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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封建主义范式的主流叙事 ,强调封臣-封土两大基石对中古西欧封建国家

的主导作用 。“封建主义的悖论”则以另类的叙事 ,揭示封建国家诸多准封建或者非封建的

特征 。悖论现象反映了西方封建主义范式的理论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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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国家是中古西欧经历过的国家形态 。要把握封建国家的特征 ,必须了解封建主义的精髓①。

封臣和封土都是西方学界所认可的封建主义的两大基石 。从封臣-封土范式来理解中古西欧国家 ,

往往得出封建国家权威弱小 、分裂 、无政府等认识 。国内学界的诸多相关研究 ,大都主张马克思主义

的封建主义理论 ,但在认识中古西欧封建国家问题上 ,长期以来却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随西方非马克

思主义者的论述走。不少文章和著作还在一再复述封建主义乃作用于国家的惟一要素 ,封建国家无

权威乃至无国家的观点。然而 ,我们所追随的那些认识 ,可能不尽正确。近年来学界对中古西欧历史

的研究表明 ,封建主义概念本身存在诸多模糊甚至矛盾对立之处②。这就是“封建主义的悖论” 。封

建主义概念本身的问题 ,自然引出与其相关的封建国家问题 。本文试图从封建主义的悖论现象出发 ,

就中古西欧封建国家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敬请方家指正③。

一 、“封建主义的悖论”

关于“封建主义的悖论” ,先辈前贤早有卓见。18世纪孟德斯鸠已然观察到封建法律所带来的悖

①

②

③

本文讨论的封建主义概念及其悖论 ,主要是指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凡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概念和理论 ,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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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的后果①。20世纪前期 ,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在其巨著《封建社会》中有专门一章论述“封臣制的

悖论”(the paradox of vassalage)②。晚近英国历史学家敦巴宾也认识到封建主义的悖论现象的存

在③。虽然都在说悖论 ,但各人侧重点不同 。孟德斯鸠关注的是封建法律带来的悖论性后果 ,布洛赫

分析的是封建制度中忠诚观念及行为上的矛盾对立现象 ,敦巴宾描述的是官僚制度发展与封建依附

关系加强之间的悖论 。与三位学者有所不同 ,我所理解的悖论乃关于封建主义范式的佯谬④。

熟悉西方封建主义理论的读者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西方封建主义理论复杂多变 、众说杂陈 ,何

来范式之说?确实 ,关于封建主义的定义和理论 ,见智见仁 ,莫衷一是 ,形成狭义与广义之分立 。然

而 ,狭义与广义的对立中 ,俨然矗立着封建主义范式于各家各派的立场之内 。对此情形 ,我们不能不

察。狭义论以 20世纪前期的比利时历史学家冈绍夫为代表 ,强调其法律政治特征⑤。“封土与封臣的

结合” ,是冈绍夫定义的直接表达。广义论以马克 ·布洛赫为代表 ,侧重其社会经济特征⑥。虽然在

狭义与广义的旗杆下 ,各自聚集了众多高明杰出之士;但是狭义与广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许多狭义论者 ,甚至冈绍夫本人 ,都不认为自己的定义和理解很狭窄。相反 ,如英国史学大师梅特兰

那样严格的狭义封建论者 ,也将封建主义看作一种社会状态 ,也就具有了广义的意思⑦。但对我们而

言 ,更值得注意的是广义封建论者与狭义论者的共同之处。在布洛赫那里 ,没有忽视封臣与封土。布

洛赫所做的只是将它们延伸与扩展 ,其核心仍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及封土。法国大历史学家乔治 ·杜

比研究马高奈地区的成名之作是向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致敬 ,故着力强调社会经济乃至心态特征 ,但

是封臣与封土仍然是其封建主义研究的中心⑧。可见 ,封臣与封土乃西方封建主义者共同享有的基

石。若云范式 ,舍此其谁 ?

从封臣-封土范式来观察中古西欧社会 ,所表述和强调的在于两点:封建依附关系是社会的主导

关系 ,其他社会关系则逐渐被削弱 ,或者消失 ,或者隐身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外衣之下。这正如布洛赫

所说 ,封建主义的存在 ,是由于亲属关系的弱小⑨。此为其一;与依附关系相伴随的封土是土地的主

导占有形式 ,人们则相信 ,到中世纪盛期 ,封土已经成为西欧各地主导的土地占有形式 , “没有无领主

的土地”这一谚语是其最好的说明 。此为其二 。

“悖论”现象 ,就是对应于此封建主义范式而生成。

悖论之一 ,封建依附关系之外 ,存在许多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 ,如家族亲属关系 、朋友关系 、社群

