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集：海洋时代（开篇·葡西） 

　　【导 语】 

　　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

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 

　　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

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

未来…… 

　　【 序 】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

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在此之前，人类生活在相互隔绝而又各自

独立的几块陆地上，没有哪一块大陆上的人能确切地知道，地球究竟是方的还是圆的，而几

乎每一块陆地上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 

　　公元1500年前后，中国正处在明朝统治之下。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但不是为了开拓贸

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 

　　阿拉伯和印度的商人与欧、亚、非大陆继续着商业往来，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

在印度洋沿岸。 

　　这是当时欧洲人笔下的世界，已知的三块大陆--欧洲、亚洲和非洲，分别由三个信奉基

督教的国王统治，其他地方都是混沌未开。 

　　但就在公元140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欧洲绘图人笔下的几大块陆地宛如正在成长的胚

胎，逐渐由模糊的团状，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清晰可见的模样。 

　　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经由地理大发现而引发的国家竞争，

拉开了不同的文明间相互联系、相互注视，同时也相互对抗和争斗的历史大幕。 

　　不可思议的是，开启人类这一历史大幕的，并不是当时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偏

居在欧洲大陆西南角上两个面积不大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五百年前，他们相继成为称

雄全球的霸主，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小小的伊比利亚半岛征服海洋、进而主宰世界长达一个多世

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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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是从被征服开始的。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1世纪的两千多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上

战火连绵不断，这块土地曾先后被罗马人、日耳曼人和摩尔人征服。正如一个个奋不顾身的

斗牛士，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同入侵者的抗争，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

以清晰地感受到那种仿佛根植于基因中的追求刺激、喜欢冒险的豪情。 

　　漫长的两千多年，眼泪、创痛和牺牲终于换来了宝贵的自由。 

　　公元1143年，一个独立的君主制国家葡萄牙，在光复领土的战争中应运而生，并且得到

了罗马教皇的承认，这是欧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葡萄牙历史学家 J·H·萨拉依瓦： 

　　12和13世纪葡萄牙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家，而是人民的王国，葡萄牙的

国王不仅受到贵族、也就是他的臣属的支持，而且得到百姓的拥戴。 

　　强大的王权使葡萄牙人有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但实现国家的强盛却还有很长一段路

程。葡萄牙只有不到十万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资源十分匮乏，东面近邻的绵绵战火，又不

断侵扰着这块贫瘠的土地，独立之后的葡萄牙王国在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后，也依然是危机四

伏、风雨飘摇。 

　　这个率先建立的民族国家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强大的君主制将会给它带来什么？葡萄牙

民族的未来在哪里？一直靠近海捕捞谋生的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被称作“死亡绿海”的

大西洋。 

　　这个船型的纪念碑，是1960年葡萄牙政府为纪念“航海家恩里克”逝世五百周年而建

的，碑的正面写着：“献给恩里克和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正是海上之路使葡萄牙摆脱了

贫穷和落后的境遇，正是在恩里克的带领下，葡萄牙启动了征服大海的行程。 

　　恩里克出生在1394年，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第三个儿子。 

　　当时的欧洲正从蒙昧的中世纪走出，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如星星之火逐步燎原，科

学和人文的思想一点、一点地照亮了欧洲的天空。 

　　就在恩里克王子12岁的时候，1406年，一本尘封了一千两百多年的书籍的出版，引发了

一场地理知识和观念的革命，这就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指南》。 

　　原葡萄牙航海纪念委员会主席 若尔金·麦哲伦： 

　　这本书和希腊其他学者的许多作品一样，在当时一度被世人遗忘。其间，在亚洲，这本

书并没有被遗忘。而在西欧，一直到1406年才在意大利被关注，从15世纪末期开始被印刷出



版，才得到较为广泛的流传。 

　　尽管从今天看，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谬误百出，比如，非洲和南极紧紧相连，除欧

洲、亚洲、非洲以外，世界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赤道没有动植物生存等等，但在当时，

它比起那些虚无缥缈的神话和道听途说的游记，仍然提供了许多较为可靠的地理信息。 

　　世界真的是托勒密描绘的这个样子吗？大西洋真的无法航行吗？巨大的问号折磨着欧洲

大陆，也燃烧着痴迷于地理学和航海战略的恩里克王子。 

　　与此同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变故又把葡萄牙推向了历史的前台，撬动历史的主角就是

这些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胡椒粒。 

　　今天，连欧洲人自己也很难理解，他们的祖先为什么会对香料如此依赖！ 

　　西班牙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 研究员 卡洛斯·马拉穆德： 

　　在当时，14、15世纪的时候，保存食物的方法主要是依赖香料，因为当时没有冰箱。所

以欧洲人对于香料的需求十分急迫，香料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垄断，接着，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奥斯

