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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的富裕取决于有利于发展的文化资源

毛寿龙ꎬ 李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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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性是多方面的ꎬ有善良的一面ꎬ也有凶残的一面ꎬ同时也有尊重权利、自愿交易和尊重契约的一

面ꎮ 现代社会人更尊重权利和契约ꎬ古代社会则在表现纯真善良的同时也有表现得凶残的一面ꎬ所以古代社会

也有战争频仍的时代ꎮ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征服与文化»基于经济学家的理性ꎬ系统地梳理了历史上人

类相互征服的战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ꎬ认为历史上的征服的战争ꎬ对不同文化的发展影响至今ꎮ 但国家的富裕ꎬ
往往不是因为征服或者被征服ꎬ而是各个国家积累的有利于发展的文化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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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ꎬ现代人看起来越来越善

良了ꎬ与历史相比ꎬ暴力呈现下降趋势ꎮ〔１〕 人性ꎬ
有纯真善良的一面ꎬ也有凶恶残暴的一面ꎬ只是

在现代社会这一面暴露得不够充分ꎮ 当然ꎬ在市

场经济时代ꎬ人没有那么感性ꎬ没有那么善良ꎬ也
没有那么凶恶残暴ꎬ在人人都依赖广泛的市场交

易的时代ꎬ在尊重权利、自愿交易、讲究契约和信

用的现代社会ꎬ人性更多地表现为遵守规则的淡

然和理所当然的理性ꎬ比较极端的善良和残暴的

方面反而少了很多ꎮ 但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ꎬ
这一面似乎又会回到现实ꎬ小的比如入室抢劫案

会增加ꎬ大的是局部地区还会发生内战ꎬ甚至国

家之间的战争ꎮ
人性的淡然和理性ꎬ当然不仅仅来自生活中

的市场经济秩序ꎬ在政治上很多现代国际政治的

基本原则都来自大家认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ꎬ
反思的结果是建立联合国ꎬ禁止国家之间以掠夺

领土为目的发动战争ꎬ也就是禁止侵略ꎬ确保和

平ꎮ 当然ꎬ原则是原则ꎬ现实是现实ꎬ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还是有一些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ꎬ如伊

拉克侵略科威特等ꎬ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相

比ꎬ以领土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大大减少了ꎬ尤其

是欧洲ꎬ终于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状态ꎬ即使后

来世界上出现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

的对抗ꎬ第三次世界大战阴影一直笼罩着当代世

界ꎬ但到目前为止ꎬ基本实现了和平和发展ꎮ 在

冷战结束后的最近 ２０ 年里ꎬ无论发达国家ꎬ如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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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ꎬ还是发展中国家ꎬ如中国和印度ꎬ都享受

了和平与发展的红利ꎮ

一、国家的富裕不是因为征服与被征服

不过ꎬ在历史上ꎬ人性的善良和残酷的一面ꎬ
却比淡定和理性的一面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ꎮ 因

此ꎬ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丛林法则占主导的社会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征服与文

化»一书ꎬ充分展示了人类历史上征服的历史ꎮ〔２〕

当然ꎬ作为经济学家的索威尔ꎬ和历史学家不同ꎬ
后者写历史书ꎬ往往更多地展示历史的事实ꎬ讲
历史故事ꎬ让读者自己去分析和判断历史的经验

教训ꎬ但索威尔写历史ꎬ则不仅讲历史故事ꎬ而且

还分析征服的历史对于不同文化ꎬ包括征服者的

文化和被征服者的文化的影响ꎬ也包括对人类历

史ꎬ尤其是对于国家富裕还是贫困的影响ꎮ
在这里ꎬ托马斯索威尔没有给文化下一个

精准的定义ꎬ但我们可以观察到ꎬ人类的文化是

多样化的ꎬ人类在不同的地方生存、繁衍和生活ꎬ
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ꎮ 这些文化各有差异ꎬ相互

之间可能因为地理距离的遥远或者大海高山的

阻隔而不相关ꎬ反之ꎬ也可能因为地理距离的临

近ꎬ或者因为交通的进步而紧密相关ꎮ 不相关的

文化ꎬ各自演化和发展ꎻ相关的文化ꎬ会相互交

流、相互影响、共同进步ꎬ但历史上更多的还是彼

此之间的征服和被征服ꎮ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现在并未断绝ꎮ 某种意义上ꎬ一些现代国家是地

