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商品经济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李 甫 春

口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世界范围的生产力迅猛发展
,

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
,

带来了人类

各种族之间及其 自身的巨大变化
。

研究商品经济与民族共 同体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及其

发展趋势
,

将有助于我们遵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

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
、

外交政策
、

民

族政策
、

语言政策和宗教政策
。

一
、

商品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国际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 中已经写到
: “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
,

随着贸易 自由

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
,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
,

各国人民

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 日益消失了
。 ” ① 列宁也 曾指出
: “

大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
,

交

换就造成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
。 ” ② 生产国际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

大机器工业的发展
,

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

生产力的社会化越出了一国

的范围
,

把世界各国卷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之中
。

到了当代
,

由于电子计算机广泛运用于

生产
,

以通讯卫星传递信息
,

喷气式飞机使交通便利发达
,

使生产国际化达到了新的高度
。

跨国公司的发展
,

国际间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的加强
,

就是这一新高度的重要标志
。

全世界

的跨国公司
,

已由 1 9 6 0年的 7 千多家
,

发展到 19 8 2年的 6 万多家
。

这些跨国公司儿乎控制了

50 % 的国际经济贸易和 30 % 的国际技术转让
。

据国外一些未来学著作介绍
,

当前至少有 1 万

个发达国家的公司
,

在其国外拥有子公司
。

其中有 2 千家以上的公司
,

在 6 个或更多与之有

经济关系的国家设有子公司
。

现在
,

许多商品都是跨越国界洲界组织生产的
。

大 至 一 辆 汽

车
、

一架飞机
、

一座工厂
,

小至一双皮鞋
、

一个袖珍计算器
、

一副棒球手套
,

都是在几个以

至十几个国家之间协作生产的
。

③

与生产国际化相适应
,

流通领域的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发展很快
。

这在国际贸易和金融

交易手段 日益现代化以后更加突出
。

当前
,

许多国家的商品交换和投资活动不断 向世界范围扩

展
。

40 年来
,

国际贸易额增长了 7 倍多
。

战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
,

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产品要靠世界市场销售
。

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之间
、

社会主义国家与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在不断扩大
,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在发展
。
1 9 4 5年至 1 9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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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 30 年间
,

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总额增长了 1() 倍
。

资本输出的一个新趋势
,

是发达国家

向第三世界直接投资不断增长
,

五十年代投资的资本净额年平均为 26 亿美元
, 19 8 0年累计总

额达 74 0 亿美元
。

国际商品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不断扩大
,

使各个国家
、

各个民族之间的

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密切
。

与生产国际化和流通领域国际化同步发展的是交通国际化和通讯国际化
。

喷气式飞机使

国家之间
、

洲际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

过去铁路以 日计算
,

海运以月计算
,

现在坐喷气式飞机

是以小时计算
。

海底电缆的铺设
,

使国际之间可以直接通电话
、

传递信息
。

通讯卫星使生活

在地球某一个地方的人们
,

能在瞬息间看到来 自遥远的世界各地信息和实况
。

卫星通讯使地

球变成宇宙间的一个乡村
。

生产国际化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力因素的结合
,

充分发挥各个地区
、

各个国家的

优势
,

因而使商品经济更加发达
。

人们的劳动互换也随之超过国界
,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
,

从

而给世界民族关系带来了日益巨大的影响
。 “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 自给 自足和闭关自守

状态
,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

精

神的生产 也是如此
。 ” ① 在当今的世界上
,

近两千个民族尽管形貌各异
,

心理有别
,

有各自

的语言
、

习俗
、

文化
、

信仰和居住环境
,

有的还处于刀 兵相见的敌对状态
,

但是却有一个共

同的
、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
:

世界各 民族共 同的经济生活
,

正在显露端倪
。

人类

共同创造的现代物质文明
,

已经变成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生活方式
。

如
:

现代化的舒适住

宅
、

彩 电
、

洗衣机
、

电冰箱等现代家用电器
,

飞机
、

火车
、

小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
,

有更

多的闲暇时间娱乐
、

旅游
,

丰富的食品
,

优美的生活环境
,

健康长寿的身体
,

以 至 西 装 革

履
,

等等
。

可以顶料
,

随右生产国际化的进行
,

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发展
,

人们的劳动互换越

来越多地在世界范围内进行
,

商品货币关系使世界各民族相互关系 日益紧密
,

人类共同创造

的富足的
、

科学的
、

健康的物质文明
,

包括将来的各种家用电脑
,

到太空去旅游
,

将变成世

界各民族共 同的经济生活
。

各个民族原来经济生活中那些贫寒
、

愚昧
、

不卫生的生活方式将

不断被淘汰 ; 而那些优秀的成份
,

如高雅的建筑风格
、

美丽大方的服饰
、

各种名菜
、

名酒
、

名产品
,

等等
,

将被吸收到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经济生活 中去
,

丰富人类的物质文明
。

可 以断

言
,

在构成 民族的各种因素中
,

共 同经济生活这一特征
,

在民族融合中将首先消失
,

世界各

民族经济生活大体一致
,

将首先实现
。

这种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
,

将是一种高度的物

质文明
,

它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经济生活中的 优秀成 份的墓础
_

匕 以高度的技术创造出来的

物质财富为其主要内容的
。

当然
,

在不同的地 区
,

由于地理环境
、

气候条件的差异
,

将具有

各自的特色
。

各民族共 1司的经济生活
,

将通过怎样的途径在全世界形成呢 ? 当前各民族经济生活国际

化的两个趋势
:

第三世界的崛起和经济一体化的出现
,

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依据
。

在全球性的劳动和生产重新分配的过程中
,

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动人景象
:
第三世

界异军突起
,

从 1 9 7 0年到 1 9 7 7年
,

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 20 个国家和地区
,

全部属 于第三 世

界
。

现在
,

新加坡
、

香港
、

台湾
、

南朝鲜
、

巴西
、

墨西哥和中东许多石油输出国
,

继日本
、

西德之后
,

已变成了新世界经济明星
。

第三世界在工业上 己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

在非石

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

工业品出口 已超过了原料出口
。

这个事实向我们揭示了当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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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最伟大的变革
:

随着生产国际化
、

流通国际化
、

资本国际化
、

交通和信息传递国际化

的发展
,

先进的科学技术正在 向全世界普及
,

生产力布局正在 向世界落后地带伸展
,

世界经

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正在改变
。

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神话 已经破灭了
。

不管前进的道路多么艰

难曲折
,

第三世界各族人 民还要为此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
,

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

世

界各民族终将走 向共同繁荣
。

逐步走向繁荣兴旺的世界各民族
,

将 日益享受现代 的 物 质 文

明
,

自行放弃种种原始
、

落后的生活方式
,

自觉追求富裕
、

科学
、

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
。

这

种生活方式的发展趋势在我国
,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
,

都 已十分明显
。

在全球的劳动和生产重新分配过程中
,

世界经济还出现另一种新的现象
:

经济一体化
。

欧洲共同体
、

经互会
、

石油输出国组织
、

东盟等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相继出现
。

与此相反
,

许多民族国家的职能正在被削弱
,

对国内国际的许多问题无能为力
,

被超国家的经济共同体

和准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职能所取代
。

民族国家的萎缩和超国家的经济共同体的兴旺
,

为 人们

预测未来提供 了什么信息呢 ? 正在指点世界
、

描画未来的未来学家们
,

据此作出了种种截然

不同的预测
。

有的预言
,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

必然导致将来世界经济一体化
,

忠 现 世 界 公

国 , 有的则认为
,

未来的世界
,

既不可能由一批跨国公司集团来管理
,

也不会出现
“
世界合

众国
” , 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不同机构组织起来的网络或矩阵组织

,

这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新

装
。

在我们看来
,

不管将来的社会组织怎样变幻莫测
,

但它不外就是马克思所
一

说的自由人的

联合体
。

而当前的跨国公司和多国经济共同体
,

可能就是未来社会的某种雏形
。

但它们要经

过质变
,

经过革命的改造
,

变成全社会所有
,

而不是垄断集团所有
,

才有可能变成未来共产

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
。

到了将来
,

也许连
“ 世界货币

” 也不用了
,

现在发达国家己经使

用的信用卡
,

将发展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劳动
“ 证书 ” , 在 “ 联合体 ”

_

里普遍通行
。

在那种

社会里
,

社会财富象泉水一般涌出来和人们对财富的共同占有
,

以及人们高度的共产主义觉

悟
,

已经没有必要使人们的劳动互换经过商品货币关系的迂回曲折过程
。

到了那时
,

国家可

能 已变成管理世界某一地方公共事务的服务单位
,

地区之间
、

企业之间因为都具有最先进的

技术而没有多大差别
,

人类也都是用最先进的科学生育
、

培养出来的
,

体力智力趋于一致
。

这

样
,

凝结在每个地区
、

每个企业
、

每个人生产出的产品上的具体劳动时间
,

与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大致相等 了
。

科学的计划
,

能使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
。

劳动时间起双

重作用
: “ 一方面
,

劳动时间在社会中的分配
,

精确地调节着各种职能同各种需要的比例
;

另一方面
,

劳动时间计量每一个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所占的份额
,

同时也计量着每个生产者

在共 1司产品的消费部分中所 占的份额
。

在这里
,

人们在劳动 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他们的劳动

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的关系
,

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
,

都是简单明 了的
。 ” ① 商品生产

和商品交换至此结束 了它生命的全部历程
,

从人类历史上消失 了
。

社会 已经直接在务部门中

分配劳动
,

直接在生产者中分配产品
。

共同的
、

高度的物质文明
,

使民族间经济生活的最后

差别消失 了
。

_二 、

商品经济的发达正在使各民族的共同地域发生变化

正如商品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各民族经济生活国际化一样
,

商品经济的发达引起各民族

① 马克思
: 《资本论》 法文饭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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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情况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

