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之危机 ？

——

对古代 西 南 亚历 史 范 型 的 再思 考
‘

［ 澳大 利 亚 ］ 罗 兰
？

博 尔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 了 从公元前第 四个 千禧年到 第
一

个千禧年与

古西南亚 （ 古代近东 ）
相 关的经济 问题 ，

重点关注危机和灭亡 问 题。 历

史记录所呈 现的大都是
一

个王 国或 帝 国 之崛起和灭亡的故事 ，
把 中 间

时期描述为
“

混乱
”

。 然而 ，
我们需 要提出 这个问题 ： 从谁的 角度来说是

危机和灭亡 ？ 对于小 的统治阶级而言 ，
这确实是危机 ，

因 为他们 的权 力

和财富已经走到尽头 ；但是 ，
对于 宫廷庄 园 的农 民和劳 动 者而言 ，

这并

非危机
，
相反 ， 却 可 以让他们从剥 削 中 得 到解脱 ， 并提供相 对 的 稳定 。

旨在发展这一论点 ， 文章提 出 了 由 乡 村农 民和统治 阶级庄 园 所采纳 的

不同 的经济方法一管理方式
，
即生存一存活模式和宫廷庄 园模式 。

关键词 ：古西南亚 ；

经济学
； 危机 ；

生存一存活
；

宫廷庄 园

＊ 本篇论文由 原作者罗 兰 ？ 博尔先生授权译成汉语 ，发表 于本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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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希罗多德 （ Ｈｅｒｏｄｏ ｔｕ ｓ ） 以 降 ， 研究古代西南亚 的学者依据
一

系列荧光

和黑暗 以及众帝国的崛起和灭亡？来理解其历史 。 专制君主们
一个个地 曾

① 两个最 近的案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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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坚持约菲 的新进化论方法 ， 试 图从普通人视角描述 国家的兴起与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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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试图延伸其势力 ，如阴茎般渗人其邻 国并射出 精液以求对其形成控制 ，
结

果却发现一时 的热血沸腾终究会逝去 。

一个帝 国的灭亡与 另一个帝 国的 崛

起之间 的时期因 而被视为
“

危机
”

时代 。 略举数例 ：
苏美尔扩张 ，

经历了从乌

鲁克革命到构 思缜密且超 凡绝伦 的组织 成就
——

“

苏 美尔
一阿卡德王 国

”

（ 乌尔第三王朝 ）

——的过渡
，
最终 由 于

一系列原 因在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左右解

体 。 后来 ，
在公元前十六世纪 ，

一个
“

黑暗时代
”

在古西南亚降临 ，再后来 ，在

公元前第二个千禧年结束之际又 出现 了这样一个时期——赫人的些许成就

即在此时崩溃 。 大约在公元前十三世 纪的 同一时间 ，克里特岛 的 迈锡 尼文

明亦经历了 同样的厄运 。 到公元前第一个千禧年为止 ，便轮到新亚述人 、
新

巴 比伦人 ，
然后是波斯人 ，他们 以极其惊人的速度盛衰沉浮 。 通常学者们用

一个简单的时间轴来描述这些国家的更迭 ：

乌鲁克削乌絲細 ，
￣

新亚述 、新巴 比伦 、

̄

古亚述和古巴 比 伦波斯
（
以色列

）
①

４０００３０ ００ 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然而
，关于此种方法 ， 需对两个假设提出 异议 ：

稳定是常态 ，衰落或危机

是例外 ；
危机对于每个人来 说都是灾难 ，

无论他是君王还是农夫 ，
统治阶级

还是劳动人民 。 这两个假设彼此关联 ，第
一个在逻辑上先于第 二个 ，

因 此
，

我将依次对它们提出质疑 。

① 我在此处加人以 色列 ，原因 在于它既是我 以 往专研的领域 之一 ，又是我众 多后续研 究的重

心 。 括号 以 速记法表明 ， 在更为广 阔的背 景下 ，
以 色列在历史 的舞台 上栅 姗来迟 ， 在经济 、

政治和文化方面均处于南累 范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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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
”

之常态

社 会有机体 的 产 生 与 消 亡 ， 伟 大政 治 实体 的 形 成 与 瓦 解 ，
处 于历 史

边缘 的 人们 侵入历 史进程 的 中 心 地 带 ， 不 能 视 之 为 偏 离 常 规 或反 常 事

物 。 对 于古 代 东 方 的 社会 群体 而 言 ， 所 有这 一 切都 是 常 态 ， 是 准则 。
？

危机乃是古西南亚社会经济生活 中 的 常态 ，
而非

一种需要解释的 异常

现象 。 成为异常现象的特权乃归于稳定 ： 经济和政治 的稳定时期成为反常

事物或例外 。 在这些时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来稳定危机以获得某种连续

性 。 由 于大量可用于评估那些时期 的 材料都来 自 统治阶级 ， 因此这
一

观点

基本是理论上 的 。 按照惯例 ，统治阶级认为他们的观点就是所有人 的观点 ，

因 而其特殊的处境得以普世化。

关于危机常规状态这一观点的明确表述出 自 阿兰 ？ 利比茨 （Ａ ｌａｉｎＬｉ

ｐ
ｉｅ ｔｚ ）

：

首 先
，
我 们 认 为 社会 以 及 社会 内 部 的 经 济 活 动 是 一 个 社 会 关 系 的

网 络 。 换 言之 ， 我 们 并不 是 说 社 会个体 经 常 相 互 联 系 、从 事 交换 活 动
，

而 是 我 们 认为 交换 本身 就 是
一

种社 会 关 系 ，

一 种 特定 类 型 的 社会 关 系 。

第 二个 主 要论 点 认 为
，
这 些 社 会 关 系 彼 此互 相 矛 盾 ， 因 此 ， 生 活在

这种社 会 关 系 网 络 中 并 非 易 事
… …

倘 若 社 会 关 系 以 这 种 方 式 互 相 对

立
， 通 常 的 状况 应 该 是危机 。 换 句 话 说 ，

危机 是 常 态 、 自 然 状 态 ， 非 危 机

反而 是 一个 偶 发事 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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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ａ ｌ
ｉｓｔ

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ｅｓｉ ｎｔｈｅ ｉｒ Ｐｌ
ａｃｅ．Ｃ ｈ ｅｌ ｔ

ｅ ｎｈ 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
ｒ

，２００６ ，
１ ３＿ ５ 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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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危机 ？

首先 ，
社会关系是根本 ，

更准确地说 ，
是决定性事物 。 比如 ， 人们谈论交

换 ，但却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它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 此论争的界限

（ 回到波兰尼① ）在于 ， 即使在资本主义时期 ，
纯粹以市场为导向 的关系并不存

在
，
更不用说前资本主义经济 了 ：

“

所有社会关系 构成了经济活动世界 的框

架 。

”
？或者正如博伊尔 （

Ｂｏ
ｙ
ｅ ｒ

） 和塞拉德 （
Ｓａｉ ｌｌａ ｒｄ

）所言 ，

一个化约为纯粹经济

理性的个体 （ 臭名 昭著的理性经济人 ） 根本不可能行使哪怕是最简单的职能 ，

相反 ，
我们的经济措施

“

产生于对社会联系的建构和维护
”

？
。 也就是说 ，结构

形式和经济实践不可避免地
“

嵌入
”

特定的机构和文化假设之 中 ，
这些机构和

文化假设随着时 间和地点 的变化而改变 ，
而且甚至拥有其 自 身的社会动态 。

？

因此
，
诸如 自主市场这类按照其 自身的某种生命轨迹运行 ， 国家政府不定期地

予以
“

干预
”

的事物在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 。 更有甚者 ，

正如 波兰尼和马 林诺

夫斯基的派生辩论所指出 的 ，在古代根本不存在某些以市场为导 向 的交换形

式
， 以及某些

“

嵌人
”

的交换形式
，
因为纯粹的市场关系压根儿不存在 。

第二点更为有趣 ， 所有经济体制都关注危机管理吗 ？ 就古西南亚而言 ，

①Ｋａｒ ｌＰｏｌ
ａ ｎ

ｙ
ｉ

， Ｃｏ ｎｒａｄＭ ．Ａ ｒｅｎ ｓｂｅ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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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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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似乎确实如此 ，
尤其是在其漫长 的历史 中

，

“

大帝 国
”

与
“

小帝 国
”

极其

频繁地瓦解与崛起 。
？而且 ，那些没有任何明显集 中的政治与经济活 动的漫

长时期显然就是
“

危机
”

