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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国家作为当今时代 为流行和 为有效的国家组织形式，其形成问题一

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作为查尔斯·蒂利毕生的三大理

论关怀之一，是其在摒弃原有的单线研究模式和借鉴前人相关研究问题的基础

上，结合欧洲千年历史和自己的深入考察分析，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研究路径得

出的优秀成果，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作用。 

蒂利从社会整体着眼，恰当得引入强制与资本这两个社会领域的关键性资

源，指出城市与国家的 初雏形正是基于资本与强制资源的各自集聚增长产生

的，而战争则在国家的形成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起了关键核心作用。战争和

准备战争使得统治者必须要从国内榨取大量的战争资源，由此国家不得不建立保

证战争所需资金的国家财政税收机构和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另一方面，面对国内

民众越来越多的集体抗议活动和协商与讨价还价，国家出于策略考虑建立了直接

统治的庞大的国家的中央集权组织。由于各国强制与资本的集聚密集程度不同，

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成长道路从强制密集模式到资本密集模式，再到资本化强制

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后，蒂利指出战争促使那些能够适应战争变化的特点、

从自己的人口中获取战争资源和手段，能够把大量农村人口和资本家以及相对商

业化经济相结合的国家获得了成功，而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地是民族国家。与此

同时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体系并向外扩张，与之前的欧洲国家相比，新兴民族

国家的形成慢慢变得从相对“内部的”走向相对“外部的”，即民族国家的形成

由原来的主要由“内部的”因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转而变成由相对“外部的”

因素起主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查尔斯·蒂利； 战争； 民族国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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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times, as the most popular and effective form of state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has always been the hot spot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The theory of 

national states formation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concerns in Tilly’s life. 

Discarding the original single research pattern and referencing the previous relevant 

research questions, combining with the one thousand years’ history of European and 

his own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alysis, Tilly find a new Angle of view and research 

path to obtain a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This achievement has a very high theory 

value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function. 

From the whole of society , Tilly appropriately introduces coercion and capital in 

his research, which are two critical resource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Tilly points out that 

the city and the states’ first prototype based on the centr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coercion. While war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states. 

War and war preparedness makes the rulers have to extract a large number of 

resources from the domestic. So they have to set up a national fiscal and tax agencies 

and other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o ensure the funds required for the 

war ;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face of more and more collective protests and 

negotiation and bargaining from it’s citizens, as for the sake of strategy, rulers 

establishes a big centralized organization and direct rule over nationwide.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entr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coercion between 

different states, the growth roads of 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States different from 

mode of coercion intensive to capital intensive and to capitalized coercion. Finally, 

Tilly says war makes those countries succeed, those who can adapt to the chang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r and obtain resources from its own population and combine 

its rural population with the capitalist and relative commercial economy. And that the 

country is more and more national states. Accompanie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an 

national states system, compared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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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ing national state is slowly becoming from relatively "inside" to "external" . 

   Key words: Charles Tilly; War;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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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绪论 

   （一）研究缘起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作为人类迄今为止创造出的 有效

的和兼具政治、经济、战争优势的国家组织形态，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

题一直是无数学者热衷的研究课题。然而，学术界的许多研究都是沿着单线研究

的模式来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进行解释和说明的，也就是认为各个国家几乎全

部遵循着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路线，但对于民族国家形成史前的分析还

很缺乏并且往往不够深入和细致。 

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很多，蒂利按照它们与经济的关系和与结构的起源的关

系的不同将它们大致整理为四种主要的分析方法：集权主义的分析、地缘政治的

分析、生产方式的分析和世界体系的分析。中央集权主义的模式把政治变化看出

是部分地独立于经济变化和主要是在具体国家内部的结果。地缘政治的分析模式

则非常重视国际体系，即认为结构的外部影响因素是国家形成的主要原因。生产

模式的分析则是依据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组织的依次变化从而得出基于

它们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及其演化的逻辑。世界体系的分析以世界经济的变化作

用来解释国家形成道路的差异。由于它们忽视了在欧洲历史的不同阶段同时并行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国家形态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他们的解释有具有一定的预定的

目的论假设，即认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一直就有的（至少在统治者的头脑中

是有的）各国的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向这个已有的目标进行的单线演进。蒂利批

判了这种单一演进的说法，并且对自己之前的研究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思，同时

通过学习和借鉴小巴林顿·摩尔、斯坦·罗坎和刘易斯·芒福德有关国家形成方

面的研究，结合欧洲千年的历史和自己的考察思考，从战争和准备战争对国家形

成整个过程影响的角度得出了国家形成的另类历史。 

查尔斯·蒂利的欧洲国家形成理论，抛弃了原有的单线研究的种种缺陷，结

合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阶级构成的因素以及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

