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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犯罪史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在英国, 经过近 30年的发展, 犯罪史研究已经产生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整体看来,英国犯罪史学家们对犯罪的考察主要是在英国近代社会转型这一框架下展开的。

因此,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对英国犯罪史学做一番梳理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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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下半叶是西方史学发生重要转折的
时期, 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不断推

陈出新。犯罪史研究正是在这一史学潮流发生转

变的背景下产生的, 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

图对英国犯罪史出现的历史背景、英国犯罪史学

家围绕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与犯罪活动猖獗的关系

所进行的一系列探讨以及犯罪史研究近几年出现

的一些新进展做一番梳理和分析。

英国犯罪史研究的发轫与/ 犯罪0的界定

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自古有之,而

犯罪史学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出现和发展只

不过是最近30年以来的事情。

犯罪史学萌发的一个标志是 1972年英国劳

工史协会召开的一次讨论会。英国史学家在这次

会上讨论了犯罪史的一些相关主题, 3年后将其

最初的研究成果(5阿尔比昂的致命树6和5辉格党
与偷猎者) ) ) 布莱克法案的起源6)付梓面世。前
者是一部论文集,其中道格拉斯#海的5财产、权威
和刑法6一文引起了普遍关注, 他认为近代英国的
法律体系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意识形

态, 由此激发了学者们对英国法律的地位和功用

的热烈讨论。º汤普森则在5辉格党与偷猎者6中
通过对/ 布莱克法案0的个案研究和分析,认为 18

世纪初的辉格党通过制定血腥法案来剥夺农民的

习惯权利和加强自身统治权威»。对早期犯罪史

做出开创性贡献的还有 E. J. 霍布斯鲍姆和乔治#
卢德,他们分别提出了/ 社会性犯罪0 ( social crime)
和/ 群氓0 ( the crowd)两个术语, 为理解和诠释农
村和城市下层民众的/ 犯罪0行为提供分析工具,
成为/ 自下而上0史学研究的典型代表。在早期犯
罪史学家的影响下,许多历史工作者开始投身于

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并结出累累硕果。

对/ 犯罪0这一概念的界定是早期英国犯罪史
学家遇到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犯罪是一个历史

概念,它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¼

在犯罪学中, 犯罪可以简单界定为触犯法律

的行为, 该行为/ 如果被进一步证实会导致法庭或
其它法律执行机关的起诉0 ½。但将这一定义生
硬地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无助于人们对具体历史语

境中犯罪行为的理解。为了更好地区别和理解历

史上的某些犯罪行为, 英国犯罪史研究中广泛地

使用/ 社会性犯罪0这一术语, 它用来指那些在统
治阶层看来是触犯法律的, 而在下层民众中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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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普遍认可的/ 犯罪行为0。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
是霍布斯鲍姆, 他认为社会性犯罪/ 发生于两个相
互抵触的法律体系中,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非官

方的,或者违法行为表现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抵抗

形式, 或者该行为与社会和政治动乱密切相

关。0¾这一概念为人们较为明确地厘定某些犯罪
行为提供了分析工具。于是, 在英国犯罪史研究

中,出现了/ 好的0犯罪和/ 坏的0犯罪之间的区别。
汤普森在5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6一文
中指出,几乎在每一个群体行为中都会发现某种

合法化的观念,人们通过这一观念来捍卫其传统

的权利和习惯,通常会得到群体更为广泛的支持

和认可¿。由于社会性犯罪多指在某一社会群体

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或支持的或代表社会进步的抵

抗活动,如偷猎、暴动、走私和早期工业中的抵抗

运动,它几乎成为/好的0犯罪的代名词。
/ 社会性犯罪0这一概念运用到近代英国犯罪

史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像一个包罗万象的

包裹,把诸多犯罪行为包含其中却又不加区别。

以近代英国典型的社会性犯罪偷猎为例, 道格拉

斯#海在5坎诺克猎区的偷猎和狩猎法6 À中研究
的偷猎行为大都为普通平民迫于生计所为, 明显

地体现出社会性犯罪的特征。而帕特#罗杰斯在
5沃尔瑟姆黑面人与/ 布莱克法案06Á描述的偷猎
者却是一群臭名昭著的破坏团伙, 极具有威胁性

和报复性。可见, 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社会性犯

罪就是/ 好的0, 而非社会性犯罪就是/ 坏的0。
尽管这一术语尚还存在着争议, 它至少表明

对合法性的理解在同一社会的不同阶层中亦存在

着迥然差异。同时, 它也体现着近代英国向资本

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

判断是非的依据主要是传统的道德观念, 而进入

资本主义社会后法律成为界定犯罪的主要依据。

在新制定的法律之下, 人们原来认为合法的习惯

行为有时会变成/ 犯罪0。总之,犯罪是一个相当
模糊和宽泛的概念, 唯有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

