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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全世界上下5000年竞争、霸权、资本积累的过程。
作者试图建立一个中心 --- 外围结构的模型，以此来解释霸权转移，说明世界体系的存在及变化。

　　读者对象：社会学、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工作者，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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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而其他一些研究世界体系的学者则认为，如果说世界其他地区在世界体系的较早时期曾起过非
常重要的作用的话，一些地区在1492年之后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就需要换种方式提出(抑或重新提出?)“纳入”体系这一问题了；这一问题是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
在其专门论述“纳人世界经济：世界体系扩展态势”的《评论》杂志(1987年发行)中提出的。
再者，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霸权和17世纪荷兰的霸权及其基础——贸易的相对垄断地位，损害了尚
有影响贸易强手。
(例如，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印度人)的利益。
    然而，这一历史发展之所以成为单极、而非多极进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欧亚大陆的一端中国在明
朝统治时期遁人闭关自守状态，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西欧海上列强征服美洲，
并将金银财宝纳入自家的资本积累进程——J．M．布劳特(1977年、1992年)对此做了阐释。
西欧列强而后又以同样的方式逐步控制了依然引人瞩目、有利可图的整个印度洋和亚洲的贸易中心。
一直到16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爵士还说：“我们阻遏了他们(莫卧儿印度人)同
东方各国的贸易；这一贸易相当于我们和欧洲各国贸易之总和”(引自帕拉特和沃勒斯坦，1990年，
第26页)。
那么，世界体系内、外的实际情况如何?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有哪些?这些特征以及世界体系本身肇始
于何时?   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并非仅指地理位置，亦非仅指发展水平之差异，还涉及确定积累方式
的各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是主要的社会体系，据此在较大体系范围内确立霸权(下文展开论述)。
需要对霸权结构中的“地理”位置影响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内的阶级地位状况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认为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霸主国内的阶级结构可能会由于该国从其在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
系中的附属国那儿所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而发生重大变化。
例如，向罗马平民阶级提供补助金就是这种体系影响的一个事例。
反之，我们亦认为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可能会加重对处于附属地位的生产者们的剥削。
    “边缘”地区拥有自然资源(包括劳力资源)，这是中心一外围地区要加以利用的。
然而，边缘与外围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在榨取剩余价值方面，边缘地区的民族并不完全在体制上附属
中心，也就是说，它们仍保有某种程度的社会自治。
如果某个边缘民族成了中心榨取剩余价值的政治工具的话，“外围化”进程也就开始了。
然而，边缘地区虽然对中心保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但还是与中心有着体系上的关系，中心一边缘
冲突频仍，就表明了这种体系上的关系的存在。
边缘地区可能也在物资供应联系上起着重要作用。
从这一意义上说来，边缘地区可能会促进世界体系中各地区之间的剩余价值转移。
边缘地区的这些作用应该像半外围的作用那样，受到理论界在阐释地位变化和体系演变时的足够重视
。
    中心(抑或核心)一外围一边缘这一概念并不是想要取代、而是想要发展沃勒斯坦(1974年及其他出版
物；阿里希和德拉吉尔，1986年)的核心一半外围一外围体系。
然而，半外围的研讨始终是个薄弱、模糊不清的环节。
边缘的“提出”可能会令半外围这一概念更形模糊，也可能会使整个体系得以改观。
譬如，萨米尔·阿明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与会者中有沃勒斯坦、阿里希和弗兰克，还有其他一些人)
上提出：半外围由于受到中心的盘剥，所以在功能上成了实实在在的外围；而“外围”由于其自身的
积累已不再有什么物资(或什么人力)给中心盘剥了，所以已处于体系的边缘了。
如上所说，边缘地区在历史上的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中也是有助于中心的积累的。
    因此，中心一外围一边缘体系在乡个历史时期都是世界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必须对这些体系加以研究，不仅要对之进行比较研究，还要对之在世界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加以
研究。
为了认识积累进程的情势，研究一下中心一外围地区向边缘地区扩展的状况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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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占有获取剩余价值的新地盘而言，在边缘地区进行扩展、加以控制的根本原因似乎与这种扩展“有
利可图”有关。
这种扩展和控制也有助于中心一外围体系内部因剥削和人口压力而产生的矛盾的解决。
中心一外围体系中的阶级冲突受到积累向边缘地区扩展的影响。
人口趋势是一重要因素，边缘地区提供新资源，以供养中心一外围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
中心要使边缘外围化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而自然地理条件又决定着物资供应的潜力和成本效益的核
