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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前言

　　这是一本自动写成的书。我原计划利用宝贵的一学期研究休1假，将已经收集到的一大批资料集
中起来，写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题目。不料我发现无法落笔，除非我在心中首先廓清一个问题：英格兰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中，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我打算就此写出短短的两篇文章，即继续先前
的计划。文章倒是写成了，1但是写作过程中的发现使我深感兴趣，我便欲罢不能了。此刻，本书已
经杀青，不难看出，我当初觉得必须拓宽研究范围是不无理由的。　　当我首次从事研究，撰写一本
关于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巫术的书时，我的写作思路谨守了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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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自动写成的书。我原计划利用宝贵的一学期研究休假，将已经收集到的一大批资料集中起来
，写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题目。不料我发现无法落笔，除非我在心中首先廓清一个问题：英格兰在工业
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中，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我打算就此写出短短的两篇文章，即继续先前的计划
。文章倒是写成了，但是写作过程中的发现使我深感兴趣，我便欲罢不能了。此刻，本书已经杀青，
不难看出，我当初觉得必须拓宽研究范围是不无理由的。
当我首次从事研究，撰写一本关于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巫术的书时，我的写作思路谨守了我在
牛津大学读历史学位期间获得的一种传统框架。虽然我的第一位导师提出了一些警告，但是出于我对
中世纪史、早期现代史以及诸位史学家的既成知识，我已经先人为主地认同了关于英格兰史的一种概
观，认为英格兰的历史是一个缓慢而又稳定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始于一个小规模的
“农民”社会，而在16世纪这个“农民”社会逐渐瓦解，最后在其废墟之上诞生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据此，关于巫术指控，我解读为托尼和韦伯所描述的转型在精神和社会方面的伴生物。经济一社会
的个人主义，这一全新态度当时正在颠覆以村庄为基础的共同体社会，那些伴生物便是其结果。市场
和现金渗入了一度是直接交换的生存社会，经济力量与传统的伦理规范之间便发生了冲突，由此产生
了巫术审判当中显而易见的罪孽感和焦虑情绪。这样的解读似乎颇能奏效，所以我十分乐于接受中世
纪学家们的阐释，即15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大体上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然而，这里有两个未解决的
重大问题，由于用他们的阐释不能加以解答，我只好当作无法解答的问题，将之搁置一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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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作者简介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41-），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英国
皇家历史学会院士，皇家人类学会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关注现代世界诸起源及特性之比较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法律史、历史人口统计、人类学、社会学、计算和视觉媒体。研究对象覆盖三
大文化区域：西欧、喜马拉雅地区。著有《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英国的巫术》、《历史共同体的重建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日本镜中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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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书籍目录

1.农民社会的性质
2.农民社会何时在英格兰终止：马克思、韦伯及诸史家
3.16—17世纪英格兰的经济与社会
4.1350—1750年英格兰的财产所有权
5.1200—1349年英格兰的财产所有权
6.13—15世纪英格兰的经济与社会
7.透视英格兰
8.若干寓意
跋
原始资料一览
索引
引用书目表
地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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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章节摘录

　　现在让我们检视英格兰的证据。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平均人口一直保持五百多万，而且地区
之间比照分明，贵族、士绅、中间阶层及贫民之间也差别显著，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只可能简要
地取样，同时参考前人的研究。应该强调，英格兰的富人和大城镇居民也许与我们将要讨论的模式极
为不同，此外，随着时间与空间的迁移，情况也曾发生过可观的变化。况且本章也只能比较充分地讨
论前述少数几条&ldquo;农民&rdquo;标准，而不可能更多。若欲为本书将要追求的命题加强证据，只
能有待未来的研究。但是，尽管限制良多，似乎仍有可能对以下问题提供一个坚实的答案：英格兰不
论在16世纪抑或17世纪，是一个要么相似于&ldquo;经典的&rdquo;农民阶层、要么相似于&ldquo;西欧
的&rdquo;农民阶层的&ldquo;农民&rdquo;社会吗?　　我们不妨由近及远、由内及外地着手研究一些个
人和作品。埃塞克斯郡厄尔斯科恩的教区牧师[1]写了一部日记，它被保存至今，并得以出版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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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编辑推荐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作者陈述了一种意见：对于英格兰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误读，
并由此而影响了对于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理解，也影响了关于工业化前提的当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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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精彩短评

