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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形成

塞西尔·罗得斯（1853-1902）是 19 世纪中

后期活跃于南部非洲地区的英裔矿业大亨和政治

家，1890-1895 年他曾担任英国开普殖民地总理职

务。罗得斯的毕生政治理想就是尽可能地扩大英

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企图把整个世界地图涂

抹成一片“英国红”。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对外

殖民扩张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被英国朝野誉

为“帝国的创立者”。其殖民活动对 20 世纪南部

非洲和中部非洲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形

态都具有较大影响。英美学界对罗得斯的研究从

20 世纪初就开始了，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现在，

在英国牛津大学还有以其名命名的纪念馆。本文

主要就其殖民行为与南部非洲①政治格局的形成关

系做一探讨。本文以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

统治》一文中所提出的殖民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影

响具有相互紧张的“双重使命” [1](P.247) 理论为指导，

着重从“建设性”角度出发对罗得斯的殖民活动

进行分析，从另一个层面分析近代殖民主义的悖

论性和历史的复杂。

一、促成南非联邦的建立

1910 年成立的南非联邦是英布战争后，布尔

统治阶级与英国统治阶级妥协合作的产物。南非

联邦成立之时，罗得斯虽早已去世，但他对南非

联邦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在南

非两个白人民族的联合进程中充当了关键角色。

英国政府对于建立南非联邦的态度大体以 19 世纪

70 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由于受到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

影响，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问题上奉行“自由帝国

主义”理论，对于建立南非联邦兴趣不大 ；而后

一个阶段的英国政府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德、

美、法的奋起直追，英国逐渐失去它在工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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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垄断地位，开始考虑构建“有形帝国”以取代

先前的“无形帝国”。从此英国政府在建立南非联

邦问题上变得积极起来，罗得斯正是在这后一个

阶段围绕南非联邦的建立和途径等问题发挥了比

较深远的影响，为现代南非政治实体的诞生做出

了贡献。

1876 年，在南非问题上，英国殖民大臣卡纳

房勋爵 (Carnarvon) 提出方案，准备吞并布尔人的

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以维多利女王为

元首，把开普、纳塔尔、奥兰治和德兰士瓦组成

一个联邦。但是，在建立南非联邦的途径上，英

国政府根本不考虑布尔人的民族感情，而是单方

面以武力为后盾，以恃强凌弱的态度对待布尔人。

尽管卡纳房在 1877 年以恫吓的手段兼并了德兰士

瓦，但距离建立南非联邦的目标实际还很远。相反，

兼并还导致了第一次英布战争的爆发，使得英国

单方面构筑南非联邦的理想彻底破灭。

1880 年罗得斯当选开普议会议员，面对英国

政府在布尔人问题上的失败，提出了迥异于英国

政府思路的建立南非联邦的新路径。罗得斯的高

明之处是他认识到建立南非联邦离不开布尔人的

支持。

关于未来的南非联邦，1883 年 7 月 18 日罗得

斯在开普议会发表演讲，设想在承认英国宗主权

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

奥兰治自由邦彼此平等的“合众国”。[2](P.52) 可见，

罗得斯构思的南非联邦是一个外部承认英国宗主

权、内部四个殖民地平等的政治实体。而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政府构想的南非联邦，则强调以开普