域概念ꎬ但很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往往是个文化概

念ꎬ因而在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ꎬ
不仅涉及地域的冲突ꎬ也是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ꎮ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文明ꎬ在经济学家索威尔

看来ꎬ也是文化之间的冲突ꎮ 当然ꎬ亨廷顿的文

明概念可能比索威尔的文化概念更大一些而已ꎬ
在他看来ꎬ“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

生活方式ꎬ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ꎮ〔３〕

索威尔的«征服与文化»ꎬ是他写的文化系

列丛书之一ꎮ 有关种族、移民对人类的文化有什

么影响ꎬ索威尔写了两本书ꎬ一本是«种族与文

化» 〔４〕ꎬ一本是«移民与文化» 〔５〕ꎮ 而«征服与文

化»一书ꎬ专门研究征服对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

影响ꎬ或者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ꎮ 在

«征服与文化»的序言ꎬ他写道:“这三部书有一

个共同的基础性主题ꎬ即认为不同种族、民族、国
民有其自身的文化体ꎬ只有在文化体视角下才能

理解他们的经济史和社会史ꎮ” 〔６〕 他认为ꎬ“这里

的要义不在于具体的结论ꎬ而是推论过程中获得

的知识和理解ꎬ即使人们从历史事实中各自解读

出不同的结论ꎬ他们也得到了知识和理解”ꎮ〔７〕笔

者认为ꎬ关心文化的学者ꎬ能从阅读本书中获得

有关征服与文化的知识和理解ꎮ 而这种知识和

理解ꎬ是从探索和讨论中打开视野的ꎬ本书和另

外两本书结合在一起ꎬ则可以为这种探索和讨

论ꎬ起一个很重要的启发作用ꎮ 读完这本书ꎬ包
括另外两本书ꎬ可以相信ꎬ对历史上的征服的文

化和财富的后果ꎬ产生一个框架性的认知和理

解ꎬ并进一步思考当前和未来我们为了国家的富

裕ꎬ应该怎么想ꎬ应该怎么做ꎮ
«征服与文化»一共由六章组成ꎮ 第一章ꎬ

征服与文化ꎬ与本书同名ꎬ是一个概要性的框架ꎮ
最后一章ꎬ则是在中间四章对四个地区历史的梳

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的讨论ꎮ 第二

章梳理不列颠ꎬ第三章梳理非洲ꎬ第四章梳理斯

拉夫人ꎬ第五章讨论西半球印第安原住民的征服

与文化ꎮ
索威尔认为ꎬ征服是塑造历史的重要力量ꎬ

也是塑造人类文化的重要力量ꎮ 征服就是战争ꎬ
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ꎬ导致了一些文化的毁灭ꎬ
也导致一些文化或者文明ꎬ超出其地理的范围ꎬ
得到了扩张或者发展ꎮ 征服发生在历史上ꎬ但
“不仅限于过去ꎬ也关乎现在ꎬ关乎我们如何一路

走来ꎬ形成了今日之经济、思想和道德状态”ꎮ〔８〕

征服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ꎮ 先进文化征

服落后文化ꎬ有助于人力资源的传播ꎬ也有助于

被征服文化的人力资源的发展ꎮ 落后文化征服

先进文化ꎬ则会损害人力资源ꎬ妨碍先进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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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ꎬ甚至导致人类文明的退步ꎮ 但征服有时候

