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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誕生》

内容概要

世界史與蒙古帝國一同揭開了序幕！中央歐亞草原民族的活動改變了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的命運，
同時超越了東洋史與西洋史的界線，讓世界史變得可能。從蒙古的發展與傳統，重新認識世界的歷史
。

所謂歷史是沿著時間與空間的雙軸，以超越一個人可以親身經歷的範圍尺度，把握、解釋、理解、說
明、敘述人類住的世界。並不是只要有人就一定有歷史。
並不是地球上的所有文明都有歷史這項文化。歷史分別於西元前五世紀與西元前一○○年，誕生於地
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這二大文明之外的文明原本沒有歷史這項文化，就算有也是從這二大文明的歷
史文化中衍生而出的。
創造出歷史這項文化的是二位天才。一位是在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希臘語寫下《歷史》的希羅多德。
另一位則是東方中國，以漢文寫下《史記》的司馬遷。在這二人寫下最初的歷史之前，希臘語的
「historia」（英語「history」的語源）與漢字的「史」都不具有我們現在認知的「歷史」的意思，當
然也沒有「歷史」的觀念。
同樣是歷史，希羅多德所創造出的地中海型歷史，記述的是強國變弱、小國變強等命運的轉換。敘述
的是國家甚至都還沒有統一的弱小希臘人如何戰勝亞洲大國波斯的故事，從中確立了「歐洲戰勝亞洲
是歷史的宿命」這樣的歷史觀。這樣的歷史觀與基督教〈啟示錄〉善惡對決的世界觀相互重疊，「亞
洲是壞人，歐洲是好人」這種相互對決的歷史觀甚至對現代的西歐文明都留下深遠的影響。
司馬遷的《史記》是皇帝制度的歷史，敘述的是皇帝權力的起源，以及權力傳承給現在皇帝的原委。
「天命」（最高天神的命令）賦予皇帝統治「天下」（世界）的權限，天命傳承的順序被稱作「正統
」。天命的正統如果出現了變化，皇帝將無法維持他的權力，因此，中國型的歷史無論現實世界中發
生了多大的變化，記述時都會盡量忽視這些變化。
就是如此，同樣是歷史，地中海文明是以變化為主題的對決歷史觀，而中國文明則是不承認變化的正
統歷史觀。二者以各自的歷史觀記述歷史，這對於今日我們的歷史觀，甚至於世界觀都造成了重大的
影響。
而擁有歷史的兩大文明──地中海（西歐）文明與中國文明各自在西元前五世紀和西元前二世紀末創
造出了固有的歷史觀之後，直到西元十二世紀為止，各自在各自的地區，以各自的歷史架構書寫歷史
。西元十三世紀蒙古帝國出現，蒙古人四出征戰吞沒大半的歐亞大陸，讓東方中國文明直接連接了地
中海（西歐）文明。這讓兩大歷史文化首度接觸，覆蓋整個歐亞大陸的世界史從此變得可能。反映這
樣的狀況，在西元十四世紀蒙古帝國全盛時期，歷史學家開始書寫人類第一本真正的世界史─《史集
》。

Page 2



《世界史的誕生》

作者简介

岡田英弘（Okada Hidehiro）
1931年出生於東京。1953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系。學術上專攻滿洲史、蒙古史。對於其
他包括中國史、古代日本史、韓國史等各個領域也多有鑽研。
1957年，26歲便以《滿文老檔》的研究獲得日本學士院賞。
曾經留學美國與西德。曾任東京外國語大學亞洲與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教授，現在為東京外國語大學
名譽教授。
著有《倭國》、《成吉思汗》、《日本史的誕生》、《現代中國與日本》、《蒙古帝國的興亡》、《
這個擾人的國家──中國》、《不為人知的皇帝中國》、《為日本人而寫的歷史學》。
譯者簡介
青山學院大學國際傳播學系碩士畢業。旅居日本十年後返台，現任專業日中翻譯、口譯人員。譯有《
圖解長壽飲食》、《你不可不知的日本飲食史》、《代表的日本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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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誕生》

