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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20世纪，社会发展研究的焦点集中反映在占世界人口绝大部分的非西方社发展问题上。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发达状况以及这些地区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落后，已成为对人类文明事业
的巨大挑战。
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众多民族国家挣脱殖民统治枷锁获得了独立。
但由此起步的社会经济发展却极其困难。
这些国家为了寻求发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与在战后和平时期获得高速发展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却反而越来越大。

“发展社会学”——旨在探讨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一门专门学科——最初产生于欧美。
在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变迁理论一开始就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不过在西方社会学中，社会变迁理论的现实基础是16世纪以来欧洲社会的历史过程。
而以往的社会学家对非西方社会的具体历史又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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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发展社会学的主题就局限在把古典变迁理论所描述的欧洲工业化过程移用到非西方社会今后的
发展上去。
一度极为盛行的“比较研究”就是探讨那些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持有而为非西方社会所欠缺的各种“变
量”，并将其作为推动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输入不发达地区。

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它把一切社会发展都绝对模式化了。
因而至多也只能被视为对西欧工业化经验的概括。
显然，当代非西方不发达国家面临的时代条件完全不同于西欧工业化时代。
18、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刚刚从西欧产生，世界经济结构才开始形成。
而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已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不发达国家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及其面临的不利条件
是任何一个已发达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
再者，一切社会发展都必然是在其自身基础上的发展。
非西方社会大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历史和传统。
欧美社会的各种特有“变量”也是它们自己的历史发展的产物。
因而这些“变量”的动力作用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得以发挥。
能否将其移用于非西方社会，这完全取决于对这些社会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具体研究后得出的具体结论
，而不取决于理论家的热情及理论本身的固执。

在社会发展理论中，马克思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对西欧社会历史所作的概括
和抽象被看成是一切社会发展都必须与之适应的唯一“模式”，因而被一些人批评为“欧洲中心主义
”。
甚至“依附理论”也没能正确地区别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依附理论”之所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我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个理论中包含了马克思“世界历
史”思想的一些观点。
因此，尽管这个理论带有很大片面性，但是它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背景出发，揭示了“发达”
与“不发达”之间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历史联系，从而结束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一统天
下的局面。
随后继起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对“依附论”的继承和发展。
与早期“依附论”者相比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所创立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他
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独特理解。

对于马克思来说，“世界历史”进程开端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以及建立在普遍交往基础上的世界市场。
这一历史进程无情地席卷了一切乃至最落后的民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把非西方社会不发达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
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被资本主义奴役的非西方社会之所以落后的内在原因应从这些社会自
身的历史和现状中去寻找。
“亚西亚生产方式”理论正是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研究东方社会的一个尝试。
如果说“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都只揭示了非西方社会发展的外部障碍而没能为消除这种障碍提
供可行的方案，那么，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则为非西方社会从自身变革入手去探索发展道路指出了
方向。
当然，这种变革决不是去适应”模式”，而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和“世界历史”进程，审时度势，
指定并实施一系列适应变化着的形式的具体发展方案。

本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谈“发展社会学”。
包括它的理论渊源（第一章）、古典理论（第二章）和当代理论（第三章）。
与一般谈论理论发展史不同，在该篇中主要揭示的是当代发展社会学如何把那些概括西方工业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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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变成了为所有非西方社会制定的“现代化模式”。
下篇论述马克思学说与各种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复杂关系。
在第四章中，笔者力图恢复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
因为这一思想至今仍被许多人指责为“黑格尔影响的残余”。
这实际反映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误解。
第五章讨论马克思学说对“不发达理论”的影响。
第六章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及该理论在当代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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