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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

好几年前就听说弗兰克在撰写一本新书，要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
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做一次总的清算。马克思、韦伯、汤因比、
波兰尼、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都在清算之列。1998年，《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
ge ）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即获得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我的基本感觉是，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新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这种挑战能否成立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
立，它都肯定会使我们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
世界。

一般而言，不管你持什么立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哥伦布
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以及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
太平洋水域，标志着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断裂，世界历史
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依然置身其中并且称之为“现代”
的那个时代。在15世纪末，横渡大洋无疑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很了不起
的事情。但是，如果它不是象征着欧洲社会内部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质
变，而且如果这样的质变没有决定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那么哥
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也许就不会和大致同一时期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有
什么实质性的不同。然而，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和达·伽马而不是
郑和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刻在我们的
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
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

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同时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来：在时间维度上，
标志着“现代”开始与“过去”或“传统”构成一组二元对立；在空间维度上
，标志着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the west and the rest）之间存在着本质性
差异——现代的、进步的、创新的、开放的西方对传统的、停滞的、保



守的、封闭的东方。这种既是现代性又是西方特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科学理性？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民族
国家？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总而言之，西方为什么如此独特？如
此优越？这种独特和优越的现代性是怎样从西方的躯体内部演变和进化
而来的呢？它又是怎样从西方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的呢？而后者又是
怎样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做出回应的呢？等等。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研
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这样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预设建构起来的，不
同的思想流派也是针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和行动规划的。马克思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和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论只是其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例子。然而，不管马克思和韦伯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是如何针
锋相对的，他们的理论和解释模式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假设前提：资本主
义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断裂和质变；影响和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裂变发生
在欧洲内部，并且是由于欧洲社会内部的某些特殊性而发生的；这两点
又要依赖另外一个假设前提，即欧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存在
的，从而是一个合理的分析单位，也正因为如此，在它“内部”发生的变
化才会如此重要。弗兰克认为，这个三位一体的假设前提构成了全部现
代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的马其诺防线，他在新著《白银资本》里给自己
提出的任务，就是要突破这道欧洲中心主义防线，看看它后面的真实世
界，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与一般学者相比，弗兰克学术生涯的戏剧性色彩似乎稍多一些。他
本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
研究生，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不过，这种
关系并没有演出一个名师高徒的故事，因为他激进的左翼政治立场使他
无法认同而且也不见容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结果弄得他差
点毕不了业。在思想上，他更多地受到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巴兰和斯威奇
的影响，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弗兰克只
身来到拉丁美洲（据他自己说是去打游击的），曾先后在巴西大学、墨
西哥国立大学和智利大学等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任教，直到皮诺切特发
动军事政变将他驱逐出境，作为一名流亡者被“流放”到自己的故乡——
柏林。与此同时，他的老师弗里德曼则在智利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向皮
诺切特推销“休克疗法”。这十多年时间无疑是弗兰克一生中最锋芒毕露
、光彩夺目的时期，在实地研究拉丁美洲欠发达的原因的同时，他还作
为一名“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深深地卷入拉丁美洲的社
会政治斗争。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发表的《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
》（1967）、《拉丁美洲：欠发达还是革命》（1969）、《流氓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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