则是对文化的毁灭ꎬ因为被征服者被大肆杀戮ꎬ
甚至被灭绝ꎮ “自古以来ꎬ征服一直靠的是主动

施加暴行和蓄意营造系统性的恐怖”ꎮ〔９〕 传播先

进是一方面ꎬ但残忍的一方面是对被征服者的杀

戮甚至灭绝ꎬ以及带来的文化上的灭绝ꎮ
征服ꎬ并不是无缘无故的ꎬ它是有原因的ꎬ同

时也有复杂的后果ꎮ 在古代ꎬ农业文化有先进的

农业技术ꎬ农产品的生产能够哺育更多的人口ꎬ
因而也有更多的人口可以防御外敌的入侵ꎬ同时

也更容易去征服采集狩猎的文化ꎬ因为后者人口

稀少ꎬ更容易遭到袭击和驱逐ꎮ 前者对后者的征

服ꎬ也导致了农业技术的进一步传播ꎬ而且农业

技术的传播ꎬ学习仿效是一种途径ꎬ征服也是意

外的传播途径ꎮ 索威尔认为ꎬ灌溉系统技术都是

通过征服在很多地区得以传播普及的ꎮ
征服不仅有利于农业技术的传播ꎬ还有利于

先进文化的传播ꎮ 这不仅包括自然物产的传播ꎬ
也包括人造产品的传播ꎮ 征服推动了各种技能

本领的交流ꎬ包括耕作技术、数学、哲学和天文等

知识的传播ꎬ也是如此ꎮ 当然ꎬ征服也未必能够

导致被征服者学会征服者的技术和商业成果ꎬ如
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没有学会征服者英格兰人

的技术和商业ꎬ而苏格兰人则在被征服后不仅学

会了而且在医药和工程等领域还超越了英格兰

的水平ꎮ
所以ꎬ征服导致的先进文化的传播ꎬ并不是

必然的ꎮ 有些地方ꎬ还导致不均衡的结果ꎬ同被

征服的文化内不同族群对于征服的不同反应ꎬ也
导致了先进文化接受程度的差异ꎮ 有些抗拒先

进文化ꎬ有些认真学习先进文化ꎮ 一旦征服者撤

出后ꎬ对待征服者先进文化的不同态度导致的差

异ꎬ经常成为地区动乱的根源ꎮ 如巴尔干地区一

直危机重重ꎬ这一因素使得本地区族群的关系更

是雪上加霜ꎮ
被征服者不同阶层对征服者文化的态度也

不尽一致ꎮ 较高阶层的人愿意接受征服者的文

化ꎬ普通民众可能固守原来的语言和生活方式ꎬ

导致这些文化内部也出现了裂痕ꎬ这往往是这些

国家和地区内乱的文化根源ꎮ
历史上先进文化会征服落后文化ꎬ但也有落

后文化征服先进文化ꎮ 这时ꎬ征服者如果不传播

落后文化ꎬ就会反过来被征服ꎬ征服者如果认真

学习被征服者的文化ꎬ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ꎮ 如

中国的元朝和满清帝国就是典型的例子ꎮ
征服者的征服能力ꎬ不仅仅来自文化的先进

性ꎬ更来自战争技术的发展ꎮ 古代ꎬ马背上的民

族ꎬ即使文化落后ꎬ但借助骑兵的冲锋能力ꎬ打败

了很多帝国ꎮ 骑兵的优势ꎬ因为坚固的堡垒和精

良的枪炮而失去征服的能力ꎮ 掌握火器技术的

欧洲人ꎬ尤其是掌握坚船利炮后ꎬ再加上现代枪

支的发展ꎬ终于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主要的征服

者ꎬ欧洲帝国时代因此而开启ꎮ
征服者的征服能力ꎬ还来自适当的地理条

件ꎬ以及疫病的环境ꎮ 多山的巴尔干半岛、丛林

密布的中欧不容易被征服ꎬ英国和日本这样的岛

国也十分安全ꎮ 很多民族因为地理屏障免于被

征服ꎬ或者很晚才被征服ꎮ 地理屏障ꎬ保卫了文

化免于被征服ꎬ但也保卫了文化上的落后ꎮ 当

然ꎬ英国和日本ꎬ一个擅长发明ꎬ一个擅长学习ꎬ
则在免于被征服的同时ꎬ能够形成征服力ꎬ去侵

略扩张ꎮ 英国甚至成为征服世界很多地区的日

不落帝国ꎮ
免疫能力、疫病分布ꎬ也能影响征服能力和

被征服的可能性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很多疫

病ꎬ导致非洲到近代发明了奎宁从而能够对付疟

疾之后才被征服ꎮ 印第安人因为缺乏免疫能力

对抗外来疫病ꎬ很快就被征服ꎮ
交通条件ꎬ也是影响征服和被征服的重要因

素ꎮ 征服需要军队ꎬ大军出发ꎬ粮草先行ꎮ 陆路

运输成本很高ꎬ但水路运输成本低ꎬ所以能够依

靠水路补给军需的地方容易被征服ꎬ仅依靠陆路

补给军需的地方很难被征服ꎮ
征服不仅占领土地ꎬ很多情况下还掠夺人

口ꎬ役使被征服族群ꎮ 不过ꎬ很多族群ꎬ在被征服

之前ꎬ就被国内的统治者当作奴隶ꎮ 这些文化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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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征服之后ꎬ奴隶制度也因