关系 、国家统治关系等。与布洛赫的模式不同 ,现代社会史研究显示 ,家族亲属关系并没有随着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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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者对布洛赫“封臣制的悖论”一语的误读。因为布洛赫使用的是“ the paradox of vassalage”而非“ the paradox of feu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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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加强而削弱 ,相反却在整个中世纪呈渐强之趋势 ,主要表现为家族意识从未消失 、父系加强 、长

子继承制度逐渐形成 。所以乔治·杜比如此发问:“难道贵族之中新亲属结构的出现与封建制度的建

立不是同步进展吗?”①相关的事例 ,不胜枚举。熟悉《罗兰之歌》的读者 ,应该记得这一情节 。加纳隆

因为罗兰之死而被判有罪 ,有 30位亲属替他求情并愿意为他做担保 ,最后跟他一起全部被绞死②。

12世纪著名的教会人士 、法国诺根修道院院长吉伯特表现出很突出的家族团结的观念 ,尽管他是一

个修士③。我们更知道 ,几乎所有的贵族家族行为中都真实地体现出家族战略特征④。下层家族试图

攀登上贵族等级阶梯的行为 ,则叙说着另一类家族战略与观念。即使在蒙塔尤山村 ,农民的家族行为

也突显出同样的意识与战略⑤。

团体关系尤其是国家统治关系的存在 ,更说明了人身依附关系并不能取代其他公共的或私人的

多种社会关系。从世俗社会来看 ,乡村有村社共同体;城市有商会 、行会团体;甚至有军事性质的骑士

团组织。而从非世俗的层面来看 ,则有教会组织 、修道院组织等团体。显然 ,封建依附关系并不能够

构成所有这些组织团体的惟一基础 。在那里 ,集体行为与意识往往在个人的依附关系之上。换言之 ,

并非封建依附关系为主导⑥。至于国家组织的存在 ,更不能只从封建关系来理解之。关于这一点 ,第

二部分将更详细地讨论。

因此 ,封建依附关系并没有消灭或者根除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即使是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全是封

建的依附关系。苏珊 ·雷诺兹就认为 ,在所谓的封君封臣关系概念中至少包含半打不同类型的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 ,如统治者与臣属 、保护者与被保护者 、地主和佃户 、雇主与雇工 、将军与士兵 ,甚至地方

恶霸与受欺侮者的关系⑦。这一切的存在 ,在相当程度上叙说着封建主义范式的悖论 。

悖论之二 ,封土之外 ,还存在着许多非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形式 ,如自主地(allods)、教会地产 、王室

地产。最值得关注的是自主地 。它往往被称为“太阳领” ,强调其土地自上帝处领有 ,不属于任何领

主。显然 ,自主地占有形式 ,与所谓“没有无领主的土地”的说法相悖。中世纪西欧自主地存在的情

形 ,自然不能一概而论。法国北部卢瓦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封建化最典型 ,但直到 12世纪自主

地仍然占据主导 ,12世纪开始封土才逐渐发展 ,但也没有完全取代自主地 ,只不过到 13世纪自主地

的含义有所变化 ,主要指身份较低者的地产⑧。至于法国南部地区 ,则直到 13 世纪之前自主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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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story)第 8卷 , 1977年第 1期 ,第 117—139页。

西尔维娅·瑟纳普:《早期中世纪社会》(Sylvia L.T hrupp , Ear ly Med ieva l Society),纽约 1976 年版 ,第 117—119页;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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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牛津 1986年版 ,第 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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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占有的主要形态①。英国虽然没有“自主地”这样的术语 ,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类似的土地

占有形式 。诺曼征服前 ,英国贵族和自由人的地产就与法国的自主地类似;诺曼征服之后 ,英国的自

由地产也没有消失。像索克领(socage holding s)这类土地 ,就与十二三世纪法国的自主地拥有许多

相同的特征②。直到 12世纪 ,德国大多数贵族地产都属于自主地 ,并且此时自主地和封土类型才在

法律上对照着应用于贵族地产③。因此 ,即使在西欧各地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封建化 ,但自主地或者类

似自主地的存在不容否认 ,且在一些地区某些时期甚至占据主导 。封土与非封土的交织并存 ,正是封

建主义悖论之所在。

即使是封土 ,不仅存在地区差异 ,也处于不断的历时变化之中。地区差异问题 ,暂且搁置 ,在此只

就封土的变迁做一点概述性分析。变迁之一 ,是封土在实践中日渐走向世袭。法律上 ,封土是硬性的

土地形式 。但事实上 ,围绕封土而出现的一切被禁止的行为从未停止甚至极其普遍。1158年 ,德国

皇帝腓特烈一世曾经颁布法令 ,试图从法律上来规范封土的实践 ,但正如颁布法令的序言所揭示的那

样 ,当时已经出现大量非法买卖 、转让封土的行为④。根据原则 ,英国封土是自国王而逐渐向下分封 ,

但实际情形非常复杂 。封土并不是单向的 ,其功能也非单向的。封土以及建立在上的体系也不是固

定不变的 。1290年的《买地法》就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封土自由处理权利⑤。这意味着许多。变迁之

