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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本文的 /近代化 0,大致相当于 /早期现代化 0概念涵盖的范围。对土耳其而言,真正的现代化始于 1923年共和国建立和凯末尔改

革,但此前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已有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尝试。

#专题研究 #

土耳其的近代化:一般道路与特殊问题

王三义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奥斯曼帝国上层人物推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揭开了土耳其近代化的序幕, 土耳其开始了从
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也是近代其他落后国家曾面临的共同选择,所走的一般道路,并

无特殊之处。然而, 从奥斯曼帝国瓦解到土耳其新生, 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完全不同。

影响土耳其近代化的主要因素包括:生产关系变革的自身条件不足, 自强改革运动走了弯路, 社会经济转型的

阻力大于动力; 在世界体系中的 /半边缘化0地位的制约。奥斯曼土耳其特殊的地缘环境、特殊的政治宗教因

素, 以及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后果, 决定了土耳其社会发展的步伐和走势。

关键词: 土耳其;近代化; 一般道路;特殊问题

拥有古老文明的封建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传统社会秩序被打乱, 被迫从学习西方先进技

术开始,不同程度地迈出 /西化0的步伐,这是亚非近代史的一条主线。以奥斯曼土耳其为例, 基本上能

反映东方近代社会变革和近代化
¹
道路的一般特征。不过,奥斯曼帝国特殊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它在近

代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与东方其他国家不同。奥斯曼帝国有数百年统治近东的历史,也有过挑战欧

洲的历史,最后承受的是遭欧洲欺凌的历史。奥斯曼帝国是疆域辽阔的穆斯林帝国, 宗教和文化因素与

众不同。虽然面对列强胁迫,险遭瓜分,但奥斯曼帝国始终保持主权的完整和独立, 并没有完全沦为殖

民地,仅仅是部分行省或属地 (如埃及 )被列强占领。直到 1914年奥斯曼帝国卷入世界大战, 本土和属

地被英、法、希腊等国军队侵占,阿拉伯行省在战后变成了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对土耳其民族而

言,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通过凯末尔领导的革命,摆脱了旧帝国政教合一的统治, 也驱逐了西方列强的

势力, 由此获得了新生,并进行了彻底的世俗化改革,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现代国家。

一、旧帝国的 /自身衰败 0与 /半边缘化 0

正当西方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殖民活动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军事优势丧失后开始逐步走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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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从 16世纪后期到 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社会结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均没有

大的改变,庞大的帝国肌体已衰弱不堪, 但还在一厢情愿地幻想用武力重铸昔日的辉煌。当时政治腐

败,宫廷政变不断发生,帝国的行政管理机构瘫痪, 政局不稳定;军事采邑制不能延续,生产力遭到严重

破坏;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 素丹不断增加税收项目, 提高税收数额, 下层民众不堪重负。同时,教派纷争,

民族矛盾激烈,帝国已危机四伏。

从经济方面看, 首先是原来的土地所有制发生转变。有些采邑成了私有财产, 有些变成了 /瓦克

夫 0 (寺院财产 )。同时,包税人和地方官吏设法大量兼并田产,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由于重税,或由

于战乱,也导致土地荒芜。土地分配制出现较为混乱的状态。¹ 其次是国家财政窘迫。对外征服本是

奥斯曼帝国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但 1699年之后自己成了被征服的对象,不仅不能掠夺财富,而且要维

持庞大军队的军费开支。其三, 17- 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官僚机构与社会生产脱节, 官吏对生产者的

控制有所削弱。农业方面,由于包税制的推广,统治阶层和农民之间的联系不再紧密;包税商任意勒索

农民, 农民不能得到政权保护。在城镇手工业方面,自 17世纪起, 政府不能为手工业者提供资金保障,

对手工业部门的控制也越来越力不从心。由于农村经济衰退而导致大批农民纷纷涌入城市谋生,例如

在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在保证对居民的粮食充足供应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城市人口剧增, 治安混乱, 生

活必需品供应紧张。º 更为严重的是, 当政府对生产和税收的控制越来越弱时, 行省首脑和地方实权人

物却有了扩展自己势力、施加自己影响的广阔空间。» 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农村地区缩小了,地主或部落