此渐趋消亡ꎮ 西方文明的废奴思潮ꎬ也随着西方

征服世界各地ꎬ传播到了这些地区ꎮ 因为“当时

的西方有绝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做靠山ꎬ能将自己

的意志强加于他国ꎬ其中就包括在全球废除奴隶

制”ꎮ〔１０〕

被征服ꎬ意味着被统治ꎮ 被统治者的状况ꎬ
当然会比较差ꎮ 有一些征服者ꎬ会利用当地有才

干的人来统治本地ꎬ为征服者的利益服务ꎬ这些

本地人则获得财富和权力ꎮ 有些征服者则安排

本族人占领战略要地维护统治ꎮ 有些征服者则

从文化上征服ꎬ强迫被征服者接受其语言、技术

和生活方式ꎮ 大英帝国则选择低成本维护霸权

的方式ꎬ实行间接统治ꎬ允许被征服民族保留文

化自治ꎮ
征服能够传播器物和思想道德观念ꎬ但被征

服者创造的成果也能够得到传播ꎬ或者独立民族

的文化也能够得到传播ꎮ 如阿拉伯数字起源于

印度ꎬ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ꎮ 中国的造纸术和

印刷术也通过伊斯兰帝国传到欧洲ꎬ那时中国并

未被征服ꎮ
征服带来文化传播ꎬ移民和商业也能够带来

更广泛的传播ꎮ 当然ꎬ征服能够带来更多的移民

和商业ꎮ 当征服者能够建立起一定的法律秩序ꎬ
营造出安全感的时候ꎬ移民和商业所带来的传

播ꎬ会更加显著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征服者逐步退出被征服

区域ꎬ开始实行民族自决ꎬ成立了很多民族国家ꎬ
但这些国家很多又小又弱ꎬ世界变得四分五裂ꎬ
一些地区又开始饱受战火之苦ꎮ

显然ꎬ征服对各族群文化演化或者发展起到

了不可忽略的作用ꎮ 当然ꎬ影响、决定文化和社

会走向的因素很多ꎬ征服和这些因素的关系并不

是独立的ꎬ而是相互影响的ꎮ 索威尔接着依次讲

述了英国人、非洲人、斯拉夫人、西半球印第安人

等被征服的历史ꎬ也探讨了其文化的嬗变ꎮ
这些叙述和分析表明ꎬ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

的文化的征服和被征服ꎬ看起来好像使得一些国

家变得富裕ꎬ而有些国家变得贫穷ꎮ 但国家的富

裕和贫穷ꎬ是什么原因呢? 征服和被征服ꎬ的确

影响了或者塑造了人类的各种文化ꎬ甚至延续至

今ꎬ但国家富裕的真正原因ꎬ索威尔分析的结论

并不是征服ꎬ而是富裕国家积累的文化资源ꎮ

二、国家的富裕是因为文化资源

索威尔认为ꎬ人类数千年历史上ꎬ不同国家

的财富差距很大ꎬ“不管如何变化ꎬ地区间差异巨

大的现实没有变ꎬ这就好像虽然河中之水不断奔

涌入海ꎬ但江河本身仍会万古长流”ꎮ〔１１〕

从直观上来看ꎬ不同国家之间的财富差异ꎬ
往往和征服与被征服有关ꎮ 征服者利用强权掠

夺被征服者的财富ꎬ于是导致了富者愈富ꎬ穷者

愈穷ꎮ 但历史情况是ꎬ扮演征服者的帝国瓦解

后ꎬ被征服者ꎬ也就是被掠夺者的日子其实并不

好过ꎮ 如历史上罗马作为征服者从不列颠撤走

后ꎬ不列颠人的生活水平反而直线下降了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征服文化与被征服文化的关

