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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漢娜·鄂蘭完成於一九五一年的「極權主義探源」一書，已被視為討論當代西方歷史處境與政治思想
的經典作品。本書為其第二部份，探討了「世界政治」的形成、商業貿易的擴張、傳統民族國家政治
與市民道德的式微，以及自一八八四年帝國主義開始擴張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所形成的一連串歷
史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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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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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得比自己以往的速度快很多，主要是怕不能坚持，太慢削减兴趣，不懂的以后再说，先速看一
遍
2、不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无非三种。一，读者脑容量小，对牛弹琴。二，译者脑容量小，浑水摸鱼。
三，作者脑容量小，不懂装懂。That's why I hate politics.
3、英国伟大的游戏好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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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帝国主义》的笔记-罔顾法律的传承

        政府，不论其作为如何，永远是“高超权力的化身”，如此，泛斯拉夫主义只要坚持这种权力，
去组织一般民众支持的政府，最后，终会将神性的力量辐射于全体人民身上，而使人民具有神性的光
辉。就在这个时候，这一群巨大的良民会全然服从一个人的独断意志，既不受法律所治理，也不受利
益所支配；每位成员之间的凝聚力量，以及自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使这群良民得以持续地团结
，群众起来。

2、《帝国主义》的笔记-“英国人的权利”与人权之间的对立

        长久以来，英国的社会是奠基于“社会不平等”的理念之上，在人权思潮澎湃激荡时，英国的保
守份子对之难免稍感不安。依据十九世纪托利党所坚持的意见来看，不平等本来就是英国民族的特性
，狄斯累利宣称：“在英国，“英国人的权利”比人的权利略胜一筹”，史迪芬爵士(sir James stephen)
亦称：“法国竟然会因这些事物(指“自由、平等、博爱)一译注)而兴奋异常；在历史上，大概没有比
这个更鄙陋的事了”。
傲慢终身成就奖
英德两国的“种族思想”都来自于中产阶级的作家，而非源自贵族。这些中产阶级的作家，冀望所有
阶层均能分享到贵族准绳的利益，而此种渴望是受到纯正的民族情感所鼓动。

3、《帝国主义》的笔记-扩张与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的统治阶级开始反抗经济扩张遭受到国家的限制，帝国主义便应运而生。资
产阶级为了经济的必然性，转而投靠政治；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资本主义的系统，他们也瞭解：此项
系统的根本原理即是不停的经济成长。在渴望政治权力与不愿放弃资本主义系统的情况下，它就把这
项原理强行于国家的政治之上，而且宣称——扩张即是国家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

早期英国的“帝国缔造者”相信藉征服手段来达到永久统治，然而却连把其近邻——爱尔兰——纳入
大英帝国或大不列颠国协这一广大的结构中也办不到。当爱尔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承认其自治领
地位，也被承认为有资格成为大不列颠国协的一份子时，此种挫败就相当真实了——爱尔兰这个最古
老的英属地、最新的自治领，竟扬言放弃其自治颌地位(于一九三七年)，并断绝与大英帝国的所有联
系(于拒绝参战的情况下)。英国所尊奉的法则——以征服来建立永久治理，“无法摧毁”爱尔兰(柴斯
特东语)，反而唤起了爱尔兰民族的抗拒精神
（注）威胁迫害的力量——它不是使受迫害的民族安静地生活着，而是安静的死亡。帝国主义唯一崇
伟处在于：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而遭受的挫败。此种冷漠的反抗，其悲剧性不在于新帝国主义的商人
可影响腐蚀许多的国家代表；而在于一项比腐蚀更败坏的事实，既是：那些不受帝国主义商人影响的
国家代表却相信帝国主义是引导世界政治的唯一途径。由于所有国家急迫需要航海驿站与物质资源，
遂坚信缔造同盟与扩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但这些国家全然不了解：单纯为贸易之故而设立的贸易与
航海驿站的古老基架，是不同于扩张的新政策。它们一致相信罗德斯的一句话： “醒醒吧!一桩事实
摆在眼前：除非你们能扩展世界的贸易，否则无以为生”，“你们贸易的范围在于整个世界，你们生
命活动的舞台，不在英格兰，而在于整个世界”；因此，它们“必须处理扩张的问题，以及保有整个
世界”；在盲味的情况下，它们不但成为帝国主义政策的共犯，而且它们也应当因“帝国主义”而被
抨击，被批判。

