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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科学技术走向高度发达尤其是航天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之世，探寻宇宙奥

妙及万物本源问题更加引起世人的浓厚兴趣。带着这个疑问，作者对事物的形成

和发展进行了深度思考，从而得出“欲乃万物之源”的哲学结论。本书探天理、

究人伦、论教育、说谋略、谈情爱、道意识、鉴历史、通未来，以欲理统御全

篇，汲取并融汇古今中外哲学前辈的思想精髓，对宇宙万物、人类历史及人类意

识等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通过旁征博引、史论结合，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灵动之

欲”在其中的根本作用。本书主旨在于进一步激发广大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爱

好者对宇宙万物及人类意识的研究兴趣，以便更好地促进每个人的健康成长以及

整个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

祈愿本书能给奋斗在社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朋友们带来某些启迪和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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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理 总 论

第一、万物皆有欲

古人云 ：“天地交感，滋生万物”。天地因何交感？乃欲也。天地无欲，何以

滋生万物？故天地因欲而生万物。

天地之间，物各有欲。大至宏观天体，小至微观粒子，无所不有欲。从自

然界到人类社会，无处不有欲。从远古的历史到遥远的未来，无时不有欲。

人是万物之灵，人固自知有欲。鸟兽虫鱼虽有欲，而大脑简单，表情麻木 ；

地火水风皆有欲，而静中有动，大动若静。

常言道 ：“钱是惹祸的根苗，酒是穿肠的毒药，色是剐骨的钢刀”。然而，世

间有多少人拜倒在金钱的脚下、有几人能禁得住酒色的诱惑？金钱能使鬼推磨，

英雄难过美人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皆是欲啊！

第二、欲造就万物

物之生，天之欲，事之成，人之欲，无欲则无事，无欲则无物，欲乃宇宙

之本源。欲最初生成欲子，欲子合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合成原子或分子，原子

或分子构成万物，万物演化形成宇宙。因此，宇宙间的万物皆有欲的基因，都具

有欲的本性。

在欲造就万物的过程中，是按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

的程序。譬如，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生物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膜、

细胞质、细胞核构成的，而细胞质中存在着不同的离子和分子。分子是由原子

组成的，原子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基本粒子则是由欲子生成的。归根结底，

万物是由欲造就的。

因欲而生成的欲子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不同的欲子组成了不同的基本粒

子，不同的基本粒子又组成了不同的原子或分子，不同的原子或分子再组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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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从而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所以宇宙间的万物是纷繁复杂、千差