曼土耳其帝国阻断。欧洲急于摆脱困境，不论是神圣的宗教，还是世俗的商业，都希望能找

到强有力的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在陆地上的军事突围失败之后，焦躁不安的欧洲人开始到

海洋寻求出路。 

　　欧洲人如何才能成功呢？ 

　　萨格里什，葡萄牙最南端的一个小渔村，直到今天，这里仍然荒凉无比。 

　　根据葡萄牙编年史的记载，15世纪时，在恩里克王子的主持下，这里曾经建立过人类历

史上第一所国立航海学校，曾经有过为航海而建的天文台和图书馆，这座建于15世纪的灯

塔，经历了近六百年的风霜雪雨，依然骄傲地矗立着。 

　　葡萄牙宗教学 教授 娜塔丽亚·科雷雅·格德斯： 

　　根据当时史料的记载，尤其是传记作家费尔南·洛佩斯的记载，堂·恩里克王子是一个

非常慎重、果断的人，他非常清楚他需要什么，善于同其身边的出色幕僚相处。 

　　我们无从知道看起来面容古板的恩里克王子是因为具有雄才大略而包容，还是因为包容

而具有了雄才大略。意大利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摩尔人，不同种族、甚至不同信仰的专

家、学者，聚集在他的麾下。他们改进了中国指南针，把只配备一幅四角风帆的传统欧洲海

船，改造成配备两幅或三幅大三角帆的多桅快速帆船，正是这些20多米长、60到80吨重的三

角帆船最终成就了葡萄牙探险者的雄心；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由数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把数

学、天文学的理论应用在航海上，使航海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葡萄牙历史学家 J·H·萨拉依瓦： 

　　航海发现是首先在葡萄牙作为国家计划的，是一个全国计划，是一个由一个王子主持的

计划。这使得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现不像那些商人为贸易所进行的孤立探险，而是一个两百年

来有规划、有系统组织的任务和策略。 

　　通过二十多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原来神秘莫测、令人望而生畏的大西洋逐渐显露出一

些规律。葡萄牙人终于向南出发了。 

　　每个到葡萄牙游览的客人，罗卡角是必然的选择，这里是欧洲的“天涯海角”，是远航

的水手们对陆地的最后记忆。 

　　刚刚进入秋天，冰冷的海风已经吹打得游人无法立足！ 

　　千百年来，这块伸入海水的巨石就像一个孤独的老人，无奈地守望着波涛汹涌的大西

洋，守望着欧洲的梦魇。直到16世纪，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卡蒙斯在搏击大海的征

程中创作了史诗《葡萄牙人之歌》，罗卡角才一扫往日荒凉、失落的阴霾，一跃而成为欧洲

人开拓新世界的支点。 

　　 “陆地在这里结束，海洋从这里开始。” 

　　一天天，一年年，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消失了。 

　　公元1443年，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从罗卡角出发的葡萄牙航海家穿越了西非海岸的

博哈多尔角。在此之前，这里是已知世界的尽头。 

　　为了这一天，恩里克王子和他的船队已经奋斗了21年。 

　　与中国郑和的混合舰队相比，葡萄牙人的两三条帆船微不足道，但是，凭着爱冒险的天

性、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强大的宗教热情，葡萄牙人终于冲破了中世纪欧洲航海界在心理和生

理上的极限。 

　　葡萄牙波尔图大学 副校长 路易斯·亚当·达·丰塞卡: 

　　随着海外扩张的继续推进，人们到达了越来越多的海域，于是形成了对“大海洋”、即

今天的大西洋的全新认识，过去人们认为，“大海洋”仅仅是一个沿海狭长的海域，现在他

们发现，这个大海洋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它同时向南、向西无限地延伸。 

　　随着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向南，源源不断的黄金、象牙以及非洲胡椒涌入里

斯本，充满了葡萄牙的国库。 

　　幸运的是，就在葡萄牙大张旗鼓地进行海洋探索并从中获利的近一个世纪里，欧洲的其



他地区还在中世纪的封闭中明争暗斗： 

　　英格兰和法兰西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贵族之间战争不断； 

　　德意志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几百个邦国在进行着远交近攻的游戏； 

　　意大利的城邦正享受着传统贸易带来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 

　　而葡萄牙的邻国西班牙还在为光复国土而战。 

　　到1460年，被葡萄牙绘在地图上的非洲西海岸已经达到了4000公里。就在这一年，恩里

克去世了，这个终生未婚、在萨格里什苦修了45年的圣徒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虽然恩里克一生从未亲自出海远航，却无愧于“航海家”的称谓，因为欧洲航海界所有

