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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封建化问题的新思索

许 哓 光

内容提要 中古时期 ,世 界大部份地区皆经历了由前封建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

的过程 ,即
“
封建化过程

”
。中东的封建化过程开始较晚,大 约于 10世 纪中叶才出现了

有条件的土地分封制度 ,即 军事伊克塔制度。统治者把土地以服军役为条件下赐给军

人,军 人领受土地后总是力图将土地私有化。随着军事伊克塔制的推广 ,引 起了中东社

会关系的变化。军事封建主穆克塔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和农民对穆克塔的人身依附关

系逐渐强化 ,中 东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加速进行。直到 15世 纪,这 一过程仍未完结。而

封建化的未完成,正 是中东社会到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内在历史原因。

关键词 中东 封建化 军事伊克塔 穆克塔

建国以来 ,国 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 ,认为中东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到 7世纪后期倭

马亚朝时已经完成 ,封建制这时在中东已经确立起来。但据笔者考察 ,发 现这种已被认可的观点

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拟考察中东土地制的变化 ,即 军事伊克塔制的实施和推广状况 ,以 及因

土地制的变化而引起的中东社会关系的演变趋势 ,由 此重新论证中东社会封建化的问题 9并提出

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粗浅看法 ,以 就教于学界同仁。

所谓封建化问题 ,是指社会经济关系由前封建制的关系向封建关系的转化 ,也就是封建制的

形成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东 ,农业、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多种经济部门同时存在。尽管

如此 ,在 中东大部分地区,以土地为本的农业却占据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最重要地位。因此 ,探讨中

东社会封建化问题必须将重点放在考察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确立和人与人之间隶属关系的形成这

两个问题上。

公元 10世纪以前 ,中 东地区存在着若干种土地占有形式 ,包括王室领地赛瓦非 ,私人土地穆

尔克 ,由 宗教和慈善机构保有的
`为

了资助宗教或慈善目的的土地瓦克夫。除此而外 ,还存在着各

种类型的由统治者赐予臣下的土地 ,即所谓赐地。
“
卡提亚”

就是这类赐地的一种。它原意为
“一片土地

”LI」 ,是 由最高统治者哈里发授予皇族或

宠臣的土地 ,目 的是为了赏赐忠于哈里发者和扩大皇族或哈里发亲信的势力:这种卡提亚被授予

后 ,成为领受者的私有地 ,与 他们对哈里发的义务无关。另外 ,哈里发也把卡提亚授予驻扎在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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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的叙利亚北部的守卫部队 ,目 的是为了补充军粮和开拓边疆。但这种卡提亚并非军队的薪
俸 ,因为军队领受卡提亚后 ,仍从国家支取薪饷。这种土地被称为军事卡提亚 ,起初不纳税 ,但后

来逐渐变为士兵个人的财产 ,并 传给不服军役的子孙耕种。到阿拔斯朝哈里发哈伦 ·赖世德
(786-806年 )在位时 ,国家开始向军事卡提亚征收十一税匚2」 ,这 时卡提亚的性质已同普通私有
地无异 ,与保有者对国家是否尽义务也无任何关系。

“
伊克塔

”
也是 10世纪前中东的一种赐地。穆斯林学者花拉子密(约 987年卒)认为 ,“伊克塔

是哈里发把某块土地作为永久性借地分给某人的 ,给了他该土地的终身用益权
”L3。

在伊斯兰时

代的初期便出现了这种伊克塔。在这一时期 ,哈里发把自己的领地包括其中的荒地和沼泽一起 ,

作为应纳税的世袭财产赐给阿拉伯人 ,这类土地被伊斯兰法学家称为
“
伊克塔 ·塔木里克

”
,如先

知穆罕默德分给祖拜尔的荒地便属此类 ,但认为这类土地不能世袭「,l。 而艾 卜·尤素福认为 ,这

种赐地由领受者永远保有 ,哈里发不能从保有者或其继承者以及购买人那里没收它L5J。
希拉尔

(1055年卒)曾 记载了一名哈里发穆台迪德(892-920年 在位)的官员艾赫拉特在拒绝官吏伯德
尔企图把自己的私地变成伊克塔的要求时所说的话 :“ 私有地一旦从伊克塔中分离 ,就应缴纳地