。 研究者常常是从政治角 度来对这些帝 国 的衰落和

危机做 出分析
，而对于它们的经济动态却未给予相对充分 的关注 ；或者可 以

归结于外部原因
，
如掠夺成性的 山 地部落 、

土壤盐碱化等等 。 我认为 这些危

机 的原 因和表现形式主要是经济因素 ， 鉴于此 ，
甄别 四种不 同类型 的危机具

有重要意义 。 这四种危机分别是 ：
外源性危机

、 内 源性 危机 、
结构性危机和

终极危机 。
？

第
一种类型源于外部的 冲击和压力 。 那些把经济均衡视为规范 的人认

为
，
所有危机都是外源性危机 ，

且破坏 了体制 的平静与 稳定 。 相 比之下 ，倘

若该体制重视危机管理 ，
那么外源性危机不管其多 么严重

，都不会独 自 对 占

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构成威胁 。 仅仅是在深层结构危机 （ 第三种类型 ） 的情

况下 ，外源性危机才会导致问题 的产生 。 当
一个体制 自 身面临严重危机的

时候 ，气候变化 （ 降雨及气温类型 ） 、 外来侵略 （ 尤其是来 自
“

游牧
”

民 族及

“

部落
”

族群 ） ，或者那些广 受欢迎 的居于累 范特 （ Ｌｅ ｖａｎ ｔ ）及其它地区 的哈 比

鲁人则取得了 成功 。

第二 ，
内 源性危机或 内 部危机以周期循环的形式呈现 。 由 于它们极其

普遍并在应付经济体制极端条件 的方 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其本身并不具有

威胁性 。 关于这
一点

，最好 的例子是古西南亚零星 间歇地改善部分债务的

实践 ，这些实践通常 是在新君主上 台时对周期性危机做出 的 回应 ， 欲维持该

体制 ，那些周期性危机必须得到 控制 。 此类实践通常在新 的专制君主统治

① 我追 随利维拉尼使用这些 术语 ， 因为它们为 古代文本本身所使用
。
Ｕ Ｖｅ ｒａｎ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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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危 机 ？

伊始就被推行 ，
不是试图去废除债务

，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债 务 ， 或者把

那些深陷债务之 中的劳工从
一种依赖类型转变到另

一种 。
①

第三种为结构性危机 。 在这种危机 中
，使体制上升到统 治地位并 由 社

会决定的 内部张 力现在则具有使之分崩离析的威胁 。 由 于其内 部的 动态变

化 ，该体制无法再恢复原样
， 因此需要彻底重组 。 关于这种转变 ，最显著 的

例子发生于公元前第一个千禧年之交 ，为了对付先前那些棘手的 紧张局势 ，

新的经济体制 在古西南亚兴起 。 公元前第二个千禧年晚期 出现了历时数个

世纪的经济危机 ，在此之前 ，基本经济矛盾存在于宫廷庄 园与 乡 村公社 的农

业劳动力之间 。
？庄园 的 主要 目 的是为

“

少数派
”

提供
“

商品
” ？

，
也就是说

，

为那些非领薪受雇者——牧师 、君主及终身晚宴嘉宾
——提供食物 、酒水 和

纺织品 。 庄园因此建在寺庙附近 ， 其次是统治 中 心 区域 ，
由官员 或任期 内 的

庄园主直接管理 ，其 中的劳动者 （被强迫服从劳役 、缴纳战利 品及债务者 ） 要

签订终身契约或临 时契约 。 因为经常缺乏劳动力
，
庄 园一直试图从 乡 村公

社吸引更多 的劳动者 ，却对后者的 持续生存能力 关注甚少 。 宫廷庄 园制度

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内在张力及其根源在于 ：
乡 村公社使 用一种经过反复

试用和检验的生存
一

存活 （ ｓｕｂｓ ｉ
ｓ ｔｅｎ ｃｅ

－

ｓｕ ｒｖ ｉ ｖａｌ
） 农业模式 ， 那种模式的推 广

实行对土地最佳而非最大程度的使用 ，
以及多样化经营 ，将小 的盈余储备 为

① 参见Ｊｏ ｈａｎｎｅｓＭ ．Ｒｅｎ ｇｅｒ ，

”

Ｒｏｙ ａｌＥ ｄ ｉｃｔｓｏ ｆ ｔｈ ｅＯ ｌｄＢａ ｂｙｌｏ ｎ
ｉ
ａｎＰｅｒ ｉｏｄ－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ａｌＢａ ｃｋ

－

ｇ ｒｏｕ ｎ ｄ
＂

 ，
ｉｎ Ｄｅｂ ｔａｎｄ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Ｒｅｎｅｗａ ｌ ｉｎｔ 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ＮｅａｒＥａｓ

ｔ ．Ｅｄ ｓ ．Ｍ ｉｃｈａｅ ｌＨｕ ｄ ｓｏｎａｎ ｄ

Ｍ ａｒｃ ｖａｎ ｄｅ Ｍ ｉｅ ｒｏ ｏｐ
．Ｂ ｅ出ｅ ｓｄａ ：ＣＤＬ

，
２００２

， １４５ 。 倘若人们过 于依赖地 主一高利贷者
，
则他

们便 回到依赖宫廷的状 态 ；倘若他们过分依赖宫廷 官员 ， 又 回 归到对寺 庙的依赖 。 因 此我

认为 ，该 法典通 常局 限于某些类型的债务
，特 别是 跟劳动力有关的债务

， 那些债务或者聚焦

于某个 特定 目 标 ， 如地 主一高利贷者 ， 抑或甚 至是贪婪 的宫廷官 员 。 原因 在 于债务奴隶 制

的模式倾 向于把劳动者锁定在某些契约劳工 类型 中 ， 从而让他们 无法获得其 他类 型 ， 尤 其

是 国家建设项 目 或播种与收获等时刻所需 的农奴制度
（
ｃ〇 ｒｖ６ ｅ

）
。

② 我的这个观点是从那些非 常重要但 却遭 受冷落 的 作品 中 提炼 出 来 的 ： Ｉ
ｇ
ｏｒ Ｍ ．Ｄ ｉａｋ ｏ ｎｏ ｆｆ

，

＊ ＊

Ｔｈ ｅ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ｅ ｏ ｆＮｅ ａｒＥ ａｓ ｔｅ ｒｎＳｏ ｃｉｅ ｔ

ｙｂ ｅｆｏ ｒｅｔｈ ｅＭ ｉｄｄ ｌ
ｅｏｆｔｈ ｅＳｅｃ ｏｎｄＭ ｉ ｌ ｌ

ｅ ｎ ｎｉ ｕｍＢ ．Ｃ ．
’，

，

Ｏ ｉｋ ｕｍ ｅｎ ｅ３
（

１ ９ ８２
）；Ｉｇ

ｏｒ
Ｍ ．Ｄ ｉａ ｋｏ ｎ ｏｆ ｆ ，Ｔｈ ｅＰａ

ｔ
ｈ ｓ ｏｆ 

Ｈ
ｉｓ ｔｏ ｒ

ｙ
．Ｃ ａｍ ｂ ｒｉｄ

ｇ
ｅ

：Ｃａｍｂ ｒ ｉｄ
ｇ
ｅＵ 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 ｓ
， １ ９９９

，
２ １

—

５ ５
。

③Ｄ ｉａｋｏ ｎｏ ｆｆ
，

ＴＶ
ｔｅ尸ａ ｆ

／
ｉ ｓ 〇／ｔｆｉｓ ｚ〇／

ｙ ， ３ ６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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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年所用 ，
注重少量需求而非较多 要求 。 那些 乡 村公社时而会受到 专制君

主摇摆不定 的影响 ，时而则不会 。 但是 ，
统治阶级基本上不愿意扶持那些乡

村公社 ，
不仅是因 为断断续续 的税收数额有限 ，

还 因为庄园极其需要那些公

社的劳动力 ，
以致宫廷庄园使 出 浑 身解数 ，

试 图从那些公社 中抽 取越来越

多的劳动力 。 显然 ， 由 于这种体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宫廷体制的定期瓦

解也就不足为奇 了 。 然而
，
这种结构不稳定性最终还是过 了头 ，第二个千禧

年晚期的长期危机则是宫廷庄 园统治结束 的标志 。
？当新势力在第一个千禧

年崛起的 时候 ，
他们开始推行

一种截然不 同的经济制度 ，这种经济制度 的基

础是纳贡和交换 ，
我在此无法对那种形式进行详细叙述 ，但足 以指 出纳贡与

交换之间关系 密切 ， 以
一种相对而言更为有效的 方式满足 了统治阶级与其

跟班 以及实施那种体制所需要 的较大军队 日 益增长的需要 。 这种新 的经济

制度可能激活 了新亚述 、新巴 比伦及波＃ｆ等大帝国 ，但是其 自 身结构 的不稳

定性却通过它们 的 迅速灭亡而体现出 来 。

最后 ， 当整个经济结构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 时候 ， 当在现有范围 内没有

