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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 :
英国崛起的外来因素

刘 景 华

　　摘 　要 : 英国从一个中世纪的落后岛国 , 到 18 世纪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强

国 , 其间不断接受着外来移民、外国商人及其资本。在某种意义上 , 英国的早期

发展和最初崛起 , 离不开这些外来因素的促进和推动。当其处在经济落后阶段时 ,

外来因素弥补了英国经济总量弱小所带来的不足和困难 ; 当其经济发展进入欧洲

前列时 , 外来因素为英国增加了推动力量。从中世纪的犹太人、意大利商人、汉

萨商人、佛兰德尔织工移民 , 到近代早期的尼德兰宗教难民、法国胡格诺教徒、

德国工匠、荷兰商人与资本 , 都为英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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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移民史的研究 , 一般集中于向外 (如美洲) 移民史 , 而关注欧洲各国间人口移动的

则不多。相对而言 , 英国学界对外来移民的研究起步较早。19 世纪末坎宁安的《英格兰的外来

移民》① 系统论述了 11 世纪后的英国外来移民史 , 但对移民作用给出的公正评价不够。坎宁安

之后 , 英国已很少有人从总体上探讨外来移民问题。对此现代意大利史家齐波拉提出了批评 ,

认为这是一种非客观态度 , 外来移民对英国的作用应是无可置疑的。② 后来虽然也出现了不少专

题研究 , 但都没有将外来移民放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变革大背景中来认识 , 由此对其作用和影

响便估计不足。这就在学术上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将 11 —18 世纪作为研究英国外来移

民史的一个时段 , 还因为这一时期英国经历了从落后国家成长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民族的历史

过程 , 研究外来移民和商人问题有助于丰富对英国为何率先崛起的认识。

一、11 —18 世纪外国人进入英国的四次高潮

不列颠岛居民的原始居民为数不多 , 经过不断的人口迁移和融合 ,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

成了统一的英吉利民族。最早到来的伊比利亚人创造了“巨石圈文化”, 很快又有莱茵兰“比克

人”迁至。公元前 500 年左右 , 凯尔特人大规模进入。公元 1 世纪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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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队撤走后 , 盎格鲁和萨克森诸部落从 5 世纪中叶起陆续侵入 , 成了这块后来叫做“英格

兰”的土地上的主体居民。9 世纪后 , 丹麦人进入过英格兰不少地区。1066 年 , 诺曼底公爵威

廉征服英格兰建立诺曼王朝 , 往往被当作统一的英国的开端。初步形成中的英吉利民族作为许

多外来民族的混合体 , 可能具有向外移徙的秉性 , 心理上也把外来移民视为惯常。但当民族意

识逐渐萌芽后 , 对外来人便有一个认同问题 , 于是“外国人”之词的使用便日见增多。诺曼征

服后进入英国的非本土居民 , 除了因继承关系而来的王室和贵族外 , 余者皆被视为“外国人”。

当时人和史家在记述这一历史时使用的概念有 : Foreigner , 指所有来到英国的外国人 , 包括外

来移民、外来经商者、旅游访问者等 ; St ranger : 与 Foreigner 同义 ; Denizen : 取得永久居住权

的外国人 , 可称“外籍居民”。Alien : 指未入籍 , 或未取得永久居住权 , 也非移民的外国人 , 多

为短期居留者。

意大利学者希利亚科诺认为 , 早期欧洲移民产生的因素有 : (1) 宗教或宗教迫害导致难民

外逃求生 ; (2) 经济衰落致使人口外迁 ; (3) 人口快速增长使向外移民成为必然 ; (4) 非独立

生产者跟随主人迁徙 ; (5) 社会结构性或功能性变化而产生移民 ; (6) 移居新地区是为了取得

比较优势 ; (7) 迁入国因战争灾荒等因素造成人口减少 , 需要补偿 , 产生对外来移民的吸力。①

概括地说 , 移民可区分成生存型移民 (如宗教难民) 、改善型移民 (如工商移民) 、被动型移民

(如仆人) 、强迫型移民 (如罪犯流放) 四类。11 —18 世纪的英国外来移民主要是前两类。这一

时期 , 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进入英国 , 前后形成了四次高潮。

　　 (一) 第一次高潮 : 11 —13 世纪

诺曼征服后 , 英吉利海峡两岸同处一个君主治下 , 为欧洲大陆人进入英国提供了便利。这

时期的外来移民有军事性移民和普通移民两类。军事性移民是指诺曼军队中的雇佣兵演变为英

国居民。11 世纪文献中常见的“Francus”或“Francigenae”, 就是泛指军队中的这些雇佣兵。②

雇佣兵来源地之一的佛兰德尔 , 人多地少 , 当兵是一条谋生之道。佛兰德尔雇佣兵在 11、12 世

纪欧洲军事史中的作用 , 如同 16 世纪的瑞士人。③ 诺曼统治者对雇佣兵的主要酬劳形式是赐予

土地。这种做法可以一举两得 : 既付给了兵士酬劳 , 又能使因战争抛荒的土地复耕 , 对稳定局

势和恢复经济都有利。雇佣兵从战场上下来后 , 一部分迁移到边区的军事殖民点 , 目的是巩固

新领地 , 恢复和开发当地经济。退居后方的有不少人从事工程建设 , 其时各地兴起的石结构城

堡、教堂和修道院 , 多由他们兴建。④ 更多的退役兵转向农业生产 , 充当诺曼封臣领地上的佃

农 , 从雇佣兵转化成兵农合一性质的农民。也有退役兵转向了手工业 , 特别是来自佛兰德尔的

人 , 他们很可能原来就是务工者 , 回归本行驾轻就熟。自发涌入英国的普通移民也日渐增加 ,

以来自低地国家者最多。那里生存危机严重 , 很早就感到供应居民粮食不易 , ⑤ 许多人为谋生来

到英国。外来人员从业广泛 , 包括纺织业、建筑业、砖瓦烧制工业、早期的玻璃制造业等。⑥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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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郡的城市档案和法庭卷宗中记录了不少佛兰德尔家庭。如 1284 年威廉 ·佛莱明曾拥有一所庄

园 ; 尼古洛斯 ·佛莱明 , 做过约克市长。①

诺曼征服后 , 英国对外贸易主要由外国商人经手。他们从欧洲各地涌进英国市场 : 威尼斯

人和热那亚人带来了丝绸、天鹅绒和香料 , 佛莱明人和荷兰人带来了亚麻布 , 西班牙人带来了

铁 , 挪威人带来了沥青 , 加斯孔人带来了红酒 , 德国人带来了皮毛和琥珀。德国商人 11 世纪就

成了伦敦的常客 , 经常到这里来过冬。② 鲁昂和卡恩的商人来伦敦的也相当多。③ 13 世纪 , 越

来越多的“东方商人” ( Eastlings , ④ 以德国商人为主) 光顾英格兰。英国与低地国家间的双边

贸易 , 从事者主要为低地国家商人。佛兰德尔商人转运北德、北欧产品及法国和莱茵兰的红酒

等供应英国。随着佛兰德尔毛纺业对原料的需求 , 该地商人从 12 世纪起纷纷前往英格兰采购羊

毛 , 组成了“伦敦商业公会”。⑤ 该商会的核心布鲁日商业公会规模最大时 , 包括了 15 个从事英

国羊毛贸易的佛兰德尔城市行会。⑥ 在英国从事贸易活动的佛兰德尔商人 , 其中有许多被当地人

叫作“佛莱明”。⑦ 他们的活动还带动了英国本地市场的发展 , 这是“两个民族在英国土地上融

合所带来的主要影响之一”。⑧ 1273 年 , 英国羊毛出口为 32743 袋 ( sack) , 其中 65 %由外国人

经手。⑨ 有些外来商人还成了城市里的头面人物。�λυ

这时活跃在英国的犹太人也来自大陆。诺曼征服后不久 , 十字军运动兴起 , 犹太人为躲避

杀戮而成批来到英国 , 在伦敦、林肯等城市建立了社区。1194 年 , 有 21 个城市的犹太人社团向

国王纳税。1200 年 , 英国犹太人总数约在 5000 人左右。�λϖ 犹太人银行家在伦敦还形成了“犹太

街”。�λω 犹太人携有大量资金 , 而西欧社会对他们从事农工商实业又多有限制 , 因此放高利贷是

其主要生计。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发展 , 从国王、贵族和教士 , 到普通民众 , 多向犹太人伸出了

告贷之手。�λξ 犹太人也从放债中获利甚丰 , 个别人如 12 世纪林肯的亚伦、13 世纪约克的亚伦 ,

均是英国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λψ 但是 , 也造成了贵族和教士债务缠身 , 穷人更难以为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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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12 世纪后英国的反犹浪潮迭起 , 贵族和教士成为迫害犹太人的元凶。①国王虽为犹太人提供

保护 , 但以犹太人为国王提供财政支持为前提 , 英国犹太人因而有“皇家的奶牛”之谓。由于

经济和宗教双重原因 , 1290 年爱德华一世勒令所有犹太人 (115 万 —116 万人) 离开英国。②此后

几个世纪里 , 犹太人在英国几近销声匿迹。

　　 (二) 第二次高潮 : 14 世纪和 15 世纪

这时期 , 群体性的外来移民主要是 14 世纪的佛兰德尔织工移民 ; 来到英国经商的外国商人

群体主要是德国汉萨商人、意大利商人 , 以及尼德兰商人 ; 此外还有不少零散移民。

14 世纪的佛兰德尔内外交困 , 百年战争使来自英国的羊毛供应受阻 ; 城市贵族、行会和封

建领主之间长期三角斗争 , 使得呢绒工匠离开故土来到英国。这里除了丰富的羊毛资源外 , 也

有比较好的政治环境 , 特别是国王对外来工匠的吸引政策。佛兰德尔织工多移居伦敦、约克、

温切斯特等重要城市 , 其数量无从统计 , 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窥斑见豹。如整个爱德华三世时期