万别的。

第三、欲主导万物

欲，不仅造就了万物，并且时时刻刻主宰着万物的运行。万物运行的方向就

是其自身包含的各种欲的合欲的方向。万物始终离不开欲，欲通过主导万物显示

出无限的魅力。

那么，欲为什么能够主导万物呢？万物的运行离不开力，力则是物与物之间

的相互作用。而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反映在微观上，便是各欲子间的相互作用，

而欲子间的相互作用乃是欲的本性。所以说，万物的运行是在欲的主导下进行的。

然而，欲 是如 何主导万物运行的呢？欲 通 过 欲子 —— 基本粒子 ——原

子——分子等将其本性逐级传递给万物，所以万物皆有欲的本性。万物正是在

这种欲的本性的控制下不断运行的。譬如，“水往低处流”这种水的特性，就是

通过欲子——基本粒子——原子——水分子逐步传递给水的。

第四、欲的特性

因为欲子本身具有双面特性，所以由欲子构成的万物都具有双面性。这种

双面性在事物的状态上表现为 ：一阳一阴、一动一静 、一显一隐、一明一暗、

一张一弛等等。就遗传基因而言，带有遗传信息的生物大分子 DNA 即表现为双

螺旋结构。而在事物的运行过程中，又表现为相对稳定性和不断发展性两大方

面，由这两方面可以延伸出 ：排他性和相容性、趋同性和求异性、单一性和多

样性、封闭性和开放性、保守性和创新性、自卫性和扩张性、适应性和对抗性、

潜伏性和爆发性、继承性和传递性、反复性和前进性、依赖性和独立性、消极

性和积极性、渐进性和超越性、平衡性和不平衡性等等种种属性。

第五、欲的力量

欲是一种神奇的动力。它深藏于事物之内，又出乎于事物之外。因它所转

化而成的巨大能量，能使沧海变桑田，能使乾坤大挪移，能使高山低头、河水让

路、黄土变成金。欲使人堕，欲使人淫，欲能摧人花样之青春 ；欲使人狂，欲

使人疯，欲能毁人一世之功名 ；欲使人勤，欲使人勇，欲能给人进取之信心 ；欲

使人强，欲使人聪，欲能成人百世之美名。

第六、欲理

欲理是一种完美的机制。它所具有的阴阳、动静、显隐、张弛等特性，使



得物与物之间相引相斥、相分相合，使得矛盾相互转化，使得万物生死轮回。花

开花落、生生死死，无不是欲的作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无不包含着深刻的

欲理。恒常之欲，与时空同在，与万物相始终。空灵之欲，犹如恒星永放光芒。

宇宙之道，贵乎合理。人生之道，贵乎合情。

天地交感，欲使之然。阴阳互动，欲之作用。

宇宙进化，欲为导演。社会发展，欲为教练。

神奇之欲，主导万物。灵动之欲，造化万物。

以孝齐民，民以自爱。以礼齐民，民以自尊。

以德治国，民以自律。以法治国，民以自强。

治者节欲，民自安然。治者无度，民必造反。

诸法兼容，国泰民安。天下归心，万民同欢。

物无欲理，宇宙混沌。人失欲理，世道必乱。

物从欲理，良性循环。人从欲理，日趋美善。

第七、欲的概念 ：

1. 欲 ：广义而言之，就是万物自身系统产生和发展的趋势。狭义而言之，就

是人本身成长和发展的趋势。

2. 欲子 ：是万物生成时最原始的因子。

3. 欲核 ：是指某一欲体的核心，就像原子内部的原子核或人的大脑一样。

4. 欲能 ：即指某种欲的能量。

5. 众欲 : 某个集体中，能够代表其主体力量或大多数成员之欲。

6. 适欲 : 比较适合于自然或社会发展规律之欲。

第八、欲的类别 ：

1. 合欲和分欲 ：合欲是由多种个欲合成的，分欲是从合欲中分解而成的。

个欲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若干个欲结成合欲，其共同性得到加强，而

差异性相对减弱。

2. 个欲和众欲 ：个欲即某一个体之欲，众欲即某一集体之欲。

3. 显欲和隐欲 ：显欲即某人或某物彰显自身的欲望，隐欲即某人或某物隐

身的欲望。

4. 正欲和邪欲 ：所谓正欲即指有益于人或自然之欲，邪欲即指有损于人或自

然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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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人的内心世界，就如同走进欲的火炉。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燃烧的

欲火，只是有的强烈、有的微弱而已。人皆有七情六欲，儒家的“七情”指人的

“喜、怒、哀、惧、爱、恶、欲”；佛教的“七情”指人的“喜、怒、忧、惧、爱、

憎、欲”七种情愫。所谓“六欲”，即指人的“生、死、耳、目、口、鼻”之欲，

或指“见欲、听欲、香欲、味欲、触欲、意欲”，而佛家则认为六欲是指“色欲、

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想欲”等六种情欲，佛教所说的

“六根”是指“眼、耳、鼻、舌、身、意”。总之，无论是七情还是六欲，其中都

包含着“欲”这一内在的动因，故“欲”才是最为根本的因素。佛教之所以主张

“禁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修成正果。道教之所以提倡“少私寡欲”，其实质是

教人顺应自然、不可过分贪欲之意。

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要想做到无私无欲，不食人间烟火，势比登

天还难，但要达到私欲适中还是不难做到的。只要在追求的过程中，心存正欲、

不违众欲、适当节制私欲、不过分贪欲、适欲而为即可。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 ：社会制度由简单走向完备，社会秩序由混乱走

向安定，社会生活由平淡走向多彩，文化艺术由单调走向灿烂，思想观念由幼稚

走向成熟，物质文明由贫乏走向丰富，精神文明由纪律走向自觉。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日益发展，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和人

类对欲理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全人类最终会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让全人类

