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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跳跃转型是后发文明系统通过对先进文明的积极扬弃，实现对某一社会骱段的跳跃或发展过程的缩 

短。外部社会条件在后发文明系统的跳跃转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后发文明系统跳跃转型的前提，也决定 

着后发文明系统跳跃转型的水平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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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是渐进与跳跃的统一。后发文明系 

统的跳跃转型是历史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尚未引起学术 

界应有的重视。它是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迫切 

需要，也是深刻把握近代以来人类现代化跳跃转型道路的现 

实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 

会系统跳跃转 型思 想的重大创新 。【 加强对人类社会系统 

跳跃转型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跳跃转型的界定 

关于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阶段，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概 

括。我们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说为指导，借鉴有关研究，把人类 

社会 系统的发展过程具体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即以采 

集 、渔猎为主要物质生产手段的采业社会 ，其政治组织主 

要为母权制和父权制中的胞族 、氏族和部落等 ；以种养业 

为主要物质生产手段 的农业社会，其政治制度主要包括贵 

族制、翻奴隶制、封建制和地主制脚中的部落联盟和民族国家 

等；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要物质生产手段的工业社会 ，其主要 

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最后是以知识创新和信息加工处理为 

主要物质生产手段的科业社会， 硼其主要政治制度为社 

会主义。人类社会系统层次演进四阶段的界定，与马克思的 

有关思想基本一致。[5l 

采业、农业、工业和科业社会同时也分别依次是人类文 

明迁徙生存(非定居)的偶然性交往、村落生存的内向性交 

往、城市生存的全球开放性交往和网络生存的和平交往的横 

向发展过程。人类文明的一体化和整体性发展十分突出，是 

我们深入考察人类社会系统转型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研究 

表明，文明的区域发展由点到面不断扩散。人类首先诞生在 

非洲 ，火的使用使人终于能走出温暖的大草原 ，分散到世界 

各地。此后，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洲各 自成为古代文明时期 

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 而“欧亚古典文明的范围从大河流 

域扩散到诸如中国、印度半岛和地中海区域等整个地区。现 

在，不再是诸大河流域文明被大海般的野蛮状态所包围；相 

反，是诸地区文明稳步地向外扩展，直到相互连接起来 ，形成 

一 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不间断的文明地带。” 贷同时 ，各区域 

文明间的联系逐步加强。“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 (公元前 

3500—1000年)，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 

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 

代(公元前1000一公元500年)，各地区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 

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等等。[o3 

转型主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也包括这些阶段 

各自所包含的政治制度发展的具体时期)的更替 ；由于人类 

文明纵向演进与横向拓展的不可分割性，这种阶段的更替同 

时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一体化和整体性的发展过程。而所谓 

跳跃转型，一般是指后发文明系统，即社会转型的主体—— 

区域性共同体或民族国家通过对其它文明的积极互动和扬 

弃 ，实现对某一文明阶段发展过程的缩短，或没有经历人类 

历史发展的一般阶段所包括的某些具体发展时期，直接进入 

更高的文明发展时期或阶段。这里所说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一 

般阶段。即是前文概括的采业、农业、工业和科业社会 ；而文 

明一般阶段的具体发展时期，即采业文明阶段的母权制和父 

权制时期 ，农业文明的贵族制、奴隶制、封建制和地主制时 

期，工业和科业文明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期等。 

二、外部先进文明是后发文明系统跳跃转型的前提 

1．借鉴与创新。人类社会系统跳跃转型的产生，是由于文 

明的发展迄今为止仍然是区域性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自 

然形成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间的阶梯结构。因此 ，一般而言， 

跳跃转型的主体是民族国家 ，是落后文明对特定历史阶段相 

对先进文明的跳跃发展。外部社会条件由此构成后发文明系 

统跳跃转型的前提，它使后进民族学习借鉴和扬弃创新成为 

可能。正如有关研究所指出的：“民族历史发展的‘跨越’性是 

以人类历史总进程的不可跨越性为前提的，实际存在的社会 

形态规定着‘跨越’的限度。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民族跨越一 

定的社会形态 ，都是在世界上 ，尤其是在周围国家已经存在 

着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一般阶段或具体时期)的条件下实现 

的。没有罗马帝国的存在，日耳曼人就不可能跨越奴隶制而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20o7]“后发文明系统跳跃发展研究”(课题嫡号07KS202) 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钱双连(1953一)。男。江西星子人．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冷树青(1962-)，男，江西武宁人，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所所长、博士．华东交通大 

学硕士生导师。 

兰 ：苎 丝堕至!j困 



探讨与争鸣 

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 

其发展，一些民族就不可能跨越封建社会制或奴隶制直接从 

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东方一些较为落后 

的民族也就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直接跨人社 

会 主义 。” 

