 ⑤ 因此

,

为了本民族的存在
,

中国人必须进

行现代化的建设
, “

商政
、

矿务宜筹也
,

不变则彼富而我贫
;
考工制器宜精也

,

不变则彼巧

而我拙 ; 火轮
、

舟车
、

电报宜兴也
,

不变则彼捷而我迟”
。

⑧ 另一方面
,

它为中国的早期现

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照系
。

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不可能找到先进的参照系
,

以供现代化

建设之用 , 当时
,

这个参照物只能是来自西方国家
,

由西方国家不 自觉地给予提供
。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

在启动中国现代化发端的同时
,

又给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造成了

巨大的
、

几乎是全面的障碍
。 “ 即使强大的压力没有达到建立殖民地的目的

,

但如治外法权

和关税自治之类的众多限制则强加于这些主权国家
。 ” 。

O 外国人直接把持着海关
,

实行低

税率
,

致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失去了必要的保护
,

根本无法同外国商品竞争
。

外国人控制着中国

① 保罗
·

肯尼迪
: 《 中国的兴衰》

,

求实出版社出版
,

第 181
、

182 页
。

② C h ar le , k w ; lb e r

等
: 《 依赖的模式

:
所得分配与低度发展》 ; 载肖新煌编

: 《 低度发展与发展》 ,

台湾巨流图

书公司印行
,

第2 31 页
。

⑧ 吉尔伯特
·

罗兹曼主编
: 《 中国的现代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198 9年 1月中泽本
,

第424 页
。

④ 劝
·

功
·

维亚凯列夫主编
: 《 客观辫证法》 ,

东方出版社出版
,

中译本
,

第 287 页
。

⑥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

第 1 卷
,

第25 4页
。

⑧ 薛福成
: 《 筹洋当议

· 犷

变法
”

篇》 。

⑦ 西蒙
·

库兹涅获
: 《现代经济增长》 ,

嘴匕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

第2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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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金融业
,