历史上人类高度分散居住
,

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紧密相

连的
。

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

迫使人们分散居住于地球的各个角落
,

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力维

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

商品经济所固有的规律
,

则要求人们集中居住
,

才能取得各种社会服

务
,

具备商品生产的良好条件
,

拥有固定的销售市场
,

确保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
。

因此
,

商

品经济发展的过程
,

也就是人们居住形式都市化的过程
。

从世界城市人 口的情况看
,

商品经

济发达带来都市化的趋势
,

是十分明显的
。

世界城市人口 占总人 口 比例的情况是
:
非洲 19 %
;

亚洲 22 % ; 欧洲 50 % ; 美洲 57 % ;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 72 %
。

由此可见
,

自然经济越浓厚
,

城

市人 口就越少 ; 商品经济越发达
,

城市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比例就越高
。

有的未来学家估计
,

到

2 0 0 0年
,

经济发达国家城市人 口将 占总人 口 90 %
。

在各个国家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城市人口

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
。

如苏联
,

城市人口 占总人 口的比例
, 1 9 2 6年为 18 %
, 1 9 5 9年为 4 8%
,

1 9 7 3年为 59 %
, 1 9 8 0年已达 68 %

。

再从平均国民收入的情况看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大
,

城市

化水平就越高
。

据有关资料介绍
,

每人 1 00 美元以下
,

城市化水平 9
.

6 % ; 每人 1 01 一 20 0美元
,

城市化 1 9
.

9% ; 每人 2 0 1一 3 7 5美元
,

城市化 3 5
.

3% ; 每人 3 7 6一 1
, 0 0 0美元
,

城市化 5 0
.

5 % ;

每人 1
, 0 00 美元以上
,

城市化 69
.

6% ①
。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数据
,

都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

个客观规律
:
都市化的程度
,

与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成正比
。

商
i洁经济发达带来的人们居住形式都市化

,

将使各个民族共 同地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随着一个地方商品经济的发达
,

一方面是当地各个民族将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城镇杂居
; 另一

方面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各族人员到这些地方居住
。

这就使每一 个现代化城市 (也就是商品经

济高度发达的城市 ) 都不是哪一个民族自己的共同地域
,

而是各民族共同的地域
。

我国的北

京
,

居住着我国 56 个民族的成员
,

是民族大杂居的地方
。

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 5个 自治区首

府
,

几个民族省的省城
,

也都是民族大杂居的地方
。

在当今的世界上
,

哪里的商品经济越发

达
,

那里杂居的民族成份就越多
。

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

人们有的从城市的老市 区

迁到卫星城
,

有的从大城市迁到小城镇
,

从发达鸽区迁到新开发的地区
,

那都不再是 以民族

为单位的迁徙
,

而是包括 了各民族的成员
。

也就是说
,

当代新的居民点一开始就是民族大杂

居
,

而不可能按民族居住
。

各民族的大杂居
,

使人们互相学习
,

取长补短
,

集中世界各民族

的智慧
,

因而使经济活动充满生机和创造力
,

得到迅速发展
。

未来学家研究美国各州的情况

后得出结论
:

美国社会创新事件多出现在 5个州
,

其他 4 5个州是尾随的
。

这五个州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
:

它们都是由种类繁多的民族组成的
。

尽管杂居在城镇的各民族
,

在相当长的历史

时期内
,

将仍然保持本民族的若干特点
,

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化
。

但是
,

只要把着眼点移动

到遥远的未来
,

我们就会 认识到这种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化 民族大杂居
,

为 民 族 大融合提供了条件
,

一个个 民族大杂居的城 市
,

将是未来人类共同体的 一 个 个 摇

篮
。

当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城市之间
、

国家之间
、

洲际之间经济文化往来 日益 密 切 的 时

候
,

各民族在世界范围内大杂居
,

整个地球在宇宙间将变成一个经济村
,

这个经济村便是世

界民族大融合的最后舞台
。

① 关于都市化方面的数字引自 《 2 0 0 0年后的世界》 , 第扣灾
。



三
、

商品经济的发达将促进世界统一语言的形成

我们认为
:

人们的劳动互换是民族共同体的凝结物
。

商品交换的出现
,

使不同民族
、

部落

之间形成 了通行的语言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民族共同体在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中成长壮