西欧封建制跳跃农业社会地主制发展时期率先进入工 

业社会即是借鉴与创新的典型。其时，西欧封建制正处于向 

地主制发展的转折中；日 以中华地主制农业文明为主要代表 

的东方文明发达而成熟，阿拉伯文明则对中世纪西欧封建社 

会的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一方面，阿拉伯文明本身就 

是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波斯等农业文明的综合并发 

扬成长起来的，是多种文明相互交流与作用的结果，已经站 

在农业文明的较高阶段。另一方面，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十 

分有利于对西欧传播东方先进的文明。因此，阿拉伯人积极 

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印度的数字、中国的三大发明，大 

约都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他们翻译了许多中世纪西 

欧几乎无人通晓的希腊文著作。对于希腊文明的传播 ，使西 

欧的基督教文明从落后中逐渐苏醒过来。[91马克思高度评价 

中国文明在西方的传播。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 

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 

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 

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 ，变成 

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大的杠杆。”[1ol而新航路的开 

辟 、新世界 的发现 以及 由此导致的世界 不同文明之 间的碰撞 

和交流，使西欧人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推动了近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和理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这对西方 跳跃转型的 

促进作用同样是深刻而深远的。 

正是因为以上诸种外部条件的重要作用，使西欧封建制 

中断了向地主制社会的渐进转变。通过借鉴与创新，经过文 

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 

和政治革命的一系列嬗变 ，实现了对农业社会地主制的跳跃 

发展，率先跨人工业社会。 

2．竞争与挑战。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进步本质上是先进 

的或文明的民族国家所主导的。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世 

界历史的进步犹如一场接力赛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各民 

族争先恐后 ，你追我赶，此起彼伏，推动着世界历史进程不断 

跨上一个个新的境界。先进无常恃，后来者居上。各个富有创 

造性的伟大民族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往往各领风骚数百 

年。可能这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图像。”[11]72这已为人类历 

史上无数文明的兴衰所证实。其原因在于每一种文明模式的 

产生都是特定的内外部社会条件的历史产物。既有其内在的 

价值也必然存在自身的局限，不存在超历史的文明形态。因 

此，由于社会发展差距所导致的不同文明系统或民族国家间 

的竞争，无疑是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系统发展进步以及跳跃转 

型的重要内容。民族国家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表现，是人维 

护自身利益的重要载体，国际矛盾是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特 

殊表现形式。 

中华农业文明“超稳定结构”的裂变无疑是民族国家间 

竞争与挑战的产物。中华农业文明代表着人类农业社会发展 

的最高成就，远高于西欧农业社会的发展水平。Igln0在经济上， 

中国是地主制，是发达的集约化农业，而西欧则是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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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处于粗放性农业阶段。中国的工商业和城市也很发达。 

如11世纪末中国铁的年产量已达到17世纪整个欧洲的年产 

量，人均产量更高出20％；13世纪中国福建西部的城市居民已 

占总人口的28％，这是18世纪末西欧尚未达到的水平。在政治 

和文化方面，西欧的封建政治体制及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同中 

国西同时期封邦建国的政治体制和人身主从关系颇有相似 

之处。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制和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在 

西方乃是近代的事。丰富充沛的农业资源孕育出早熟而发达 

的农耕文明，幅员辽阔的空间使这种农耕文明能调节、可持 

续，而封闭的地理条件则为文明独立而自由地发展提供了可 

能。并由此产生了特殊的“超稳定结构”，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 

体不断融合周边少数民族的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源远 

流长而又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 

但由于西欧民族国家率先跳跃式进人工业社会 ，并推动 

人类文明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系统的纵横向发展 

发生了深刻变革，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与挑战走向了一个新的 

阶段。西欧资本主义，“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 

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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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落后地区和民族的 

发展，“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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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中华农业文明发展 

的外部社会条件由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自我发展进程被 

迫中断，“超稳定结构”发生裂变，进入新的逻辑轨道。在所面 

临的亘古未有的生存挑战中，中华农业文明爆发出旺盛的创 

造力。中华民族通过艰苦地探索，积极总结近代以来世界各 

国现代化转型的经验教训，抓住机遇，勇于创新 ，实现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以及和谐 

世界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完成了自身的跳跃转型。 

三 、人类文 明的发展进程决定后发 文明系统 跳跃转型的 

水平和方式 

1．融合与互动。交往互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机制，『l 一 

借鉴与创新由此成为可能。如前文所述，采业、农业、工业和 

科业社会同时也分别依次是人类文明迁徙生存 (非定居)的 

偶然性交往、村落生存的内向性交往、城市生存的全球开放 

性交往和网络生存的和平交往的横向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系 

统一 体化和整体性 的融合发展 必然不断促进 民族国家问 的 

相互交往，文明互动的水平和方式逐步增强，后发文明系统 

跳跃转型的外部社会条件 日益成熟，跳跃转型愈益可能和突 

出。同时 ，跳跃转型的水平或规模和速度也不断发展。 

不同文明系统或民族国家间相互交往的增强是一个历 

史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清楚地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 

