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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的内在推力
王兆军

自古以来， 关于社会的进步速度总

是争论不休，有些人说太慢了，有些人说

太快了。 前者被认为是激进，后者被认为

是保守，各种论战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从微观上看，双方也许都有道理；但从宏

观的、历史的角度看，经济才是否具备社

会变化的内驱力，才是社会变化的根本。

不到时候，拔苗助长，自然不行；到时候

了， 你不让孩子生下来， 连母体都要死

掉。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千真万确。

有人说上古时代的社会变化是靠道

德推进的，我不同意。 上古时代的社会转

型———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的过渡———

是从杀死俘虏到取消活人殉葬开始的。

很多人以为原始社会， 大家的日子

很好过，随便到树林里就能打到猎物，我

们的祖先除了整天烤肉吃就是唱歌、跳

舞、性交、生孩子。错了。那时打猎并非一

件容易的事，主要是工具不行，人到底跑

不过野兽，所以经常食不果腹。

部落之间的战争大多是因争夺狩猎

地盘引起的， 胜利的一方之所以把俘虏

统统杀掉， 因为每个人获得的食物不足

以养活他自己。 大家本就不够吃的，留下

那些俘虏只能是累赘， 有些部落甚至把

俘虏杀掉当猎物一样吃掉。 世界上多数

民族在原始时代都是食人族。

随着新工具的使用， 个人劳动所得

有剩余， 于是个体的人就具有了新的价

值，与其杀掉俘虏，还不如留着他们，让

他们当奴隶，可以从中获得剩余财富。 从

这一点看， 奴隶社会中生命受到空前未

有的尊重 （人权确实是一个逐步完善的

过程），不再是抓到就杀、就活埋了。为了

增加劳动力， 后来统治者连活人殉葬的

制度也有所改变， 原先活埋陪葬的人很

多，后来逐步减少，直到取消。 三代以后，

很多地方用陶俑代替活人陪葬。

到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 活人殉葬

几乎绝迹。 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 “剩

余” ， 改变了人类杀人吃人的凶残陋习，

进一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财富积

累。 这时，哪个部落人口多那个部落就强

大，于是争夺人口就等于争夺财富，最终

导致了奴隶制国家的出现。

同样， 财富的积累必然派生出所有

权问题。 谁拥有了最多的财富，谁就可以

号令整个部族。 此前，谁身体强壮谁当领

袖，部族也好，女人也好，看谁胳膊粗就

跟着谁。 财富积累出现以后， 情况不同

了。 即使酋长的儿子不是最强壮的，只要

他能够掌控财富，比如谷物，比如牛羊，

比如兽皮，比如房屋，他就可以让奴隶们

听从调遣， 再强壮的个人也不能对付靠

财富（那是生活的保障啊）纠集起来的

群体。 这时，酋长（如尧舜禹）即使道德

再高尚， 也不能不为新出现的这一重大

课题寻找办法。 于是乎，发生了三代的那

些故事……

三圣的权力传递并不一帆风顺。 多

年来，大家都以为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传

承是选用贤能、主动禅让，其实不尽如此。

先说尧。《史记·五帝本纪》说：尧在授位

于舜之前， 曾经有传位其子丹朱的想法。

《孟子》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

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授舜，则天下得其利

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

利。 尧因此而犹豫彷徨，但最后“终不以

天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

其实， 这一描述并不完整。 据 《孟

子》的说法，舜早就看出了尧想授位于其

子的意思， 起初采取了高姿态， 并不争

夺， 以为尧不会那样。 后来舜发现不对

劲，于是一改韬晦之计，主动出击。据《古

本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

也。复掩塞丹朱，使不与相见。这说明，那

次继承其实是一次宫廷政变。 为此，韩非

子说舜是“人臣弑其君者”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型危机呢？说

到底，还是因财富的积累而造成的。 最高

的地位等于最多的财富，这种诱惑越来越

大，拥有权力的人再不想把这些好东西送

给外姓旁人，即使那人拥有很高的声誉也