殖民地为主宰，建立南非联邦的主要目的则是保

证英国属地和臣民的利益与安全。因此，罗得斯

设想的南非联邦与英国政府设想方案的 大区别

在于 ：罗得斯愿意向阿非利卡人做出妥协，让渡

出部分权力，建立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平权的局

面，以达到双方共治南非的目的。因此，罗得斯

的设想更接近于后来英布战争结束后建立的南非

联邦的实质。另外，英国政府和卡纳房勋爵所构

想的南非联邦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称作真正的

联邦，因为它是一个组成部分——开普，在权力

上高于其它组成部分——纳塔尔、德兰士瓦、奥

兰治自由邦的政治体。所以，在这个政治体内英

裔白人与荷裔白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英裔白人

在权利上高于荷裔白人是肯定的。因此，它遭到

了阿非利卡人的强烈反对。

1880-1881 年爆发了第一次英布战争，即德兰

士瓦布尔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因此德兰士

瓦布尔人的仇英情绪成为建立南非联邦的 大障

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得斯摒弃了从外部强

加于人、短期解决问题的旧思路，提出了采取渐近、

和平的措施，通过加强德兰士瓦与开普的交通联

系与经济关系，彼此建立关税同盟和铁路同盟，

在加强双方联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用所谓的“英

国文明”改造德兰士瓦布尔人的好战与仇英情绪，

终达到建立南非联邦的目标。1886 年 5 月，他

敦促开普政府修建连接金伯利和比勒陀利亚的铁

路。1890 年 9 月，在当选开普总理后，罗得斯提

出延伸铁路至德兰士瓦的计划，指出这是建立南

非联邦的一个重要途径。[2](P.242-243) 但是当计划一再

遭到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的拒绝和抵制后，罗得

斯甚至决定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克鲁格政权，以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导致了 1895 年 12 月“詹

姆逊袭击”事件的发生。（1895 年 12 月 29 日罗得

斯授意其心腹詹姆逊率领 478 名南非公司警察窜

入德兰士瓦境内，企图推翻克鲁格统治，结果失败。

此事件成为轰动欧洲的政治丑闻，罗得斯被迫辞

去开普总理职务。）

“詹姆逊袭击”事件进一步说明了建立南非联

邦需要双方共同合作的道理，即便任何单方面的

妥协都不可能达致这一目标的实现。该事件发生

后德兰士瓦政府仇英情绪加剧并导致英布矛盾进

一步激化。尽管 1899 年 10 月爆发的英布战争由

诸多因素促成，但“詹姆逊袭击”事件所发挥的

推波助澜作用是不容否认的。面对英布战争惨烈

的战争损失，英布双方统治阶级终于认识到了合

作与妥协的重要性，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才 终

诞生了《弗里尼欣协定》和 1910 年的南非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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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觉地实现了罗得斯的政治遗嘱。

罗得斯在促使南非联邦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他找到了建立南非联邦的症结所

在，但在单方面妥协却不能获得德兰士瓦方面呼

应的困局面前，他又重回老路，希望用军事手段

打破僵局。“詹姆逊袭击”虽然失败了，但其所产

生的连锁效应，以及这种效应所导致的英布战争，

却 终使建立南非联邦的核心条件——英布双方

的合作与妥协成熟起来。

罗得斯在南非联邦建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发挥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以他当时在南

非政坛的地位来看，他的建立南非联邦的思想和

主张对英布双方统治阶级是具有影响和震动的。

他在“詹姆逊袭击”和英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中

都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作用，为现代南非

政治实体的出现和根本解决南非两个白人民族的

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治智慧。这一切已被后

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二、罗得斯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
两国现代雏形的塑造

罗得斯在 1889 年 10 月 29 日获得英国维多利

亚女王颁发的特许状，组建英国南非公司。特许

状授权英国南非公司在英属贝专纳兰以北、葡萄

牙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以西以东、刚果

自由邦以南的广大地区进行拓殖和统治。[3](P.112) 这

个地理范围大致包括现今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两国

的整个版图。罗得斯获得特许状后，立即派遣南

非公司人员实施北侵计划。1890-1894 年，经过四

年时间即完全并吞了这块辽阔的疆域。1895 年 5 月，

英国南非公司以罗得斯的名字命名马塔贝莱兰和

马绍纳兰以及赞比西河北部领土，称为罗得西亚。

两年后，罗得西亚分成南、北两部分。马塔贝莱

兰和马绍纳兰被称为南罗得西亚，即现今的津巴

布韦共和国。赞比西河北部领土被称为北罗得西

亚，即今天的赞比亚共和国。

（一）构筑津巴布韦的现代国家轮廓

在英国殖民势力入侵之前，现今的津巴布韦

主要生活着分属绍纳族和恩德贝莱①两大部族的

黑人。其中，绍纳人较之恩德贝莱人更早来到津

巴布韦，是津巴布韦的原住民，恩德贝莱人则是

恩贡尼人的一支。1839 年，恩德贝莱人首领姆济

利卡齐 (Mzilikazi) 率部进入马塔贝莱兰，击败了

当地的绍纳人。1868 年姆济利卡齐死，其子洛本

古拉 (lobengula) 继位。洛本古拉利用邻近的绍纳

部落衰落之机，推行扩张政策，将绍纳人置于其

统治之下。[4](P.32)

