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述评

张 琢

一
、

发展与发展理论研究

( 一 )世界两大主题
:
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问题
,

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

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
,

国际关系有了转折性

变化
,

由紧张显著趋向缓和
,

这两大主题中
,

发展间题便显得更为突出了
,

同时也为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

今天
,

任何国家
、

任何民族都已不可能隔离于国际环境之外孤立地 自我发展
。

所以
,

发

展问题是全球的共同间题
,

只是 已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发展内容上有着阶段性差异
:

对

于已发达国家来说
,

主要是回答工业化实现以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和 向后工业社

会
、

信息社会发展的间题
;
对于不发达国家 (即发展中国家 ) 来说

,

当务之急仍是如何实现

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的问题
。

而这两方面的任务又是相互关联的
,

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共同任务
。

广义的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 (地理 ) 上看
,

都是从西方开始

的
。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化的始点
,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

已经历了两个多世纪
。

有些学者则把十四世纪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

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始作为现代化的起点
,

至今已近七个世纪
。

还有些权威性的学者把

十六世纪在荷兰和英国开始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世界性现代化发韧的标志
,

那么也

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

由西方涌动的这一现代化的潮流跨洋越洲波澜壮阔地推进
,

现在占世界

陆地总面积① 40 %
、

`

占世界总人 口 25 %的欧洲
、

北美
、

大洋洲和东亚 日本已属发达地区 , 其

他 占世界陆地面积 60 %
、

占世界总人 口 7 5%的地区为发展中国家
。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看
,

1 98 7年最发达国家瑞士为 1 7 6 80 美元
,

是最低的发展中国家埃塞俄比亚 1 20 美元的 1 47 倍
。 ②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
,

亦呈梯度水平差
,

最先进的与最落后的相差也很悬殊
。

按中国社会

科学院
“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课题组

”
综合 16 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酗算

,

中国

在有数据可比的 1 16 个百万以上人 口的国家中居第70 位
。 ⑧

(二 ) 国外发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发展理论主要是研究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如何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

状态发展的理论
。

在这个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中
, “

发展 ” ( D ve 山 p也。 )t 一词系特指一个

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和转化
,

其内容包括经济
、

科技
、

Q 不包括南极洲
。

⑧ 据世界银行 《 19 88 年世界发展报告》 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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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

社会
、

文化和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
。

研究这种由不发达 向发达过渡和转化的条件
、

动

力
、

方法和途径的学说即为发展理论
。

由于发展如上所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多层面的问题
,

发展研究也就必然要涉及哲学
、

经挤学滩治学
、

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门学科
,

事实上发展理沦
也正是包括发展哲李

、

发展经济学
、

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多门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的综合

性理论
。

社会学中的发展理论通常叫作发展社会学 ( oS
c

iol og y of D ve el o p m e
nt )

。

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理论在国外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二次大战后
,

值民地国家纷纷

获得了独立
,

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国家领导人看到了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巨大差距
,

产生 r

强烈的发展要求
,

从而努力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摸索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 同时战后两大阵营的

形成和对峙
,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力
一

图将第兰世界不发达国家纳入 资 本 主 义发展的轨道和

体系
。

这样
,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便利用他们的优越条件首先开始了对第三世界不发达

的原因及解决的途径的探讨
,

接着发展中国家本民族的学者成长起来也开始了这一间题的研

究
,

从而汇成了一个发展研究的世界潮流
。

从学科看
,

发展理论最初是从经济学发韧的
,

它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使人均国民产值

快速增长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旨
,

以后迅速扩展到其他相关学科
。

国外社会学界对发展

间题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末
,

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

(狭义的 )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五十年

代末
,

盛行于六十年代
,
代之而起的依附论产生于六十年代末

,

衰落于七 十年代中期
; 接着

是世界体系论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兴起
,

并取得了优势地位 ; 现在的热门话题是后发展效应

间题
。

我们说严格意义上的国外的发展理论产生于二次大战以后
,

但是它的理论来源却要久远

得多
,

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马克思
、

E
·

迪尔凯姆 ( E m il “ D ur k h ie m 1 8 5 8一

1 9 1 7 ) 和 M
.

韦伯 ( M
a x W eb er 18 6 4一 19 20 ) 的著作

,

他们的有关理论被称为古典的现代化

理论
。

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
,

社会学本身可以说就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
。

社会学的

每一步发展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最紧迫的课题以及社会发展所提供

的解决这些课题的条件而发展的
。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
,

马克思
、

恩格斯和孔德 ( A gu su t

oC m t e 1 7 9 5一 1 5 5 7 )
、

斯宾塞 ( H e
由

e r t S p e

cn
e r 1 5 2 0一 1 9 0 3 ) 在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西欧

分别创立 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革命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学
。

这是社会学的草创期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

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
、

拓美
、

大洋洲和亚洲

的 日本的量的扩张和质的变化
,

,

把资本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与此相对应
,

马克思主义

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

并在实践上议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为指导取得 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的胜利 ,资产阶级社会学在西欧出现了滕尼斯 ( F er id n a n d T d n说 es 1 8 5 5一 1 9 3 6)
、

迪

尔凯姆
、

齐美尔 ( G eO咭
s im m e l 1 8 5 8一 1 9 1 8 )

’

、

韦伯
、

帕累托 ( v 宜l fr de arP
e ot 1 8 4 8一 1 92 3 )

五大理论 巨匠
,

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推 向了第二高峰
。

二次大战后
,

中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

家的出规
,

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阶段
; 而在西方

,

美国上升为资

本主义的超级大国
,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中心也相应地移向美国
,

形成以帕森斯 ( T al co tt P a -

r so n s 19 0 2一 1 9了9 )
、

默顿 ( R
o b e r t k宝n g M

e r t o 纽 主9 10一 )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多元化

发展的社会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

这个时期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已成为过去
。

在当今世界

最大的两个互相关联的课题— 和平与发展间题中
,

和平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
,

发展问

题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
。

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社会学在跨学科的发展理论研究中处于十分重要



的地位
。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辽阔的疆域
、 ’

庞大的人
’

口规模
、

悠久的历史
、

独特的文化
,

构成丁复杂的国情
,

使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举世瞩 目
。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成败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的发展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因此
,

