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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1968年，我曾这样写道，人类学要发现历史，这种历史能够解释现代世界的社会体系究竟是如何形
成的，这就要求我们以分析的眼光来理解所有的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
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来抵制形式理性在人文科学中的势头，这种理性不再探求人类
行动的动因，而只满足于以技术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
我们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复杂，而获得的结果却越来越流于平庸。
我认为，为了防止流于琐碎，我们应该从过去中追寻现在的原因。
惟其如此，我们方有可能理解那些驱使着所有社会和文化的动力。
本书就是基于诸如此类的信念而写成的。
我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是无法从对于单一文化或民族、单一的文化区域甚
至一个某一时段的大陆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
我们有必要重返一种旧式人类学曾经有过的洞见，并重新获得曾经引导着克鲁伯（Alfred Kroeber）和
林顿（Ralph Linton）等人类学家努力建构一种全球性文化史的灵感。
我们已经忘了，在他们看来，人类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而不是孤立地营造他们各自的文化的。
不过，那种旧式人类学很少关注1492年以来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的主要动力——这些动力驱使欧洲迈入
了商业扩张和工业资本主义。
而这些人类学家试图勾勒的文化关联只有在其政治和经济情境中才能比较清晰。
因而，惟有在一种新的、历史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当中才能重新赢得人类学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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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1400年这个时间作为研究的参照点，在那个结点上，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欧洲作为一种新的
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成和族群逐渐被卷入到这个全
球性联结的整体中。
作者秉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观念，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在各大洲之间的
扩展为核心，考察了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人群面对这一巨大变化所做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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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里克·沃尔夫（1923-1999）：出生于维也纳，1940年到美国，进入纽约王后学院求学，二战爆
发后曾参军入伍。
1946年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曾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任教。
主要兴趣点是人类学中的宏观研究和历史解释，主要著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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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早在公元初年，一个受到中国和印度模式的双重影响，同时又有水稻业做后盾的国家模式，就
已在湄公河三角洲上崛起了。
不过，在第一个千年里，邻近地区和岛屿上的水利中心的形成，却遵循着印度原型。
在这其中是吴哥高棉王国和爪哇中部及锡兰诸王国。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一个更早的核心区域曾经支撑着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的国家体系；但到公元
前1200年左右，这些国家都灭亡了，可能是由于印欧人的入侵。
从此，干旱的印度河谷再也没能重拾它往昔的关键角色，而只能充当来自中亚地区的入侵者的一个补
充地。
从那以后，当国家形成时，它们都起源于恒河河谷，尤其是比哈尔和孟买地区。
稻米是这里的主要作物，当年降雨量只有40-80英寸时，稻米种植就要辅以灌溉，而如果年降雨量超过
了80英寸，就要修筑堤坝防洪。
在东亚和南亚，因灌溉农业较为发达，这对那些并不实行集约耕作的人群十分不利。
在印度，集约农耕民一直压迫着那些实行刀耕火种农业的山地部落，如比哈尔的蒙达人和奥朗人。
在中国，汉人始终将他们的历史认同归结到公元前700年后在灌溉农业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经济。
在他们的南部，是非汉人的“蛮族”——“猫”（苗）、莫徭（瑶）以及傣语族。
当汉人越过长江进入“蛮族”地区后，他们用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模式将其中某些群体统一起来，同时
又把刀耕火种种植者驱赶到更边远的、更荒凉的地区。
在其他地方，迁移的种植者为了减轻他们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勒索的压力而不
得不向后退缩。
其结果是，从12和13世纪之后，非汉人的少数民族的剩余人群只生存于中国东南部和邻近的缅甸、泰
国、老挝以及越南的山区。
同样的过程也在更小的层次上重复着，灌溉农业在低地地区发展起来，而山地民则采取粗放耕作，在
山地和难以进入的腹地进行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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