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一个大同社会——无贫困、无国界、无军队、互信互谅、互

通有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享资源、共御灾难、共同环保、共同富裕、共

求欢乐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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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不留下遗产，却不可以不留下业绩。一个民族可以没有摩

天大厦，却不可以没有引以自豪的历史。人民大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

动力，历史的评价写在人民的脸上，记在人民的心里。

第一篇　历史篇

生存之欲，对于所有动物来说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天生的本能之欲。在生

存之欲的推动下，人类学会了诸多赖以生存的本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组成了

集体人群，也造就了顽强的意志，这些都是确保人类得以薪火相传的必不可少的

条件。而发展之欲，对于人类而言，则与其它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它动物的

发展之欲，仅是延续物种和自然进化而已。人类的发展之欲则不仅限于此，而

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诸如，生产方式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变奏、社会关系的

变化、思想观念的更新、社会形态的演化等等。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发展之

欲，是使人类能够跳出一般动物界而成为世界主宰的优秀品质。在发展之欲的

推动下，人类发明了工具，创制了文字，缔造了国家，形成了制度，创造出丰富

多彩的物质文明和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

据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考证，从地球上最原始的生物，到多细胞动物、

到水中脊椎动物、到鱼类、到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再到人类的进化过程，

其间经历了至少 25 亿年之久。直到大约二三百万年前，人类终于诞生于世间。

尽管长臂猿、猩猩等现代类人猿的体质构造与人类最为接近，且有着与人类相

似的血型，但其并非是人类的祖先。人类的祖先是古猿，而且是古猿中最具灵

性的一支。人类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历经百万年千锤百炼，铸就了高

贵而多情、美丽而温柔、智慧而坚强、果敢而勇毅、热情而浪漫、沉着而理性、

真诚而幽默、潇洒而灵秀的品格和情质。

人类在远古时期，曾经过着赤身裸体、风餐露宿、茹毛饮血乃至饥寒交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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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或隐蔽于山林中，或寄宿于洞穴内，或像候鸟一

样南迁北徙、东奔西走，还要随时准备对付来自于毒蛇猛兽的袭击、自然灾害

的困扰以及同类间的残酷掠杀。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战胜种种困难，人类不

仅熟悉并掌握了各类动物的习性，还从它们的身上学会了许多本领。诸如狐狸

之狡猾、豺豹之迅捷、狮虎之威猛、狼群之团结等等，因而人类变得异常机敏

灵活，更重要的是懂得了与同类结成群体来团结御敌、共同战胜自然灾害和外

来侵袭。

人类不仅像其它动物一样感受到火的温暖和熟食的美味，还知道想办法把

火种保留下来，从而能够经常地吃到香美且易消化的熟食。由于水火无情，许多

动物对水火充满了恐惧心理，尽量避而远之。而人类则对水火一并加以利用，用

水来灌溉禾苗和抗旱，用火来烧烤食物和照明取暖。由此可见，远古人类要比

其它动物有着较为长远的打算和懂得如何趋利弊害。

我们知道，许多动物懂得借助天然物质来构筑自己的巢穴，或添加简陋的

装饰品。而人类不仅懂得借助天然物质来建设自己的家园，更有着强烈的审美意

识。人类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穿着五颜六色的兽皮衣服，佩带草帽、花环、贝

壳之类的装饰品，而现代人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具备了辨别相貌美丑的素质。

在战胜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利用和改造着自然。起先，人类学会了

利用天然利器来搏击猛兽、获取食物，进而受到大自然的启发，人类又学会了

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体现了人类的高超智慧，尤其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

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使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超越了人本身，帮助人类实

现着种种梦想。工具的制造和不断改进，最大限度地体现着人类的创造力，最

大程度地实现着人类的想象力，推动人类不断地超越着自身、不断地向着更高

层次迈进。

在人类强烈的发展之欲的推动下，人类文明由初级到高级不断演化，这就

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人类历史的实质说到底即是一部文明史，这文明不仅

指的是物质文明，更为重要的是精神文明，历史最终积淀下来的藏入博物馆的

并非是林林总总的古董，而是从中解读出来的故事和人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是人类历史不断向前飞跃的双翅。