的自由人卷档 , 登记从佛兰德尔迁入约克郡的纺织工匠有 300 多人。③当佛兰德尔移民为英国毛

纺业发展做出贡献时 , 佛兰德尔自身的呢绒业却不断下滑。原因在于 , 一方面英国毛纺品不断

挤占佛兰德尔呢绒的市场 ; 另一方面 , 英国因毛纺业发展而改变了羊毛出口战略 , 使佛兰德尔

呢绒业得不到充足原料。

意大利商人从 13 世纪进入英国 , 14 世纪和 15 世纪是其活动高潮期。他们从事的英国羊毛

和呢绒出口贸易 , 其特点是他们自己在英国境内组织货源运往沿海港口 , 再装船外运至各国市

场。14、15 世纪意大利商人从英国港口运出羊毛的活动非常频繁 , ④直至 1478 年。⑤英国本土毛

纺业发展过程中 , 意大利商人又为其进口了大量染料和明矾 , 承担这一贸易的主要是热那亚人

及其他商人。⑥14 世纪后期起 , 意大利商人还从英国运出呢绒 , 地理位置优越的南安普敦是其主

要输出港 , 1380 —1391 年年均输出 3360 匹 , 其中 1383 —1384 年度达 5619 匹。15 世纪是意大利

商船运出英国呢绒的高潮时期。1490 年代早期 , 意大利商人年均从英国运出呢绒约 9700 匹 , 占

英国呢绒总出口的 1/ 4。⑦

14 —16 世纪 , 德国汉萨商人将伦敦当作主要商业据点 , 在这里建立了“钢院”商站。汉萨

商人运进英国的商品种类繁多 ,有葡萄酒、铜、铁、羊毛、谷物、木材、树脂、皮毛和蜂蜡等 ,

　　　　People in Medieval L incolnshi re , pp . 207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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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散布“献祭杀戮” (Ritual Murder , 称犹太人为获得进行逾越节仪式等所必需的血水 , 秘密谋杀非犹

太人 , 尤其是基督教男童) 谎言 , 制造了 1144 年威廉案、1168 年哈罗德案、1255 年圣徒小休案等。

(C. Roth , A History of the J ews in England , Third Edition ,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 1964 , pp . 192
24 ; A. M. Hyamson , A History of the J ews in England , Honolulu :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

2001 , pp . 3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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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 B. Fryde , S tudies in Medieval Trade and Finance , London : The Hambledon Press , 1983 , pp. 2942307.

⑤　M. E. Mallett , “Anglo2Floritine Commercials , 146521491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no . 2 , 1962.

⑥　E. B. Fryde , S tudies in Medieval T rade and Finance , pp . 3462356 ; G. Hutchingson , Medieval S hi ps

and S hi p ping , p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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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蜂蜡和葡萄酒最为重要。① 他们也向英国输入粮食。14 世纪初一份抗议书提到 , 德国商人向

英国出口了 6 万夸脱 ②货物 , 13 艘船在林城卸下了货物 , 其中包括 8000 夸脱小麦、麦芽和面

粉。③ 羊毛是汉萨商人从英国出口的重要产品 , 14 世纪中期每年达 3500 袋 , 约占英国羊毛出口

量的 1/ 8。呢绒是 14 世纪中期后汉萨商人从英国输出的主要商品 , 其输出量占英国呢绒出口总

量的比例 , 由 1366 —1368 年年均 11 %逐渐升至 15 世纪年均 20 %左右 , 1554 年最高达到 30 %。

1446 —1448 年 , 汉萨商人在英国的进出口交易总额为 47000 英镑 , 其中出口额 25900 英镑。“汉

萨商人成了英国尤其是格洛斯特郡呢绒生产者最受欢迎的顾客”。④“呢绒出口是英国海外贸易的

生命线 , 汉萨商人是英国商人与北欧市场的桥梁”。⑤

尼德兰商人更因地利之便参与了英国对外贸易 , 而且造访的港口更多。14 世纪英国向佛兰

德尔出口羊毛并从那里进口呢绒的贸易 , 多由佛兰德尔商人进行。如伊普里斯商人布若舍兰 ,

1303 年从波士顿运出羊毛 124 袋 ; 1304 —1306 年从赫尔港运出羊毛 241 袋。斯鲁伊斯船主丹尼

斯 1305 年 8 月从赫尔港运出羊毛 113 袋。⑥ 尼德兰商人在英国东部沿海贸易中也很活跃。如 15

世纪他们从大雅茅斯运出的商品有大麦、小麦、燕麦、麦芽、豌豆 , 奶酪、小牛皮、兔皮、牛

脂、黄油、肉类、鱼类 , 皮革、呢绒、羊绒、蜡烛、线头、床罩 , 煤、铅等 , 运达地除了国外 ,

还包括英国沿海城镇 , 运进的有红酒、油、铁器等。⑦

1440 年对外来人口征税 , 由此首次获得了移民数量及分布的较详细情况。其时外来移民总

数约为 16000 人 , 占总人口 1 %左右 , 但当时人认为应多于此数。移民集中在若干中心 , 其中

10 %左右住在伦敦 , 其余多在沿海 , 如德文郡有 120 多个外来人团体 , 肯特郡 200 多个。1440

年税册还反映了不同来源地移民的职业状况。如“多切人” (Doche , 包括佛兰德尔人、荷兰人、

德国人和不拉奔人) 几乎都从事手工业 , 包括织布、制革、酿酒、裁缝、金饰、玻璃等行业。

法国人尤其是诺曼底人从事手艺行业 , 如建筑工、铁匠、磨坊师、织工、酿酒师等。来自地中

海地区的人多从医。⑧

　　 (三) 第三次高潮 : 16 世纪中后期

这次高潮主要因欧洲大陆发生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而引起 , 来到英国的外来移民群体有尼

德兰新教移民和法国胡格诺教徒。还有因英国发展工业而吸引来的德国工匠等。

尼德兰新教移民是这次高潮的主体。尼德兰是 16 世纪西班牙的“奶牛”, 西班牙每年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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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攫取的财富 , 约相当于本土的 4 倍。腓力二世拒绝偿付债务 , 使尼德兰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西班牙还疯狂镇压新教徒 , 在宗教法庭上处死尼德兰人异端不下 5 万人。① 由于经济和宗教的双

重危机 , 大约有 10 万人逃离尼德兰。② 英国的宗教立场以及为发展经济而对外来移民的欢迎态

度 , 使其成为尼德兰新教徒首选的逃难地。早在 1527 年 , 单是伦敦的佛兰德尔人就达到了 115

万人 (其时伦敦人口总数不超过 7 万人) 。尼德兰革命时期的社会动荡 , 使得大量人口不断外

逃 ; 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宽容政策 , 对难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出现了尼德兰向英国移

民的又一次高潮。1561 —1570 年间 , 大约有 3 万名佛兰德尔织工、染工等移居英国。至 1573

年 , 英国大约有 6 万名尼德兰难民。③

英法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 双方间的人员流动至 16 世纪开始增多。有研究者估计 , 16 世纪

初 , 迁居英国炼铁工业发祥地韦尔德工场的法国男性移民不少于 500 人 ; 1543 —1563 年的 20 年

中 , 该地区外来移民劳动力不少于 800 人。其中不少人加入了英国籍 , 或获得了永久居住权。④

法国人移居英国出现高潮 , 则是国内宗教战争的产物。加尔文教徒 (胡格诺) 在战争中被屠杀

的不下数万 , 因此逃离法国、移居英国成为他们的选择。早期胡格诺教徒多移居英国东南沿海。

1550 年 , 伦敦出现胡格诺难民教会。⑤ 1567 年 , 诺里季、南安普敦也出现法国宗教会团。16 世

纪末 , 其他城镇如坎特伯雷、拉伊、温切尔西等 , 也有了法国人教会。⑥ 1598 年法国亨利四世

颁布南特敕令 , 允许新教徒有信仰和仪式自由 , 胡格诺教徒的外迁告一段落。

对宗教难民的人数有很多估计。如 1561 年 6 月 22 日档案显示了一份名册 , 有 200 多名德国

新教徒住在伦敦。⑦ 1570 年代初 , 宗教移民达到第一次高潮 , 大量移民从法国和尼德兰涌入。

在拉伊 , 1572 年 8 月 27 日至 11 月 4 日之间 , 有 641 名避难者到达该市。1573 年英国的外国新

教教会成员超过了 1 万人 , 大多数是宗教避难者 ; 1590 年代 , 外国人教会成员在 115 万人以上。

个别城市如伦敦 , 具有工作能力的外国人 1563 年不少于 4534 人 , 1583 年不少于 5141 人。⑧ 诺

里季 1571 年有将近 4000 名移民 , 占该城人口的近 1/ 3 ; 尽管 1578 —1579 年瘟疫中移民死亡

2482 人 , 1582 年诺里季移民总数还是达到了 4679 人 ; 1590 年代初期坎特伯雷的外国定居者不

少于 3000 人。⑨

德国人移居英国也在 16 世纪达到高潮。德国的采矿和冶炼技术在当时的欧洲处于领先水

平 , 德国工匠也遍走欧洲传播矿冶技术 , 如他们很早就来到英国的康沃尔矿山。德国人是炼铁、

晒盐、炼糖、制玻璃和织毯方面的专家 , 还有不少人是金匠、珠宝匠、钟表匠。啤酒酿造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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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德国人传入的 , 16 世纪 , 伦敦大酿酒厂至少有一半由德国及荷兰酿酒师主持。① 德国资