1、不愧是商务的，各种看不下去
2、作者矛头指向的那两个马克思，在研究国家的法律、经济和政治的时候，叙事出了一种历史进步
的图景。其实无疑也是在探索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生问题。作者的举证说明了他们刻画图景时叙事时
间的安排不当，导致对整个历史的深深误解，和对”农民社会“这一范式的使用不当。然而，麦克法
兰只是提出了”个人主义“以及与其密切联系的现代生活之起源要更为细致地来对待，上述研究者们
在研究方式和材料收集上的不当，然而他们的研究意图仍然是类似的。所以，现代国家究竟怎么诞生
的呢...我还得再看他另一本书...让我去哭一会...
3、非常细致用功的著作。方法上很有示范的可能。虽然称不上绝对经典，但值得一读。另外，中国
类似的状况可以依靠文本的考究推到更早以前么？然后后来又如何了呢？宋代的情况是一个很可考究
的范围，但是，然后呢？
4、真心不明白这种争论有什么意义，毫无科学性，牛逼的人不会婆婆妈妈的争来争去，而是建构自
己的理论，而次一等的就研究他们时不时有点新的想法，在次一等的就是这种就着这些伟大的理论成
天吵
5、完美展示了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互相作用的方式，告诉我们——应该接受什么，可以改变什么，
怎样改变。
6、话说管可秾是麦克法兰的御用翻译么
7、不知怎的就炒地皮把全世界炒成了现代～
8、英国12世纪左右就发展处个人主义的苗头，对女性权益的保障世界一流。人民富庶，自傲。因为对
资本的无限渴求而到处扩张。因为人少而努力发展非人力机器，工业革命发源于此不是偶然。
9、这是在看逻辑思维的时候作者推荐的一本关于现代社会起源的书，对于现代社会史的理解很有帮
助
10、从经济维度看个人主义起源，赞同
11、视角独特。（中间略无趣，剩下的很颠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区别在此书中很好地体
现出来。
12、重读~
13、破冰一般的见解
14、麦克法兰算是给给学术界注入了强心剂，虽然作者的立论和研究方法颇受争议，其从原始出料出
发，敢于反对传统马克思韦伯史学而提出己见值得肯定。
15、本书批的马克思、韦伯等一票人，评论里不怀好意的全都甩给了马克思。其实作者在最后一章里
说得明白极了：“案例的不当至少对于马克思而言影响不大，如果最终证明马克思在英格兰这个具体
案例上是不正确的，他的大论点也不一定就此失效”。（中译本第253页）
16、追溯13世纪英国若干教区租册、法院案卷、账簿等，驳斥了“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这一
在19世纪奠定的进化论思维模式。作者认为1250年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程度并不下于1550或1770年（P
254），因而指出了现代个人主义于15、16世纪脱胎于集体主义的老式社会的思维惯性漏洞。但缺陷也
十分明显，诚如其在跋中所说：未找到英国个人主义起源的根子。
17、讨论范围:继承方式与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流转，女性财产权，雇工，地理流动，婚姻的覆盖群
体与初婚年龄，世系家庭的完整性，现金与市场。成就:将转型从16c提前到至少13c，但是起源的时间
与内容仍未被确认。
18、书中描述的东欧农民社会的表征和乡土中国中的叙述非常相似，很让人吃惊。另外，本书也通过
家庭产权和私人产权的对比，让人对私有产权有了更深的理解。作者把话讲得很清楚，翻译也很好。
19、对于马克思和韦伯奠定的农业社会/土地经济/家户产权到工业社会/货币经济/私人产权的社会转型
发展的历史基本框架的巨大颠覆，也是第三世界现代化工业化，走资本主义倾向的极佳参照系经验系
。极不枯燥
20、资料翔实，论证有待细究，不过资料的罗列对未来有好处。
21、内容巨厚实，纯干货啊。
22、标准的博士论文结构。
23、学术性文集体，严肃的论证和详实的史料令人无比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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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24、细节可观，整体来看忽略的变量太多。
25、英格兰是世界的良心
26、我竟然读完了。
27、老板说，要连续读5遍。
28、艾伦·麦克法兰通过农民继承土地和婚姻家庭状况的细致梳理和分析，充分证明了Karl Marx
、Max Weber等经济理论家所说的英国资本主义发生於1550年或1750年的社会转型年表，不过是他们的
