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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己提上广大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者的议事日程。在笔者看来，加强社会变迁与文
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卜}近代文化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认
识。就笔者的认识而言，我们要搞清深么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就应该首先搞清干什么是社会与中果传统社会和什么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深么是社会?学术界的理解历来有歧义。在近代学科化的视野中，“社会”被理解为人类生存和相互作用而结成的各种关系的集合体。社会学这
样认为，“社会是人们在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相互交往、共同劳动而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统一。”(谷中原:《礼会学理论基础))，中
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少劝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因为对社会生成和存在的形态及方式的看法不同，形成了对社会理解的唯名论和唯实论
两大派别。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220贝)，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 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是构成为
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上)，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7页)以上论述
告诉我们，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为基础的劳动生产活动是社会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人们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是社会的全部内涵，其中生产
关系是木质关系;社会是一个结构性的关系形态;社会关系总和而结成的社会是一个历史运动的过程，是历史范畴。这几个方而是我们认识“社
会”时应当注意的基木特点。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组织系统，因而认识社会必须从剖析其结构入手。依照不同
的方法，它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而。这几个方而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
组成一个“社会”形态。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传统社会呢?概括地说，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中国占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具有某种基木特质
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有机统一体及其过程。分析占代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可以认识中国传统
社会的基木形貌和特征:首先，从经济结构看，中国传统社会以一家一户为生产中一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其主要特征。小农经济是中国传
统农业文明社会的经济主体，工商业始终只是农业的补充和依附。“重木抑末”丁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历代统治者经世不易的基木国
策。 其次，从阶级结构看，在传统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只能是(或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两大
阶级，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阶级是被统治阶级，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一上地的所有者，地主阶级主要是通过地租
的形式对农民进行剥削的。 再次，从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看，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的
封建专制制度。因为在传统农耕社会里，分散、弱小的小农经济需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力量提供必要的扶持，否则，任何人灾人祸都会给弱小的
自然经济以沉重打击，进而动摇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此而言，封建专制统治的确立和加强，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决定的，是
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指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建立在小农经济基
础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残攀和沉重剥削，以及儒学独尊的思想钳制，不仅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长期压制、扼杀新兴的社会力量，而I I.连思
想观念上的不同学说也总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极尽摧残。最后，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缔结是以血缘宗法关
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中国占代社会在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氏族血缘关系同私有制相结合，演变为奴隶制卜新的社会关系的
粘合剂。原始社会末期的父权制血缘则产继承关系演变为奴隶制卜的血缘亲疏关系。 在进入奴隶制阶级社会后，血缘关系照样成为缔结社会关
系的纽带，血缘亲疏差序成为阶级统治者分配权力和则富等社会资源的基木尺码，成为区分君臣、父子、夫妇等社会等级秩序的宗法原则的基
础。家大立族，聚族成“国”，“国”是家的扩大，于是家“国”同构，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便形成了。到了封建社会，这种血缘
宗法关系又成为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强化。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里，血缘宗法关系是小农经济十分低卜的
生产力水平卜家族则富积累和继承的根木保证，而家族则富的积累又是个人生计保障的最后防线，所以，血缘宗法关系越紧密，家族的向心力越
强;血缘宗法关系网结越多，家族越大;家族越大，个人越有安全感。这种生存法则，决定了在血缘宗法社会里，家族、宗族高于一切，“家长”
至高无上，群体先于个体。表现在传统文化中就是群体木位特质。    

  所谓社会变迁，也就是从上述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向近代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
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I+I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在这四个方而的变迁或转变中，最先发生变迁或转变的是经济结构，主要表现
为旧的经济因素-一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一的逐渐衰败、减少和新的经济因素一一近代资木主义的工商业经
济一一的产生不断发展壮大。经济结构发生变迁后，必然要引起阶级结构的变迁，产生于旧的经济因素之上的旧的阶级一一;J建地主阶级一刊各
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而产生于新的经济因素之上的新的阶级-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后来的无产阶级-一则将取代旧的阶级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随着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迁，建立在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维护旧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各种旧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卜}家的政治制度-
一;J建专制制度-一势必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批判(包括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而最终被废止或推翻，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维护新
的阶级利益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一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一则将逐步地建立起来，尽管其建立的过程非常曲折、复杂和艰难。  

上述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或转变，又必然要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或转变，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功能结构逐
渐取代了传统的以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的身份等级结构，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家族、宗族制度以及以血缘、地缘和业缘
为纽带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团体或组织(如会馆、行会、帮会等)或发生解体，或为新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如政党、商会、学会等)所取代。     和
我们讨论社会变迁首先要讨论干}一么是社会和传统社会一样，我们要讨论文化转型也应先搞清什么是文化和传统文化。目前世界上标榜文化}JI
一究的学术中，使用的“文化”概念有百余种。这种见仁见智的界说，自然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文化”的现象的普遍性和意义的重桑性。 

有学者认为，“文化就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汤权友、胡鄂飞编:《简明群众文化词
典》，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我们认为，这一说法虽无新奇之处，但它的含义却值得深究。一、它说明文化是一定社会精神生活形
式的总和，理应包括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伦理规范、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非物质现象;一、它决定于一定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
生产方式具有反作用;二、它既然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就必然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来，这个物质载体包括
人和物两方而。譬如，一种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是通过具体的人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或}5籍、器物及其他信急手段表现出来。而某种物质载
体当被赋子了特定的信h,内容时，就变成了非物质性的文化现象(事实)，也就是说，它本身成了文化的具象。人类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造成各种
文化差异的原因，从根木上讲是山于各自赖以生长和发展的社会历史上壤不同。     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它孕育、生长和扎根于漫长的农
耕文化社会的历史上壤中，传统社会的历史特点赋子了它的基木特质。这是因为文化的形成和变迁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说
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



页)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着特定的社会文化。恩格斯也认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
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Jl二日‘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7页)这就是说，只有理解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Jl二日‘从这种理解出发，才能认识这个社会
的文化。因此，我们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质，就必须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特点入手。如前所述，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
产中一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形态中，生产力水平低卜，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狭小、封闭，血缘和
地缘等共同纽带把人们联结成不同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体系形成了宗法一体的社会控制权力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传统
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及其特质。  

如果说社会变迁指的是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那么，文化转型指的则是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变化。其内容主要包括二个方而:一是构成要素
的变化，除了原有的中卜}的传统文化外，新的西方的近代文化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开始在中国出现，Jl=经过与中卜}传统文化的碰撞、
交流与融合，逐渐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一部分。一是部门文化的变化，这又包括两方而的内容，一方而，一些传统的部门和学科或不能适应社会
现代化的需要而逐渐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变革原有部门和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从而向现代部门和学科转化;另一方而，西方的一
些新部门和新学科开始传入中国，Jl=最终得到确立和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部门和学科体系。 二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诸如纲
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辩、重农抑商少人不变、道也不变”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或否定，Jl二逐渐为L心主、自山、平
等、博爱、重商、进步等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民主与科学开始成为中卜}近代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木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变迁一样，在文化
转型的这二个方而的变化中，首先发生变化的是构成要素的变化。而与传统文化冲突最多、其变化的过程最为曲折、反复和艰难的是价值观念的
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既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占代或中占文化的一个根木点，也是衡量文化的近代转型是否发生和完成的一个重要指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社会变迁，还是文化转型，学术界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检视这些成果我们就会发现，或从观念史的角度
谈文化转型，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谈社会变迁，结果只看到中国变化的某个方而，史难看到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实际上，我们在考察中卜}近代社
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一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概而言之，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Jl二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
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卜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其思想前提。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
究，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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