本参与建立了“王家矿山公司”和金属压延厂 , 经营铜锌矿开采和铜锌合金炼造。德比郡高地

的采矿法规中 , 许多条款仿效德国萨克森地区 , 掌握主要技术的师傅基本上是德国人 ; 王家矿

山公司的坎伯兰铜矿也有许多德国技术专家。② 凯齐克炼铜厂里有 400 多名德国工人 ; 伦敦王家

兵工厂里也有德国军器匠。1588 年德国人斯皮尔曼建立优质造纸工场 , 1590 年鲍克斯组装了生

产铜丝和铜板的机器。③ 来到英国的德国人中还不乏文化精英。④ 1548 年意大利人奥格纳斯统

计 , 伦敦的德国人超过 5000 人。伊丽莎白时代统计伦敦有德国人 3838 人 , 其中 3100 人为常住

人口。不少德国移民逐渐英国化 , 甚至更改了名字 , 如施密德变成史密斯 , 斯坦豪斯变成斯通

豪斯 , 斯波尔曼改成斯皮尔曼等。⑤

　　 (四) 第四次高潮 : 17 世纪中期至 18 世纪中期

17 世纪中期后 , 英国再次出现了外来移民进入的高潮。这次高潮以法国胡格诺难民为主 ,

同时还有再次进入的犹太人 , 以及荷兰移民及资本。

17 世纪 20 年代后 , 法国路易十三再次对胡格诺教徒采取不宽容政策 , 结果又产生了新的宗

教难民。如 1628 年 1 月南安普敦就接受了 42 名难民。30 年代 , 伦敦法国人教会的领受圣餐成

员 1400 人 , 坎特伯雷法国人教会 900 人 , 诺里奇 396 人。⑥ 路易十四时期宗教迫害加剧 , 胡格

诺教徒向英国移民数量激增 , 约有 8 万人在英国上岸 , 至少有 4 万人居留下来。⑦ 其中至少 1/ 3

定居伦敦 , ⑧ 余者遍及诺里季、坎特伯雷和南安普敦等东南部 30 多个地方。⑨ 1686 年一年中 ,

约有 15500 胡格诺教徒在各种机构帮助下移居英国 , 其中 2000 人定居伦敦及附近。1688 年伦敦

新建的房宅 , 有 800 所住满了胡格诺难民。�λυ 18 世纪初 , 伦敦的胡格诺教徒超过 213 万人 , 占

伦敦总人口的大约 4 %。�λϖ 胡格诺难民的职业身份极其多样 , 他们带来了上百种手艺和技术 , 并

在某些行业中据有重要位置。伦敦织工公会 1703 年 5919 名会员中 , 胡格诺教徒占 1716 % ;

1723 年 5954 名会员中 , 胡格诺教徒 1216 人 , 占 2014 %。�λω 他们拥有手工业技能或商业经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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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 这些无形要素不会因迁居而失去。

这时另一个重要的外来移民群体 , 是 17 世纪中期后重新进入英国的犹太人。16 世纪后 , 随

着英国的变革 , 无论是宗教诉求还是经济需要 , 重新接纳犹太人成为一种必要 ; 政治上逐渐形

成的宽容环境使接纳犹太人成为可能。宗教改革后 , 一些新教徒在学习希伯来语《圣经》时萌

发了亲犹倾向。由此 , 犹太人重返英国问题逐渐提上日程。接受犹太人还有经济原因 , 那就是

犹太人具有经商才能 , 英国也需要他们的财富和资本。在克伦威尔等政治人物的推动下 , 在一

些犹太人首领的努力下 , 犹太人终于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重返英国。查理二世时期 , 进入英国的

以来自伊比利亚的塞法迪犹太人为主 , 他们多为财力雄厚的富商。17 世纪末以后 , 中东欧的阿

什肯纳齐犹太人移居英国 , 其中也有不少商人和珠宝商。富有的犹太人在英国经济生活中的地

位日益凸现。如不少犹太人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要职 ; 犹太人在伦敦股票交易所拥有 12 个席位。①

许多犹太人大银行家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 , 如犹太股票经纪人和贷款承包商吉登为英国提供

了大量战争贷款 , 后担任政府的首席财政顾问直至去世。②

荷兰移民和商人资本也是这次高潮的组成部分。在 17 世纪荷兰繁荣的过程中 , 以及在它后

来走向衰落的过程中 , 都有其人口向英国的迁移现象。这时的荷兰移民既不是本国成分所迫 ,

也非受英国招徕 , 而是一种求发展的本能扩张。移民情况广泛而复杂。商人是移民中的精英和

主体 , 广泛渗入英国的贸易和金融等领域 , 17 世纪英国金融市场上的外来者多是荷兰人。以往

作为移民主体的工匠 , 这时多是追随荷兰承包人而来。如英国排沼工程中 , 荷兰工程师往往雇

用本国有经验的工匠。17 世纪后期还有军事移民 , 即“光荣革命”时威廉带来的荷兰士兵在英

国定居。荷兰移民和商人向英国输入了大量资金。如曾作为宗教难民流亡到英国的大商人科尔

吞家族 , 17 世纪借钱给英王室共达 20 万英镑。③ 英格兰银行的第一任总裁侯布娄爵士是荷兰人

后裔。④ 英国保险公司第一位主席是荷兰银行家米诺。

上述四次外来人进入高潮 , 前两次发生在中世纪 , 后两次发生在英国崛起时期。时代不同 ,

英国各阶层对外来人的态度以及外来移民和商人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 应当分别进行考察。

二、中世纪英国的复杂态度与外来者的作用

外来移民和商人能否顺利进入英国 , 对英国发展有何作用 , 关键在于英国能否形成接受和

容纳他们的社会土壤 , 即英国是否存在接纳他们的必要性 , 英国社会对外来移民和商人持什么

样的态度。中世纪里 , 当民族意识还只是朦胧状态时 , 国王政府的态度便起着决定性作用。而

国王政府制定政策一般有两个基本出发点 : 一是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 , 二是满足自己和王

室的财政需求 , 因而可依此两点来考察中世纪英国国王的态度并考量外来移民和商人的作用。

此外 , 民间的态度也是制约外来者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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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王为发展工商业而优待外来者

11 —15 世纪 , 英国的经济社会总体水平比大陆邻国要落后许多。因此为发展工商业 , 国王

政府对外来移民和商人主要采取鼓励和吸引政策。

诺曼征服后 , 英国百废待举 , 需要劳动力 , 更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 , 因此国王主动

给外来工匠以优渥待遇。早在 1113 年就有亨利一世鼓励佛兰德尔工匠移入。① 特别是当国王认

识到本国的资源优势和工业劣势后 , 出于推动国内毛纺业的愿望 , 对外来纺织工匠的鼓励态度

相当明确。13 世纪 , 英国以向佛兰德尔出口羊毛为主 , 所需优质呢绒却又要从佛兰德尔进口。

国王力图改变这种被动状态 , 制定了推动国内毛纺业发展的相关政策。② 但英国纺织技术低下 ,

毛纺业的发展绝非朝夕之功。于是在 14 世纪 , 鼓励外国织工移入便成为国王的国策。1331 年爱

德华三世授予佛兰德尔织工移民约翰 ·坎普特许状 , 将他及随行雇工学徒置于国王保护之下 ,

并将这一政策惠及任何跨海前来的织工、漂工和染工。③ 1337 年宣布接受和保护所有来到英国

的外国呢绒工匠。④ 1344 年宣布给予外来工匠特殊保护。1352 年 , 驳斥伦敦织工行会对移民贾

尔斯等人的控告 , 后又重申织工移民有从业自由 , 不受各地织工行会管制。⑤ 爱德华三世的这些

做法 , 吸引了大量佛兰德尔织工移居英国 , 推动了英国毛纺业发展 , 被认为是英国“变成世界

工场的第一步”。⑥ 从此 , 英国毛纺业走向细致的专业化分工 , 染色、起绒和修剪等高级工序也

逐渐齐备 , 形成较为完整的生产体系 , 为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移民工匠的到来也有助于刺

激和帮助本国工匠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往只能生产粗质呢绒的英国毛纺业 , 现在开始具备生产

优质呢绒的能力 , 既能满足国内需求 , 也增强了国际竞争力。14 世纪的英国年出口羊毛 3 万袋

以上 , 可制 13 万匹宽幅呢绒 ; 而呢绒出口 1347 —1348 年度仅 4422 匹 , 羊毛与呢绒的出口比约

为 30 ∶1。15 世纪中叶 , 呢绒出口上升为年均 514 万匹 (约需 12500 袋羊毛) , 而羊毛出口则下

降到年均 8000 袋 , ⑦ 比例变成了 1 ∶115 , 由此英国由羊毛输出国转变为呢绒出口国。移民还带

来了新兴生产方式。那个被当作资本主义萌芽之例证的布里斯托尔市政官托马斯 ·布兰克特 ,

当他因在家中私设织机雇用工人而要被处罚时 , 就因其移民身份而被爱德华三世赦免。⑧

在经济落后情况下 , 对外贸易是补充经济不足的重要手段。由于英国商人势力弱小 , 吸引

外国商人从事英国对外贸易的做法便为国王们所采纳。他们很早就鼓励外来商人到英国 , 赐予

他们特权 , 规定他们无论从事批发贸易还是零售 , 都可自由往来于各主要贸易中心。⑨ 112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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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麦尔商人从亨利一世那里获得了免税承诺。① 1232 年伊普里斯商人被赐予可以扣押欠债者