系ꎬ往往超出了人们的直观想象ꎮ 征服者罗马人

撤出不列颠的时候ꎬ也带走了给当地人带来财富

的文化资源ꎬ索威尔认为ꎬ这是被征服者在征服

者撤出后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的原因ꎮ 当然ꎬ如果

被征服者能够接受并自己积累有关财富增长的

文化资源ꎬ那么被征服的文化ꎬ即使是被征服的ꎬ
其也会实现客观的财富增长ꎬ比如苏格兰在被英

格兰征服之后出现的情形ꎮ 当然ꎬ文化资源的跨

民族跨文化的转移ꎬ并不总是伴随着征服而出

现ꎬ如古代中国的文化资源转移到日本ꎬ就没有

伴随征服ꎬ但日本因获得了转移的中国先进的文

化资源ꎬ而得到了发展ꎮ
征服可能导致文化资源的转移ꎬ但和平的文

化交流ꎬ同样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转移ꎮ 征服和

掠夺是物质财富的转移ꎬ是零和的过程ꎬ但文化

资源的转移ꎬ不是物质财富的转移ꎬ“不是有得必

有舍的零和过程ꎬ掌握知识的人不会因为将其传

播出去就失去知识”ꎮ〔１２〕所以ꎬ和平的文化交流ꎬ
显然比征服带来的文化资源的转移ꎬ更能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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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财富增长ꎮ 被征服的时候可以学习和接

受外来的文化资源ꎬ但如果通过和平交流学习和

接受外来先进的文化资源ꎬ显然可以让一个国家

文化资源以及财富迅速增加ꎮ 在这个时候ꎬ有些

国家可以有机会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ꎬ曾
经贫困落后的族群能够追赶反超先发的族群ꎬ甚
至能够走到全人类发展进步的前列ꎮ 英格兰人

和苏格兰人是如此ꎬ１９ 世纪的日本是如此ꎬ美国

其实也是如此ꎮ
罗斯托是专门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ꎮ

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的副标题是“回顾过去ꎬ
展望未来”ꎬ该书认为ꎬ历史上教育和科学技术发

展是富国发展的重要原因ꎬ而未来一些地区科学

技术将取得突破性发展ꎬ这些贫困的地区ꎬ也会

实现经济增长ꎬ变成富国ꎮ〔１３〕 历史学家兰德斯

«国富国穷»一书的副标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

么一些国家那么富裕ꎬ而一些国家那么贫穷? 他

从历史角度进行分析ꎬ认为国家之间贫富差别的

原因非常多ꎬ地理、历史、科技、哲学、宗教、国际

政治和传统文化等ꎬ都是其原因ꎬ这些条件有些

有利于一个国家致富ꎬ而不利的条件则会让一些

国家遇到发展的障碍ꎮ〔１４〕

索威尔认为ꎬ文化的差别ꎬ才是国富国穷的

原因ꎮ 文化的差别ꎬ是各地区比较持久的差别ꎬ
其差别大于种族或民族的差异ꎮ 各地区的经济

水平的差异ꎬ取决于很多因素ꎬ包括地理因素ꎬ但
最根本的差别还是文化或者人力资源的差别:
“一个民族的文化或保有的人力资本往往比现存

物质财富、自然资源和个体才能更能决定其经济

发展水平”ꎮ〔１５〕在这个意义上ꎬ有些国家如巴西ꎬ
有非常多的土地和资源ꎬ但在历史上当地人并没

有开发这些土地和资源ꎬ并不富裕ꎮ 后来万里之

遥的日本人移民巴西ꎬ在巴西获得了一些闲置的

土地ꎬ精耕细作ꎬ发展农业ꎬ反而创造了很多财

富ꎮ 所以ꎬ不是土地资源ꎬ而是掌握耕作文化的

移民ꎬ才是国家富裕的重要因素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ꎬ

但是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快速复苏ꎮ 很多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虽然没有被大战摧毁ꎬ在同一时

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ꎬ对此很多发展经济学

家进行了研究ꎬ认为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快速

复苏是美国对他们的基础设施的援建ꎮ 于是发

达国家开始支援发展中国家ꎬ大力建设发展中国

家的基础设施ꎮ 但是在德国和日本ꎬ重建的基础

设施很快能够发挥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ꎬ但是在

发展中国家ꎬ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没有起到同样的

作用ꎬ一旦建成后反而因为缺乏维护和保养而失

去使用价值ꎮ 很多学者对此百思不得其解ꎬ人力

资源学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人力

资源ꎬ其对策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力资源培训

的援助ꎻ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是制度的差异ꎬ发展

中国家缺乏发展的制度ꎬ于是推荐这些国家进行

相应的制度改革ꎻ最近 ３０ 多年发展专家关注治

理ꎬ认为善治对于发展非常重要ꎬ所以在政策行

动上进行治理改革ꎬ推进治道变革ꎬ可以促进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ꎮ 但是收效甚微ꎬ因为人力资源

