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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族》

内容概要

冷戰結束，意識型態式微，種族與宗教的力量方興未艾，但近代民族國家的藩籬已大致破壞，有幾個
種族大量散居各地，他們有共同的祖源，有根深柢固的族群意織，又有世界眼光，在今日世界挾其廣
大的企業觸角與文化網路，表現令人矚目。這些民族具備堅強的自力更生傳統，四海為家，作者稱之
為「全球族」。過去以猶太人為最著名，近代盎格魯撤克遜人繼之，二十世記後半則日本人擅場。二
十一世紀，中華民族行將崛起，其後印度人與回教徒可能駸駸趕上。作者歷數過去、今日、未來「全
球族」的特徵與行為精神，標顯其優點，警示其缺失，甚具洞見，足資參考。
所謂的「全球族」包括：猶太人－最老資格的全球族，在近代跨國企業的起源中占有顯赫地位。雖然
人數少，而且千年來散居世界各地，他們族裔產生的諾貝爾獎得主與億萬富翁卻比大部份分歐洲與東
亞主要國家都多。
英國人－雖已不復獨霸世界，英國人與他們在北美洲的苗裔仍是世界經濟中最重要的族群，累積了舉
世最大的海外投資，擁有世界上大多數最大的公司。
日本人－第一個構成道地全球性民族網路的亞洲族群，規模僅次於英美族群。他們實施「計畫散居」
，如今形成一個從曼谷延伸到倫敦的「世界城」，以銀行、貿易公司、媒體居中策應，互為奧援，並
開辦數百家學校在世界各地為其下一代傳授「日本精神」的要義。
華人－五千五百萬海外華人，目前是世界上成長最快速的一股經濟勢力，並形成一個帝國，控制範圍
廣及中國大陸沿海日益發達的地區、加州矽谷的高科技中心，及紐約曼哈頓生機活躍的工商重地。新
加報、香港與台灣是這個華人經濟帝國的三大主要中心，外匯存底合計達日本、德國或美國的兩倍。
印度人－海外印度人目前有兩千萬，教育程度與財富傲視世界各族群，而以在英國、北美與東亞最活
躍，可能成為下一個不容忽視的全球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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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族》

精彩短评

1、　　这个世界上，“我”的力量太过渺小，所以需要“我们”。“我们”这个团体存在的理由与
价值就是，1，团结起来不被别人踩，2，团结起来踩别人，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在与“别人”的
对抗中中产生、发展、壮大。而“民族”就是“我们”的一种现实存在方式，以语言、服饰、习俗、
文化、心理————形成所谓的民族的自我认同，同时还有在“别人”眼中的同一性的群体。
　　在我看来，我维持一个团体或是说一个民族的认同，必须有几个条件，首先，它是一个利益共同
体，必须以共同的利益——团体成员必须从认同中获得利益，这是民族认同最本源、最可持续的力量
来源。其次，它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的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的历史的记忆与态度。外化为共同
的起源神话、语言、服饰、文化心理等。最后，它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至少，它要使他的成员相信
他们是荣辱与共的，让成员为这个团体的注入能量。
　　
　　因为对“民族”产生了兴趣，想在全球的角度来考察“民族”。结果就无意中找到了这本书。《
全球族》成书于20年前，90年代初的时候。资料与观点，以目前来看，有过时偏狭之处。说到90年代
初，正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中国崛起初露微茫之时。20年后，日本经济已是“失去20年”，而中国
崛起已成事实，俨然是下一个超级大国。
　　我认为，在一个地球村已是事实的背景下，从全球角度讨论民族是很有意义的。
　　《全球族》挑选了全球化部族的佼佼者，从最早的流散世界的犹太人、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盎格
鲁撒克逊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
　　，讲述他们向全世界扩张的历史，取得的成就，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他们面临的问题。
　　犹太人，自从犹太国灭亡后就流散在全世界，以共同的宗教与历史形成凝聚力，坚持自己的信仰
，不愿意被同化的结果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被排挤，不得拥有土地，所以犹太人大多经商，注重教
育，因而一般较富有，文化素质也高，几千年来被迫害的历史，以纳粹大屠杀达到高潮，二战后，犹
太复国主义最终实现建国理想。同时，犹太国的建立却改变了千年来犹太人的生存方式，如在某些犹
太人优势领域的衰退，犹太国接受大量的资助似乎无法成为一个正常自立的国家，同时，这个国家面
临的糟糕的国际环境。这是后以色列时期，犹太人要做出调整、改变。
　　英国人，加上后来的美国人，即盎格鲁——美利坚人，某种意义上定义并创造了“现代”社会。
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是所有后工业化国家的典范，大英帝国的理念与制度，商业理念
，公司制度，会计制度，治理传统，政治制度，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建立在全球传播，并为后来同属英
裔移民建立的美国所继承。即使在帝国衰落之后，它做确立的标准依然是世界的标准。这一部族包括
除了英伦三岛之外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主流民族。毫无疑问是目前世界最强。
　　日本人，明治维新后，通过一系列战争崛起，开始以亚洲领袖自居，抛出“大东亚共荣圈”，侵
略亚洲，殖民满洲，大规模移民，发动太平洋战争，最后战败被赶回，一夜回到解放前。战后经济崛
起，向全世界投资，派遣员工，傲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此书写在日本经济如日中天之时，也对
但是日本金融崩溃房产崩溃有一些预见。