算。
一些地区如果能被用来支付其被占领的费用或被认为能在战略上保卫另一有利可图的地区的话，就会
首先被占领。
反之，这些地区如果(或当)被占领的费用太高的话(或时)，就会被再度放弃。
体系疆界边沿的防御工事具有双重作用：拒野蛮人于体系之外和置生产者于体系之内。
也就是说，这些防御工事防止外敌从军事上破坏受盘剥的地区，也防止依附一隶属的生产者逃往“自
由”区。
    公元6世纪开始了差不多是世界体系范围的经济发展新时期，萨桑帝国再次强盛了起来，占据了叙利
亚的主要贸易中心安条克。
萨桑人于公元7世纪进行扩张活动使其影响扩展到了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和埃及。
公元6世纪，贝利萨留成功地再次征服了西方，拜占庭也开始了扩张活动。
两大帝国均大肆向卟扩张，毫无节制，公元7世纪双方最终进行了一场恶战，结果是两败俱伤。
在印度，公元7世纪戒日王以曲女城为国都建立了霸业。
在中国，公元6世纪下半叶隋朝一统天下。
  概括地说，除了西欧以及非洲一些地区外，欧亚大陆上大部分地区再次通过中亚相互连接起来，同
时并肩向前发展，自西向东、又自东而西地将整个非洲一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
唐朝接替隋朝统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阶段，其霸权扩及中亚。
胄朝时的中国也发展了同印度支那的占婆国之间的关系。
阿拉伯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新兴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于公元7世纪趁波斯萨桑帝国衰败之机，很快征
服了波斯人先前的领土。
埃受和亚历山大也于公元643年被阿拉伯人占领。
中亚于本世纪扣叶并人霸权范围。
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中亚一统于单一霸又体系，致使倭马亚王朝及继其后的阿拔斯王朝得以成为世
界奉系中的超级积累者。
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帝国与唐帝国主中亚发生了正面冲突。
公元751年塔拉斯之役进一步增强了可拔斯的超霸地位，同时也进一步促使了唐朝的衰亡。
        世界体系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比较近期——仅起始于19世纪后期的三四十年：这时“帝国主义”(列
宁语义)开始形成，同时开始了世界殖民地的瓜分——的资本主义形态。
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这种世界性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来，在其发展进程中依次相继的各阶段均一直
呈现体系状。
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的要素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已在欧洲确定成形。
这一认识视1492年——开始征服美洲——为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两个密不可分的现象同时
出现的时期。
    我们该如何阐述从1500～1800年这一“过渡时期”的性质呢?根据当时(旧制度，或称“君主专制时期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准则和经济性质(重商主义)做出了种种阐述。
欧洲和大西洋的古老重商主义社会及其向中、东欧的扩张的确是个问题让我们简单地强调一下：这些
社会见证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式成形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基本要素的同时显现。
这些至关重要的要素是导致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商品交换范围的显著扩展、法律对私有制现代形态的确
认和保护、(农业和手工业方面)自由雇佣劳动的显著增多。
然而这些社会的经济实际上是重商主义多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尚未使“工厂”成为生产的主义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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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过渡”形态，所以我拟对这一“结沦”再做两点进一步的评述。
其一，所述及的要素——有些人称之为“初始资本主义”要素(为什么不能这么称呼呢?)——并非是奇
迹般地突然出现在1492年的。
可以发现，这些要素早就在特定的“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围地区、意大利城市和海那边的阿拉
伯一穆斯林世界存在了。
这些要素也在其他一些地区——印度、中国等等——存在了很长时间。
那么为什么是在1492年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是在1350年、抑或900年、甚或更早的时间呢?
为什么只说是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说同样可以发现有这些“初始资本主义”要素存在的阿
拉伯一伊斯兰教社会、抑或中国社会也在向资本主义过渡呢?又为什么不全然放弃“过渡时期”这一概
念、就说“早已存在的体系一直在连续不断地发展，初始资本主义要素早在远古时期即已有之”呢?我
的第二点评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在确认上述论点方面进行的思考所做的阐释。
美洲的殖民化在一种极其罕见的程度上促进着上述初始资本主义要素的发展。
这些要素主导了参与殖民化的各社会体系达三个世纪。
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恰恰相反，社会中的初始资本主义要素—直囿于贡赋性社会关系(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关系)所主导的世
界。
因此，现在让我们来阐释一下我们这儿所说的贡赋性关系占主导地位是什么意思。
    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成果都是整个世界体系“发展”(特别是资本积累)的主要状况
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这似乎是整个世界体系史的一个普遍规律。
不管怎么说，这一随乐声抢椅子游戏实际上是很古老的，从世界体系形成的那天起就开始玩上了，一
直玩到现在。
新近苏联的解体和东欧政权的垮台及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七国集团(实际上是三国集团)的臣服就
是一个适例；试图将这些事件理解为生产方式间的过渡——更甭说“体系”的演变了——只会混淆视
