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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恩丛书·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作者是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生于1951年，2018年退休前为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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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作者旁征博引，借助历史追述对帝国统治类型，帝国扩张、巩固方式，帝国借以形成的手段以及成败的原因进行了详细论述，深入研究了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试图对美利坚帝国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作出预测，还对如何塑造欧洲并使之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与美国平起平坐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思考。

本书评价

明克勒的《帝国统治的逻辑》一书独树一帜，因为他并不仅仅谈论了美国，而且对欧盟这个潜在的帝国也提出了引人入胜的思考。

——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德国战略学家明克勒写作风格讲求实际，他在这部极有学术抱负的比较学著作中阐明了帝国的世界历史逻辑。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尽管明克勒的关注点牢牢立足于当今世界，但其《帝国统治的逻辑》一书与其他试析帝国的著作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他在论证时显示了远大学术抱负，展示了丰富的史学考察。明克勒挑战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评论所特有的“现时论”立场，他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全景式史学之旅，从古罗马与秦帝国这两大“平行帝国”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海洋帝国与草原帝国，再到现在的“美利坚帝国”……这是一次愉悦的阅读体验。

——《澳大利亚政治学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明克勒将理论和实证严丝合缝地编织在一起，《帝国统治的逻辑》是一部卓越的史学分析之作。

——《政治研究评论》（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明克勒一个人就是行走的智库。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对帝国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考察。

——《论坛》（Tribune）

如果你感兴趣的是在史料和政治理论基础之上做出分析、得出结论，而不是满足于那些在有关美利坚帝国的日常讨论中已司空见惯的陈词滥调，那么这本书绝对值得你一读。

——安德烈斯?费尔埃克（Andreas Vierecke）博士

明克勒深入地追溯了古往今来各大帝国的兴衰沉浮，梳理了帝国主义与帝国的概念范畴，并对当今两大案例做出发人深省的持平之论：美国的帝国命运的矛盾因素，以及步美国后尘的欧盟——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特征，但出于客观必要将不可避免地采用帝国形式。在21世纪的今天，秩序和稳定话题成为安全问题的核心，这本书不仅构思精巧、行文优雅，也紧切时代脉搏，或可作为我们重要的指南。

——詹姆斯?高（James Gow），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

毫无疑问，这是目前关于古往今来各大帝国统治逻辑的最佳著作。实证的广度令人叹服，它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整本书行文雅正，思路清晰。

——约翰?A?霍尔（John A. Hall），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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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一种并未远去的政治秩序

《帝国统治的逻辑》是一部有学术野心与宏旨的总结性专著。以政治学理论来分析历史，同时也透过历史的“遥远镜子”照出现实政治的本来模样。作者并不像史学家那样以一手史料纠缠于某一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而是通过比较论证，抽丝剥茧牵出那根暗连诸多帝国历史的红线——统治“世界”的逻辑。

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帝国时代就应该已经划上了休止符，很多人也据此认为关于帝国的研究只具有史学价值，而失去了现实政治意义。是不是果真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帝国往昔的荣光，只有在伤感的前帝国文人的笔下追寻，在电影镜头中黯然回味”呢？但是怎么看待冷战结束后一家独大的美国政权呢？又怎么评价“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权力呢？它是一个帝国（empire）、霸权（hegemony），抑或只是一个领先的强国（greatpower）？这些问题连同帝国课题一起，在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之后又一下子摆在世人面前。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执教于柏林洪堡大学的政治学大家明克勒教授（2018年退休）于2005年写成这本小书《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程卫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可谓恰逢其时。15年过去，这个课题更凸显了其现实意义，而他在这本“旧作”中对帝国秩序的分析从未过时。

