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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详解

理解近代中国现代化路径的
总体思路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周浦中学历史教师 金建明

� � � �回顾近代以来百年中国所走过
的艰难历程， 既是一部中国

人民屡遭外侮的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华
民族抵御西方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
的反抗史，更是一部中国社会探索现代
化转型路径的奋进史。这是近代中国历
史演进中相互交织的 “三条基本线
索”。

1.� 鸦片战争以前，在传统的东亚
格局（“册封—朝贡”体系）和“华夷
之辨”的观念中，形成了文化价值层面
上的民族主义优越感。 鸦片战争，既是
近代东西方两大文明范式的世纪大碰
撞，也是近代先进的工商业文明与传统
落后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冲击与示范。鸦
片战争的失败，意味着“天朝的崩溃”，
意味着中国被迫纳入到当时西方主导
的殖民体系之中。

⑴中国的历史演进，大抵只是一个
王朝模板兴衰周期的循环而已。为什么
呢？ 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超稳定”的结
构，具有高度的“社会组织化”机制。 譬
如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老是不能

够像西方那样开花结果？ 在这里，我们
不妨用“适应性变迁”、“边际性变迁”和
“总体性变迁”的范式予以阐释。中国前
现代社会之所以无法突破 “适应性变
迁”的重围，其根源在于其政治秩序、社
会秩序、 文化秩序是高度交织在一起
的，形成了一种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
整合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机构性因素
下，它能够不断同化各种政治变迁和经
济变迁，并把统治者的取向与各阶层取
向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降低到最低限

度。 马克思说“与世隔绝曾是保存中国
的首要条件”，而西方的扩张，实际上充
当了打破中国这种隔绝状态的“不自觉
的工具。 ”

⑵康乾盛世是“落日的辉煌”。这个
盛世，是帝国的盛世，是东方专制主义
的盛世，是农业文明范式中的盛世。 这
个中国的 “晚霞”， 对应着西方的 “朝
晖”。 如果将它放到世界背景中观照，
面对当时西方工商业文明那开放性政

治与扩张性经济中所孕育的生机勃勃

的可持续发展趋势，其历史局限性则更
显突出。

2．太平天国运动是没落王朝内部
深重危机的总爆发。即使没有西方殖民
的逼迫，一场农民运动风暴也已蓄势待
发，西方的影响只是起到了一些催化的
作用并赋予了这个古老的内容以新的
形式。 这场旷日持久的、席卷南半个中
国的农民运动，极大地消耗了中国社会
的元气，也促使满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体
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异。

⑴此刻的清朝已进入王朝末期。历
代王朝危机各种症候纷纷呈现，主要表
现为：政治黑暗腐化、官场风气浑浊，官
与民争利现象严重，出现流民阶层。 再
加上清朝是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土地
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加剧，老百姓社会水
平普遍下降，于是匪患层出不穷。

⑵清朝本是满族人的天下。镇压太
平天国时，朝廷力有不逮，只能依靠湘
军、淮军等地方“团练”。在此情形下，在
清朝政治统治结构中呈现出三种意味

深长的变化： 一是权力重心的下降，中
央权威向地方督抚转移；二是权力中心
转移，汉族官僚呼风唤雨；三是军人在
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

3．19 世纪 60 年代起， 在王朝内
部危机爆发的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进
一步加紧逼迫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
重打击之下，一批开明官僚阶层发动了
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统治而实施的 “技
术创新”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可以视
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由于自身对外
部世界认识的局限，由于制度性腐败对
如此小幅度变革成果的大规模的消解
作用，再加上太平天国对社会元气的消
耗，尤其是来自于刚刚崛起的日本在甲
午战争中所造成的空前压迫，这个近代
中国人的第一个“强国梦”幻灭了。

⑴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民族资本
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有争论的。 一
般认为，洋务运动为民族资本树立了榜
样，刺激着民族资本的兴起，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
与此同时，由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权
力背景，其垄断性经营状况势必压制民
族资本的发育成熟。

⑵比较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
维新的成败得失，是史学界常比常新的
研究热点。 日本通过民治维新，成为亚
洲唯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新兴的资本

主义国家。然而，在日本的战略棋盘中，
遏止中国成为了它实现上述目标的首

要任务。
4．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现实境

遇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和亡国灭种的严
重威胁的刺激下，一些体制外的富有爱
国情怀的边缘性知识分子，开展了一次
依靠封建王朝的权威资源来推进的自
上而下的“体制创新”的尝试。 由于缺
乏最基本的政治经验和改革谋略，由于
触动了所有体制内的保守势力的既得
利益，这场急风暴雨般的激进主义维新
运动在没有来得及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情况下夭折了。

⑴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具有双刃剑
效应。 它的成功，客观上给中国提供了
一个示范性的窗口。在晚清最后二十年
里， 日本既是中国改革派的避难所，也
是中国革命派的大本营。

⑵关于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长期
以来都是归咎于慈禧太后的顽固和袁

世凯的告密。 近年来，人们开始对这个
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将戊戌变法
纳入社会改革所应遵循的战略研究中，
认为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身上存在着
“改革幼稚病”的问题。 这种“改革幼稚
病”的突出表现，就是革命型思维方式
和改革型思维方式的错置。戊戌变法过
程中，由于维新派采用了“毕其功于一
役”和“快刀斩乱麻”的激进主义改革战
略，从而在还没有来得及动员、培植、聚
集改革的支持性社会力量的情况下，反
而促使各种社会中间势力和政治保守

势力结成了反动同盟，结果必然是加剧
了社会的两极化分裂和力量天平的严

重倾斜，最终导致其自身迅速失败的结
局。

⑶从当时的历史情境看，有三种重
要的社会因素规定了这场社会变革的

基本特征：一方面是面临着空前沉重的
压力，这主要是指由于甲午战争和《马
关条约》的催化，使得改革具有一种难
以压制的急躁冒进的心理骚动，目的论
远远高于条件论。一方面是面临着空前
沉重的阻力，包括政治权威的两元化格
局、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退化、官场风