没有证据的臆想。马克思希图借英国事例证明他的“封建社会至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的历史决定论
，由此可以说是化为泡影⋯⋯另外，Macaulay T.的“12世纪初英格兰社会的境况尚比今日东方最落后
的国家更为悲惨”的断语也不攻自破。1215年大宪章前后的英格兰，已经有了极强的私人财产保障和
权利意识，而这一点，虚妄之国至今还有人深陷思维泥淖而不自知。
29、没有半点阅读的愉悦，但也佩服作者的知识储备
30、角度特别！
31、简单来讲，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至于何以产生这种物质，未解
32、英国的个人主义源于13世纪，我们开始迎来开放社会刚刚几十年。
33、真应该一上来就读这本 哭
34、认为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欠缺证明的可以看看这本，全都是个人主义源于英国最早脱
出农民社会的证明（法制与继承法），管可秾的译后记也很值得一看，里面对哈耶克的引用蛮有意思
的。今日又想到《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不就是长嗣继承制的反例吗？他不是长子没有继承，但学历
给了他找到好妻家的机会。
35、传说如果只看一本关于英国历史的书，那就看这本。
36、1 电子书
37、至少财产权方面还是可以用到的。。看了一节视频，麦克法兰先生真是个可爱有趣的老头儿啊。
。虽然读第一本书时真的没好感来着。。
38、个人经济的逐渐独立造就个人主义的兴起。
39、除了分析有说服力之外，印象深的包括作者的谦逊。至于在12世纪时就给英国带来超过欧洲大陆
的财富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从哪里来，他说“那要到日耳曼南部的丛林里去找。“
40、英文第一版，对有些关于土地的名词和制度不太明白～不过完全颠覆我对个人主义起源的认识。
非常好奇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子，感觉也并非完全的peasants
41、应该翻译为“英格兰个人主义的起源”。还是挺颠覆我的前见的。制度上不存在早期现代的大分
流，英格兰在中世纪就已经异于其他整个世界。麦克法兰还提出中世纪英格兰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远超
欧陆，但没有太展开讲，其实对这个点比较感兴趣，证据硬的话之前读过的经济史里产出上的大分流
也可以抛进垃圾堆了。
42、其实，并没有讨论起源问题
43、马克思：“让我来告诉你们吧，历史是你们创造的！” 麦克法兰：“这还用你告诉？”
44、有必要再多读几遍
45、真的只看到延续性⋯⋯变革呢？被吃了？！
46、虽然有点难读，但结论很让人吃惊！
47、个人主义与现代化
48、不是很深奥！
49、若仅以金科玉律的线性来阐释历史，那一定是在发明历史。如果说门格尔曾使马克思在经济学里
噤言，那作者这本书则用非常丰富的史料证明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规律是在胡扯，从13世纪开始，英
格兰人在“封建时代”早就过足了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瘾。
50、本书作者用大量或许具有争议的档案资料来论证，早在十三世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社会
结构在英格兰便已经出现，尽管他无法证明这种社会结构，即本书所强调的个人主义是何时出现于英
格兰的，但他确实证伪了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突兀的断裂，反倒表明资本
主义不过是（英伦）封建主义的某种变形。来自中国的读者在阅读他三十年后的讲座集《现代世界的
诞生》时，最好与本书两相参照，在我看来，我的友邻小p对后一本书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所
认为麦克法兰忽略的地方其实早在此书里就有提到，或许正因此麦克法兰在北大讲座上认为没必要再
重复一遍，而是尽可能阐述自己的新观念，补足其中的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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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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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章节试读

