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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们通常习惯于从社会基

本矛盾的演变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

变化，这无疑是必须坚持的一般原则。倘若我们更进一

步，以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思想为指导，积极借鉴全球史

观的研究成果，注重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与一体化，具体

探讨社会基本矛盾与文明融合二者相互统一的内在逻

辑，无疑将有益于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人类文明发展的横向融合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其发展是纵向社会形

态的更替与横向融合一体化的统一。所谓文明发展的横

向融合与一体化，是指历史进程由各地区间的相互封闭

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孤立分散到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

世界历史。它根源于物质生产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

化。人类文明横向融合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深刻揭示

出一个原理，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维系与深化有赖于人类

系统整体性的增强。

人类的发展充分表明，文明的区域发展由点而面不

断扩散。人类首先诞生在非洲，火的使用使人终于走出

温暖的大草原，逐渐分布于亚洲、非洲、欧洲、澳洲和美

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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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古代文明几乎完全被限

制在各自所在地的大河流域内。但古典文明却不断拓

展，开始彼此接壤，至“公元 1 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

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

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

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 [1 ] ( P83 )中世纪文明的融合发展

又有新的突破，产生了若干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如伊

斯兰教帝国，版图从西班牙延伸至中国边境，甚至到东

南亚和非洲腹地。蒙古帝国的版图则更是包括中国、中

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这样，欧亚之间有可能产生

直接的联系并相互影响。而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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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把人类带入“世界历史”时期，揭开了新的全球化进程

的序幕。

唯物史观肯定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及其融合发展。安·

拉布里奥拉曾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共同体间相互作用的思

想作过以下概括:“整个历史，除非常古老的和我们所不知

道的时期以外，是在不同部落和共同体之间，然后是在不

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2 ]

(P111 )这提示我们，社会基本矛盾既可以表现在民族国家内

部，也可以在更高的国际层次体现。因此，社会基本矛盾的

国际化是文明融合发展的根源。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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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P115 － 116 )。而且，随着人类文明整体性的逐步

增强，必然不断促进文明融合水平的提高。马克思和恩格

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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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交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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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

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

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 ] (P107 － 108 )

世界历史理论则具体揭示了近代以来文明横向融

合与一体化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和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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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P276 － 277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双重性，它“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一方面

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

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造成发达的生产力，把物

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

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 3 ] ( P773 )。因此，社会主

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当代文明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人类文明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人类系统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相互作用的产

物，但现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只能存在于具体的

文明共同体中。文明共同体及其关系构成人类系统的两

个基本层次。世界历史思想深刻表明，社会基本矛盾的

演变与文明共同体间的互动内在统一，人类系统的横向

融合发展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以及由此所决定

的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借鉴性。

( 一) 文明融合发展的主体

关于文明，一般有两种界定: 一是生命形态的文明，

指一个人类共同体所表现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形态; 二是人类共同体，它不仅包括独特的文化形态，更

重要的是还具有地缘—利益性质，或者说，文明是具有

特定历史主体性和文化同一性的人类群体。 [ 4 ] ( P42 )

文明的融合发展实质上反映的是由于地理环境和

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产生了发展程度不同和各具特点的

文明形态，即作为个体存在形式和利益载体的政治组

织，从而导致不同区域人类共同体的并存、互动以及一

体化和整体性的发展趋势。因此，尽管其他形式的社会

存在对于文明的融合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文明

融合发展的主体应为完整统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

体，即人类共同体。这种人类共同体，具体表现为决定人

类系统各个发展阶段性质和特点的政治共同体，如氏

族、部落、部落联盟和民族国家等。人类共同体自身演变

的历史过程亦充分体现出文明从区域性存在走向全球

化的发展过程。从文明融合发展的角度看，也可以把人

类共同体称之为文明共同体。

( 二) 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及其作用

文明融合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化所决定的社会

形态的空间拓展，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具有必然性。人

类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分化决定了文明共同体利益的客

观性，而自然环境满足人类的需求相对有限，导致不同

文明共同体间利益的冲突，产生相互间的竞争，这种竞

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国际化的具体体现。

竞争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的国

际化，不同文明共同体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文明的

区域性拓展和融合得以不断推进，形成更具包容性和整

合性的文明共同体。有关研究指出，当人类文明产生的

时候，亚欧大陆就开始形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最早的

五个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 35 度之间的狭小

地区。在农耕世界的北边，可以说像漫山遍野的黄沙一

样到处弥漫着游牧民族。这种对峙，从公元前 3000 年一

直持续到公元 1500 年，这在农耕社会与农牧社会的三

次大冲突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5 ] ( P13 － 37 )

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操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

民族第一次大入侵浪潮，以文化杂交的方式蜕变出新的

文明形态，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分别取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文明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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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了克里特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由此