载入史册的伟大发现，都是以他倾一生之力组织实施的航海计划作为起点的。 

　　公元1487年7月，恩里克去世27年之后，葡萄牙航海事业的继承者若昂二世国王，派迪

亚士率三艘帆船继续沿大西洋南下。 

　　航行半年后，船队突然遭遇了一次罕见的风暴，在被风暴裹挟、被动地向东南方漂泊了

13个昼夜之后，迪亚士命令船队掉头北上，这时，他意外地发现：船队已经绕过了非洲的最

南端。为纪念这次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迪亚士给这个海角取名“风暴角”。 

　　但若昂二世却郑重地将这个名字改为“好望角”。现在，只要再努一把力，葡萄牙人就

能到达梦寐以求的东方。商路即将打通，意味着财富的香料贸易很快就要掌握在葡萄牙的手

中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葡萄牙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刚刚统一的邻国西班牙。

那么，西班牙人将凭借什么和葡萄牙竞争呢? 

　　格拉纳达是今天西班牙境内最具有伊斯兰风情的城市，伊斯兰建筑的经典之作阿尔汉布

拉宫，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火灾兵难，仍然优雅端庄。 

　　五百多年前，西班牙光复运动的最后一仗就在这里进行。1490年春天，西班牙的伊莎贝

尔女王率领十万大军包围了格拉纳达。 

　　西班牙军事史学家 胡利奥·佩尼亚兰达·阿尔瓦尔： 

　　西班牙王国的重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收复失地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整整八个世

纪。到15世纪，格拉纳达王国还处于穆斯林信徒摩尔人的统治之下。 

　　在格拉纳达对面的这座石头城堡里，伊莎贝尔女王亲自督战。这位女王平素一身洁白，

每天要沐浴更衣四次，美貌曾惊艳欧洲王室。但此次她发下重誓：不夺取格拉纳达决不脱下



自己的战袍。 

　　1492年1月2日，在西班牙军队的猛烈攻击下，摩尔人弃城投降。长达八个世纪的战争宣

告结束。伊莎贝尔女王亲吻了格拉纳达的土地，与她的丈夫费尔南德国王一起进入阿尔汉布

拉宫。 

　　而就在西班牙的统一刚刚完成的时候，历史给西班牙送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随着女王进入格拉纳达的队伍中，有一位等待女王召见的热那亚人，他就是后来名动天

下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 

　　从当时已经普遍传播的地圆学说中，哥伦布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向西走也能到达

东方。哥伦布相信，他的航海计划能很快将欧洲人带到东方，但是，在此前的六年中，哥伦

布在葡萄牙却一直遭受冷遇。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 副院长 费尔南德·阿梅利戈·古埃尔沃阿兰戈： 

　　若昂二世没有接受哥伦布的建议，是因为葡萄牙的航海策略主要是越过好望角，经过非

洲再向东，寻求新的航路到达亚洲，从而和印度进行贸易。 

　　航海知识丰富的葡萄牙专家们认为：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的实际距离，将远远超过哥伦布

的预测。但正是葡萄牙专家这个正确的判断，使葡萄牙王国丧失了一次历史的机遇。 

　　1492年1月，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伊莎贝尔女王第三次召见了哥伦布。 

　　葡萄牙依靠海权的迅速崛起，让整个欧洲嫉妒得红了眼，但财力、物力和人才的缺乏使

所有的国王、贵族、商人们望而却步。雄心勃勃的伊莎贝尔女王用23年的时间缔造了统一的

西班牙，现在，她开始成为西班牙远洋探险的总赞助人。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 教授 索尼亚·阿尔达·梅西亚斯： 