使中国民族工业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
。

18 8 3年
,

完全由上海外国银行一手造成的

金融凤潮
,

致使
“

_

卜海七十八家钱庄关闭了六十八家
,

南北市行号因受牵累而停业者达盆
、

四百家
” 。

① 巨额的战争赔款
,

使中国失掉了大量的
、

对于现代化来说是至为重要的资金
,

仅 《马关条约》 就规定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百银
,

辛丑条约规定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

而在

18 94 年
,

中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总额仅为 3 56 0万元
,

就是到了1 9 1 3年
,

中国官僚资本与

民族资本总额也只有 2 50 0 0万 元
。 ② 外国资本家还直接在华投资工业

,

压制中国的早期现代

化
。 1 8 9 5一 1 9 1 3年

,

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工业 54 3万元
,

民族资本则只有47 8万元
。 ⑧ 此外

,

外
·

国侵略者还在中国投资矿山
、

修建铁路
、

大量倾销商品等等
。

这些
,

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早

期现代化
。

不能想象
,

在如此不利的情形下
,

中国的早期现 代化能顺利展开
。

近代中国社会内部
,

存在着一些有助于现代化展开的因素
。

其一
,

封建统治阶级力量的

削弱与分化
。

经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打击
,

清 廷统 抬力 量急 剧削

弱
。

对于一些性质上讽异于封建主义的新事物
,

清廷愈来愈缺乏足够的力量予以消除
,

这就

在客观 上为现代化进程的开展提供了某些缝隙
。

更为重要的是
,

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愈

益严重…的分化现象
。

一些能够反映新时代倾向的官员如洋务派
、

部分维新派
,

在封建统治阶级

内部形九 这些有着不同开明程度的官员对于早期现代化的不同阶段 曾起 过直 接的 推动作

用
。

其二
,

现代化事物本身的存在
。

现代化的产生
,

虽不是直接源 自中国社会内部
,

然而
,

现代化一旦产生
,

便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性格及发展规律
,

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

的成份
。

因此
,
中国早期现代化本身便可以在一定程度按照 自身的发展逻辑而逐渐展开

。

其
一

三
,

某种新环境的出
J

现
。

自洋务运动始
,

中国开始大规模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
、

思想文化
、

兴办新式学堂
、

派遣留学生、 由此而形成的社会
、

文化新环境
,

·

以及新式人材接续不断地产

生
,

不仅有益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展开
,

而且也为之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量
。

然而
,

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同时又存在着严重阻碍现代化进程钓因素
。

这至少麦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其一

,

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现代化的直接压抑与摧残
。

辛丑条约的签订
,

标志着清

廷已与外国侵略势力结合在一起
,

不再是民族利益的维护者
。

清廷之后的北洋军阀仍步清廷

之后尘
,

同外国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 于是

,

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失去了国家保护这一重要屏

障
,

处在更加不利的境地
。

中国早期现 代化不仅缺乏有效的国家保护
,

而
_

巨还直接遭到封建

统治阶级的盘剥
。

这主要表现在严震的苛捐杂税方面
。

如中国矿业产主
,

要缴纳如是税款
:

海

关税
、

常关税
、

厘金
、

矿产税
、

矿区税
、

地税
、

杂税
,

数额巨大
。

有记载
, “

甫江 (宁波 )

和丰纱厂
,

自开办以来
,

出纱较纯
,

颇足抵制洋货
。

惟购运制纱进 口
,

除完缴正税外
,

又须

报纳厘捐
,

未免本重价昂
”

。 。

④这种严重的盘剥
,

无疑使中国民族企业所获利润甚少
。

在这

种情形下
,

中国现代工业无法进行有效的扩大再生产
。

其二
,

资本严重稀缺
。

中国是一个落

后的农业国
,

民众本来就没有多少资金转换为资本
,

再加上近代中国一直是动荡不安
,

致使

广大民众更加赤贫化
。 1 9 3 4一 1 , 3 5年

,

中国农村各类农户中负债户的百分率平均为 71 %
。 ⑤

因此
,

近代中国的资本形成陷入两个难解的恶性循坏之中
,

即
:

在供给方面是
,

低收入—
低储蓄能力— 低资本形成— 低生产率— 低产 出— 低收入 ; 在 需求方面 是

,

低收入

一
~

忘
一

挂蔽鬓瓜石蔽i硒丢
L

毛
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

人民出版社出版
,

第181 页
。

② 祝慧寿
: 《 中国近代工业史》

,

重庆出版社出版
,

第4 14 页
。

⑧ 同上
,

第 4n 页
。

④ 汪敬虞编
: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

第二辑下册
,

中华书局出版
,

第 n 30
、

1143 页
。

⑤ 严中平等编
: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第3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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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

的资本稀缺
,

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无法顺利展开的重要原因
。

其三
,

落后的文化基础
。

在近代

中国
,

落后的封建文化占据着压倒优势
。

因此
,

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属基本杠杆的现代科学

技术
、

现代的文化
、

现代的观念
,

很难以在近代中国社会扎根
,

更谈不上顺利发展了
。

总之
,

通观整个中国近代史
,

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有利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虽然很弱
,

担始终没有消失
; 而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来说是阻碍性的内外部因素也始终 存 在 着

。

这 一

切
,

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为
: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低度发展

。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 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逐渐展开

,

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们愈来

愈要求摆脱现代化的低度发展局面
,

于是
,

这就涉及到中国近代史中 的另一 个与 之密 相关

联
、

同步出现的重要历史课题— 民族运动的 日趋高涨
,

因为 “
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

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
” 。 ①

“ 民族运动的 日趋高涨
”
这一命题的含义是

,

投入民族运动中的人数愈来愈多
,

声势愈

来愈大
,

造成的影响愈来愈广泛
、

深刻
,
而且

,

民族运动本身的
“
现代

” 意义愈来愈浓重
、

鲜明
,

与旧时民族正义战争的分离愈益加大
,

直至完全分离
。

促成近代中国民族运动日趋高

涨的因素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

一是外国侵略的不断加剧一类的外部因素
,

一是中国早期现代

化的低度发展
。

相较而言
,

后者为最主要的因素
。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逐渐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最有效的民族动员
。