新的形式可以建构 的时候 ， 这种类型 的危机仅仅 是生产模式危机的预 热 。

生产模式危机通常旷 日 持久且来势 凶猛 ，具有很强 的破坏性 ， 会 导致根本

性的结构重组 。 在古代 ，这种过渡到新兴生产模式 的时刻 ， 即 为从宫廷庄园

及纳贡一交换的经济制度 （ 我 曾 在别处称之为神圣经济 ）转换为 以奴隶制为

基础的希腊
一

罗 马模式 。

谁之危机 ？

乡 村 生 活 的 兴 旺 是 因 其 与 民 族 国 家这 一 广 阔 的 世 界相 对 隔 绝 ，
实

①Ｍ ａｒ ｉｏＬｉ
ｖ ｅｒａｎ ｉ

，

“

Ｔｈ ｅＣｏ ｌ ｌａｐ
ｓｅｏｆ 

ｔｈ ｅＮｅａ ｒ
Ｅａ ｓ ｔｅｒｎＲｅ

ｇｉ
ｏｎａ ｌＳｙ

ｓ ｔｅｍ ａｔ ｔｈ ｅＥｎｄｏ ｆ 
ｔｈｅ Ｂｒｏ ｎ ｚｅＡｇ

ｅ
：

ＴｈｅＣ ａ ｓｅ ｏｆＳｙｒ
ｉａ

＇ １

 ，
ｉ ｎＣｅｎ ｔｒｅ ａｎｄＰｅｒ ｉ

ｐｈｅ
ｒ
ｙ

ｉｎ ｔｈ ｅＡｎｃ ｉｅｎｔＷｏ ｒ
ｌｄ ．Ｅ ｄ ｓ ．Ｍ ｉｃ ｈａ ｅｌ Ｊ ．Ｒｏｗ ｌ

ａｎｄｓ ，

Ｍ ｏｇ ｅｎｓ Ｔｒｏ
ｌ ｌ ｅＬａｒ ｓｅ ｎ

，ａ
ｎｄＫ ｒｉ ｓ ｔ ｉａ ｎＫ ｒｉ ｓ ｔ ｉａ ｎ ｓｅｎ ．Ｃａｍｂ ｒ ｉｄｇ

ｅ
；Ｃ 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１ ９８ ７ ，

６６
—７ ３ ．

５２



谁之危机 ？

际 上 是 与 一 般 的城 市 生 活 隔 绝 。
？

我已经特别强调了危机 的规范性 ，并对古西南亚经济危机 的类型做 了

概述 。 但是 ，
关键的 问题仍然存在 ：谁之危机 ？ 我将从与其相关的

“

灭亡
”

范

畴的角 度来找出答案 。 在统治 阶级看来 ，
小帝 国或大帝 国权力 的结束实际

上就是灭亡 ， 随后的 阶段 即为长期的危机时代 。
？财富的来源被消除 ，宫殿和

寺庙被毁坏 ，
庄 园制度或纳 贡及交换模式被废 除 ，

权力 丧失 。 在 这种 背景

下
，考古记录开始显示

“

危机建筑
”“

终结仪式
”“

灾难盛宴
”

的迹象 ，极度绝

望的统治者们用尽他们最后 的储备来安抚狂怒 的诸神 。
？有 时

，
失去产业的

精英人士的确创造了杰 出 的作品
——

《希伯来圣经 》所收集的文本就是
一个

极好的案例 。

然而
，从 乡 村公社 、 自 给 自 足的 庄园 劳动者 、具有社会决定性 的部落家

庭的角度来看 ，

“

灭亡
”

实际上意味着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榨取和剥削 中获得

解脱 ，这是
一种受祝福的解脱 。

＠人们几乎不会指望农民 、体力劳动者以及普

通民众在一旁闲着 ，等待这种令人极其渴望 的灭 亡发生 。 从哈 比鲁人
一直

①Ｄｏｕｇ ｌａｓＡ ．Ｋｎ ｉｇ ｈ
ｔ

，Ｌａ ｗ ，
Ｐｏｗｅｒ ， 

ａｎｄ，Ｊｕｓ ｔｉｃｅｉｎＡｎｃｉｅｎ ｔＩｓ ｒａｅ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 ｅｎ

ｔＩｓ ｒａｅ ｌ
．Ｌｏｕ ｉ ｓ

？

ｖ ｉ
ｌｌ
ｅ

： Ｗｅｓ ｔｍ ｉｎ ｓ ｔｅｒ Ｊ ｏｈｎ Ｋｎｏｘ ，
２０ １

１ ，１
１ ７ ．

② 与公元前 １ ２００ 年左右的
“

灭亡事件
”

相 关的 这种 观点 ，具体 案例参见 Ｍ ｉｅ ｒｏｏｐ ，４〇／

ｔｈｅ Ａ ｎｃ ｉｅｎｔＮｅａｒ
Ｅａｓ ｔ ｃａ．３ ００ ０

—

３２３ＢＣ


ｔ１ ９ １

一

２０６ ；Ｙｏ ｆｆｅｅ ，Ｍｙ
ｔｈｓｏｆ 

ｔｈｅＡ ｒｃ ｈａ ｉｃＳｔａｔｅ
－

．Ｅｖｏ ｌｕ
？

ｔ
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
ｌ

ｉｅｓ ｔＣ ｉｔｉｅｓ
＾Ｓ

ｔａ ｔｅｓ

ｔａｎｄＣ ｉｖ

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ｙ１ ３ １

—

１６０ 。

③ 例 如 ，参见对青铜时代晚期夏琐 的研究 ， 当时恰 恰在遗址被 废弃及其 最终被毁 坏之 前出 现

了 这些特征。
Ｎ ｉｍ ｒｏｄＭａ ｒｏｍａｎｄＳｈａｒｏｎＺ ｕ ｃｋｅｒｍａｎ

，
“

Ａ
ｐｐ

ｌ

ｙ
ｉｎ ｇ

Ｏｎ －Ｓ ｉｔｅ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ｓ ｏｆＦａｕｎ ａｌ

Ａ ｓｓｅｍ ｂｌ ａｇ ｅｓｆｒｏｍＤ ｏｍ ｅｓｔ
ｉｃＣ ｏｎｔ ｅｘ ｔｓ ：ＡＣ ａｓｅＳ 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ｔｈ ｅＬｏｗｅｒ Ｃ ｉ ｔ

ｙ 
ｏ ｆ
Ｈａｚｏ ｒ

Ｍ


，

ｉｎ Ｈｏｕ ｓｅｈｏ ｌｄ

Ａ ｒｃｈａ 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Ａｎｃ

ｉ
ｅｎｔＩｓｒａ ｅ

ｌａｎｄＢｅｙｏ ｎｄ ．Ｅｄ ｓ ．Ａ ｓｓａｆＹａｓｕｒ
－

Ｌａｎｄａｕ ，Ｊ
ｅ ｎ ｎ ｉｅＲ ．Ｅｂｅ ｌ

ｉｎ
ｇ ， ａｎｄ

Ｌａ ｕ ｒａＢ ．Ｍ ａｚｏｗ ．Ｌｅ ｉｄｅｎ ：Ｂ
ｒｉ

ｌ ｌ
，

２０ １ １
， ５ １ 

—

５ ３
０

④ 进 一步讨论参见Ｇａｌ ｅＡ ．Ｙｅ ｅ
，

“

Ｒｅ ｃｏ ｖｅ ｒｉｎ ｇ
Ｍ ａｒｇ

ｉｎａ ｌ
ｉｚｅｄ Ｇｒｏｕ ｐ 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 ｔ Ｉ ｓｒａ ｅｌ ：Ｍ ｅｔｈｏ ｄ ｏｌｏ ｇ

－

ｉｃａ ｌＣ ｏｎｓ ｉｄｅ ｒａ ｔ ｉｏ ｎｓ

”

，
ｉｎｆｉｒｅａＡＦｏ ｉｅ ：Ａｓ ｓａｙ

ｓｉ／
ｉ
Ｃｈａｎｅｙ

．Ｅｄｓ ．

Ｒｏ ｂ ？

ｅｒｔＢ ．Ｃ ｏｏｔｅ ａｎｄＮ ｏｒｍａｎ Ｋ ．Ｇｏｔ ｔｗａ
ｌｄ ．Ｓｈｅｆｆｉ ｅ

ｌｄ ；Ｓｈｅｆｆｉｅ ｌｄＰｈｏｅ ｎ ｉｘ
， ２００

７
，

１ ３
—

１ ５ 。 有关更普

遍 的农 民运 动 ， 参见Ｅ ｒｉｃＲ ．Ｗｏ
ｌｆ ，Ｐｅ ａｓａ ｎｔ ｓ ．Ｅ ｎ

ｇ ｌｗｏｏｄＣ ｌ
ｉｆｆｓ ：Ｐｒｅｎ ｔ ｉｃｅ －

Ｈａ
ｌ ｌ ， １ ９６５ ， １０ ６

—

１ ０９
；Ｊ

ａｍｅ ｓＣ ．Ｓｃｏ ｔ ｔ
，Ｗｅａｐｏｎｓｏｆ 

ｔ ｈｅＷｅａｋ ：Ｅｖｅｒ
ｙ
ｄａ

ｙ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ｅａｓａ ｎ ｔＲｅｓ ｉｓ ｔａｎｃｅ．ＮｅｗＨａ ｖｅ ｎ
：