吸引了各国社会学家

及其他学界的学者普遍关注的以中国的现代化为典型的发展理论的研究
,

也许正是呼唤世界

社会学发展第四期的最大理论热点
,

其意义是可想而知的
。

(三 ) 中国的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探索

中国自1 8 4 0年被动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坎坷道路
,

迄今已近一个半世纪 了
。

其 间内忧外

患
,

动乱不 已
,

现代化步履艰难
,

代价巨大
,

而成效积累甚少
。

经过儿度挫折
,

在 1 9 7 8年底

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
、

开放的方针
,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又揭开了新

的一页
。

当十年前中国经过长期封闭
,

尤其经过
“
文化革命

”
浩劫

,

重上被称作
“
第二次革

命
”
的现代化的征途的时候

,

无论从经济
、

法制
、

文化
、

教育等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看
,

起点

都很低
。

从中国的发展理论的历史看
,

中国自1 8 4 0年鸦片战争后
,

尤其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洋

务运动
” 以来

,

就开始了通过学习西方 自强图存的理论探索
,

并逐步深化
,

到本世纪三十年

代初已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和现代化的基本方面
。

正如历史学家罗荣渠经过对中国现代化思

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后指出的
: “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

,

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

学术界提出来的
,

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
。

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

念和观点
,

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 20 年
” 。 ①但是

,

长期的政治
、

思想和学术的禁锢
,

不

仅对国外的发展理论的音讯知之甚少
,

就是解放前本国的有关现代化的文献也早被尘封在故

纸堆中被人遗忘了
。

所以
,

当 1 9 8 5年各有关学科开始酝酿提出
“ 七

·

五 ”
期间社会科学的发

展理论研究的课题时
,

竟很难找到解放以后出版的有关书籍做参考
。

然而
,

实践迫切呼唤着

理论
,

作为跨学科综合研究对象的发展间题同时吸引了哲学
、

经济
、

社会
、

历史
,

政治
、

文

化
、

教育和科技等多学科的学者与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的广泛兴趣
。

短短几年工夫
,

便获

得了可喜的收获
:

国外发展理论的著作和资料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
,

有关学者接踵而来进行

讲学
、

考察
、

研究
;
中国近

、

现代的历史及有关现代化探索的文献被重新审视
,
大量有关现

代化的论文
、

考察报告
、

发展方案和各种探讨现代化问题的报刊杂志
,

令人 目不暇接 , 综合

的和部门的
,

全国的和地区的
,

不同层次
、

不 同方面
、

不同规模的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会
、

报

告会热烈非常 , 有一定分量的研究现代化的专著和系列丛书也开始陆续问世
。

而且
,

这种研

究热潮方兴未艾
,

正 日益向深广发展
。

(四 ) 中国现代化的杜会学研究

社会学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由维新派引进中国的
,

目的就是用以认识和革新中

国的社会
,

所以也可以说就是适应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引进来的
。

在解放前
,

中国社会

学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发展
,

在对中国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和教学与研究队伍的培养等学科

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

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学大师严复把西方的社会进化论介绍到中

国
,

打破了中国守旧的
“ 天不变道亦不变

” 的形而上学世界观
,

为中国仿照西方和 日本进行

革新和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

以后除了孙中山这样一些政治领袖人物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进

行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外
,

像陶孟和
、

吴泽霖
、

金仲华和陈序经等社会学家在关于中国现代

① 罗荣渠 《从
“

西化
”

到现代化》 , 《人民日报》 19 即年 2 月2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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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探索中都是相当奢名的代表人物
。

O 解放以后
,

中国获得了进行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

但

是由于在 1 9 5 2年取消了社会学
,

社会学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因此而中止
。

1 9 7 9年
,

中国的社会学借着改革的机运从废墟中复兴
,

一开始就把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

的实践作为 自己的立足点
,

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展中国现代化的调查与研究
。

费孝通领

导的小城镇研究就是中国城市化
、

现代化之路的实证研究的一个典型代表
。 19 8 6年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确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 ( 19 叻一 19 90 ) 社会学学科的十三个国家重点课

题的中心也正是社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问题
:
社会发展理论

,

社会发展战略
,

社会
、

经济
、

科技协调发展模式
,

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

改革中的社会结构的变化
,

社会发展中的观念变化

和社会间题
,

城乡社区发展与城乡关系
,

家庭功能的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等等
。

社会学界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 (指 “ 纯 ”
理论方面的研究 ) 是八十年代中期从译介国外

发展理论开始的
,

由翻译到综述
,

到有自己见解的初步分析
,

到有一定深度的论文
,

到论文集

和专著的问世
,

清晰地呈现出了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学园地上迅速 向纵深发展的轨迹
。

其中

已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孙立平的专著 《社会现代化》 (华夏出版社
, 1 9 8 8年 )

,

陈一药
、

严立贤
、

冯钢
、

李路路
、

方宏进
、

昊忠民
、

张静
、

姚刚等人发表在 《社会学研究》
、

《中国

社会科学》 和论文集 《现代社会发展研究》 (新华出版社
, 1 9 8 7年 ) 以及其他一些学术刊物

和大学学报上的有关论文
。

来华讲学的 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和十时严周也分别在 《社会
`

爹

研究》 上发表 了 《马克斯
·

韦伯论 中国和 日本的现代化 》 ( 19 8 8年第 2 期 ) 和 《现代化进程

的比较研究— 论 日本和 中国的现代化》 ( 1 9 8 9年第 2 期 )
。

各种有关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有

《 “社会发展研讨会
”
第一次会议纪要 》 ( 《社会学研究》 1 9 8 6年第 3期 )

、

《 “
发展理论

与中国现代化
”
研讨会在京召开》 ((( 社会学研究》 1 9 8 7年第 5期 )

、

《 “ 迟发展理论与中国

现代化
”
研讨会纪要》 ( 《社会学研究》 1 9 8 8年第 2 期 )

、

《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社

会学组理论座谈会纪要》 ( 《社会学研究》 1 9 8 8年第 6期 ) 和 《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

综述》 ( 《理论与现代化》 创刊号
, 1 9 8 9年天津出版 )

。

这些综述已大致反映了近几年有关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情况和基本观点
,

本文不拟赘述
。

下面仅就理 论 讨 论 中形成的五个
“
热

点
”
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

二
、

理论讨论中的五个热点

.

