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 

织在一起，同族群内语言、服饰、习惯的差异甚至比族群外的差异还要大，
1
 对于任何民族学家

而言，西南地区都很难用现代“民族”这一工具去加以认识和厘定。也因为无法分辨，给了暹罗

政府“南诏泰国王族”说的同时，也给了广西学人或是表述“具备现代国民的素质但种类不一”，

或是表述“同源同种但处古代社会”等各种表述的机会。身为学人也身为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

长的刘介，他的《苗荒小纪》、《岭表纪蛮》不仅是彼时中国关于广西苗瑶僮等族的学术著作，也

是广西当局的进行民族同化的指南。 

抗战军兴，国府内迁，给了广西空前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广西人士笔下的苗猺僮等族的地

位也进一步获得了提高。徐松石将“僮族”表述为“纯汉”，构建了一个僮人开发整个南中国和

中南半岛的历史。赋予了僮人前所未有的地位。而特种师资训练所的师生歌舞表演成为了抗战时

期南下文艺界团体了解边地民族的窗口。抗战时期，要动员全国人民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

必须激发全国民众对于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想象，刘介带领特师学生展示民族歌舞，正给了大后

方的知识界关于中国边地风光的想象。在表演苗瑶僮歌舞后，南下的知识人“发现了”广西的民

族文化，并认为西南民族的歌舞艺术可与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洋音乐一较高下。由此，广西民族文

化也在知识人的论述下成为了建构新的现代的国族文化的一部分，这给了广西民族文化保存的契

机，也使得能歌善舞成了西南民族的单一符号
2
。但对苗瑶僮等族群而言，接受广西当局与知识

界关于他们的民族表述，并来到省府进行歌舞展示，与其说是他们接受了政府的民族整合政策，

倒不如说他们是被成为政府代理人而能获得的利益所吸引。回到瑶山侗岭，地方头人与特师学生

往往灵活地与政府周旋，在“开化”与保持“蛮化”之间做出精明的取舍，而政府整合民族之路

依旧困难重重。 

 

 

 

【报刊文章】 

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
3
 

                   ——读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赵鼎新 

 

在当今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在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资源(如课堂教育和宣传)，在本地区传统的

宗教、语言和部族等基础上，来打造诸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或“德

意志民族”等等观念。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观念称为“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想

象的共同体”如果打造得比较成功，居住在同一个国度中的民众就会觉得自己拥有相似的历史记

忆，有着统一的认同感。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民族国家。 

虽然今天世界上存在的绝大多数国家均是民族国家，但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却是一个在欧

洲率先兴起的现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世界上并存着诸如帝国、城邦国家、封建国家甚至教

会国家等等类型。为什么民族国家会在欧洲兴起？ 

                                                        
1 如苗就分为红苗、青苗、黑苗，各苗之间语言、服饰、习惯均不同，甚至互相敌对。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瑶族

当中。见刘介：《岭表纪蛮》。 
2 此种印象一直延续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广西文史馆馆员的唐兆民搜集材料，将僮人刘三姐的故事加

以整理，此后“刘三姐歌谣”和电影《刘三姐》在中国家喻户晓。 
3 本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8 年 5 月 7 日第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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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国际政治在第二个千禧年里发生的变化。第二个千禧年伊始，欧洲强国

多是那些占有广阔地域、商品经济不甚发达、但政治上比较专制的内地农业国家（如波兰）。第

二个千禧年中期，那些经济发达、资本密集、政治自由而地域有限的城邦国家（如比利时、威尼

斯及佛罗伦萨）成了欧洲政治的主导。17 世纪以后，欧洲的城邦国家相续衰落，那些既拥有大

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国家（如法国和英国）,或者说既有城市经济所带来的自由传统又有

农业经济带来的专制传统的国家，成了欧洲的霸主。18 世纪，特别是在法国革命后，民族国家

迅速成为欧洲各国国家发展的普遍形态。为什么不同时期主导欧洲政治的国家会有如此的变化？

为什么 18 世纪以后欧洲各国均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Charles Tilly,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00-1992, 布莱克威尔出版公

司），回答的正是这些问题。 

蒂利认为，欧洲国家形态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二个千

禧年欧洲社会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这些战争形态与欧洲各国国家和城市力量之间的关系。蒂利的