恩德贝莱人是尚武的民族，在西方殖民者侵

入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之前，他们一直在这里

实行军事体制的氏族统治，把整个国家分成若干

个军区。恩德贝莱国家的全体居民分为三个阶层，

彼此界限分明，严禁通婚。第一个集团称为“赞西”，

它是贵族集团，武士和几乎全部重要的朝廷官吏

均从该集团选任。第二阶层称为“恩赫拉”，由恩

德贝莱人向北撤退时俘虏的苏陀人及茨瓦纳人所

组成。第三个等级称为“霍拉”，主要由马塔贝莱

兰的旧时居民绍纳人组成，属社会 低层，有的

成员身份接近奴隶。[5](P.14)

恩德贝莱人社会以军事性质为特征，不以正

常生产为营生。他们频繁出击，将掠夺牲畜和俘

虏作为直接的产品。另外，被征服土地的贡赋则

是他们间接的产品。[6](P.55) 他们的主要掠夺对象是

周边的绍纳各部落。[4](P.32)

总之，在英国殖民者侵入该地区前，恩德贝

莱人对当地的统治由于受其自身社会性质和发展

阶段的限制，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

破坏性。恩德贝莱人常发动战争，导致残存下来

的绍纳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进行了

几百年的金矿开采已日暮途穷。石建筑物则由于

防御恩古尼人（即恩贡尼人 - 笔者）侵略时毫无

用处，几乎已完全放弃不用了。工艺技术往往漫

① 恩德贝莱人即马塔贝莱人。恩德贝莱人是基于部族意义上的称呼，而马塔贝莱人则是基于地域意义上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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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心，乡村建筑也草率从事，因为随时可能遭

到侵略者的摧毁。……人民由于丧失谷物和牲畜，

一年到头过着不安不宁和半饥不饱的日子，他们

的生活已下降到悲惨的境地。”[7](P.121) 从这段叙述

可以看出，在恩德贝莱人的统治下，绍纳人几成

惊弓之鸟。他们不仅不能安心从事生产，连基本

生活也是得过且过。

1894 年 7 月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势力侵入

该地后，上述情况发生了改变。

第一，英国南非公司的统治，结束了马绍纳

兰和马塔贝莱兰地区分崩离析的部族关系，统一

了该地区并初步形成了后来津巴布韦共和国的政

治地理版图。

在英国南非公司占领该地区之前，该地区两

大部族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基本维持着一种建立

在军事威胁基础之上的统治与依附关系。恩德贝

莱人作为统治民族仅满足于从绍纳人处掳得产品

或索得贡赋，而绍纳人则逆来顺受，对恩德贝莱

人既恨又怕，虽然表面依附，但心理与其极端疏远，

唯恐避之不及。双方之间缺乏政治共同体内部所

应具有的严密秩序，同时绍纳诸部也处于涣散状

态，彼此之间缺乏联合。[4](P.33) 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讲，当时马绍纳兰和马塔贝莱兰地区的部族关

系是离散和分崩离析的，不能被称为政治共同体。

英国南非公司到来之后，通过摧毁恩德贝莱人的

武装力量，颠覆洛本古拉国王的统治，用暴力手

段剥夺了恩德贝莱人原来具有的凌驾于绍纳人之

上的特权，使两个民族处于同等地位。这不仅客

观上保护了绍纳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结束了过去

绍纳社会动荡的局面，而且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

政治共同体铺平了道路 。在南非公司的统治下，

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公司

不是政府却承担着政府的职能，它对控制区内的

人力、物力和资源进行调配与安排。这样，过去

分崩离析的状态不存在了。

另外，英国南非公司的统治对于维护马塔贝

莱兰和马绍纳兰的地区安全，防范葡萄牙和布尔

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等外部势力入侵方面也发挥

了一些作用。英国南非公司正式占领马塔贝莱兰

和马绍纳兰后，因柏林会议规定的“有效占领”