…

(一 ) 社会发晨的共性与个性

社会发展有没有客观规律 ? 如果没有
,

它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

而至多只能作为

非理性的信仰对象 , 如果有
,

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科学研究的任务
,

就要求对这个规律作

出深入
、

精确的分析和阐述
。

中国在 19 78 年 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
,

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对

过去被视为
“
定论

” 的人类社会发展都必然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
一
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提出了质 疑

,

成为史学理论争论的一个热

点
。

这个间题是从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和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的重新认识

引发的
。

现在多数人对原有的
“
定论

” 已持否定意见
。

但是
,

否定东西方社会发展的
“ 五阶

① 参见 1 9 3 3年 7 月 《 申报月刊
·

中国现代化间题专号》 和 i , 3 5年 7 月 《翻立评论》 第 1 60 号关于
.

西化
,

问题的讨

论
。



段共同论
” ,

承认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各自的特殊性
,

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更普通

的总趋向的一致性
。

如历史发展到近现代
,

东西方各国都存在由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社会或其

他前现代社会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

这就是以社会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

论的前提
。

那么
,

已经
、

正在或将要先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东西方各国的现代化是否具有共

同的特征
、

共同的规律呢 ? 如果有
,

是否就只存在一种现代化模式呢 ? 这便是我国社会学界

关于发展理论讨论的第一个热点
。

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的
,

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按其本质和必然趋向

就是世界性的
,

它要求开拓尽可能广阔的原料来源和产 品市场
。

十六世纪以来的 世 界 资本

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

航海
、

探险事业的延伸
,

把原来不相往来的人类群体和地区一个个沟

通起来
。

十九世纪工业化的扩张
,

交通和各种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
,

各种地域的
、

民族的以

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壁垒和界限不断被打破
。

尤其近几年区域的和全球的一体化
,

各国经

济
、

社会
、

政治
、

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日趋紧密
,

誓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军事对峙的严峻局面 已

大为缓解
,

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采取了新的斗争形式
,

出现了二次大战后从未有

过的新格局
,

正在形成国际关系的新秩序
。

从世界各大 区域来看
,

在北美
,

美
、

加两国的市

场已经融为一体 ; 在 中小国家林立的西欧
,

经过长期发展组成的共同体即将进一步实现市场

的统一 ; 东南亚
、

南美
、

阿拉伯世界… …也各 自加强了其地域性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以及军

事的整合
。

同时
,

各地域之间的相互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

就 我 们 中国而言
,

不仅已提出了
“ 一国两制

” 的设想
,

而且大陆和台湾的人员
、

物资
、

思想文化及其他各种信息的交往的增

加
,

港澳指 日可待的回归
,

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

海内外的华人正在现代化的大道上重新聚

合
、

重新认同
。

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的实践证明
,

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现 代 化 起 步的时间先后不

一
,

内外条件也不一样
,

但是当其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

从经济
、

政治
、

社会
、

文

化直到个人的思想观念都会呈现类似的现象
。

例如
,

虽然先发达国家与后发达国家的不同历

史条件
、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不同地理环境
、

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
、

社会

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政治制度
,

使现代化的过程和特色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

然而

在现代化的准备
、

起步
、

发展和实现的各个阶段上
,

在科学技术
、

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方

面
,

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方面
,

在政治法律民主制度的完善方面
,

在社会成员的教育
、

文

化素质和价值观念方面
,

到了一定时期都会出现一些相似现象
,

有些甚至是惊人的相似
。

而

且
,

许多方面的发展程度的接近和差距
,

都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相当精确的

计量和比较
。

世界各国
,

哪怕现在看来是最没希望的国家
,

如果它不在现代化的竞争中被淘

汰 (如我们所说的被开除
“
球籍

” )
,

就或迟或早必定要走现代化之路
。

而任何一个国家或

地区
,

一旦实现 了现代化
,

就必定呈现出现代化社会的一些可以量度的共同的基本特征
,

这

就是现代化的共性和普遍性
。

由于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
,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
,

西方在经

济
、

政治
、

文化等方面远远超过 了东方
,

使相当长的时期在西方盛行认为只有西方适合工业

化和建立民主政治
,

而东方则注定只能永远停滞于农业社会实行君主专制的观点
。

但是近一

个世纪以来
,

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

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成功和 迅 速 发

展
,

已使这种西方优越论 日趋消落
。

事实上
,

每一国
,

或一类地区
,

或一类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

由于其时代
、

地域
、

民族
、

文化传统
、

政治制度
、

意识形态等内外条件
、

因素和机遇的不同
,

或多或少都会呈现出各异



的特点
。
不仅西方欧美现代化的过程和特点不伺于东方后发达的日本及

“ 四小龙 ” ,

就是最

先发达的西欧国家英国与同属西欧的早期后发达国家法国也有明显的时代和民族的差异
。

可

以说
,

每一地区
、

每一国家的现代化的成功
,

都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
,

只是差异大小不同

罢 了
。

这就是现代化具体模式的多样性
、

变异性和个性
。

现代化的生命力
,

人类社会历史的

生命力
,

恰在于这种多样性和变异性
,

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无穷兴味也正出于这种丰富多彩的

实践
。

还要指出的是
,

这种共性和个性的区分本身也具有相对性
。

如西方先发达国家每一国都

具有 自己的个性
,

它们又具有与非西方后发达国家不同的共性
。

这种共性就西方发达国家的范

围来说是共性
,

而就世界范围内先后发达起来的所有国家来说又是一种特殊性
。

反之
,

如东

方
“ 汉文化圈 ”

中的日本和
“ 四小龙

” 的现代化
,

亦具有西方较先发达的国家的发展过程所

不具有的共同的特性
。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也有其共同性
,

然而
,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却碰到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不存在的一些经济
、

政治和社会

难题 ; 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 自己的社会矛盾和困扰
。

可见
,

现
,

代 化 模式的共性和个性的区

分
,

也是相对的
、

具体的
,

具有多层次性和特定范围
。

我们研究现代化理论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找到先后发达的国家
、

东西方不同民族和文化

传统的国家最一般
、

最普遍的规律
,

共同必备的条件
、

手段和基本要素 ; 同时要找到作 为后

发展国家
、

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

汉文化圈中的东方国家这几种不 同类型的特点和规律
;

更要特别花力气具体研究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落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的特殊