书籍目录

前言
第1章 一二〇六年的天命──世界史從這裡揭開序幕
第2章 對立的歷史──地中海文明的歷史文化
第3章 皇帝的歷史──中國文明的歷史文化
第4章 創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
第5章 遊牧帝國的成長──從突厥到契丹
第6章 蒙古帝國創造世界
第7章 從東洋史與西洋史到世界史
參考文獻的解說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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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誕生》

精彩短评

1、日本的角度来看真的真的真的很怪，不用硬扯，这准确的说，真的有什么需要写的话，还是直接
的生活，和诗歌本身可以在此行事；不应该是一个观念，而是尽头的奠定，质量的融合，内部的少年
的决绝干净，文明和那自己源于自己的不可解决的恐惧挺像的，女儿，和女人的弥漫，话头为父，好
好学习话尾，如果真的要使用语言的话，就写诗，或者征伐的王，前者要用死亡来换，丝毫不假
2、这本书简直有毒，所谓振聋发聩也不过于此吧？！冈田英弘的世界观可怕到真实，丝毫没有考虑
被自我时代局限的妥协意思，历史文化的对抗如此狂妄的语气叫白痴目瞪口呆。
3、不错的浅学术休闲读物，解构华夏中心史观有点意思。
4、“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沿着时间与空间的双轴，以超越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尺度，把握、
解释、理解、说明、叙述人类住的世界。”旅途读物，很多观点不苟同，但是很值得一读，关于欧亚
草原的结论简单明了，给出了很多值得深究的论点。
5、非常有趣的世界史（蒙古史）讀本，其中對中國史部分的解讀，非常有意思，值得一讀。
6、读过台版了。本来是让人帮买，最后成了某人送的，别致的纪念。书本身我也喜欢，但无形是为
了纪念。
7、日文原版於1992年，經過了21年後才被譯介到中文學界。資訊略嫌陳舊。但仍可當岡田史學管窺看
。第七章「從東洋史與西洋史到世界史」有些不錯的討論火花。譯文與編輯由於專業所限，因此出現
了一些錯誤，但瑕不掩瑜。看得出來譯者應該是下了不小功夫去查找這些人名、地名與術語。站在鼓
勵的立場上，還是推薦本書。
8、现在的世界是有历史的西欧及日本与没有历史的美国之间的对立 -- 如此有趣的观点
9、2015年第83本。刷三观的一本书。最近风头正劲的冈田的代表作。蒙元是世界史起点、超越中希两
种历史传统的观点都卓有见地。不过有些过于笼统、臆测的成分，多少显得不那么专业。第六章等片
段，那解构一切历史的劲头也真是惹人嫌。
10、说别人观念有问题的同时自己也戴了有色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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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誕生》

