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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科学 年第 期

“
李约瑟难题

”

与王亚南的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张兴 国 张兴祥

提 要 」 年
,

英 国科学史家李约 瑟博士在其 巨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一卷导论中首次提出著

名 的
“

李约 瑟难题
” 。

由于历 史的机缘
,

王亚 南与李约 瑟相逢
,

并从历 史学
、

社会学
、

经济学的 角度

对
“

李约 瑟难题
”

的关健性环节进行科学的理性的思考
。

他以 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入

点
,

以 比较的观点
、

系统的观点
、

发展的观点考察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形 态
,

对官僚专制政治的独裁

性
、

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
、

中国传统思想儒 家学说的独 占性以及它们之间 内在的联 系展开全面 的

分析和批判
。

他指 出
,

以地主经济为物质基础的 中国官僚政治
,

抑制 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导致 中国

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
,

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
。

王 亚 南不 少开先河的论述和深邃的洞 见
,

可为李约瑟的总结工作提供极有价值的参照
,

他对
“

李约 瑟难题
”

所作的理论贡献
,

将 同他的业绩一

样永载史册

关键词 」李约 瑟难题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经济结构 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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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触摸 “
李约瑟难题

”

的缘起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

英国文学院院士
、

剑桥大学冈维尔一凯厄斯学说院长李约瑟

博士是近代化学胚胎学奠基人
、

杰出的生物化学家
。

年
,

李约瑟在其巨著 《中国

科学技术史 》 第一卷 序言中
,

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 在第 至第 巧 世纪
,

中国的科学发明和

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

可是
,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
,

并且只有原始型

或中古型的理论 欧洲在 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
,

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

序的基本因素之一
,

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
,

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①李约

瑟提出的上述疑问
,

在各国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反响
,

被誉为
“

李约瑟难题
” 。

事实上
,

早在 世

纪初
,

这些理论性很强的问题就已引起哲学界
、

史学界和 自然科学界的关注
,

各国也不时有学者

加人讨论
,

但因缺乏系统而深人的研究
,

有关中西科学发展失衡的问题未能
“

浮出水面
” 。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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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国内外学者对中西科学比较予以关注和研究
,

并把它推向前所未有的阶段
,

是李约瑟首次正

式提出这个难题之后
。

可以说
, “

李约瑟难题
”

是世界文化与文明史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

不亚

于数学上的
“

哥德巴赫猜想
” ,

它对于沟通东方与西方
、

中国与欧洲的科学文化
,

具有极其深远

的意义
。

在中外学者当中
,

王亚南是最早触摸
“

李约瑟难题
”

的
,

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机缘
。

年
,

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
,

接受英国政府的派遣
,

肩负援华使命抵达中国
,

任英国驻华

使馆科学参赞
。

年
,

李约瑟来到当时尚在广东坪石一带的国立 中山大学
,

与时任中山大学

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王亚南作过两度长谈
。

临到分手的时候
,

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

个话题
,

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扼要的解释
。

王亚南被
“

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

了
” ,

此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

逼他做出解答
。

当时
,

一般论坛热烈讨论的是官僚资本问题
,

王亚南也在 《文汇报 》
“

新经济
”

栏 目及 《时与文 》杂志上发表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文章
,

这个

问题促使他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做出科学的说明
,

因为
,

在他看来
, “

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

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
” ,

而且
,

研究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与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
、

伦理传统
、

儒家思想等等
,

将有助于考验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 ②。

王亚南在着手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时
,

已交代 自己的研究动机
,

但尚未清楚李约瑟提出中国

官僚政治这个话题
, “

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
,

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

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
” ,

王亚南也
“

不曾问个明白
” ③。

现在我们知道
,

李约瑟跟王亚南提这个话

题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

而是与他要回答自己在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一书中所提的
“

难题
”

有很

大的关系
,

甚至可以说
,

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性环节
。

因为
,

仅仅从科学

技术 自身的发展历史来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首先在西方兴起
,

这是远远不够的
,

科技活动不是孤

立存在的社会现象
,

它与经济结构
、

政治体制
、

文化思想等因素密切相关
,

所以
,

必须对中西异

质的经济结构
、

社会体制
、

历史传统
、

思想体系做出综合的对比分析
,

才有可能最终破解
“

李约

瑟难题
” 。

毫无疑问
,

王亚南所确立的研究视角
,

将为李约瑟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
。

王亚南的研究视角 以经济结构作为切入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
,

认为
“

人们在 自己

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
、

必然的
、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

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

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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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
,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