税 ,特权也就丧失了。
”匚6]所 以,这时的伊克塔是一种享受减税特权的私有地。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尽管按伊斯兰教的规定 ,天下土地皆属安拉 ,但在 10世纪以前的中东

地区却存在着国有、私有和半私有地。而由统治者授予的赐地 ,也随时间推移演变为私有地 ,土地

保有者并不是以特别的封建义务作为条件而占有这些土地的,一旦领受了这些土地 ,除象其它财

产一样向国家缴纳地产税外 ,不再附有另外的义务。

然而 ,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真正含义并不在于无条件拥有土地 ,而在于有条件地赐予和领受土

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分封土地以取得一定的人身服役和贡赋 ,是整个封建经济的基本
关系。

”L7彐 倭马亚朝时期 ,这种有条件地赐封土地的制度并未形。囚此 ,认为这时封建制已在中东
确立的观点显然与史实不符。笔者认为 ,中 东封建关系的形成过程 ,即所谓

“
封建化

”
过程 ,不仅在

倭马亚朝时期没有完成 ,而且到阿拔斯朝中期 ,即 10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进行。

10世纪中叶,里海南岸低廉地区的低廉人由首领布韦希率领南下。后于 945年赶走了哈里

发的突厥禁卫军 ,建立起布韦希朝军人政权。这时 ,整个阿拔斯朝哈里发帝国已陷于四分五裂的

境地。哈里发统治的心脏地区伊拉克 ,也因突厥禁卫军的黑暗统治 ,经济残破 ,民不聊生。布韦希
朝作为军人政权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军人的收入问题 ,以 确保统治基础的稳固。于是 ,布韦希朝的
首任统治者、大元帅穆伊兹 。道莱(932-967年当政)就开始实行一种与军役相联系的经济制度
——军事伊克塔制 ,即 以服军役为条件 ,将土地或土地上的收入赐子军人的制度 ,使军队为了取
得收入而去经营农业 ,既支付了军饷 ,又可恢复凋敝的农业。

据布韦希朝第三任大元帅的秘书米司开韦记载,946年穆伊兹 ·道莱在赛瓦德(下伊拉克 )

开始授予军事伊克塔。他为了按约定期支付军人的薪饷 ,“把哈里发和逃亡者以及伊本 。希尔扎
德的私有地、国库对一般地主私有地的权利授子了他的指挥官、宠臣和突厥人。这样 ,赛瓦德大部

分地区被从国库中划掉 ,税务官不能接近⋯⋯”
"J。 从这一记载可知 ,授予军人的伊克塔主要来源

于哈里发和逃亡者的土地 ,还有国库向一般私有地征税的权利。此外 ,布韦希朝第三任大元帅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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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 ·道莱还没收了伊朗库姆的瓦克夫 ,作为伊克塔授予了军人「91。

必须注意的是 ,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内容的由上对下的授予 ,一是授予了土地 ,二是授予了

对土地征税之权利。10世纪中叶,哈里发大权旁落”自然是不会拥有大量土地的。因此 ,布韦希朝

授予军人的 ,除了逃亡者的土地外 ,更多的是应向国库缴纳赋税的一般私有地。前一种土地的赐

予 ,在中东地区早已存在。但应区别的是 ,布韦希朝的土地赐予是有条件的 ,即 领受伊克塔者主要

不是向国家纳税 ,而是为国服军役 ,以 此作为获取伊克塔的条件。保有伊克塔者称为
“
穆克塔

”
,他

们原则上是不向国库缴纳地税的 ,但如果不为国家服军役 ,则伊克塔将被收回。所以 ,这种有条件

地赐封和领受土地 ,方可视为封建的土地占有形式。

第二种对土地用益权的赐予 ,在中东地区则是一种以前未采用过的新办法。领受土地征税权

的军人 ,只 要按规定为国家统治者服军役 ,便可代替国家向伊克塔土地上的农民征税。这种有条

件地获取土地征税权的制度 ,也可视为封建土地占有制度 ,当 然、'f∶ 吖多地偏重于从土地上获取

收益 ,而不是对土地的处置。可以认为 ,这时中东的封建化刚开始 ,封建制的确立为时尚早。

1055年 ,由 中亚来的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巴格达 ,推翻了布韦希朝政权 ,建立起统治中东的