首领控制的区域则扩大了,奥斯曼政府征税的税源减少,国家税收收入随之减少。其四,农业收成不稳

定,农民生活艰难;传统手工艺没落使得匠人们无以谋生;商业受到冲击以及主动权被外国人控制,国内

商贩收入减少,生活贫困化。

从政治方面看,奥斯曼帝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除了伊斯坦布尔及附近地区外,许

多行省脱离中央的实际控制,无论是行省总督还是统治行省的军事集团,他们有独立的财政权力,在有

些行省,总督职位以世袭方式继承。在帝国的边远地区,一些当地部族首领向素丹的权力发出挑战。统

治西亚、北非和巴尔干达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到 18世纪末期已经呈现出全面的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和

低效。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将这种 /症状0称之为 /自身衰败 0。¼

在奥斯曼土耳其 /自身衰败 0的同时, 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威胁增大。新航路开辟和商路转移, 对奥

斯曼帝国的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欧洲的崛起及强国对海权的控制, 对奥斯曼帝国形成包围, 尤其是沙

俄对奥斯曼帝国造成直接的政治军事威胁。英、法等国的经济渗透和商品冲击, 使奥斯曼帝国的海外市

场缩小,出口锐减,经济发展受阻。西方殖民地生产的廉价产品充斥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市场, 甚至连原

来从近东出口到西方世界的许多产品,也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生产,再由西方的商人卖到这里来。由于

东地中海贸易的主动权被西欧人控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贸易权利逐步削弱。例如, 俄国人先取得了商

业特权,绕过土耳其首都直接进行民间贸易,其他列强也得到同样的权力,控制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商业

市场。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还受到战争的威胁,不得不增加军费, 无疑加大了财政负担。与历史上的

外族入侵不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使奥斯曼帝国行省和属地先后被并入世界范围的商业和金融体系

中,这一过程是通过机械运输、人口迁徙、资金流动和国际贸易的急剧扩张实现的,奥斯曼帝国处于现代

化理论家所说的 /边缘化0或 /半边缘化0地位。奥斯曼帝国面临的现实是:在西方的竞争下本地产业衰
退;帝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受国际贸易协定和条约的限制;举借外债、财政破产,欧洲人通过公债管理机构

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税收,事实上促使帝国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而保留了表面上的主权独立,以至于一

些西方学者指出,从 19世纪开始奥斯曼经历的是从衰落走向崩溃的过程,称作 /现代化 0过程是值得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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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¹ 从奥斯曼土耳其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看确实如此。不过, 土耳其的近代化就是在这种艰难的

处境中开始了。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出现 /自身衰败 0的过程, 是整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经历 /半边缘

化 0的过程, 也是土耳其的近代化阶段。

二、世纪性改革实践与土耳其近代化历程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早于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 且改革持续时间较长, 从 1792年塞里姆三世军事改

革,马哈茂德二世改革 ( 1809- 1839) , /坦齐马特0时期 ( 1839- 1876)的改革,到哈米德二世时期 ( 1876

- 1909)的变革,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 ( 1909- 1918)的变革,整整一个世纪都处于 /变革中0。尽管

许多改革没有取得明显或持久的效果,但并非徒劳无功。这里按照时间顺序, 把近代化进程中的大事,

尤其是一些开创性的改革措施,做概括梳理。

第一阶段:塞利姆三世旨在建立西式军队的改革。

措施包括: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按照欧洲方式训练军队,建立新式正规化军团, 学习和采用新

的战术等。为此,建立了几所陆军和海军学校, 聘请法国军官做教练和顾问, 在军校开设炮术、防御工

事、海战等内容的课程。同时改建炮兵工厂、枪械厂等, 试制新式武器。塞利姆三世下令扩充新式军团,

在帝国实行普遍征兵以代替直到那时还沿用的募兵制。新式兵团的士兵全部采用欧洲新式的来福枪,

并完全按照欧洲战术科目进行训练, 他们穿欧式军服,全体官兵一律实行薪给制。

第二阶段:马哈茂德二世的全面改革。

政治领域:将原有的帝国行政机构改换成西欧模式的政府部门, 设立了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农