货物的权利。科隆商人则获得亨利二世所授特权 : 居留英国可以突破 40 天限制。1236 年规定佛

兰德尔商人在英王治内享有永久性保护 , 遭到伤害时可直接向英王申诉。英王还常向单个商人

或集团赐予特权。如 1243 年 , 亨利三世批准佛罗伦萨商人可以在英国旅行和经商。② 1255 年将

商人死于英国后或仆人犯罪后的财产保护特权赐给圣奥麦尔 , 1259 年赐予根特 , 1260 年赐给布

鲁日和杜埃。1278 年和 1281 年 , 爱德华一世规定了外国人在伦敦出席法庭的程序。1283 年 ,

认可外来商人可在各地当局控诉欠债人。③ 1285 年 , 布鲁日、根特和圣奥麦尔商人被豁免在英

国各地的修城税。④

14 世纪时国王吸引外国商人的措施更多。1303 年爱德华一世颁布《商业特许状》, 在通行

税、居住、贸易等方面给予外国商人诸多便利。1335 年爱德华三世颁布所谓“自由贸易令”,规定

所有商人可在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交易 , 外国商人仅被禁止买卖红酒。⑤ 1353 年为了确保出口税

收 , 爱德华三世让外国商人得到出口羊毛的独占权 , 并被允许到内地进行采购。⑥ 1355 年宣布

所有外国商人同英国人一样 , 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地出售粮食和商品给他们所愿意出售的

任何人 , 他们对与此相抵触的特许状或管理可以不予理会”。⑦ 为吸引外国商人 , 国王甚至还不

顾本国人利益 , 如 1350 年爱德华三世置伦敦等城市的特许状于一旁 , 让所有“友好国家”的商人

都能以批发和零售形式自由出售商品。⑧ 1378 年宣布来英的外国商人都受国王保护 , 可进行食

品、香料、水果和各种小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 , 酒类和大宗物品如呢绒、亚麻布等的批发贸

易。⑨ 因此 , 外国商人在英国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份额。如 14 世纪前期个别年度里 , 外国商人

从英国输出的羊毛 (如 1304 —1305 年度 25628 袋) , 占英国羊毛出口总量的 80 %左右。�λυ 14 世

纪后期可统计的 18 个年度 (1373 —1391 年) 里 , 外国商人出口羊毛 8183 万袋 , 占英国总出口

量 (3417 万袋) 的 2514 % , 个别年度达到 50 % (1390 —1391 年) 、4412 % (1373 —1374 年) 。�λϖ

15 世纪 , 英国本土商人阶层势力崛起 , 在王室支持下先后成立了两个对外贸易公司 , 即羊

毛出口商公司 (t he Staplers) 和专事呢绒出口的商人冒险家公司 ( Merchant Advent urers) , 但

外国商人在英国各港进出口贸易的份额平均仍达 3515 % , 在外国商人较多的南安普敦占 67 % ,

在本国商人最集中的伦敦也达 37 %。�λω 15 世纪中期进出口贸易总额 (35172 万英镑) 中 , 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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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约占 2/ 5 (14138 万英镑) , 本国商人约占 3/ 5 (21134 万英镑) , 外国商人纳税率 (615 %)

低于英国商人纳税率 (9 %) , 说明外国商人享有低税特权。① 该世纪后期外国商人所占比例有所

下降 , 在进出口贸易总额 (45118 万英镑) 中 , 外国商人约占 1/ 3 (14175 万英镑) , 本国商人约

占 2/ 3 (30143 万英镑) , 但外国商人纳税率 (6 %) 仍低于本国商人 (813 %) 。② 由此可知 , 15

世纪英国本土商人的对外贸易能力有较大增强 , 商人阶层正在成长 , 但国王对外国商人的优待

政策并没有很大改变。呢绒作为 15 世纪英国最主要的出口品 , 外国商人占的比例极大。表 1 统

计了 4 个主要港口出口宽幅呢绒数量 , 每个港口外国商人的出口均多于本国商人 , 4 港合计外国

商人 (13417 万匹) 比本国商人 (91 万匹) 高出大约 48 %。

表 1 　15 世纪英国主要港口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出口宽幅呢绒数量对比 (单位 : 匹) ③

年 　代
伦 　敦 南安普敦 波士顿 伊普斯威奇 四港合计

本国商人外国商人本国商人外国商人本国商人外国商人本国商人外国商人本国商人外国商人

1400 —1419 88783 160341 14887 64977 7162 27264 9335 6058 120167 258640

1419 —1439 137944 193620 29892 103247 12618 19524 30622 19826 211076 336217

1439 —1459 167369 196202 33983 139640 5015 10029 27961 41035 234328 386906

1459 —1482 312396 255575 18519 87823 6365 5505 8050 16502 345330 365405

总 　计 706492 805738 97281 395687 31160 62322 75968 83421 910901 1347168

　　 (二) 国王吸引外来移民和商人的财政动机

国王吸引外国移民和外国商人来英国从事工商业 , 不排除有发展本国经济提高经济水平的

愿望 , 但更深层原因还是财政动机。在法理上 , 英国国王要“靠自己生活”, 即依靠自己的领地

收入来满足王室日常生活和行政开支 , 而实际中国王并不能真正做到 , 他们要不断进行内外战

争 , 军费需求较大。国王若任意征税 , 必遭社会各阶层反对。1295 年的“模范国会”, 开创了国

王征税需国会批准的惯例。而在外来移民和商人那里 , 国王却很容易寻得解决财政危机的途径。

因此 , 11 —13 世纪的犹太人 , 13、14 世纪的意大利商人 , 14、15 世纪的汉萨商人 , 无一例外地

成了英国国王的钱袋子 , 充当起英王银行家的角色。

征服者威廉之所以同意犹太人进入英国 , 目的之一就是让他们填补经济空白 , 提供财政支

助。④ 国王颁给犹太人特许权时 , 犹太人代价颇大。如 1201 年约翰王确认犹太人特权 , 犹太人

即交纳了 4000 马克钱币。⑤ 财政困难时 , 国王肯定会向犹太人伸手。国王掠夺犹太人有四种主

要方式。一是强行借债。如 1159 年亨利二世发动战争 , 向犹太人强行借债。1177 年犹太人财团

借给他 3000 英镑。⑥ 二是强征税收和勒索罚金 , 犹太人因此被称作“王室的农奴”。有研究者

说 , 12 世纪犹太人只占英国人口的 1/ 400 , 却支付了国税的 8 %。⑦ 1187 年亨利二世向犹太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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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萨拉丁什一税 , 总额达 6 万英镑 , 占犹太人总财富的 1/ 4。① 为替理查一世赎身 , 全体犹太人

又交纳 5000 马克 , 数额三倍于伦敦居民。征税最重的是亨利三世。② 单从约克的亚伦身上他就

征取了累计 3 万银马克和 200 金马克 , 亚伦死时已一无所有。③ 三是在犹太人死后夺取其财产及

债权。如 1189 年林肯的亚伦去世时 , 国王宣布其所有财产及债权均归王室 , 并成立专门机构清

收。④ 四是迫害犹太人强行夺取其财富。爱德华一世曾因劣币案处死了将近 300 名犹太人 , 没收

他们的全部财产 ; 随后又抓捕国内所有犹太人 , 索取赎身金 2 万英镑。⑤ 1290 年驱逐犹太人的

经济原因是 : 犹太人已被压榨得一贫如洗 , 失去了利用价值 ; 实力雄厚的意大利人完全可作为

国王新的借款人。⑥ 犹太人在留居英国的两个多世纪里 , 为英国社会各阶层提供贷款解决困难 ,

承受王室重税从而缓解国王与贵族的矛盾 , 客观上减轻了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压力 , 有助于英国

