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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下来看，大英帝国似乎已辉煌不再，
沉浸在旧日幻觉中毫无意义，英国目前就是欧
洲的一个普通国家，可要想说服英国人同意这
一点，恐怕难于登天。

在英国人看来，英国并未灭亡，而是正以
某种形式再生，因为英语还在全球各地流行，
英国人当年输出的制度仍在不同国家生根发
芽。表面看，这些制度几无共同之处，但这也
恰好体现出英式制度的特点——它能根据不
同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去主动适应，从而实
现效率、公平与秩序。在英国人看来，所谓全
球化其实就是英国化，如果英国被欧洲所埋
没，则人类史将丧失一个进步的推力，未来的
历史又将如何展开？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有三种主要模式：其
一是不断扩大规模，这是传统、低效率、不可持
续的增长；其二是斯密式增长，通过充分分工，
达成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斯密式增长存在其
瓶颈，因为分工越充分，每个环节获得的收入
就越少，这就很可能出现“内卷化”（又称过密
化）的局面，这依然是不可持续的；其三是熊彼
得式增长，熊彼得认为，经济发展其实是一次

“创造性破坏”，旧的技术被淘汰了，人们不得
不使用新技术，从而提高了整体社会效率。

然而，熊彼得式增长是有门槛的，它不会
在所有社会中发生，“创造性破坏”难免出现失
控、否定与动荡，在短期内会给人们带来痛
苦。正如经济危机，没有人会喜欢它，但没有
它，社会各阶层就会固化，革命性的技术也将
胎死腹中。

即使是落后社会中也有天才的发明，可这
些发明会迅速被邻居克隆，随着不断传播，人
们已经忘掉它是谁做出来的了，大家都在免费
享用其成果，发明家本人很难从中获利，而同
样的发明在现代社会中早已推出了无数个升
级版，不同人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创意，不论
是原创者还是革新者，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的
那一份回报，最终该发明会越来越完善，直到
被未来更好的所替代。

熊彼得式增长不仅需要宽容，更需要文化
的支持，这文化承诺人人不同，却又足以将彼
此联系起来，正如英国曾横跨五大洲的80多
个国家和地区，它让各种各样的人们从这个平
台中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每个人的奋斗都在为
它做出贡献。事实证明，英国式的氛围最适合
熊彼得式增长，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英国能
以弹丸之地变成拉动人类整体进步的火车头，
而我们明天依然还需要这种文化。

只要现代性尚未凋谢，英国的历史仍会延
续，既然是英国人创造出这一切，而非欧洲人，
那么，英国人偶尔脱个欧玩玩，又有什么奇怪
的呢？ （唐山）

本书看英国人
怎么“玩”欧洲6

“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是由介词‘和’（with）而非‘之一’（of）表达
的——我们和他们，但我们不是他们的一部分。”1953年，丘吉尔如是说。

上帝创造英国，似乎就是为了给欧洲找别扭。
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成立，英国曾两次申请加入，

均被戴高乐拒绝；好容易熬到戴高乐下台，1973年1月1日，英国正式加
入欧共体；可 1975年英国人便就脱离欧共体举行了公投，好在那次
67.2%的投票者反对“脱欧”……可以说，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英国始终
是个异数。

问题关键在于英国一直将自己视为欧洲之外的全球大国，它与欧洲
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双方是对等和并列的关系。

在英国人看来，如果将英国贬低为欧洲诸国中的一个，它的历史、传
统、文化与骄傲将彻底崩溃，而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局面。

可以从以下6本书中，读懂英国与欧洲之间的种种纠结。

所谓大分流，是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最早提
出的概念。他发现，在500年前，东西方文明彼
此相差无几，东方甚至还略有胜出，真正的分流
发生在距今500年前后，双方差距突然拉大。

是什么导致这场大分流？彭慕兰认为，中国
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长三角、珠三角，而这些
地方缺乏煤炭，受郑和大航海影响，附近原始森
林被砍伐殆尽，这使“江南道路”遭遇严峻的资源
瓶颈，而英格兰的优势在于那里有大量的、廉价
的煤炭资源。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瓦特蒸汽机面世后，法
国、德国均大力引进，可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瓦特
蒸汽机耗煤惊人，成本太高，还不如用人来干活，而
英国则无此虞，故能大量配置，这使其成为第一次
工业革命的领头羊。

但，彭慕兰的说法解释不了1840年后中日
两国在走向现代化之路上的差距，为何日本能突
破资源瓶颈，而中国却不行？试图用“客观原
因”“只能如此”来阐释历史，说服力似乎不够。

而范赞登则在书中独辟蹊径地提出了一个
“小分流”的概念，即：同样是欧洲，东西欧在走向
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发展失衡，甚至在西欧，拉
丁国家与北海国家之间也非齐头并进。

