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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后发文明系统的跳跃转型具有普遍性, 探讨后发文明系统的内部结构是深入揭示跳跃转型特点和规律的

内在要求。历史经验表明, 传统农业社会新兴文明共同体由于其内部结构的多元开放性, 在特定的外部社会条件下

存在跳跃转型的可能性。满族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开放结构促进了这一新兴文明的迅速崛起和跳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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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文明系统跳跃转型的实质是继承和借鉴的统一, 她既是

自身的发展, 同样也由此积极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具有这种高度扬弃功能的文明系统其内部结构的开放性十

分重要。那么, 深入探讨这种后来居上的后发文明系统的自

身结构特点, 也就成为具体揭示后发文明系统跳跃转型内在

逻辑的必然要求, 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学界关于文明或社会

形态跳跃发展问题的研究。然而,不同后发文明系统的开放

性却又是丰富多彩和各具特色的,这里将在关于古老中华文

明的近代多元结构
[ 1]
探讨的基础上, 尝试进一步考察传统

农业社会新兴初级文明共同体满族社会的多元结构。

一、新兴文明共同体满族的诞生

满族源远流长。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就是满族有

史书记载的最早先世。并且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

挹娄 (汉、三国 )、勿吉 (北朝 )、靺鞨 (隋、唐 )、女真 (辽、宋、

元、明 ), 都是肃慎的后裔。在从肃慎到满族出现以前的两千

多年中, 肃慎人的历代后裔, 在东北的 �白山黑水 �之间繁衍

生息, 发展了原始农业和饲养业的生产, 创造了原始文化。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 所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有别, 使得这一

民族共同体不同部分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处于边

远地带的部族长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方式; 而逐渐向中原地

区迁移的部族, 吸取中原先进的文化, 形成了新的共同体, 建

立了政权。其中女真族最具有代表性。

女真的名称出现于唐末五代 ,当时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

女真。 12世纪初, 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反抗辽朝奴役,

建立了金国政权, 不久灭辽与北宋, 成为与南宋对峙的王朝。

金代大量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后, 接受汉族先进文化, 绝大

多数已融入汉族当中。到元代, 进入中原和散居辽东一带的

女真人, 与华北地区的汉族和契丹人一同被视为 �汉人 �。
[ 2]

仍留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和松花江两岸、黑龙江中下游

以及乌苏里江流域等女真各部逐渐演化。到明代,伴随着蒙

古东渐和汉族北移, 这些女真人开始南迁。频繁迁徙不仅经

历着各部落间的相互掠夺, 而且不断受到外部先进邻族明

朝、朝鲜及蒙古等的多重影响。它促进了原始血缘组织的瓦

解, 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兄弟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 走向地域

型部落的更大范围的组合。在兄弟民族杂居共处的过程中,

各民族相互吸收、渗透,在十七世纪初的明末辽东地区, 一个

以建州和海西女真为主体 (有别于金代女真 )、又吸收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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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成员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地方

政权逐步凝聚而成, 并通过入主中原和文明融合, 创立了中

央集权的地主官僚制的清王朝 ,最终实现了对奴隶制的跳跃

发展。

二、满族社会的多元开放结构

传统农业社会新兴文明共同体的跳跃转型多具有主动

性, 反映出人类农业文明发展阶段,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

族相互间竞争互动与借鉴融合的鲜明特征, 与近代工业文明

诞生以来落后民族国家的被动跳跃转型存在较大区别, 这是

由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格局决定的。满族入主中原、开疆拓

土, 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重要贡

献; 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 中华民

族文化高度成熟, 色彩斑斓。究其根源, 在于满族社会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开放结构的形成。

(一 )经济

满族社会的物质生产是采集、渔猎、游牧、农业和商业并

存的多元混合型经济。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土地制度和封建

化的跳跃过程。

八旗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 ,个人只有使用权, 平均分配。

同时, 努尔哈赤适应农业成为政权经济命脉的变化, 制订了

保护农业的法令, 鼓励田地不足之人, 至沿边内外, 任意垦

种;
[ 3]
此外,注重对外贸易, 加强同朝鲜和明朝的贸易联系,

促进了内外经济交流。皇太极鼓励满人掌握先进的农业技

术, 特别是健全以八旗制度为主的商业管理制度, 放宽了对

商业的限制, 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 4]
经济发展为满族政治、

军事和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后金建立前后, 女真奴隶生产关系开始变革, 封建生