听，难以阐明问题。
应该将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视之为是这些地区和政权在现阶段整个世界体系陷入经济危机期间更形剧
烈的竞争中，以及由于现阶段整个世界体系陷入经济危机而使竞争更形剧烈的情况下，竞争不过对手
的结果。
里根经济学的“星球大战”政策弄得两个“超级大国”精疲力竭，然而美国由于其盟友(毋宁说是竞争
对手)的资金投入，而得以弥补预算和国际收支“双赤字”；日本和欧洲帮助美国摆脱了困境(一时无
忧了，可又能维持多久呢?)我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东方”“重回”世界经济体系后根据“自由市
场一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准则在向前发展。
正好相反，东方——同南方一样(东方大多数国家原本就是南方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将再次沦为南方的
成员)——在这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这正是东方失败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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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文版序我们的书能译成中文，我们深表愉快和深感荣幸，现在我们能在这篇专门为此撰写的序言中
向中国读者谈谈。
我们感谢我们的同事和朋友高铦教授提出译书的倡议并负责推动中文版面世，我们感谢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承担出版此书，我们还特别感激郝名玮教授努力地、很好地翻译了这部相当难译的书。
    我们借此机会请中国读者做三件事：(1)简要回顾西方(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等考古及史前研究著作中
的有关论点；(2)谈谈本书写作十多年来我们的有关著作，特别是他人的进展；(3)考虑一下后者如何
使我们不得不改变本书原稿中提出的现实与方法论的观点，并把本书有关过去5000年的内容更直接地
联系当今关切的问题和可预见的未来。
                    一  整体关系中的世界体系    我们的著作和论文特意以人类为中心，而且可能的话也是以生态
为中心的。
这方面它们大大不同于西方、中国以及其他各地大多数得到承认的研究、教学与理论，后者都是本地
的，地方化的，时期短暂的，而且往往是特意这样做的。
全世界学校的历史教员大多数都是由国家支付工资去向孩子们、然后向成人灌输国家民族主义，或者
不如说是非单一民族(除极少例外)国家中装扮成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经济统治。
同样地，史的研究在考古学家手中则是受雇去挖掘废墟、人工制品和残骸来以此声称“这块土地是我
的”，自从上帝在远古把土地赋予我们光荣、神圣的先辈以来，情况就是这样，并把他人根据种族清
除而痛苦地赶走。
西方和中国的考古学在各处考古发掘上相互类似。
西方考古学特别在西南亚、北非和美洲主要遵循或者甚至超过西方殖民时代的做法，而中国考古学则
先在中国大陆然后在台湾和东南亚遵循汉化的步子，俄罗斯和苏联考古学则在西伯利亚和中亚追随俄
化。
当代政治在选择研究地点方面起着重大作用，这是因为国家主权和／或殖民主义决定了地点的能否准
人。
例如，两个世代的苏联考古学都是由切尔尼赫研究论述的，本书在这方面根据的是切尔尼赫，而苏联
考古学几乎完全限于苏联控制下的地区，不管这些地区可能同其他值得分析的地点有密切关系而恰巧
处在外界的冷战控制之下。
史前研究的另一个相似之点是考古档案本身对研究者产生的局限——直到今天还有这种情况。
石制建筑和装备比木制的好，陶瓷比天然纤维的好，金属比其他材料好得多，干旱气候比潮湿的好，
沉船比其他海难好，更不用说比毁损散架的好了。
而且，曾经留下的或埋葬的东西必须仍旧留在那里而不因世世代代当地或邻近人们为寻找贵金属、宝
石或者甚至只是建筑材料而遭到盗挖，特别未曾受到西方博物馆为保存人类遗产而进行过掠夺，诸如
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边敦煌石窟中的许多珍品。
该处后来被西部历次战争炸毁。
我们的研究依靠这一切作为二手材料，但这也通过现有的文字记录、特别是以文件证明的或者必要时
推断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加以引申。
我们试图考虑气候条件与变化，但必须做得更好些。
我们做了微弱的努力来关注两性关系，而许多人对此却毫不关注。
例如，与吉姆布塔斯／艾斯勒理论所认为的父权制是由野蛮好斗的游牧民族在马背上向西传布的看法
相反，我们引述证据说明中亚游牧民族要比它们周围不开化的社会在两性关系上总的说来较少不平等
，而且妇女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也较多。
高世玉(音译)和刘汝珍(音译)重要的中国研究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表明在汉代时，西北邻国的妇女地
位高于中国；以及在唐代、辽代和元代，游牧民族的影响提高了当时的妇女地位(上述两例均见闵家胤
编，1995)。
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国同行发展这项研究。
我们对于否定不开化地区的论点持严重怀疑态度(弗兰克，2001，2002)，这种论点在西方、中国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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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方得到承认的史学和史前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们向任何人挑战，看谁能找出一个过去或现在在时间、地域、文化或社会方面具有可以辨认的(更不
用说未受触动的)始末的这种文明。
在有人能找到以前，我们还是主张研究一个由许多不同的、不断变化的部分所组成的社会—文化—政
治—经济的整体。
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识别这个(或几个?)整体并全盘地加以分析。
这项研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识别一个网络或体系中的联结和联系。
这些联系可以是任何种类的，包括从属于同样的力量并且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
启发性研究的问题是：是否这里的A和它往常和现在的情况一样还是不一样，以及在存在或不存在同
那里的B相联系的情况下，如何由于它同AC或同C的联系而不同，因此A与C可以通过与B的相互作用
而依此相互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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