业部、外贸部、公共工程委员会,各部分别设立内务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等职位, 这是奥斯曼帝国历

史上的开创之举。马哈茂德时期剥夺了那些军队独立、财政和司法独立的贝伊和帕夏的权力,同时削弱

宗教权力,加强对行省的控制, 重申素丹对全国的统治, 并促使奥斯曼帝国首次朝着建立现代统一国家

目标前进。

经济领域:马哈茂德二世完善了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 1831年废除了采邑制, 宣布不再给政府官员

分封采邑或授免税田。同年开展了全国人口普查 (埃及和阿拉伯半岛没有实行 )和土地丈量工作,对财

产进行登记,派专人负责征收直接税。通过增收关税、向瓦克夫征税等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这次改革

触及了传统的瓦克夫制度。同时,鼓励发展商业和外贸,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播下了种子。马哈茂德二世

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废除封建制度,没收封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随着封建主阶级的削弱和完全依赖国

库的放债人数量的减少,重振帝国的道路上的深层障碍被拆除。º

军事领域:主要措施是在军队中实行文官管理制度,使 /塞拉克斯 0只有军事指挥权, 防止军队为将

领所控制,发生军事政变。

教育方面: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设立各类学校,开展西方式教育。马哈茂德二世不顾各方反对,毅然

效仿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向欧洲派出大批留学生 (其中主要是帝国的青年军官 ), 学习军事、科学技术

和西方思想文化。这些人才回国后成为各部门的中坚力量。为了学习外国语言和科学知识, 提供对外

交流的机会,奥斯曼政府在欧洲各国设立使馆等机构,在国内设立翻译局。由于国内兴办世俗学校受到

宗教势力反对,政府采取变通的方式,在宗教学校开设非宗教课程,如外语、数理、生化等课程。

社会习俗方面:改革措施包括:军队改穿统一的欧洲军服;政府官员一律戴 /费兹帽 0,穿统一的官

服 (欧洲式的马裤、黑皮靴、礼服大衣; 推行欧洲式礼仪等 )。在政府倡导下,欧式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堂

而皇之地出现在市民家中。

第三阶段: /坦齐马特 0时期的改革运动。

最重要的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管理上的中央集权,扩大政府部门职能, 完善地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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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把 /最高司法委员会 0改称 /国家委员会 0,监督政府实行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节制素丹的权力。

省级管理仿照法国的府县制, 在省以下设立区 ( /桑贾克 0 )、县 ( /卡扎 0 )、乡 ( /纳赫伊0 )建制。¹ 每一

级设有 /管理委员会0。改革的最后成果是制定了 1876年宪法,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制。 /坦齐马特0时

期颁布新民法、新刑法;以法国法典为蓝本颁布了商业法;建立民事刑事混合法庭。 1858年颁布了新土

地法, 确认了土地实际占有者的使用权、继承权和自由处置权, 实际上等于确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1861年首次编纂有关采矿的法规。 1869年, 依据法国 1810年的采矿法,制定了一套新规则。后来建立

矿业部 ( 1887年 ) ,随之对采矿税有了明确规范。 /坦齐马特 0时期还有一项重要举措: 1845年,帝国政

府成立单独的警务部门,学习西方国家的模式,把警务和国防严格分开。此后, 帝国警务部门正式承担

治安任务,不再依赖军队。

第四阶段:哈米德二世时期的改革。

素丹哈米德二世的统治以 /专制 0出名,但他并非反对改革和西化。著名史学家伯纳德 #刘易斯认

为,哈米德二世是一个积极推行现代化改革的人,是坦齐马特改革派的真正继承人。º 在哈米德二世时

期,坦齐马特改革的各项措施都得到实现。一方面,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登峰造极, 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

制度; 另一方面,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无论高等学校规模还是在校生总数都有极大的增长。例如 1877年

改组和扩建了米尔基耶学院,增加了现代科学的课程,还扩充了原来的陆军学院、医学院等。

第五阶段:宪政时期 ( 1909- 1918)的改革。

1908年,反对专制、恢复宪法的革命运动取得成效, 哈米德二世被迫同意恢复宪法。帝国议会举行

了选举,各民族代表参加了选举。1909年哈米德二世被赶下台,新素丹穆罕默德五世完全听命于 /统一

与进步委员会0, 奥斯曼帝国进入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统治虽充满暴力、专制

和阴谋,让帝国境内各族人民失望,但 1909- 1918年间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例如,这个时期建立了一整