对于一个民

族尤其是一个大的民族而言
,

要想获得民族独立
,

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
,

就是这个民族必须

进行最为广泛的民族动员
,

唯有如此
,

方可形成一种足够的民族力量
,

以彻底摆脱外国侵略

者的控制
。

具体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民众动员来看
,

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是否有一个能够号

召
、

组织民众的先进的社会力量
。

而这种先进的社会力量恰恰是在现代化低度发展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的
。

洋务运动时期的现代化运动
,

产生了一股先进的社会力量
。

这股力量促成了一种特

殊形式的民族动员
。

但由于这股力量人数太少
,

而主要限于上层
,

有着诸多的阶级局限性
,

因而由他们所发动的民族动员之程度十分有限
。

之后
,

又出现了维新派
,

进行了比前一时期

范围稍广的民族动员
,

但仍旧没有同民众直接接触
,

因而也不可能形 成范 围很 广的 民族动

员 ;
几乎在同一时期

,

农民开始走上民族独立的舞台
,

却因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
,

因而

很快败下阵来
。

此后
,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展开
,

资产阶级革命派得以形成
,

并扮演了领

导民族动员的角色
,

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动员
,

但由于没能同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结合

在一起
,

仍然归于失败
。 “ 五四 ” 之后

,

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展开
,

中国无产阶级以一种

特殊的形式
,

逐渐形成
,

并发展成为无可争议的最先进的社会力量
。

只有这股力量才可能与

近代中国民族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农民力量 (虽然并不是先进的社会力量 ) 联盟
。 “

在中国和

俄国
,

农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 。

② “
中国的民主主义

.

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

助
,

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 。 ⑧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

,

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最有效的民族动

员
,

对于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产生了最广泛
、
最深远的影响

,

并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
,

使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愈益具有了
“
现代

” 的意义
,

同传

统的民族意识逐浙分离
。

对此
,

可作如是理解
:
其一

,

中国的现代民族意识逐渐得以形成
。

① 思格斯
:

② 巴林顿
① 毛泽东

:

《 致卡
·

考茨基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
,

第428 页
。

·

摩尔
: 《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

华夏出版社出版
,

第368 页
。

《论联合政府》
, 《 毛泽东选集》 第 3卷

,

第 102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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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四
、

五十年代
,

林则徐
、

魏源等先进人士还没能充分认识到西方经济侵略与不平

等条约对于中国主权所造成的危害
,

因而他们的民族意识还不能说是明确的
,

而仍然停留在
“
传统

” 的范围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
,

随着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

中国人的现代民族

意识在不断的觉悟与深化
。

他们逐渐认识到了民族主权的具体意义
,

比如海关大权不能有外

国人掌握
,

关税要自主
,

外国人的治外法权要取消
,

有损于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应予

以废除
。

人们在确立民族主体意识的同时
,

还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开放意识
,

认为一个民族要

想获得发展
,

就必须结束封闭的状态
,

将本民族置于世界民族之林
,

引进或借鉴别的民族的

先进事物
。

其二
,

人们逐渐确立起建立独立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

中
,

人们逐渐形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共识
:

富强的国家就是现代化的国家
。

离开了现代化
,

中

国就不能摆脱贫困
,

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获得独立
。

其三
,

人们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实现民族

独立的基本途径
。

人们在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的过程中
,

逐渐发现了两个阻碍现代化正常

发展的主要因素
: 一个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

一个是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
。

因而中国人民

愈来愈明确地将斗争矛头直指这两个主要敌人
,

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实现民族独立
,

从而摆脱

现代化发展的低度性的基本途径
。

既如上述
,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促成了民族动员并使民族运动具有了
“
现代

” 的

意义
,

那么
,

毫无疑间
,

中国早期现代化低度发展的具体过程
,

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民族

运动 日趋高涨
。

反过来看
,

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

民

族运动起了直接抵制外国侵略的作用
,

确保了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
,

并且
,

对于封建势

力的打击一次甚于一次
,

这些
,

使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得以 持续进行
。

更 为重要的

是
,

民族运动引发了人们从事早期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

不断地造成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缺少

的一种
“
势

” 。

每当一次民族运动高潮掀起之时
,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总能取得一些明显的进

展
。 18 9 4一 1 8 9 8年期间

,

伴随着戊戌维新爱国运动的高涨
,

现代民族工业陡然扩展
。 1 8 9 3年 ;

新形成的民族资本为 5 6万元
, 2 5 9 4年则为 3 1 8万元

, 1 8 9 5年为 4 2 2万元
, 28 9 7年为 5 9 2万元

,

1 8 9 8年为 388 万元
。

1 9 0 5年
,

随着抵制美货
、

收回利权民族运动的兴起
,

现代民族工业也获得

了大幅度的发展
。 1 9 0 4年

,

新形成的民族资本为 5 22 万元
, 1 9 0 5年则为 1 4 8 1万元

, 1 9 0 6年为

2 1 2 8万元
, 19 0 7年为 1 4 5 7万元

, 1 9 0 8年为 2 2 5 3万元
。 ①

总之
,

一部中国近代史
,

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低度发展与民族运动 日趋高涨相互影响
、

同
.