产方式萌芽, 封建主和依附农民、奴仆逐渐成长为社会上的

两个基本阶级。当时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 成为女真社会发

展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改造了生产关系中的落后野蛮部

分,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跳跃发展。女真人的封建化过程

是, 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中, 封建生产方式的

萌芽仅仅经历了 40余年, 便在奴隶社会里成长起来, 达到奴

隶占有制在社会经济中的支配地位, 崇德元年 ( 1636年 )进

入封建社会。
[ 5 ]
满族在短短的几十年中, 实现了封建化的跳

跃发展, 除其社会内部固有的因素以外, 还因为整个社会对

先进民族的积极开放, 其步骤是大批吸收、迁入汉、朝鲜、蒙

古各族人口, 或者全部迁居汉区, 与汉人杂居, 共同生产、共

同生活。

对于任何民族来说, 私有制的形成和国家的产生, 都以

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为前提。明末女真社会的发展

特点在于: 其交换关系主要不是在社会内部分工有了很大发

展的基础上, 而是在与外部农耕社会形成的区域性分工基础

上繁荣起来的, 或者说是在毗邻消费市场的直接刺激下崛起

的。采猎经济与游牧经济一样, 它的产品只能满足人们的最

低限度消费。因此,它一旦与农业社会建立交换关系, 结果

只能是对后者形成严重依赖。举凡日常所需、农业、手工业

的主要生产资料均仰赖农耕社会供给,为此又必须输出相应

的传统产品, 这在落后民族与先进农业民族的交换关系中是

普遍现象。这种交换关系对女真社会产生双重影响: 在主导

方面, 它成为私有制发展的有力杠杆, 刺激了人们的物质需

求, 当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将掀起冲突和战争, 集体平

均原则和互助合作的亲密关系被剥蚀,使个体家庭独立经营

成为现实; 在次要方面,由于它强化了传统经济,抑制了社会

分工和手工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抵消社会经济的发

展速度。
[ 6]

(二 )政治

满族社会是一种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度过渡形态, 呈现出

开放和迅速发展的突出特点。首先, 它是由八旗所组成的共

同体, 原始氏族关系尚未受到彻底破坏, 必须重视各旗或部

落首领的作用, 王权难以随意任命官吏取代他们。其次, 由

于生产力低下, 政权所能直接掌握的经济资源有限, 故并不

直接组织生产, 必须使广大女真成员维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

足状态; 同时,为了避免女真人重新陷入分散孤立、各自为政

状态, 又必须依靠八旗组织管理经济。八旗作为政权中相对

独立的组织, 承担着部分社会职能, 其内部体现为家族内的

人身隶属和强制。
[ 7]

满族社会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八旗制度, 这是一种最适合

于满族形成和崛起的制度。八旗制度军政一体、兵民合一,

�出则为兵,入则为农 �, 成为军政经合一的社会组织。满族

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在建立政权后之所以依旧保持军政一

体、兵民合一的组织特点,固然得之于部落制度的传统, 与其

社会经济类型也有关系。
[ 8]
历史上先后活跃在我国北方的

各少数民族, 或者是像匈奴、蒙古那样始终以游牧为主要经

济, 或者是像女真、满族那样早期以渔猎为主要经济, 都不具

备农业社会雄厚的物质力量、丰饶的财富和取之不竭的人

力。农产品与手工业品的匮乏是其经济的共同弱点。既然

无力供养一支完全脱离生产领域的职业军队, 也就无法实现

兵民的分离。八旗制度不仅使女真各部实现了统一, 而且还

吸收了汉人、蒙古人和其他民族成员, 进而融合成一个新的

民族共同体 � � � 满族。它以扩大的家族形式分养国人, 有效

地实现着政权的两个基本职能,对外作战,扩张领域, 对内管

理公共事务, 组织生产, 维持秩序, 并统治奴隶和平民, 既巩

固了满族奴隶主贵族的权益, 同时也维护了满族广大基本成

员的 �自由民 �和个体小农的地位, 从而成为满族社会的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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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治动力。