李约瑟也深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

特别是它们决定了近

代科学的兴起与否
,

所以
,

他在 年完稿的 《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一文 中
,

曾把他所

提的难题转换为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问题
“

直截了当地说
,

无论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

近代科学
,

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
。 ” ⑤他认为

, “

没

有资本主义
、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封建社会的衰亡
,

那么
,

近代科学
、

改革运动及文艺复兴都

是不可想象的
。 ” ⑥无庸讳言

,

王亚南的工作已走在李约瑟的前面
。

从 年 月开始
,

他陆续

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
,

年 月以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为书名
,

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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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出版社结集出版
,

随后
,

该书的姐妹篇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 》于 年 月 由华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

以经济结构作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切人

点
,

同时延伸到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

特别是社会史领域
,

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加

以系统的
、

全面的考察
。

他所要说明的是
,

中国政治形态一直受专制政体 —官僚政治支配
,

这

种官僚政治形态把地主经济作为它的物质基础
,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得不到突破性的发展
,

致使中

国社会长期停滞在封建阶段
,

未能及时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化
。

那么
,

什么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曾援引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 月 教授的解释
,

不过
,

他在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一文中
,

也给官僚政治作了界定
,

笔者以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
,

兹

引述如下
“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
。

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
,

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
,

图

谋人民的利益
,

反而是在
‘

国家的
’

或
‘

国民的
’

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
、

奴役人民
,

以达成

权势者 自私 自利的目的
。 ’,

⑦

王亚南指出官僚政治存在的三个前提 一是前资本主义的或封建的体制仍在国民社会经济生

活中占支配地位 二是人民大众被束缚
、

被限制在宗法社会组织
,

处于孤立
、

愚昧
、

无知的状

态 三是整个社会的落后与封闭性
,

缺乏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上文化上的接触和交往
。

根据

上述思路
,

王亚南对中国封建制的地主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其上的政治文化等设施进行全面的分析

和批判
。

他认为
,

中国的封建制经历了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个阶段
,

而以地主经济为特点
,

由

秦至清二千多年间
,

地主经济一直占支配地位
,

其基本结构要素是农工结合体
。

中国王朝虽然经

过多次的更迭
,

但总是走改朝换代的老路
,

不仅没有对中国社会基本经济要素进行任何根本性的

变革
,

相反地
,

每一次政治变动都在设法加强这种结构的顽强性
。

与此相适应
,

秦代出现了在地

主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治
,

这种官僚政治形态依附于专制政体
,

是专制政

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

它具有延续性
、

包容性和贯彻性三种性格 ⑧。

每次旧的王朝被推翻
,

出现

的仍是换汤不换药的新的专制王朝
,

新的官僚系统亦粉墨登场
,

而旧的政治形态又随之复活 —中国的历史似乎深陷在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里
。

王亚南痛言道
“

自秦代出现专制官僚统治形态

以后
,

几千年来
,

那种统治形态
,

就一直不曾离开过我们
。 ” ⑨是的

,

中国的官僚政治使封建土地

所有者专制君主及其僚属乃至商人
、

商业高利贷者
,

在超经济的剥削榨取上形成
“

统一战线
” ,

因而
, “

这种封建的地主经济本身
,

不能为任何新生产方式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
,

而商业
、

高利

贷业虽然破坏了原来所有权关系
,

虽然把分散的货币财产集中起来了
,

但却没有形成为新生产方

式的手段
。 ” ⑩也就是说

,

中国的地主经济未能在其胚胎内孕育出以个人私有财产为特征的资本主

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关系
。

不仅如此
,

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因素
,

如学术
、

思想乃至教育
,

都沦为政治工具
。

在封建地

主经济
、

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体系
,

是
“

非现代意识的大民族集团思想
” ,

它 自始至终作为配合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而取得其存在的意义
。

王亚南把儒家思想体系归结为
“

天道观念
” 、 “

大一统观念
”

和
“

纲常之教
” ,

并指出
,

前者是出发点
,

后两者是它的应用和发

挥
。

儒家学说就由这三大中心思想支撑着
,

它们成为配合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的支配意识形态
,

是维护专制官僚封建统治所缺一不可的
。

在地主经济
、

专制官僚统治基本存在的社会秩序下
,

儒

家学说虽也经历了一些不同的变化
,

但
“

万变不离其宗
” 。

通过王亚南的剖析
,

我们认识到
“

中国社会之所 以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
,

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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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这种经济形态本身
,