境中,它才会变得真实。

近代英国的犯罪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18世纪至 19世纪初, 正是英国社会发生巨

大变动的时期,工业革命的开展推动着英国由传

统的父权制社会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

过渡。许多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社会转型的框架下

来考察英国近代历史上的犯罪及其治理。这样,

对英国犯罪史学家来说,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

是近代早期的犯罪问题与资本主义滋生、扩张到

底是何种关系? 从时间段来看,英国的犯罪史研

究主要集中在 17- 19世纪(特别是 18世纪) , 比

较有分量的著作如 J. A. 夏普的5近代早期英国的
犯罪 1550- 17506、J. M.比蒂的5英国的犯罪与法
庭1660- 18006、弗兰克#麦克里恩的518 世纪英
国的犯罪与惩罚6、克里夫#埃姆斯利的5英国的犯
罪与社会 1750- 19006等都聚焦于这一时间段内。

彼得#莱恩伯在其著作5伦敦受绞者6中从词
源学的角度探讨了犯罪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认

为在犯罪学中与在经济学中一样, 再也没有比

/ capital0一词强有力的了。同一个词却有着几乎
截然相反的两种含义,在犯罪学中它表示死刑, 而

在经济学中它则表示我们生活的资本或财富。他

认为无论是对罪犯的死刑惩罚, 还是资本原始积

累都与近代英国劳工阶层的命运密切相关。Â当

时英国的绝大多数罪犯都是贫苦劳动者的一部

分, 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 代价0。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对社会犯罪的影响

在农村和城市有着不同的表现, 英国犯罪史学家

的相关研究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于农村犯罪史

的研究,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近代英国小农传统

权利的丧失是导致农村犯罪加剧的主要原因, 而

在探讨同时期的城市犯罪时他们则归结为城市商

业经济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小生产者的边缘化。

18世纪英国的农村, 随着圈地运动深入开

展, 越来越多的农民陷入生活困境中。因为他们

不但被大地产者剥夺了土地, 而且他们在公用地

上挖泥煤、拾麦穗、砍柴、摘野果、打猎等获得基本

生活资料的传统权利也逐渐丧失。绝大多数英国

犯罪史学家的著作都涉及到了这种因社会转型而

出现的犯罪活动, 探讨较多的是两种/ 社会性犯
罪0 , 同时也是农民的两种传统权利:拾麦穗和打
猎。英国开放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金写了三篇
文章5传统权利和妇女的收入) ) ) 拣拾落穗对农
业贫困劳动者的重要性6 �lv、5英国拾落穗者、农场
主和法律制裁的失败6 �lw、518世纪末英国的法律
转变、传统权利和社会冲突 ) ) ) 1788年拾落穗运
动的起源6 �lx分别探讨了拾落穗这一传统权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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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下层贫民的重要性、下层民众为保持这一传

统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

这种观点在他 2006年出版的新著5英国的犯罪与
法律6 �ly一书得到了进一步探讨,他指出法律机器

往往代表着大地产阶层的利益, 农民的传统权利

被法律禁止以后农民的习惯行为则变为/ 犯罪0。
道格拉斯#海的文章5坎诺克地区的偷猎和狩猎
法6分析了 18世纪狩猎法的转变对贫民的影响,

统治者通过加强法律手段来剥夺下层贫民的传统

权利, 以此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 从而

导致下层贫民与地方绅士阶层的关系处于紧张之

中。但也有人认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约翰#
布罗德在其5辉哥党和另一种伪装下的猎鹿者6 �lz

