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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 诞生于混沌之中#

从我们课题的视角出发 $

由上述一类多领域学科得出的
论点尤为重要 %系统论& 控制
论& 协同学"'

第一$ 在某个系统的变化
过程中 $ 存在着一些特殊时
期(((过渡期$ 这时的系统要
经历不稳定状态 & 无组织状
态$ 进入一个混沌状态或与之
类似的状态# 这种过渡期的长
短可能各不相同$ 但是通常比
稳定发展期要短一些)

第二 $ 这种过渡期一结
束$ 系统或者被毁 %这时替代
它的是另一个系统 "$ 或者进
入一个新状态)

第三$ 无论是过渡期$ 还
是其结果$ 绝非取决于任何因
素' 不仅是过渡期的产生和持
续$ 还是过渡期的结果 %也就
是新状态 "$ 都是在偶然性的
作用下得以实现$ 或者确切地
说$ 诸多因素之间偶然的相互
作用 %在协同学中是指 *吸引
子!"# 因此 $ 根据这一观点 $

过渡期之前的那个状态$ 既不
能决定过渡期是否会来临$ 也

不能决定过渡期的结果是什
么# 换言之$ 过去不能决定将
来 $ 即 $ 过去并不包括任何
*前提 ! 和原因 $ 来决定过渡
期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

第四$ 新的状态根本就不
一定会比过去的状态 *更高
级!& *更完善!' 它的变体区
间可以有无限之大$ 可能的变
化轨迹极为广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现代
关于过渡期的理解$ 与传统观
念非此即彼必择其一# 传统观
念在阐释全新状态如何产生
时 $ 通常带着 *飞跃 !& *革
命!& *前提!& *原因! 等诸
如此类的概念$ 而这些概念正
是传统阐释所特有的 # 当然 $

很多因素的偶然性相互作用也
可以称之为 *原因 ! $ 但是 $

这显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原
因# 此外$ 现代观念假定$ 一
个系统对于新轨迹的 *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前面
的路径如何' 系统的运行取决
于它们的前时期#

上述规则对于俄罗斯文明
史是否适用这一问题$ 其答案
显然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的解答 ' 通过自然

!

数学类学

科得出的概念和方法$ 是否适
用于社会

!

人文学科 # 诚然 $

无论是系统论 $ 还是控制论 $

亦或是协同学$ 它们都是在总
结自然现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产生的 $ 首先是通过研究物
理& 化学等系统的研究总结出
来的# 因此$ 其概念和方法对
于社会人文系列的学科是否适
用这一问题$ 迄今仍有争议#

根据我们的观点$ 这些概
念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人文
方面的认知过程$ 只是带有一
系列的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的
共同原因在于$ 社会人文学科
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实$ 其中
包括人本身 $ 以及人的意识 &

精神生活 & 意志 & 感情 & 情
绪# 在所有物体中$ 人并非是
一般的物体 ' 他

"

她的生命和
尊严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价值
的#也正是因此$不能*设计!和
制作混沌$并为此辩解说$在混
沌之后会有一个新的&更为*完
善的!&*公正的!状态来临# 要
知道社会的混沌状态$ 不可避
免地会导致大量人员的灭亡 $

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和其他破坏
正常生活的问题#此外$如前文
所言$ 过渡期根本远非总能导

致某种更为高级的状态产生 $

因此 $愿望中的 *公正 !社会很
有可能不会来临$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更加不完善的& 更加不
公正的社会#

如果回顾过去$回顾历史$

尤其是回顾俄罗斯历史$那么$

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 可以轻
而易举地发现一系列过渡期 $

这些过渡期完全符合有关过渡
期的现代观念(((大量的混沌
元素 $无组织 &不明朗&不可预
测$也就是可以称之为*混乱时
期!的现象#同样也可以轻而易
举地发现 *混沌中的秩序 !的
诞生过程(((逐渐恢复秩序 $

社会生活逐渐正常化 $随后就
是发展&现代化#

应该看到$ 文明历史上过
渡期的重要特征在于$ 在混沌
时期之后$ 历史后续发展轨迹
不是那样自由 $ 不是那样偶
然 $ 如同在自然过程中一般 #

也正是在文明史上$ 系统 *选
择! 新的轨迹$ 在某种程度上
仍然取决于之前的道路' 系统
的运行取决于它们的前时期 #

因此$ 文明通常会恢复自己的
基本结构# 原因在于$ 在文明
这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中$ 其基

本结构相当稳固 $ 在很长的
历史阶段内固定不变 # 因此 $

从混沌转向有序 $ 通常会按
照一定的模型 & 模式 & 模子
进行 $ 而在我们的理论中 $

也就是会按照一定的文化
!

基
因密码进行#

文化
!