不行。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处于原始社

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转型并不和

平，仅从权力交替上就能一瞥端倪。

在这里，读者千万要避免陷入一个误

区：禅让就是好的，就是高尚的，传给自己

的儿女就是不好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

准去衡量上古时代的行为，这并非对历史

的麻木不仁，而是因为世袭制度确实代表

了政治的创新与文化的进步。

再说舜。 舜的儿子叫商均，商均想得

到王位， 可当时大禹治水有功， 威望很

高， 舜虽然有心传位给儿子， 但大禹不

肯。 大禹拥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劳苦功高

的治水队伍，在当时就好比一支军队，有

很强的战斗力，其中不乏像皋陶、有扈氏

那样智勇双全的人物， 而商均不过是个

身无寸功的公子哥儿，也没有政治实力，

结果是大禹接过了最高权力。 这说明，当

时的领袖们对禅让制已经很头疼， 很想

搞世袭，但一时还搞不成。

大禹的传位， 照样充满了残酷的斗

争。 大禹的本来有意安排东夷的首领皋

陶接任他的职务。 皋陶不仅是大禹的忠

实信徒，也是一位酷吏。《左传·召公十四

年》引《夏书》说皋陶之刑有昏、墨、贼、

杀四种。 从痛打一顿到处以极刑，十分残

酷。 皋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奉行思想

专制、设立言论罪的人，也是第一个搞个

人崇拜的人。

可惜皋陶命不好，还没上台就死了。

于是大禹便把位子让给了他的儿子启。

皋陶的儿子伯益（伯翳）不服（可能怀疑

其父受了秘密迫害）， 和启展开斗争，最

终启接管了禹的权力。 这是历史上的第

一次世袭。 世袭制度的产生说明私有制

已经从家庭和社区层面上达到国家权力

的层面。 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度彻底死亡，

奴隶制社会开始了。

世袭制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

新。 奴隶制确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

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 假使一个民族

还在原始状态，大家饿了就去打猎，吃饱

了就晒太阳、跳舞、性交、互相捉虱子，社

会将无法前进。 其次，世袭制促进了国家

的形成，一个全新的、靠财富保障维持的

行政体系出现了。 财富的积累欲望产生

了效率概念，生产工具得到改进，甚至出

现了手工业和工业， 比如采矿和冶炼。

《墨子·耕柱》对此就有详细记载。 当时

最重要的冶炼器物，一是鼎，一是兵器，

前者用来区分尊卑贵贱， 后者用来征服

反对者。

奴隶制创造了伟大的文化。 我们如

今见到的很多精美玉器、 青铜器、 甲骨

文，几乎都是奴隶制时期出现的。 可你是

否注意到， 我们至今还没有见到原始部

落的文化遗存。为什么？因为那时没有剩

余价值，吃都吃不饱，还有什么闲心去琢

磨玉器！ 从狭义上说，没有奴隶制，我们

大概还是野人。 广义上说，经济形态的转

变是一个社会必然发生变化的基础条

件，急躁也没有用，故意拖着社会的脚步

不走，也不行。

当某种经济形势发展到足以改变制

度的时候，你想不变化都不行。 所谓瓜熟

蒂落、水到渠成。 但这不等于消极等待。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精神是对的。 但

是，需要一万年做好的事情，绝不可能在

一朝一夕间完成， 推迟或提前一段时间

是可能的， 但一定要具备了基本的生存

条件，生命才能成功。

沙漠上的胡杨树，种子成熟了，迟迟

不肯落下来，可是一旦大雨来到，河流水

涨，它们便飘飘扬扬落下来，只用七秒钟

的时间就能生出根须来， 生命的算计多

么准确！ 想到这一层，你就不会过分急躁

了。

让文化闹钟激活你的读书瘾
雷振岳

4月 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有人

形容深圳读书月是“城市的文化闹钟” ，

每到那个月就会提醒你“该读书了” 。 作

为全国最早举办读书月活动的深圳，城

市的“文化闹钟” 已经闹响九次了。 从

1989 年起，深圳人均购书量已连续 19 年

居全国第一， 众多文化名人因读书月而

对这个城市刮目相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称赞道：

“在我走过的城市中，还没有看到一个城

市像深圳这样， 好像每天都在过着文化

的狂欢节。 读书月的持续举办，让我们看

到一个城市不折不挠的文化攀升。 ” 深

圳市政府对读书月的投入在不断增加，

宣传文化基金对读书月的投入从最早的