性
。

这一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

正是发展理论的精髓所在
。

(二 ) 现代化的整体性与分层次推进

从一般发展理论进到中国的现代化的具体历程和理论的研究
,

人们集中地讨论了现代化

的内涵
、

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和现代化的实施程序
。

由于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冲击下被动地走上现代化的坎坷曲折的道路的
,

对现代化的内容不可能一开始就有全面认识
,

也不可能 自为地选择 切实可行的理想模式有 计

划地实施
。

中国出台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是洋务运动
,

它是从器物层
、

现象层入手的
。

首先

学洋人的船坚炮利
,

致力枪炮火药和船舰等军事工业 ; 以后进一步扩大到交通
、

纺织
、

食品

等民用工业
。

由于没有相应的政治
、

文化改革的配套
,

特别是由于政治的腐败
,

招致了军事

的失利
。

洋务运动虽然 以 1 8 9 4年中日战争失败为标志破产了
,

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随洋务运动

的宠儿— 北洋舰队一同沉没于海底
。

相反
,

正是洋务运动引进了近代的新生产力
,

孕育了

中国第一代产业无产阶级并催生了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
虽然为数甚少而且很不成熟

,

从

而开始 了中国旧的社会结构解体
,

新的阶级弓 阶层
,

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
; 同时

.

正是

从洋务运动派遣出国留学
、

办洋务的人员中
,

产生出了维新运动乃至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先
- -一 - - -

一

驱
,

引进了近代思想文化新风
。

甲午战败的巨创深痛
,

引起 了举国上下的剧烈震动
,

于是
,

维新志士便把改革政治制度的历史任务提到了日程
,

酿出了悲壮淋漓的百日维新的史剧
,

标

志着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推进到了第二个层次
:

政治制度层
。

维新变法不单是政治改良运动
,

更

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先导
。

不过
,

维新变法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如它在政治上还戴

着皇冠
、

穿着朝服
、

采取托古改制的形式一样
,

在思想文化宣传上
,

也是以我注
“ 六经 ” 的形

式来达到
“
六经 ” 注我的目的

,

力图在 旧瓶里装新酒
。

维新变法的失败
、

义和团对维新的反



动
、

辛亥革命后闹得乌烟瘴气的封建军阀的复辟活动
,

证明了中国旧的社会基础和封建政治

伦理文化的惰性力量的强大
,

甚至连像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
、

严复那样的思想先驱
,

也一头

扎进旧瓶子里爬不出来了
。

一幕幕历史悲剧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更进一步的反思
,

这进一

步的反思便把文化的变革正式推上了前台
。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冬的现代化的真

正开始
。 “ 五四 ” 以后

,

中国又经过了七十年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此起彼伏的变革
,

但始终

未达到对现代化的科学的
、

全面的认识
。

即使像 1 9 6 3年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首

先公开提出
、

19 6 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
、

至今仍作为全国人民奋

斗 目标的 “ 四个现代化
” (现代工业

、

现代农业
、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 )
,

也还不是对现

代化的全面的认识
。

经过对历史的反思
、

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各种发展理论的综合研究
,

当今

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理解正逐步从世俗的常识性理解上升为较为科学的全面的理解
,

大体

已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
:

现代化是包括经济
、

政治
、

社会
、

文化
、

教育
、

科技在内的整体性

系统工程
。

从 中国的实践看
,

现在还未把各方面的配套改革和发展协调好
,

但比起十年前无

论在实践
_

L和认识上都已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提高
。

1 9 8 7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总结了改革九年来的经验
,

通过决议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
“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

坚持改革开放
,

自力更生
,

艰苦创业
,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

民主
、

文明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 。

既明确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性质
,

也确定 了实现这一 目标的操

作手段
。

现在我们已认识到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各大子系统的协调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性
。

可是反

观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

经济
、

政治
、

文化
、

社会的发展
,

在不 同时期
、

不同地域和不 同

社会阶层 中的推进都很不平衡
。

就人的现代化来说
,

从 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看
,

先是得新风之先的知识分子阶层 (先

驱 )
,

而后是以不成熟的近代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和同样不成熟的无产阶级

(都受着封建压迫
,

发育很不健全 )
,

最后是地主阶级和农民
。

中国的地主阶级小部分在解

放前己经或正在向工商业者转化
,

大部分在解放后被消灭 (多数转化为被专政的农民
,

改革

以后这部分人获得 了合法的公民权利
,

少数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
。

中国农民是随农业 自然经

济的解体而逐步转化为工人及其他非农业劳动者的
,

这个转化的速度如同中国的现代化的速

度一样缓慢而曲折
。 1 9 7 8年 以后

,

中国大陆农民才开始大量地从传统农业 自然经济的承担者

向商品生产者转化
。

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现代化最根本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最贫困
、

最落后
、

最

分散而又人数最多
、

几千年来作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农民的现代化间

题
。

由于资产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的弱小
,

根底又浅
,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庞大并有传统为

靠山
,

软弱的资产阶级在行动中往往要借重地主阶级的力 量
,

并 且常常为后者所左右 , 同

样
,

拖着农民脐带的产业无产阶级也只有以占人 口 90 % 以上的农民为后盾
,

因而
,

即使无产

阶级的运动
,

也得运动到乡村求发展
,

吸收农民的血液
。

更不用说
“
不中不西

、

亦中亦西
”

的弱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命运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最后以 “

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贫

下 中农再教育
”
为终结

,

就是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
、

阶层的力量对比的最好体现
。

“

文化大革命
”
既是前一段现代化被逼上绝境而失败的终结

,

又是导 向改革和新的现代化的转

折点
。

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各阶级
、

阶层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和社会地位的沉浮
,

正是 中国现

代化的反复性的体现
,

其斗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

则正是 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和现代化艰巨性

.