步展开的历史
。

当两者同步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

便会使中国跃进 到一个 新的 历史 时期
,

即
: 民族获得了独立

,

现代化结束了
“
低度

”
发展的局面

,

正常健康的发展成为可能
。

三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低度发展这一基本特征
,

以及低度发展与民族运动的日趋高涨相互联

系这一情形
,

规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如下一些具体特征
:

`

第一
,

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设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
,

意向性的追求同实际性的建设之间形 成一种 极为 明显 的反

差
。

1 8 9 4年
,

中国民族产业资本总量为 7 10 万元 , 1 9 1 3年为 1 6 20 0万元
。

② 不 消 说
,

这 在 整

① 参见严中平等编
: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

、

科学出版社出版
,

第 93 页
。

② 参见祝慈寿
: 《 中国近代工业史》

,

重庆出版社出版
,

第 4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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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个国民经济中听占比重是很小的
,

因而很难对毅个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
,

而且
.

其本身

的现代化程度也是不充分的
; 民族企业带有较浓厚的封建色彩

,

如不少现代民族工业用
“
官

利
” 的友式来筹集资金和稳定资金

。

与这种实际建设状况形成强烈对照
,

中国先进人士对于

现代化追求的程度相对说来则是很高的
。

维新派提出了以建立系统灼现代工商业
、

议会制度

为主要内产的现代社会的蓝图
。

孙中山等革命派更是完整地构划出
`

扫国现代化具体发展战略

的蓝图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现代化的蓝图对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曾发生了巨大的
、

深远的

铆
。

,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差
,

直接的原因是民族运动日趋高涨
。

民族运动
,

对于直接投身于

其中的先进人士的影响是巨大的
。

试想丫下
,

近代中国给人们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 “ 吾中国

四万万人
,

无贵无贱
,

当今日在覆屋之下
,
漏舟之中

,

薪火之上
,

如笼中之 鸟
,

釜底之鱼
,

牢中之囚
,

为奴隶
,

为牛马
,

为大羊
,

听人驱使
, 听人宰割

,

此四千 年中 二十朝 未有 之奇

变
。

加以圣教式微
,

种族沦亡
,

奇惨大痛
,

真有不能言者也
。 ” ① 这种急

一

切的焦虑感
,

必然

地会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激情
。

在民族激情的影响之下
,

一批批先进人士成为整个民族利

益的代表者
,

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阶级基础的不成熟性
,

从而创造出一个个看上去高

于实际现代化进程的救国救民的蓝陈 而在另一方面
,

受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
,

近代中国的

早期现代化进程却又必然地呈低度化发展的状态
。

因此
,

这两个方面之间不可能不出现一种

明显的反着
。

;

尽管对于现代化的意向性的追求带有浓厚的情绪化 色 彩
,

但 在 当时
,

确是必要的
,

也

最合乎逻辑的
。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定促进作用
,

更重要

的是在于它对于民族动员所发生的日益强大的号召力量
,

不过
,

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
,

一旦

民族获得了独立
,

现代化的正常发展已成为可能之事的时候
,

这种带有情绪化色彩的意向性

的追求仍有可熊保持着巨大的惯性
。

值得注意的是 , “ 这种情绪在通常情况和 日常生活关系

中
, 、

惯于把共同体看作实体性的基础和 目的
。 ” ② 因此

,

这时如若不及时地将全副精力转入

现代化建设
,

并按照现代化本身的规律来推进现代化
,

那么
,

就极容易诱发出现代化进程为

虚脱和盲动两种弊端
,

丛而延缓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

第二
,

明显的二元结构

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之特征
。

一般来说
,

任何一个国家在其

现代化过程尤其是早期现代化过程中
,

都会遇到二元性的社会现象
,

即
:

性质迥然相异的两

种事物在既定领域中并存
。

这种现象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 中尤为明显
、

突出
。

近代中国现

代化的低度发展
,

使得中国现代化本身缺乏一种足够的扩散力和渗透力
,

因而对于旧事物的破

坏力明显不足 ; 而且
,

近代中国日趋高涨的民族运动是侧重于为现代化的正常发展确立一种

必要的民族独立的前提
,

而并非侧重直接确立现代化的内容
。

这种情况
,

便直接造成了影响

全局的二元性结钩问题
: “

在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的情况下
,

不同的社会部门
,

尤其是 已经

解体的传统部门和同样不平衡而又潇未整合收现伐却门的并氛
” ⑧

·

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二元性结构首先表现为相对先进的现代工业与落后的旧式农业的

对应
。

中国现代民族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并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但它还是凭藉着资

① 《 戊戌变法》 资料丛刊
,

第四集
,

第 407 页
。

② 黑格尔
: 《法哲学原理》

,

商务印书馆出版
,

第 267页
。

⑧ ,
·

N
·

艾森斯塔德
: 《现代化

:
抗拒与变迁》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第 10 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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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压倒了传统手工业
。

在农业部门
,

情形则大不相同
。

近代中国农业的 自然

经济性质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尽管它也受到了来自几个方面的冲击
。

近代
“
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上的剥削关系

,

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
。

… … 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

本主义的剥削
。

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
,

真是微乎其微
。 ” 而且

,

值得注

意的是
, “

中国农村生产力
,

非但没有进步
,

反而 日趋破坏
,

这种破坏
,

表现于
: 一

、

灾荒

的频承… … 二
、

每亩产率的降低… …三
、

荒痔土地的增加… … 。 ” ① 落后的农业
,

为现代民

族工业的发展设下了严重的障碍
, 限制了民族工业的国内市场 , 在相对程度上使得资本的形

成成为困难之事 ; 使城市工业缺乏必要的城市人 口的商品粮
。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二元性结构还表现在思想观念方面
。

一方面
,

近代中国社会中先进的

思想观念发展很快
,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

先是洋务派的
“
中体西用

” ,

很快就发展到维新派

的君主立宪
,

又很快发展到革命派的三民主义
,

接着又出现五四人的
“
科学与民主

” ,

最后

则是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
。 “

这种新陈代谢现象
,

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

转得很快
,

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
,

实 已渐趋康强
。 ” ② 另一方面

,

则是旧思想的根深蒂固
。

旧的思想观念不仅仅是封建统治集团所一直捍卫与奉行的
,

同时也是大多数民众所普遍接受

的
。

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二元结构是一种障碍性因素
,

它不但对于现代化的推进起着一

种阻碍性的作用
,

而且还有可能对正常的现代化内容给予歪曲
。

更有甚者
,

它一旦形成
,

便

有着极大的惯性
,

即便是早期现代化过程 已告结束
,

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
,

而这种二元性结

构仍
“
是长期的

,

不仅仅是一种过渡
。

它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
,

优越成分和恶劣成分的差距

不会一下子消失
。 ” ⑧ 如何才能缩小这种二元性构成之间的差距

,

不使之继续扩大? 如何才

能将之不利影响限制到最低限度? 如何才能最终消除二元性结构? 对子这些问题的解决
,

是

后人有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前提
。

第三
,

过多的冲突的存在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过程有一个很不同于早发展 国家 (如英
、

法等国 ) 和一般殖民地国家

之处在于
,

存在着过多的冲突
。

这些冲突有的直接显露出来
,

有的则程度不同地隐藏起来
。

这些冲突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

一种类型为民族性的冲突
,

这主要是指中华 民族同外国侵

略者之间的冲突
。

另一种类型的冲突为新旧因素之间的冲突
,

即
: 属于 “

现代
”
范畴之内的

新事物同旧的
、

,

落后的事物之间的冲突
。

相较而言
,

前一种类型的冲突表现得很激烈
、

很充

分 , 而后一种类型冲突中的大部分也表现得很激烈
、

很充分
,

但却有一部分表现得却是很曲

折
、

很隐蔽
、

很不充分
。

’

为什么会出现一部分新旧冲突暂时隐蔽起来的情形? 在近代中 国
,

尽管 存在 着多 种冲

突
,

但是
,

民族性的冲突占有压倒优势
, “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

乃是各种矛盾中的

最主要的矛盾
。 ” ④ “ 西方政策的目的在于不断增强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势力

