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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曾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

史学界对此又有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的划分，而这

个分期是由一则重大事件决定的。1783年9月，当

时不可一世的英国由于军事上的溃败以及北美殖

民地人民顽强的斗争，与从自己的殖民地成长起来

的新兴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签订了《巴黎和约》，

正式承认了美国的独立。这块英帝国最重要的殖

民地使得帝国昔日的光辉黯然失色，该事件也标志

性地成为第一英帝国与第二英帝国的分水岭，深刻

地影响了整个英帝国的发展轨迹。

一 潜伏着危机的帝国旧体制及第一英帝国
的崩溃

美国独立并非偶然事件，它是第一英帝国在殖

民地统治机制上种种不合理政策发展的必然结

果。事实上，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脱离帝国的前夕

已蕴藏着种种危机。

首先，英国对如何管理殖民地并没有一个明确

的思想，[1]p3除佐治亚外，北美十三州其余的殖民地

都是在1688年以前建立的，而这一时期英帝国正被

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搞得四分五裂。距离

遥远、漠不关心和英国最高权力归属未定的局面等

因素凑在一起，使英国迟迟未能制定一套前后一

致、有连贯性的殖民政策。

其次，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十分混乱，没有一

个专门的机构来全权负责殖民地事务，帝国对殖民

地的控制是靠许多个不同的部门来行使的。在这

种多重管理体制之下，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显得十

分随意，极不协调，各个部门之间也互不通气。例

如，负责殖民地事务的贸易局只是一个咨询机构，

其性质类似一个全国性的商会。其主要工作是接

受各殖民地总督的所有来信和殖民地议会事务，并

将有关法律送到相应的部门。涉及有关财政部和

海军部的事务，贸易局不能命令它们采取行动，而

只能请求采取行动。[2]p213而海军部和陆军部虽说负

责殖民地的防务，却很少与贸易局相互磋商，甚至

即便是在伦敦的英国大主教也想在殖民地插上一

脚。总的来说，各部门在殖民地事务上都不愿与其

他部门采取共同行动。

而从更深层次看，第一帝国时期潜伏着的危

机，更与其不合理的殖民旧体制密切相关。

第一，旧的殖民理论体系无法解决英国与殖民

地的矛盾。第一英帝国是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

形成的。按照该理论，殖民地的作用在于为母国生

产原材料，消费母国的工业品。为此，长期以来，英

国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殖民

地的政策与法令，以保护其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控

制，限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

殖民地人民的不满。随着殖民地自身经济的发展

和综合力量的壮大，其同宗主国英国在政治、经济

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他们强烈要求英国放

松对殖民地经济上的限制。而重商主义者为了获

取更多的利润，则需要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双方

的矛盾已难以消除，重商主义殖民理论已无法解决

帝国出现的巨大矛盾。

第二，殖民地巨额的防卫费用也是重商主义殖

民地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七年战争”结束后，英

国在美洲殖民地巨额的防卫和管理费用成了困扰

英国统治者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按照重商主义殖

民理论的观点，殖民地应支付其防卫费用，通过商

业调控，殖民地应对母国有所贡献，占有殖民地应

获益而不应担负债务。在他们看来，美洲殖民地在

和平时期应该分担防卫印第安人的费用。[3]p58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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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是，英国在北美的开支持续飙升，