已经存在着一些使它不易在胎内好好孕育出新生产方式的限制
,

而以这

种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官僚政治组织和儒家学说
,

更从中作了许多缓和矛盾对立的措施
。 ” ⑧

王亚南研究视角的三个特色

王亚南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视角
,

有三个显著的特色
。

一
、

比较的观点

年
,

王亚南在给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
,

曾谈到发挥 自学精神所采用

的研究方法
,

他说
“

读理论的书也好
,

读历史的书也好
,

如其尽可能的设法采行 比较法 ⋯ ⋯则

这种研究方法的采取
,

就能最展拓我们的视野
,

增进我们的学力
。 ” ⑩王亚南剖析中国的官僚政

治
,

运用的正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
。

为了说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
,

他对中国与西欧各

国的封建制作了对比
,

认为前者以地主经济为特点
,

后者则以领主经济为特点
,

而且
,

两者在领

主经济阶段和地主经济阶段逗留的时间不一样
,

中国社会停在封建制的时间特别长
。

在此基础

上
,

他对中西社会
、

政治
、

文化的显著差异也进行对比
。

例如
,

因为经济形态的差异
,

中西的社会变革走的是不同的路子
。

近代西方兴起的都市工商

业者 —资产阶级与土地所有者封建贵族
,

处于你死我活的正面冲突
,

于是爆发了资产阶级革

命 而中国的地主经济形态
,

官僚
、

地主和商人是
“

通家
” ,

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身份限制
,

因

此不可能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
,

每个朝代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奋起反抗的差不多都是农民
。

至于

官僚政治本身
,

王亚南也是把它放在中西 比较的视角上进行考察
。

他概述了英
、

法
、

德
、

俄等国

家曾经经历过的官僚政治史实
,

进而分析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殊表现
,

以此揭示推行专制官僚统治

的结果 一般的社会秩序
,

不是靠法来维持
,

而是靠宗法
、

靠纲常
、

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

维护 —最终
, “

人治
”

与
“

礼治
”

被宣扬来代替
“

法治
” 。

再就文化层面来说
,

即使在官僚专制

时代
,

欧洲的学术
、

思想和教育仍有其独立性
,

不曾与政治结合在一起
。

中国却不同
,

在几千年

的专制统治下
,

文化中的每一因素与官僚政治达到水乳交融的调和程度
。

二
、

系统的观点

王亚南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
,

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对待
,

他不仅注意它的技术层面
,

而且更注意它的社会层面
,

既见
“

树木
” ,

又见
“

森林
” 。

官僚政治依存于各种社会条件
,

并被这

些社会条件制约着
,

如果单从技术层面去谋求根治专制官僚政治
,

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

因此
,

刚开篇点题
,

王亚南就不是就政治体制论政治体制
,

而是同其他社会因素一起联系起来考察
。

他

指出
,

中国官僚政治具有非常突出的包容性
,

即官僚政治活动同其依存的经济基础
,

以及各种社

会文化现象如伦理
、

宗教
、

法律
、

艺术等
,

处于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之中
,

它们之间是血肉筋骨

的关系
。

事实上
,

他把社会事象当作一个系统
,

政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唯其如

此
,

他既能
“

人乎其内
” ,

又能
“

出乎其外
” ,

立论鞭辟人里
。

王亚南选择经济结构作为切人点
,

一下子就触及中国官僚政治赖以存在的根基
。

因为
,

正是

二千多年来一直依靠农村的封建榨取作为寄生的营养
,

中国的官僚政治才得以延续得如此之久
。

鸦片战争后
,

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

传统的官僚政治虽改变了一些外形
,

但作为这个

制度依存并活动的旧有的土地所有关系未出现任何本质的变动
。

不仅如此
,

他在谈论民主政治

时
,

也是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立论的
,

他认为现代的民主问题
,

是经济问题在政治方面的表现

离开了经济问题来谈民主问题
,

民主问题将会像断了线的风筝
,

因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落空
,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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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之逐渐伸展
,

逐渐在各方面造成制度的根基
,

都是在经济要求中
,

或者
,

都是通过经济利

害关系而演变出来的
。 ” ⑩再就是文化与经济

、

政治的关系
,

王亚南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主要

是儒家学说 时
,

认为它在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之间充当
“

粘合剂
” ,

对于专制官僚政治
,

从而

对于地主经济
, “

尽了不少促使其巩固和延续的作用
” 。

显而易见
,

在王亚南看来
,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是
“

同构
”

的
,

它们已紧紧纽

结在一起
,

成为
“

三位一体
”

的
“

混合物
” 。

至此
,

我们才能理解
,

封建地主经济的支配地位
,

中国传统思想儒象学说的独 占性
,

与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独裁色彩
,

何以呈现出如此惊人的一致

性

三
、

发展的观点

王亚南认为
,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向资本制转化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
,