二 ,是封土逐渐走向非土地占有形式。例如 ,货币封土(the money fief)在标准封土(fief-en -terre)

之外生长 ,并逐渐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封土因其形式上的非土地特征 ,从而超出了土地的实

体占有形式 ,成为诸多君主豪强纵横捭阖的手段⑥。可以说 ,货币封土从根本意义上瓦解了以封土来

换取军事服役的原则 。有学者以“变态封建主义”来称呼此种变化 ,更说明土地的封建性已经发生变

更⑦。封建主义的悖论现象如此突显 ,岂可等闲视之 。

二 、“悖论”的封建国家

悖论最集中最典型地生长于中古西欧国家政治领域。一则封建主义原初的意义就归属于法律政

治领域 ,要说明悖论 ,当以其作为首选;一则悖论现象在国家政治领域中更为彰显 ,举其一而反其三 ,

甚为适当 。按照封臣-封土范式来理解 ,中古西欧封建国家建立在封建依附关系上。理性官僚体制

在相当程度上和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缺乏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将这种建立于人身依附关系(Pers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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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and)之上的国家称为“人身依附型国家”(Personenverbandsstaat)①。封土则成为这一依附体系

的实体性存在。自上而下地 ,以封土为框架 ,形成了鲜明的封建金字塔。封建国家则寄生或者共生于

这一封土阶梯之中。伴随封土制度的形成 ,国家权利和权力被攫取与分割了 。封建国家表现为突出

的分裂现象和分权现象。司法权 、行政权 、经济权等等权力流转于各级封土持有者之手。人们甚至认

为 ,在封建制度下 ,其实没有国家。

果真如此吗 ?封建主义的悖论展开了另一幅中古西欧封建国家的画面 。其一 ,国家统治关系与

封建关系共同存在于政治领域 。国家统治关系与封建关系之间 ,到底是怎样的关联? 一类学者强调

封建关系与国家统治关系之间的对立 ,封建强则国家弱 ,封建弱则国家强 。如布洛赫就认为 ,国家在

其封建主义的第一阶段只是“残留” ,而在第二阶段则开始“获得复兴的力量” 。法国大学者基佐则认

为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关系的形成 ,是以封建主义的削弱为前提代价的②。然而 ,即使在封建关

系强大之时 ,中世纪的国家统治关系也不只是残留 。带有克里斯玛特征的民众对国王的崇拜 、对王族

的尊敬与崇拜 ,反映了意识形态上的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此类崇拜与忠诚 ,于国王而言是直接

的也是遥远的。王国是最高形式的为民众所认可与感知的世俗共同体③。它们并非建立在人身依附

关系的网络上 ,而是建立在具有公共特征的国家关系之上。当时教会人士更宣扬和鼓吹神圣王权理

论 ,与封建王权理论之间产生互动④。并且政治文化上的国家统治关系 ,在现实中往往有直接的表

现。例如法国和德国统治者召唤众人前来参战 ,并非总是因为封臣关系 ,在很多时候是因为古老的

“国家召唤” 。11世纪的法国勃艮第地区 , “骑士”观念本身就与公共军事服役观念紧密相连⑤。英国

国王的召唤则可以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层面。此类行为 ,非封建特征很突出 。

一类学者将封建关系等同于国家关系 ,如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雷耶就认为封建即政府⑥。斯特雷

耶等人相信 ,封君封臣制度 ,尤其是具有等级特征的依附体系具有政府管理的职能。封建等级金字塔

理论认为 ,从上到下呈现等级金字塔形状的封建关系结构 ,能够将整个国家都纳入其管理之中 。显

然 ,封建金字塔理论是一种理想化或者夸大的理论 ,因为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 ,权力会随着结构中等

级层次的增加而递减 ,造成权力的自然流失⑦。将逐渐削弱的权力结构 ,理解为权力操控的结构或者

权力最终会落到统治者手里的结构 ,显然与社会历史实际不符合 。所谓封建等级金字塔 ,并不能够成

为国家事务的真正管理机构和组织 ,它也只存在于某些王权至上主义者的言论中。我以为 ,斯特雷耶

等人存在概念的转换甚至偷换的问题 ,因为封建关系不能等同于国家关系 ,封建也不能等同于政府。

如果一定坚持此类等同 ,就意味着他们所强调的封建主义特征的丧失 ,即具有私人性质的封建被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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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共意义上的政府的外衣。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 ·比森对斯特雷耶的批评正着眼于此。比森认