《帝国统治的逻辑》是一部有学术野心与宏旨的总结性专著。以政治学理论来分析历史，同时也透过历史的“遥远镜子”照出现实政治的本来模样。作者并不像史学家那样以一手史料纠缠于某一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而是通过比较论证，抽丝剥茧牵出那根暗连诸多帝国历史的红线——统治“世界”的逻辑。明克勒从美国在海湾地区扮演的角色以及与其盟友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勾画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帝国特质。他从政治史的源头上阐释何为帝国，帝国特质何在。“帝国不仅仅是大国，它活动于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普通主权国家联合其他国家一齐创建容纳它们的秩序体系，但其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支配这个体系。而帝国则是秩序体系的缔造者、维护者。这个秩序的存在离不开帝国。”

帝国与霸权区别何在？作者不同意查默斯·约翰逊等人认为帝国与霸权没有本质区别的说法，通过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为头的两个不同同盟体系的比较，指出两者的重要区别，首先帝国的边界是波动和模糊的，与其说是一道线，不如说是一张动态、多维的网；两者的差别还在于中心（国）和边缘（从属国）的不同关系和经济水平及政治实力的落差：“霸权是形式上平等的政治行为体所构成的集团中雄踞主宰地位的力量；帝国则至少在形式上取消了平等，将弱势行为体降格为其附庸国或卫星国。”

此外，帝国的使命感和“救世性”也是霸权国家所不具备的。接着他对帝国的两大类型——陆地帝国（包括草原帝国）和海洋帝国做出扼要的论述，指出两者建立的基础和维系统治的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也导致了它们完全不同的命运：前者主要以军事方式榨取剩余价值得以建立，后者创建的基础则是通过商业手段榨取的剩余价值。由此他引入了迈克尔·曼著名的（社会）四种权力的理论，解释帝国（乃至国家）的力量是这四种权力的总和，但从来都分布不均。帝国在早期的崛起阶段主要依仗军事-政治权力，经历对外扩张之后进入稳定阶段，必须转向经济-意识形态权力从而跨越所谓“奥古斯都门槛”（迈克尔·多伊尔创造的概念，而明克勒通过本书大大丰富了这一理论），通过各种改革，自我更新，极力拉长帝国在上升阶段的停留时间，实现帝国的长治久安。在这里，他引入了政治史的“周期模式”来分析帝国的兴衰成败。他认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是成功陆上帝国的典型，比如并非起于边缘（不像俄国或英国）的中华帝国，漫漫两千年间，正是仰赖儒家文化和完善的文官制度及稳定的经济秩序维持着分久必合的帝国大一统。同样，对于屋大维开启的罗马帝国（至公元2世纪），作者也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其兴盛的制度性原因：“屋大维对整个行政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那些行省从寡头统治者贪腐的老巢转变成治理有效的帝国之一部分。随着奥古斯都门槛的跨越，罗马告别了盲目的大肆扩张阶段，由此引发的种种内耗内战也随之烟消云散，至此罗马迎来了它长期稳定的统治期。”大英帝国则是海洋帝国中的佼佼者，它占据欧洲边缘的地利优势，依靠雇佣军、私人贸易公司和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来实现低成本的“间接统治”，与此同时发展技术和贸易，维持领先优势，保证了一个商业帝国的稳定和存续。至于反例，前者有诸多草原帝国如亚述和蒙古帝国，后者有葡萄牙，也包括西班牙。明克勒之所以对古罗马帝国和英帝国着墨颇多，也是因为如今硕果仅存的“帝国”——美利坚帝国正是对上述两大帝国衣钵的继承（很早就有人把美国称为“新罗马”），是其血脉在另一时空的延续。

为什么有些帝国跨越数百年甚至千年屹立不倒，而另一些则“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一个关键就是有没有在“奥古斯都门槛”上实现这种权力类型的转换。另外，明克勒也强调了中心和边缘关系对于泱泱帝国维系统治的重要性，只有舍得在边缘投资，充分整合边缘，令其民众和政治精英归心，忧中心之所忧（而不是制造日甚一日的离心力，如昔日苏联的境遇那样），才能最终消除帝国中心的后顾之忧。英帝国对其边缘的统治方式乃其长盛不衰的活水之源，而其失败——以英属印度为例——则始于中心从控制商路、贸易据点为核心的“间接统治”（或曰“非正式统治”）向成本高昂的直接统治之转变。