社会稳定和经济生活的维系。但是 , 英国王室却卸磨杀驴 , 最终迫害和驱逐犹太人。

对意大利商人和汉萨商人 , 国王主要是强迫半强迫地获取他们的贷款 , 许以经商特权作回

报 , 或以关税承包作担保。13 世纪后期至 14 世纪初期 , 国王借债的主要对象已经是意大利商

人。1272 —1294 年间 , 卢卡的里卡迪公司是国王最重要的债权人 , 爱德华一世欠其债务共达

408972 英镑。从 1277 年威尔士战争起 , 直至 1300 年 , 15 个意大利公司共向英王提供贷款达

93524 英镑。1299 年佛罗伦萨的费雷斯巴尔迪公司获得德文郡银矿的开采权。⑦ 此后三年 , 该公

司每年向英王提供 5700 多英镑贷款。⑧ 1302 年后 , 它为爱德华一世和二世提供贷款 , 获得承包

8 个港口的羊毛出口关税权。至 1310 年英王欠雷斯巴尔迪公司共 21635 英镑贷款。⑨ 1312 —

1314 年热那亚商人佩萨格诺为英王提供贷款 102914 英镑 , �λυ 1312 年至爱德华三世时期 , 佛罗伦

萨巴尔迪公司是主要借款人。在 1328 —1331 年的相对和平年代里 , 王室贷款总额也高达 45548

英镑 , 巴尔迪公司提供了将近 80 %。至 1348 年 , 巴尔迪家族认为王室欠他们的贷款总额达 914

万英镑。由此可知 , 国王“靠自己生活”的财税原则实际上是靠外国商人贷款来支撑的。英王

赖账不还 , 使得巴尔迪以及佩鲁齐两家银行破产。14 世纪 , 汉萨商人也是英王的举债对象。

1299 年爱德华一世向汉萨商人团体借款 500 英镑。1317 年爱德华二世从一个多特蒙德家族借款

416 英镑。向汉萨商人大规模借款是爱德华三世 , 尤其是巴尔迪和佩鲁齐破产后 , 汉萨商人取代

了意大利商人的作用。1338 年 4 个多特蒙德商人贷给爱德华三世 1200 英镑 , 获得了出口 400 袋

羊毛的特许 ; 这年爱德华又从科隆商人和多特蒙德商人手中分别借得 750 英镑和 5000 英镑。

1339 年至 1342 年 , 一个 13 人德国财团共贷给英王 3163 万英镑 , 换取了 3386 袋羊毛的出口特

许和在 15 个港口收关税的特权。接下来两年 , 该财团又向英王提供 10000 英镑。�λϖ 汉萨商人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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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曼是爱德华三世后期主要贷款人之一。1353 年他同 82 个本国和外国商人一起成为国王的财政

赞助人 ; 1359 年他承担了财政署摊派的 5000 英镑贷款以及一笔 1000 马克的债务。

向外来移民和商人课征重税 , 也是英王增加岁入的重要手段。具体做法有 : (1) 对外国人

征收普通税的比例至少双倍于本国人。如 1304 年决定向全国征收十五税一的动产税和十税一的

租金税 , 伦敦一份外国人抗议者名单显示 , 向他们所估的税值 (1714 英镑) 比该城本国人税值

总和 (1312 英镑) 还多 , ① 而其人口最多只有后者的 1/ 10。 (2) 对外国人在英国从事的进出口

贸易征收高额关税。按 1303 年《商人特许状》, 国王当保护外国商人并免除其在各地所受的限

制 , 外国商人则向国王交纳高额关税 , 在“老关税”之上加征 50 %以上的“新关税”。1347 年

新关税扩及到进口呢绒 , 无论外国商人还是获永久居住权者都不例外。② 1453 年向出口羊毛和

细羊绒征收补助关税。③ (3) 征收世俗补助税。1440 年外国人按人头税两倍标准交世俗补助税 ,

户主每年 16 便士 , 家庭成员每人/ 年 6 便士。1449 年外国商人每人/ 年缴税 6 先令 8 便士 , 雇员

20 便士。外国商人停留 6 星期以上者必须纳税。1453 —1471 年开征一项新世俗补助税 , 外国商

人所交增至户主每年 40 先令 , 非户主 20 先令。1483 年和 1487 年最后两次征收补助税时 , 外籍

啤酒店主也成为征税对象。④

由于外来移民和商人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作用 , 政府对外来人身份的认定也发生了重大变

化。1295 年爱德华一世坚持要将一名外国人变为英国人 , 这是外国人入籍的第一例 , 由此也出

现了“入籍” (nat uralization) 一说。后来 ,“入籍”由国会法令批准 , 国王则通过特许状赐予外

国人永久居住权 (denization) , 两者的权限区分逐渐明晰。⑤ 爱德华三世时出现了最早的英国公

民权法案。他在位第 9 年的第 1 号法令 , 明确了本国臣民与外国人之区别。⑥ 所谓外国人

(alien) , 被解释为住在英国但效忠外国君主的人。该法令规定外国人按两倍于本国臣民的税率

纳税。若要得到与本国臣民同等的权利 , 外来人可以取得入籍特许。获永久居住权者则只可购

买土地而不能继承。从此 , 来到英国的外国人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身份 : (1) 入籍者 ; (2) 获

永久居住权者 ; (3) 未获这两项身份的移民 ; (4) 长期居留的外国商人或代办 ; (5) 短期停留

(40 天以内) 的外国商人。不同身份不同待遇。1431 年国会授予亨利 ·汉思福斯本国臣民权利 ,

国王不同意并作了修正 , 认为他应按外国人缴付关税。⑦ 外国人获永久居住权者也要付出巨大代

价 , 如亨利六世末年 , 每年必须交纳不少于 10 马克的费用。⑧

　　 (三) 民间社会对外来人态度的复杂性

相对国王对外来移民和商人的明确的鼓励和利用态度 , 中世纪英国地方当局和民众的态度

则要复杂得多。大部分城市对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的态度多是两面性的 : 一方面是接受和容忍 ,

另一面则是嫉妒和排斥。作为市民 , 他们不可能从所谓国家全局考虑问题 , 而是更多地受眼前

直接利益所支配。之所以有两面性 , 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工商阶层尚在成长之中 , 没有能力阻止

外来人 , 同时也需要外来者 ; 在发展中又感到了外来者的竞争和威胁。外国商人的富有 , 极易

成为本国人忧虑和攻击的对象。除了向国王申诉和抱怨外 , 许多城市经常出现由地方当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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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间自发掀起的仇外排外行动。① 如 1270 年 , 一些佛兰德尔商人财产被没收。② 1376 年下院

要求驱赶伦巴底人。1381 年农民起义期间 , 外国人成为特别的袭击目标。凡是嫌疑分子都被要

求说出“bread and cheese”, 说不来即死。这不是一个佛来芒语发音 , 很多佛兰德尔人和荷兰人

至死也只能发成“brod and case”。这年一份上诉至国王的抗议 , 称这块土地上承载的人太多了 ,

外国人来得太多了 , 致使本国人反倒务工无门。15 世纪英国的仇外行为更为激烈。1406 年 , 许

多申诉都要求所有外国人离开英国。1436 —1437 年 , 各地都弥漫着反外排外情绪 , 伦敦出现了

反法国人、佛兰德尔人和皮卡迪人的骚乱。这年还出现了声称荷兰啤酒有毒的骚乱 , 一些附属

于荷兰人的伦敦酒商也遭到攻击。1450 年杰克 ·凯德起义 , 强烈表露了对外国商人财富的嫉妒。

据说他在打进伦敦之前送去一封信 , 要求伦巴底商人和其他外国人为他提供马具、战斧、刀剑、

马匹 , 以及 1000 马克现金 , 否则 ,“有多少人头我们都可以取得”。1455 年 , 伦敦市民抱怨伦巴

底人等带进了质量低下的丝织行业 , 影响了本城人生计。③ 1457 年 , 伦敦市民又一次破坏了伦

巴底街的外国商人店铺。④

15 世纪反对外国人情绪不断增长 , 也与英国商业发展和本国商人势力成长有关。新起的英

国商人阶层越来越多地有自己的诉求 , 并且开始以议会作发言平台。除了像伦敦、南安普敦等

城市在议会中有代表外 , 各郡骑士议员也有不少人介入羊毛行业 , 因此下院常常发出反对外来

商人的请愿书 , 要求控制或限制外国人的活动。⑤ 1436 年的小册子《英国政策之弊》 ( L ibel of

Engl ish Pol icies) 还强烈抨击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优待政策。在这些压力下 , 国王对外来商人的

限制措施逐渐多了起来。1400 年规定 , 外国商人卖掉货物后所得钱款 , 必须有一半以上用于购

买英国商品 , 1402 年规定必须全部用于购买英国商品。1404 年制定法律防止外国商人将金银运

出英国 , 规定他们在英国停留从事贸易不能超过三个月。1420 年防止贵金属出境的法令付诸实

施 , 第二年又予重申。1423 年法令要求外国商人不得将贵金属块带出英国。1413 年、1416 年多

次重申“寄住”, 最终在 1439 年由议会作为第 7 号法令通过 , 成为固定制度。按照这一法令 , 外

国商人必须在到岸后一周内住进由各城市所指定的英国人房东家 , 活动行踪须向房东报告 , 房

东对他负有监督职责。还有不少申诉书要求限制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对于原本由英国商人或

英国船只负责运往英国的外国商品 , 抗议并限制外国商人取而代之 , 譬如要求意大利商人不得

将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英国近邻国家商品运到英国。政府不断向外国商人加征额外税费 , 也是

各种抗议导致的结果。⑥ 在某些特殊时期如 1435 —1437 年百年战争期间 , 所有的外国人不论其

来源 , 不论其在英国住的时间长短 , 都受到了迫害 , 结果使在英国的外国人总数大约减少了一

半。⑦ 只有个别城市如南安普敦依靠外国商人进行贸易 , 城市达到繁荣兴旺状态 , 对外国商人尤

其是意大利商人采取欢迎态度。在这种不太友好的环境中 , 外国人对是否居留英国陷入了尴尬

选择 , 不同的群体也有不同想法。商人一般不愿客死他乡 , 没几个人愿意变成英国人 ; 尽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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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可能长期居留 , 他们的寄托仍在远方的家乡。手工工匠完全不同。他们带着工具和技艺为