培训学到的知识在发达国家很有用ꎬ回到发展中

国家后很难人尽其才ꎮ 而制度改革ꎬ虽然在理论

上很清晰ꎬ似乎也无从着手ꎬ凭空在发展中国家

建立一套支持发展的制度ꎬ包括在发达国家司空

见惯的市场制度也不可行ꎮ 治理改革也是一样ꎬ
表面上推动了变化ꎬ但很难持久ꎬ治理改革推进

很难ꎬ而好不容易取得的改革成果很容易逆转ꎮ
从索威尔的视角来说ꎬ这显然是文化的差异ꎬ德
日有经济重建复苏的文化ꎬ而发展中国家却没

有ꎮ 当然ꎬ文化是很难改变的ꎬ所以即使是索威

尔的文化解释ꎬ也只能停留在解释ꎬ却不能对发

展政策有任何帮助ꎬ因为在文化领域ꎬ很难采取

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改变落后的文化ꎬ或者来建设

支持发展的文化ꎮ 文化资源的积累ꎬ是一个历史

过程ꎬ不是一个政策过程ꎮ 所以ꎬ索威尔的研究ꎬ
还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历史研究ꎬ而不是现阶段

的政策研究ꎮ
当然索威尔显然并不会因此停止于历史研

究ꎬ他也在尝试进行政策分析ꎬ并提供经济发展

的政策建议ꎬ至少是提供政策思路ꎮ 他认为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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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困ꎬ是必然的命运的安排ꎮ
因为他的描述性研究ꎬ也观察到了一些赤贫国家

逐步发展起来过上相对富足生活的现象ꎮ 所以ꎬ
索威尔认为ꎬ种族之间的贫困与富裕的差异ꎬ并
不是种族基因的差异ꎬ而且也不是文化的差异ꎬ
更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差异ꎮ 无论是什么国家ꎬ
无论是什么文化ꎬ只要不找任何理由和借口ꎬ只
要能够重视人力资源的发展ꎬ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的人能够好好学习ꎬ学习各种生产和生活的技

能ꎬ学习各种专业技术ꎬ产生大量的专业人才ꎬ当
然ꎬ还有创造财富的企业家ꎬ那么这个国家就能

够发展ꎮ
在索威尔看来ꎬ一个国家发展并富裕起来ꎬ

说明这个国家有大量的人力资源ꎮ 而如果一个

国家没有发展起来ꎬ反而变得落后ꎬ那么说明这

个国家可能具有很多负面的人力资源ꎮ 负面的

人力资源是“有些负面态度会阻碍人们在现实或

思想层面开展本来有能力进行的经济活动”ꎮ〔１６〕

负面人力资源对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ꎬ比
如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政治地

位和社会地位很低ꎬ人们更愿意做官而不愿意从

事工商业活动ꎮ 即使从事工商业活动而比较富

有的人ꎬ也会用赚来的钱去购买田地而不是继续

去投资ꎬ培养孩子的方向主要是去读书做官而不

是去发展专门的技能做技术工人ꎬ也不会鼓励去

继承父业从而把家族企业发扬光大ꎮ 有些地方

鄙视借钱生息ꎬ也鄙视商业致富ꎮ 有些地方还狂

妄自大ꎬ自以为自己天下第一ꎬ拒绝学习外来的

科学技术ꎮ 有些地方政府官僚主义严重ꎬ营商环

境很差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显然很难繁荣ꎮ
相反ꎬ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鼓励工商业ꎬ尊重

科学家和企业家ꎬ读书人愿意把知识转化为市场

的生产力ꎬ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仅只是想着当官ꎬ
尊重储蓄ꎬ尊重信贷业务ꎬ政府公正廉洁ꎬ营商环