为 ,以现代政治来理解中世纪权力政治将权力等同于政府 ,乃莫大的错误①。而斯特雷耶晚年对中世

纪国家制度的建立与形成的分析描述 ,其实已然在补充与修正自己封建即政府的论述②。

真正意义上的政府 ,在封建体制中成长 ,但并非封建体制本身。带有公共特征的官僚制度在整个

中世纪从未消失 ,且呈现逐渐加强的态势 。10 、11世纪 ,大陆的法国 、德国等国家地区 ,其公共管理体

系并没有随着所谓的“封建革命”而完全被破坏③。加洛林时期保留下来的各种管理制度和官员 ,仍

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官僚管理制度在逐渐形成之中 ,并为后来

英国国家统治所继承 。到了十二三世纪之后 ,西欧各地更是发展出负责任的管理制度。以英国为例 ,

中央有王廷(Curia Regis)作为国王宫廷生活管理的中心兼国家行政中心 。并且由于国事日渐繁杂 ,

从王廷中成长出更为专门的行政机构 ,如御前会议为国王提供意见咨询 ,直接对国王负责;中书省负

责起草及书写各种文书的工作 ,其首脑为中书令;财政署是国家财政收支管理中心。英国的军事制度

中 ,除了封建骑兵 ,更有民军 、雇佣军 、货币封土军 、契约军等④。地方上 ,英国有郡 、百户区以及村这

三级管理机构⑤。英国还发展出为王国普遍适用的法律———普通法。在司法中则发展出相当理性的

诉讼程序和陪审团制度 ,也建立起职能有重叠却有较好时效的司法机关 ,如普通诉讼法庭 、王座法庭 、

财政署法庭以及各种巡回法庭等⑥。11世纪 ,法国有王廷(Cour du Roi)作为王室生活兼国家行政中

心。12世纪王廷分为两大主要部门 ,王室内府(Hotel le Roi)和王廷(Cour du Roi)。内府有总管 、宫

室长 、警卫长 、膳食长等官员 ,尤其是王室中书令因负责国王文书之类的事务而日显重要 。到 13 世

纪 ,则从王廷衍生出御前会议(Conseil du Roi ,又译为枢密院)、重臣会议和高等法院等机构 。在地

方 ,则有“贝利斯”(baillis ,又译为邑督或邑长)作为王室代理人负责地方行政 、上缴税款给国王 、巡视

法庭等事务。在贝利斯之下 ,有“普雷沃”(prevots ,又译为邑吏)负责更为具体的事务⑦。

封建主义论者并不否认这些制度的存在 ,但他们强调这些制度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研究证明 ,官

僚制度与封建关系之间并非不相容 。二者之间 ,实乃共生共存。在法国和英国 ,真实的情形是封建关

系越强 ,官僚化亦越强。诺曼征服后 ,英国封建关系远比法国要强 ,其管理制度也强大。法国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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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封建关系呈现越来越强的趋势 ,当然 ,其管理制度也具有同样的趋势①。此乃敦巴宾所说的

“悖论” :一方面封建化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非封建的官僚制度也得到更大的发展。晚近的研究显示 ,

13世纪开始的权力政治化进程②,并不必然以反封建的态势而出现。雷诺兹更认为 ,官僚化是封建加

强的必然后果③。因此 ,布洛赫等人貌似辨证的阐述 ,所弹奏的还是人身关系与理性官僚制度对立的

老调 。对此不可不察④。

此外 ,在国家统治问题上 ,家族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观察中古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集团

及其所占据的权力机构 ,就会发现是家族掌控了各种职务 、机构和利益。王朝家族自不必说 ,卡佩王

朝也好 ,安茹王朝也好 ,都是家族统治⑤。虽然家族统治中也少不了人身依附形式与契约 ,但家族似

乎取代了那些虚拟的仪式 。因为 ,依附关系只是权力掌握的借口与形式⑥。家族关系的存在和发挥

作用 ,增加了封建关系与国家统治关系之间的复杂性 ,也揭示了封建主义范式的悖论存在 。

其二 ,封建国家不是分裂 、弱小的代名词 ,它也表现出统一与集权的特征 。这是一个如何评价封

建国家权威的问题 ,并且这一问题往往被替换为国王权威 ,即王权问题。说封建国家分裂 、权威弱小

者 ,强调的是封建主义作用下导致国家权利和权力被分割。有没有国家分裂 、权威弱小之历史实际?