Ｙａ ｌ
ｅ
Ｕｎｉ

ｖ 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ｓ

，
１ ９８ ５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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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镇 内 部的被剥 削 阶级毁坏城镇 的考古信号显示 ，
他们都是极其热衷 于

加速灭亡 。
￥事实上 ，根据 《阿玛尔纳 书信 》 ， 哈 比鲁人变得空前强大 ，

威胁着

各城
，
阅读此类 材料让人心备感温暖 。

？正 如芮哈达 （ Ｒｉ
ｂ ＿Ｈａｄｄａ ） 在 面对 叛

乱时所言 ，

“

我害 怕农 民 阶级把我打倒
” ？

。 半游牧的 牧 民也准备好加人其

中 ， 因为纵观美索不达米亚历史 ，

“

倘若集权国家 的权力 较为脆 弱
”

，他们每

年的通常是
“

和平 的
”

迁徙
“

便可能转换 为攻击性行动
”

。
④结果令人快心遂

意 ：年轻的男女们无须继续在宫廷庄园定期或长期劳动 ；那些令人厌恶 的商

人一税吏一高利贷者不再指使暴 徒去抢夺债奴 ， 或牲 畜 ，
或女孩子来做性

奴
；

寺庙和宫殿不再侵吞生存
一存活所需的食物 。 我认为圣经中 有关巴别

塔 （创 １ １
） 以及所 多玛与蛾摩拉 （创 １ ８

＿

１ ９
） 的 叙事 ，

就以 其独 特的 方式 体

现 了这样
一种观点 ，还有 《撒母耳记上 》 第 ８ 章 、 《士师记 》

９
：
８
＿

１ ５ 有关荆

棘丛的 比喻 、 《列王纪上 、下 》有关以色列及犹大诸王之挫败 以及最终遭到惩

罚 的长篇叙述 ，
以及 《

以斯拉记 》 《 尼希米记》所记载 的
“

那地的人 民
”

，
连 同

① 有关青铜时代晚期 夏琐的这些考古材料 ，尤其 是针对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和现实而烧毁位

于 山下城市及
“

卫城
”

的 纪念性建筑 物 ，具体案例参见 Ｍ ａｒｏｍａ ｎ ｄＺ 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

“

Ａ
ＰＰ

１＾８ 
０ｎ

－

Ｓ ｉ ｔ ｅＡ 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ｏｆ 
Ｆ ａｕ 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 ｌａ

ｇ
ｅ ｓ ｆｒｏｍＤｏｍ ｅｓ ｔ ｉ ｃＣ ｏｎ ｔｅｘ ｔｓ ：Ａ Ｃａ ｓ ｅＳ ｔ

ｕｄｙ
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ｗｅｒ

 Ｃｉ
ｔｙ

ｏｆＨａｚｏ ｒ

”

，
５ １
—

５ ３

〇

② 参见ＥＡ ６７
—

１ ３ ８ ，
１ ４４ ， １４ ８ ， １

７９
， １ ８ ５

—

１ ８６ ， １ ８９ ，１ ９５
，１ ９７

，２０
７

，２ １ ５ ，２４ ３ ，
２４６

，
２５４

，

２７ １
—

２７４
，２８ ６

—

２９０ ， ２９８
—

２９９
，３０５ ， ３ ０７ ， ３ １ ３ ，３ １ ８ ，３ ６６ 〇Ｗ ｉ ｌ ｌ ｉａｍＬ ．Ｍ ｏｒａｎ ，Ｔｈ

ｅ
Ａｍａｍａ

Ｌｅｔ
ｔｅｒｓ ．Ｂａ ｌ ｔ

ｉｍ ｏｒｅ ： Ｊｏ ｈ ｎｓＨｏ ｐｋ
ｉｎ ｓ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ｔ ｙ

Ｐｒｅｓ ｓ
， １ ９９２

，１ ３ ７
—

２２ ３


，２３０
—

２３ １，２３ ５，２６ ２ ，

２６５
—

２６８ ，
２６９
—

２７０ ，２７ ３ ，２
７ ４—２７ ５ ，

２８０
，
２８ ３—２８４

， ２９７
—

２９８ ，３
００

，３ ０
７—３ ０８

， ３ １ ７
—

３ １ ９ ， ３
２６
—

３ ３ ４ ，３４０
—

３ ４ １ ， ３
４３ ， ３

４５ ，３４６
—

３４７
， ３４９ ， ３ ６４ 。

③ＥＡ ７ ７ ．Ｍ ｏ ｒａ ｎ
，
７７ｉｅＡｍ ａｍ ａＬｃＨｅｒ ｓ ，

１ ４８ ．

④Ｎｅ ｌｌ
ｙ
Ｖ ．Ｋｏ ｚ

ｙｒｅ
ｖ ａ

，

”

Ｔ ｈ ｅＯ ｌｄ Ｂａｂ ｙ
ｌｏ ｎ ｉ

ａｎ Ｐｅｒｉ ｏｄ ｏｆ 
Ｍ ｅｓｏ ｐ

ｏ ｔａｍｉａ ｎＨ ｉ ｓｔｏｒ
ｙ

＂

，
ｉｎ￡ａＷｙ

Ｅ ｄ ｓ ．Ｉ
ｇ
ｏｒ Ｍ ．Ｄ ｉａ ｋ ｏｎ ｏ ｆｆ

ａ ｎｄＰｈ ｉ ｌ
ｉ

ｐＬ
．Ｋ ｏ ｈ ｌ ，９

８
—

１ ２ ３（
Ｃｈ

ｉｃ ａｇ
ｏ

：Ｕ ｎｉ 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ｏ ｆ Ｃ ｈ ｉ

ｃ ａ
ｇｏ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 １
）

，
９９ ． 当 然 ， 当 这些半游牧 的牧民 在

一个地 区定 居下来 ，并 且参 与 当地 统治者 的让

位事件时 ， 此 事因 为 内 部矛盾而变 得复杂起来 。 他 们偶 尔会 建立 自 己 的 国 家 ， 结果 却 变

得近乎暴 虐 ， 部分复制 了 被粉碎 的制度 。 因 此 ，在 第二个 千禧 年早 期乌 尔第 三王朝 灭 亡

以 后 ， 哈纳 特人定居在特卡城 ，雅姆 特把拉部落定居 在拉尔萨 ， 阿姆纳 努部落定居 在 巴 比

伦 。 早些 时候 ，
在第三个 千禧 年晚期 ，

曲 提人 在除去 阿卡德 的萨 贡尼兹 之后 的做 法 与此

大致相 同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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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其他群体反抗随着被流放者的 回归而强制实施 的掠夺性帝国政权 。
？这

些均表明在那段时期
，有关贷款 、债务 、与贷款绑定 的义务劳动的各种记录

已 消失殆尽 这并非 因为某些缺乏文 明 的
“

黑暗时代
”

，确切地说
，
是因 为

农民的全面反抗 ：那些迫切 盼望其君主灭亡的人民采取的第
一

个行动 ，就是

撕毁 （ 或在此语境中 的破坏 ）贷款材料 。 这些时期 ， 不仅仅是农村化及乡 村

扩展 （ 如在公元前 １ ２００ 年到前 １ ０００ 年间 ， 累范特南部乡 村的数量增长了八

倍 ） 的时期 ，或城市及其政 治权力 衰退的 时期，也是革新 的 时期 ： 例如
， 公

元前十六世纪
“

黑暗时代
”

马和马 车的使用 ， 或第二个千禧年末炼铁技术的

传播 。

可 以用两个例子来 阐释这些迥然有别的 阶级视角 。 其
一

来 自 于 《伊拉

史诗》 （ ｔｈｅＥｒｒａＥｐ
ｉｃ ） 的哀 歌 ， 《伊拉史诗 》 是古 巴 比伦 的经典史诗 ，

描述 了

公元前 １ ２００ 年 以来的事件 。 我认为 ，不应把它作为
一首有关普通琐事及灭

亡的哀歌来阅读
， 而应特别视之为一首有关无处藏身的统治阶级的哀歌

， 与

圣经书卷 《耶利米哀歌》 十分相似 ：

没 有 死于 战 争 的 人
，
将 死 于疾病

没有死 于疾 病 的 人
， 将 为 其仇敌所 掳

没有为 仇敌所 掳 的 人 ， 将 受 盗 匪 击 打

① 有关 《 以斯拉记 》 《尼希米记 》 中 反抗 的阶级维度 ， 参见 Ｒｏ ｌａｎｄＢｏｅｒ ，

“

Ｎｏ Ｒｏａ ｄ
：Ｏｎ ｔｈ ｅＡｂ ？

ｓｅ ｎｃ ｅｏｆ Ｆｅｍｉｎ
ｉ
ｓ ｔＣｒ

ｉ ｔｉ
ｃ

ｉ
ｓｍｏｆ Ｅｗａ

－Ｎｅ ｈｅｍｉａ ｈ
”

 ， ｉｎ ｔｆｅｒ Ｍ似於ｒ

’


