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才开始的
。

马克思早就提出了怀疑
,

他期望

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克服西欧现代化的某些弊

端
。

人们对此表示了怀疑
,

并由此加深了对西欧

式现代化的怀疑
。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

对西欧式

现代化的怀疑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怀疑
。

但是
,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外
,

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成功

地发现其它能够解决西欧式现代化弊端的道路
。

因此
,

除了重新加强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创外别无

他途
。

这里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并不是把社会

主义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

而是要彻底清除现代社

会的弊端
。

在这基础上求得共同一致的意见
。

要

找到一个着待问题的共同意识和价值观念
,

并不

是不可能陈 价值观念所以呈现出多样化
,

并不

是问题的层次有差别
,

而是对如何解决向题缺乏

明确的日标
。

因此
,

现代历史学所肩负的中心课

题就是要阐明这种目标
。

正是基于这样 的认识
,

笔者才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

社会是超越个人意志而客观存在的
,

个人必

须
“

接受
”
这一事实

。

但社会又是人类自己创造

的
,

对于这样一个代表了人类关系总体的社会所

暴露出的弊端感到绝望
,

不敢正视
,

这正是对人

的不信任
。

从这个意义来说
,

所 谓
“
历 史 的 进

步” 实质上是取决于对人是否信赖
。

当我们对未

来有了明确的目标时
,

我们也就有资格谈论
“

进

步” 。

只要我们正确而切实地抓住当今时代中的

主要问题
,

形成一致的意见
,

我们的目标就会逐

步明确
。

从历史学角度看
,

我们对战后历史学不

应全盘否定
,

而应批判地继承
。

从世界史的立场

来看
,

对西欧的现代化同样应批判地继承
,

这也

是唯物主义史学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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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等编

《科学技术同发展相结合—
联合国

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讨论加勒 比海和拉

丁美洲问题》

本书是
“
培加蒙政策研究丛书

”
之一

。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注意到
,

二十世纪下半叶

的特点是
,

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国的科学技术飞速

发展
,

而其他地区 的社会经济却停滞不前
。

六十年

代
,

这两种现象的长期并存引起了全世界人士对

动员科学技术力量来解决不发达问题的讨论
。

本

书的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建立科学技 术 能力 问

题
,

基础结构和技术转让问题
,

加勒比海的技术

问题
,

拉丁美洲的科技政策问题和联合国科学技

术促进发展会议的准备工作
。

通读全书
,

会找到

一个简单道理 动员科技潜力来进行开发
,

不仅

是行政工作
,

而且是政治工作
。

这项工作不仅涉

及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

而且涉及政治家
、

教育家
、

科技使用者以及群众
。

不发达国家正是缺乏这些

集团的关心
。

个书共分五个部分
,

二十 章
。

第 一 部 分
“
寿

二

趁立科学技术能力问 题
” ,

包括
、

在

不发达国家建立科技能力—
几个经济开发问题

的调杳
、

不发达国家建立国家的科技研 究 能

力
, 、

科学技术和教 育—
人 力资 源 问 题

。

第二部分 “基础结构和技 术 转让
” ,

包 括

‘
、

把预先投资工作和工程学当作知识供求 的 联

系环节
、

多国公司和技术转让 , 、

多国公司

会真正转让技术吗 第三部分
“

加勒比海的技

术问题
” ,

包括
、

中间的技术和加勒比海 国

家的现代化
、

技术商品化与不发达国家 目 前

的问题和未来的政策, 、

加勒比海的石油 化 工

技术 理论
、

政策和实例
。

第 四 部分
“
拉 丁

美洲的科技政策
” ,

包括
、

拉美科技开发组

织
、

拉美国家的科技委员会—第一个十年

的成败
、

不发达国家的科技规划
、

拉美

的科技政策—
反对整体论观点

、

在地区篆

础上 的科技规划—中美实例
、

加勒比海小

国的科学技术规划问题
、

墨西哥的科技规划

问题
。

第五部分
“
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

议
” ,

包括
、

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能突破行动障碍吗
、

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

展会议的失败是可以预言 的
、

联合国科学技

术促进发展会议的前景尚难确定—
三个主要间

题
、

总结
。

崔宝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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