原则，实际上断绝了葡萄牙和德兰士瓦共和国攫

取该地区的企图，保护了该地区的领土完整与安

全。另外，从英、葡、德（兰士瓦）三方的殖民

主义特点来看，英国占领该地区应该对当地的破

坏更小一些。葡萄牙是在非洲殖民的宗主国中

落后的国家。葡萄牙在非洲数百年的殖民统治，

一直以直接掠夺殖民地为主要形式，强迫劳动制

构成其殖民地的经济基础，葡属非洲人民遭到的

剥削程度超过任何别的殖民地。[8](P.510) 德兰士瓦的

布尔人在生产方式上也非常落后，他们主要靠大

量圈占土地兴建牧场和出卖或出租矿权牟利。而

英国殖民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它更注重生产性的开

发，而不纯粹是杀鸡取卵式的掠夺，它特别重视

殖民地的商业价值。另外，出于缓和母国和殖民

地的矛盾考虑，它还在一些殖民地引进了殖民地

自治的概念。[9](P.311) 因此，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布

尔人占领了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其落后的生

产方式所决定了的野蛮的殖民掠夺特点一定会对

该地区造成比英国南非公司更大的损害。

第二，罗得斯和英国南非公司将近代化的行

政管理模式引进马塔贝莱兰和马绍纳兰。

为了加强统治，英国南非公司在马塔贝莱兰

和马绍纳兰设置一名行政官治理该地。公司规定，

行政官任期为三年，可以延期。在行政官之下，

1894 年设置了一个议事机构。1898 年，随着形势

发展需要，该议事机构一分为二，形成一个行政

会议和一个立法会议。公司行政官是两个会议的

议长。行政会议的人员由公司任命的行政官、驻

节专员（他是英国高级专员派驻此地的代表）和

三名公司任命的成员组成。后三人任期三年，和

行政官一样，如有需要到期可延期。行政会议有

权就所有重大事务进行磋商，但公司任命的行政

官拥有凌驾其上的权力，他可驳回或否决会议所

提出的任何建议。[10](P.38) 行政会议的成员要同时对

行政官和英国南非公司负责。

立法会议是 1898 年开始设置的。立法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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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构成如下 ：除公司任命的行政官、驻节专员

外，立法会议有九名成员，其中五名由公司任命，

另外四名经白人定居者选举产生。从 1903 年开始，

立法会议成员增至 14 人，其中任命和民选各占一

半。[10](P.39)

以上两个会议的职能类似中央政府的立法机

关和行政机关，在基层的管理方面为了处理日渐

增多的地方事务，英国南非公司在马塔贝莱兰和马

绍纳兰地区设置了三个级别的基层管理组织，分别

是：村级管理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和市政府。 [10](P.71)

卫生委员会是根据 1894 年的法令，由行政官

通过特别公告在指定区域成立的。卫生委员会的

成员一半来自选举，一半来自任命。地方长官召

集候选人投票，从登记候选人中选出三名委员会

成员，这三人的任期为一年。公司行政官再任命

另外三名成员。此外地方长官一般亲自担任委员

会的主席之职。按委员会章程，三名成员就可构

成法定人数。但为防止出现僵局，即 3:3 的状态，

委员会主席拥有决定性投票权。1894 年法令规定，

卫生委员会的职责和功能主要是就当地卫生、健

康和公共安全方面的问题采取应对措施。此外，

它还有权制订规章条例，但须公司行政官批准。

违反规章条例者将被处以罚款，罚款所得收入将

被充入地方财政。

村级管理委员会是 1898 年出现的。马塔贝莱

兰和马绍纳兰的村庄直接从属于公司行政官的领

导。村不享有自治权，也不能选举自己的地方议

事机构。行政官通过发布公告和法令对村庄进行

管理。为了协助工作，行政官会在村里的居民中

指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一个机构，即村级

管理委员会，用以加强地方管理条例的执行和落

实工作。[10](P.72)