　　中国人，开始是伴随着帝国的扩张，后来是满清政府的迫害，沿着早期殖民者开辟的道路，在今
天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求生。清末的动荡与贫困促成了“下南洋”运动。华人普遍从事工商、
注重教育。一般比当地人富有而素质高，同犹太人一样，被排挤迫害，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共产党在
中国大陆的胜利破坏了全球华人的团结，华人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同时受到迫害。二战后，亚洲四小龙
崛起，大陆改革开放。全球华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北美以经济商贸方式连
结起来，华人有希望即英国人之后成为最伟大的全球族。
　　印度人，作为前英殖民地，向大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流走，比如北非，与华人一样，被二战独立
后的当地民族主义所排挤。同时又有不少移民英国及欧美。形成一个讲英语的企业家、工商业者阶层
。与华人不同，印度种族众多，并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他们并没有一种向华人对中国那样对印度的
认同。同时，印度本国的状况，腐败、保护主义——完全看不出崛起的希望，使得海外力量不能很好
地促成本国的发展，就如同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于帮助。
　　总的来说，作者先描绘了一下每个民族因为各自的原因走向世界，他们取得的成就，然后又分析
了这种成就的原因，一般都是从民族古老的文化中去找，犹太教、加尔文教、儒教、印度教等等，重
视教育、节俭、互助、勤劳等等，还有独特的天命观，“上帝选民”，“中央之国”等，颇有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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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族》

化决定论的感觉，好吧，文化决定论论其实就是种族决定论。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心希望华夏民族可以早日抛开意识心态的束缚，全球华人团结起来，共同
创造我们的明天。
　　
2、如果经济全球化能够繁荣地继续，文明融合有没有可能？就像纽约已经成为各种族融合的典范？
3、　如果经济全球化能够繁荣地继续，文明融合有没有可能？就像纽约已经成为各种族融合的典范
？
    ——————————
    就像《文明的冲突》里所说，美国在犯两个错误——把美国世界化，把世界美国化。   纽约不可能
真正融合各种族，美国要继续保持白人种族的霸权不得不必须采取种族政策，而世界则仍需要保持其
多元的特征。
4、　　社科文献的“城市译丛”已经看到第四本了，居然有三本都是乔尔·科特金的作品。看来这
套丛书叫“科特金译丛”也不错~不过这也映射出了这位学者在此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先前看的《新
地理》《全球城市史》均使人受益匪浅，所以对这本《全球族（Tribes）》我也是充满期待。 
　　
　　不过，本书其实严格来说和城市的关系不大，而是探讨民族及人类学问题的著作，列入城市译丛
有些勉强（看来真该叫科特金译丛）。作者在书中通过对全球化浪潮中获得成功的五个主要族群——
犹太人、英国人（或称盎格鲁美利坚人）、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进行逐一解读，为我们剖析
这些部族为何能够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大潮之中成为弄潮儿。由于本书牵涉到对民族和种族的
评价，说实话我是有点疑虑的。因为在印象里，有关民族的话题，最后往往变成发言者对自身民族的
追捧和对其他民族的贬低，无论东方西方概莫能外。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发现科特金在通篇始终
保持了客观中肯这种十分可贵的态度。无论是对自己所属的犹太民族，还是新崛起的日本人，中国人
，他都以一视同仁的态度进行了解析，承认其长处但不一味赞美，不吝指出其不足，却也不口诛笔伐
。这种公允的立场令本书的立论观点增添了不少信服力。 
　　
　　那么，科特金从这些全球化部族的成败史中看到了什么？从他对各个族群的描述中，不难发现他
认为这些族群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其均在文化，宗教乃至价值观方面有一定的“共性”。无
论是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都有着各自不同形式的海外移民团体。而且犹太
教、新加尔文教、新儒教、日本民族观等，维系其群体的宗教道德观念也有相似之处：勤奋、节俭、
克己、热衷学习、追求财富、使命感，以及建立在文化纽带上的强烈族裔认同感。正是这些特质，使
得各个族群能够从善如流，虽然他们构建网络的手段各不相同，但最终都能殊途同归，成为民族国家
的边界逐渐淡化的“地球村”之中的佼佼者。作为中国人，当然会特别关注对自身民族的评价。可以
说科特金对华人的评价相当之高，甚至不输给作者自己所属的犹太人（不过也许日本人或者印度人也
会觉得自己的评价最高⋯⋯）。这种评价无疑比那些民族主义者的自吹自擂要更能令人欣慰和获得对
于未来的信心。当然，对于负面因素，作者也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在族群综述的背后，隐藏的是为何全球化形势下“部族”反而突出的问题。如作者所称，随着经
济的力量增强，民族国家的边界正逐渐淡化。然而，人类并未迎来“民族大同”，那些在全球化中分
散到世界各地的族群，也并没有单纯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是保持了自己的独特存在，其宗教文化纽带
的力量甚至得到了加强。这与20世纪初人们普遍的理性主义预期可以说相悖，也令许多预言民族消亡
的学者大跌眼镜（如果他们还活着⋯⋯），其原因为何？只能说，无论是认为民族即将泯灭于阶级的