大
,

它的共 同语言也不断成熟
。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
,

民族共同体有了更

大的发展
,

它的语言也 日臻完美和稳定
。

到了当代
,

人们的劳动互换 日益突破了国家
、

民族

界线
,

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发展
,

生产国际化 日益发达
,

民族语言变成 了国际经济文化交往的

障碍
,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在全世界发展的需要
,

全世界统一的语言也就变成人们普遍的要求
。

列宁 曾经预言
,

将来成为全世界语言的
,

可能是英语
,

也可能是英语加俄语
。

现在
,

为

了排除世界经济文化交往中的语言障碍
,

研究世界统一语言的学者越来越多
,

提出了各种各

样的见解
。

有的未来学家以美国当代出现更多的民族成份
,

使用更多的语言为例子
,

说明美

国不是 民族的大熔炉
,

而是存在多种民族语言
、

多种 民族文化
。

更多的未来学家和语 言学家
,

则在努力探索实现世界统一语言的途径
。

苏联一些专家认为
,

未来
一

世界的统一语言
,

可能通

过三条途径来实现
:
(一 ) 一种最流行的语言将成为全人类的语言
; (二 ) 合并语言
,

把现

有语言中的一切珍贵的东西综合在一种语言中
;
(三 ) 人造语

。

过去有人创立过 “
缩 写 语

言
” , 后来华沙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创造 了

“
世界语

” 。

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专家又提出了近

50 0种人造语言的方案
。

许多国家已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建议
,

要研究创立容易发音和书写
,

能充分传递思想的人造国际语言
。

我们认为
,

世界统一语言的最后形成
,

可能要等到全世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 以后
。

而语

言逐步走向统一
,

则是当前世界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一体化
、

生产国际化
,

科学文化 日

益发达的客观要求
。

我国的商品经济虽然还不发达
,

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传

播
,

语言走向统一的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
。

当前我 国各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势是
:
(一 ) 汉语

普通话的使用越来越广泛
,

在全国通行
,

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所掌握
,

回
、

满
、

舍族

已用汉语作为本民族语言
; (二 ) 绝大部分的民族都在使用本民族语言

,

在本民族人 口聚居

的地方用得更纯粹
、

更稳固
,

并为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所掌握
。

但民族语言的

外来成份不断增加
,

特别是科学文化术语
。

而在多民族杂居的地方
,

由于商品交换和各种政

治文 化活动的需要
,

大部分少数民族群众都学会当地各民族通行的语言
,

主要是当地汉语方

言
,

也有少数民族语 言
; (三 ) 少数民族语言在多民族杂居的城镇

、

机关
、

厂矿的经济社会活动

中并不通行
,

往往只限于本民族成 员之间和 民族家庭使用
。

这些地方民族家庭的新
一 代也很

少讲民族语言
,

同一民族的不同方言集团成员之间
,

也讲当地通行的方言
,

不讲民放语言
;

(四 ) 实行对外开放以后
,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
,

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

我国越来越多的各

民族成员
,

在努力学习外语
,

主要是学习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语言
。

从我国当前语 言发展情况和世界各种语
一

言的发展趋势来分析
,

可 以 看 出 走 向 语 言 统
,

可能要经过多结构
、

多层次的发展过程
。

首先是一个区域内多民族语言同时存在
,

商品

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
,

使区域内已形成通行的语言
。

这个过程在我国大部分地区 已

基本经过
,

但在非洲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
;
第二是在一个国家里存在 多民 族 语

言
,

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商品交换的广泛
,

己有通行的语言
,

如苏联的俄语
,

中国的汉语普通

话
,

等等 ; 第三是一国以至一洲的居民
,

由于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
,

已形成 了高度



统一的语言
,

但也还有一些在小集团内通行的其他民族语言
,

如美国
,

加拿大 ; 第四是一 个

国家
、

一个洲的大多数居 民
,

都懂得世界上最流行的几种语言
。

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
,

但在

商品经济发达
、

各国居 民来往密切的欧洲大陆
,

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这个未来世界的公民
;

第五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 日益发展
,

商品经济在全世界 的繁荣
,

将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流

行几种主要语言
,

包括合并语言和人造语言
。

在这个基础上
,

再进一步形成世界统一的语言
。

世界统一语言的形成过程难 以预测
,

但是
,

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大致的规律
,

即
:

语言是

与人们的劳动互换从简单到复杂
,

又从复杂到简单相一致的
,

它的流行范围将随着人们进行劳

动互换范围的扩大而扩大
。

因此
,

语言将随着人们的劳动产品跨越民族界线
、

地 区界线
、

国家界

线
、

洲际界线而不断变化发展
。

各 民族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和居住形式都市化是这一变化发展的

基础
。

一个民族的商品经济越发达
,

这个民族的语言就为更多的人所掌握
。

当前世界上越来越

多的人在学习英语
、

日语
、

德语
、

法语
,

就是因为通行这些语言的国家和地 区经济最繁荣
,

科学

文化最发达
,

仗这些语言的国际交往
、

信息传递功能越来越大
。

在未来如果真的出现合并语言
,

这种语言很可能就是 以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行语言为基础
,

同时吸收其他民族

语言中最优秀的成份
。

而这此成份的大小
,

将取决于这些民族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达程

度
。

商品经济的一步步发展
,

使 民族
、

部落语言发展成为初级形态 的民族语言
,

再发展到成

熟的民族语言
。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兴盛
,

语言趋于统一
,

跨越国界
、

洲界
。

当商品经济在

全世界高度发达以后
,

世界统一的语言将应运而生
。

一旦商品经济消失
,

民族语言也将最后

消失
,

为世界统一的语言所取代
。

到那个时候
,

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劳动互换
,

同在原

始氏族里人们的劳动互换 一 样简单明了
,

世界语言与这种劳动互换相适应
,

也将为全球经济

村的居民所熟练掌握
。

四
、

商品经济的发达孕育着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

各民族不同的心理素质
,

将是 民族融合的最后屏障
。

共同的心理素质
,

是维系侮一个民

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纽带
,

是 民族基因中最显著
、

最活跃
、

又是最稳定的因子
。

一个民

族的成员以至他的后代
,

可能会远离了本民族居住的地方
,

放弃了本民族的经济生活
,

使用

其他民族语言
,

对本民族的语言毫无所知
,

但是
,

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他原来 所 属 的 民

族
,

只要不存在什么危险
,

他会仍然认为
: 我是这个 民族 ! 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是不容易消失

的
。

尽管如此
,

各民族的心理素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

我们知道
,

一个民族的共 l同 心 理 素

质
,

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历史发展的产物
,

是一个民族富有特色的社会经济
、

传统习惯
、

生活方式
、

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等因素
,

经过长期熔炼所铸成的民族意识和精神

风貌
。

它是通过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

文化艺术
、

生活习俗
、

社会风尚
、

宗教信仰和对本民

族的热爱
、

对乡土的眷恋反映出来的
。

一个 民族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
。

各

个 民 族 的 社会经济
、

传统习惯
、

生活方式
,

无不打上各个时代的烙印
。

这种变化在闭关 自

守的自然经济时代是很缓慢的
,

几乎是凝固的
。

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
,

并逐步取代了 自然经

济之后
,

情况就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
。

一个 民族的商品经济越发达
,

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

秀文化就越多
,

越来越多的成员的头脑由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起来
,

整个民族展现出越来越多

的新精神风貌
,

原有的心理素质
,

将有一部分被淘汰
。



为了便于探讨商品经济发达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所发生的影响
,

我们把似乎不可捉摸的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

分解为民族性格
、

民族文化
、

民族意识这 二个主要方面
,

分别研究商品

经济发达对这三个方面发生的影响
。

商品经济发达对民族性格发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当代世界各民族展现出来的新精神

风貌
,

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

如我国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

由于 长期生活在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环境里
,

虽然铸成了勤劳朴实
、

坚韧不拔的气质特征
,

但也显得因循 保 守
,

矜 持

而愚孝
,

生活节奏悠雅散慢
。

然而
,

当我们摈弃了闭关锁国政策
,

向全
一

世界敞开大门
,

投入
一

世界商品生产的竞争行列之后
,

中华民族一些传统的性格特征就受到了严重的挑 战
。

一 方

而
,

适应商品生产需要的坚韧
、

勤劳性格得到了发扬光 大
; 另一方而
,

与商品经济发展格格

不入的矜持守旧的性格
,

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受到了有力的冲击
。

在沿海经济特区
,

在商品生

产蓬勃发展的部分农村
,

这种民族性格特征已逐步消逝
,

开始孕育着奋发向上
、

富
一

于创新的

民族气质
。 “ 时间就是生命
,

效率就是金钱
” 的新生活信条
,

开始铸造中华民族紧张拼搏的

新生活节奏
。

如果我们把观察这个问题的视野扩大到整个东方
,

就会发现东方各民族的性格

都在发生变化
。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下养成的忠君愚孝
,

悠然 自得的旧颜
,

已被商品经济的洪

流所洗刷
,

在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养成了坚韧善学
、

求买奋进的新精神风貌
。

熟悉亚太地

区新兴国家和地 区的人都说
,

这些地方的年轻一代 已经趋向欧化了
。

这种 “ 欧化 ” 含 念 较

广
,

但从民族心理素质方面来考察
,

可能是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活动中
,

吸收了欧

洲各民族一些优秀的东西
。 “ 欧化 ”

实际上是由于商品经济发达而出现的世界民族性格特征

的逐渐融合
,

只是这种融合还处于量变之中
。

欧洲人在影响亚洲人
,

亚洲人也在 影 响 着 欧

界
。

大和民族的气质
,

正附着在
“
贸易王国

”
的丰田牌汽车

、

日立牌彩电上
,

向世界扩大它

的影响 ; 中华民族富于创造的精神
,

也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创造中起作用
。

由此
,

我们就可以

十分清晰地看到
:

随着世界各民族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 (有的也是商品 ) 的发达
,

它们的民

族的性格特征也在吸收新的纂因
,

也在向世界扩散
。

毫无疑问
,

一个 民族的性格特征对 丁讨比

界各民族影响的大小
,
以及在遥远的未来的民族大融合中这种性格所占的成份多寡

,

也是与

这个 民族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的
。

当全世界商品经济由高度发达逐步走向消亡以后
,

全

世界人类共同的性格也许就逐步形成了
。

这种性格将由世界各民族性格的精华融合而成
。

列

宁曾经说过这样的等式
:
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钢铁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总和 = 社会主义