一文中对白金汉郡和伯克郡的研究表明平民和乡

绅之间的冲突主要还是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

决, 这种协商方式是父权制社会道德经济学的一

种表现形式。P. B.芒斯丘的5猎场看守人和英国
农业社会6一文则主要对英国农村偷猎者和看守
人之间的冲突作了探讨, 农场和森林的看守人是

英国狩猎法的实际执行者,二者之间的矛盾体现

了下层农民与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总之,

在英国近代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资本积累

内在动力刺激着圈地运动展开, 下层贫民依附于

土地的传统权利被剥夺, 他们从土地上获取资料

的习惯性做法开始被界定为/ 犯罪0。在此意义
上,与其说是犯罪行为促进了相关法律的制定,不

如说法律的出台/ 制造0了新的/ 犯罪0。
在近代英国,城市中的犯罪主要是与市场经

济和工业大生产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

英国的城市犯罪中, 最为普遍的是各种各样的财

物犯罪和暴力抢劫, 而学徒犯罪在整个犯罪群体

中占相当一部分。莱恩伯对 18世纪 1242名在伦

敦接受审判的罪犯作了记录, 其中, 有 40%是学

徒。�l{彼得#金在5英国少年犯的增加 1780- 18406
一文中认为学徒犯罪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

经济形势下学徒制度的衰落所导致的�l|。社会结

构的转型使得许多传统行业面临着被淘汰的威

胁, 大量的年轻学徒成为无业游民, 他们年幼无

知,很容易被利用和引诱走上犯罪道路。而他们

一旦沾染上享乐奢侈之风就难以自拔,在花光自

己的钱财后就不得不依靠打劫和偷盗他人来支付

其花销。�l}莱恩伯在5伦敦受绞者6中发现,在走上

伦敦泰伯恩绞刑场的犯人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是屠

夫和肉贩子。他认为, 18世纪伦敦经济形势的转

变对分散的小屠户和肉贩子极为不利,肉类的加

工和销售市场逐渐被有实力的人垄断。许多被挤

垮的小商贩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开始转行进行偷

猎、偷盗家禽家畜以及抢劫活动。�l~当然, 学徒和

肉贩子只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还有许多其他社会

群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被边缘化,被迫走上犯罪

道路,比如流浪汉、家庭女仆、脚夫、烟囱工等。因

此,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犯罪已经成为当时部分

下层贫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希特#肖尔 ( Heather
Shore)在518世纪英国伦敦的犯罪、犯罪网络和生
存策略6中极有见地地指出, 当时伦敦存在的大量
犯罪是/ 权宜经济0 ( makeshift economy)的必然产
物, / 犯罪0是下层民众应付贫困、匮乏、危机、失
业、未充分就业等问题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解

决方式�mu。总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资本的扩张

和市场经济的出现将一部分经济窘困的群体推向

了犯罪的边缘。

当然,资本主义转型对农村和城市犯罪的影

响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二者有着紧密的关联。同

时,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 尽管工业革命的影响是广

泛和深入的, 但如果把所有的社会转变都归咎于

工业革命则是片面的, 应该搞清楚资本主义因素

的滋长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哪些层

面上影响了犯罪。这正是英国犯罪史学有待于进

一步展开和研究的方面。

法律、惩罚与资本主义

对刑法、审判、惩罚的探讨是英国犯罪史学研

究的重要方面,法律是定罪的依据,而审判和惩罚

则是法律具体执行与实践。通过这一层面的研

究,英国犯罪史学家分析了资本主义转型背景下

近代英国法律、刑事审判制度和刑罚方式的嬗变。

犯罪史学家们认为,英国的法律体系在 18世

纪变得越来越严酷,以至于学界把这一时期的法

律体系普遍称为/ 血腥法典0 ( The Bloody Code)。
弗兰克#麦克里恩在518世纪英国的犯罪与惩罚6
中指出,英国在 1688年以前死刑条款不足 50条,

1750年增至 160条, 而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死刑

条款已经增加到大约 225条之多。�mv与此同时, 人

们可以逃脱严酷法律制裁的教士特恩权( benef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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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gy) �mw被废止。汤普森在5辉格党与狩猎者6中
通过对/ 血腥法典0中最为严酷的一项法案5布莱
克法案6作了考察,认为法律的严酷性体现了辉格
党精英阶层对他们统治的深深忧虑,他们把血腥

的法案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工具。与 17世纪相比,

这是统治阶层长期的宽厚仁慈趋向的一种逆

转。�mx但道格拉斯#海在5财产、权威和刑法6中指
出, 18世纪的刑法体系是统治阶级加强其权威的

一种意识形态,体现着统治阶层的意志。他还认

为法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体现着一种矛盾性,即

法律严酷性的增强并没有导致相应地死刑犯的增

加,法官在具体审判中可以进行自由裁量( discre2
tion)和选择。�my麦克莱恩在其著作导言中也持类

似的观点, 认为英国的法律更多地强调可用性与

权威性而非对每一个罪犯都绳之以法。彼得#金
在其文章5英国刑法的决策者及其决策6 �mz中认

为, 在审判中不是自由裁量而是审慎原则在最终

决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论是处死还是特赦虽

然是选择性的但也遵循一定的规范,这与英国久

已形成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T. A.格林在5用良
心裁决 ) ) ) 对英国刑事审判的几点看法6中认为,
在刑事审判中不同水平的自由裁量之间也需要相