回眸人类社会的早期历史，就好像婴儿的成长一样扑朔迷人，从她的启动

到翻身到学坐以及匍匐爬行，再到吃力地站立以及努力地攀援，摔倒了爬起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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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摔倒再爬起来，这些纯天然的慢镜头，既生动又活泼，既可爱又迷人，她那

童真的蒙昧和任性的撒野，又何尝不值得我们为之沉醉和惊叹呢！人类社会的发

展进程也如同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一样，有着生、老、病、死的发展规律，因此我

们不妨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以文明这一实质内容为标准划分为五大时期 ：原始文

明时期、农耕文明时期、工商文明时期、科技文明时期以及古稀文明时期，这

就象人的婴幼年、青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五个阶段一样。

第一阶段、原始文明时期 ( 从大约二三百万年前人类的诞
生至公元前 3100 年古埃及第一王朝的建立）

由缝制兽皮到纺织麻布，由烧烤食物到蒸煮食物，由居住洞穴到建筑房屋，

由打制旧石器到磨制新石器，由使用天然火到学会人工取火，由采集狩猎到原

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由简单的语言到象形文字的出现，由原始人群到氏族和

部落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由群婚到族外婚，由原始的绘画

雕饰到早期音乐舞蹈，以及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和部落联盟的形成，这

些便是原始文明时期的一系列重要特征。该时期历史之漫长、环境之恶劣、道

路之艰辛、沧桑之巨变，绝非今人所能想象。

距今一万年前后，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人类开始由适应性采集和狩猎

的原始文明时期向自主性生产和驯化的农耕文明时期过渡。“这是人类物质生产

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由于欲的多样性，世界各地气候多样、地质各异，文明也各具特色。西亚

的扎格罗斯地区、小亚细亚半岛南端、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是世界

上最早的农业发源地。西亚也是大麦、小麦、小扁豆等农作物的原产地。中南

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分别是玉米、豆类、马铃薯的原产地。泰国在

公元前七千年已种植豆类、葫芦、黄瓜等农作物。中国黄河中上游的半坡人早在

六、七千年前就培植出粟（即小米），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人培植出水稻，半坡

人还会用麻织布和烧制彩陶。日本早在公元前一万一千年已制造出饰以简单点纹

的圆锥形陶罐。土耳其在公元前 7500 年左右会用铜矿石直接打制铜器。公元

前四千年代末，古埃及人就已经创造了象形文字。公元前 3000 年前后两河流域

的苏美尔人又创制了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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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农耕文明时期（从公元前 3100 年古埃及第一
王朝的建立至 1500 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

自原始人群时期以来，人类便具有了社会性。只是最初的社会性表现为共

同采集或打猎以谋生存，这是在生存之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随着生产和生

活资料的日益增多，私欲日益滋长，逐渐产生了私有制，阶级也随之出现了。奴

隶主阶级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需要，便建立了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从而

成为了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中的首领被拥戴为国王。这样，奴隶制国家便诞生

了，人类社会随之进入了农耕文明时期。而推动国家产生的内在因素就是统治阶

级的众欲。在其众欲一致的情况下，赢得了社会上的主动权，拥有了强大的国家

机器，形成了以国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当其统治稳固之后，又产生了更多的欲

望，通过驭使大批的奴隶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来满

足统治者们的奢求和贪欲。

公元前 3000 年前后，人类进入奴隶社会，这是人类跨入农耕文明时期的

显著标志。“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印度由印度河流域

至恒河流域，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波斯、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

波罗的海南岸，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乃至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

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由此构成一个绵亘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

的、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而在此以北则是较为落后的游牧世界。公元前

3000 年，在西亚两河流域和欧洲多瑙河流域分别出现了青铜器，生产工具随之

步入金石并用时代。

农耕文明时期，大部分地区以农业为主导产业，以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为

辅助产业。在农业方面，生产工具由金石并用逐渐发展到铁器时代。铁农具的

改进和水利的兴修对于农业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农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

计民生，因此历代统治者大多存在着以农为本的思想。就人类社会的形成而言，

农业的发明有着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用，因为它使人类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食