精彩书评

1、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一书，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虽着眼宏观
，又不乏细腻处的丰富文献资料，不可不谓是一本经典之作。此书有两个主题：一是阐明中国文明和
地中海文明是两个拥有不同历史观的文明，并都对人类历史观和世界观造成了深远影响；二是提出以
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本书是对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探索，同时也是在从新的视角来诠
释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正如作者所说，历史是文化，而文化从本源上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区域性、民
族性的烙印。但经过漫长时间的多形式的交流和融合，如今的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普遍价值，如平等
、自由、民主、和平等。日益变化发展中的现实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其中就包括我
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从此看，本书的问世，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需求。远在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
国用武力征服了广袤的亚欧大地，把大陆东西更加紧密的连接了起来。虽然面对浩瀚的人类历史，蒙
古帝国犹如昙花一现，但它确实进一步打通了文明之间交往的障碍，促进了文明间的相互认知，改变
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由此，可以说，目前我们对蒙古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仍需要深入的挖掘和
探索。这方面，冈田英弘是个先行者。既然是对世界史观的新建构，就更应该注意：在努力消除东西
界限时，还需尊重区域界限的现实存在。如何做到两者的均衡，值得我们去继续注力。
2、頃讀岡田英弘教授的舊作《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與傳統》。由於我沒有日文原版，所以把
手邊的中譯本與蒙譯本對照著讀。感覺蒙譯本的譯筆比中譯本來得可靠一些。日文原版於1992年，經
過了21年後才被譯介到中文學界。資訊略嫌陳舊。但仍可當岡田史學管窺看。雖然我不盡同意岡田教
授對地中海型與中國型歷史的本質化詮釋（前者是以變化為主題的對決歷史觀，後者是不承認變化的
正統歷史觀），不過第七章「從東洋史與西洋史到世界史」倒是有些不錯的討論火花。岡田教授認為
傳統日本史學界的日本史、東洋史與西洋史三大分支，由於缺乏共同的分期標準，因此無法從中為新
的世界史發展出一個適當的研究架構。例如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中將皇帝專制視為是中國走向近世
的指標之一，但是在西方專制主義主要發展僅僅限於法國，並非整個西方都有同樣的發展，因此並不
是一個很好的指標。而一種從內陸歐亞視角所出發的世界史有潛力成為未來世界史學界的典範。中文
本譯文與編輯由於專業所限或手民之誤，因此出現了一些瑕疵：例如松贊干布誤植為松贊幹布（第141
頁），塔塔兒部誤植為烏古部（第168頁），阿音札魯特應位於巴勒斯坦，譯文誤作巴基斯坦（第175
頁）等等。但瑕不掩瑜。看得出來譯者應該是下了不小功夫去查找這些人名、地名與術語。站在鼓勵
的立場上，有興趣的朋友還是可以找來讀讀的。 建議可以和杉山正明的《顛覆世界史的蒙古》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21534/）一書對照著讀，會發現兩者有互相發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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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誕生》

章节试读

1、《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29页

        有历史的文明与没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时，有历史的文明通常都占有优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如
果起了纷争，有历史的文明可以引经据典地主张“这个问题起源于某处，根据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
自己才是对的”。而对于没有历史的文明而言，无法找出有效的方法反驳对方的主张。

另一个理由则是，有历史的文明除了活在现在之外也活在过去。因此更可以仔细思考事情的条理。只
要事情有条理，吸取过去的经验可以让当下更为清楚，甚至可以预测未来。就算心中的脚本实际上是
错误的，但对于未来，还是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准备。

然而，对于没有历史的文明而言，除了活在现在之外别无他法。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不明确，就算想预测未来也没有办法。对于一连串无预警发生的事情，都只能在发生之后才来应对。
事前无法决定任何方针，什么事都总是晚了一步。

除非拥有强大的军力，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用武力压制对方，否则没有历史的文明总处于不利的地位
。因此，原本没有历史的伊斯兰文明，也为了对抗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而必须采用历史文明。
第30页历史是一项强大的武器。正因为历史是强大的武器，没有历史的文明在与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时
，必须想办法创造出自己的历史，获得历史这项强大的武器。正因为这个理由，历史这项文化从发祥
地的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不断地被其他原本没有历史的文明复制，一个文明“传染”给另一个文明
。

虽然如此，原本没有历史的文明就算采用了历史文化，但其历史的力量仍属薄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的二十世纪，当时的世界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再加上民主主义与极
权主义对抗。在这当中没有一个本质性的对立，现代世界真正的对立应该是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没有历
史的文明。

日本与西欧属于有历史的文明。然而，美利坚和中国从十八世纪初起便舍去历史，以民主主义的意识
形态为建国基础。现在已经解体的苏联，大家都知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建国基础。苏联前
身的俄罗斯帝国原本属于蒙古文明的一部分。然而，俄罗斯帝国却否认这段历史，移花接木似地接上
了地中海文明的历史，结果发展并不顺利。在俄罗斯革命时舍去了历史，转换意识形态之后所建立的
国家便是苏联。