市政府一级的管理机构则仅存在于索尔兹伯

里和布拉瓦约这两个大一点的城镇。市议会成员

全部由选举产生，法律规定 ：市议会成员人数

少为 6 人， 多不得超过 24 人。在索尔兹伯里，

市议会有 10 名议员，其中包括市长和副市长。市

长和副市长均由议会从议员中选举产生。当选议

员任期三年，每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市议会

具有与卫生委员会类似、但更为广泛的权力。大

致说来，其职能包括致力于良好的行政与城市管

理的一切事务。[10](P.74) 市议会可以制订地方法，一

旦得到公司行政官的批准并在政府公报上发布即

可生效。此外，市议会还有权向不动产的所有者

征收捐税和举贷兴办公共工程。

总之，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占领马塔贝莱

兰和马绍纳兰后，将 19 世纪英国业已成熟的政治

模式和行政管理措施引介进来，将该地区的管理

纳入比较科学和规范的轨道之中，在客观上有利

于改善和维护当地群众的生活与秩序。

（二）形成了赞比亚的政治地理版图并初步将

近代化的管理模式引介进来

第一，基本形成赞比亚政治地理版图。

英国南非公司势力侵入之前，在赞比西河以

北，现今的赞比亚领土上主要生活着巴罗策人、

别姆巴族、隆达族和恩贡尼族等许多非洲部族。

1889 年 10 月，英国南非公司获得特许状后，罗得

斯开始把目光投向这片遥远的赞比西河以北的区

域。

1、通过缔约将巴罗策兰置于公司统治下，形

成所谓的西北罗得西亚

巴罗策兰（Barotseland）位于现今赞比亚西南

部地区，19 世纪时形成巴罗策兰王国。19 世纪 80

年代时，其国王为勒瓦尼卡。柏林会议后，欧洲

列强加紧对非洲争夺。此时，勒瓦尼卡统治的巴

罗策兰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传教士库瓦亚和

贝专纳兰的土著首领卡马的劝告下，勒瓦尼卡准

备效仿贝专纳兰，争取“英国的保护”。为此，勒

瓦尼卡于 1889 年 6 月许给一个名叫亨利·韦尔的

金伯利商人巴罗策兰的附属地通加地区的开矿专

利权，条件是收取每年 200 英镑津贴和对开采出

的矿产品抽取 4% 的矿区使用费。这就是所谓的“韦

尔租让权”。[10](P.212)

知悉该情况后，1889 年 12 月 23 日，罗得斯

用九千英镑和一万股英国南非公司股票的代价买

下了韦尔租让权。[11](P.151)1890 年春天，英国政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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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担心葡萄牙在赞比西河北部扩张，殖民部和外