那么，这个小分流是如何产生的呢？
可以看到，北海国家（以英国、荷兰、比利时

为主）贷款利率早在14世纪就已明显低于其他
国家，这意味着，人们获得资本的成本更低，而从
平均工资看，北海国家亦占明显优势。

一般认为，这可能拜“黑死病”所赐，大量欧
洲人病死，人力资本腾贵，这就有了用资本密集
型经济替代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的可能。
可问题是，拉丁国家、东欧也经历了“黑死病”，为
什么这些国家就没能完成这个转型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北海国家更早承认私人产
权，致农奴制基本解体，当人力匮乏时，北海国家
无法廉价组织起生产力，只能大量购买东欧粮
食。而东欧、拉丁国家尚未承认私人产权，还存
在相当数量的农奴，可以很廉价地将他们集中起
来大量生产，以从北海国家消费者手中赚取更多
钞票。

其实，北海国家与东欧之间制度只有微殊，
但“黑死病”将各方优缺点统统夸大了，结果北海
国家、东欧、拉丁国家不得不沿着自己各自的习
惯路径前行，最终造成了小分流的事实。

资金密集，则北海国家更愿投资人力，到
1500年时，英国与荷兰乡村人的识字率已将近
一半，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们15岁左右便结
婚时，北海国家结婚年龄却推迟到30岁左右，所
以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被同
步增长的人口所淹没。

范赞登点出了北海国家率先走进现代化的
关键——制度优势+长期积累，而这绝不只是一
个偶然的过程。

那么，为何欧洲不学习英国的
制度呢？这岂不是一劳永逸的方
便法门？问题在于：欧洲根本学不
了。

正如《上帝与黄金》中那个童话
诗所写的：海狮邀请牡蛎去沙滩散
步，它讲了许多风景优美、有利健康
之类的话，牡蛎信以为真，结果它
一走上沙滩，就被别人吃掉了。

海狮有海狮的办法，可这个办
法套不到牡蛎身上，而事实给别的
牡蛎留下深刻印象：海狮在忽悠我
们，它所谓的制度优势其实是一个
圈套。

欧洲未选择英国道路，因为它
被“赢家的诅咒”所套牢，西班牙人
在美洲发现了特大金矿，由此获得
惊人财富，西班牙人没必要改革制
度，相反，要提高挖掘效率，只能对
工人更苛刻、更残忍，越简单、越粗
暴的制度，效果越好。

西班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日
不落帝国，英国是人类史上第二个
日不落帝国，可西班牙人所到之处
只留下贫穷、奴役、专制，而英国人
所到之处却相对好得多，至少呈现
出一定的持续发展的可能。

并不是英国人更聪明，而是西
班牙人抢到了最好的资源，而这资
源却反过来限制了其发展空间，英
国人抢到的殖民地质量相对差，只
能通过开发来盈利，而想开发，就
要承认产权，就要激励每个参与
者。一个是以黄金为宝，一个是以
人为宝，结果自然不同。

西班牙人在美洲找到了黄金，
英国人也找到了自己的黄金。在

英法争霸最激烈的时期，法国贵族
却将私人财产偷偷存入英国银行，
其实英国银行利息只有法国的
50%，但法国贵族们知道，那些能
把权力放入笼中的社会才更安全，
于是，法国宝贵的资金源源不断地
流到敌国手中。

黄金多，带来的纷争就会更
多，面对日渐动荡的局面，欧洲不
得不强化教会力量，试图用上帝来
震慑躁动中的人心，可结果却迎来
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相比
之下，英国人的办法更功利——离
岸平衡手。

所谓离岸平衡手，就是欧陆谁
强大，英国就联合其他弱国对付
它，拿破仑独大时，英国与俄国结
盟，俄国强大了，英国又和法国结
盟，在欧洲大陆之外，英国反而掌
握着博弈的主动权。英国人坚信，
规则与均衡远比信仰更重要。如
果说，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无情
的革命，那么，诉诸玄而又玄的东
西，远不如离岸平衡手那么实在。

因为有均衡，所以英国没有一
家独大的团体，没有压倒一切的声
音，所以当法国向欧洲输出革命
时，英国能得以幸免。英国的思想
者曾痛悔自己生活在一个犬儒时
代，为了个人利益，人人选择沉默，
可他们却忘了，如果没有这份脚踏
实地的逐利精神，他们今天仍然有
80%的人在从事农业生产，依然会
每5年遭遇一次饥荒。

产权重于黄金，实践高于信
仰，英国为被各种魅惑所包裹的人
类闯出了一条路。

大分流之外还有小分流

英国为何能走在前面

大英帝国仍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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