ｓＴｏｏ／

ｓ
：ａｎｒｆ Ｐｏｓｆ ｃｏ

／
ｔｍ

ｉ
ａＺ

Ｅｎｇ ａｇ
ｅｍ ｅｎｔ ｓｏｆ

Ｈ ｉｓ ｔｏ ｒ ｉｃａ ｌ
－Ｃｒ

ｉｔｉｃａｌＤ ｉｓｃｏ ｕｒｓｅ ．Ｅ ｄｓ ．Ｖａｎ ｄｅｒＳ ｔ ｉ ｃｈ ｅｌ
ｅＣａ ｒｏ

ｌ ｉ
ｎｅ ａｎｄＴ ｏｄｄＰ ｅｎｎｅｒ

，

Ａ
ｔ
ｌａ ｎ ｔａ

；Ｓｏｃ ｉｅｔ
ｙｏ

ｆＢ ｉｂ ｌ
ｉ ｃａ ｌＬｉ ｔｅ ｒａｔ ｕｒｅ ， ２００５

， ２ ３３ 

—

２ ５ ２ 。

②Ｍ ａｒｃｖ ａｎｄｅ Ｍ ｉ ｅｒｏｏｐ ，

＊＊


Ａ Ｈ ｉ ｓｔｏｒ

ｙｏ
ｆ
Ｎｅ ａｒ Ｅａｓ ｔｅ ｒｎＤｅ ｂｔ ？

”

，
ｉｎ ／）咖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ｅｎｅｗａ

Ｚ ｉｎ ｆ
／
ｉ ｅ

Ａ ｎｃ ｉｅｎｔＮｅａ ｒＥａ ｓ
ｔ

．Ｅ ｄ ｓ ．Ｍ ｉｃ ｈａｅｌ Ｈ ｕ ｄ ｓｏｎ ａ ｎｄ Ｍ ａｒｃｖａｎ ｄ ｅＭ ｉ ｅ ｒｏ ｏ
ｐ

．Ｂｅｔ ｈｅ ｓｄ ａ ： ＣＤＬ ， ２
００２

， ８ １ ．

③Ｋｎ ｉ

ｇｈ
ｔ

，
Ｌａ？／

，
Ｐｏｗ ｅｒ

，

ａｎｄ／ｕｓ ｔｉｃｅｉ ｎ ／Ｕｃｉｅ财 ／ｓ ｒａｅ
Ｚ ，Ｈ ８—

１
１ ９

，１ ５９
—

１ ６０ ；Ｉｓｒａ ｅｌＦ ｉ ｎ ｋｅ ｌ
ｓ ｔｅ ｉｎ

，

＊＊

Ｔ ｈｅ Ｅｍ ｅｒ
ｇ
ｅ ｎｃ ｅｏｆＩ ｓ ｒａ ｅｌ ：ＡＰ ｈ ａｓ ｅ ｉｎｔｈｅＣ ｙｃ ｌ

ｉ ｃＨｉ ｓｔｏ ｒ
ｙｏｆ Ｃ ａｎ ａａ ｎｉｎ ｔｈｅＴｈ ｉ ｒｄ ａｎ ｄ Ｓｅ ｃｏ ｎｄＭ ｉ ｌ

？

ｌ
ｅ ｎ ｎ ｉａＢＣＥ

＂

 ，
ｉｎＦ ｒｏｍ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ｔｏＭｏ ｎａ ｒｃｈｙ ：Ａ 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Ｈｉｓｔｏ ｒｉｃａ ｌ

Ａ ｓ
ｐ
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ａ ｒｌ
ｙ

Ｉｓ ｒａ ｅｌ
．

Ｅ ｄ ｓ ．Ｉ
ｓｒａｅ

ｌＦ ｉｎｋ ｅｌ
ｓ
ｔｅ ｉｎａ ｎ ｄＮａ ｄ ａｖＮａ

＇

ａｍａ ｎ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 ｏｎ
：
Ｂｉ ｂ ｌ ｉｃ ａｌＡｒｃｈ ａｅ ｏｌ

ｏ
ｇｙＳｏｃ

ｉ ｅｔ

ｙ ，１ ９９４
，

１ ５０
—

１ ７ ８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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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受 盗 匪 击打 的人 ， 将 被 王 的 武器 征 服

没有 被王 的 武器 征服 的 人 ， 将被 王子 击 杀

没有 被 王子 击杀 的人
，
风暴之 神将 冲 洗之

没有 被风暴之 神卷走 的 人 ， 太 阳之 神 将 带 走之

存 留 于 乡 间 的 人
，
将 被风 席 卷而 去

进入其 屋 宇 的 人
， 鬼怪 将 攻 击之

攀爬 到 高 处 的 人
， 将 死于 饥 渴

下 到 低 洼之地 的 人 ， 将 死 于 沼 泽

你 既 毁 坏 了 高 处 又摧 残 了 低地 ！

？

有关对
“

危机
”

的 不同 看法 的 第二个例子 ， 见于对这一经文 的 阐 释 ， 即

《士师记 》 １ ７ 章 ６ 节
：那时 以色列 中没有王

， 各人任意而行 。 文本 的背景表

明其主要编辑框架是否定性的 ：

一个叫米迦的人替他母亲找回 了银子 ， 他把

其中
一部分拿去请银 匠铸

一个
“

像
”

（ ｐｅ ｓｅｌ
）

。 他把此像安置在 自 家 的神堂

内
，
又制 造了 以弗得和家 中 的神像 ，分派他 的一个儿子作祭 司 。 后来 ，

他邀

请一个路过的利未人作祭司 ，结果那个利未人却加人一大群但支派 的掠夺

者 ，他们抢走 了铸成的像 ，
以及与神堂相关 的物件 。 如果我们以 第二条诫命

对于拜偶像的禁忌 ， 以及随后各种各样所谓
“

不服从律法
”

的 案例 为先决条

件 ，则这个故事似乎是消极的 ，借助作为统治阶级下属的 经文抄 写员 之笔 ，

表达了统治阶级对混乱和危机的关注 。

相反
，
这句 经 文 亦 可解 读 为 倡 导 自 由 。 正 如 大 卫 ？ 乔 布 林 （

Ｄ ａｖｉｄ

Ｊ
ｏｂｌ

ｉｎｇ ） 曾经指出的 ，

“

没有王
”

（ 亦参见士 １ ８ ：１
；１ ９

：１
；
２ １

：
２５

；

王上 ２ ２
：

１７
；
代下 １ ８ ：１６ ） 以及

“

各人任意而行
”

的 陈述几乎是一种乌托邦形象 ，宣称

并希冀
一个没有压迫 的社会 ，

一些小有权势 的人不再试 图压榨农 民 。 我认

为这句经文很适合此类人的看法 ， 即他们都十分喜悦看到危机 ， 与各式君主

①Ｍ ｉｅ ｒｏｏｐ ，
４讯衫ｏｒ

ｙ ／
Ｉ ｎｃｉｅｎ ｆ／Ｖｅａｒ￡如ｃａ ．３０００

—

Ｊ２３ＢＣ ，１ ９９
■ 比较Ａｍｏ ｓ ５： １ ９ 。

５６



谁之危机 ？

及其下流依附者的灭亡 。 事实上 ， 《 士师记 》的 这句经文 回应 了
一位哈比鲁

领袖——阿布迪 － 阿瑟塔 （

‘

Ａｂｄ ｉ
－ Ａ Ｓ ｉｒｔ ａ ）

——

的号召 ：

让 我 们 把 市长 从这个 国 家赶 出 去
，
使 整个 国 家 归 附哈 比 鲁 人 ，

… …

那 么 （ 我们 的 ） 儿女就 会永葆 太平 。 假 如有 王 出 现 ， 整个 国 家都 会反 对

他 ，
其奈 我 何 ？

？

就此而论
，
在我提出 危机是常态而经济

“

稳定
”

是例外 的时候
， 我仍在使

用这些人 的语词
，
他们是 ：

统治阶级 ，
以及 留 下大多数记录并认为世界离开

他们将会灭亡的人 〇 诚然
，
我离这个设想 尚有一步之遥 ， 即稳定是常态而危

机是例外 ，但是 ，
我还不够深人 。 最后一个步骤要 求更为实质性 的逆转 ，其

中危机实际上演变为稳定
，
不平衡发展为平衡 ，反之亦然 。

②

于是
，
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

“

危机
”
——无论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禧年 、

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及十五世纪早期 的
“

黑暗时代
”