当然有 ,但也有国家统一 、权威加强的历史实际。

十一二世纪法国国家被分裂为大大小小无计其数的封建领地 ,俨然一个“马赛克王国” 。而国王

之权威 ,甚至都不能辖制其直接领地。但是 , 12世纪开始 ,经历路易六世(1108年至 1137年在位)、路

易七世(1137年至 1180年在位)、菲力普二世(1180年至 1223年在位)、路易八世(1223年至 1226年

在位)、路易九世(1226年至 1270年在位)诸国王们逐渐伸张王权 ,不仅扩大王室直接领地 ,而且将许

多封建诸侯领地纳入到国家权威控制之下 ,从而形成了封建君主制的最高权威。英国封建化的程度

与方式与大陆或许不一样⑦。总体来说 ,英国封建国家表现出相对统一与权威强大的特征。但是 ,最

终其权威并不能维持其一致性与连续性 ,而是表现出反复性与断裂性 。征服者威廉所占土地的收入

是全国总收入的 17%,故国王能够很好地控制封臣们 ,甚至能够进行全国范围内土地赋役的调查。

亨利一世(1110年至 1135年在位)死后 ,国家却有长达 20余年的内战。亨利二世(1154年至 1189年

在位)虽然是位贤能之君主 ,但是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与国王之斗争以及少王亨利第三的反叛 ,说

明亨利二世的权威或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强大。到了约翰王(1199年至 1216年在位)统治时期 ,他

能够专横地行使其权力 ,却不得不在压力下与封建贵族签署妥协的《大宪章》 。亨利三世(1216年至

1272年在位)时期更发生了贵族改革运动 ,议会召开 ,国王权威却削弱了。11世纪中期之前 ,德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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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能够较好地控制诸侯领地。奥托一世(936年至 973 年在位)甚至能够于 962年加冕为罗马皇

帝。亨利四世(1056年至 1106年在位)在与教皇的较量中曾经被处以绝罚 ,更有耻辱的 1077年的卡

诺沙之行 。即使名噪一时的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52年至 1190年在位)6次征伐意大利地区 ,却也不

能真正建立起国家权威①。腓特烈二世(1197年至 1250年在位)统治时期 ,其权力中心不在德国本

部 ,而在西西里岛。1356年 ,《黄金诏书》更确认了皇帝经由七大选侯选举产生的惯例。可以说 ,国家

分裂权威弱小到了极至 ,但是在诸侯领地中却渐渐形成具有集权特征的政府。

可见 ,中古法国 、英国和德国等封建国家的历史都是分裂与统一 、分权与集权共生的历史。更重

要的是 ,各个封建国家分权与集权的历史 ,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地理因素除外 ,差异性在更大程度上

叙说着封建主义对国家权威作用的多样性。我们更应该追问 ,封建主义真的是分裂国家的惟一根源

吗? 封建主义又真的是国家权威加强的惟一力量吗 ?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认定封建主义导致分裂 ,

就不能否认封建主义也导致集权。反之 ,亦然 。但是 ,各国历史表明 ,即使在相同的时期 ,同在封建主

义作用下 ,国家权威会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走向。即使在同一地区 ,同在封建主义作用下 ,国家权

威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走向②。国家权威弱小与权威强大的历史实际 ,事实上在质疑封建主

义范式的作用。更准确地说 ,封建主义既不是导致国家权威弱小 ,也不是导致其权威强大的惟一原

因。

因此 ,无论各封建国家权威无或有 ,封建关系都不是单独在历史中发挥作用。非封建的家族 、官

僚制度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主流叙事的封建导致无国家权威论 ,显然与历史相悖。封建

主义并非不能与国家制度共生 。而非主流叙事的封建导致国家权威加强论 ,则是从另一个极端对封

建主义作用给予夸大 ,从而也与历史相悖。因为 ,当封建主义加强时 ,官僚制度也在加强 。法国历史

学家小杜塔伊等人发明和使用的“封建君主制”术语③ ,尽管仍然在封建主义上思考问题 ,其实已经从

封建主义或者封建制度上做了退让 ,将封建主义理解为国家制度或者国家关系的构成部分之一。

三 、悖论:理论与历史

悖论现象的存在 ,叙说的是理论对历史的背离 。悖论的不是历史 ,而是理论 。

最直接的悖离 ,乃是封建主义理论或者范式对中古西欧历史实际的悖离 。这种悖离在狭义论者

那里 ,表现得最为突出 ,因为他们过分坚持封臣与封土这两大基石 ,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广义论者试

图扩大封建主义理论的内涵与应用范围 ,但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放弃狭义封建论的精髓与基石。故在

广义论者那里 ,同样表现出理论对历史实际的背离 。狭义和广义之分 ,并没有改变封建主义理论或者

范式对历史的悖离这一事实。或者说 ,抛弃狭义论 、采取广义理论 ,并不能够解决悖论问题 。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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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封建主义理论框架本身。封建主义是中世纪学者的创造 ,更是后中世纪的产物①。它是一个“层

累”的观念理论②。从封建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 ,数百年来它一直呈扩大之趋势 。但封建主义的