4 9
,



的体现
。

今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
、

社会分工的发展
,

需要而且必 然 会 出现 社会结构和功能

的进一步分化
。

因此
,

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宣布事实上存在的阶级和阶层差别的
“
消灭

” ,

也

不能止于取消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

而是要使作为社会分工的载体的社会各阶级
、

阶层在现

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到位和整合
,

以达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有序推进
。

这一点

对于经济
、

政治
、

文化的现代化都很重要
,

尤其对于政治改革更是一个根本问题
,

皿须进行

深入调查研究以作出科学的决策
。

就地域看
,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

各地 自然环境存在很大差异
,

经济发展很不平

衡
,

近代的商品经济是由东
、

南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的
。

解放以后我们不切实际地企图很快

达到各地经济水平的平衡
,

结果原来的落后地区虽然打下了一些工业基础
,

但并没有达到预

期的发展效果
,

而原来基础较好的沿海工业基地则由于过量
“
抽血

” ,

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和

增长动力
,

又伤了后劲
,

从而影响了全国整体的发展速 度
。

直 到 1 9 7 8年 以后
,

特别是近儿

年
,

我们才较为 自觉地承认差别
,

分层推进
,

确立了由不平衡逐步达到较为平衡的辩证发展

的战略
。

第七个五年计划明确把中国分为东部
、

中部
、

西部三个大地带
,

加快沿海地区的发

展
,

带动内地滚动式前进
。

这是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一个 很 大 提 高
。

这种大的地域的分层推

进
,

自然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

其实
, 不仅像全国这样大的幅员现代化须分层推进

,

就是像江

苏
、

安徽这样一些面积仅十来万平方公里的小省
,

苏南
、

苏中
、

苏北
,

皖南
、

皖 中
、

皖北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挤结构也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

也得在承认差别的前提下分层推进
。

如 日本

那样的中等面积的国家
,

也是先集中力量于本州东南太平洋沿岸和獭户内海沿岸的发展
,

形

成生产密度①很高的临海工业地带
,

待力量具备的时候
,

再向北部
、

西北部等生产密度低的

地 区大力投资
,

以达到全国生产密度的进一步增大
,

从而逐步缩小地域的差距
。

经济
、

政治
、

文化
、

教育
、

科技等各子系统的大体同步的改革和协调发展与在社会各阶

级
、

阶层和不 同地区的分层推进
,

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具体发展步骤的辩证理性
。

(三 ) 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非经济因素— 文化问题
,

在 近 几 年现代化讨论中是一个特别
“
热门

” 的问题
,

这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根底深厚的主体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文化发生

了最强烈
、

持久的撞击
。

相对于东方世界
,

西方早发达国家即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首 先 形 成了现代化的基本特

性
,

非西方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由西方引发的
,

这是一个不 可否认的历史

事实
。

无论是近代的科学技术
、

生产力还是民主主义
、

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新文化
,

都是由西方传播过来的
。

我们现在所坚持的
“ 四项基本原则

”
就它的理论来源说

,

也无一不

是来 自西方
。

不能把西方文化仅仅偏狭地理解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
。

但是
,

即使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可全盘照搬
。

因为我们在地域上是东方国家
,

现代

化就只能是东方式的
。

日本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提出了
“
脱亚入欧

” 的口号
,

刻意学欧
,

而且二次大战后在美军 占领和管制下进行了美式的强制性改革
,

但是它实现的却是
“
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
” 的日本式现代化

。

又因为我们是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
,

我们所处的现代化的

时代条件已远不 同于几百年前早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时代
,

也不同于一百年到几十

年前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时代
,

我们不能走靠侵略
、

掠夺别国来发展

① 生产密度
:
现代经济学概念

,

指可居住面积每一平方公里平均人口
、

产值和能源消耗量
。



资本主义的老路
。

我们有我们时代更好更多的国际经济
、

科技
、

交通和信息交流的条件与较

为和平的国际环境
,

因此
,

我们后发展的现代化就必然具有不同于阜发达国家及其他已发达

国家的特点
。

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形成了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人口众多的