境良好ꎬ那么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就很可能成为富

裕国家或地区ꎮ 即使是贫困的国家ꎬ如果有了这

些人力资源ꎬ也会迅速脱贫致富ꎮ 显然ꎬ索威尔

眼里的人力资源ꎬ不仅仅是技术和技能ꎬ同时还

包括推动财富生产的制度机制、社会和政治传统

等ꎮ 其中经济发展需要可靠的法律、有效的法

治ꎬ非常重要ꎮ 有了法治ꎬ企业家的财产就有了

可靠的保障ꎬ同时其创造财富的创业精神也能够

得到鼓励ꎮ 如果一个国家法治无力ꎬ公共权力腐

败ꎬ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工商业生产力水平也高

不了ꎮ 在缺乏适当的文化制度体系时ꎬ一些国家

即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ꎬ即使有科学技能ꎬ也不

能转换成生产力ꎮ 相反ꎬ有些国家成也资源败也

资源ꎬ如一些拉美国家ꎬ因为资源丰富反而陷入

资源诅咒ꎬ所谓资源诅咒就是指“在自然资源丰

富的国家和地区ꎬ虽然拥有较好的资源禀赋ꎬ却
未能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富足的生活ꎬ出现了

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

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

行、内战频繁等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

象”ꎮ〔１７〕而缺乏资源的国家ꎬ却因有有利于发展

的文化制度体系ꎬ反而能够不受资源匮乏的困

扰ꎮ 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ꎬ虽然自然资源并不丰

富ꎬ却依然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ꎮ
总之ꎬ索威尔的«征服与文化»一书ꎬ从人类

历史的角度描述和解释了征服与富裕、文化资源

与富裕、负面人力资源与贫穷、文化制度体系与

发展的关系ꎮ 索威尔的观点是ꎬ征服可以掠夺资

源ꎬ比如掠夺黄金、钻石、香料ꎬ甚至掠夺人口作

为奴隶ꎬ但是富裕国家不可能因为掠夺而致富ꎮ
有些国家掠夺了大量黄金ꎬ但后来依然贫穷ꎮ 而

资源是否丰富ꎬ也不是国家富裕和贫穷的主要因

素ꎬ因为有些国家本身资源贫乏ꎬ灾害频仍ꎬ甚至

不太适合人类居住ꎬ但后来居上ꎬ成为富裕的国

家ꎬ甚至有实力对外扩张征服ꎮ 有些国家虽然富

有资源ꎬ但这些资源并没有利用起来ꎬ暴殄天物ꎬ
依然贫穷ꎬ所以也实施不了多少征服的行动ꎬ反
而因为拥有资源而被觊觎ꎬ被征服ꎮ〔１８〕

所以ꎬ富裕和征服与被征服ꎬ关系并不大ꎮ
富裕的原因是拥有更好的文化资源ꎬ所以在政策

上ꎬ一个国家积累更好的文化资源ꎬ就会有更好

的生产力ꎬ也具有更多的财富ꎮ 有些贫困地区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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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大量具有文化资源的移民后摆脱了贫困ꎮ 文

化资源导致的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提升ꎬ在丛林

世界更能够实现成功的征服ꎬ而缺乏文化资源也

缺乏军事能力的文化更容易被征服ꎬ这看起来好

像征服是致富的原因ꎬ但实际上被征服地区如果

获得了很好的文化资源ꎬ尤其是减少了负面人力

资源ꎬ甚至建立了先进的文化制度体系ꎬ如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ꎬ也一样能够发展为

富裕的地区ꎮ 俄罗斯虽然一直没有被征服ꎬ而且

资源丰富ꎬ地大物博ꎬ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欠发达

国家ꎮ
不过ꎬ与积累文化资源相比ꎬ通过征服来称

霸和致富ꎬ一直是有实力的文化难以遏制的冲

动ꎬ从而导致战祸频仍ꎮ 和平和发展ꎬ一直只是

少数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梦想ꎬ也是为数不多的国

家和地区实施的政策ꎮ 人类能否就自己的政治

秩序有一个很好的理解ꎬ在此理解基础上来设计

治理ꎬ包括国家的政府、政治组织ꎬ还有国际社会

制约战争来共同推进全球治理ꎬ就像«联邦党人

文集»开篇所说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

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ꎬ还
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

政治组织”ꎮ〔１９〕 好的选择自然是前者ꎬ但历史的

现实却往往是后者ꎮ 索威尔对历史上征服的思

考ꎬ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强力征服的历

史以及依靠机遇而形成的财富ꎬ但如何更好地思

考不再依靠征服ꎬ也不再依靠偶发的机遇ꎬ就能

够让人类和平发展ꎬ这是学者的使命ꎬ也是关心

人类文化和文明前途的每一个普通人的使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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