， 还是在第
一个千禧年之

交——实际上是最稳定的 时期
，
因为那时劳动力 、土地及产品 的分配与再分

配形式 占 主导地位 ， 那时优选的神 圣模式脱颖而出 ，那时生存一存活 尚未那

么受到威胁
，那时亲属

一

家庭可 以重点关注 自 己 最擅长的事情而非应对持

①ＥＡ７４ ．Ｍｏ ｒａ ｎ ，７７ｉｅ ／４ｍａｍａ１ ４３ ． 亦参 见Ｉ
ｇ
ｏｒＭ ．Ｄ ｉａｋ ｏ ｎ ｏｆｆ ， 

“

Ｓｙ
ｒｉ ａ

，Ｐｈ ｏｅ ｎ ｉｃｉａ
，ａｎｄ

Ｐ ａｌｅ ｓｔ ｉｎｅｉｎ ｔ ｈｅ Ｔ ｈ ｉｒｄａ ｎ ｄＳｅｃｏ ｎｄＭ ｉ
ｌ ｌｅ ｎｎｉａ Ｂ ．Ｃ ．

Ｍ

 ，
ｉｎ Ｅａ ｒｌｙ 

Ａ ｎｔ
ｉｑｕ

ｉｔ
ｙ

．Ｅ ｄ ｓ ．Ｉ
ｇｏｒ Ｍ ．Ｄ ｉａｋ ｏ ｎｏ ｆｆ

ａ ｎｄ Ｐｈ ｉ ｌ ｉ

ｐ 
Ｌ ．Ｋｏ ｈ ｌ ．Ｃ ｈ ｉ

ｃａ
ｇ
ｏ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ｏｆ Ｃ ｈｉｃ ａ
ｇ
ｏＰｒｅｓ ｓ

， １ ９９ １
，
２９ ５

；Ｌ ｉ
ｖｅｒａｎ

ｉ ， Ｉ
ｓｒａｅ

ｌ

＇

ｓＨｉ
ｓ
ｔ
ｏ ｒ
ｙ

ａｎｄｔ ｈ ｅ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Ｉｓｒａｅｌ


＾
２ ７
—

２８ 。

② 这种 阶级视 角 的矛盾也呈现 于考 古学家对关键时期遗 留 物质的诠释之 中 。 例 如 ，在 青铜

时代 晚期 的
“

衰落
”

时期 ，有人在衡 量财富的指标及艺能 中 看到了
“

贫困
”

加剧 的证据 ； 相

反 ， 有人却 发现 了 大量财富及艺能 的迹 象 。 当然 ， 此处 回 避的问题很 多
，
他们 代表哪些阶

级发言 ？ 他们表达的是谁的观点 ？ 极度富裕 同极度 贫困之 间 的张力难道不 是过度 剥削的

标志吗 ？ 参见Ｎａ ｖａＰａ ｎ ｉ ｔｚ－ Ｃｏ ｈｅ ｎ ，

“


Ａ Ｔａ ｌｅｏｆ

Ｔｗｏ Ｈｏｕ ｓｅ ｓ ：Ｔ ｈｅＲｏ ｌｅｏ ｆＰｏｔ ｔｅ ｒ
ｙ 

ｉｎＲｅｃ ｏｎ ｓｔｒｕｃ
－

ｔ
ｉｎ
ｇ Ｈｏ ｕ ｓｅｈｏｌｄＷｅ ａｌ

ｔｈａｎ ｄＣ ｏｍ
ｐ
ｏｓ ｉ

ｔ
ｉｏｎ

”

，
ｉ ｎ／／ｏ ｗｓ ｅ／ｉｏＷｚｌ

ｒｃ
／
ｉａ ｅｏ Ｚｏｇｙ

ｉ ｎ
／
４ｒａｃｉ＞／Ｗ／ｓｒａｅＺａｎｄｆｉｅ－

ｙ
ｏｎｄ ．Ｅｄ ｓ ．Ａｓｓａ ｆＹａｓｕ ｒ

－

Ｌａ ｎｄａ ｕ
，Ｊｅ ｎ ｎ ｉｅＲ ．Ｅ ｂｅｌ

ｉｎ
ｇ ， ａｎ ｄＬａｕ ｒａＢ ．Ｍ ａｚ ｏｗ ．Ｌｅ ｉｄｅｎ ：Ｂ ｒｉ ｌｌ

，

２０ １ １
， ９９

。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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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的外部威胁 。
？这确实是一场革命场伴随着公元前第

一个千禧

年而发生的从宫廷制度到掠夺性帝国政权 的革命
——

但并非以通常所理解

的方式 。
？相反

，那场革命是基于经过检验的生存
一

存活的经济管理方式 ，

一

场在 目前可以被称为于稳定时期 内 回归其 自身 的恰如其分的
“

革
”

命 。 由 于

寺庙 、 宫殿或掠夺军队不再僭用边际盈余 ，
以及生存

一

存活 的基本所需 ， 它

们可以用于其主要用途 ：在一两个歉收年补给某
一

社 群 。 习 惯法及亲 属一

家庭的 种种期望无须再同雄心壮志 的君王 的成文法律进行竞争 。 最重要的

是
，
在山上的寺庙成为

一片废墟之 际 ， 因 为崇拜角 落的存在 ，小鬼 、精灵 、魔

鬼不可避免地在场 ，神圣 的亲密实践再次 占据主导地位。 换句话说 ， 乡 村公

社 的农村生活乃是组织反抗的主要形式 ，对此权力 机构需要不断予以 回应 ，

尤其是使用帝 国的军队 。
？

结束语 ：稳定之缘由

第一点是 ： 乡 村公社 仍然作 为经济 （ 和政 治 ） 结构 的
一个基本要素 而

存在 。
？

① 这种重新估价隐含于戴蒙德对由 精英统治阶级控制的经济体制
“

灭亡
”

的 巨 大潜力 的描述

之中 ：

“
一连 串 的好 年头 ， 有充足的降雨及 足够 浅 的地 下水 ， 可 能会 导致人 口 的增 加 ，反 过

来会让社群变得愈益复杂 ， 互相依赖 ，本地无法继续 自 给 自 足 。 这样 的社 群在经 历
一 连 串

的灾年之 后无法继 续应付且重建 自我 ， 而先前 那个人 口 较少 ，互相依存程度较低 ，且更 加 自

给 自 足的社群则 可 以 应 付 自 如 。

”

Ｊ ａｒｅｄＤ ｉａｍｏ ｎｄ
，Ｃｏ ＺＺａ

／
ｗｅ ：ｔｆｏｗＳｏｃ ｉ

ｅ
ｔ ｉ
ｅｓＣ ｆｃｏｏｓ ｅ ｆ

ｏＦａ
ｉ
Ｚｏｒ

５ｕ ｃｃｅｅｒｆ．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Ｖ ｉｋ ｉｎｇ ，
２００５

，
１
４３ 。

②ＭａｒｉｏＬ ｉ
ｖｅｒａｎ ｉ ，

ｕ

Ｌａ ｎｄ Ｔｅ ｎ ｕｒｅａｎｄ Ｉ ｎｈ ｅｒｉ ｔａｎｃ ｅ ｉｎ ｔｈｅＡｎ ｃｉ ｅｎ ｔＮｅａ ｒＥａ ｓ ｔ

： Ｔ ｈ ｅＩｎ ｔｅ ｒａ ｃｔ ｉｏ ｎ ｂ ｅｔｗ ｅｅ ｎ

＊

Ｐ ａ
ｌａ ｃｅ

＇

ａ ｎｄ
＊

Ｆａｍｉ
ｌ

ｙ

１

Ｓｅｃｔｏ ｒｓ

＂


，

ｉ ｎＬａｎｄＴｅｎｕｒｅ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Ｔｒａｎｓ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 ｎ ｉ
ｎ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 ｔ ．

Ｅ ｄ ｓ ．Ｔ ．Ｋｈａ ｌ
ｉｄ ｉ ．Ｂ ｅｉ ｒｕ ｔ

：Ａｍｅ ｒｉｃ ａｎ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 Ｂｅ ｉ ｒｕ ｔ ，１ ９ ８４ ，３
４ ．

③ Ｉ
ｇｏ

ｒ Ｍ ．Ｄ ｉａ ｋｏｎ ｏｆ ｆ ，

Ｍ

Ｔ ｈｅＲｕ ｒａｌ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ｔ

ｙ 
ｉｎ ｔｈｅＡｎ ｃ ｉｅ ｎ ｔＮ ｅ ａｒ Ｅ ａｓ ｔ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Ｈｉ
ｓ ｔｏ ｒ

ｙｏｆ 
ｔｈ ｅＯ ｒ ｉｅｎ ｔ １ ８

，ｎ
ｏ ．２（１ ９７５ ） ：１ ２３ ；Ｋｎ ｉ

ｇ
ｈ ｔ

，Ｌａｗ ，Ｐｏｗ ｅｒ ，ａｎｄＪｕ ｓｔｉｃｅ ｉｎ

１ ２０ ． 旷野 漂流过程 中
“

发怨 言
”