互平衡,一个具体的裁决往往是不同观点相互争

论、博弈的结果。�m{因此,尽管近代英国存在着严

酷的法律体系,但法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会

与严苛的法律条文发生偏离。18世纪著名法学

家布莱克斯通指出, 法律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矛盾,

18世纪英国的狩猎法是非常含混不清和艰涩难

懂的, 有的甚至有很多语法错误。�m| 总体看来,绝

大部分学者对/ 血腥法典0在抑制犯罪方面的作用
表示怀疑; 但也有学者指出,英国/血腥法典0的存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当时缺乏有效的警察制度

这一体制弊端, 起到了不错的威慑性效果。

显然, 英国近代残酷的法律体系更多地体现

着统治阶层的利益。根据/ 血腥法典0的规定,在
18世纪的英国偷窃 5先令的东西就会被判死刑,

以至有人批判道:/ 当其它物品所谓的价值逐渐上
升变得越来越昂贵时, 人的生命却越来越不值钱

了。0 �m}无疑, 英国近代的法律体系在保护新兴工

商业阶层的经济利益和维持资本主义秩序的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英国的近代的狩猎法为例,

从表面上看它维护了传统贵族阶层的狩猎特权,

实际上,其更主要的作用在于促进原始资本积累

和扩张。迈克尔#佩罗曼在5资本主义的诞生6一
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英国严酷的狩猎法

体系严格禁止广大贫穷劳动者以偷猎为生, 则是

在另一种意义上强制把流浪者赶进入工厂劳动,

接受工厂主的剥削和压榨, 为其创造剩余价值。

例如,5布莱克法案6严厉禁止人们拿着武器出现
在森林中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解除人民的武

器,这对于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秩

序是有利的。正如布莱克斯通所说的:/ 解除人民
武器可以防止起义和抵抗政府活动的发生。虽然

森林法和狩猎法的制定者很少承认这一点, 但这

通常是他们的意图所在。0 �m~可见, / 血腥法典0的
存在对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

义。

透过这些惩罚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真正用意

以及普通民众的不同反应, 因而英国犯罪史学家

比较关注对重刑惩罚的研究和探讨。彼得#莱恩
伯的5伦敦受绞者6探讨了死刑(绞刑)与资本主义
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指出, 犯罪与资本主义是相

互影响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出现使犯罪形式

发生重大转变, 而犯罪的剧增以及社会采取的应

对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通过分析被

送上伦敦泰伯恩绞刑场的犯罪群体,他认为,统治

者在公众面前把罪犯绞死实际上是教导人们要遵

守资本主义的/ 契约0和尊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的原则。麦克里恩在其著作的相关章节分析了

伦敦泰伯恩刑场处决犯人的场面以及公众的反

应,他认为此时的泰伯恩刑场更像是一场欢闹的

文化聚会而非处死犯人的仪式, 在这场/ 死亡戏
剧0中各个阶层都扮演着自身的角色, 发出自己的
不同声音 �nu。约翰#布里格斯在其主编的5英国的
犯罪与惩罚6一书中则分析了近代英国的多种惩
罚方式, 包括绞刑、羞辱性惩罚、肉体惩罚、流放和

罚款等。他还精辟地分析道,以前那种认为近代

英国的刑事制度主要是依靠死刑来支撑的那种观

点具有误导性, 多样性的惩罚在整个近代英国一

直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尽管人们经常谈起/ 血腥法
典0的存在, 但死刑的作用日益减退, 并逐渐被流
放和监禁所取代。�nv 18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 血腥
法典0和残酷刑罚制度的批判,监狱制度改革在英
国逐渐兴起。最早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比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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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斯#韦布和悉尼#韦布, 他们写了5地方政府管辖
下的英国监狱6 �nw一书,主要对监狱管理制度的变

化做了考察, 对犯人的基本状况和惩罚体制的变

迁却避而不谈。20世纪 70 年代以后这方面的文

章或著作都有所超越, 他们从各个方面来考察监

狱制度改革的背景、历程和意义。

这样, 结合前一部分不难获知, 英国学者对近

代犯罪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考察注重二者之间相互

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导致农村和城市

的大量下层贫民陷入经济窘迫的地位,成为具有

犯罪倾向的/ 准犯罪群体0。反过来说,英国政府、
教会、社会团体对犯罪的关注, 促发了一场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包括专业警察制度的建立、