而帝国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来自和平，一方面来自繁荣。在意识形态或文化权力中帝国着重强调其使命感和神圣性，贬斥帝国边界以外的空间统统为蛮族活动的化外之地，并反过来通过这种“蛮族论”建起一道虚拟的帝国边界：昔日文明教化，今天是民主和人权；内容有别，但内在“逻辑”不变。帝国使命常常会跟现实私利比如军事安全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此时帝国“使命”必然让位于帝国“理性”，这就会造成所谓“双重标准”的虚伪面目而遭世人诟病。帝国的使命，比如制止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等人道主义灾难，看似并不合乎成本—收益的“国家理性”，但它替帝国统治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1990年代中期北约在波黑战争中的军事介入便是一例。而“帝国治下的和平”（与“共和和平”相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争议话题，明克勒继承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即在霸权政治体系里，始终无法摆脱群雄争霸的“大国政治悲剧”，但他进一步指出帝国的单极秩序的建立意味着这类霸权战争的终结，其“统领的内部疆域”也将更趋近于“稳固持久”。这种对帝国之于世界和平的正面评价当然已与我们熟知的帝国主义研究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是“过度延伸”（overstretch），经济发展跟不上对外扩张的脚步。陆地帝国在扩张中会有比海洋帝国更大的过度延伸的压力和危险。在帝国过度延伸的陆上空间，当地反抗者只需激活“政治升级机制”，在当地发动政治总动员，采取游击战，避其锋芒，利用帝国过度延伸暴露的软肋，拉长战线，稳扎稳打，扛过强大对手的“进攻顶点”，就能在中长期拖垮帝国力量。军事史与战争问题也是明克勒博士的主要研究课题（在此书之前已出版《新战争》和《新海湾战争》等书），他援引越战等实例，在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弱小的反帝国力量何以能够在“非对称战争”中胜出，让强大的帝国折戟沉沙。在这当中，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对比对战局也影响巨大，往往等不到帝国在战争中资源耗尽帝国中心的民众已经到达心理承受力的极限。也就是游击战不仅在军事上在战争资源上拖垮对手，也在精神上在政治上一点点耗空敌人的储备。贫弱国家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正是通过改变非对称优势获得与大国抗衡的资本。同样，国际恐怖主义也是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以弱击强的例子。

明克勒当年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求学的时候，修的是政治、哲学和日耳曼语言文学，他在40年前撰写的博士论文《马基雅维里》早已成为马氏研究的权威之作，兼具史家、传记作家和政治学者学术研究及行文之风范。他的著作普遍具有典型德国学者的风格：严肃，缜密，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此外，既纵穿历史之长廊，又横跨学科之高篱，有高屋建瓴之气势，有众山一览之抱负。他的文字措辞雅正考究，对欧洲文学经典也如数家珍。讨论罗马帝国的合法性问题，他引用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句来旁证罗马帝国的自我神圣化。谈到英帝国的使命，他又引用吉卜林的名句佐证。他的文字也是他作为政治学教授何以获得文学奖的原因——其《大战》斩获德国Friedrich-Schiedel文学奖，政治学家写一战历史却引用大量文学著作，确实别开生面（值得一提的是，明克勒妻子玛丽娜·明克勒是文学教授，是丈夫大部分著作的第一个读者兼“编辑”，本书也参考了妻子的一些著作）。此外，《帝国统治的逻辑》正文后面近百页详细注释值得读者重视（此乃作者著作又一大特点），它并不只是正文的注脚，也是正文内容的延伸，而其中涉及到很多欧美名家名著（涵盖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值得读者在此书之外细细挖掘，打开其中的宝藏可以帮我们从更多角度去解读帝国政治。而正是他的这种考究的行文风格及横跨多种学科的旁征博引，也让翻译和阅读此书都充满智识挑战。

