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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唯物史观形成时期，马克思指出落后国家只能以资本现代性形式展开自身发展之路，相应带来的
资本主义灾难是进入“世界历史''建立现代性而必然付出的代价。
但当”单独的历史“进入”整体的历史“之后，各个民族都分别以自身的方式进入”资本的时代“。
这其中有些民族对于自身的现代发展就产生了”跨越''完整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新历史阶段的
可能。
马克思通过对一些比较落后国家的发展关注，在资本批判的意义上实际上以“跨越”的方式显示了一
种“解放”的道路。
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再是一切民族“注定要走”的具体历程。
马克思晚期实际上开展了一种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之间差别、转换和发展的关系研
究，唯物史观成为建立在生产方式顺序更替“一元”逻辑之上的现代发展“多线”论，成为马克思“
改变世界”哲学在发展观上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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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 马克思 “跨越”思想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发展理论在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否可
能被跨越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坚持社会形态的严格依次更迭、资本主义必须
被所有国家无条件经历的“演进论”；另一种就是主张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跨
越论”。
对资本主义的“跨越”一般都提到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设想，但我们认为，马克思这一思想不
是唯物史观简单在东方社会的运用或者成为对唯物史观发展学说的一种“根本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出发，对“世界历史”以来的发展进行“发展”意义的
横向、纵向考察，实际上开启了一种面向新时代的“跨越发展观”。
这种现代发展观念成为了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个有机成分。
“跨越”发展观应是现代社会背景下一种合理的发展观选择。
马克思实质提出了社会发展一元规定之中的“多线论”。
“跨越”式发展最终成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支配下的“解放”选择。
 近代以来，进入“世界历史”使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受到本国生产关系的影响，还受世界
上的其他落后或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制约。
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能够整合出一个复杂的系统。
历史发展证明，由这种统一性生产力支配下的社会形态变迁，都不是由于单纯的生产力直线发展造成
的，而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共同决定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各地区的相互交往把
以往的“单独的历史”变成了“整体的历史”，这种“历史观”使他能够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
起来，认为“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途径。
这就大大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
马克思设想在这个大背景下，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
谷”，“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在单独一个国家实现一种“跨越发展”。
现实的社会主义正是在相应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于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就出现了社会形态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的统一、社会发展整体与部分
的统一，社会形态发展更替的顺序性与跨越性的统一。
 第一节 发展： 是“顺延”还是“跨越”？
 一、“顺延”与“跨越” 马克思并没有在历史的普遍规律（顺序）之外来探讨东方国家的特殊发展
道路，他认为“跨越”资本主义“峡谷”本身恰恰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产物。
因为从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没有资本主
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东方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跨越落后停滞的状态，直接进入现代社会发展阶段。
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不是直接存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只存在于整个时
代的范围内，所以不能在单独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寻找“普遍历史”的整体历程。
我们不能简单把社会发展规律等同于历史过程的具体阶段顺延。
 谈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跨越”思想，就直接涉及到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
我们知道，马克思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线索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
展，并得出结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
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被简称为“五形态论”或“五形态说”。
这是以历史尺度（生产力）和单一的历史线索（五大社会形态）对历史发展顺延关系的概括，由于整
体社会生产矛盾而导致的“顺序”演化，这种“阶段性顺序”具有类似自然的必然性。
因而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
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这种客观性告诫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非常重要的因素，马克思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是“人们
在活动过程中结成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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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描述确实强调了是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和客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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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马克思"跨越"思想的发展观意义》从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思想出发，考察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
经历的时代性变革，结合对马克思晚年书信和“人类学笔记”梳理，针对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的“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把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思想把握为一种“跨越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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