书中有两个关键的逻辑。第一个是战争形式和国家能力之间的互动。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蒂利

把欧洲战争在第二个千禧年的发展划分为“骑士战争”、“雇佣军战争”、“常规军战争”和“民

族战争”四个阶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不但在国家能力上有着飞快的提高，而且战争

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每一个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变化。 

第二个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发动战争需要向社会汲取资源。如果一个国家所控制的领

域内有发达的城市（当时欧洲城市在政治上有着很强的独立性），统治者就不得不通过讨价还价

的方式从城市经济中汲取财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城市，国家就有可能运用强制性手段。这两个逻

辑相互交错，就有了如下的论点。 

第二个千禧年伊始，我们今天称之为欧洲的地区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期”。各国的国力都

很弱，没有财力维持常规军。当时的主要战争形态是所谓的“骑士战争”。加入战争的骑士与国

王有着一种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骑士每年拿出一定时间为国王作战，国王则给予骑士一片领地

和其他特权。在这一时期，拥有的骑士的数量，决定了国家的强弱。而骑士的数量则与国家领土

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成正比。因此，幅员辽阔的国家往往会在战争中胜出，从而主导欧洲政治。 

14 世纪以后，由于瑞士长矛兵的兴起及其他原因，骑士战争逐渐式微。当时的欧洲各国仍

然没有能力维持一支可观的常规军，但同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却使许多国家变得富有起来。花

钱请雇佣军作战，成为欧洲各国在 15到 17世纪之间的普遍的选择。这就迎来了欧洲战争的“雇

佣军”时期。在这一时期，决定国家军事力量强弱的，不再是幅员和人口而是经济实力。那些富

有的城邦国家于是就在国际战争中占据了优势。但新的问题又来了：雇佣军（许多是瑞士兵）不

见得会为雇主卖命；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军饷和给养，很容易发生兵变。同时，欧洲不少国家在几

百年的争战中，财政汲取能力和对国民的控制能力得到强化，许多国家因此而发展了常规军。“常

规军战争”在 17 世纪成为欧洲战争的主要形态后，那些既拥有大城市、又占有很大周边地区的

国家，逐渐在战争中获得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随着武器的发展，战争变得日益昂贵，小规模的

城邦国家越来越无力支付。更重要的是，城邦国家既没有对国内百姓的专制能力，也没有足够的

人口来建立规模可观的常规军。即便有了常规军，还得考虑如何使士兵勇敢地投入战争的问题。

欧洲国家当然可以采取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所采取过的严厉的强制手段，并奖励那些勇敢的士

兵。但是，当时欧洲的大国统治者并没有如此强大的专制能力，他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在不同程

度上与贵族、僧侣和城市中产阶级讨价还价。 

这样，让士兵为自己的民族而战，就成了引导士兵勇敢作战的有效手段。民族主义于是应运

而生。拥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法国农民，打起仗来异常勇敢，一个时期内所向披靡。各国争相效仿

的结果，民族国家的发展就成了历史潮流。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3 

蒂利在解释欧洲国家形态的发展和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还附带解释了近代欧洲社会的其

他一些重要发展。比如，第二个千禧年中，国家与以城市为代表的经济势力相互之间既依存又猜

疑的发展关系，殖民地经济在欧洲战争中的重要性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北欧诸国在欧洲战

争中的发展轨迹和动因。他的著作同时也在统一的框架下探讨了民主体制在欧洲兴起的动因（在

自由城市力量和农业社会的专制力量的平衡中发展而成）、科层制在欧洲的起源（战争刺激了国

家力量和效率的增长）等等许多问题。写现代欧洲的形成和发展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人

能像蒂利一样，同时运用因果逻辑、社会机制和宏观把握，把众多的现象有效地串联起来，做出

一个逻辑严密的解释。《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是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部杰作。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是西方历史社会学发展的产物。1970 年代中期以前，西方

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带着很强的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有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

社会起源》，安德森的《从古典到封建》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以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

体系》（第一卷）。1970年代中期以后，在继续承认经济生活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基础上，