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进行了土地改革,鼓励地方企业发展; 法律改革 (包括婚姻法的颁布 )

取得进展,社会习俗改革和文化教育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西方社会思潮传播的速度超过以往任

何时期。

关于历次改革的成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首先,改革是逐步深化的。从简单的引进西方

技术, 深入到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从单纯的军队改革, 扩展到司法、管理、税收、社会习俗各个方面。其

次,改革虽然没有使奥斯曼帝国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 有些改革措施出台不久就被废弃了, 但不少局部

的、具体的改革收到成效 (如农业、商业、税收、司法等 )。最为关键的是,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 以西

方模式构建现代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从此开始。当然,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是为国家存亡而改,为解决迫切

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以纯粹发展经济为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财富没有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未能

提高, 全面改革的成功也无从谈起。而且,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运动是从上层开始的, 引入帝国的新的方

法和制度,有些不适应奥斯曼帝国的国情。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 还是不能用突然的方式使它接受

现代工业制度。»

总体上看,通过奥斯曼帝国一个多世纪的改革实践,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准

备了基础,包括世俗化的基础、宪政制度的基础、司法和行政管理的基础、私有制的基础、现代税收制度

的基础、现代工业的基础、现代科技的基础等。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封建制度根深蒂固,专制统治不曾减

弱,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旧制度与 16- 18世纪的旧制度已有极大的差别, 20世纪初的

奥斯曼旧制度只是外壳,新因素在萌发,而且破壳之势不可阻挡。可以说,凯末尔的改革是有根基的,并

非 /凿空 0之举。我们的教科书中,重点评价凯末尔本人和凯末尔主义 /扭转乾坤 0的作用, 很少提及凯

末尔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假如说没有奥斯曼帝国一百多年的西化改革实践,土耳其社会能否接受凯末

尔的世俗化改革都成问题。土耳其近代改革实践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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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耳其近代化的不利因素及特殊问题

土耳其近代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分析近代化各环节的不利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基础薄弱、起点低,甚至不具备生产关系内部变革的条件。

/西化0改革前,奥斯曼帝国经济落后, 农业生产技术停留在中世纪早期的水平,就连水力磨坊、风

力磨坊这些简单的科技发明都没有普及。由于农业地区的灌溉系统不完善,作物品种不丰富,农业投入

少,作物产量低, 农民生活贫困。由于城镇手工业规模小, 基础差, 资金少, 分散经营, 只能满足当地需

求;随着西方工业品进入奥斯曼帝国市场,传统手工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按经济史家的说法: 传统生产

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长期均衡状态, ¹因而没有大的突破和发展。商业方面, 中世纪东地中海的商

业优势到奥斯曼帝国中后期已经丧失,尽管部分地区贸易仍然活跃,但已不能把握转运贸易和远程贸易

的主动权。奥斯曼帝国的商业资本不像西方那样以自治城市为据点独立经营, 而是处在封建官府的控

制之下,承受苛重赋税的盘剥。帝国境内的土地所有者兼营商业, 或者,商人也是大地主, 商人经济实际

上从属于地主经济。这种情况下,原有牢固的经济结构就不易被打破。近代化的启动就是建立在这样

的基础上:奥斯曼帝国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生产关系没有变动,内部变革的条件并不具备。要进

行社会变革,也只能靠仿效和引进西欧模式。

第二,奥斯曼土耳其的自强改革运动走了弯路。

当时自强改革的实践途径是:先引进技术,制造西式武器, 建立西式军队, 其次才扩展到发展工商、

促进贸易。后来,少数政治精英才认识到要改革政治制度,建立法律体系。自强改革运动中兴办了一些

西式工业企业,但以国家垄断的军工企业为主,这类企业的经营方式落后,管理企业的是官僚而不是拥

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技术落后, 生产成本必然高, 其结果往往只有投入而

没有产出,耗费资财而无大的效益。无论奥斯曼政府还是埃及行省创办的工厂, 都和中国晚清洋务运动

时期的做法一样:在没有任何配套的基础设施,没有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条件下匆匆上马, 机