悖论不只是扩大的后果。真正的问题在于数百年来封臣-封土这一范式的不可动摇 。对封建主义概

念的任何修饰 、修正 、扩大 ,都事实上在加强封臣-封土范式这一核心 。

问题的关键是封建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 ———封土与封臣 。封建主义发现的历史表明 ,封建主义

概念和理论未必是中古西欧各国历史的真实表达 。在封建主义范式之外 ,还有更为复杂丰富的世界 ,

只不过它们被封建主义架构所遮蔽 、掩盖 、忽视 。封建主义的专制和强势造成人们观察中世纪的盲

点。非封建的关系 、组织 、制度从未在历史中消失过 ,也并非无足轻重 。它们与封建主义之间有着复

杂多变的联系。或则与封建主义并存 ,或则与之共生 ,或者寄生于封建主义的壳内 ,或者部分与封建

主义一致 。若从封建主义的原则来看 ,它们的存在正说明了封建主义的佯谬和悖论 。

理论与历史实际的悖谬 ,要我们深入反思西方封建主义范式。正如梅特兰所言:“封建主义是一

个不幸的字眼 ,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复杂社会中的单只一种成分而又不是最具特色的成分 ,它

把我们的注意力只引向依附关系的流行以及有之而起的土地占有关系。这些虽然在某个时代确会存

在 ,但并不容许把它称为封建时代。”③布朗教授曾经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建构的专制 ,但是她反对

的只是扩大封建主义的应用 ,故其态度上的保留造成了对范式的专制特性的忽视。比较而言 ,苏珊 ·

雷诺兹的反思和批判更为深刻 。苏珊看到了范式的问题所在 ,试图去颠覆封臣-封土这一封建主义

理论大厦的基石 。确实 ,研究中世纪欧洲 ,封建主义范式并非不二法门。站在范式之外思考和观察 ,

会有新的发现。

然而 ,我不主张抛弃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当下国内学界主张弃用封建主义概念者 ,往往拿西方学

界的某些研究作为支持的理由 。但是 ,因为对西方封建主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入的了解 ,往往

显得似是而非。确实 ,在西方不断有学者反对使用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和理论。但是 ,西方反对封建主

义理论者的理由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弃用封建主义的理由 。譬如 ,伊丽莎白 ·布朗所反对的是封建主

义被滥用的情形 ,她仍然认为狭义的封土意义上的封建是可以继续使用的。苏珊·雷诺兹则反对的

是狭义封建主义本身 。况且 ,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 ,坚持使用封建主义概念者仍然大有人

在。20世纪 90年代末 ,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上进行的大辩论就是围绕“封建革命”而展开的④。欧

美学界的“封建学派”(feudal school)仍然是一支极其活跃且有巨大影响的学术派别 。而在最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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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最新的西方中世纪教科书中 ,绝大多数都有关于封建主义的章节 。说西方甚至是英语学界已经

抛弃了封建主义概念 ,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形。

更重要的是 ,我们所讨论的悖论问题主要出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理论中 。退一步讲 ,

即使否定了西方封建主义 ,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理论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虽然经典

作家的封建主义概念有着深刻的西方政治文化的渊源 ,他们有时也认同狭义封建主义说① ,但他们所

主张的封建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 。布洛赫这样的广义封建论者一定程度上也主张封建主

义是一种社会类型(形态),但是由于他们顽固地坚持狭义封建的范式 ,以至不能真正走出悖论的困

境。然而 ,这并不是说朝着广义道路走有问题 ,相反地 ,广义论者为摆脱狭义论的束缚所进行的努力

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还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使用封建主义这一概念 。因此 ,我们以为 ,

不应该批评广义论者在扩大封建主义概念上所做的努力 ,而应该批评他们的努力并不彻底 、半途而

废。真正彻底的广义的封建主义理论 ,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 。众所周知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封建主

义是经典作家一再主张和坚持的。在 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马克思明确指出:“大体

说来 ,亚细亚的 、古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

代。”②后人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不休 ,但谁也无法否认“封建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所主张的一种

社会形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 ,随处可见的“封建” 、“封建制度” 、“封建体制” 、“封建主义”等用

语。这些表达自然具有积压自的语境 ,例如少数是在狭义的政治法律封建主义范畴下来讨论问题;但

是 ,更多情形下 ,他们是在讨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封建生产方式 。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生产

资料的所有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 ,是为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 。早在 1849年马克思就说

过:“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 ,即社会生产关系 ,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 ,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

而变化和改变的 。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 ,构成所谓社会 ,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

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 ,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 、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

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而且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 ③

马克思主义封建理论 ,强调的正是这样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总和 ,是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关系 ,以及领主

与农民(农奴)对立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过:“封建主义的所有制 ,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