谋生而来 , 来就是为了留下。尽管面对当地人的敌意 , 这些有技艺的工匠移民 , 最终汇入了英

国主流社会。①

三、近代早期英国的逐步开放与外来者对英国的贡献

在 16 —18 世纪即近代早期英国崛起的进程中 , 外来移民及其资本和技术的作用日渐凸显。

这一点在当时为英国政府所认识 , 也逐渐被民间社会所感知 , 对外来者的态度都在向着积极一

面变化 , 越来越具有开放性。不过都是在历经曲折后才达成共识的。

　　 (一) 政府开放性态度的演变过程

16 世纪英国王权达到鼎盛状态 , 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更多更强。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

大局出发 , 亨利八世积极鼓励外国商人和移民来英国。早在 1514 年 , 他就允许外国商人在伦敦

办邮局 , 让他们自由地收发邮件而不受政府干预检查。② 他特别鼓励熟练工匠来英国安家。在其

统治期间 , 有不少来自欧洲大陆的军械工匠、枪炮工匠、玻璃工匠、仪器制作工、测量师、织

毯工、织工等。在移民日增的情况下 , 国王先后于 1523 年、1529 年颁布法令规范他们的行动及

其与所在城市的关系。③ 1540 年颁布了加强与外来移民永久居住权相关的法律。④ 在这些法令

的推动下 , 许多外国工匠移居英国 , 只要宣誓效忠并付出费用 , 就取得了永久居住特许 , ⑤ 成为

永久性居民。当然 , 亨利八世也不忘从移民那里获取利益 , 他对外国人征收的人头税和世俗补

助税仍执行两倍于本国人的税率标准。1512 年、1514 年和 1515 年 , 外国人还须按双倍标准交

纳土地收入税或物品税。⑥ 1540 年法令规定 , 外国商人可在指定港口享受与本国人一样的关税 ,

但必须用英国商船 , 否则就按外国人征税。⑦ 只有 1546 —1547 年在征收补助税、1549 年征收救

济税时 , 才执行了与本国臣民同样标准。⑧

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宗教姿态 , 是吸引外来宗教难民的重要原因。亨利八世进行了宗

教改革 , 其宗教取向是同情新教难民的。爱德华六世更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 , 并有枢密院新教

派领袖萨默塞特伯爵辅佐。在他执政时期 , 新教移民骤然增多 , 并出现了最早的难民宗教社团。

1550 年爱德华特许将奥斯汀修士会教堂赐给欧洲大陆难民的宗教社团。亨利八世后期和爱德华

六世前期 (1541 —1550) , 向相当多的外国移民授予英国国籍 (见表 2) 。

随后的玛丽女王作为天主教徒 , 大肆镇压新教徒 , 宗教难民社团被遣散 , 移民被赶出了英

国。幸而玛丽的恐怖统治时间较短 , 继位的伊丽莎白女王对新教移民实行信仰自由原则 , 也采

取更积极灵活的鼓励措施招揽外国工匠 , 因此从她统治早年起 , 英国就被难民们感觉为“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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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避难所”。英国作为最大的新教国家 , 接收了欧洲大陆宗教冲突中产生的大量难民 , 伦敦

成了欧洲拥有外国移民最多的城市。1580 年 , 伦敦外来移民达 6492 人 ; 当年新移民中有 712 人

是纯粹的宗教难民。① 伊丽莎白前期 (1561 —1570 年) , 授予较多的外国移民以英国国籍 (见表

2) , 到后期则控制较严。不过 , 向外国人课重税罚重金的政策却与前朝无异。如 1589 年下令 ,

对试图将财产转移给子女以逃税的外国人 , 以双倍财产值征税作为处罚。② 1601 年 , 107 个移民

被强迫贷款高达 23000 英镑。③

表 2 　16 世纪取得英国国籍的外来移民 ④

年 　代 人 　数 年 　代 人 　数 年 　代 人 　数

1501 —1540 634 1551 —1560 487 1571 —1580 639

1541 —1550 3972 1561 —1570 1037 1581 —1600 222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 , 对外来移民和商人的政策再次经历了曲折。詹姆士一世在神学上

有新教倾向 , 治内没有出现太多的宗教纠葛 , 但他在利用民间排外情绪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上做

得最突出。如 1617 年 , 他要求在英国的外国商人承担 2 万英镑贷款。1618 年 , 他示意皇室法庭

制造出一个案件 , 指控外国商人从英国非法出口金银 , 最后的判决是向 18 名外国商人处以高达

14 万英镑的罚金。⑤ 1625 年继位的查理一世在宗教上毫不妥协。在他统治时期 , 对外来移民的

最大排挤活动是 1634 年劳德大主教实行宗教同化政策 , 即规定出生于英国的外国人必须改信国

教。⑥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导致许多宗教移民离开了英国。

在英国革命时代 , 宗教倾向和商业考虑使得对新教难民的容忍和鼓励成为一种指向。如主

张发展呢绒业的托马斯 ·洛伊爵士认为 , 英国本土的厚重呢绒只适合于冷带气候 , 如果鼓励瓦

隆人移入 , 增加面向温暖地区的新呢布生产 , 就能充分利用本国的羊毛资源。他还提出 , 外国

新教徒应像伊丽莎白时代那样获得特许权。还有人援引德国移民在别国受到优厚待遇并向本地

人传授技术的例子 , 认为外来移民只会对英国带来好处 , 英国也应实行类似政策。一些外国新

教徒商人也主动请缨。1649 年一群外国新教徒商人向共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产业发展方案。他

们声称自己有 300 多人 , 拥有财富 30000 英镑 , 都愿意带到英国来。⑦ 虽然革命年代并未有外来

移民成批进入 , 但政府对既有移民给予相当优渥的待遇。1643 年上院通过法案批准新教移民维

持其已有信仰。最有力度的鼓励来自克伦威尔。他曾对新教难民首领说 , “我爱外来人 , 主要是

那些和我们同属一个宗教的人”。⑧ 经历半个世纪动荡后 ,“光荣革命”最终以英国特有的谨慎方

式尊重了宗教宽容原则 , 不再计较外来者的宗教信仰。

复辟王朝时期 , 对英国人口数量太少的担忧越来越多 , 1665 年大瘟疫加深了这种忧虑。贸

易不景气和土地贬值 , 使人们广泛地感到劳动力不足。英国人口从 1650 年代后期下降 , 16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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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才开始恢复。① 而授予移民以国籍的做法 , 能鼓励大量新教徒移居英国。于是社会上出现

了有关外国人入籍立法的大讨论 , 各种杂志、小册子、书籍纷纷发表看法。许多学者包括重商

主义思想家查尔斯 ·达维南等 , 认为英国处于人口的“半饱和”状态 , 应该早日颁行入籍法 ,

大力鼓励外国人移入。1673 年出版的匿名小册子《英格兰的大事》说 :“一个关于外来新教徒的

入籍法现在绝对是最必要的 , 没有什么比人口更是英国所需要的了。”议会从 1660 年开始讨论

这一立法 , 经过十余次的讨论 , 终在 1709 年获得通过。这一立法简化了赋予移民“永久居住

权”或颁给国籍的烦琐程序 , 宣布任何外国人只要在英国参加了某个教会的圣事 , 在法庭上公

开宣誓效忠 , 交纳一定费用后 , 就可以成为英国臣民。② 虽然入籍法实施遇到了很多阻力 , 但外

国人移居英国在 17 世纪末时就没有太多的制度障碍。

　　 (二) 民间态度的转折 : 从敌意到宽容

民间社会包含着许多不同利益和地位的阶层。民间又是与外来者直接打交道的 , 感受自然

不同于政府。总的来说 , 这一时期民间的态度是逐渐从敌意转为宽容。

16 世纪里 , 民间反对外国人的声音仍然是此起彼伏。亨利八世统治早年 , 身边尽是外籍廷

臣 , 外国商人和金融家统治着首都的商业 , 外国工匠和技工引进了新的技术 , 他们还拥有大量

特权。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没有特权的本国人的敌意。伦敦在申诉中说 , 由于外国手艺人太多 ,

因此普通的伦敦工匠基本上找不到工作 ; 由于外国商人带来了大量丝绸、金丝呢布、红酒、油

类和铁器制品等商品 , 英国商人的货也没有人再买了。③ 这些情绪导致了 1517 年五朔节伦敦爆

发了反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④ 民间也不十分欢迎宗教难民。16 世纪后半期 , 英国国力虽在壮

大 , 但经济危机频发 , 失业增多 , 贫困外来人的涌入有可能加剧危机。而城市行会和公会试图

控制商业 , 建立垄断 , 体制之外的新来者便成了障碍。促成反宗教移民浪潮的主要是商人和上

升中的手工业主 , 因为外来移民是他们的竞争者。城市当局则认为宗教难民到来影响了社会稳

定。由此 , 外国移民与本地人的关系日趋紧张。在这种压力下 , 女王在 1563 年甚至发布了反对

外国人的公告。1566 年至 1572 年当外来难民如潮水般涌进时 , 反对他们的骚乱也频繁出现。⑤

宗教移民大都是身怀技艺 , 英国同行虽然对他们满怀嫉妒和敌意 , 极力限制其竞争 , 但又

想学到他们的技术。他们阻止移民招自己的人做学徒 , 要求移民必须招收一个英国人做学徒。

在一次抗议后 , 伦敦的外国人所接受的英国籍学徒和帮工高达 2336 人。⑥ 1563 年《学徒法》规

定 , 进入某一行业必须先当学徒 7 年。这意味着外来工匠在英国从业前 , 必须先在英国人手下

第二次当学徒 , 这样给了英国人学习外来人技术的机会而不是他教给移民什么。让已有先进技

术和独特工艺的移民再当学徒 , 显然不合情理 , 接受英国人做学徒 , 移民也不情愿。官方出面

调停后 , 颁布法令规定移民不可以雇佣两名以上的外国人 , 也不允许接受自己子女以外的外国

人为学徒 , 作坊里有两名外国人的同时必须有一名以上的英国人。但本国人并不以此为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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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不断。诺里季的英国工匠申诉 , 移民给产品起了些怪异名称 , 使其听上去像是进口货 , 以