基因密码也就是文
明的记忆$ 这个 *记忆! 既用
于一般理解$ 又用于系统论意
义# 但是$ 记忆的可靠程度可
大可小$ 在很多情况下也有可
能完全失忆 # 在后一种情况
下$ 会出现社会失忆现象$ 这
种社会失忆有可能是自发性
的 $ 也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 #

在这种情况下$ 过渡期或者以
文明的反自然变形而告终$ 或
者以其物理意义上的消亡而告
终 # 为了不让这种悲剧发生 $

社会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记
忆 $ 应该珍藏并保护这种记
忆 # 如果记忆能被保存 $ 那
么$ 文明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
一种力量$ 走出混乱时期并得
以恢复$ 向时代的新挑战给予
应有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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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诸多语言中$*知识
分 子 ! 一 词 采 用 的 多 为
#$%&''#(&$%)#*

(((即 俄 语
!"#$%%!&$"'!(

的译音 # 而俄
语的

!"#$%%!&$"'!(

并非俄人
原 创 $ 而 是 来 自 拉 丁 语 的
*

!$%&''&(&$%#*

!# 它之所以采用
俄语音译的方法进入世界语
境$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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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俄国知识分子
的活动和影响所造就'

+,

世纪
的俄国优秀知识分子代表把崇
尚道德伦理$富有怜悯心&人道
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 对社会
生活激烈批判& 具有强烈的济
世救民的责任感这一内涵深深
烙进了知识分子概念中# 他们
鲜明的个性&独有的气质&积极
的活动 $ 为

!"#$%%!&$"'!(

(

#$%&''#(&$%)#*

一词的 *诞生 !提
供了语境$随后$它便以俄化的
形式$ 带着它在俄所获得的意
义进入西方的各种语言之中 $

被用来表示之前已经存在的
*受教育的阶级 !& *有教养阶
层!和*自由职业者 !所不能充
分表达的语义成分#

俄国知识分子也以其多样
化的面貌&对道德的极度重视&

对人民强烈的崇尚和责任感而
载入史册$树立了一个典范&一
个极好的参照物#

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被誉为知识分子脊梁的利
哈乔夫院士认为'*第一批真正
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出现在
+-

世纪末至
+,

世纪初' 苏马
罗科夫& 克尼亚日宁& 诺维科
夫&拉季谢夫&卡拉姆津# !%俄

罗斯知识分子究竟诞生于何

时# 对这个问题中俄学界一直

争论不休$ 至今也没有达成一

致的结论% 参阅李小桃&'也谈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轫 ($)俄

罗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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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时$ 俄国知识分子
已形成三种类型'学者型&社会
实践家&批评家和思想家型#

学者型知识分子

学者型中最引人瞩目的首
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
蒙诺索夫# 作为一个有着学者
头脑的诗人$ 罗蒙诺索夫首次
在俄罗斯文化历史上将*文学!

阐释为理性的思想工具和武器
而并非单纯是为了消遣娱乐 #

为了把社会引入理性的方向 $

他不遗余力' 一边在科学院里
忙碌$一边大量地翻译和写作$

同时还积极投身社会工作 $莫
斯科大学就是在他的呼吁和策
划下开办的#

除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外 $

罗蒙诺索夫也认定自己有责任
帮助政府沿着进步的道路前
进#他通过颂诗进谏$故他的称
赞带有一点教喻的成分$ 以让
政府做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知识分

子$罗蒙诺索夫的诸多思想在
后来的专家治国论者 & 科学
救国的知识分子中不断得到
再现#

以文学和出版为舞台的社

会实践家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
科夫把发展教育视为改良社会
的捷径# 他对俄出版业的发展
有极大的贡献'在

+-

世纪最后
./

年的出版物中$其中的三分
之一%约上千种"是在他的印刷
厂里印刷的# 他出版的图书几
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
域$同时$他还主办了三种讽刺
性杂志$ 并亲自执笔为杂志撰
写针砭时弊的文章# 他还在

+0

个城市开书店$ 在莫斯科设立
了图书馆和数所学校$ 把赚得
的钱财投到教育和慈善上以回
馈社会#

从后来诸多的办实业 &投
身教育等社会事业的俄国知识
分子身上$ 我们不难发现诺维
科夫的身影#

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

俄国知识分子在世界知识
分子之林中$ 以鲜明的个性引
人瞩目# 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
环境密切相关$ 也是俄社会历
史发展之路的特殊性和俄文化
独具的特质所致# 他们的卓尔
不群集中体现在(((

道德至上

*道德&道德评价以及道德
动机$ 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俄国
理论家费多托夫把这种道德因
素称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性 $把
它视为以思想

!

理想& 真理
!

真
和真理

!

公正的融合为前提条

!"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
李小桃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伊万诺夫
!

拉茹姆尼克对
"#

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战果进行过清点"他总
结道# 对俄国知识分子来说"

"#

世纪是一个战斗的世纪$ %这一史诗般的世纪之战使俄国的知识分
子拥有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这场战争锤炼了俄国知识分子"就如同火焰炼铸了钢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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