收益却十分有限。为此，英国政府从1764年开始连

续颁布了《食堂条例》、《印花税法》等法律。据估

计，这些条例如果不遭受殖民地人民的反对而能切

实地执行，所征收的税款可达10.5万英镑到14.5万

英镑之多，几乎够供给英国在北美殖民地驻军一半

的费用。[4]p187但是，这些法令与殖民地人民既有的

传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英国想通过执行重商主

义的一系列法令，限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以便减

轻英国在殖民地的负担，而美洲殖民地人民则想保

住已有的自由，摆脱英国对他们的经济束缚。在这

种情况下，英国要么放任殖民地自由发展和进行走

私，并继续承担巨额的殖民地防卫费用，这显然不

符合它的利益，也与重商主义殖民理论完全相悖，

因为重商主义理论要求从殖民地取得贸易的好处；

要么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对殖民地进行征税，减

轻英国在殖民地的负担，然而这又遭到美洲殖民地

的强烈反对。旧的理论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捉襟见

肘，陷入困境。

最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也使旧的殖民体制无

以为继。18世纪中叶，美利坚民族开始逐渐形成，

在反对英国的斗争中，北美殖民地走向了联合。《印

花税法》通过不久，马萨诸塞便邀请各殖民地派代

表举行会议，来考虑《印花税法》的威胁，[5]191由于美

洲殖民地的居民大都是英国移民或英国人的后裔，

他们把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完全继承过来。同时由

于美洲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自治倾向，所

以他们对于英国的高压政策反抗尤为强烈。当

1764年《食糖条例》颁布后，马萨诸塞群众运动的组

织者与宣传家塞缪尔·亚当斯对此坚决反对，他认

为英国议会中并无殖民地的代表，任意征税，实系

违反了英王特许状中允许马萨诸塞议会征税的原

则。[4]p188“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迅速在殖民地传

开，并且成了殖民地人民强大的思想武器。

由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他们无法再接受英国

议会所颁布的法令，重商主义殖民政策已经成为殖

民地发展的巨大障碍，无法应对殖民地出现的新情

况。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却不明智的颁布了一系列

的法令，试图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并且采取了高

压政策，使殖民地人民感到他们未被当做是英国的

子民，从而导致认同感的消失，离心倾向日益明

显。北美殖民地人民也由“争取美利坚所理解的自

由，期望使英帝国恢复到以前那种美满状态”，[5]p210

转化为争取民族独立，最终导致第一英帝国的瓦

解。

由此可见，英帝国的殖民地旧体制危机四伏，

不仅在指导理论上不合时宜，而且实践操作中也每

每是事与愿违。美国的独立便是上述矛盾激化的

产物和集中体现。

北美十三州的分离“是18、19世纪中英国权势

扩张大潮流的一股逆流”[6]p136，对英帝国是一个极为

沉重的打击。失去北美殖民地的英帝国，与当年曾

经煊赫一时的西班牙帝国与荷兰帝国的情形颇为

类似，极有可能步这两个国家的后尘，沦为二流国

家。帝国国王乔治三世认为英国绝不会从这一次

失败中恢复元气，其本人甚至想到了退位。而其他

殖民国家对英国的窘境十分庆幸，它们认为，一旦

英帝国瓦解，自己就可以在以前被禁止的北美殖民

地进行商业活动，从而减少英国的出口，挤压其生

存空间，最终导致英国崩溃。

美国的独立直接摧毁了第一英帝国。解体后

的英帝国变得支离破碎：在北美大陆，英国仅剩下

了魁北克、新斯科舍、纽芬兰等殖民地；在印度，英

国保留着孟美、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三个殖民据

点。而在这些殖民地中，魁北克和新斯科舍地广人

稀，一片荒芜，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在印度，英国人

则陷于印度人的汪洋大海之中。风雨飘摇的帝国

似乎已摇摇欲坠，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 新的统治机制的建立及促使其产生的因
素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在人们预料之外的。第一

英帝国崩塌后，英国并没有江河日下、一蹶不振。

政府从美国革命中吸取教训，及时调整了殖民政

策，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政策，苦心经营，使印度、

魁北克这两个原有殖民地得以巩固和扩大，而且不

断向全球的各个地域和角落扩张。这样，帝国不仅

扭转了颓势，而且运用新的殖民统治机制建立起了

第二英帝国。

新调整后的殖民统治机制主要包括：将第一帝

国时期名称各异、管理混乱的殖民地置于国家的掌

控之下；将原先的多元制管理调整为一元制管理；

摒弃重商主义殖民理论，转而鼓励自由贸易；对殖

民地的经济控制渐趋松弛，直至放弃对殖民地的贸

易垄断；改变过去对殖民地只侧重经济的做法，加

强了在政治上的控制；开始关心土著殖民地人民的

疾苦，承担起对殖民地的道德上的义务；从法律上

制约殖民地官员收受贿赂、敲诈勒索的腐败行为；

由拓殖夺取殖民地和贸易垄断转化为占领战略基

地、促进帝国贸易发展，向自由主义殖民帝国过渡。

帝国对殖民地统治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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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重大转变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

面的因素促成的。

第一，美国独立的经验教训。

如上所述，整个第二帝国的重建就是从美国独

立这则事件开启的。因此，美国独立就成为促使帝

国调整殖民政策的首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国独立之前，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统治主要