1、《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笔记-第127页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不仅能够看出，英格兰在16世纪初就已经展现了许多不符合预期农民范式的
表征，而且能够看出为什么情况会如此。业已高度个人化的所有权切断了家庭团体与土地之间的联系
。家庭不是所有权的基本单位，也根本不可能是生产机消费的基本单位。英格兰发生的变化不能定性
为：在16、17世纪期间，英格兰打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时的农民社会结构，转变成了这一历史时期的
起始阶段，法律与意识形态的架构已经大体上发展成形。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打算查明，为什么一个与此迥异的旧体系会奔溃，我们就必须探索的更加远一点
。假如16.17世纪的英格兰不存在可辨识的农民阶层，那么它是在先前的什么时候消失的呢？近期有一
种意见是：虽然如罗德尼·希尔顿所言，14世纪末显然存在一种“农民”的社会结构，但是最近发现
的证据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在15世纪中叶之前已然崩溃。

不得不说麦克法兰是个可怕又大胆的人类学家。

2、《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笔记-第62页

        在韦伯看来，转折点是十六世纪。可以认为它表现在两个关键的变化上，同时也表现于前文已经
提到的家庭与商业的分离。变化之一，是无地的“自由”劳工阶级的兴起，马克思像韦伯一样，也认
为中世纪没有纯粹的雇工，自由劳动力的储备知识后来工厂体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和组成成
分：“通过将农民逐出土地”，一支劳动力大军“才产生于英格兰，以及后来产生资本主义的典型国
土”

像马克思一样，韦伯相信16世纪所以颁布济贫法案是因为当时因为许多人由于农业体系的革命而陷入
了贫困。

另一个重大变化在于人们对于积累的态度..韦伯发现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
都曾存在资本积累，却不存在那种重视乐此不疲地，无休止地攫取的特殊伦理。

pp.63

这一独特形态的资本主义，它的中心表征是欲壑难填，并且它“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西方世界所特有
的”

3、《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笔记-第67页

        韦伯的研究隐含着一种总体进化的范式，认为社会发源于一个亲属关系主导着全部生活、大“氏
族”吞没个人的阶段，再经过一个较大集群被各种压力打破的中间阶段，最后进入现代社会，此时家
庭与亲属的关系不再主导经济与社会生活。

中国和印度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严谨。在中国，“亲属团体的桎梏从未被砸碎”，一切个人都彻底淹没
在氏族体系之下，若有什么苗头走向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资本主义，在萌芽之中就会被亲属团体的威
力、被家庭与土地的亲密关系所扼杀。

但是在欧洲，韦伯认为，一系列因素合理打碎了原始的“氏族”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
，它鼓励一种抽象的，非家庭主义的态度，并十分重视信徒个人。每一个基督教共同体都主要是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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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忏悔结社，而不是亲属团体的宗教仪式结社。基督教共同体对扩展型家庭的意义非凡的摧毁，
为自治的资产阶级在西欧城市中发展起来奠定了基础...
当时Huntingto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嘛，也许本来韦伯就是一
个eurocentric的人（喂==

从这点出发很有趣的是基督教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失位，新的道德迟迟不上架，所有的人都很conscious
自己对家庭的脱离是叛逆和对传统道德的违背，同时心中也有矛盾感的话，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会
有什么样的implications。

4、《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笔记-第15页

        本文的四个问题：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发起；英格兰什么开始开始于欧洲其他地区；这些差异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英格兰变革史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有用的类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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