互动关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他的

欧洲现代民族形成理论对于今天我们研究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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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导作用，同时通过对比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和

解释中国历史，并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和解释国家演化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对于单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中关于国家形成的“内部的”

分析和“外部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反思和借鉴欧洲国家构建的有效经验，从而更

好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外国的主要相关研究 

   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在西方学术

界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关注。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人们对他的专门研究和介

绍一直都很少，直到 2008 年他去世之后，有关他学术思想的各类研究和介绍才

开始慢慢多起来（也许是因为他一直处在思考和前进中，由于他的遥遥领先，人

们对他的卓越思想老是处于一种努力的理解和消化状态中，稍一停留就会跟不上

他的脚步，所以人们无法停下来对他的思想或其他任何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或介绍）。正如蒂利的早期研究者——林恩·亨特所言，“对查尔斯·蒂利著作的

分析需要投入更多的心思”，因为“任何单一、片面的部分都不能被视为查尔斯·蒂

利著作的代表”，而其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及其产出率也“使得任何全面的处理方

式都不太可能”。① 

受限于笔者有限的外文能力和收集文献的能力，在本文写作之前收集到的文

献中，国外还没有文献对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是对于蒂

利本人以及这一理论进行简单介绍和评价的却有一些。安东尼·奥罗姆在其《政

治社会学》中认为“查尔斯·蒂利是近年来一位杰出的“历史社会学家”。②他是

从“现代国家的起源”和“集体行动”两方面来介绍蒂利的学术思想。而“现代

国家的起源”与本文介绍的蒂利的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说的是一回事。丹尼

斯·史密斯在其著作《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一书中，介绍了主导当今美国历史社

会学界的10位 有影响力和分量的历史社会学家，这其中就包括蒂利。在对蒂利

众多思想的介绍中，作者着重介绍了蒂利的集体行动的理论，而且还重点分析了

                                                        
① [美]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M]. 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版，第 225 页。 
②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M]. 张华青等译，倪世雄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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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的《旺代》和《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两部著作。而在《强制、资本和欧

洲国家》这本书中，蒂利详尽地阐述了他的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作为蒂

利的早期研究者，林恩·亨特的《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一文是介绍和

研究蒂利的很好的文献。彼得·伯克在其著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认为，安

东尼·吉登斯、查尔斯·蒂利和迈克尔·曼在强调政治和战争方面以及认为政治

集权化是战争的副产品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而本文中介绍的有关战争的论

述是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中的核心因素。迈克尔·罗斯金则把蒂利有关战争作

用的论述视为国家建构的关键核心，并将之写入政治学教科书。作为蒂利的学生，

维克多·伯克在其《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一书中，继承蒂

利的主要观点，并结合吉登斯的有关论点来探讨欧洲国家的形成与建构问题。同

样作为蒂利学生的许田波，在他所著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

欧洲之比较》中，通过借鉴蒂利对早期欧洲的研究来分析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

分裂统一现象。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08年在南方周末《民族国家在欧

洲的兴起一文中对蒂利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一书进行了简单介绍和高度

的赞扬，他是这样评价的：“写现代欧洲的形成和发展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

少有人能像蒂利一样，同时运用因果逻辑、社会机制和宏观把握，把众多的现象

有效地串联起来，作出逻辑严密的解释。”①同年，他又在文章《战争催生欧洲现

代化？》中对包括蒂利在内的几位学者有关国家形成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理论做

了简要评述和说明。对蒂利和他的理论进行赞扬的很多，但同时也有许多持不同

意见的人对其进行批判，如美国的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 在其发表

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蒂利过分强调了战争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从而将他的民

族国家形成理论称之为“战争中心论”（war-centered)。② 

2、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 

国内对蒂利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大的潮流还未形成。目前大多数是对蒂利有

关著作的翻译引进。目前为止，大陆学者一共翻译了十本蒂利的著作，它们是：

《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魏洪钟译)、《民主》(魏洪钟译)、

《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信任和统治》(胡位钧译)、《政权与斗

                                                        
① 赵鼎新：《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南方周末，2008 年 5 月 8 日. 
② Jack A. Goldstone: “States Making Wars Making States Making War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20,no.2(Ma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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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剧目》（胡位钧译）、《斗争的动力》(李义中译)、《抗争政治》(李义中译)、《欧

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陈周旺、李辉等译)、《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