侧重于经济方面，政治家大多将视野限定在商业路

线上，而对政治的控制十分松弛，殖民地享有极大

的自由，这对导致独立埋下了隐患。美国独立后，

英国政府对其殖民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他

们看来，美国独立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给了美国太

多的自由。“我们曾经让旧的殖民地按照自己的愿

望去发展，结果却失去了它们。”[7]p22所以，美国独立

之后，英国对殖民地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抑制

殖民地的自由。殖民地在政治形式上对母国缺少

依赖是英国在旧殖民地失败的根源，“我们给了他

们政治自由，这些自由必然包括主权，其结果便是

独立。”因而英国应该“在（殖民地）政府行政部门最

大限度地存在影响。”[7]p23

基于上述思想，英国政府在美国独立之后调整

了新的殖民政策。

美国革命之后，英国逐渐抛弃了旧的重商主义

的殖民政策。他们认为，为防止民主思想的泛滥和

激进主义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对殖民地的

统治，限制殖民地议会的权力。如果给与殖民地太

多的民主，就必然会引起革命。这种思想成为了美

国独立之后英国政府调整其殖民政策的出发点。

第二，工业革命的发展。

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迅速发

展，工业革命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英

国迫切地需要将产品出口到别的国家和殖民地，英

帝国的政策目标也由开拓殖民地、垄断殖民地的贸

易转移到扩大在全世界的贸易。控制战略基地以

此来保卫帝国贸易。而同时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壮大以及英国在海

上的绝对优势的地位的确立，使得这个目标的实现

有了保证。帝国的根基由重商主义开始向自由贸

易转变。

工业革命的持续进行，又促使英国去寻找更多

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使得英国人认识

到，不再需要对殖民地的贸易进行垄断，也不必对

殖民地的原料进行保护，相反，为了使英国的工业

品进入别国的殖民地市场，英国需要别的国家也实

行自由贸易。于是，提出了“贸易优先于统治”的原

则，这个原则构成了第二英帝国赖以安身立命的原

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功，控制了一个地域广阔、人口稠密

的大国，并且在对待其他殖民地的关系上也获益颇

多。

第三，人道主义运动的影响。

18世纪下叶，英国在经济上飞速发展的同时，

在宗教文化领域，兴起了福音教育派以及随之而来

的人道主义运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

公众道德标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人们对待

帝国的责任心也发生了变化。如何对待附属国人

民的问题，在国内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种观

念的变化影响了帝国政策的制定。

第一英帝国本质上是商业帝国，它主要关心的

是商业利润，而很少为殖民地人民考虑，对于奴隶

和奴隶制，也很少同情。[8]p146人道主义运动则认为：

所有的人必须对那些不幸的兄弟同情，理解，不论

他们的人种，肤色如何。由于这种观念的变化，在

英国人们开始考虑帝国的责任问题，一种新的帝国

道德感在国内产生。他们认为帝国应该对它所统

治的人民负责，为殖民地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使大不

列颠道德上的责任。[8]p147而这种新的帝国道德感的

产生，既是英国调整其帝国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是第二英帝国与第一英帝国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三 新机制在印度的实践及第二帝国的发展
壮大

如果说上面论述的新机制的建立还只是停留

在理论层面上，它的实际操作价值还有待考证，那

么，英国对印度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和管理，就成了

检验这种新机制功效的理想试验地。历史的发展

业已证明，刚刚站立起来的第二英帝国运用新的殖

民统治机制，在这块殖民地的治理上是比较成功

的。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英帝国发展史上具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了第二英帝国初建时帝国发

展的方向。

北美十三州的分离，使得英帝国的中心转移到

了印度，这样“把印度作为对可能丢失的美洲殖民

地的补偿，使得印度在人民感情中的地位日益增

强。”[9]p112第一英帝国瓦解之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

就成了首要议题，英国政府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

法。东印度公司的敲诈勒索行为引起了人们广泛

的不满，唤起了人们的责任感，人道主义者及民族

主义者联合起来，要求采取果断补救措施。[9]p113在

这种形势下，英国议会相继颁布了几项法令，通过

此种途径来加强和改善帝国对印度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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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英国议会颁布了《调整法案》，这是英