现代世界对立的真正构图是没有历史的美利坚和中国，以强大军力对抗以历史武装的日本与西欧。

2、《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54页

        第54-55页不幸地，希罗多德主张对立的历史观与基督教的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那就是《
启示录》中所主张的，世界是善与恶的战场，也就是善恶二元论。当善恶二元论与希罗多德主张的欧
洲与亚洲对立重叠时，也就是说，欧洲是“善”，属于“神”的阵营。相反地，亚洲是“恶”，属于
“撒旦”的阵营。世界是欧洲的善与亚洲的恶相互对立的战场。欧洲被赋予神圣的天命，获得神的帮
助，与被视为恶魔的亚洲对抗，打倒并征服亚洲。当欧洲打倒亚洲获得最后胜利时，对抗解除，历史
也就完结。这成了欧洲人的思想。西元十一世纪，这个思想在欧洲高涨，十字军进攻伊斯兰正是这个
思想之下的产物。不仅如此，到了西元十五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进入亚洲、非洲、美洲的欧洲人
，他们的历史观还是基督教的历史观，完全没有改变。就算到了现代，“对立的历史”这个地中海型
的世界观依旧是造成欧洲与亚洲对立、摩擦、冲突的最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属于“
神”阵营的美国、西欧与属于“撒旦”阵营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北越南的对立关系持
续了长达半世纪。以一九九零年为界，当美国与欧洲确定了他们的胜利之后，又开始在亚洲寻找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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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的誕生》

恶魔。此时发生的便是一九九零年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侵略。美国与西欧难得联手一同参与湾岸战
争，正是因为这是一场“神的使者与撒旦的使者”相互的战役。

波斯湾战争的结果由欧洲（美国与欧洲）获胜。欧洲在打倒亚洲（伊拉克）之后，对于在战争中提供
极大帮助的日本却露骨地提高了警戒，这也纯粹因为日本是亚洲的国家。“无论表面如何，只要是亚
洲的国家就是美国与欧洲潜在的敌人”，这是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历史观之下所得出的结论。除非日本
不是亚洲的国家，或是日本可以创造出比基督教的历史观更强大的历史观，否则无论日本在国际社会
中如何努力，还是无法逃脱被美国与欧洲敌视的命运。

3、《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162页

        第162-163页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帝国，从突厥汗国到回鹘汗国，一直对隋唐时代的中国造成威胁。
从西元九三六年中国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帝国以来，在五代、宋朝时代，游牧民族站在了有利的地
位。西元？年的澶州和议更确定了契丹帝国对宋朝的优势。

这个形式让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原本的中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世界，而住在皇帝统
治的城市之中，使用皇帝制定的汉子的人是中国人，与出身的种族无关，而且甚至没有“中国人”这
个用语。秦朝的人称“秦人”，汉朝的人称“汉人”，三国时代的人分称“魏人”、“吴人”、“蜀
人”，晋朝的人则称“晋人”。这些全部代表了属于皇帝的人，没有种族的观念。

后来发生了五胡十六国之乱，西元三一六年晋朝灭亡，皇帝制度一度消灭。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一
直被游牧民族出身的王朝统治，中国人成了被统治的阶级。隋朝和唐朝都是鲜卑人的王朝，进入五代
之后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又是突厥人的王朝。终于到了宋朝，中国人好不容易在睽违六百年后统一
中国，却又立即收到高粱河的败战与澶州和议的屈辱，被迫承认同是游牧帝国的契丹帝国的优势。

六百年来在非汉人统治之下的汉人，他们的自尊心已经受损，而这个情势更带给他们严重的打击。“
中国人”在此才终于有了种族的观念，他们开始主张，武力上面也许不如“夷狄”，但文化上面远甚
于“夷狄”。这个主张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但这个主张却是与事实相反。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
，统治阶级都比被统治阶级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当然文化水准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就算在中国，
统治阶级的“夷狄”，他们的文化水准也都胜过被统治阶级的“中国人”。中华思想是中国人病态劣
等意识下的产物，而试图借由历史将这个思想正当化，以证明中国人优越性的史书正是宋朝政治家司
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记载西元前四零三年（战国时代初期）至西元九五九年（宋太祖
即位前一年）的历史。在司马光的年代，一个“天下”（世界）有两个皇帝并列，分别是契丹皇帝和
宋朝皇帝。这以司马迁《史记》的架构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违背了“正统”的观念。《资治
通鉴》的架构反映出了宋人超越了现实的情势，把历史理想化，希望能够挽回中国的名誉。