交部都倾向于和赞比西河北部地区的非洲头人订

立一些条约，形成英国势力存在该地的事实，以

反对葡萄牙的企图。[12](P.216) 1890 年 3 月，罗得斯

派代理人弗兰克·洛克纳去巴罗策兰同勒瓦尼卡

谈判。1890 年 6 月，洛克纳同勒瓦尼克签订洛克

纳条约。勒瓦尼克给予英国南非公司在他全部领

土内的矿业独占权和商业独占权，并保证不与任

何别国签订协定。洛克纳条约签订后不久，罗得

斯就对外宣布巴罗策兰王国已经接受了英国的保

护，并以东经 20 度作为巴罗策兰王国西部边界的

分界线，[12](P.220) 警告葡萄牙不得越过此线向东扩

展。这条分界线后来受到争议，1905 年英国和葡

萄牙邀请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进行仲裁，伊曼纽

尔把目前赞比亚同安哥拉的边界划在东经 22 度线

上。[11](P.211)1899 年英国南非公司的地位 终由英

国政府明确规定后，巴罗策兰从此被命名为西北

罗得西亚，由英国南非公司任命行政长官予以管

理。

2、建立东北罗得西亚

罗得斯和英国南非公司在取得勒瓦尼卡王国

的同时，为了控制更加靠北的地方，即卢安瓜河

流域和卢瓦普拉河之间的地区，以完全实现特许

状上规定的赞比西河以北地区的统治，开始了新

一轮的扩张。在这个地区，罗得斯主要依靠三个

人去为他谋取当地土著头人的租让条约。这三个

人即哈里·约翰斯顿、艾尔弗雷德·夏普和约瑟

夫·汤姆森。

除了缔约外，英国南非公司对于那些不愿和

平谈判的当地部落也采取了武力讨伐的手段逼其

就范。通过以上举措，到 19 世纪 90 年代基本以

卡富韦河为界，河东区域形成所谓东北罗得西亚，

其西为西北罗得西亚。英国南非公司在两个地区

分设行政中心，1911 年上述两个地区合并，归同

一个政府管辖。

19 世纪 90 年代，罗得斯领导下的英国南非公

司通过在赞比西河北部区域的一系列扩张活动基

本奠定了后来赞比亚共和国的政治地理版图。当

时土著部落尚无清晰的边界概念。[11](P.163) 罗得斯及

英国南非公司对该区域进行了具有近代国际法意

义上的边界勘定和划界。这些活动的本质是欧洲

列强为了对外宣称势力范围，更方便自己殖民扩

张的一种行为，但在客观上却充当了促进未来赞

比亚共和国出现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英国南非

公司通过在赞比西河北部与葡萄牙、比利时等列

强的争夺，基本勾勒出了未来赞比亚共和国领土

的大致轮廓，并将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边界”、“权

力”等概念引入该地区，对于此前当地部族模糊

不清的疆域观念是一种进步。同时这也有利于打

破过去四分五裂的部族关系，以共同的地域观念

为基础，形成各民族比较统合的文化和政治心理，

为后来赞比亚共和国的出现奠定了共同的政治和

心理基础。

第二，初步引入近代化管理模式。

英国南非公司实现对赞比西河以北区域的占

领后，为了占领与治理这个地区，像在南罗得西

亚一样，逐渐把一套近代化的管理模式引入该地。

在行政体制方面，一开始英国南非公司对此

区域实行双重行政体制的管理方式，即在东北罗

得西亚和西北罗得西亚分设行政中心。后来两个

行政中心合并，英国南非公司在北罗得西亚设一

名行政官总管全部行政事务，其驻所在利文斯敦。

和南罗得西亚行政官一样，北罗得西亚的行政官

也由公司董事会任命，任期三年，到期可延期。

北罗得西亚由于白人移民人数少，导致白人选民

人数更少，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设立法会议，

这与南罗得西亚情况不同。关于地方一级的行政

机构，北罗得西亚较之南罗得西亚也显得很简单。

它缺乏南罗得西亚那样的三级制的地方行政体系，

只在利文斯敦这座中心城镇存在刚刚萌芽的市政

机构，其功能只相当于南罗得西亚的村级管理委

员会。[10](P.71) 只是到了 1911 年，利文斯敦才出现

了市政府级的委员会。它由委员会主席（由公共

事务专员担任），以及一名正式和一名非正式成员

组成。委员会的三名成员均由南非公司行政官任

免。[10](P.74-75) 英国南非公司将北罗得西亚置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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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下，其机构虽然简单，但毕竟是来自欧洲

的比较先进的管理模式，因此其效能明显。它基

本结束了原来该地区部落之间的战争和掳掠，打

击了阿拉伯奴隶贩子，遏止了奴隶贸易。这是此

前任何本地部族力量做不出来的事迹。

三、结论

罗得斯及英国南非公司在南部非洲的殖民统

治比较有力地诠释了马克思关于近代殖民主义具

有“双重使命”的理论，即其一方面用野蛮的方

式摧毁了落后国家的原生经济形态，阻断了其原

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为

东方国家建立起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国家

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殖民主义将“破坏性”

和“建设性”这两个互为悖论且相互紧张的概念

包容一身，因此也使其自身成为一个悖论性的话

题。但不管怎样，殖民主义加诸落后国家人民身

体与心灵的摧残与剥削，殖民主义书写在人类文

明史上的罪恶与丑陋是不能抹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