。 ” ⑤ 在西

方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威胁之下
, “

要使民族能够完整地生存下去
,

最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遵

① 吴黎平
: 《中国土地问题 》 ,

载高平编
: 《中国社会性质间题论战 》 ,

人民出版社出版
,

第245
、

253 页
。

② 梁启超
: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 ,

岳麓书社出版
,

第 9 页
。

⑧ M
·

P
·

托达罗
: 《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上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第 11 了页
。

④ 毛泽东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 《毛泽东选集 》 第二卷

,

第5 94 页
。

⑥ p a o l A
·

C o h e n a n d J o h n E
·

cS h
ecr ke 介 《 R e

lo 二 l二 n i o e t e e t h一
e e o t u r 夕 e h i o a 》 , P u b l玉s h e d b y

石a s t A s ia 。 只 e s

ear
c h C e n et

r H a
vr

a
dr U n i v e r s i t y P

.

6尽

1 0日



叙八 . ` 翻扮` 怡涛略 卜̀ `
二

、卜 侧』烤蛋诺`` 雨 ` ~ ` `
、

~ 今 r悦吧

循传统
,

维持认向和整合以面劝无力感
、

人口减少和崩溃的威胁
。 ” 。 而在当时

,

传统在相

当程度上是同旧的时代内容联系在一起的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维持传统也就不排斥守旧
。

一

部分落后人士在拒绝新事物的同时
,

更看重抵制外国的侵略
,

因而特别执着于传统
。

况且
,

民族传统中还保留了不少具有合理价值的成分
,

这就有可能使先进 的人 们也 倾向于 维护传

统
,

以取得一种认同的效应
。

这样
,

具有
“
现代

” 意义的社会力量便有可能同一部分旧的
、

落后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
,

进行某种程度的联手
,

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
。

在这种

情形下
,

一部分新旧冲突便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得以缓和
、

得以隐蔽下来
。

上述某些潜在的新旧冲突只是暂时隐蔽
,

并非消除
。

这对当时或以后的现代化进程会产

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 “ 民族主义

,

在为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社会中
,

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力

量
,

一旦国家获得成功
,

它很容易变成保守
·

一的力量
。 ” ② 之所 以如此

,

是因为在民族主

义内部
,

旧的
、

落后的因素对于新的因素极有可能起着一种消蚀或使之走样的作用
。

新旧因

素在特定时期联盟
,

使摄双方玉可能不相互发生影响
。

为工有效的联盟
,

两者极有可能同对

方在某些问题上达到一种妥协
,

这种妥协有时甚至都意识不到
。

这 样
,

从 新的 因素一 方来

看
,

妥协便意味着自身的
“
现代

”
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弱

。

另外
,

某些必要的
、

落后的
、

!日

的因素的保留
,

对于其他应尽快消除的旧因素起着一定的支撑作用
。

因为
,

旧的因素都是过

去时代的产物
,

其性质皆与新的事物格格不入
。

重要的是
,

这些落后的旧因素具有一定的有

机关联性
,

即
:

各种旧因素之间往往是相互联系
、

相互制约的
。

因此
,

一旦别的旧因素受到

冲击
,

那么
,

人们不得不保留的那部分旧因素便会极力支撑受冲击的旧因素
,

帮助它恢复原 j

态
。

于是
,

现代化的进程将因此而更不顺利
,

第四
,

映乏平稚性
,

摇摇度过大

同先发展国家 (如英
、

法
、

美等 ) 的现代化进程相比
,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 是既不

规则的
,

也不是积累性的
。

相反
,

它是不平稳的
,

有些阶段增长得特别快
,

接下去却又突然

受到阻塞
。 ” ⑧这一情况在近代中国表现得很明显

。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缓慢
,

但相对

说来
,

有时却出现一种急速发展的状况
。

如一战期间至战后的 7年间 l( 91 5一 1 9 2 1 ) 是近代

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

中国现代工业 投资 突飞 猛进
, “

常 占各业 总投 资的 60 一

7 0%
。 ” ④ 不过类似的情形不会持续较

一

长的时间
,

很快就会重新回到缓慢发展的轨道上去
。

这种情形不仅仅是 由于外国的直接经济侵略所造成的
,

也跟近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上

述三个特点密相关联
。

既然是意向性的追求甚于实际性的建设
,

既然是二元结构存在
,

既然

是冲突点过多
,

那么
,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然缺乏一种自身的有机递进性
,

就必然缺

乏发展秩序的平稳性
,

从而呈现出一种起伏度过大
、

摇摆度过大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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