译)、《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虽然这些只是蒂利一生 51 部学术著作

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却是蒂利主要理论关怀的有力代表。特别是在《强制、资

本与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一书中，蒂利将他终生的三大关怀：集体行

动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融为一体。本文中有关蒂利民

族国家形成理论的分析研究主要也是依据这本书来进行的。随着这些著作的翻译

引进，国内学者对蒂利的研究也渐渐多起来，但是更多的是将精力放在蒂利的抗

争政治与社会运动这一理论方面，而对其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不是很多。这从刚

刚上面我们所列举的译著当中可以很清楚的捕捉到：十部著作中有一半是与集体

运动、暴力活动或抗争斗争有关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位钧在他的译著《社会

运动（1768 一 2004）》中写了一个名为“从民族国家到社会运动”的序言。在这

个序言中，胡位钧从民族国家和社会运动两个领域介绍了蒂利的学术思想，而有

关民族国家的介绍说的就是本文中蒂利的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他认为民族国

家的形成和社会运动在蒂利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民族国家的

形成代表了硬币的正面，而另一面则是国内各类民众与国家协商、讨价还价和斗

争的社会运动场景。 

根据知网全库截至目前提供的文献来看：没有博士论文对蒂利的民族国家形

成理论或是其他方面的有关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硕士论文只有一篇（丁家龙：

《查尔斯·蒂利现代欧洲国家形成理论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2011 年 3 月）

是专门介绍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自己声称其是从战争

与国家趋同、战争与国家扩张和战争与国际关系三个视角来论述蒂利的欧洲民族

国家形成，但是在论文中，有关这三个视角的论述只有一章，而且他并没有事先

将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的内在基础——强制和资本的逻辑解释分析清楚，每个章节

的论述视角和基点也都是不同的，这就使得文章整体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不强。另

有两篇硕士论文是介绍蒂利的有关抗争政治理论和民主理论的，它们分别是西南

政法大学 08 级硕士生吴方彦的《民众抗争的历史与未来——查尔斯·蒂利抗争

政治思想研究》和吉林大学 08 级硕士生陈亮的《抗争政治理论视域下的民主化

研究——以查尔斯·蒂利的抗争政治理论为视角》。同时厦门大学 09 级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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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余婧的毕业论文同样也是研究蒂利的抗争政治思想的；期刊方面的文章多是对

蒂利某一著作的书评或某一理论的简单介绍和评论，这些或多或少与本文中所研

究的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有关的文章有: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艾仁贵

的《民族国家崛起的宏大叙事和范式重构——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在

这篇书评中，他对《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这本书的整个章节框架进行了分析

和介绍，并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缺陷等方面做出了简要的评价。陈健的

《制度变迁的环境与路径——查尔斯·蒂利的国家理论评析》，从战争起源与分

歧、资本与城市、暴力与国家以及制度变迁路径等方面对蒂利的民族国家形成理

论进行了评析。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的曹海军和黄徐强在《抗争政治：

蒂利理解欧洲国家的线索》中，也有一部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战争与强制”

①来介绍蒂利的这一思想。《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从契约国

家理论到国家建构理论》的作者王威海，介绍和分析了蒂利从战争促进民族国家

形成这一国家形成的研究路径。张启威、左广兵在其《国家建构：理论始源与中

国研究的局限》中认为查尔斯·蒂利和弗朗西斯·福山二人对国家建构理论有着

很大的贡献，他们从国家建构的内源性与外源性方面对蒂利的国家形成理论进行

了介绍。易成志的《试论现代化与国家建设的逻辑》和丁家龙的《现代国家建设

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亦是从国家建设方面对蒂利这一理论的有效借鉴。报纸

和网络上也有很多关于蒂利这一理论书籍的介绍和评价，如羽良以“政治是战争

的延续”为题撰文评论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他从“法国大革

命与渐进改良”、“战争准备、军人政权与国家强制的拉美化”方面介绍了书中的

观点，并认为“革命”作为战争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极端类型的体制外抗议政治，

更多的应该成为政治思考的一个“参照”。②以上文章或多或少都对蒂利的欧洲民

族国家形成有一定的涉及，书评仅仅是介绍和评价，其他文章均是从基于自己其

他有关方面的研究需要中偶尔的借鉴和参考一下蒂利的思想，并非真正的去研究

和分析蒂利的这一理论思想。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关于蒂利其他思想理论的书评及文章，当然其中大部分

是关于其抗争政治理论的，但对于其民主观点也有很多的涉及。这些文献有陈周

                                                        
① 曹海军、黄徐强：《抗争政治：蒂利理解欧洲国家的线索》[J].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5 月. 
② 羽良：“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南方都市