的故 事可 以 表达 出 类似 的组织 反抗
（
《 民数

记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６

，２０ ， 等等 ） 。

④Ｍ ａｒｉ ｏＬｉｖ ｅｒａｎ ｉ
，

Ｈ

Ｃ ｏｍｍ ｕｎ ａ ｕ ｔ＾ｓｄ ｅｖｉ ｌ ｌａ ｇｅ ｅｔ

ｐ
ａｌａｉ ｓｒｏ

ｙ
ａ ｌｄａｎ ｓｌａＳｙ

ｒｉ ｅｄｕＩｌ ＾ｍ ｅｍ ｉ ｌ ｌ＾ ｎ ａｉ ｒｅ
＂

 ｆ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ｔｈｅＥｃｏｎ ｏｍ

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 Ｈ ｉ

ｓ
ｔ
ｏ ｒ
ｙ

ｏ
ｆ

ｔｈｅＯｒｉｅｎ ｔ
，
ｎｏ－１ ８（

１ ９７５ ） ； １ ６３
—

１ ６４．

５８



谁之危机 ？

尽管如此 ，在这条提议被误读为某 些原初 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地方公社

生活的倡导之前 ，我将更为系统地指 出在这种常常被称为
“

危机
”

的 时期稳

定局面形成的缘 由
，
并以此来结束这篇文章 。 我 曾 间 或提到

一种生存
一存活

的经济管理方式 ，每当有大或小帝国灭亡 ， 以及过
一段时间另有新 的国家崛起

的时候 ，
这种经济管理方式便会回归 到其优选的运行模式 。 但是 ，

我将把前文

提到 的各种线索聚拢于
一处 ，并大致勾勒出这种经济管理方式的模样 。

生存
一复兴以 乡 村公社为基地

，采用 了各种各样动物饲养 （绵羊与 山羊

的 比率为 ２ ： １
）及农作物种植的机制 。

？首先 ，
这些方法由 社会所决定

，其制

约者包括苏联时期的俄罗 斯学者所谓的大家族公社或乡 村公社 ，

？以及西方

学者所谓的牧沙农业 （ ｍＵＳｈ ａ
‘

ｆａ ｒｍｉｎ
ｇ ） 。

？它指定了 一种通往生存农业的极

①Ａｈａｒｏｎ Ｓａｓｓｏ ｎ ，Ａｎ
ｉｍ ａ 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

ｙ ｉｎＡ ｎｃｉｅｎｔＩｓｒａｅ
ｌ ％ＡＺｏ ｏａｒｃ ｈａｅ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Ｐｅｒ ｓｐ

ｅ ｃｔ
ｉｖｅｏｎＬ ｉｖｅｓｔ ｏｃｋ

Ｅｘ
ｐｌｏ ｉｔａ ｔｉｏｎ

，
Ｈｅｒ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ａ 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ｅｓ ．Ｌｏｎｄ ｏｎ

：Ｅｑ
ｕ ｉ ｎｏｘ

，２０ １ ０ ；Ｍ ｅｔ ｔｅ Ｍ ａｒ ｉｅ

Ｈａｌ ｄ ，ＡＴｈ
ｏ ｕｓａｎｄＹｅａ ｒ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ｉ ｎｇ ：Ｌａ ｔｅＣｈａ ｌｃ ｏｌ
ｉｔ ｈｉｃ Ａ

ｇ
ｒｉｕｌ ｔｕｒａ

ｌ Ｐｒａ ｃｔｉｃｅｓ ａ ｔＴｅｌｌ
Ｂｒａｋ ｉｎＮｏ ｒｔｈ

？

ｅｒｎ Ｍｅ
ｓｏｐｏｔ ａｍｉａ．Ｏｘｆｏｒｄ ：Ａ ｒｃ ｈａｅｏＰ ｒｅｓ ｓ ， ２００

８

， 
４４
—

１ ２１
 ；

ＦｒａｎｋＨｏ ｌ
ｅ

，

＾

Ｍ ｉ ｄｄ ｌ
ｅＫｈ ａ ｂｕｒ Ｓｅ ｔ ｔ

ｌｅ
？

ｍｅｎ ｔａ ｎｄＡ ｇ
ｒ

ｉ
ｃｕ

ｌ
ｔｕ ｒｅ  ｉｎｔ

ｈ ｅＮ ｉ
ｎ ｅｖ ｉ

ｔ
ｅ
５，Ｂｕｌｌｅｔ

ｉ
ｎ ｏｆ

ｔ
ｈｅＣａｎａｄｉ

ａｎ
Ｓｏ ｃｉｅｔ

ｙ ｆｏ
ｒ
Ｍｅｓｏ

ｐｏ
ｔａｍｉ

？

ａｎ
Ｓｔｕｄｉ

ｅｓ２ １
（ １ ９９ １

）
．

② Ｉｇ
ｏｒＭ ．Ｄｉ ａｋｏｎｏｆｆ ，

“

ＴｈｅＣ ｏｍｍｕ ｎ ｅ ｉｎ ｔｈｅＡ ｎｃｉｅ ｎ ｔＥ ａｓｔａ ｓＴ
ｒｅ 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 ｅＷ ｏｒｋ ｓｏｆＳｏｖ ｉｅｔＲｅ －

ｓｅ ａｒｃｈ ｅｒｓ
”

， ｉ
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
ｏｎｔｏＳｏｖ

ｉ
ｅ ｔ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Ｅｄ ｓ ．Ｓ ｔ

ｅｐｈｅ ｎＰ ．Ｄｕｎ ｎ ａｎ ｄＥｔ ｈｅｌ

Ｄｕｎｎ ．Ｂｅｒｋｅｌｅ ｙ ：Ｈ ｉｇｈｇ ａｔｅＲｏａｄＳｏｃ ｉａ
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 Ｓｔ ａｔｉ ｏｎ

，
１ ９７４ ，５ １ ９

—

５４８ ；
Ｄｉａｋｏｎｏｆｆ ，

“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 ｎ
ｉ
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Ａ ｎ ｃｉｅ ｎ ｔＮｅａ ｒＥａ ｓ
ｔ

”

；Ｄ ｉａ ｋｏｎｏｆｆ ，
“

Ｔ ｈｅ Ｓ ｔｒｕ ｃ
ｔｕ ｒｅｏｆＮ ｅａｒＥ ａｓ

ｔｅ ｒｎ

Ｓｏ ｃｉｅ ｔｙｂ
ｅｆｏｒｅｔｈ ｅＭ ｉ

ｄｄ ｌｅｏ ｆｔ
ｈ ｅＳｅｃｏ ｎ ｄＭ ｉ

ｌ ｌ
ｅ ｎｎ ｉｕｍＢ ．

Ｃ ．

Ｍ

 ，３ ５
；Ｄ ｉａｋ ｏ ｎｏ ｆｆ ，

＂

Ｇ ｅｎ ｅ ｒａｌＯｕ ｔ
ｌ
ｉ ｎｅ ｏｆ

ｔｈ ｅＦｉ ｒｓ ｔ Ｐｅ 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 ｒｙｏ ｆ ｔｈｅ Ａ ｎｃ
ｉ
ｅｎ ｔＷｏ

ｒ
ｌｄａｎｄｔｈ ｅＰｒｏｂ ｌｅｍｏｆｔｈ ｅＷａ

ｙ ｓｏ ｆＤｅｖ ｅｌ
ｏ
ｐ

？

ｍ ｅｎ ｔ

＂

， ３４
—

３ ５

；Ｎ ｉ ｎ ｅｌ Ｂ ．Ｊａ ｎｋｏｗ ｓｋ ａ ，

Ｈ

Ｅｘ ｔｅ ｎｄｅｄ Ｆａｍ ｉ
ｌｙＣｏ

ｍｍ ｕｎ ｅａｎｄ Ｃ ｉｖ ｉ
ｌＳｅ ｌｆ

－Ｇｏ ｖｅｒｎｍｅ ｎ
ｔ 

ｉｎ

ｔ
ｈｅＦｉ ｆｔｅ ｅｎ ｔ

ｈ －

Ｆｏ ｕｒｔｅｅ ｎ ｔ
ｈＣ ｅｎ

ｔｕ ｒｙＢ
． Ｃ ． 

”


，ｉ

ｎＡ ｎｃｉｅ ｎｔＭｅｓｏ
ｐ
ｏ ｔａｍ ｉａ －

，Ｓｏ 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 ｔｏ ｒｙ

．Ａ

ＣｏＺ
Ｚ
ｅｃ ｔｉｏｆ

ｉ〇
／ Ｓ

ｃ
ＡｏＺ

ａ ｒｓ ． Ｅｄ ．Ｉ
ｇ
ｏ ｒＭ ．Ｄ ｉａ ｋｏ ｎ ｏｆ ｆ．Ｍ ｏｓｃ ｏｗ ：

“

Ｎ ａｕｋ ａ
”

Ｐｕ 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

ｇ

Ｈ ｏｕ ｓｅ
，

１ ９６９
，
２３ ５
—

２５ ２
；Ｎ ｉ

ｎｅ
ｌＢ ．Ｊ ａ

ｎｋ ｏｗ ｓｋａ
，

“

Ａ ｓ ｓ
ｈｕｒ ，Ｍ ｉ ｔａ ｎｎ ｉ

，ａ ｎ
ｄＡ ｒｒａ

ｐｋ
ｈｅ

”