　　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来资助哥伦布这样一场伟大的航行，这也充分

展示了当时欧洲封建强国的力量和决心。 

　　哥伦布与西班牙王室的谈判进行了三个月。 

　　出生在布商家庭的哥伦布，从小就耳濡目染讨价还价的商业行为，在葡萄牙的八年航海

经历又给了他提高价码的理由，哥伦布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争取足够的权益。 

　　而女王也并不认为与一个普通百姓坐下来讨论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什么不妥。 

　　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 主讲教授 卡洛斯·马丁内斯·萧： 



　　对于殖民地的占领，虽然是由探险者完成的，但是其基础在于同王室签订的合同和条

约，这就好像在合唱中当头的是领唱一样，得到的殖民地由探险者进行殖民，但是殖民地的

主权还是属于王室的。 

　　1492年4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国家的意志同航海家的愿望最终结合在了一起。 

　　哥伦布被任命为发现地的统帅，可以获得发现地所得一切财富和商品的十分之一并一概

免税；对于以后驶往这一属地的船只，哥伦布可以收取其利润的八分之一。 

　　8月3日，带着女王授予的海军大元帅的任命状，哥伦布登上甲板，对女王资助给他的三

艘帆船下达了出航的命令。 

　　向西。再向西。帆船驶入了大西洋的腹地。 

　　为了减少船员们因离开陆地太远而产生的恐惧，哥伦布偷偷调整计程工具，每天都少报

一些航行里数。但即便如此，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船队依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0月10日，不安和激愤的船员们声称继续西行就将叛乱。激烈争论后，哥伦布提议：再

走三天，三天后如果还看不见陆地，船队就返航。 

　　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主讲教授 卡洛斯·马丁内斯·萧： 

　　他这么做无疑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仅仅在这次骚乱三天之后，曾经反对他的水手就在桅

杆上高喊：“陆地！”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 

　　英雄就在这一刻诞生了！ 

　　哥伦布和他的船员看到的陆地，就是今天位于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从那一天起，割裂

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 

　　虽然哥伦布至死都认为他到达了印度，但事实上，他到达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

而是一块欧洲人从来都不知晓的新大陆。 

　　因为哥伦布的误判，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拥有了一个同他们毫不相干的名字--印第安

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感觉他们仿佛是亚洲的远方亲戚。 

　　就在哥伦布出发的这一年，人类最早的地球仪制作完成了，在这个地球仪上，属于美洲

大陆的这个位置还是一片大海。 

　　西班牙人成功的消息震动了整个欧洲。这一天--10月12日，后来被定为西班牙的国庆

日。 

　　欢迎仪式十分热烈，伊莎贝尔女王兑现了向哥伦布允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奖励，哥伦布



在六个印第安人的簇拥下,举着五彩斑斓的鹦鹉招摇过市。 

　　但最早看到哥伦布凯旋的并不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而是曾经拒绝了哥伦布的葡萄牙

国王若昂二世，哥伦布返航时首先到达里斯本，若昂二世专门接见了他。 

　　半信半疑的若昂二世拿来一碗干豆子，让哥伦布带来的印第安人在桌子上摆出新世界的

模样。这个地理游戏后来让他暗自捶胸顿足：“见识短浅的人啊，我为什么让这样重要的大

事溜走了呢？” 

　　一切已经无可挽回，未知世界才刚刚浮出海平面，竞争就已经摆在两个毗邻的航海大国

面前，谁将拥有未来世界的发现权呢？ 

　　葡萄牙历史学家 J·H·萨拉依瓦： 

　　在那个时代，关于大海的理论认为，大海不是开放的，人们都认为大海属于它的发现

者，毫无疑问，是葡萄牙人发现了它。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谈判，1494年6月7日，在罗马教皇的主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里斯

本郊外的这个小镇签署条约：在地球上划一条线，然后像切西瓜一样把地球一分两半。葡萄

牙拿走了东方，西班牙把美洲抱在了怀里。 

　　从当时绘制的这幅油画上看，讨价还价的过程异常激烈，但事实上，精确的计算并没有

太大的意义，因为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与欧洲以外的大陆才刚刚有了一点点接

触，还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个地球究竟有多大。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 院长 伊西德罗·塞甫尔维达·穆尼奥兹： 

　　这个条约在西方文明中产生的意义在于确立了大国瓜分殖民地的先例，这一趋势在后来

的柏林条约中达到了顶峰，欧洲各国坐在一起将全世界已知和未知的地方全都加以分配，形

成了当今世界格局的雏形。我们可以说西方世界开始全球扩张始于这个条约。 

　　游戏规则已经制定，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看谁的行动更迅速了。 

　　1498年5月，经过四年的生死考验，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的船队终于抵达印度的

卡利卡特港，这也正是七十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展示天国德威的地方。 

　　与郑和不同，葡萄牙人这次带来的不只是友好的问候，当印度人问他们到来的目的时，

达·伽马很简练地回答说：“基督徒，香料”。这正是葡萄牙孜孜以求的目的，经过近一个

世纪的艰难探索，恩里克王子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欧洲航海家几十年知识和勇气的积累

开始转化为耀眼的财富。 

　　面对葡萄牙在东方的成功，西班牙再次出发。 



　　1519年9月20日，又一个被葡萄牙冷落的航海家麦哲伦，带着5艘船和265名船员，开始

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 

　　这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壮举，它的意义甚至可以和人类离开地球登上月球相比，所不同