4、《帝国主义》的笔记-暴民与资本家的结合

        帝国主义带走了所有的纷扰，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此种虚幻的安
全感弥漫整个欧陆，除了少数心智敏锐之士外，它几乎蒙蔽了所有的西方人。⋯⋯为甚么欧洲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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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这项罪恶（帝国主义）一直散播开来，直到每一件不论是好是坏的事物均被摧毁为止？这个重大
问题的解答是：各国政府都了解其国家正在暗中逐渐崩溃，其政治体制正从内部逐渐毁坏，它们都只
是在苟延残喘。国家体制中有许多分裂的阶级，同时，阶级斗争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显着特征，因此
，国家的统一往往濒临险境。在此情况下，扩张一旦能替整个国家提供一共同的利益，就是一种救国
的途径。
此种希望部分是源自于那古老的、不正确的“治疗”方法——以海外冒险来矫治国内的冲突。国内事
务与海外冒险事业，两者毕竟是泾渭分明的。冒险既使能在短期间消弭此种冲突，但绝无法永远消弭
它们，因为冒险的本质是受到时空限制。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在十九世纪末叶时，有产阶级已成为一掌有统御实力的阶级，因此，任何一位国家的雇员，如果再相
信自己是替国家服务，那么就显得荒唐可笑了；阶级的分裂使他们置身于社会体制之外，也迫使他们
形成自己的派系。在殖民地里，文官当然能躲避国家体制的分崩离析；在海外统治着异族，使他们更
能假装自己是一位替国家服务的英雄，并自认为“由于他们的服务，助长不列颠民族的荣耀”，这是
在国内服务所无法达成的。我们是被困在霍布斯所称的“权力蓄积的无止境过程”里，假若这句话被
证明为真，那么暴民必然采取那可以把国家转变成种族的形式。因为，处于不断囤积的社会里，置身
于权力蓄积与扩张过程之中的人，彼此之间巳丧失所有的关联，如此，除了将国家转变成种族的形式
外，已经没有任何其它的结合系带。

5、《帝国主义》的笔记-部族式的民族主义

        对政府绝对忠诚是国家民族主义所不曾放弃的原则，它从未舍弃自己的一种功能——稳固那存在
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岌岌可危的平衡，保存那生活于分化解体之中各个国民之间的均衡。“泛-主义运动
”的标志是：它们并不企望完成民族解放的工作，然而，它们一旦进行扩张行动，就企图超越国家的
狭窄限制，而宣扬一种超乎国家之上的民族群体；但纵使这个民族群体的成员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
它仍是一项政治体制。一个民族的成员，设若生活于一分化解离的社会中，而变成隔离孤寂的个体，
不被绝对的参数与强迫凝聚出的混同结合体所护卫，那么，便会有另一种崭新的结合，一种彼此间的
信赖感来加以取代，藉此缓和近代人的恐惧。同样的，“复杂人口地带”(指巴尔干半岛一译注)比起
欧洲其它地区更易暴露出历史风暴，它们与西方深厚的传统隔离；比起其它欧洲的人民，这个地区更
早品尝到人性尊严以及“犹太—基督教”两者揭示人同出一源的信仰所导致的恐怖。他们不会有依靠
那“高贵野蛮人”的幻想，因为他们不必研究同类相残杀的事件，就足以了解人邪恶的潜在能力。各
民族彼此间若有更深刻地相互了解，则愈不会以平等的态度相互看待，也就愈与人性的理想背道而驰
。[作者的回路真难懂]受种族意识形态所鼓动的暴民，无法使革命行动导向宪政政府，也无法在劳工
运动中产生真正的代表，他们仅具有“扩大的部族意识”，而缺乏爱国的热忱。