。

在这里
,

我们也可以套用列宁的公式
,

世界民

族大融合将是
: 共产主义觉悟 + 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知识 + 德国人的仔细认真 十 英国人的求

实精神 十 苏联人的沉着热情 十美国人的富于进取 + 中国人的浑厚坚韧 十 日本人的顽强善学 十

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性格
二
融合
= 未来人类共同的性格

。

商品经济发达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突出的
。

民族心理素质中的文化成份
,

应包括

艺术风格
、

风俗习惯
、

传统观念
、

宗教信仰
、

家庭婚姻等方面的内容
。

商品经济的发达对 于

这些广义民族文化的影响
,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加以说明
。

笔者在修改这篇稿子的时候
,

正值壮族三月三歌节
。

数千名歌手云集南宁
,

大摆歌台
,

显示出了壮乡是歌海的浓厚民族习

俗
。

但是
,

内行人只要身临其境就会发现
,

这里既没有农村歌好上那种以歌代 言
,

寻求配偶

的青年男女
,

也没有一见钟情
,

歌声如醉的意中人对唱
,

而纯粹是一种壮族 山歌表演
。

壮族

文化的这种变迁
,

也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
一
起的

。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壮乡
,

千

村万寨的地理
一
_

L山水相隔
,

经济上 自给自足
,

为数不多的商品交换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
,

多



为家长所包办
,

青年男女很少有社交的机会寻求配偶
,

而古老的歌灯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

会
。

在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现代城市里
,

人 口高度集 中
,

人们的经济社会关系密切
,

男女青

年接触的机会很多
,

用不着一 年 一 度 到 山坡上集聚
, l妇歌代言寻求配偶了

。

与意中人上舞

会
,

看电影
,

逛公园
,

要比在歌好上对歌文静高雅
。

所 以
,

生活在城市里的壮族青年男女
,

已

失去了赶歌灯以歌谈爱的民族文化传统
,

接受了当代城市各个民族共同的恋爱方式
。

而山歌

作为壮族的一种文化
,

将仍然保留
。

特另}{是那些经过艺术家博采各种山歌调子精华创作出来

的作品
,

如 电影 《刘
一

三姐》 中的调
一

广
,

作为壮族山歌的
“ 阳春自雪 ” , 已通过 电影这个文化

商品流传 中外
,

)
’ 一

为传播
。

各民族的文化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
。

生产力的提

高和社会分工的发达
,

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
。

这种精神财富有的变成商

品
,

如唱片
、

录音磁带
、

书刊
、

电影
、

电视
、

绘画
,

等等
,

同其它商品一起在全世界范围内

流通
。

伴随着各民族商品经济 日愈发达
,

各 民族的文化将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

互相学习
,

互

相比较
,

互相渗还
,

互相融合
,

逐步形成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

商品经济发达对民族文化其他成份的影响同样很大
。

例如
,

商品生产的发展
,

使超过劳

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
、

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日益提高
,

提供了人们学习文化知识
,

进行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
,

而科学技术的 日益发展又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提供 了锐 利 的 武

器
。

当一个民族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科学地认识 世界 以后
,

那些由于不能正确认识世界而形成

的 自然学科
、

宗教信仰
、

伦理道德
,

就逐步为人们所摈弃
,

形成相信科学
,

讲究卫生
,

追求

健康长寿
,

需要更多文化艺术享受等新的
、

为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化
。

又如
,

商品经济高

度发达
,

社会财富不断增多以后
,

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就会发生 巨大变化
。

不仅原始的
、

落后

的
、

或各民族特有的许多生活方式为人们所摈弃
,

追求人类共 同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生活
,

而且传统的家庭和婚姻也将受到严重挑战
。

个人收入的增多和社会服务的周到
,

将使人们能

够独立生活
,

使传统的互相依赖的大家庭 日益减少
,

人类的婚姻也将日益建立在更加 自由选

择的 J杏础之 上
。

商品生产的产生
,

使家庭从 血缘氏族 中脱颖而出
,

成为独立的社会细胞
。

商

品经济的发达
,

同样使家庭不断发生变化
,

当前发达国家离婚率的上升和独居者的增多
,

反

映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以后 旧的婚姻家庭模式受到冲 击
,

而新的模式尚未建立
,

这一发展阶

段出现的某种趋向
。

商品经济的发达
,

孕育着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
,

各民族共 同文化

成份逐步增多
。

这一趋 向使我们有根据作出这样的预测
:

当商品货币关系消亡之后
,

融合了

各民族优秀文化成份的
、

光辉灿烂的世界共同文化必将出现
。

商品经济的发达对民族意识 (或称民族心理 ) 也正在发生影响
。

民族意识 比民族性格
、

民族文化更抽象一些
,

但也不是不可捉摸
,

它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 自觉地感到他们是同族同

类的 自己人这样一种意 识和感情
,

并通过民族 自豪感
、

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和共同利益
、

热爱

乡上
、

尊敬祖先等思想感情和社会经济活动表现出来
,

民族意识是民族心理素质诸成份中最

稳定
、

最保守的内核
。

所以
,

它
一

可能是民族融合最后屏障中的核心堡垒
。

但是
,

这个堡垒也

不是坚如盘石
,

千年不变的
。

民族意识本身
,

就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
。

它在形成之后
,

虽

然
,

有明显的稳定性
,

但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力也使它在不断发生变化
。

首先
,

商品经济的发达使民族感情发生变化
。

在 自给 自足的 自然经济时代
,

一个多 民族

国家里的各个 民族
,

彼此间往来是比较少的
,

它们没有更多的共 同利益关系
,

政治经济来往

密切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

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是 比较狭隘的
,

民族感情更多地表现为对本民族
、

本地方的热爱
,

更多的是维护本民族
、

本地方的共同利益
。

即使是封建专制国家
,

情况也是



如此
。

解放前我国许多边远地 区的落后民族
,

他们并不了解全因更多的事情
。

当商品经济发

展以后
,

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活动范围扩展了
,

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间交往多了
,

经济关系密切

了
,

各民族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
,

这样
,

民族感情会从对本民族
、

本地区的热爱
,

升华到对

祖国的热爱
; 从更多地维护本民族

、

本地方的利益
,

上升到维护国家的利益
,

各民族共同的

利益
。

在当代
,

随着商品经济高度发达
,

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

民族感情不仅超过了本民族
,

木乡土
,

而且超过了国家界线
,

如欧洲共 同体的成员国
,

从政府官员到庶民
,

他们既热爱祖

国和木民族
,

也热爱与他们富足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欧洲共同体
。

在社会主义国家
,

民族感情升华到了更高的程度
。

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和 J
’

大劳动群众
,

把全人类的和平
、

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
,

看作高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

产党人
,

都立志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工人无祖国
,

全世
一

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 口号
。

列宁
、

斯大林和毛泽东进
一 步提出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

人民团结起来
。

这种民族感情的变化
,

从根本上说来
,

都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

人类社会不

断进步
,

世界各民族有共 同利益关系的必然结果
。

到了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

商品经济已经

消亡的时候
,

在全球这个联系紧密的居民的意识 中
,

将形成崭新的全球感情
,

个球意识
,

而不

可能再有什么民族感情
、

祖国感情 了
。

其次
,

商品经济的发达正在使民族 血统或基因发生变化
。

商附
:

经扒发达所带来的仔民族

经济生活国际化
,

居住形式都市化
,

正在使世界各民族交往 日愈密切
。
19 6 3年大约有 1
,

30 0个

各种国际性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科学
、

卫生
、

宗教
、

体育组织穿越国境进行活动
。

到七十年代中

期
,

这个数字翻了一番
,

达到 2
,

60 0个
。

估计 1 9 8 5年总数跃升至 3
, 5 00 一 4
,

50 0个
,

即儿乎每住天

有一 个新的国际组织产生
。
1 9 7 7年
,

有 1
, 8 57 个
,

这些团体之间估计有 5
,

27 5次可查证的相互关

系和交错组织联系
。

有成千上万次跨国性的会议
、

讨论会和座谈会
,

使这些团体的成 员获得接

触的机会
。

政府间的组织
,

从 1 9 6 0年的 139 个
,

增加到 19了7年的 2 60 个
。

山于世界各民族来往 日

益密切
,

民族大杂居的状况不仅在一国各民族间形成
,

而且在世界各民族间出现
。

一

世界各民族

之间
、

种族之间通婚
,

已经是
一

种普遍的现象
。

民族间通婚所产生的民族血统的混杂
,

不仅使

民族感情发生变化
,

而且使民族的消亡变成了当代正在发生的事实
,

尽骨这个过程是局部的
、

缓慢的
。

据国外遗传学家的计算
,

今天黑人遗传因子中有 30 %是 白人的基 因
。

混 介过程的速度

证明
,

这两个种族达到遗传学
_

L的完全平衡
,

即黑人和 白人在一个群体中联合起来
,

要经过 7 5

代
,

大约经过 2 0 0 0年才能实现
。

当代黑人与白人通婚混血
,

是在全世界还存在民族压迫和种族

歧视的情况下出现的
。

因此
,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

在废除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
,

减少以至消

失 民族
、

种族隔阂
,

克服了社会对种族间通婚的偏见 以后
,

这种种族融合的过程将大大加快
。

据苏联书刊介绍
,

经济的发展推动着苏联国内的移民过程
。

在哈萨克斯坦
,

已有几百万

俄罗斯人
,

几十万乌克兰人
,

一

鸟兹别克人和 白俄罗斯人
。

迁移到其他地方的主要是男 青年
,

未婚的男青年到别的加盟共和国后
,

恋爱结婚往往是在民族间进行的
。

今天
,

苏 i疾己看
;

蔽画

百万计的人与异族通婚
。

全苏联每生 下五个孩子中
,

平均有一个是 民族间通婚的夫妇所生的

混血儿
。

在乌克兰
、

摩 尔达维亚和 白俄罗斯的城市中
,

混血 儿占四分之一
,

在吉里诺格勒占

三分之一
,

在立陶宛的某些城市占一半
,

有的地方占70 %
。

民族间通婚在多民族杂居的南斯拉夫也是很普遍的
。

据我国民族学者的实地考察资料介

绍
,

南斯拉夫 民族间通婚在全部婚姻中的比例
, 1 9 5 0年 占9
.