中发展起来的。”④在这种社会关系中 ,由于大土地所有和小生产的结合所造成的领主和农民的对立

是其核心 。封建农奴制度下 ,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地租等形式被剥削 。“在中世纪 ,封建剥削的根源

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 ,相反地 ,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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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 ,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①。

这样强调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理论 ,自然大大超越了西方封建主义理论(无

论广义还是狭义的)的悖论。它对于中古欧洲历史所具有的强大而深刻的解释力 ,早已经在历史研究

领域中得到证明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封建社会的实证研究 ,事实上成为任谁也不能忽视的

景观②。马克思主义者如苏珊 ·雷诺兹也承认 ,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理论 ,比狭义封建主义更重

要③。因此 ,若从反对封建主义的普遍性出发 ,就主张放弃封建主义概念 ,其后果是它不仅危及到人

们对封建主义特殊性的承认 ,而且有害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的生存与发展。把

孩子连同“脏水”(何况封建主义还算不得一盆脏水 !)一起倒掉的后果 ,可以想见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

希尔顿所说:“假如我们不用`封建主义' 一词 ,我们将不得不发明一个词语 。”④而这一新词安在 ?

一旦封建主义理论与现代国家理论相遇 ,悖离就在相对狭窄的中世纪政治史领域有了更深刻的

体现 。我们知道 ,学者们使用的国家概念基本上都是现代国家概念。这一概念大体包括主权 、领土 、

人民等核心 ,也包括国家组织等范畴。现代国家理论事实上决定了后中世纪人们对中世纪国家认识

的根本取向。以这样的国家概念来理解中世纪 ,则学者们基本相信两点 ,现代国家(或者国家)是不存

在于中世纪的;现代国家又是自中世纪发展而来的。封建主义理论则进一步强化了此类认识。除了

时代差异这一原因 ,学者们为中古无国家论找到了封建主义这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中古国家诸特征

的出现与形成都被归之于封建主义这一制度和文化。封建国家 ———封建主义修饰下的中古国家———

就成为学界的流行语 。正是封建主义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 ,成为学者们既否认又承认中古国家之存

在的关键 。从这一关键出发 ,中古西欧封建国家往往被理解为非正常状态的国家 ,只是国家的混乱状

态 ,或者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中世纪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只不过是为现代国家提供兴起发展

的要素基石。而现代国家的形成 ,就是摆脱封建主义对国家的羁绊与束缚 ,去实现民族认同 ,主权观

念 ,地域占领和管理制度体系化。所谓国家政体性质的阶段性论述 ,只是在标明它们与现代国家的距

离之远近 。

但是 ,悖论表明 ,建立在封建主义范式和现代国家理论范式之上的“封建国家”这一术语 ,遮盖了

中古西欧国家的实际情形 。封臣-封土式的国家 ,不是中古国家统治的全部历史;领土分裂 、权威弱

小 、制度缺失 、有社会无国家 、名存实亡等等现象也不是中古国家统治的全部历史。不可否认 ,分裂情

形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 ,有时甚至很严重 ,但分裂并不意味着无国家。在中世纪并不缺

乏国家观念和理论 ,也不缺乏国家统治的历史实际 。尽管存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权力的分割现象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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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跟坚持没有封土就没有封建主义一样糟糕。”(罗德尼·希尔顿:《阶级斗争与封建主义的危机》(Rodeny Hi lti on , Class

Con f l 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 dal ism :Essays in Medieval S ocia l H istory),伦敦 1990年版 ,第 154页。)而另一类马克思主

义者如佩里·安德森等人则断然否认封建主义的普遍性 ,只强调欧洲封建主义的特殊性。(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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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雷诺兹:《封土与封臣》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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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缺少控制国家的技术 ,但君主及其国家的存在并没有因此而废弃 。无论君主制度最终表现出什么

样的具体形态 ,它都是国家形态本身。况且 ,在特殊性的分裂状态下同样有集权现象 ,有国王权威 ,有

国家组织的不断发展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分裂国家也不失为一种国家体

制 ,即“分裂国家体制”①。可见 ,中古国家以反现代国家理论概念的形式而存在。

因此 ,我们要反思建立于封建主义范式和现代国家理论范式之上的封建国家概念和理论。更准

确地说 ,从封臣-封土式的国家模式来认识中古西欧 ,是存在问题的 。封建主义理论的悖论证明了这

一点 ,现代国家理论的悖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 ,抛弃封建国家这一概念 ,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正

如不能弃用封建主义这一术语 ,我们也不能弃用封建国家这一概念 。如果从西方封建主义和现代国

家理论中难以找寻到出路 ,则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来理解封建国家应该是最佳的选择。经典作家经

常使用到“封建国家”这样的表达。虽然由于理论渊源 ,经典作家也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吸纳了同时代