文明的区域也大大扩展了，向北延伸了约10个纬度。

第二次冲突大约发生于公元 2—5 世纪，由于匈奴

西迁所导致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引起了一场民族大迁徙

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冲突卷入的部族最多，有匈

奴、鲜卑、拓跋各部、突厥人、塞人、白匈奴、阿尔瓦人、西

部印欧种人的日耳曼人各支、斯拉夫人各支和闪族的阿

拉伯人等。亚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被迫西移或南迁，从

而导致了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结果分别导致秦汉帝

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解体以及早已名存实亡的古

埃及文明的灭亡和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伦

理文明的产生。由于入侵的游牧民族皆被农耕文明同

化，文明世界的区域范围又拓展了 20 多个纬度。

始于公元 13 世纪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的第三次大入

侵，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

欧和中欧。这次冲击虽然影响最大，但并没有能够改变

已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如许多蒙古人

皈依了伊斯兰教。继之而起的突厥人同样也没能改变西

欧大陆的文明体系，相反更刺激了基督教文明的一系列

内在变革。这样，到了公元 15 世纪，西欧大陆几乎到处

都是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反而变得没有立锥之地了。

( 三) 文明共同体间的借鉴及其作用

文明的传播、交流和借鉴同样也不断促进着相互间

的融合，这种借鉴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外来文明的传

播，应能够适合本土文明的特点，方能为后者所认同，成

为当地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产生文明相互间的促

进与融合。有学者指出:“一个历史共同体本着原有的文

化基质，按自己的意志消化、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并最

终超越之，从而形成更大的文明规模、获得更大的能量，

是现今各文明的共同历程。”[ 4 ] ( P21 )

西欧封建制跳跃地主制发展阶段率先进入工业社

会是继承借鉴与创新融合的典型。其时，西欧封建制正

处于向地主制发展的转折中。 [6 ] ( P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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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代前期，

世界上重大科技成就约有 300 项，其中中华文明约有

175 项，一直到明代中后期，中西方文明的科技创新仍然

各有千秋，不相上下。 [ 7 ] ( P116 － 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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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先进文明。因此，阿拉伯人积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

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大约都是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

洲的。同时，他们翻译了许多中世纪西欧几乎无人通晓

的希腊文著作。由于希腊文明的传播，西欧的基督教文

明从落后中逐渐苏醒过来。[ 8 ] ( P385 － 387 )正是因为外部文明

的重要影响，西欧封建制经过文艺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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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工业社会。

三、当代人类文明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 一) 文明融合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文明共同体间的竞争存在和平与暴力两种基本方

式。暴力方式的产生，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区域性分化，

产生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但究其根源，在于缺乏维

护人类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

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特征，即以市场经

济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社会一体化

和整体性发展的重大跨越，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决定人类社会互动融合的物质基础的转变。

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国际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在国际范

围内进行广泛合作，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发

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市场一体化、资本一体化发展

到生产一体化的更高阶段。

第二，支撑人类社会互动融合的价值理念的转变。

它突出表现为对人类自身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世界各

国利益相互交织，避免战争、追求和平成为各国对外战

略的主要原则，只有加强各民族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

才能缓和并化解矛盾，符合各自的利益。

第三，维系人类社会互动融合的政治新格局开始形

成。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关系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对

其他民族国家的统治。由于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

不断推进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民族国家间的合作

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不同民族国家共同发展

的格局开始形成。

因此，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课题，从根本上讲，就

是迫切要求民族国家间竞争方式的根本转变。在能源、

资源、环境、文化、信息、疾病、毒品、恐怖主义和宗教极

端主义等一系列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和迅速

发展，无疑是社会系统整体性发展的充分表现。德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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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更是全面深刻地揭

示了这一问题。贝克所说的风险，主要是指现代工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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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全球化的倾向，且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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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暴露出人类控制风险能力的局限和西方文明的

内在困境。

( 二) 和谐世界: 文明融合的新理念

和平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

“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

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 9 ] (P19 )

列宁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追求和平的特定含义。他指

出:“我们的‘和平纲领’应当说明帝国主义列强和帝国主

义资产阶级不可能给予的民主的和平。……谁许诺各民

族以‘民主的’和平，而又不同时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否认

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甚至在战争已经进行时还否

认这种斗争，谁就是欺骗无产阶级。”[10 ] (P161 － 162 )

然而，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全球化导致民族国家间共

同利益的不断增强，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国际化具有新的

特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独立建设社会主义成为

现实，西方资本主义的变革也将是改良与渐进的方式，

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社会主

义国家要客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势，在人类文

明的互动融合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走和平、开

放、借鉴与合作之路，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

和谐世界思想正是从人类发展整体性的高度，深刻

把握文明融合发展的当代要求，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与时

俱进。它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相继提出的建立

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提倡国际

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

思想，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鲜明的时代性，也涵盖了更

多的人类共同价值，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新世界观。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自觉适应了时

代要求，强调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统一，肯定不同民

族国家和社会制度对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相互借

鉴的重要性，坚持民族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与共同繁荣，

要求各个国家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不仅是和平相处、互

不干涉内政，还要和谐共存、彼此尊重、相互借鉴和共同

发展，强调了各类国家和各种力量之间积极互动的新要

素。和谐世界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信

念，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途径，体现

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持

续发展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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