物来源、过上定居的生活，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由于农业生产的需

要，数学、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得以产生。

农耕文明时期，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先后形

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王朝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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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奴 隶 制 时 代， 重 要 的 王 朝 和 帝国 有 ：古 埃 及 的 31 个王 朝（ 公元 前

3100——前 332 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约公元前 2800 年建成）、

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前 2006 年结束）、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新

巴比伦王国（公元前 538 年被波斯所灭）、波斯帝国、塞琉古王国、帕提亚王

国、波斯萨珊王朝（652 年被阿拉伯所灭）；东亚黄河流域中国的夏、商、周三

代王朝（公元前 2070——前 476 年），4 世纪中叶以来的日本奴隶制国家即大

和国 ；公元前 8 世纪以来的古希腊诸城邦（其中以斯巴达和雅典最为著名）、马

其顿亚历山大帝国 ；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十六国、孔雀帝国、笈多王朝 ；欧洲意

大利半岛上的塔克文王朝（公元前 7 世纪——前 510 年）、罗马共和国（公元

前 510——前 27 年）、罗马帝国（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所建，395 年分裂为东罗

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亡于 476 年，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亡于

1453 年）；东欧 9 世纪中叶以来的古罗斯国。其中，北非埃及的尼罗河流域、

西亚的两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东南欧的爱琴文明成

为人类文明的五大摇篮。

早在公元前 4000 年代后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发明了一种象形图

画文字——楔形文字（它对腓尼基字母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后来古埃及人又

创造了象形文字——圣书字。到了公元前 14 世纪的商朝后期，中国有了比较成

熟的文字——甲骨文，后经不断演化而成为当今的汉字。大约公元前 2000 年前

后，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的腓尼基人发明了腓尼基字母，由这 22 个字母派生出

古希腊字母，后发展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则是所有

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它还演生出印度、阿拉伯、希伯莱、波斯以及中国的维吾

尔、蒙古、满族等亚洲民族的字母。

美洲的玛雅人，在大约公元前一千年代初，就已经发展到定居的农业文明。

6 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城邦。直到 16 世纪中期，玛雅人的独立发展被

西班牙殖民者所打断。玛雅人创制的太阳历，精确程度不超过 1 分钟的误差。

玛雅人发明了 20 进位法，把“0”的符号最先应用于计算当中。玛雅人发明了

象形文字体系，由 850 个图形和符号组成。玛雅人的建筑技艺精湛，风格独

特。而阿兹特克人的建筑成就更高，他们建设的特诺奇蒂特兰城别具一格，城

内有 40 座金字塔形的坛庙，最大的一座高达 35 米，有 144 级台阶。城内还有

雄伟的宫殿和大厦，并在建筑物上涂有白色石膏，显得耀眼而壮观。阿兹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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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农业成就也很高，他们能把 1200 种植物进行分类，并能对动物和矿物进

行分类研究。

南美洲的印加人，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就创造了较高水平的农业文明。他们

培植出玉米、甘薯、南瓜、西红柿、可可、菠萝、花生、棉花等 40 多种农作

物，后来逐渐传播到其他大陆。12 世纪，印加人建立了印加国家，15 世纪开始

扩张，建立了包括今秘鲁、厄瓜多尔、智利北部、玻利维亚以及哥伦比亚的部分

地区在内的帝国。他们在首都库斯科城建筑的太阳神庙宏伟而壮观，它是用黄

金和宝石装饰而成的巨大建筑，石块与石块之间严丝合缝，有的石块重达 2000

多吨。大礼堂从墙脚到屋顶覆以金板，两旁靠墙各有一排金制宝座，陈列着历

代的木乃伊。“黄金园林”中的花鸟树木都是用黄金制成的，真是富丽而堂皇。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把他们当做会说话

的工具一样使唤。然而，饥寒交迫的奴隶们是不会永远甘受剥削和压迫的，这

是由欲的对抗性所决定的。当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超出了奴隶们所能忍受的限度

时，奴隶大起义便爆发了。譬如，古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给奴隶主以空前沉重

的打击。但是由于欲的发展性，历史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奴隶社会末期，

一个新的阶级诞生了，那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所剥削的阶级即是农民阶级。

经济实力日益雄厚的地主阶级逐渐要求取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他们借助奴隶的

反抗力量，当时机成熟之际，大胆采取革命或改革的手段，废除了奴隶主贵族

的特权，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从而跃居为新的统治阶级。这样，比奴隶主

阶级进步的地主阶级取代了奴隶主的统治地位。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奴隶的身

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或成为奴婢或转化为农民。

到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建立起森严的等级秩序。他们

凭借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和自然资源对农民阶级进行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来满足