一切现代化了

的国家
,

都曾经历过这种政治形态
,

因此
,

它是
“

一个历史的表象
” 。

他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

来看待中国官僚政治的
。

从发生到形成完整的体制
,

乃至在现代出现变形
,

中国的官僚政治经历

了种种变化
,

简言之
,

它也有 自身发展的轨迹
。

自秦代开其端绪
,

经汉魏六朝的磨合
、

变异和纠

偏
,

以地主经济为支配地位的中国官僚政治逐渐稳固下来
。

由唐代至清代中叶
,

得益于两大杠杆

—
“

两税制
”

和
“

科举制
”

的支撑
,

中国官僚政治制度 日趋完备
,

呈现高度发展的态势
。

追至

鸦片战争
,

中国社会出现激烈震荡
,

于是
,

官僚政治又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鸦片

战争到辛亥革命
,

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 第二阶段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之前
,

为新旧官

僚政治的推移接续期 第三阶段由抗战到解放战争期间
,

为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
。

特别是
,

当专

制官僚政治与国际资本接触后
,

依靠买办资本的力量
,

形成
“

官僚政治与官僚资本经济的混合统

一体
” ,

在中华大地横行猖撅一时
,

可谓官僚政治的
“

回光返照
” 。

正是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观点
,

王亚南正确审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
,

他批驳了一些学

者的
“

历史循环论
” ,

尤其是 日本军阀豢养的侵略主义代言人秋泽修二所谓
“

中国社会之亚细亚

的停滞
”

的谬论 他把停滞性本身看作
“

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
” 。

王亚南指出
,

讲中国社会停

滞
,

是指它没有很快地出现一种
“

新的经济制度
”

而言
,

但绝不应把这个问题绝对化
。 “

停滞
”

不是长期不发生
“

变化
” ,

或没有
“

活泼的活动
” ,

而是由于种种阻碍因素
,

在社会进步方面的量

的积累
,

尚不够引出质的大变革而已
。

他深信
,

一旦铲除了作为其依存的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
,

以民主政治取而代之
,

中国的官僚政治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王亚南对 “
李约瑟难题

”
的理论贡献

自 世纪中叶
“

李约瑟难题
”

提出后
,

半个多世纪 以来
,

许多科学家
、

科学史家包括李约

瑟本人在内
,

为苦苦求索该难题的
“

终解
”

而付出不懈的努力
。

在这些研究者当中
,

王亚南也许

是唯一一个以经济学者的身份介人的
。

从他的研究动机看
,

他也不是有意识地冲着
“

李约瑟难

题
”

来的
,

不过事实表明
,

他的研究思路与李约瑟本人
“

异曲同工
” 。

李约瑟
“

并非仅仅着眼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
,

而是把科学史同思想发展史
、

社会经济发展史

有机地联系起来
,

把他所研究的对象提到认识论的高度和社会根源的深度来阐发
。 ”。他

“

即注重

科学发展的内因
,

又强调社会
、

经济因素的外在影响
。 ”。从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全书的编

写计划看
,

即将出版的最后一卷 第七卷 也即总结部分
,

是对传统中国文化做社会和经济结构

分析
,

并且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

特殊思想体系的地位和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
。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以后
,

这一卷的部分内容曾以论文形式提前发表
,

我们得以窥见其大体轮廓
。

李约瑟关

于中国
“

亚细亚官僚制度
”

的形成及其缺陷
,

关于儒家学派在官僚政治上的地位及作用
,

关于商

人阶级遭到歧视和压制
、

商业利润和创业精神受到持续不断的抑制导致中国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

等等方面
,

都作了概括性的论述
,

他的结论是
“

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
,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受到

限制
,

无法像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样蓬勃崛起
。 ” ⑩李约瑟的这些观点

,

与王

亚南比较起来
,

常常使人产生
“

殊途同归
”

的感觉
。

当经济全球化成为 世纪不可遏制的潮流
,

当中西方的交流与对话重新 回到平等的起点
,

中西的科学与文化比较研究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

在 世纪 四
、

五十年代
,

王亚南所作的是

前期的基础性的工作
,

然而
,

他的学术价值是不应被忽视的
,

他的两本代表作 —《中国官僚政

治研究 》和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 》以及与官僚政治研究相关的一些论文
,

已率先从经济

结构
、

政治体制
、

文化思想诸方面的内在关系展开独创性的研究
,

进而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

滞留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
。

他的不少开先河的论述和深邃的洞见
,

对李约瑟的总结工作将是非

常有益的启示
,

他对
“

李约瑟难题
”

所作的理论贡献
,

将同他的业绩一样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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