促进其销售。① 1571 年 , 诺里季当局编制了一个《秩序手册》, 十分苛刻地限制外来工商业者 :

制造毛纺品时 , 移民被禁止使用桶装油 , 只能用鲸油 ; 外国人面包师不能烤制白面包 , 只能从

英国人面包师那里买白面包 ; 外国人只能雇英国人做佣人 ; 物资短缺时 , 外国人不能去市场买

食品 , 也不能在星期六或假日到小酒馆等场所饮酒。② 伦敦从六个方面控诉和抱怨外来商人。其

一是认为外国人不住到被安排的住所里 , 企图脱离本国人监督。其二 , 认为外国人不按要求在

规定的 6 周内将货物卖掉 , 为了卖出好价钱而拖延时间。其三 , 认为外国人违反不得进行零售

的法令 , 常常将货物进行直销。其四 , 认为外国人在英国所得收入 , 只有 5 %左右留在英国花

费 , 其余全带回母国了 , 大大损害了英国利益。其五 , 外来商人在相互间进行交易活动 , 结成

生意伙伴关系 , 排斥与英国商人的来往。其六 , 外来商人还垄断了奢侈品市场及高档手工品制

造 , 雇佣外国人工匠而不是本地工匠。③ 即使到 17 世纪 , 还陆续有诸如此类的抱怨与申诉。如

1641 年伦敦的穷苦工匠抗议说 , 法国人、瓦隆人和荷兰人的数量与日俱增 , 城内很多行业都集

中在他们手中。在伦敦的档案中 , 甚至还有反对政府实行鼓励移民政策的记载。④

事物的另一面则是对外来移民的容忍度不断增加。16 世纪中期后 , 随着宗教改革进行和宗

教观念变化 , 英国人越来越同情大陆来的宗教难民 , 加上社会上对外来移民作用的认识越来越

客观 , 宽容、接纳甚至鼓励外国移民逐渐成为风气。1570 年 , 科尔切斯特市民写信给枢密院 ,

要求安置更多的难民 , 信中说移民忠厚、善良、有礼貌 , 讲秩序 , 不越轨。英国人对大陆移民

的接纳和容忍 , 许多外国移民大有感受。1573 年 , 一个荷兰制帽工匠写信给妻子 , 称已同英国

人友好地相处。一个年轻移民写信给奶奶 , 说到诺里季两年 , 在那里安静和平地生活着。1593

年下院一次辩论中 , 当有人强烈反对接受难民时 , 对手的争辩更为有力 , 说正是由于接收了外

来移民伦敦才富起来。1590 年代某作者写到 , 桑德维奇享受着因接纳新教难民而带来的经济利

益 , 居民增加了 , 穷人有了生计 , 租金也大幅度提高。地方当局和行业组织也逐渐形成了对移

民的新认识 , 意识到移民迁入会给本地带来利益。如坎特伯雷为向移民征收“织机钱”, ⑤ 积极

帮助他们安顿甚至永久定居。诺里季、科尔切斯特等城市积极向政府申请难民的居住许可。如

1561 年 6 月 , 梅德斯通市长向女王申请 , 要求准许 60 户外国难民落户该市 , 并附上名单注明他

们的一技之长 , 11 月即获得特许状。⑥ 诺里季当局承认 , 移民带来的“新呢布”技术 , 确实给

城市带来了巨大利益。⑦ 以往的传统再次被强调 : 外国移民只要带进了一门新技艺 , 就可免去许

多对他们的限制和减少他们的负担。⑧

外来移民对英国的贡献 , 当时人并非视而不见。17 世纪初的学者约翰 ·斯托曾赞赏 , 德国

移民建立了英国第一个优质白纸工场 , 列日人带来了切割铁条技术。几十年后维奥勒特也说 ,

·551·

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 : 英国崛起的外来因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Robin D. Gwynn , H uguenot Heritage : The History and Cont ribution of the H uguenots in B ritain , pp .

62263.

C. Nicolson , S t rangers to England : I mmi g ration to England 110021952 , p . 40.

Ronald Pollitt , “‘Refuge of the Dist ressed nations’, Perceptions of Aliens in Elizabethan England. "

Margaret J ames , S ocial Problems and Policy during the Puritan Revol ution 164021660 , pp . 1852187.

C. Nicolson , S t rangers to England : I mmi g ration to England 110021952 , p . 37.

V. Morant , “The Settlement of Protestant Refugees in Maidstone during 16 th Century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New Series , vol. 5 , no. 2 (1951) .

C. Nicolson , S t rangers to England : I mmi g ration to England 110021952 , pp . 42243.

E. Baines , History of the Cotton M anuf acture in Great B ritain , London : Frank Cass & Co. Ltd. , 1966 ,

p . 99.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移民给英国“带来了许多手工制造业 , 藉此这个国家同外来商人一起都富起来了 , 在他们居住

的科尔切斯特、诺里季、坎特伯雷和海港城市都见证了这一点”。他还感到一个好的荷兰商人对

英国和英国人“都是有益的”, 应该受到尊敬。① 因此 , 英国上下对外来移民的态度逐渐开明 ,

特别是革命年代比较宽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 对外国人更具吸引力 , 甚至还吸引了北美的英国

移民回流。1652 年 , 新英格兰人约翰 ·克拉克甚至在小册子中鼓动人们迁回英国。他说 : “旧英

格兰已变成了新的英格兰 , 而新英格兰则变成了旧的英格兰。”② 17 世纪后期 , 外来移民分布在

众多经济部门。以伦敦为例 , 依据城市自由人 ③纳税名册估计 , 伦敦从事工商行业的自由人中大

约有 5000 名外国移民 , ④ 外来人口总数当在 3 万以上。1677 年《英国之大幸》这本小册子倡导

把更多的外国人引进来发展英国工业。⑤ 17 世纪和 18 世纪之交 , 英国社会尤其是精英和知识阶

层对外来人的认识更为理性。文学家笛福写下一系列作品 , 为英国人中的仇外排外行为而道歉 ,

并讴歌了跟随威廉三世而来的荷兰人和胡格诺教徒。他极力倡导鼓励移民到英国来 , 坚信英国

必定会因移民的到来而大受其益。他还认为应该让移民入英国籍 , 取得同本土居民一样的权

利。⑥ 外国人眼中的英国印象和英国人形象也在改变。英国土地肥沃 , 物产丰富 , 人民勤劳 , 得

到了许多外国人的赞美。如威尼斯工匠根提利尼说道 : “英国人是聪慧的民族 , 具有伟大的才

智 , 在发明方面特别有悟性。”⑦ 那些移居者无疑是看到了英国的有利条件和英国人的长处。

　　 (三) 外来移民和商人及资本对英国崛起的影响

在 16 —18 世纪英国的崛起时期 , 外来移民和商人对英国经济发展有重大的积极性影响 , 下

面从手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等方面予以考察。

手工业方面。首先 , 外来移民带来了对英国崛起有关键作用的技术和产业。1540 年后英国

兴起的采矿冶炼等“大工业”, 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前奏曲 , ⑧ 而这一兴起与来自德国的工匠、

技术有紧密联系 , 而且吸收了德国的资本和管理方式。16 世纪后期 , 由尼德兰移民和胡格诺难

民带进的“新呢布” (New Drapery) 织造技术 , 使其产品面向大众消费市场 , 因而促进了英国

毛纺业的又一次复兴 , 并加速了乡村毛纺业的普遍发展。由于 16 世纪后期的战乱 , 一些安特卫

普难民于 1585 年最终来到了曼彻斯特 , 为这里带来了棉纺织技术 , 这是后来作为工业革命突破

口的英国棉纺业发展的最初起点。工业革命的某些技术发明也有移民的贡献。早期式样蒸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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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明者巴本 , 滚筒式纺纱机的发明者刘易斯 ·保罗 , 都是外来移民。① 其次 , 移民为英国带来

了许多新工业、新技术 , 使得英国的手工业生产体系日益完备 , 生产领域大为扩展。如尼德兰

移民在伦敦创立了新玻璃制造业、新陶瓷业 ; 在坎特伯雷开创了丝织业 ; 在梅德斯通建立了丝

线业 ; 为诺里季带来了印刷、麻织、琉璃瓦制作 ; 在科尔切斯特开创了造羊皮纸业和制针业 ;

将纽波特等地变成了花边制作中心 , 还建立了花边技术学校。② 胡格诺移民涉足更广 , 他们是染

匠、缫丝工、丝织工、中间商、缎子服装师、设计师等 , 进入了丝织业的几乎每一分支部门 :

正编、刺绣、印花布、手帕等。③ 他们建立的北爱尔兰麻纺业 , 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法国麻纺