其永无餍足的贪欲。同时，社会财富与日俱增，更滋长了统治者们的穷奢极侈。

当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超出了农民所能忍受的限度时，农民起义便爆发了。但是 ,

农民阶级并非比地主阶级更先进的阶级。农民起义的结局通常有三种情况 : 一

种是遭到残酷镇压。例如，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唐末

农民起义、德意志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俄国的普加乔夫起义等。另一种情况

是，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但农民领袖很快蜕变为地主阶级的新代理人，也

当起了封建皇帝，骑在劳动人民的身上作威作福。从朱元璋到李自成再到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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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莫不如此。再一种情况是，一些官僚贵族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伺机夺取

政权，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像中国的绿林赤眉起义过程中，皇族刘秀取得政

权建立了东汉 ；隋末农民起义的背景下，贵族李渊父子夺取政权建立了唐朝。如

此这些都说明农民起义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当封建社会里尚未产生比地主阶

级更先进更有力量的阶级之前，封建皇帝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只不过新王朝比

旧王朝在统治措施上有所区别而已，甚至这种反复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譬如，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持续了两千多年。有时侯使我们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重演，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从形式上看似乎相似，但其内容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

随着农业的加速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有了更快的成长。在明朝中后期，在封建社

会母体内，在美丽的苏杭地区，终于萌发了一种新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萌

芽。几乎与此同时，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封建城市中，也出

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在西欧，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力量日益壮大。

尤其是从中国传至西方的四大发明，大大加快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造纸术和印刷术使西欧的文化得以迅速地传播，人们的文化素质大大提高 ；指

南针使敢于冒险的航海家穿洋过海开辟出新航路，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加速了

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火药武器则为资产阶

级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后经改进的火器帮助资产阶级将封建贵族打得落花流

水，于是就逐渐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阶段、工商文明时期（从 16 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封建社会末期，在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和手工工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起来。

于是，出现了一些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譬如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和西欧的文

艺复兴运动。前者由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根深蒂固和资本主义萌芽裹足不前

而影响有限，后者则因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在西欧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使人们

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激发了近代自然科

学的兴起和发展。

 15 世纪，由于西欧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对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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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货币的需求量大增，加之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东方富庶的渲染性描述，一股“寻

金热”在西欧悄然兴起。又因为西欧通往东方的商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阻

断，所以要想来东方寻金就不得不从海上开辟新的航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王

室的分别支持下，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及麦哲伦等航海家就先后开始了海上

探险活动。新航路的开辟不仅在欧洲引起了“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促进了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打破了美洲、澳洲的与世隔绝状

态，使整个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大大加快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生产经验和科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在市场不断扩大需求急

剧增长的刺激下，科技革命以及产业革命应运而生，革命成就对生产的发展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从 18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先后进行的两次科技革命分别把

人类推进到“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使得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

利、日本、苏俄等先进国家纷纷迈入工业国的行列。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迅猛并实现着跨越式的增长，世界物质文明的发展之快真可谓日新月异。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他们取得政权的欲

望也日趋强烈。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统治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自 16 世纪末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似一浪。16

世纪末，尼德兰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的封建专制压迫，建立了荷兰资产阶级共和

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17 世纪，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于 1689 年通过《权利法案》

确立了君主立宪制。18 世纪末，美利坚民族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方式赢得了民族

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为其资本主义开辟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随后，法国

大革命爆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

19 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大增，他们获得政

治权利的欲望增强，1848 年革命席卷大部欧洲，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加速了

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在革命的推动下，德意志和意大利通过王朝战争的方式

完成国家的统一，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俄

国、日本则分别通过 1861 年改革和明治维新等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的方式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9 世纪中后期，要求解除种种束缚的“自由主义”成为资本

主义发展的主流思潮。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生产迅猛发展，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从而形成了垄断及垄断组织，“垄断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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