文明古国
,

在现代化过程中就不能不更具特色
。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社会

主义的模式—
这方面我们 已有过痛苦的教训

。

我们不可能
“ 全盘西化

” ,

也不能一切守旧
。

我们现在的
“
西化

”
仅是皮毛

,

对传统文

化的批判也很浮浅
,

都还在表层
。

对于西方在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以来几百年间积累的科学文

化
、

经济
、

政治等成果
,

我们吸收和掌握得还很少很浅
。

我们以现代观念去对我们固有的传

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和吸收的能力也很有限
。

我们无论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
、

政治或是文化哪一方面的研究和理解都尚处于一知半解
、

似是而非的状态
。

包括马克思主义

在内的西方文化不与中国的实际结合
、

不本土化不行
,

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根 底 深
、

势 力 强

大
, “

中国化
”
也存在被旧文化

“
俘虏

” 的危险
。

正如鲁迅痛切指出的
: “

每一新制度
,

新

学术
,

新名词
,

传入中国
,

便如落在黑色染缸
,

立刻乌黑一团
,

化为济私助焰之具
” 。 “

此

弊不去
,

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 ” ① 现在有些人常 以 日本

、 “ 四小龙
” 以及海外华人的成功为

例来论证
“
儒家资本主义

” 的成功
,

却忘了一个根本事实
,

那就是这些地区恰处于沿海和海

外
,

传统上本非儒家文化的发祥地
,

而是
“ 汉文化圈

” 的边缘地区和外辐射地
·

区 , 近 代 又

得西风之先
, “

西化
”
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比中国内地更早

、

更快
、

更大
。

而且
,

即使像新加

坡
、

台湾当局如何提倡儒学和传统道德
,

日本如何维护民族文化
,

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

不管老一代怎么不安和警告
,

依然是一代 比一代更西化— 自然
,

发展到极端
,

这种倾向也

会 向反面转化
。

由于东方的现代化毕竟是在东方的土地上由东方各国人民在 其 固 有 的文化基础上的创

新
,

对于以往的文化积累 自然不可采取虚无的态度
。

尽管从整个文化形态看
,

相对于西方文

化
,

它有其落后性
,

但毕竟是创建新文化的基础
。

拥有较发达的旧文化基础的地区
,

比旧文

化基础落后
、

单薄的地区又具有较为有利的进行现代化的文化条件
,

因此
,

这些地区的现代

化发展较快
。

事实上
,

在西方
,

近现代文化正是脱胎于高度发达的传统文化
。

在后发达的东

方国家和地区
,

也是原有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 区更宜于接受近现代西方文化
。

如 中国封建末

期
,

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和长江
、

珠江下游地区吸收起西方新文 化 来 也 快些
。

相

反
,

如非洲腹地及大洋中的一些原始岛民
,

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西北
、

西南地区
,

要进行现

代化就更困难
。

同时
,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只有站在更高的文明境界
,

才能进行更科学的分析和择

取
,

承转于新文化中
,

使有价值的东西放出新的异彩
。

因此
,

对西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只强

调 “ 不破不立
”
是片面的

,

这忽视了人类文化的积累和承转的发展规律
; 同时

,

否认文化的

时代性
,

看不到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
,

企图用旧文化的僵

尸来充塞新时代的空间
,

甚至用来对抗
、

排斥和取代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新文化的建设
,

则是

反现代化的
。

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唯一出路是东西文化的结合
。

有史以来形成的地球上最大的

这两大文化体系空煎深广的交汇
,

其撞击力
、

聚合力
、

放射出的能量
、

后果和影响
,

都将是

空前的
,

它必将导致真正的世界文化的壮丽 日出
。

① 《花边文学
·

偶感》
, 《 鲁迅全集》 第 5卷

,

第 48 页
。



(四 ) 进向工业杜会与后工业杜会的矛后

作为一个东方的后发展国家
,

我们在发展条件上不仅与西方早发达国家存在地域和民族

的差别
,

而且存在着几个世纪的时间差
,

这种后发展条件便带来了一系列后发展效应
。

我们

可以吸取和借鉴先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成果
,

同时 以发达国家的弊病为戒
,

尽可能少走一些弯

路
,

这是我们追赶发达国家的最有利的客观条件
。

但是
,

先发达国家的弊病又使我们增添了顾虑—
当我们被动地进向现代化时

,

先发达

国家已走上侵略道路
,

甚至己进入 了帝国主义时代
,

资本帝国主义内在的弊病与向外的作恶

日益显露出来
。

因此
,

在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同时
,

又往往对西方资本主义怀着恐惧和仇恨的感

情
,

产生出民粹主 义和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
。

这是后发展国家
,

尤其是农业文明根基深厚的

后发展国家走上发展道路时
,

经常出现的普遍心理障碍
, 、 也是 “

迟发展效应
”
中最重要的不

利因素之一
。

在俄国以东的后发展地区
,

尤其在中国
,

这种民粹主义的
、

主观农业社会主义的

空想的幻影一直迷惑着许多人① ,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探索的任务
,

就是要从这种幻

想中脱出
,

实事求是
,

认清我们所处的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的实情
,

找出我们的现实的路
。

今天
,

在我们的现代化重新上马
、

舆论大作的时候
,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文化
“ 超

越 ”
与复归的现象

:

在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
,

现在面临的是工业化以后的 问 题
,

即 后

J 几业社会的新问题
。

历史的螺旋式前进
,

要求在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建立更高的精神文

明
,

而为了构建这种文明
,

发达国家的学者又把搜寻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古代
,

投向了东方
。

在发达国家
,

人们对本国现代化的追求和理论探索的热情已经逐渐消歇
,

如 日本许多在五六

十年代热衷于现代化研究的人
,

现在除少数外
,

已转移 了自己的兴趣
,

甚至不无遗憾地对 日

木式的现代化的实现发出叹息
,

衷心希望中国不要搞 日本式的现代化为好
。

中国和已发达国家处于显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

在已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
,

吸取一些东方

古典文化思想资料
,

对丰富其文化生态
、

构建新文化当然是会有裨益的 , 然而在封建宗法势

力仍然相当浓厚
、

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来唱尊孔崇儒的老调子
,

确实不合时宜
。

这就是为

什么 “
新儒家

” 今天在国内虽有人应和却遭到了更激烈的反对的缘故
。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前

工业社会 与后工业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任务
,

坚定不移地首先努力完成现代化特别是

工业化的任务
,

同时要认真研究现代发达国家的社会实际
,

更 自觉 地 迎接后工业社会的来

临
。

中国近现代出现过多次复古倒退的逆流
,

也做过多次试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美梦
,

我

们要记取这些教训
,

先踏踏实实地走好工业化这一步
,

同时注意精神文明的建设
,

然后再奔

向后工业社会
,

不能再开倒车
,

不能再企图主观地超越历史
,

也不能犹豫徘徊—
因为现代

新儒家正是站在后工业社会的楼台上
,

探出头来向正进向工业社会的故国发出思古幽情
,

令

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犹豫徘徊
。

当代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文化的主旋律应该是现

代化的进行曲
,

而不是旧文化的挽歌
。

现代新儒家的理论背景是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相对主义
。

虽然如前所述
,

对历史

上特别是东方究竟经历过哪几种社会形态
,

在国内外学术界都颇有争议
,

但是站在后进国家

的立场上
、

站在发展 中国家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
,

天然地首先会从最实际的物质生

活出发看到科学技术
、

生产力
、

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与发达国枣的明显差距
,

容易

承认社会形态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

正因为承认现代工业社会比传统农业社会先进
,

并且传统

① 参见 列宁 《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 民粹主 义》 等论文
。



农业社会可以进发到现代工业社会
,

才提出了前工业社会国家进向现代化的发展任务
。

对于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分
,

本来在进化论和辩证法 (按列宁的说法
,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

最新的科学进化论① ) 行时的时候
,

也是不成问题的
。

但是 ` 由于西方殖民主义曾经以社会

达尔文主义做武器去侵略
、

压迫
、

欺凌落后的民族
,

于是
,

一些正义义士便起而以文化相对

主义来反对和抑 制 殖 民 主义的文化优越论
,

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压迫
、

奴役
、

歧视和灭绝

政策
, 同时

,

世界各国
,

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显示出了各民族多样化的

成功的发展模式
,

使思想文化呈现出相应的多元发展趋势
; 还有自然科学中的相对论取代进

化论的勃兴 ; 再加上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现代化 (包括文化的 现 代 化 ) 的 新的弊病

( 即 “
现代化病

” ,

包括现代化的文化病 ) 显露 出来了
,

出现 了对现代化感到厌倦甚至反现

代化的情绪和思潮
,

与这种思潮相伴的便是文化上
、

精神上向自然主义
、

古典主义
、

东方文

明的回归和反顾
。

由于上述诸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
,

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的学术研究上

便出现了颇有影响的相对主义思潮
,

如 日本在十九世纪明治维新以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
,

’