3%
, 19 6 3年
_

:-I 升到 1 2
.

4%
,

19 7 1

年和 1 9 7 4年已访 1 3
.

5%
。

高度工业化的伏伊伏丁那 自治省费尔巴斯
,

同时也是 民族杂居程冷



最高的地区
,

居住着黑山人
、

塞尔维亚 人
、

匈牙利 人
、

鲁辛人
、

乌克兰人和其他南斯拉夫主体民

族和非主体民族的成员
。

在这里
,

黑山人同其他民族混合过程正在十分猛烈地进行
。
1 9 4 6年到

19 6 2年
,
已婚的黑山人中有 2 8
.

5%的男人和 2 1
.

6%的女人与其他民族通婚
。

在伏伊伏丁那自

治省
,

与其他民族通婚的黑山族男人
,

占已婚男人总数的 比例
, 19 5 8年 占4 6%
, 1 9 6 0年占54 %

。

异族通婚所生的子女
,

已融合了两个民族的摧因
。

这些棍血男女再互相通婚
,

所生子女

就包含了更多民族成份的从因
,

由此不断混血
,

从遗传学上讲
,

再也分不清是属于哪一个民

族 了
。

因此
,

南斯拉夫一部分父母为异族的年轻人和其他民族一些青年人
,

对有民族之分条

件下发生的各种民族纠纷感到厌烦
,

为 了彻底解决 民族问题
,

他们不再选择父亲或母亲的族

籍
,

而 自称为
“
南斯拉夫人

” 。

个南 自称南斯拉夫人的
, 1 9 61 年为 31 7
,

12 4人
,

占 总 人 口

1
.

7% ; 到 1 9 8 1年
,

增加到 1
,

2 1 6 , 46 3人
,

占总人 口 5
.

4%
,

比南主体民族之一的黑山族人数

还多一倍多
。

民族学者认为
, “ 南斯拉夫人

” 已经不是民族
,

而是跨民族和超民族的人们结

合体
。

商品经济的发达
,

必然带来人们居住都市化和频繁迁徙
,

由此必然形成民族大杂居
。

民族大杂居又必然产生 日益增多的民族间通婚
,

出现民族血统
,

或叫民族基因的混杂溶合
。

实际上
,

这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
。

①

五
、

关于民族大融合的预测

我们用较多的篇幅
,

论述 了
’

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
,

对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经济生活
、

共同

地域
、

共 同语言和共 同心理素质诸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
以此论证当商品经济消亡以后
,

世界各民族也将 日趋大融合
,

商品与民族这两个分别属于经济和社会的范畴
,

将在人类历史

上一起消亡
。

将来民族大融合怎样实现 ? 这是生活在当代的人 们不可能作出完满 答 案 的 问

题
。

但是
,

根据当代 民族过程
’ J商 、W
:

经济过程的 发展趋势
,

我们或许可以作出某些预测
。

民

族的大融合
,

是不可能在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
、

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地方实现的
。

尽

管这些地方经济很发达
,

财富如泉涌
,

但私有制决定了人们进行劳动互换形式的商品货币关

系不可能消失
,

人与人之问的各种差别还存在 ; 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存在
,

不 可能形成各

民族共同的语言
,

不可能使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和 民族感
J

清融为一体
。

民族的大融合
,

只有在实

现生产资料全社会 占有
,

人们的韧能全面发展
,

生产过程高度 自动化
,

价值范畴 已不存在
,

人
一

与人
,

民族与民族之间建立了最亲密 的关系以后
,

才有可能实现
。

是否可以这样预料
:

民

族大融合将从生产力水平最高
,

社会财富最丰富
,

人类的再生产 已经采用最科学
、

最优生的

新方式
,

使种族
、

民族难以分辨
,

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 高
,

社会制度最先进
,

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最亲密
、

最融洽的多民族杂居的若干特大都市开始
。

然后才缓慢地向以这些大都

市为核心的经济 区的四周延展
,

半径越来越大
,

突破国家界线
,

出现一个个较大区域经济中

心
,

包括较多民族成份的融合
,

出现大体具有若千共同特征的亚洲人
、

欧洲人
、

美洲人
、

非

洲人
,

这样较大的人类共 同体
。

在这个基础上
,

民族融合再进一步突破更多的国界洲界
,

出

现 若 干 半 径更大的区域经济中心的民族大融合
。

最后
,

才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大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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