器设备、金属器材、技术指导全依赖国外。这种急功近利的以军工为主的建设, /不可能推动形成具有

一定声势的工业化浪潮0。º 奥斯曼帝国引进产品,但不仔细研究进口的产品, 也不模仿和应用; 不像日

本人那样认真研究进口产品,把工艺应用到生产中。此外,封建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对国家财政问题和

社会财富问题的认识也有局限性。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都用来维持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费用,几

乎没有 /增殖 0国家财富的观念。国家收入的来源单一, 就是税收;财政开支主要用于各类消费, 很少投

入生产和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在奥斯曼社会, 土地被视为唯一财富, 不仅地主阶级努力占有土地, 官

僚、商人、小企业主也把多余的钱用来购置地产,不愿投资于有风险的商业。奥斯曼帝国地域广阔,交通

运输落后,人们生活于几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 ) ) ) 部落、乡村、城市, 因信仰、种族、语言的差异而分为

不同的生存群体或集团。在经济基础和文化观念改变之前, 凭着素丹颁布的法令,要把欧洲的政治制度

搬到这个地方很不现实。» 奥斯曼统治者改革的每个阶段,都遇到不同程度的难题,甚至出现矛盾和冲

突。政策的实行也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改革要考虑平衡各种力量, 正视各派的反应, 还要考虑欧洲人的

态度, ¼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保守势力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反对任何变革; 宗教上层人物害怕经济变革会

触及伊斯兰教的神圣地位,他们往往成为经济变革的阻力。过多的阻碍因素致使改革时进时退。

第三,奥斯曼土耳其社会缺少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必要条件。

西方学者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概括为: 商业发展、远程贸易、市场经济 (世界市场 )、科技运用于

商业和工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条件,如世俗教育、中产阶级力量、政权组织形式等。奥斯曼土耳其只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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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部分条件,无法形成合力。自 18世纪以来直到帝国解体,土耳其社会没有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从

希腊独立到巴尔干诸国的纷纷脱离帝国, 使帝国的欧洲部分丧失。埃及起初闹独立,后来被英国占领,

而北非其他领土也被法国和意大利占领。在西亚, 阿拉伯人的反抗和独立运动, 自瓦哈比派兴起以来从

未间断。日本著名学者依田憙家认为, 日本成功的核心经济因素之一是国内形成了统一的市场。¹ 按

照这个观点,奥斯曼土耳其近代化过程中主要的缺失是没有形成国内统一市场。欧洲和世界经济的冲

击,由商业上的冲击到财政上, 最后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整体冲击,外部因素 (如出口价格、信贷的获取

等 )直接影响着奥斯曼帝国的经济。º 还有,奥斯曼社会的文化教育落后,没有高效率的政府, 也没有指

导本国经济发展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奥斯曼帝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少数民族,如希腊人、亚美尼

亚人、犹太人等, 他们主宰城市主要的经济部门,也控制着农村地区, 但这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不高,

不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应该看到,影响土耳其近代化的还有一些特殊因素 (或曰特殊的问题 ), 即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宗教

因素、被卷入世界大战。

首先,地理位置紧邻欧洲强国,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早就开始冲击奥斯曼帝国经济, 致使本地

手工业被欧洲竞争挤垮,而农业出口是对欧洲需求的回应。欧洲的企业家和欧洲技术进入帝国,促进了

帝国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便利了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外国对奥斯曼帝国经济、政治的

控制比世界其他地区都严重。例如印度只屈服于英国一国的完全控制, 而奥斯曼帝国政治上虽未丧失

独立, 经济上却受到英、法、奥匈、意等多个国家控制, 导致社会发展受限,使土耳其人产生深刻的挫折

感。当然,也要看到另一方面: 在东亚的中国晚清帝国面临被瓜分危险时, 奥斯曼帝国的 /主权和领土
完整0受到英、法的保护。帝国北部强敌俄罗斯不能实现其野心,并非奥斯曼帝国的强大,而是欧洲其

他强国抵制着俄国。尽管英法不希望奥斯曼帝国分裂和崩溃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但客