塞尔柱大帝国,即 大塞尔柱王朝。大塞尔柱朝统治者当时面临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一是

庞大的军队的薪饷问题 ,当 时在军役簿上登记的约有 40万现役军人需领取薪饷
Ll°J;二是经过战

乱 ,中东农业再度凋零 ,土地大片荒芜 ,大骞尔柱朝急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否则无法维持对农

耕地区的正常统治。为此 ,大塞尔柱朝继承了布韦希朝的军事伊克塔制 ,将土地或土地上的用益

权授予军队。1055年 ,塞尔柱帝国的建立者突格里勒剥夺了布韦希朝常备军在巴格达地区的伊

克塔 ,分给自己手下的军人 ,命令布韦希朝军人另谋生路I11刂 。

塞尔柱朝军事伊克塔制的特点 ,就是军人征税的伊克塔既是他的征税区,又是他所负责的行

政管辖区 ,所以也被称之为
“
行政伊克塔

”
。这种伊克塔面积很大 ,其保有者通常是素丹的亲族马

利克(王 )或素丹手下的军队高级指挥官。1066年 ,素丹艾 卜·阿尔斯兰(1063— 1072年在位)把

法尔斯和起尔曼授予兄弟卡乌尔德、巴里黑授予冗弟苏来曼、花拉子模授予儿子阿尔斯兰 ·

沙
匚12]。 这些保有大片伊克塔者 ,用从这片土地上征收的赋税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同 时行使州总

督对这片地区的行政权。他们必须按规定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才可保有相应大小的伊克

塔 ,在政府财税机关中记载着各伊克塔的状况以及穆克塔必须提供的士兵数目L13J。 从理论上说 ,

这大片伊克塔土地中只有⊥部分是这位大穆克塔对国家服军役的报酬 ,其余土地上的税只能返

还给属下的官兵作薪饷。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二者往往难以明确区分。由于塞尔柱朝伊克塔制的

'特
点 ,各大穆克塔总是力图利用自己对伊克塔的行政和财政大权 ,将伊克塔土地逐渐变成世袭领

地 ,从而改变伊克塔的国有性质。大塞尔柱朝末期 ,在穆克塔的侵占下 ,“ 伊克塔几乎都以世袭财

产的形式出现
”匚1{]。 当这些世袭领地变成各自独立的侯国时 ,伊克塔制便遭到破坏 ,大塞尔柱帝

国便土崩瓦解了。大穆克塔的这种作法无异于中古西欧社会的领地兼并 ,它促使军事伊克塔制向

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国外史学界普遍认为 ,塞尔柱朝时期是中东封建化大规模进展时期 ,这是

很有道理的。

塞尔柱帝国分裂之后 ,军事伊克塔制在中东各伊斯兰教王朝统治地区全面展开 ,各塞尔柱侯

国、叙利亚和摩苏尔(北伊拉克)的 赞吉朝、埃及的法蒂马朝、埃及和叙利亚的艾尤 卜朝和代之而

起的马木路克朝、伊朗和中亚的花拉子模朝以及统治中亚、西亚的改信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伊儿汗

国皆先后实行了军事伊克塔制。11世纪末到 15世纪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东地区全面形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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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如在埃及 ,“到了 1298年 ,全国土地有六分之五被作为伊克塔分配给了军人
”E1田 。在伊朗、小

亚等地区,蒙古人建立的伊儿汗国也于 13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事伊克塔制。这一年 ,合

赞汗在首都大不里士颁布诏令 ,“将属于私产或公产之地 ,无论为已垦或荒芜者 ,皆以封地伊克塔

名义
”
拨归军人,并且规定

“
属于私产或国库之地的农民,仍继续耕种其地 ,将一切应纳于国库之

赋牧、牲畜照数纳于军队
”u饲 。

中东各王朝和地区实行的军事伊克塔制尽管各有其特点,如 艾尤布朝和马木路克朝的伊克

塔原则上不能世代相传 ,而伊儿汗国的伊克塔按规定可以世袭 ,布韦希朝和塞尔柱朝的伊克塔保

有者不向国家纳税 ,其 他王朝的穆克塔则须向国家缴纳数量不等的税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