品更具竞争优势。他们几乎将诺曼底制帽中心科德贝克的整个行业搬到了伦敦。④ 大量胡格诺移

民定居在威斯敏斯特和索霍 , 使伦敦西郊成了时尚展示中心。他们中有裁缝、假发制造商、香

水商、扇子商、毛皮商、理发师、雕刻师、制鞋匠、制靴匠、食品商、饮料商、珠宝商、金银

匠、钟表制造商和枪炮制造商等 , 人人工艺精湛。16 世纪和 17 世纪之交 , 仅伦敦就有 63 个法

国金匠。在家具、装饰、制绳、印刷、造纸、新闻、出版、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发展中 , 也有

法国移民的身影。荷兰移民引进的回旋式织机 , 可同时织出 16 条以上丝带。它在 1660 年代被曼

彻斯特采用 ; 至 1750 年 , 该城拥有这样的织机 1500 台。⑤ 1643 年荷兰人凯普勒在伦敦附近建

立了英国第一家印染红色呢绒的染坊 , 这是英国呢绒印染业的开端。⑥ 1667 年佛兰德尔移民鲍

埃尔改进了这项技术。⑦ 荷兰钟也在这时由移民弗朗曼蒂尔引入英国 , 取代了原先流行的法国

钟。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埃尔勒兄弟 1688 年在斯塔福德最先采用盐釉方法制造红色陶瓷 , 并雇佣

了许多荷兰陶工。荷兰工人还被大量雇用在缆索、锚链制造等造船辅助性部门。

农业方面。移民中不乏农业和园艺高手。擅长亚麻种植的佛兰德尔人定居约克郡 , 向当地

人传授了许多耕种技术。他们带动了英国蔬菜和园林业的兴起 , 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开始种植洋

白菜 , 种子就是移民从佛兰德尔阿尔图带来的。他们还传入了啤酒花种植 , 促使英国啤酒酿造

发生巨大变革。⑧ 法国移民也涉足农业领域。如 1680 年代埃塞克斯郡等五六个郡都有进行农业

开发的胡格诺移民团体。⑨ 定居伦敦切尔西的胡格诺园艺工匠使小型园林流行起来 , 并创造了用

于装饰的剪花艺术。荷兰移民对英国农业的贡献最大。治理水患具有丰富经验的荷兰人 , 积极

参与英国东部的排沼工程。荷兰工程师弗缪登受委派负责“大沼泽”等处排沼工程 , 所获得的

耕地有 90000 多英亩 , 他本人也因此受封为爵士。�λυ 荷兰专家克罗本布帮助治理泰晤士河口的坎

维岛 , 范德维尔特帮助排干瓦平沼泽的积水。1628 年一名荷兰商人将 13000 英镑投入英国埃克

斯霍默岛等地的排沼工程 , 1630 年荷兰商人维劳尼顿与 18 个阿姆斯特丹人合作 , 大商人维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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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与 14 个阿姆斯特丹商人合作 , 分别承包了英国多处排沼工程。① 一些荷兰农业家移居英国后 ,

撰写著作介绍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营方法。通过荷兰移民亲身实践而传播到英国的农业技术包

括 : 谷物与豆类等作物轮作的新轮作制 ; 新饲料和草料作物的引进 ; 圈养牲畜方法 ; 引进荷兰

的轻便二轮犁 , 并继续由荷兰人改进为更轻便的单翼犁 ; 引进荷兰式谷仓。② 可以说 , 17 世纪

和 18 世纪英国农业革命 , 荷兰移民是直接参加者和推动者。

商业方面。虽然意大利商人和汉萨商人 16 世纪先后退出了英国出口贸易 , 但外国商人在英

国进口贸易中仍然占有较大份额。伊丽莎白时期在大臣伯格利主持下 , 曾对外国商品进入英国

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 最后报告中列出了将外国商品输入到英国的最大的进口商人名单 , 没有一

个是英国人。最大外国进口商人共 10 人 , 分为三组 : 意大利商人、尼德兰商人 , “高地多切人”

( High Doches , 应为德国人) 。他们进口商品的规模相当大。如维鲁特利曾在 4 年中每年进口商

品总值达 30000 英镑 ; 两名“高地多切人”法尔金和布朗分别为每年 10000 英镑和 5000 英镑 ;

尼德兰商人圣丁也与此不相上下。③ 而 17 世纪和 18 世纪之交外国人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

性 , 被认为相当于 1550 —1650 年间英国工业发展中的外国人。经济史家阿什顿说 :“在 810 个亲

吻过国王乔治三世的商人中 , 至少有 250 人肯定是外国出身。这正是英国人的一个功绩 : 他们

打开了大门欢迎来自各国的资本和企业。”④

17 世纪和 18 世纪英国对外来资本的需求更甚于它对外国商人的依赖。1688 年格里高利 ·

金的统计中 , 显示当时英国的外债 70 万英镑左右。随着“光荣革命”使英国与荷兰联系的加

强 , 外国资本流入英国更为增多。1737 年 , 荷兰资金在英国公共债务中占 1000 万英镑 , 为英国

国债的 1/ 4 多 , 1762 年 3000 万英镑 , 1774 年 4660 英镑 ; 此外还有更多的对私人公司或企业的

投资 , 如 1770 年 ,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荷兰资本达到 1000 万英镑。⑤ 18 世纪中期 , 英格兰银行、

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资产总额中 , 荷兰人投资占了 1513 %。⑥ 布罗代尔估计 , 1782 年荷兰

资本向英国贷款 218 亿弗罗林 , 占其向外国贷款总额 (3135 亿弗罗林) 的 8316 % , 占荷兰金融

资产总额 (10 亿弗罗林) 的 28 %。⑦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 , 其所需资本的大约 1/ 3 是由

外国人提供的。表 3 即是学界对 18 世纪外国资本流入英国以及英国所欠外债余额的几种估计。⑧

尽管这些估计差异很大 , 学界对此还有许多争论 , ⑨ 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 那就是英国工业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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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初期的资金准备中 , 来自国外的资本不应忽视。

表 3 　对 18 世纪英国吸纳外国资本及外债余额的几种估计 (单位 : 万英镑)

年 　代
外国资本流入
额 (年均)

研究者对外债余额 (各个年代末) 的几种估计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第六种 第七种

1710 200 0 - 70 - 200 200 200 200

1711 —1720 27 270 170 65 - 130 410 450 490

1721 —1730 126 1733 1283 1126 833 1521 1658 1812

1731 —1740 156 3291 2638 2410 1986 2602 3099 3677

1741 —1750 - 14 3157 2211 1879 1264 1507 2724 4269

1751 —1760 - 68 2481 1109 629 - 263 - 287 1717 4734

1761 —1770 172 4200 2210 1514 221 257 3006 8176

1771 —1780 335 7545 4661 3651 1776 1764 5664 14537

1781 —1790 280 10340 6734 5472 3129 3025 8838 24167

概括全文 , 可从两大方面来认识外来移民和商人对英国的贡献。一是从经济社会整体进程

看。当 11 —15 世纪英国尚处于经济落后阶段时 , 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及其财富的进入 , 弥补了

英国经济总量弱小所带来的不足和困难 , 确保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水平 , 也有利于将这个落后

的岛国与国际市场相连接 , 并带动英国工商业进步及国内市场的逐渐活跃。当 16 世纪后英国开

始崛起、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欧洲前列的时候 , 大量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的迁入 , 新式工业技术

引进 , 资本财富涌入 , 增强了英国社会前进的推动力 , 英国由此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 ; 大陆移

民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生活艺术 , 有利于英国的社会进步和生活品位提升。二可从各经济

部门的发展和变革来看。生产上 , 外来移民带来了许多手工业和农业基本技术 , 也不断带进各

种新发明、新技术 , 使英国在横向上不断增加新的生产层面 , 扩展生产领域 , 纵向上不断提高

生产水平 , 推动生产技术革命。财政金融上 , 外来商人长期向困难中的英国政府贷款 , 使英国

王室财政得以正常运转 , 有利于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 ; 在英国崛起时期 , 外国资本的投入促进

了近代英国金融体系的建立 , 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定资金准备。在商业贸易上 , 中世纪意大

利商人和汉萨商人等从英国出口羊毛 , 客观上为英国羊毛开拓了市场 , 将英国的丰富资源转化

为财富 , 有利于积累发展资本 ; 他们把呢绒带到英国商人难以到达的地中海及波罗的海地区 ,

拓展了英国产品的国际市场 , 有利于推动英国毛纺业发展。当 16 世纪后英国人口增长、需求旺

盛的时候 , 外国商人向英国输出商品的活动 , 有助于满足英国人口的基本需要。当然 , 外来移

民和商人之所以能进入岛内并起着重大作用 , 亦在于英国自身在经济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逐渐生

成了容受、欢迎乃至刺激外来者进入的良性机制。由此还可推论 , 在前工业时代的西欧 , 国与

国之间已非截然壁垒 , 彼此渗透和相互影响造成西欧颇似一个“准”一体化的大经济圈。经济

和技术处于相对高位的大陆 , 其先进要素易于向相对低位的英国流动 , 英国成了圈中受益最多

的国家。各种内外因素在这里发挥聚集效应 , 促成了它的率先崛起。

〔作者刘景华 ,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 　300387〕

(责任编辑 : 姚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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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ppeared in numerous Chinese t ranslations. However , when it s supporters

came to realize t hat the t heory indicated a foreign origin for t he Chinese , and t herefore clashed

with the political goals of t he anti2Manchu revolution , t hey t urned against it . An analysis of 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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