气的浑浊、国民的涣散与麻木等，构成
了整个社会的惰性状况。第三个方面则
是缺乏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这是一场
在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发育成熟的历

史条件下爆发的“早产”的资本主义式
的社会变革运动。

5．世纪之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自尊最后一次挣扎的义和团运动在八
国联军面前无情地失败了。如果说鸦片
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么庚子赔款
终于打开了中国人的心灵之门。 于是，
包括慈禧太后本人在内的统治集团，开
始推行一套实质上乃是继承了百日维
新未竟事业的“清末新政”。其中，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抓住了中国社会结构
性变革的命门。 然而，鉴于满清王朝统
治的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其社会组织
动员能力已大打折扣，最终被一场自下
而上的革命风暴湮没了。

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地是王

朝内部危机的总爆发，那么义和团运动
则是中国反抗外族欺凌的一种民族主

义自然反应，然而这种盲目排外的狭隘
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愚昧落后的社

会印记，也引来了给中国带来更大祸害
的八国联军入侵。现实的力量已无以为
继，义和团勇士凭借着一股“扶清灭洋”
的热血和“刀枪不入”的幻影神话，敌不
过区区四千人马的八国联军。中国人的
心在滴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
的统治合法性资源急剧流失。

6．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确立
了当时亚洲唯一的民主共和制度。 但
是，长期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在内
部的封建压制和外部的殖民冲击这双
重因素的挤压中，无论从阶级规模还是
阶级意志角度看，并没有成熟。如此，民
主政制的社会支撑非常脆弱，共和派在
跟袁世凯的较量中轻而易举地被颠覆
了。

从阶级基础看，辛亥革命还称不上
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孙
中山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与热血青

年，高举反清的民族主义旗帜，感受着
世界发展的潮流，通过对现代宪政制度
的移植，力图以“三民主义”理念来改造
中国。

7．袁世凯的上台，树立了一个权
威。在这个从旧体制里走出来的军人和
政客身上，聚合着一种“新”的智慧和
“旧”的野心。对于他的称帝，实际上历
史也根本没有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
会：这是因为他脑子里的封建幽灵的作
祟呢，还是像拿破仑那样只是将它当作
调整统治策略的技术手段？

⑴许多人从来没有怀疑过拿破仑帝
国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 因为
他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 没有人说它
是一种“复辟”。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因为
袁世凯恢复了帝制形式而不是从他的实

质性目标角度出发，就认定他是在搞“封
建复辟”，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评判实际
上是一种不公平的“双重标准”。

⑵1915 年中国知识界精英界一道
两极对立的奇观：一边揭开了“新文化
运动”的序幕，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另
一部分人则在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
尽犬马之劳！实际上，双方都以“天降大
任于斯人” 的救世济民的社会角色自
居，反映的只是围绕着如何解开当时那
个历史十字路口的“死结”问题上所采

取的不同策略：在社会剧变之际，是脱
胎换骨优先，还是秩序保障优先？ 这个
围绕着“精英驱动还是平民驱动”以及
如何才能将两者有机整合的问题，实在
是一个时刻伴随着中国走出 “历史三
峡”进程的历史大命题！

8．后袁世凯时代，则是中国社会
大动荡中孕育着大希望的过渡性时期。
中央权威真空，军阀群魔乱舞，知识分
子解放，民族资本兴起，无产阶级队伍
壮大，整个社会在转型与裂变中———一
场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的新文
化运动应运而生。 这是一场告别传统、
拥抱世界的“文化启蒙”。 它标志着中
国人面对西方的那种由被动姿态向主
动姿态的大转变，也凸现着知识分子在
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中的 “学者兼战
士”的地位和品格。 从此，中国知识分
子确立了他们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
中的主导性地位。

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序幕。“救亡”的任务是如此迫切，政
治的革命必须取代文化的启蒙，而成为
头等大事。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找到了工人阶
级这支新兴的社会力量，一个充满生机
的革命政党诞生了。

“五四”是青年节。每年纪念五四运
动，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 什
么是“五四精神”呢？ 那就是：青年要成
为时代的先锋，青年要承担起社会的责
任。 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那是一个英
雄的年代，那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负的年
代。

9．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上就是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社会力量
联合起来，跟传统残余势力的最后一次
决斗。 大革命的失败，意味着通过这两
股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力量联
盟来谋求建立一个新式国家的尝试的
失败。

孙中山的逝世，无疑是中国革命的
一大损失。 他的去世，使国民党失去了
领袖级人物所不可取代的凝聚合力的

杠杆作用。国民党内部围绕着“联俄、联
共”政策的分歧公开化，随着北伐战争
的节节胜利而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了第
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10．此后的国共对抗，实际上是两
种现代化模式之争：处于执政者地位的
蒋介石， 试图走一条在现有政治框架
内，依赖社会精英阶层来改造社会的道
路；而共产党人则试图走一条通过来自
社会底层的工农联盟的巨大的社会能
量，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打破自身以外
的所有羁绊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内部广泛存在的制度
性腐败风气，加剧了这个经济二元化社
会固有的紧张关系，再加上日本的逼迫
所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革命与救亡的
声音，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逻辑要求。 在
乡土中国，农民阶级这支现代化运动中
的守旧力量，成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走向
成功的颠覆性力量。

中国革命的胜利，既是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民族解放运
动的一部分。它不是一场纯粹的农民运
动，而是走了一条由特定类型的知识精
英导演的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革命运动。
这是一条迂回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历
史在“死角”里浴火中重生的最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