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比较著名的，有冯纳（Finer）

的《欧洲的国家和民族建设：战争的作用》，以及麦克尼尔、迈克尔·曼、唐宁（Downing）、

珥特曼（Ertman）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是相比于其他学者（特别是唐宁和

珥特曼），蒂利的论点解释范围要大得多，分析方法也要灵活得多。与麦克尼尔、迈克尔·曼等

人的工作一样，蒂利的著作处处显示了一个大学者的风范。 

198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的分析视角日趋复杂。有人

强调各文明间的互相影响，有人分析了人口及其构成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与“西方兴起”的关系，

有人把西方社会的最终“兴起”归结于关键性技术的突破，有人甚至从不同社会女性的地位来找

“西方兴起”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新探索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以蒂利为代表的整整一代人

的努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蒂利的工作没有明显的弱点。以今天的眼光看，蒂利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

主义化的韦伯主义者。与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所不同，蒂利在他的分析中不仅仅强调

了经济（即被蒂利抽象化了的城市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且强调了政治力量（国家）和

军事力量对于社会发展中的独立影响。但是，蒂利轻视了涂尔干，他的分析不能把宏观的社会结

构因素与微观的社会情感加以很好地结合。 

更为重要的是，蒂利在他的著作中完全忽略了韦伯式分析方法的一个核心，即注重意识形态、

价值观和宗教等文化层面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于这种忽视，蒂利不得不把他的解

释范围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而忽略了“现代化”的其他方方面面，特别是工具理性的扩张、

政教分离和脱魅时代的到来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的来临。 

以基督教问题为例，基督教在欧洲的存在和变化，至少会给现代社会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形

成带来以下重要影响，这些影响都被蒂利忽视了。 

第一，欧洲中世纪的所谓“黑暗期”，事实上是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

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十分薄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控制/保障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

是长距离贸易。这时天主教教会势力及其所提供的天主教世界就成了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一个

整合力量，成了欧洲各国政治的协调者、领导者、甚至是保护者。这个天主教世界促进了有着不

同文化习俗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及相应长距离贸易的发展。 

第二，中世纪欧洲教会与国家势力之间的平衡和冲突导致了欧洲国家力量的薄弱。这就为蒂

利所说的政治独立的经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也迫使欧洲各国与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协

调。这种协调型政治的发展最终加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有机渗透。这种低专制、高协调性的国家

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提供了重要保证。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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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中世纪，天主教是"罗马帝国的幽灵"。这不仅仅是说天主教在教义和组织形式上都

大量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组织传统，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单一上帝的追求，对于《圣经》

文本真理性的探索，以及对于神秘魔术性宗教思潮的打击，天主教还保留和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

传统，从而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全面扩展铺平了道路。 

第四，天主教不但全力捍卫一个充满嫉妒的上帝，认为《圣经》就是真理，而且捍卫他们对

《圣经》解读的绝对权威性。这就给统一的天主教世界带来了脆弱性。路德在威腾堡教堂的门上

仅仅贴了几张“小字报”，就给天主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分裂。其实，路德文中对天主教卖“赎

罪券”做法的攻击，与明朝末年李贽对儒教的攻击相比，不知要温和多少。但是，儒教在中国代

表的是道德而不是真理。当时中国的主流士大夫根本就没有兴趣与李贽进行一场"对错式"的论

战，他们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科举上。以李贽为代表的明末异端思潮就在“不争论”背景下，

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但是，基督教追求真理的动力，使得路德的几张“小字报”引出了一场“真

理问题大讨论”和新教运动。其后果是天主教世界的分裂、长期延续的宗教战争和教会势力在欧

洲政治中的逐渐边缘化。宗教分裂为欧洲群雄逐鹿提供了动力，而教会势力的边缘化则给民族国

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第五，宗教战争在欧洲兴起以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与之并不相

干。天主教世界产生分裂后，不同信仰的百姓带着很大的激情为捍卫自己的信仰投入了战斗。这

种反复的战争冲突，不断加强不同信仰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和排他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民

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了准备。 

任何伟大著作都带着时代和作者眼光的局限，蒂利的自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今天读蒂利的著

作，要学习的是蒂利的治学态度和大家风范，学习他在一定问题意识下运用和有机组合各种社会

机制的能力，学习他在有限的学术框架下把观点演绎到极致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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