的封建国家理论的成果 ,故而我们从中可以读到狭义封建主义和封建国家的某些特征 ,如强调分权 、

中央权威弱小 、地方独立 、官僚制度缺乏等②。但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国家的认识是基于经济基

础的封建主义特征 ,则他们所描述的封建国家性质或者政体性质就不只是从非经济角度来展开的政

治法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 ,而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的反映 。恩格斯这样理解国家:“国家是

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

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段 ,不致在无谓

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 ,把

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

就是国家 。”③恩格斯还说:“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 ,国家都不是一个

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 ,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 ,那

末 ,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

成长起来的封建国家是一种必须“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 ,无论对土地贵族或城市来说 ,都

是一种需要。因此领导统治阶级组织即贵族组织的到处都是君主” 。当然 ,马克思主义封建国家核心

不是封臣与封土 ,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作为暴力机关的国家压迫人民的功能是不可改变的 ,中

古西欧封建国家正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恩格斯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 ,同

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 ,所以 ,它照例是最强大的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 ,这

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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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说:“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 ,也是这样 ,在这里 ,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他还说过:“那里是封建

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 ,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人民出

版社 1972年版 ,第 169 、503页)可见,在恩格斯那里 ,封建国家的特征与西方狭义封建论者有类似之处。在此 ,同样要提请

读者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者的封建国家认识与经典作家的理论混同。例如以修正马克思主义自居的英国历史

学家佩里·安德森所主张的封建国家其实就是西方狭义论者的翻版与复述。(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

第 151—181页。)而这种过分强调西方上层建筑特殊性的做法 ,事实上已经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也是对经典作家的封建国

家论的背离。(马克垚:《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 ,《历史研究》1997年第 1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16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247—248页。



段。因此 ,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 ,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

机关 ,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 ①在恩格斯看来 ,这样的一个镇压机关有两

个特点:“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 ,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 ……第二个不同

点 ,是公共权力的设立 ,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 。”②因此 ,马

克思主义强调 ,作为经济基础反映的上层建筑的国家 ,是公权的代表 ,是暴力机关 ,是压迫人民的机

器。这样的封建国家是中古西欧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无论其是否分裂 ,是否权威弱小 ,也无论其君

主统治有名而无实。

中古西欧封建国家当然有其特殊性 。但那些特殊性 ,是基于西方封建主义这一特殊性而存在的 ,

也是基于西方现代理论而产生的。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 ,则封建国家显然具有历史的普遍性。

这一普遍性不仅是西方狭义或者广义封建主义与国家的结合 ,更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与

国家的结合。作为西欧特性的封土与封臣 ,只是封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因素 ,或者说只是两个外

在的作用形式 ,在它们之外 ,有更为核心的东西。反思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封建国家理论的有力武器 ,

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国家理论 。

[本文作者黄春高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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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er Wage and State Regul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hai Bin

Since the Black Death ,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d placed long-time restrictions on labo rer w age by promulg ating

the O rdinance o f Labo rers in 1349 and the Statute of Labo rer s in 1351.By the S ta tute of Apprentices and numerous

royal pr oclama tions , the Tudo r S tate reinfor ced restriction on labore r wage and achieved certain positive effect.Owing

to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 rs , its actual effect is quite limited.

“The Paradoxes of Feudalism”

and the Feudal States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Huang Chungao

The paradigm of feudalism , fief and vassal as its essences , alway s overstresses the weakness of the feudal states in medie-

val Western Europe under the function of feudalism.However , “ the paradoxes of feudalism” , such as system of family and

kinship , relations of friends , different groups and communities , etc., represent different scenes of feudal states in the middle

Ages.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observe and analy ze historically the characters of feudal states through the angle of view of

“ the paradox of feudalism” .It is time for us , indeed , to rethink profoundly the theory and paradigm of non-Marxist' s feu-

dalism.

U.S.Rubber Policy and Its Domestic Politics 1953-1956

and the Feudal States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Yao Yu　Guo Youxin

In the ear ly 1950s , a serious crisis in w or ld natural rubber market , characterized by steep price dr op and huge

over stock , attacked heavily na tur al rubber-producing countries in Southea st A sia.Not only did the differences be-

tw een U.S.and these rubber-producing countries on the so lution o f this crisis ha rm their r elationships , but also

shaked the rubbe r emba rgo against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Eisenhowe r Administ ration listed rubber problems on

the top o f na tional security agenda and tried to solve it by fo rming series NSC 5417 papers.Owing to cer tain domestic

e lements , such as the pro tection of U.S.synthetic rubber industry , the tightening fiscal po licy and predominant eco-

nomic freedom , etc., this effo rt accomplished nothing.As a re sult ,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U.S.and natural rubber

-producing count ries became w or se , and rubber embargo against China also collap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