即皆为有条件地赐封土地或土地上的收入 ,与 10世纪以前无条件赏赐土地完全不同。从 10世纪

至 15世纪 ,军事伊克塔按法定原则均为有条件授受 ,而且首要条件就是为统治者服军役。艾尤布

朝刚建立时 ,有 1· 2万骑兵从国家领取伊克塔 ,素丹萨拉丁 (1171— 1195年在位 )在 向军人授予

伊克塔时 ,就 明确要他们必须按照伊克塔的规模大小和收入多少提供军队
E17彐 。伊儿汗国合赞汗

在向军人颁布的授地诏书中明确规定
“
这些伊克塔是下赐给担负了赋役义务、因军役而被召集的

库奇 ·迪哈德军队的军人的
”「1:∶ 。如果穆克塔不履行义务 ,国家统治者则收回伊克塔。马木路克

朝有位指挥官伯克塔什 ,因 年逾 80,素 丹便收回了他保有了 60年 的伊克塔
E19]。 因此 ,在 中东地

区,无条件赏赐土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0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军事伊克塔制的广泛推行 ,在 中东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集团—— 穆

克塔 ,他们以服军役为主要条件 ,从国家统治者那里领取土地或土地上的收入——伊克塔作为自

已的薪饷。穆克塔这一集团产生后 ,逐渐取代了以前普通地主的地位 ,改变了中东原有的社会关

系 ,也构成了中东社会封建化的⊥个重要内容。

首先是土地保有者与国家统治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0世纪以前 ,中东农村的普通地主有

的作为地方豪绅 ,有的身为基层行政组织的负责人——村长 ,与 国家统治者的关系具有双重性 ,

一方面是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 ,另 一方面又作为国家在基层的代表 ,向 农民征收赋税 ,起着协助

国家进行统治的作用。他们对国家统治者所尽义务 ,主要是代表本村居民向国家征税官徼纳赋

税。就笔者所见史料 ,尚 未发现这些普通地主以向国家提供兵役而获取土地的情况 ,他们拥有的

土地 ,或承袭于祖先 ,或从农民手中兼并 ,与他们对国家的义务无关。

比起上述关系来 ,穆克塔与国家统治者的关系则有了很大变化。穆克塔获取土地的主要义务

成了服军役 ,若不履行义务 ,则 不能保有伊克塔。国家统治者为了保证这种义务的履行 ,常对穆克

塔和他们所保有的伊克塔加强管理。大塞尔柱朝末代素丹桑加尔实际控制的伊朗呼罗珊地区,在

政府财税机关中仍然记载着伊克塔的情况和穆克塔应提供的士兵数目L2° ∶。在帝国全盛时期 ,可

想而知这种管理是更为健全的。马木路克朝甚至还规定 ,如 果穆克塔在获得伊克塔收入后 ,未完

成军役义务便去世,其家属还须将服役未满期部分的薪饷归还国库L21∶ 。因此 ,可 以看出,10世纪

中叶以后 ,中 东新兴地主穆克塔集团与国家统治者之间已结成了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类似于

西欧采邑制流行之后领主与附庸的封建关系。

这种封建关系结成之后 ,只 要穆克塔尽了对国家服军役及纳税等义务 ,国家统治者就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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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穆克塔的利益。据大塞尔柱朝宫廷秘书官志费尼于 115吐 年完成的《秘书指南》记载 ,素丹桑