国议会插手印度事务的第一步行动。而在此以前，

公司董事会对有关统治印度的决策是不过问的。

《调整法案》标志着英国首次将东印度公司置

于议会控制之下，将印度殖民地事务由公司行为转

变为政府行为。法案所规定的设立孟加拉最高法

院，其目的是为了取代腐败而又效率低下的加尔各

答法庭，是为了强制执行法案，防止东印度公司职

员滥用法律，给土著居民提供有效的保护。[9]p65它标

志着英国议会对印度人民首次给予了关注。

但是，《调整法案》只是使英国政府限制了东印

度公司，并未能控制公司。它也没有使公司董事会

有效地控制公司职员，职员的种种腐败行为并没有

消除，这要等到后来《印度法案》的出台，才解决了

这个重大缺陷。

《印度法案》是第一英帝国瓦解后英国政府为

拯救帝国所采取的重大行动。它结束了《调整法

案》试验带来的灾难，将公司的政治行动置于英国

政府政策指导之下，制止了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腐败

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印度法案》的核心思想是实现国家对印度事

务的控制。所谓国家控制印度事务，实际上就是用

英国式的法律来限制东印度公司的不法行为和根

除公司职员的腐败现象，制止不必要的战争，改善

人民的处境，改变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形象，以

保证英国获得更多的利润，使其在印度的统治更加

稳固和持久。尽管这种政策的出发点仍是为了英

国的殖民统治服务，但它毕竟在客观上有利于改善

印度人民的悲惨处境，是一种崭新的殖民政策。这

种殖民政策有助于运用英国政府的力量，惩治东印

度公司职员的种种腐败行为，从而巩固英国在印度

的殖民统治，与旧的重商主义殖民政策是一个明显

的进步。

英国政府对印度事务的真正控制正是通过

1784年《印度法案》来实现的。它是继1773年《调整

法案》后，英国政府采取的第二个行动。这样，通过

1773年《调整法案》和1784年《印度法案》及以后的

补充法案，英国形成了对印度事务双重权力中心统

治机制，议会监督局规定政策方针，东印度公司董

事会负责日常管理和任命官员，第一个中心高于第

二个中心，但只能通过第二个中心起领导作用，这

就是东印度公司和英国议会的共同管理机制。从

此以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一切行为都在英国议

会的控制之下，改变了旧的殖民统治体制下东印度

公司为所欲为的局面。而且该法案禁止东印度公

司主动挑起战争，规定严惩公司职员的腐败行为，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制度上根除暴政，它试图给印度

人民一个“好”的政府，英国也打起了关心“印度人

民利益”的旗号，这是旧的殖民统治体制之下所没

有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来临，开创了英帝国发展

的新纪元。

新机制的全部内容在印度殖民地的实践虽然

只是得到了部分的体现，但它旺盛的生命力已经露

出了端倪。由此，我们也可以对第二英帝国新机制

的功效窥一斑而见全貌。

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新的帝国统治机制已经

基本形成，从第一英帝国到第二英帝国的转变也基

本完成。英国针对各个殖民地的不同情况，实行了

迥异的统治方案。对英属北美诸殖民地及其在西

印度旧的殖民地，英国在那里实行的是代议制政

府，由殖民地自己管理自己，英国通过加强总督的

权力，缩小殖民地议会的权力，实现英国政府对殖

民地的控制。在这类殖民地中，非英裔居民的法

律、宗教、语言、文化，均得以保留。而对于印度等

土著殖民地，如上所述，英国则承担起对殖民地的

义务，为殖民地建立起了良好的政府，用人道主义

作为其指导思想，惩治腐败、根除暴政、关心殖民地

人民的利益，兴办教育，修筑铁路，促进了殖民地经

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巩固了英国在这些殖民地

的统治。也正因为在第一帝国解体之后英国政府

采取了新的殖民政策，用新的帝国理论作为其指导

思想，第二英帝国才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

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更加巩固。

新机制在第二英帝国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身还

在不断地演进和发展，由此衍生出一些理念在处理

殖民地尤其是新殖民地问题上更加进退有度，灵活

自如。殖民地的用途更加多样性，不再仅仅局限于

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方面，比如澳大利亚的拓殖只

是为了安置流放犯。帝国也不再像先前那样患得

患失，能够容忍一些殖民地的丧失。第二英帝国在

对殖民地问题上的驾驭能力已显得自信从容、游刃

有余。

在加强和改善已有殖民地统治的同时，新生的

第二英帝国在殖民扩张道路上也继续向前推进，帝

国的版图大幅度扩大。在亚洲，英国是最大的欧洲

势力；在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收入囊中；在

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拉丁美洲，英国人的统治

区域也在持续膨胀。世界各大洲都能看到英国殖

民者的身影，越来越多的非欧人群被纳入到了英国

人统治的范围。第二英帝国取得了比第一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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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辉煌的成就。

1783年北美十三州的丧失曾使英帝国遭受重

创，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困境。然而，“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谁能料想到这一事件竟成为帝国发展壮

大的契机？英国政府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教训，剔

除了先前许多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并又建立起更为

灵活、有效的行政机制，使得帝国在短短的时间内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从而完成了第一英帝国向第

二英帝国转变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经历了阵痛，

且是以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丧失为前提的。新生的

第二英帝国生机勃发，在殖民管理和殖民扩张上齐

头并进，一路高歌，缔造了一个地域更为广阔、管理

更为有效、内涵更加丰富、统治更加持久的大帝国，

基本上确立了以后“日不落帝国”的雏形。而追本

溯源，英国政府关于殖民地统治理论的调整是这一

奇迹发生的关键所在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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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arkness to Brightness

——An Analysis of the Collaps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British
Empire after American Independence

GUO Wei-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Jiangsu 215009）

Abstract: American independence is the very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is milestone，British Empire’s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This essay elaborates on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and the reason of its collapsing. It also probes into
the internal motivation，adopted governing policy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which was
based on the collapse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Among them，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historic opportunity
which facilitated British government’s reflection and total transformation on old colonial theory.

Key words: American Independence；Colonies；The First British Empire；Old Systems；The Second Bri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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