社会道德改良运动、监狱制度改革和司法行政体

制改革等等。对犯罪的恐惧增强了人们对法律的

认同, 英国通过对 18世纪犯罪浪潮的应对和治理

促进了司法和行政制度的现代化, 也促进了社会

道德习俗的文明化。这些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资

本主义社会所期待和需要的。

英国犯罪史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研究意义

英国犯罪史研究经过 3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

从研究范围、资料的运用, 还是从研究方法来看,

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从研究内容来看, 70- 80年代的英国犯罪史

研究比较侧重于从法律、政治制度、政府的政策等

宏观层面,汤普森、道格拉斯#海、彼得#金和 J. M.

比蒂在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莫不如此。而近年的

著作则倾向于从犯罪群体的构成、日常生活等具

体方面来探讨具体历史时期的犯罪问题,彼得#莱
恩伯、蒂姆#希契科克、罗伯特#休梅克的作品都是
这一转向的典型代表。从资料的引用来看, 早期

的犯罪史研究主要依赖于官方公布的档案资料,

如政府通过的法案、政策法规以及法庭的档案和

记录等,而近来的研究资料来源则表现出多样化

的趋势,尤其是对文学资料的充分利用和挖掘,例

如阿兰#贝尔的5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与犯
罪6 �nx主要通过对 18世纪英国作家的诗歌、戏剧、

小说、报刊文章等文学资料的分析来考察当时的

犯罪问题。蒂姆#希契科克在其518世纪伦敦的
落魄潦倒者6 �ny中也指出文学资料的重要价值并

在其著作中做了大量的引用。从研究方法上来

看,近年来犯罪史学家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做了很

多尝试, 例如剑桥大学的麦尔考姆#伽斯科尔教授
2000年出版的5英国近代早期的犯罪与社会心
态6 �nz ,从心态史的角度来关注当时的犯罪和整个

社会心态之间的关系, 把犯罪问题与当时的宗教

改革、世俗化和政府管理的加强等广泛的社会背

景联系在一起, 揭示出了 16至 18世纪英国人的

心态转变历程。彼得#金在同年出版的著作5英国
的犯罪、审判与裁决1740- 18206 �n{一书则采用统

计学的方法对近代英国财物犯罪的类型及其数量

和罪犯性别、年龄及其比例等问题作了细致的考

察和探讨。2003年盖瑟#沃克出版了5近代英国
的犯罪、性别和社会秩序6 �n|一书, 从性别史的角

度考察了近代英国的妇女犯罪问题,传统的观点

认为在近代早期女性犯罪数量并不是很多, 沃克

教授认为这一点是靠不住的, 根据她的研究实际

上许多妇女都参与了盗窃和销赃等活动。

犯罪史研究还是一个有待于完善和成熟的史

学分支, 但作为一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它的研究

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首先, 犯罪史学家秉

持/ 自下向上0的分析视角, 通过对犯罪群体的分
析,为我们理解更为广阔的英国近代社会提供了

一把钥匙。近代英国的犯罪与治理同时也体现着

下层民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博弈, 正如 J. A.

夏普教授指出,/ 对犯罪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接近近
代早期英国社会重要层面的最核心部分。0 �n}其

次, 犯罪是历史现实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现实的一

部分,对具体历史语境中犯罪的考察为我们理解

和解决现实中的犯罪问题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启迪

意义。例如,某一社会对犯罪的界定和惩罚往往

表明其最低道德底线和容忍限度。再者, 传统史

学习惯于对宏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展开研究, 犯罪

史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从微观向宏观0的
研究理路,凭借这一特殊的视角我们可以对历史

中的相关问题有着新的更为细致的认识。最后,

犯罪史学的出现既反映出当代史学/ 碎片化0
( fragmentation)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体现着历史学

与其它学科不断整合的新趋势, 对跨学科的研究

方法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对犯罪史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是犯

罪史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需要史学家们深入

的研究和探讨。但我们不赞成生硬地去划定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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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畴和界限, 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 / 历史研究
不容画地为牢, 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

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

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努力才能接近

真的历史。0 �n~  

 ¹犯罪史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犯罪史学只探讨犯罪问

题本身;而广义的犯罪史学还考察政府与社会采用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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