马克思，还是宣称“历史终结”的福山，都对理性的力量过于乐观了，却忽略了人类共同记忆深处所
积淀的巨大力量，即荣格所说“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忽略了潜藏在宗教、文化和族裔之中未曾断绝
的纽带。而且，无论是苏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自由主义，都未能真正割裂这些纽带。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国家企图以强权来弭平民族的边界，并代之以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然而其所倡导的奉
献、利他主义、牺牲精神、荣誉等新价值观却最终被证明为虚伪。于是当强力再也无法维系时，只是
被压制而从未消亡的民族意识反弹，当年的巨人分崩离析。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虽然将个人从宗教神
权和强力国家中解放，但也使个人无比孤独和迷茫。于是又重新委身于国家、宗教与民族群体以获得
认同感，这是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着强烈民族认同感和维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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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世界族群能够出现了。类似摩门教的新宗教能够得到迅猛发展，也使缘于此因。 
　　
　　本书的初版时间为1991年，距今已是20个年头。在这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仍在不断加快，
然而民族国家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从中东不间断的纷争，到东南亚的数次“排华”风潮，都令人感
到各民族间依旧巨大的鸿沟。即使是作者所列出的那些后进的佼佼者，也还未能撼动盎格鲁美利坚民
族所保持的优势地位。是作者的预言有误？其实未必。20年时间，足以让儿童成长为青年，可对于人
类历史长河，却又是无比短暂的瞬间。将来的世界究竟会怎样？作者也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至于其
能否实现，就要看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自己的了。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5、　　一直以来，我们对全球化都是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以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普遍、同质和一体
化的时代，理性已经普及，知识和技术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繁荣。但世纪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
席卷了全世界，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但促使我们开始深入反思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意义，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意识到了全球化的背后并非都是我们想象中存有的坚固的共同体，反而可能是分散在世界各地
中的多样化生存方式的“小族群”。
　　
　　美国研究城市问题的学者乔尔·科特金在他的著作《全球族》中提到了这种全球化中的“小族群
”。在我们日常的认识中，总觉得全球化就意味着国家之间，族群之间，区域之间的界限会逐渐淡化
和消失。但在科特金的研究中，恰恰相反，全球化反而意味着一种新的部族主义的兴起，这种全球化
的部族与原来的地方性的部族大不相同，具有了一种世界性的特征，分散在世界各地，对技术的进步
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坚定的信念。与此同时，这种世界性却不会消解他原来族群中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
和宗教认同。也正是这种全球化部族的存在才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化并非我们一
向认为的同质化和一体化，大哲学罗素有句名言说，参差百态乃是生活幸福的本源，如果全球化就意
味着我们使用相同的技术，过相同的生活，差异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越来越相似，这样的全球化倒
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概念。但在科特金的研究中，我们能发现全球化背后一种多样化价值观的存在，一
种多样化的全球性部族的兴起，反而是这种多样化孕育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值得提及的是，科特金在研究和界定全球化部族的时候，主要采用了访谈和分析的方法，重点考
察了五个群体，他们分别是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通过对这五个具有世界性特
质的族群考察，科特金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具有强烈的族裔认同感和共同依存的意
识、具有一个共同信任为基础的全球网络以及具有一种执着坚定地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能力。不过在以
上几个共同特性之外，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群体进行解析。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