就像司马光的时代一样，南北朝时代也是两个皇帝并列的时代。唐朝的史观平等对待南朝和北朝，承
认南北朝皇帝的正统。然而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在标明年代的时候，从头到尾使用的都不是
在中国中心地建国的北朝年号，而是使用江南边境亡命政权南朝的年号。年号代表的是皇帝对时间的
支配权，因此，《资治通鉴》的写法代表把鲜卑人的北朝视为契丹，且认为北朝的皇帝是假皇帝，拒
绝承认北朝的正统。相反地，南朝虽然衰弱，但由于与宋朝一样都是汉人的王朝，因此男潮的皇帝才
是真正的皇帝，承认南朝的正统。《资治通鉴》将周朝以来的正统，经过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直
接与宋朝接轨。这种写法是在强调只有汉人王朝的宋朝皇帝才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权力。在这里可以看
到司马光对抗契丹帝国的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出自尊心受损的汉人为挽回自尊所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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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这个世界做出定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规范了汉人的种族观念。
正统的观念与中华思想结合的结果，让之后的中国人愈来愈看不清中国的现实。

4、《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41页

        第41-42页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借波斯学者之名提出的看法将世界划分成欧洲与亚洲，主张欧
洲与亚洲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断地对立与抗争。这样的额看法成了地中海世界首部历史书的基础论调
，“欧洲与亚洲的敌对关系”，这样的历史观成了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这样地位的历史观贯穿西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甚至到了现代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论调。由于这
样的论调过于普遍，反而让西欧人、日本人或事其他国家的国民不自觉世界笼罩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
。然而，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与所创造出的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引发了许多不幸
的事件，从今以后恐怕也将会是其他许多悲剧的主因。
第44页从《历史》一书的大纲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罗多德的“研究”对象并非希腊人的世界，而是横
跨亚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他想要描述的是对与几乎支配全世界的强大波斯帝国，甚至尚未完成国家
统一的弱小希腊人如何在绝望中找到一线曙光，最后奇迹似地获得胜利。

由于希罗多德的著书是地中海文明所孕育出的最初的历史，很不幸地确立了“亚洲与欧洲的对立是历
史的主题。而对于亚洲，欧洲的胜利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这种看法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持
续影响地中海世界和西欧人对于亚洲的态度。

5、《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45页

        第45页除了希罗多德之外，还有一步对地中海世界人们的历史观留下深刻影响的著书，那就是《
旧约圣经》。
第48页《旧约圣经》的律法书与先知书描述的是古时代的故事，乍看之下的确像是一本历史书。然而
，书中从头到尾一贯的主题都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契约关系，只有与耶和华签订契约的人才是以色
列人。因此以色列人这个国民等于是耶和华所创造的，并不是因为拥有相同的体验（政治）才让他们
成为以色列人。这是神学，不是历史。就算让步称其为历史的一种，但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旧
约圣经》仅限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最多只能称为国史，而且是十分偏颇且充满假象的国
史。