加尔在任命麦苏德为伊朗古尔干及月自地区总督的诏书中,命令当地居民
“
必须遵照麦苏德的指

令 ,将各种赋税交给穆克塔
”E2幻 。如前所述 ,伊儿汗国合赞汗在授地诏书中也要求伊克塔土地上

的农民把原来应缴给政府的各种赋税认真缴给保有伊克塔的军人。

但是 ,这种封建契约关系往往因封建经济自身的割据性而受到破坏。据麦格里齐《埃及志沉己

载 ,12世纪初法蒂马朝晚期 ,保有伊克塔的高级军官们极力逃避对国家应尽义务 ,将伊克塔视为

无条件占有的私人土地 ,而且还兼并下级军人的伊克塔 ,这 样就迅速动摇了法蒂马朝的统治基

础。直到萨拉丁推翻法蒂马朝 ,创建艾尤 卜朝 ,重新实施军事伊克塔制 ,埃及政局才恢复稳定「23]。

庞大的塞尔柱帝国的分裂 ,显然也是大穆克塔们保有
“
行政伊克塔

”
以后竭力逃避对国家应尽义

务的结果。这种现象很象恩格斯分析的那样 :“在这每一个中世纪国家里 ,国王是整个封建等级制

的最上级 ,是附庸不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 ,而同时他们又不断反叛这个最高首脑。叫2刂

为了维护这种封建关系 ,进而维护政治的稳定 ,中东各王朝统治者采取了各种对策限制穆克

塔势力的膨胀。塞尔柱朝统治者命令艾兹德丁为古尔干总督的诏令中,就 曾命令他
“
把那些通过

不正当手段 ,未经素丹允许而合并他人的伊克塔交还政府
’’Ez田 。伊儿汗国向军人授予伊克塔时也

规定
“
军人不得侵占邻村土地

”E2钔 。在具体操作上 ,国家统治者也采取措施 ,力 图控制穆克塔。塞

尔柱朝著名宰相尼札木就主张
“
每两三年调换一次伊克塔 ,并划定捃克塔的界限 ,以 免穆克塔滥

用权力
”[27〕 。马木路克朝素丹纳赛尔在实行土地丈量后重新向军人授予伊克塔时 ,有意识将各军

人保有的伊克塔分散于各处 ,使其无法形成割据一方的势力E2:刁 。国家统治者还设立机构或派遣

官员对穆克塔加强管理。布韦希朝 、塞尔柱朝、艾尤布朝和马木路克朝均设立了军务厅专管此

事 ,在军务厅保管了有关伊克塔的地点、特征和税收额的记录 ,以 便监视穆克塔「29]。
伊儿汗国也

由中央向各地派出监察官
“
必阁赤

”
,负 责调查穆克塔的行为 ,随时向伊儿汗报告[3四 。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10世纪中叶以后 ,中东各国统治者与土地保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

变化 ,二者之间结成了封建性的从属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便是有条件的土地授受。

四

封建化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社会主要生产者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从已知史料考察 ,中东地区

的农奴化在倭马亚朝时并未完成 ,它的大规模展开 ,是在 10世纪中叶以后。

10世 纪以前 ,中东各地的普通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租佃关系,即 以经济剥削为特

征的契约关系。现存阿拔斯朝前期埃及记载租地契约的纸草文书 ,均是要求农民按时支付租赋 ,

个别要求以劳役代替实物租 ,几乎没见到地租剥削之外的超经济人身强制L31」 。这时 ,中东各地村

社组织尚完好保存 ,在很大程度上抵抗了普通地主将农民变为自己依附农的企图。这时 ,哈里发

权力很大 ,农 民大多耕种国家土地 ,属 国家佃农。因此 ,不拥有武装的普通地主难以对有明确契约

关系的佃农实行超经济强制 J卩 使有这种现象也属个别。从这一点看。中东的封建化尚未大规模

进行。

10世纪中叶之后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穆克塔凭估 F中 的武器和对土地的保有

权 ,除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外 ,还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 ,力 图将农民变成自己的农奴或依附农。中

东地区的农奴化过程从此开始。



第 2期 许晓光 :中东封建化问题的新思索

中东国家统治者对军人授予伊克塔时 ,原则上并未同时授予耕种伊克塔土地的农民,这一点

有别于西欧的采邑制度。如塞尔柱朝宰相尼札木就曾说 :“要让拥有伊克塔的穆克塔们知道 ,在对

待人民的关系方面 ,除了委托他们用和善的方式征集合法赋税之外 ,没有命令他们做任何别的事

情。
”E32彐

伊儿汗国合赞汗在授地诏令中也规定 :“军人不能说 ,赐给我们作伊克塔的这些地方的农

民是我们的奴隶。丬
33彐

但是 ,按照封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 ,“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 ,就只