报书评版，2007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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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的《革命有多光荣？——评查尔斯·蒂利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

2000）>》，李平菊的《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简析查尔斯·蒂利的抗争

政治理论》和《简析查尔斯·蒂利的抗争与民主化理论——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

角》，黄冬娅的《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

述》，吴强的《抗争与民主：蒂利对法、英民主道路的解读》，董国礼《历史社会

学视野下的社会运动研究——蒂利的集体行动理论》，李辉的《被诗化的欧洲民

主历程》和《民主：油田、花园还是湖泊》，程明的《民主制度源自群众斗争—

—评<抗争政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博士蒋红军所写的《社

会与政治过程的交易解释：评查尔斯·蒂利的<身份、边界和社会联系>》，邓卫

文的《过程取向的民主：另一种研究视角》、易成志的《现代公民权起源的两种

解释：比较与评析》，李意的《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特点分析》，以及胡位钧 近

的《查尔斯·蒂利的斗争政治研究》等等。碍于它们与本文研究主题的些微差异，

这里就不再逐个一一详细介绍和分析。 

纵观上述文献资料，有关本文研究主题—蒂利的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相

关资料从绝对数量（总的数字值）和相对数量（与介绍蒂利的抗争理论相比）上

看都偏少，而且多为书评或者评价性的文章，简单介绍的较多，而研究性论文偏

少；从国家建构视角借鉴运用较多，而主要理论分析和解读很少，有关这一理论

的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还有待补充。 

   （三）本文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结构 

作为人类迄今为止创造出的 有效率和 具优势的国家组织形态，现代民族

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一直吸引着无数学者的眼球。在众多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的

理论研究中，查尔斯·蒂利有关其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研究由于抛弃了原有单线

研究的种种缺陷和不足而使其成为此类研究中的佼佼者。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文献分析法，同时也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溯源相结合。在

阅读和分析蒂利主要学术著作的基础上，沿袭蒂利提供的研究方法、理论路径和

独特视角对蒂利这方面的有关思想和研究作出自己的整理和思考；另一方面也参

考、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所创作和发表的各类书籍、论文及期刊

文章等众多文献资料，从中汲取对自己有价值的资料或观点，以此帮助更好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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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文的研究层次和水平。 

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中，蒂利开创性地引入强制和资本两个基础性的概

念并从它们着手，先是分析了资本和强制的不同分布与城市和国家的形成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然后基于这两个逻辑分析，并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具体事件介绍

了 990 年以来欧洲不同地方和区域的城市和国家因这两个因素不同所处在的不

同状态。接着通过分析战争和准备战争的作用而推导出战争促使国家形成、发展

和转变。同时随着战争特点的变化和他们各自不同的强制和资本资源集聚情况，

所有不同国家大致走上了三条不同的道路，蒂利 后分析得出凭借资本化强制道

路，拥有战争和国内控制诸多优势的民族国家 终得以胜出。本文基本基于作者

原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展开对其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分析。具体框架结构

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介绍蒂利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以此

说明本文的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所在。简要概括和梳理目前国内外有关学者对蒂

利众多学术思想尤其是本文研究主题——蒂利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研究现

状并进行宏观总结和评价，得出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蒂利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对相关概念的界定。探究蒂利的思想发

展脉络来搞清楚本文中研究主题在他众多学术理论中和思想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及其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助于更好地对这一理论进行把握。明确弄清楚蒂利在这

一理论中引进或运用的主要相关性概念，这能够使得本文的研究不脱离蒂利原有

的理论出发点和保证与其处于同一研究对象层面。 

    第三部分：蒂利国家形成理论的内在基础：资本与强制的逻辑。在这一部分

笔者将详细介绍和分析蒂利理论中的资本和强制的逻辑，并阐明资本与强制、城

市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后面更好的分析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关系做好内

在的解释和铺垫。 

第四部分：战争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阐述在蒂利的理论中，战争是如何发

生的，战争如何促使国家形成，国家又如何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发生转变，并且阐

明蒂利所观察到的战争影响下的国家及其国民是怎样的，使读者能够明白战争是

如何促使民族国家形成的。 

第五部分：欧洲三种不同的国家成长道路。主要分析和论述蒂利总结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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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的国家成长道路：强制密集道路、资本密集道路和资本化强制道路。 

第六部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探讨蒂利有关民族国家体系的理论，解释说

明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在欧洲兴起，指出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进而分析欧洲

民族国家体系对外扩张的策略及其对新兴民族国家形成的外部影响。 

第七部分：对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评价。阐明蒂利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

有关贡献，同时也指出其理论分析中的缺陷和不足，以供后来者借鉴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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