8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几百万元。

“文化闹钟” ，这个词用得好。 它是

说，在奔忙奔走的经济生活中，在急功近

利的物质追求中， 在浮躁的思维思考中，

人们难免会产生一些过于功利、短视的做

法，更愿看重眼前利益，而忘掉应该追求

的精神文化发展、 涵养书香和情趣淡雅。

请注意，这只是一种“小眠” 、“遗忘” 和

“忽略” ， 切不可因之就打上不好看书的

标签。这时，只要政府摇动读书的铃铛，开

启熏陶的闹钟，人们的书瘾就会激活。 像

深圳那样，“顺应市民中蕴藏的巨大读书

渴求， 举办读书月活动” ，“政府的作为：

最好的土地建书城 ” ，“目前， 全市共建

成群艺馆和文化馆 62 个， 公共图书馆

（室）577个。 市图书馆投资 7．7 亿元，

总建筑面积 49589 平方米的现代化图书

馆实行全开架、智能化、网络化的服务” 。

“每一届读书月，深圳书城的书籍销

售额都以 20％到 25％的增长速度稳步攀

升。 在读书月的影响下，鹏城形成了越来

越浓厚的读书气氛” 。 如果说群众的读书

热情倦怠了，疲软了，有了政府雄厚的经

济支撑、爱读的社会氛围和循循善诱的文

化引导，这些疲倦现象就能得到激活和激

发。在全国各地读书情况不够景气的大背

景下， 深圳市却能连续 19年购数量居全

国第一，“文化闹钟” 功不可没。

这几天，关于图书购买量有限、阅读量

降低等读书倦怠现象，不少媒体、地方政府

和官员纷纷批评群众不喜欢读书， 但这些

批评有点操之过急， 仅仅停留在 “喊” 、

“叫”阶段，而不是发自内心的鼓舞、唤醒

和熏陶，特别是缺乏行之有效的经济支持、

文化引导和环境熏陶。换言之，就是群众想

读书， 没有地方读书， 缺乏舒适的读书环

境，缺乏温馨的读书引导，图书馆里的书籍

都是旧书、老书。还有的地方的图书馆陈设

非常简陋，座椅板凳破烂不堪，没有数字阅

读室，报纸一共就十几种。

更有甚者， 媒体曾报道甘肃省会宁

县图书馆 “至少有 10 年没买一本新书

了。 甘肃省文化厅梁世俊处长向记者证

实：“全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县图书馆

十几年没买过一本新书。 ”群众的读书热

情怎么能得到提高呢？

读书不像经济发展， 不能得到立竿

见影的利润。 对于它的培养和发展，政府

更应该本着不求回报、 不计功利和循序

渐进等公益性原则来进行。 当然，这种回

报一旦形成，就是温暖的文化回报力，极

大提升群众的精神幸福和社会精神质

量。 很多深圳群众都说，“我们幸运地生

活在一个爱读书的城市。 ” 这种群众和

政府的文化互动和心灵回应是最令人感

动的文化景观。 也才是发展的中级目的，

人文现代化，精神现代化。

“哪怕是这个城市全部陷入黑暗，书

城的灯也要亮着” 。在五光十色的社会发

展中，政府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为群众点

燃了一盏善于读书的灯笼， 指出从容的

发展方向，将那些忙碌者、迷失者及时吸

引回来， 文化发展有了更多群众的积极

引导和相应，就能得到更旺盛的发展。

深圳的“文化闹钟” 值得我们借鉴，

政府想方设法唤醒群众的读书愿望，满

足群众的读书需求，拂去群众心头的“文

化灰尘” ， 始终具有一种文化理性和清

醒。 正如深圳文化官员所言：“要保障市

民实现基本文化权利” 。包括阅读在内的

文化权利是一个公民应该享受并受到保

护的权利， 这是包括政府和民间的全社

会共同担当的文化责任；在现阶段，政府

要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调配保证这项权利

的充分实现， 最终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要使 “以读书为

乐”成为市民共同接受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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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
“

房价没涨
”

言论遭狂批
近日，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

在博鳌论坛上， 再次语出惊人。

“

1978

年我们大白菜

2

分钱一颗，

现在

2

元钱，也增加了

100

倍。 房

价只增加了

16.6

倍， 和工资收入

相比相差太远了， 房子等于没有

涨价。 房价和居民工资收入相比

等于没涨”。

任志强的言论经媒体报道

后， 立即招来了全国网友的骂声

一片。 网络言论中，几乎都是骂任

志强“不深入了解民情，是个站着

说话不腰疼和夸夸其谈的人”。

网友牛刀认为，中国

30

年前

根本就没有商品房。 “把现在的房

价和一个

30

年前不同性质的房

价来对比，只能说，玩的是奸商的

欺诈。 ”