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
”E3亠 D。 穆克塔作为新兴的军事封建主 ,

自身拥有武装 ,因 此 ,他 们总是千方百计力图将原则上仅有征税权的伊克塔变成自己的私有地 ,

同时也将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视为自己的依附农 ,对他们进行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奴役。

穆克塔除了同普通地主一样向农民征收地租外 ,还 另外向农民征收以前按法律规定普通地

主不能征收的赋税。例如向农民征收鸡、羊、果等实物作贡赋 ,征收水利税等杂税 ,甚至征收人头

税匚35彐 。这些赋税以前本应由国家征收。这表明,穆克塔已在逐渐攫取原属国家的某些权利 ,试图

充当农民的统治者。

又如征发力役 ,在倭马亚朝时期 ,每当国家有兴建公共工程的任务时 ,皆 由县长等政府官员

负责向本县征集劳役。当本县劳力不足时·可向邻县求援 ,但邻县劳力在纳税期应返回原县纳税。

到阿拔斯朝时 ,由 于包税制逐渐盛行 ,公共工程费用由包税人代表国家征收 ,再用这笔经费雇佣

劳动力[36彐 。但在 10世纪中叶以后 ,穆克塔逐渐取代了国家的某些职能 ,常对农民征发力役。如马

木路克朝的史料中,就经常出现大穆克塔征发农民手持工具集中的记载L371。 这时穆克塔向农民

征发力役 ,已 不仅是为了国家公共工程 ,而且还服务于本人的私利。

除此而外 ,穆克塔还插手历来由国家控制的水利事业E3:],向 农民高利放贷种子 E39彐 ,使农民被

迫依附于自己,成为自己的农奴。

由于军人的伊克塔土地范围不一定与原村落相吻合,如艾尤布朝十人长卡马拉的伊克塔就

包括了叙利亚五六个村庄各三分之一的土地Ll°J,这样就使中东原有的村社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 ,对农民的保护作用日趋削弱 ,穆克塔强迫农民变为依附农或农奴 ,已 成大势所趋。大马±革

法官素 卜基(1369年 卒)曾 指出,当 时
“
在叙利亚 ,把离村三年之内的农民强制带回原村而使其耕

作 ,已 成惯例。在叙利亚之外 ,情况比这更严重
”L士上」。马木路克朝最优秀的史学家麦格里齐

(1364— 1442年 )认为 ,“住在村里的农民被称为定居农民,但他们不久就成为该地区穆克塔们的

农奴了
’P[42]。 到了 15世纪 ,情况进一步发展。在记述 1467— 1468年情况的史料中,已将穆克塔称

为
“
农民的主人

”匚刂3彐 。这表明,中 东社会的封建化已达到相当深入的阶段。

但是 ,应该看到 ,在 中东封建化过程中,各王朝统治者对穆克塔的限制和对农民的
“
保护

”
并

未停止 ;村社防止农奴化壁垒作用虽已削弱 ,但并未彻底消失 ,直到 zO世纪村社在中东仍普遍存

在 ;加之中东地处战略要地 ,常受到外来势力的入侵 ,这种入侵往往会使封建化进程暂时中断。由

于这种种因素的影响 ,直到 15世纪时 ,仍有大量农民属于自由身份。如马木路克朝的不少农民还

可同时与几名穆克塔签订土地耕种契约L‘刂」,不一定完全依附于一名主人。所以笔者认为,10世 纪

中叶至 15世纪末 ,中 东社会封建化过程大规模进行 ,但最终未能在中东地区彻底完成。
“
无论哪

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

产关系 ,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
”L‘ 5]。

中东社会之所

以不能产生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从社会内部诞生的现象 ,而到近代其社会发展落后于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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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东封建化未彻底完成 。关于中东社会封建化最终未彻底完成 ,以 及 由此导致近

代 中东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 ,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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