观上使奥斯曼帝国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局势。

其次,宗教因素对土耳其社会有很大影响。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既是宗教又是法

律、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 伊斯兰教深入社会各个层面。伊斯兰教对经济发展既有积极意义, 也有消极

影响, 有时甚至制约经济的发展。宗教势力曾是推动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动力,但也是土耳其改革和近代

化道路上的阻力。亚非拉国家的近代化, 很少像奥斯曼土耳其一样,受到宗教因素的严重影响。

再次,不管奥斯曼帝国多么衰弱, 如果不是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也许不会那么迅速地瓦解。

奥斯曼政府向协约国宣战后,英国和法国迅速派军队进入中东。奥斯曼帝国战败, 按照条约被彻底肢

解,统治西亚北非和巴尔干长达 600余年的大帝国, 至此完全崩溃。耐人寻味的是, 19世纪英法两国为

了自己的利益曾努力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 但一战后英法两国同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在原来奥斯曼

帝国的版图上任意勾画、分割。奥斯曼帝国瓦解前是列强的争夺目标, 瓦解后也是列强抢占的目标。

结  论

在奥斯曼帝国处于 /自身衰败0和 /半边缘化0的过程中,土耳其统治者开始了旨在挽救危亡的西化

改革。这样一个过程与中国晚清的历史相似。改革的内容和方式起初只引进 /器物文明0,不触及制度

和观念,并认为只要建立现代工业就会变成工业强国, 一旦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就会使国家富强,一旦富

强就会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如果单从受到工业文明挑战才做出反应,并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现象看,

土耳其与日本也是相似的,只是改革的结果完全不同。如从受到西方列强侵略, 最终被列强占领的过程

看,土耳其与印度的命运也类似,只是前者维持了主权而后者沦为殖民地。急功近利的追求, 认识上的

偏差, 过高的期望值, 也是落后国家的近代改革共有的毛病。因此,本文认为土耳其近代化道路并没有

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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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土耳其近代化的不利因素从表面看与东方其他国家也有相似处,如经济基础薄弱、改革走了弯

路、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些必备条件等,但实质上差别是较大的。经济基础薄弱的程度不同,改革

的弯路也有大挫折和小挫折之分;改革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从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算起到凯末尔改革,

土耳其有一百余年的改革实践,而日本、中国晚清的改革则没有如此持久。关键的差异是, 奥斯曼帝国

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奥斯曼土耳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形势。与欧洲强国为邻利弊相间。简单地说, 很

早接触到西欧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观念,这是益处;与欧洲国家交恶,受欧洲大国侵略、控制甚至裹挟, 这

是不利之处。辽阔的国土、优越的战略地位,使奥斯曼帝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但列强之间的争夺,又

使奥斯曼帝国侥幸维持了主权。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教国家,近代化过程中还受宗教问题影响,同一时

期的中国晚清和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最严重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失

误,被德国和奥匈帝国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战争结束之日, 也是奥斯曼帝国被列强肢解之时。

如果不卷入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未必速亡。当然,没有旧帝国的瓦解, 就不可能有土耳其共和国的诞

生,也不会有凯末尔的革命和现代改革。凯末尔革命和世俗改革的前提有两个, 一是旧帝国灭亡,二是

已有一百多年的改革实践。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研究看,凯末尔革命之后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既立

足于早年改革的基础,也承载着中东地区特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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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 fo rm a im ing at enriching the country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defense carried out by e lites

in theO ttoman Emp ire initiated earlymodernizat ion ofTurkey, w her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 l agr icu lture and

an imal husbandry society to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ook p lace. Th is w as the common cho ice and common

w ay that other backw ard countries had undergone. How ever, the problems thatTurkey had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eriod betw een the co llapse o f theO ttoman Empire to the b irth o fmodern Turkey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 f other countries. The factors that in fluenc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are as fo llow s: insufficien t

condition fo r chang ing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unsuccessfu lness in self- improvemen;t a large resistance to

social and econom ic transformat ion and Turkey s' sem i- marg inalization in w orld system. It is the spec ific geo2
strategic position, pecu liar politica l and re lig ious facto rs and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invo lv ingWorldW ar

I that de term ined the soc ial deve lopm ent of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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