从网络舆论看， 网友主要批

评的是：

1

、

30

年前，中国没有形成

商品房市场，无法对比。

2

、任志强

选择白菜作参照物，没有代表性。

有网友说：

10

年前，我买了一台电

脑， 售价在

1

万元， 而今， 只要

2000

元， 因此， 我们是不是可以

说，现有房价必须是

10

年前房价

的

1/5

才算合理？

天涯网友 “

30396303

”：

30

年

前房子大部分是分配的， 价格为

零， 现在房价应该是当初的无穷

大倍！

广州网友戏谑任志强的评

论：言语与年龄相比，智商等于没

涨。 在网易的新闻跟帖中排名第

一的跟帖得到网友

19491

次支

持。

网上流传最广的恶搞任志强

的言论：

30

年前人的平均寿命是

60

岁，现在应该是

6000

岁；

30

年

前每家只有

2

台电器， 现在应该

有

200

台；

30

年前坐火车从广州

到北京要

3

天， 现在应该要

300

天；

30

年前每个男人只娶一个老

婆，现在应该娶

100

个……

网络言论显示， 绝大部分网

友对任志强的言论表示强烈反

对， 甚至有网友号召大家拒绝购

买任志强所在公司的房子。由于任

志强频频爆出“雷人”观点，网络上

已经出现不少对其人身攻击言论。

有极少数的网友虽然不认同任志

强的言论，但是觉得任志强作为地

产商， 为自己利益说话并无不当，

不应当被群起而攻之。当然这种声

音一经出现，立刻淹没于大量的反

对言论的汪洋大海。

舆论冷对国企利润增加
� � � �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

4

月

19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介绍，今年

3

月，中央企业利润环比上升

86%

。

在世界经济一派萧条的情况下，

国内风景独好。 然而网民并没有

为国有企业的好业绩而叫好，要

么表示对国企利润流向的质疑，

要么表示国企利润好坏和自己关

系，漠不关心。

天涯杂谈论坛帖子 《央企

3

月份利润环比增长近

86%

屁民

含泪骑驴赶来祝贺

!

》，在网上流传

较广，截至

24

日下午

5

点，该贴

点击量为

7903

次， 回复

209

条，

主贴和跟帖言论大多是对 “央企

利润增加”的揶揄、讽刺之声。

作者用戏谑的口吻对中石

油、 中石化等央企的涨价行为表

示“表扬”，表示“为央企利润火箭

上升做应有贡献”。 对中国航空业

则提出了批评， 认为严重拉了后

腿，竟然亏了国家的钱。 扭亏为盈

的对策是 “将破坏垄断大业的东

星航空之流赶出市场”。

也有网友认为国企在国家的

扶持下赚钱没什么稀奇的， 挤占

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与民争

利， 对央企利润上升表现出不屑

一顾的态度。

新浪江苏网友：那是当然，几

万亿给它们的，如果还不赚钱，那

还不等于白给了吗？ 可是，那些提

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的民营企业

呢？ 它们过得怎么样？

另有一小部分网友质疑李主

任是否在玩文字游戏，并对其“央

企‘过冬’所采取措施的效果已经

开始显现”表示不认同。

期货联盟论坛网友说：今年

3

月跟

2

月相比利润增长了将近

86%

，营业收入跟去年同期相比是

下降

5.4%

， 但是

3

月跟去年

2

月

比已经上升了

26%

。利润与今年

2

月比，营收却与去年同期和去年

2

月比，听上去象绕口令，这是春天

的苗子吗？ （胡江春

整理
）

网民热议证券界死刑第一人
� � � �

4

月

21

日， 北京市高院终审

认定前银河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杨

彦明构成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

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同时申报

最高院复核。 该案有“证券界死刑

第一人” 之称， 虽然经历多次审

判，但杨本人一直铁嘴钢牙，拒不

交代其贪污的

6000

万元巨款的

下落。 这笔巨款究竟去了哪里，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于在二审时

杨突然称部分钱款用于行贿，却

拒不继续交代具体去向， 于是舆

论倾向于认为杨彦明肯定是有什

么难言之隐， 他的守口如瓶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保全幕后人物，会

使自己的家人得到厚待。 于是，该

不该对杨彦明判处死刑、 巨款的

去向引发了网络舆论无限遐想，

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幕后有高官，牺牲一个人，

幸福全家人” 这是网友们普遍的

看法。 不少网友认为 他之所以成

为证券界死刑第一人， 也是拜其

6000

多万元行贿所赐。

网易湖北网友： 他是高级知

识分子，对潜规则特别熟悉，不是

他故意一直铁嘴钢牙， 而是他经

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最佳选择。

此观点得到了

15414

次支持。

对于事情未明的情况下判处

死刑，网友感到非常不理解，甚至

有网友为司法受到幕后黑手的干

预，认为应当继续审查，查处

6000

万元的去处。

新浪河南网友：继续审查，不

然有帮助受贿者灭口之嫌， 国家

财产一定要追回！ 铁嘴钢牙只能

说明审查机关的无能！

网络言论显示， 网友对杨彦

明因贪污被判处死刑并不像以往

贪官获刑那样拍手称快， 而是一

片悲哀之声，“黑幕论”、“阴谋论”

是网络言论中主流的看法， 掩盖

了杨彦明贪污事件本身。有感叹幕

后黑手力量之强大，也有批评司法

力量的孱弱。当然也有相对理性的

网友引用法律条文来说明犯罪嫌

疑人的沉默并不能妨碍法官的判

决，从而号召其他网友理性的对待

此案。 同时有网友表示，杨彦明的

死刑还需最高法院核准， 追查

6000

万元的去向尚存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