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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幻灭了。”因此，摆在中国共

产党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认清国情，

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才有

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

而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或

者意义就在于超越了资产阶级领导

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一方

面，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社会性质，使得中国的民族资

产阶级带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

性，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核心团结

革命和建设力量。正如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所指

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只有这种畸形

的途径：帝国主义使豪绅、地主商

业化， 保持这一阶级在封建剥削的

阶段上，加强地方市场的‘发展’，

经过它吸取中国农民的膏血。中国

工业，所以始终只有如此可怜的状

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始终没

有完全的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作

用。”另一方面，由无产阶级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案更彻底、更

符合中国实际需要，能够克服旧

民主主义革命的弊端，根本解决中

国落后挨打的制约因素。党的二

大宣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列

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

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

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

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

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

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

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

制度把持之下。”因此，只有无产

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

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扫清根本性

障碍。

（原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历史生成逻辑》，摘自《东岳论丛》

2023 年第 4 期，周政摘）

中华早期文明是“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韩建业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

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

核心思想观念，也有共同的文化基

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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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

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

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

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

这样一个萌芽于 8000 年前、形成

于 6000 年前超稳定的“重瓣花朵

式”文化格局，也就是“早期中

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

中国”，后世则发展为“文化上的

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

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

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

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

等性。

“文化上的中国”或“中华文

明”有其独特性。西亚 8000 多年

以来也有发达而颇具共性的文化，

但宇宙观是“多元”的，诸城邦各

为其主、各有其神，缺乏稳定的中

心，苏美尔的王权只是城邦王权

或者小王权，可称“城邦文明”模

式。埃及自距今 5000 年前开始，

文化高度统一，缺乏分支文化系

统，法老对尼罗河广大地区拥有广

幅王权或者大王权，可称“埃及

文明”模式。“城邦文明”模式从

根源上讲不是一种趋于“一体”或

“一统”的文明模式，只能通过军

事征服建立“帝国文明”，但“帝

国文明”由于缺乏深层的统一基础

而很容易崩溃。“埃及文明”本质

上就是“一体”或“一统”程度

很高的文明模式，但因缺乏分支文

化系统和社会子模式的多样性而

少了许多变通而长存的可能性。只

有“一元多支一体”格局的“文化

上的中国”或者中华文明，本质上

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

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

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

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一元

多支一体”格局和文献记载的夏

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畿服制“天

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

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

模式。

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

格局或“天下文明”模式，从根本

上与中国相对独立又广大多样的地

理环境有关。“相对独立”既决定

了早期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一体”

性，也决定了其“开放性”，使其

有机会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发展自身；

“广大多样”既保证了一个伟大文

明必须具备的足够大的地理空间，

也使中国文化具有“多支”系统，

拥有变革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中

华文明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

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广大、最深厚的

黄土等土壤堆积区，大部地区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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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黄河、长江流域位于适合种植谷

物、发展农业的中纬度地区，所

以 8000 年前就形成了具有互补性

的“南稻北粟”农业体系，为中华

文明奠定了坚实根基。黄河中游地

区水热条件适中能长期持续发展农

业，地理位置居中便于文化的吸纳

与辐射，因此才有条件成为“文化

上的早期中国”的中心。早期中国

早熟而强大的农业体系，必然需要

精准的农时而催生出早熟的天文学

和敬天观，也必然需要超稳定的社

会结构而产生祖先崇拜，由此产生

的“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

宙观自然是“一元”而非“多元”。

（原题《论早期中国的“一元

多支一体”格局》，摘自《社会科

学》2022 年第 8 期，李壮摘）

中国早期文明是内生性演进

曹建墩 岳晓峰

所谓内生性演进，是指在文

明的母体中独立起源，并以自己为

主体发展演进，具有自己的演进路

径和文明化进程，其演进是由内部

动力和各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推动

的，而不是依赖外部力量完成自己

的文明化进程。中国早期文明是文

明体“内部”不同地区的人群按照

其固有的地理环境和生业方式，相

互交流融合，逐渐抟聚形成的文明

体，是由自身的社会矛盾运动推动

而演进的。

第一，中国文明独立起源与

发展。考古研究表明，中国文明是

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不同人群社

会活动等各种要素综合作用下独立

发生与演进的，是土生土长的文

明形态。关于中国文明最早的地理

与文化意义上的母体，张光直曾提

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认

为自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开始，有

各自起源和特色的几种区域性文化

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

互作用圈。这个史前圈子形成了历

史期间的中国地理核心，而且在这

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统一

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上扮演一定角

色，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相

互作用圈是早期文明演进的地理舞

台，也是文化舞台，不同的区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