的是，当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小心翼翼地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他知道全世界至少有

七亿人正在为他喝彩。 

　　但450年前的麦哲伦却没有那么幸运。在历经1080个日夜、17000公里航程之后，1521年

9月5日，就在这个宏伟的教堂里，18位环绕地球的幸存者手擎点亮的蜡烛，为在这次史诗般

的伟大航行中死去的勇士祈祷，其中包括他们在菲律宾被杀的船长麦哲伦。 

　　18盏烛光是那么微弱，但它照亮的却是人类文明的进程！ 

　　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 

　　地球飞快地旋转，制图员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仍然满足不了人们对修订版地图的需

求，地图在潮湿和未着色的时候就被取走，航海家开辟的新航线成为了欧洲控制世界的铁

链。 

　　在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一个个海上交通战略要点相继成为葡萄牙的囊中之物，正是

利用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个据点，葡萄牙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在16世纪初的前

五年中，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从22万英镑迅速上升到230万英镑，成为当时的海上贸易第一

强国。 

　　与葡萄牙在东方的收获相比，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的掠夺更加直接。 

　　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

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 

　　与欧洲人的扩张相伴随的，却是美洲两大文明中心的悲歌。到1570年，战争屠杀和欧洲

传来的流行病，使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从2500万下降到265万，秘鲁的人口由900万下降到了

130万。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从那以后急剧减少了90%。 

　　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 教授 安东尼奥·曼努埃尔·埃斯帕尼亚·欧西门： 

　　当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王室联合起来时，就是在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或者是西班牙的菲利

普二世统治期间，据说菲利普王国的太阳从来不降落，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的版图到达

了整个世界，从墨西哥到菲律宾、中国、印度和非洲。 

　　在欧洲，西班牙统治着近一半的天主教世界；在亚洲，它征服了菲律宾；而除巴西以外

的美洲都归西班牙所有。葡萄牙的殖民地遍布非洲、巴西以及环大西洋、印度洋航线的岛

屿。 



　　伊比利亚半岛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这奇迹会不会也像神话故事那样，见首不见尾，缥

缈不定，来去匆匆呢？ 

　　这是马德里惟一一个以国家名字命名的广场，西班牙的骄傲--作家塞万提斯的纪念碑赫

然矗立在正中央，每一个走近塞万提斯的人，都忍不住要用手摸一下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

和紧随其后的仆人桑丘。 

　　西班牙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学院 院长 伊西德罗·塞甫尔维达·穆尼奥兹： 

　　塞万提斯生前出版了许多书，他的戏剧作品在当时也大受欢迎，但是，他年老时过着穷

困潦倒的生活，他所认识的那些大人物都没有给他足够的生活资助，以至于他死的时候仍然

十分贫困。 

　　塞万提斯的命运，在有意无意间折射了伊比利亚半岛的荣辱兴衰。 

　　在强大的王权和狂热的宗教信仰的支撑下，伊比利亚半岛征服了海洋、获得了世界。但

是，像潮水一样涌入的财富，几乎都用来支撑为宗教信仰、为殖民扩张而进行的战争，而没

有用来发展真正能够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工商业。势力强大的王公贵族不愿意看到工商业的发

展导致新兴势力的崛起，他们甚至荒唐地把数以万计的从事工商业的外国人，从自己的国土

上赶走了。 

　　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 主讲教授 卡洛斯·马丁内斯·萧： 

　　西班牙渐渐习惯了，不去投资本国的工业，而转身购买国外昂贵的商品，久而久之，国

内的工业极度萎缩，而货币又急剧贬值，人们却还沉迷于消费。 

　　原葡萄牙航海纪念委员会主席 若尔金·麦哲伦： 

　　我们知道，一个机构极有可能因为没有能力做出改变而“死亡”。我也知道葡萄牙和西

班牙的殖民扩张时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不能做出改变而衰落。 

　　罗卡角的太阳缓缓落下，这是欧洲大陆的最后一抹阳光。 

　　到16世纪下半叶，曾经拥有难以计数的金银和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伊比利亚半岛，在

世界性的演出中开始谢幕。流水一般涌入的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了，除了奢侈的社会风气，

没有留下像样的产业，老百姓甚至也没有获得像样的衣、食、住、行。 

　　或许，沉醉于中世纪英雄梦想的堂·吉诃德至死都不明白，他的盾牌掩护的是一个旧世

界，他的长矛刺向的是一个新世界，其结局只能是不断重复的无奈和失败！ 

　　世界历史舞台上的第一场大戏悲剧性地落幕了。下一场，将会是哪一个国家，身披新世

界的霞光登场演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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