议政会议是金政权的中枢机构。它沿袭氏族部落酋长

议事会民主形式, 却被赋予新的内容。议政会议以八旗为基

础, 由若干贵族大臣组成。其职能主要有执掌司法、选汗权、

议政权等, 举凡军政大事皆需交议政会议议决, 实行共议和

集中相统一的 �共治国政 �, 主要有推举新汗、彼此监督、共治

国政、设官辅政、同座受拜和八家均分等六项具体措施。
[ 9]

此外, 满族政权崇尚法治, 权利义务概念明确。值得指

出的是, 金国的诉讼程序,承袭了氏族社会的残余影响, 又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多层合审。从基层到中央历经初

审、复审、终审三个基本层次, 在每个层次的每个环节, 均规

定由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合审而定, 禁止个人擅断。第二,

对诉讼权缺少限制, 准以下告上。
[ 10 ]
封建社会通常从维护地

主阶级的特权和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出发, 对卑幼、奴婢、部

曲乃至雇工的诉讼权都予以明确限制。满族统治者允许以

下告上, 告准后还准许离主, 表明满族社会的等级制度尚未

发育成熟, 与之相应的观念也比较淡薄, 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三 )文化

满族贵族君主制特点的八旗政治制度以及物质生产方

式的多元化, 能够团结游牧、农业和渔猎等处于不同经济文

化类型中的各个民族, 具有建立和维护多民族政权的经济和

文化基础。

八旗制度对民族文化的整合是满族形成和强盛的内在

原因。它将原本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部落、部族纳入到统一

管辖的体制中, 对原来处于分散纷乱状态的女真文化进行了

多方面的整合。即坚持民族特征文化和核心文化, 重新对民

族文化进行定位, 将 �国语骑射 �视为民族和立国的根本, 强

化了最具民族特色文化的服饰制度,特别是满文的产生及其

强化使用是其关键, 成为满族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与

此同时, 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有所变化的基础上, 对社会

上流行的种种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观念和习俗加以禁止。
[ 11]

由此完成了由女真向满族的转化,使八旗中的满族成为具有

新的文化认知和归属感的民族 ,将处于自在状态的女真文化

发展为自觉状态的文化。当这种文化自觉形成的时候, 民族

自觉也就随之产生, 并逐渐成为一个强盛的民族。大体说

来, 满族精神突出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首先, 融合创新。满族和后金政权及清王朝形成初期,

凝聚所有可以凝聚的力量, 立足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必须不

断创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努尔哈赤在对牛录进行改造

的基础上, 创立了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组织形

式 � � � 八旗制度, 并逐渐发展成为政权的组织形式, 对满族

的形成和后金政权及清王朝的崛起起了根本的作用。

满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相对汉蒙等民族较为落后,

但由于善于学习, 多方面汲取汉蒙文化的精华, 博采众长, 使

其能够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汉族社

会生产方式对加速女真社会封建化的作用十分突出。后金

的封建制度, 诸如计丁授田、纳粮当差以及设立六部, 依照

�大明会典 �行事等主要方面, 皆是根据女真社会的迅速变

化, 承袭明朝有关制度而产生的。
[ 12 ]

其次, 包容团结。满族自身即是女真和汉蒙等民族的融

合。满族在形成过程中,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自身的狭隘

性, 团结同一民族的不同成员和不同民族的成员, 与蒙古结

为一家,与汉族结为一国, 变阻力为助力, 实现民族团结, 结

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最大限度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把不同

民族的成员编入八旗, 是满族崛起的重要基础。

满族具有组织本位意识,纪律严明, 注重功绩,有尚武精

神。满族家庭属于父系制家庭,但妻子常常居于主导地位,

父母重长更重少, 重男不轻女。同宗个体家庭之间是平等

的, 宗族组织不发达,功能不全, 人们重视组织生活超过缔结

宗族集团。缔结八旗牛录遵循 �亲属 � � � 邻里 � � � 契约 � � �

命令 �原则,
[ 13]
融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于一体。八旗牛录

融 10余个不同族群,成为满族缔结社会团体的重要文化心

理基础。

满族的社会历史观 ,从古代的万物有神论、神主论、英雄

史观, 到天命 � � � 德政论, 都有遗存。满族注重引进儒家思

想, 通过积极吸收其政治学说,与满族传统的贵族推举制、公

议制和勤政思想相结合, 加以改造,扬弃其 �夏夷之防 �等偏

狭内容, 实行科举制、六部制、官爵制等, 形成了新的政治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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