《旧约圣经》比起希罗多德的《历史》早了一百四十年左右。相较于希罗多德的《历史》描述的是横
跨亚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与代表欧洲的希腊之间的对立，属于真正的世界史，《旧约圣经》的视野十
分狭隘。想当然地，这样的《旧约圣经》会对从希罗多德开始的地中海文明历史文化早成影响，当然
是透过基督教的力量。
第50页然而，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旧约圣经》的内容也过于狭隘，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顺利说
明横跨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中各式人种的政治经验。集结耶稣的传记与弟子们的信件而成的基督教
《新约圣经》，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讲述耶稣是犹太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与现实的历史没有关联，这
一点比不上《旧约圣经》。唯一的例外是《新约圣经》的《启示录》。这份基督教文献影响了地中海
世界的历史观。
第52-53页简单而言，《启示录》想说的是，这个世上是善神与恶神对抗的地方，最终善神将获胜，时
间将停止，世界将毁灭。在此之前，在弥赛亚的王权之下，信徒们（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将可享受一
段幸福的时间，以作为苦难的补偿。在此，“千年的王国”与“新耶路撒冷”看似是两个理想世界的
重复，但时间如果一旦停止，忠诚信徒获得补偿的快乐与不信者获得惩罚的苦难都将不存在，为了消
除这样的矛盾，所以才特别在世界末日之前，设置了千年的时间。无论如何，基督教终究成为罗马帝
国一般人所信奉的宗教，打了西元三九一年，狄奥多西皇帝立法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禁止其他的宗教
。如此一来，原本是为了犹太人所写的《启示录》也成了预言全人类命运的文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受到基督教教化的地中海世界，历史原本是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犹太人）签订的契约开始，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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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弥赛亚出现后契约便终止。不久后弥赛亚再度出现，时间停止，历史终结”，这样的历史观变
成了主流。

6、《世界史的誕生》的笔记-第199页

        第199-200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盟，这些国家过去都在是蒙古帝国统治的外
围逐渐发展而成的势力，同样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成功的国家。相反地，过去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苏联）的俄罗斯联邦等各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分别占据
了蒙古帝国统治圈的西半部和东半部。然而由于他们长久以来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同样失败。
蒙古帝国和继承国的社会主义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

无论是苏联原型的俄罗斯帝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型的大清帝国，都不是先住民的国民国家，而
是远离先住民的政权。构成帝国的众多种族，他们的代表各自向皇帝个人发誓服从，以这样的方式维
持帝国的统合。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帝国，无论是什么种族出身的人，只要改信俄罗斯正教就是俄罗
斯人，发誓效忠皇帝。

这样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西元二十世纪时发生革命，皇帝制度被推翻之后，在此之前以皇帝的人格为中
心而得以维持的领土与领民由新的共和国即成，必须要用其他的原理来抑制盛行的民族主义，避免分
裂，维持统合。这时派上用场的就是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的对立优先于民族的差异，同
一阶级的利害关系超越了民族。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西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列宁所制定的联
邦制度当中，各民族各自组成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曲，与代表各自劳动者和农民阶级
的共产党连动，进行独裁统治。有趣的是，俄罗斯，也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在的俄罗
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产党，全联邦共产党兼具俄罗斯共产党的角色。这个制度以马克思的无神论为
国教，否定了俄罗斯正教，这使得俄罗斯民族失去了身份认同的根据。

日本战败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军事力统合了过去大清帝国的统治圈，他们模仿苏联的联邦方式，
为了统治非中国人的地带，设置了与省并列的大自治区，中国共产党自治委员会以当地人作为名目上
的主席。无论是苏联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之下，为了维持统合帝国的正当性，必
须编造一个超越民族、联合劳动者和农民阶级的组织。然而，社会主义无论在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上
都已经崩坏，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西元一九九一年灭亡。与其说灭亡的原因在
于社会主义本身，更应该说大陆国家在经济成长竞争中输给了高效率的海洋国家。社会主义是为了抑
制民族主义、维持旧俄罗斯帝国统合而导入的原理。因此，在放弃社会主义之后，如果没有找到可以
取代的新的原理，那么联邦解体，民族共和国各自独立也是当然的结果。大陆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相同，自从西元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经济成长停滞，政治面也出现了末期的征兆。

社会主义消失后的俄罗斯与中国，首先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国家不可能成功，经济成长也无法追赶先进
国家。俄罗斯人与中国人都住在中央欧亚草原之道两端的地区。为此，两国国民在国民形成以前，不
断地收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与统治，受到深刻的影响，也造就了两国现在的样子。长久以来，俄罗
斯和中国的统治阶级皆是外来民族，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充其量不过是被统治阶级。为此，俄罗斯人和
中国人的性格倾向不负责任且无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必须以强权压制以维持社会秩序。这样的性格不
适合以个人的自发性和责任感为前提的资本主义。这也是蒙古帝国统治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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