一听到“帝国”有人会不自觉地想起古代那些气吞万里的超级帝国，还有些人仍会条件反射般联想起卢森堡等人口中的“帝国主义”。当把美国和帝国联系在一起，跳进很多人脑海里的便是臭不可闻的“美帝”一词。帝国（也包括“霸权”）概念的意识形态化和对它的狭隘理解，是我们认识作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帝国乃至世界强权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大障碍，当然也会引发我们对这本书的误读。明克勒对“帝国”的政治学解读剥离了覆盖于这个概念之上的那层道德的薄膜，他批评了从列宁到霍布森的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两个分支）在解释帝国统治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忽视边缘的作用，过于强调其压迫剥削本质以及权力精英创立帝国的主观意志，等等。透过价值中立的视角，明克勒认为帝国终究只是（主权）国家之外的另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是另一种“应对问题的形式”而已。在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之后，殖民帝国纷纷瓦解，民族主权国家成为世界大势。但帝国作为政权组织形式并未就此消亡，只是换了完全另一种“相态”出现，不同权力类型的分量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而且从以前对领土的控制，也转向对资本流、信息流、人员流、服务流的控制，从地面竞争转向了领空甚至外太空及高尖技术的角逐——也正因这种权力掌控的“隐蔽性”以及其血腥味大大减淡，很多人才雾里看花、不识美国的帝国本质。另外帝国也未必就代表一种“更糟”的秩序体系；相反，独立的主权国家也未必就是一种“更优”的体系。比如非洲、东南欧等地很多从旧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历经几十年在很多方面不进反退，在联合国拥有了合法席位，却并没有自动获得国家属性，反而在后帝国时代成为所谓“失败国家”。而联合国为代表的超国家秩序在重大问题决策时常常受累于内部的自我牵绊，行动能力弱。由此作者质疑了民族国家秩序及超国家组织可以也应当完全取代帝国秩序的看法——尽管身为冷战环境下长大的欧洲人，他在道德上对帝国追求本身并无好感，但由于国家之间权力政治力量对比落差极大，使得超国家政治秩序内部的层级制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也难免带有“帝国因子”。另一方面，新的帝国不可能（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媒体时代）仍以血腥奴役和暴力剥削他国示人，它是主导国编织的一张或疏或密的关系网，身处其中的成员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在另一方面，反抗帝国的行为体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游击队，被更加游移不定和隐蔽的跨国恐怖主义所代替。在这里，明克勒也顺便分析了游击战和恐怖主义的异同。他指出，恐怖主义不得民心是它与当年游击解放战争的最大差异。

两极时代（暂时）结束后的美国在帝国历史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明克勒认为在后帝国时代的美国符合“帝国”的定义（虽然这与当今大多数美国人的看法背道而驰，毕竟他们的建国神话建立在“反殖民帝国”战争的基础上），并强调美国的“帝国特性”并非源自个别政治领袖（比如前总统小布什）对权力的贪欲或者说纯粹的权力意志，而源于美国自身的结构性压力和需求。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对外重拾自信，也看到了越战失利后军事干预在外交政策中的甜头，对美国的自我认知也有重大影响。而美国的出路在建立一个“仁善帝国”（对应叶礼庭笔下的“轻帝国”），完成人道主义使命，在追求经济利益时避免滑入过度延伸的泥潭。其中的范例是美国在战后于欧洲扮演的角色。在作者看来，帝国式角色也是欧盟框架下的欧洲之前途所在：既要管好自己的“后院”，即诸如东南欧等骚动不安的边缘，又要在欧盟内部建立决策的层级制，从而增强对外行动能力，而在安全事务上避免美国的过度干预，也就是说既要“吸收帝国特性”，也要“练就帝国功力”。但这绝不意味着重返昔日世界殖民帝国的窠臼。身为德国人，作者在这本享誉学界的史政专著中为一体化不断深入的欧洲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发展提出了远期建议，这对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其实也不乏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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