“轴心时代”的说法，就是说在公元前的某个时期，人类文明精神不约而同有了重大进步，古希腊文
明、儒家文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都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和大师，成就了文明的突破
。科特金所选取的五个群体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纳入儒家文明圈，其他几种都能一一对应这种古
老的文明。也许我们该问，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几种古老的文明，在现代世界中反而成为了几种分
散的力量，在全球经济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很奇怪，看似分散成沙，但是
却又能在存有它们核心的文明和价值的吸引之下积聚到一起，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族群力量。
　　
　　中国人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但是中国人最早进行的迁移和流散并不像犹太人那样出于政治
迫害和大屠杀，而是因为帝国扩张精神的鼓舞，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见证。但是中国人大群
体的移民还是在近代，为了逃避清政府的压迫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开始在东
南亚一带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一直到现代，华人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
。有人曾经预言说，在移民的过程中，华人会很快丧失自身的独特性。但是这种预言不但没有实现，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华人族群独特的儒家文明反而愈来愈有代表性，儒家文明的复兴，成为了全球化背
景中的一幅不可忽视的画面。这种独特的儒家文明的向心力一直遥遥控制着散居到世界各地的华人。
即是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最后总会回到家里，叶落归根是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一。中国经济
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成就离不开这些散居到世界各地的华侨的力量。从而也证明了，中国人作为全球
化的族群，散居只是一种形式，联系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文明的纽带和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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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各种不同的族群中，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是不同的，中国人盛行的是一种家族式的价值
和观念，印度则是看重种姓之间的关系，日本则是更侧重企业和家庭这样综合的观念，联系犹太人的
是他们共同的宗教和被迫害的命运，联系英国人之间的似乎是一种日不落帝国永恒的荣耀。但它们现
在都成为了一个个分散的族群，在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分担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科特金称他们有
着“独特的天命”，因为“比起人口分散性和其他商业性帝国的广阔来，这种由来已久的种族认同感
和全球性的联系，才是全球部族同其他移民人口相互区分最明显的标志。其他移民群，如意大利人和
德国人，技能和知识的获得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迅速地被东道国的文化甚至精英文化所同化。而对于全
球化部族而言，同化的过程显得缓慢而不确定，一再被故国亲缘和过往记忆所削弱”。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对许多全球化部族而言，来自其他种族的威胁会让这个种族的分散成员之间产生一种特别的依
恋感，这种情况在因大屠杀而形成海外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联系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现如今其他的
族群中，虽然没有大屠杀，但是种族歧视和排外心理的作祟，也会让少数族群团结在一起成为一种共
同的存在。
　　
　　思想家福山在上个世纪末曾提出“历史的终结”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近代自然科学
技术的发展，使无限的积累财富成为了可能，人类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这个过程使人类社会趋向于均
质化，所有的国家越来越相似，这就是全球化伊始的征兆。但是福山没有预料到，经济的全球化并不
能代替或者磨灭掉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全球化。倒不如说，正是由于多样化的文明才可能孕育出全球
化的繁荣。
　　
　　思郁
　　
　　2010-7-21书
　　
　　 
　　
　　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美】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6、谢谢你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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