，ｉ ｎ［ａ ｒ
／ｙ

Ａｎ ｔ
ｉ

ｑ
ｕ ｉ

ｔｙ
．Ｅ ｄ ｓ ． Ｉ

ｇ
ｏ ｒＭ ．Ｄ ｉ ａｋ ｏ ｎｏ ｆｆａｎｄＰｈ ｉ

ｌ
ｉ

ｐ
Ｌ．Ｋｏｈ ｌ

．Ｃｈ ｉｃ ａｇｏ ：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ｏ ｆＣ ｈ ｉ

ｃａ
ｇｏＰ

ｒｅｓ ｓ
，

１
９９ １

 ，２ ５３
；Ｒｏ

ｇｅ
ｒ Ｐ ．Ｂａ ｒｔ

ｌｅｔ ｔｅ ｄ ．

 ，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 ｅａｎ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Ｃｏｍｍ ｕｎ ｉｔ
ｙ

ｉｎＲｕ ｓｓｉａ
：Ｃ ｏｍｍｕ

？

ｎａ ｌＦｏ ｒｍ ｓ
 ｉｎＩｍｐ

ｅｒ
ｉａｌａｎｄＥａ ｒ

ｌｙＳ
ｏ ｖｉｅ ｔＳｏｃｉｅｔ

ｙ
．Ｌｏｎ ｄｏｎ ：Ｐａ ｌｇ

ｒａｖ ｅＭ ａｃｍ ｉ
ｌ ｌａｎ

，
１ ９９０ ．

③Ｔｏ ｎｙＷ ｉ
ｌ ｋ ｉｎｓｏ ｎ ，Ａｒ ｃｈａｅ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Ｌａｎｄｓ ｃａｐｅｓｏｆ

ｔｈｅＮｅａ ｒＥ ａｓ ｔ ．Ｔｕｃｓｏ ｎ ：Ｕｎ ｉｖ ｅｒ ｓ ｉ ｔ
ｙｏｆＡｒｉｚｏ ｎａ

Ｐ ｒｅｓ ｓ
，２００３ ；Ｔ

ｏｎ
ｙＷｉ

ｌ
ｋ ｉ ｎ ｓｏｎ

，

Ｍ

Ｔ ｈｅＴｅ ｌ
ｌ

： Ｓｏ ｃ ｉａ ｌＡ ｒｃｈ ａｅ ｏｌｏ ｇｙａ
ｎ ｄＴ ｅｒ ｒ

ｉ
ｔｏｒｉ ａｌ Ｓｐａ

ｃ ｅ

＂


，ｉｎ Ｄｅｖｅｌ

ｏ
ｐ

？

ｍｅｎｔｏｆ
Ｐｒｅ－

Ｓ ｔａ ｔｅ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ｉｅｓ ｉｎｔ ｈｅＡ ｎｃ ｉｅｎ ｔＮｅａ ｒＥａｓ ｔ ．Ｅｄ ｓ ．Ｄｉ ａｎｎ ｅＢ ｏｌｇ ｅ

ｒａ ｎｄＬｏ ｕ ｉｓｅＣ ．

Ｍ ａｇｕ
ｉ ｒｅ ．Ｏ ｘｆｏｒｄ ：Ｏｘｂｏｗ ， 

２０ １０ ， 
５ ５
—

６２ ； 
Ｐｈ ｉ

ｌ
ｉ

ｐ ｐｅＧｕ ｉ
ｌ ｌａ ｕｍｅ

， 
Ｌａｎｄ ，Ｃｒ ｅｄｉｔａｎｄＣ ｒｉｓｉｓ

：Ａｇ
ｒａ ｒｉ？

ａｎ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Ｈ ｅｂｒｅｗＢ ｉｂ ｌｅ ．Ｓ ｈｅｆｆｉｅ ｌｄ

：Ｅｑ ｕ ｉ ｎｏｘ
， ２ ０

１ ２ ， 
２８
—

４２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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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续 的途径 ，
主要是因为它经过反复的测试和检验 。 通常 ，农民 生活在村

落群中 ，

一个村落群的人 口为七十五至一百五十人 ， 相当 于一个部落 ， 尽管

也有一些小的 聚居地人 口不到七 十五人 。
￥农 民们 由 此处前往 田 地里 劳动 ，

对于这种聚居地及其道路 的考古调查 已经证实这一点 。
？但是 ，

这些 田 地并

非农 民的永久性财产 ，事实上 ，任何家庭都没有分到整块 的土地进行耕作 。

在圣经中 ，这就是 《 创世记 》
３ ３

：
１ ９—２０

；
《路得记》

４
：
３

； 《撒母耳 记下 》
１４

：

３０—３ １
；
《历代志下 》

９
：２ １

，

２５
；
《 耶利米书 》 １ ２ ： １０ 及 《 阿摩 司 书 》

４
：７ 提到

的 ｔ ／ｉｅｈ ｅＺ

ｇ
ａｔｈａ猫ｃＷ ｉ （那块地 ） ， 它们是测量结果 的社会单位而非私有土地

的 明确界限 。 那些土地通常很狭长 （长达一公里 ，或是在诸如犹太人 的高地

地区沿着梯 田 的弯弯 曲 曲 的小径 ） ， 但宽度仅有几个犁沟 。 在指定 的 时间
，

通常是每年或每半年
一次

，
那些狭 长土地会根据需求 、肥力 、劳 动力等 因 素

进行再分配 。 再分配的方式各不相同 ，要么 取决于份额 、要么取决 于成年男

子 的数量 、
长者 的公会 ，

或许 是村庄 的首领 。 毋庸置疑 ，
此 过程牵 涉到形 形

色色的不成文规定及大量论争
，但结果是 ， 那些狭长土地得 以再分配了 。

在乡村 内部以及相距二至四公里 的乡 村之间 ， 集体活动在所难免 ， 因 为

在 自然和社会灾难面前 ， 单个的个体无能无力 ， 为 了生存 ，他们需要合作并

相互帮助 。
？因此 ，

在父权制家庭中 呈现 出来的 高度灵活 的亲属关系 至关重

要 。 无论是对小组耕地 、播种还是收获而言 ，
更深人的 因素乃合作劳动 的优

势 。 最后
，
拥有其首领及长者公会 的乡 村公社作为

一个关系 紧密的 团体 ， 亦

①Ｋｎ ｉ

ｇｈ
ｔ

，
Ｌａｗ ，

Ｐｏｗ ｅｒ ＾
ａｎｄＪｕ ｓｔ ｉｃｅ ｉｎＡ ｎｃ ｉｅ ｎｔＩｓｒａｅｌ ，

１ ２２
一

１ ２３ ．

②Ｗ ｉ ｌｋ ｉｎｓｏｎ ，
“

ＴｈｅＴ ｅ
ｌｌ ：Ｓｏ ｃ ｉａ

ｌＡ ｒｃ ｈａ ｅｏ ｌ
ｏ
ｇ ｙ

ａｎｄＴｅ ｒｒ ｉｔ ｏｒ ｉａｌＳｐａ
ｃｅ

”

， ５ ６
—

５ ７
；Ｔｏ ｎｙＷ ｉ ｌｋ ｉｎ ｓｏ ｎ

，

“

Ｔｈｅ Ｓｔ ｒｕｃｔ ｕ ｒｅａ ｎｄ Ｄ
ｙ
ｎａｍｉ

ｃ ｓ ｏｆ Ｄｒ
ｙ
Ｆａ ｒｍ ｉ

ｎ
ｇＳｔ ａｔｅ ｓ ｉ

ｎ Ｕｐｐｅｒ Ｍｅ ｓｏ
ｐ
ｏ

ｔａｍ ｉａ

”

，

ｉ４／Ｕ／ ｉ
ｒｏ

／
＞
ｏ
Ｚ
ｏ －

ｇ ｙ ３ ５ ，
ｎｏ ．１（

１ ９９４ ） ； Ｊ ．Ｊ ．Ｃ ａｓａ 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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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危机 ？

会起到保护和防御人侵者的优势作用 。 我们可 以按照 罗 伯特 的意见 ，把这

三个因素分别描述为共识集体性 、节约集体性及执行集体性 。
？

显然 ，
这种 以劳动力 、土地和产品 的分配及再分配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几

乎无暇顾及来 自 那些人 的不合理要求 ，他们试 图从 中提取要么 是残酷 的掠

夺形式要么是较为礼貌的形式 （税 收和纳贡 ） 。 只 要有一点点机会 ，
生存一

存活的主体就会回归其首选 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模式 。 这就是古西南亚研究

中被称作
“

危机
”

的核心经济制度 。 其实如我所 言 ，
它是曾 摆脱 了外部压 力

的高度稳定的基础 。 大帝国及小帝 国的
“

灭亡
”

和
“

危机
”

对那些生存
一

存

活的乡 村公社而言 ，显然并非危机 。

（ 何桂 娟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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