6、《帝国主义》的笔记-题记

        “假若能力足够， 我愿吞并所有的星辰。” ——塞西尔．罗德斯

7、《帝国主义》的笔记-黑暗大陆的虚幻世界

        在人类生产活动过程里，黄金很难取得重要的地位，它只是一种古老的象征，用来炫耀财富罢了
，根本无法与铁矿、煤矿、石油、橡胶的重要性相比。它在工业生产中毫无用处可言，它跟那资助开
发黄金矿的“剩余资金”与拼命从事开发黄金矿的“零余人”（剩余劳力者），具有同样讽嘲的意味
。在这罪恶渊薮里，我们又看到两个本质上相同的故事，一个叙说高等社会如何爱上下层社会，另一
个则是犯罪的情绪如何被优雅的冷静态度所提升，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力气”，以及这种“优雅
举止”在他罪行四周制造的邪恶但优雅的气氛，罪行本身的残暴与实行罪行时的优雅态度形成强烈的
对比，而这竟然成为浪荡子与绅士之间深刻沟通了解的桥梁。然而，欧洲必须经过三十年的光阴，才
能完成这桩事(意指极权主义以优雅态度做出残暴罪行)，此因欧洲的社会伦理价值有延缓它发生的影
响力，但此事终于如电器的短路一般，霎那间于殖民冒险的虚幻世界爆裂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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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帝国主义》的笔记-权力与资产阶级

         警察与军队是国家的暴力工具，在国家的结构里，两者与其他的政制并存着，也被这些政制所支
配。因此，随权力往外扩张所得来的第一项成果，既是警察与军队从国家体制中被分离出去。在未开
化与衰弱的国家里，他们的身份被抬举了，达成为国家的代表。在没有工业，没有政治组织的落后地
区里，暴力的行使比任何西方国家更随便、更自由；而且也任凭“资本主义的法则”去创造事实。⋯
⋯现在，经济法则已经不再阻控既得利益阶级的贪欲，这是令人愉快的圆满成就。其秘密之所在既是
：藉着权力，便可以罔顾任何经济法则与伦理道德，而使得金钱繁殖更多的金钱。外流的金钱一旦可
以刺激权力的对外扩张，那么，草拟资金外流的计划者，便可圆满实现其计划篮图。唯有权力的无限
制扩张，才可能无限制的囤积资本。 放纵权力仅能造就更巨大的权力。为权力(不是为法律)之故而操
纵暴力，则会转变成一种深具破坏性的原理，这项原理会不停运作，直到不再有任何事物可成为暴力
行使的对象为止。一个群体，其基础若奠基于权力之上，那么秩序与均衡的要求必定会导致它崩溃；
这样的一个群体所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宛若立之于沙尘之上，岌岌可危。唯有不停地需求更巨大的
权力，它才可能维持现状；唯有不断扩展其权威，也唯有透过蓄积权力的过程，它才可能维持一安定
的局势。⋯⋯在自然状态国家的理论中，霍布斯具体表现权力蓄积的必然性，以及整体对抗整体“永
不止息的战争状态”，在此必然性与战争状况中，任何国家与国家之间对立的局面，犹如个体末受共
和国权威支配之前的情景一样。战争不断出现的可能性保证了共和国得以永存的希望，也因为这种可
能性才可以使一个国家牺牲另一个国家来增加自身的权力。人若无法攫取更多的权力与手段，他就无
法确信当前使他生活得更美好的权力与手段。“共和国”的基础若奠基于蓄积权力与控制它所有成员
之上，那么，它必须设法使每一个人无法掌握任何权力，而使他成为这部机器的小零件，同时任意冠
以一种“崇高”的思想来慰藉人民。它会告诉民众：这部机器必须遵循其法则而并吞全球，因为它是
依照这个途径的理念而建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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