文

化进化论本是相当盛行的
,

但是近几十年随着 日本的科技
、

经济的高度现代化
,

文化相对主

义在 日本也有了市场
。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思潮近年也被介绍到了中国
。

无疑
,

社会文化具有不同于 自然科学的特性
,

进化与退化
,

先进与落后也都是相对的
。

但是
,

社会文化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及人们对 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科学便是其正确认识的结

晶 ) 又是不可分的
。

文化自身与一切其他事 物一样都有其二重性
,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也有相

对性
,

但是相对中有绝对
。

只承认文化的相对性而不承认相对中有绝对的形而上学观点
,

显

然是与经济
、

文化的整体性
,

文化与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
、

经济及政治发展相关的事实不符

的
。

在实践上
,

尤其与处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
、

观念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 向现代化的努力是

相背的
。

因为否认这种相对 中的绝对
,

否认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分
,

逻辑的结论就意味着取

消任何文化改革的必要性和文化改革的任务与目标
,

放弃文化上的进取
。

我们提倡宽容的现

代精神
,

主张文化的多样性
,

以涵养现代文化意识
,

自然要尊重 (至少应该容许 ) 包括儒家

文化在内的一切结果的与不结果的花朵的存在
。

但是如果幻想出现什么儒学的第几期的繁荣

时代
,

以 “ 新儒学
” 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代表性的文化形态

,

至多是一厢情愿
。

由文化相

对主义导向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

进而否认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历史的进步性
,

甚至借此搞

复古倒退
,

就只能使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放弃现代化的努力
,

永远停滞于不发达状态
,

这是

违背 38 亿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的
,

是与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人民的

伟大进军背道而驰的
。

(五 ) “ 后发展效应
” 的二孟性

“ 后发展效应 ” 或日 “ 迟发展效果
” ,

系指在先
一内发国家已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

,

后 -

外发国家在发展时所产生的特殊效应
。

这个问题一直是发展理论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

由于在

中国 “ 后发展效应
”
体现得尤为集中

、

突出
,

在当前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也更为热烈
,

既

有专题讨论会也有专论
。

这些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见解
,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有裨益的
。

但是
,

这些讨论笔者认为也有一个共同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

即对 “ 后发展效应
” 多仅仅从消极方

面理解
。

如有的论者归纳出的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十大难题
,

即是一个典型
。

这 “ 十大难

① 《列宁全集》 第 21 卷
,

第 2 1 2页
。



题
”
是

: 1
.

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
。

2
.

先进文化输入所引起的社会机体的功能紊乱难

以调理
。

3
.

日益严重的
“ 急性病

”
难以克服

。
4

.

传统重负难以摆脱
。

5
.

落后心理难 以清除
。

6
.

经济发展不平衡难以改变
。

7
。

消费膨胀难以抑制
。

8
.

人才外流难以控制
。 9

.

政治上难以安

定
。

10
.

旧世界经济秩序的
“ 马太效应

”
难以克服

。

①这十 点 都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

作者

花力气做 了这样系统的归纳是应该肯定的
。

但这毕竟仅是事物的一面
。

凡事都有其二重性
,

后发展效应也是如此
,

它除了上列困难的一面外
,

与此对应的还有其积极的有利于发展的一

面
,

而且
,

在我们看来
,

这对于力图赶超先发达国家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是更为要紧的一面
。

唯

其如此
,

后进国家才可能在一定时期赶上
,

甚至后来居上
,

超过发达国家
。

世界各国各地区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

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是英国
,

接着是法国和美国
,

然

后是德国
,

再后是俄国和 日本
,

现在是
“ 四小龙

” ,

发展起步后一个比一个发展快
。

从全球

宏观大趋势看
,

当今环太平洋地区正在超过现代化的摇篮环大西洋地区
。

世界历史发展的天

平是怎样发生这种倾斜的呢 ? 正是
“ 后发展效应

” 的积极面的体现
。

即以上列 “ 十大难题
”

为例
,

我们也可以分析出相对应的十大有利因素
:

1
,

可以借鉴先发达国家的经验
,

少走弯路
。

越是后发展国家
,

可供比较选择的模式租

经验越多
,

可取众家之长
,

为己所用
。

正如孙中山所说
:

例如
,

西洋人最初航海到东方来
,

要经过探险
,

绕道非洲好望角
,

艰难曲折
,

而我们却可以选择现成的最近的航线
,

通过苏伊

士运河直达欧洲
。

因此
,

他提出了后来居上
、 “

迎头赶上
” 的著名论断

。

这 已经和正在被一

系列的发展事实所证明
。

有可借鉴与无可借鉴是大不一样的
。

2
.

有先进文化的输入
,

可缩短文化更新的过程
,

并能形成文化杂交的优势
。

外来文化

的输入造成或长或短的
“
社会机体的功能紊乱

”
是难免的

,

这里面确有痛苦
,

但它是新文化

受孕
、

怀胎
、

分娩的痛苦而又欣快的过程
,

而且所产生的新文化具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

合的杂交优势
。

如果没有新的先进文化的输入
,

象 中国旧文化那样的死水潭
,

真不知还要沉

滞多久
。

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

社会的进步
,

日本及其他东方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成功

和进步
,

都得益于这种文化的输入
。

3
.

打破 了夜郎 自大固步自封的迷梦
,

才能立起直追
。

在西方资本主义挑 战扣关之前
,

中国的统治者长期沉醉于
“ 天朝帝国

”
自大的迷梦中

,

正是资本主义列强包括 日本的崛起
,

给我们一次一次发聋振喷的教训
,

才使中国人逐步清醒过来
,

救亡图存
,

走上了民族 自新的

现代化之路
。

诚然
,

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
,

我们一代代人都有过急于求成
、

欲速不达

的失误
。

但激发起来的这种进取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

正是现代化的动力
。

而对于现代化的规

律的认识
,

也只有在这种百折不回的奋斗过程中
,

逐步认识
,

从而逐步克服
“ 急性病

” ,

从

失败和挫折的教训中走向成功
。

4
。

为克服
“
传统重负

”
提供了日益强有力的冲击力量

。

正如近现代许多革新者们所指

出的那样
:

象中国这样具有悠久的历史的国家
,

传统重负的确很难撼动
,

若 不 是 近 现代以

来外来的新的进步力量的冲击 (如马克思主义的输入 )
,

自己是很难改变的
。

而现代化恰是一

个世界性的现象
,

对于后
一
外发国家来说

,

外来的冲击力对打破这种传统状况起到了突 破 作

用
,

而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
,

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
,

将加速这种
“
传统重负

”
的解体和现

代化的发展
。

5 ,
在奋进中有利于克服落后

、

消极的心态
。 “ 消极悲观

、

无所作为
”

的落后心理
,

既

① 参见 《理论教育》 19 的年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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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
“ 因落后

” 而形成的
,

那么
,

随着发展的每一成绩的取得
,

每一个进步的实现
,

这种心

理便会逐步消除
。 “

无所作为的心态
” 正是 “

无所作为
” 之故 , 有了发展的

“
作为

” , “
无

所作为的心态
”
也就会得到改变

,

成为有作有为积极进取的心态
。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
“ 马太

效应
” 的心理转换过程

。

6
.