出来的生产力 ，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 

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仅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 

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 

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 

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从头开始的境 

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 

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常相当广泛的 

情况下 ，也难免遭到彻底地毁灭 。⋯⋯只有 当交往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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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交往并且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 ，只有当一切民族 

都卷人竞争斗争的时候 ，保持 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 才有 

了保障。” 肝。 

正是“世界历史”的到来，落后民族通过借鉴与创新加速 

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物 

质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系统开放性的增强。马克思和 

恩格斯认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因为它使每个文 

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 

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 自守状 

态。”㈣⋯另一方面，民族国家问的关系由此不断深化。马克思 

和恩格斯指出：“各个 民族 之间的相互关 系取决于每一个 

民族的生产力 、分工和内部交往 的发展程度 。这个原理 

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 民族 的关系 ，而且 

这个 民族本身 的整体 内部结 构也取决于 自己的生产 以 

及 自己内部和外部 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因而，“一切冲 

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 

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 

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 

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 

产生类似矛盾”fL1“ 

这样 ，大体说来，后发文明系统的跳跃转型从空间地域 

上看，就从过去的农业文明的中心欧亚大陆逐步向其他文明 

地区扩散，成为～种全球现象 ；从时问频率上看，也就必然表 

现出跳跃转型民族国家的不断增加和过程的加快等。 

2．平等与和平。人类社会系统一体化和整体性发展是民 

族国家问竞争与合作方式的变革。竞争推动民族国家间融合 

与互动物质基础的发展 ，促进民族国家间发展差距的缩小、 

力量的均衡及其关系的平等化。由此也就决定了相互间利益 

的共生性与和平合作的发展，特别是后发文明系统跳跃转型 

途径与方式的质变。 

从历史上看，日耳曼制度与罗马制度的融合创新经历了 

漫长的曲折过程。它是以日耳曼人的入侵和西罗马帝国的灭 

亡为代价的，史称黑暗的中世纪。如“在罗马帝国的最后数百 

年问，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 ，而在德意志人统治 

的最初数百年问，也没有把它恢复起来；”㈣而奴隶制直至10 

世纪才完全绝迹。 

西欧工业社会的跳跃转型有着巨大的进步。它有赖于民 

族国家关系主要不再是建立在单纯贸易或战争掠夺 的基础 

上，而是逐渐立足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新的国际市场分工， 

促进 了人类社会系统一体化和整体性的发展。研究指出， 

16—18世纪来 自亚、非、美洲的蔗糖 、烟草、蓝靛和棉花以及 

工业品国际市场，对西欧的工业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大影 

响，由此积极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封建领主制自然经 

济的替代。[iii7,~>-83 

但这种新的工业文明仍具有双重性。它扭曲了民族国家 

之间的关系，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如对于落后民族 

的殖民掠夺，以英国为例 ，“在整个18世纪期间 ，由印度流人 

英国的财富，主要不是通过比较次要的贸易弄到手的，而是 

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 ，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 

办法弄到手的。”㈣西方文明片面张扬工具理性所导致的霸权 

主义无疑将把人类推向万劫不复之中。乌尔里希·贝克的风 

险社会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系统当代发展的一体化和 

整体性新特点。贝克所说的风险，主要是指现代工业化在不 

遗余力地利用科学技术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系统 

的不可逆的副作用。它具有全球化倾向，施害者与受害者迟 

早会合二为一。表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界线的淡化以 

及传统进步观念乃至阶级意识的退化，暴露出人类控制风险 

能力的局限或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由此可见，以工具理性、 

主体性和自由主义等为主要特点的现代性须再一次经历 自 

我扬弃。 

中国社会主义的和平跳跃转型道路是科业社会条件下 

的伟大创新。她自觉应对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完成了民族国 

家间互动融合方式的根本转变，赋予了人类社会系统从传统 

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和科业社会的跳跃转型以崭新的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人类平等竞争的价值追求 ；和谐社 

会与和谐 自然的自觉实践，化解了工具理性所导致的人性异 

化与风险社会的危机 ；她把不断提高个体劳动能力、促进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强调自律、肯定社会系统的整体价值有机 

统一起来，实现了文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伟大进步 ；特 

别值得肯定的是，它开创了一条和平跳跃转型的崭新道路。 

即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迫切要求融为一体，积极 

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设。通过促进和平、开放共赢和融会创 

新，『I1 完成了对西方工具理性和自身传统中价值理性的双 

重超越，积极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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