有利于加速 由不平衡到平衡的经济增长
。

无论是早
一
内发国家

,

还是后
一
外发国家

,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不平衡的
。

英国工业革命首先起于英格兰东南部泰晤士河流域
,

然后

才向威尔士和苏格兰推进
,

而且至今这三大地区的经济密度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

日本经济的

地域分层推进和地区差 已如前述
。

苏联的西部与东部
、

南部与北部的差距更大
。

美国由东 向

西的推进
,

加拿大南北的悬殊差距
,

澳大利亚内陆与东南沿海的天壤之别
,

都是尽人皆知的

事实
。

都只能因地制宜
,

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
,

逐步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

各部门的经济

结构的合理配置
,

也都有一个完善过程
。

重要的是先要有一部分地区
、

一部分产业部门先启

动起来
;
由不平衡逐步达到较为平衡

、

协调的发展
,

对此前 已论及
,

不再赘述
。

7
.

可以把急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欲望转化为发展生产的动力
。

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

的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
,

对落后国家的确容易引起强烈的消费欲望
,

如果不恰当地放纵这种

消费欲想
,

形成超前消费膨胀
,

是有害于发展的
。

但是如果像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做过的

那样
,

或像二次大战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
、

南朝鲜等地区那样
,

把争取更美好的生活做为激

励发奋图强
、

艰苦奋斗的动力
,

这种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就会转化为创业的积极力量
。

在这

个问题上国家的政策控制和教育宣传导 向很重要
。

8
.

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教育设施和提供的人力物力培养人才
。

中国的近现 代 新 式 教

育是在打破闭关 自守
、

开放以后才有的
。

中国近现代的许多优秀人才从科学技术到社会文化

到政治领袖人物 都是从国外 留学归来或接受过外国学者教育的
。

当然
, “

人往高处走
,

水往

低处流
” ,

人才外流又的确是落后国家一大损失和在发展过程 中难以克服的难题
。

但是
,

从

开放的总效果看
,

从人才培养方面看
,

也是利大于弊 (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
,

而不是得不

偿失
。

因此
,

我们要坚持开放
,

还要进一步扩大人才交流
。

当然
,

我们应尽可能地改善我们

的工作
、

生活和政治等各方面的环境
,

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 自信心的教育
,

以

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归
,

提高我们的人才
“ 回收率

” 和外籍人才的引进率
。

9
.

有助于加速社会的革新和社会进步
。

不发达国家在受到现代化的外砾影响之前
,

在

踏上现代化征途之前
,

都处于前现代社会 (封建社会和前封建 社 会 )
。

随着现代的新生产

力
、

科学文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输入
,

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开始和深入
,
旧的传统经济

、

社会
、

政治
、

文化结构逐步解体
,

新的经济
、

社会
、

政治
、

文 化 因 素逐步成长
。

这个由传统的经

济
、

社会
、

政治
、

文化结构体系向现代结构体系的转化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甚至激烈冲

突的复杂变革过程
。

其 间在发展中国家会长期存在经济
、

社会
、

政治
、

文化等各方面的动态

的二元结构
。

这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及社会生活方面难以稳定的根本原因 (它是由内外因

素相互作用形成的 )
。

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
,

社会进步的过程
,

走向现

代化的过程
,

其中包括象中国旧 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激烈的革命
,

舍此
,

落

后的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和社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

在殖民时代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
,

人民还须通过斗争取得民族的政治独立
,

才能自主地发展经济文化
。

其实西

方发达国家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
,

也经过了激烈的变革
,

经过了内部和外部

的无数次战争 (其中尤以两次世界大战为烈 )
。

不过
,

象中国这样在一个半世纪
一

内 经 过 那



样多内优外患
,

战争和政治动乱那样频繁
,

规模之浩大
,

破坏之惨重
,

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

的
。

现在在我们已经取得了民族独立
,

主权在握
,

并且已确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路线
,

走

上了发展之路以后
,

确保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发展环境就成了最要紧的条件
,

这就要求在改革

和发展过程中因势利导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
、

利益关系
。

尤其要坚决地克服相反相成
、

互为

因果的两方面的致乱因素
:

一是要坚持不懈地清除执政党和政府的腐败和官僚主义 ; 二是要

时刻警惕和防止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无政府主义
、

极端民主化等
“ 自由化 ” 倾向

。

解

决的途径就是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并不断调适
,

而这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任务
,

是政治现代

化的任务
。

10
。

事物向对立面转化是比
“ 马太效应

” 更强有力的长期起作用的普遍规律
,

这是为无

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

保罗
·

肯尼迪 ( p
a lu

·

k e n n e d y ) 的 《大国的兴衰》 提 供了新的系统的

令人信服的分析
。

而且
,

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天平恰正处在向有利于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倾斜

的转变期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到下个世纪的相当长的时期将是
“ 亚洲太 平 洋 世 纪 ” ,

这不是幻想
,

而是科学的预见和正在演化的事实
。

作为后发国家
,

可以利用先发国家既有的

各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

节省大量人力
、

物力
,

大大缩短探索时间
; 因落后而激发起的变革

、

艰苦创业
、

发奋图强
、

努力赶超的进取精神则是后发国家克服
“ 马太效应

” 的内在动力
。

中

国这十年的发展速度无论与中国过去的发展速度比
,

与当令世界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的发

展速度比
,

还是与历史上其他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发展速度比
,

都是较快的
。

这就是中

国将在下个世纪的某个时刻将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

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的征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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