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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高 　　

　　2005 年 4 月 23 日 , 著名德裔学者安德烈·冈

德·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 教授病逝于卢森

堡 , 享年 76 岁。

弗兰克对拉丁美洲有着深入的研究 , 是依附论

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依附论学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兴起于拉丁美洲 , 主要是在对第三世界不发达问题

的探讨和辩论中形成的 , 后来也被非洲和亚洲学者

以及一些西方激进学者所接受。依附论着重从宏观

角度探讨拉美等第三世界的不发达 , 反对国际帝国

主义 , 批判传统的发展思想、尤其是以欧美为中心

的现代化理论 , 强调拉美和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根源

主要是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经济和政治

影响。弗兰克在 1966 年发表的《不发达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 或译“低度发展

的发展”) 一文的命题 , 成为分析第三世界发展问

题和经济增长中依附性问题的名句 , 在学术界有很

大的影响。弗兰克认为 , 在“宗主 —卫星” (或

“中心 —外围”) 国际格局下 , 第三世界不可能取得

真正的自主发展 , 其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

换言之 , 就是越发展就越不发达。第三世界国家的

发展受到依附性地位的制约 , 只有同宗主中心的联

系削弱才能取得真正的增长 , 因为它们的不发达是

由于被结合进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而造成的。他

认为 , “当代的不发达状态主要是不发达的卫星国

和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政治、经济等关系

的历史产物 , 这种关系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整

个结构和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发达状况不是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或传统阶段 , 目前的发

达国家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 , 但决

不是“不发达”状态。不发达和发达都是同一个历

史进程所造成的。他说 , 不发达国家不能靠发达国

家资本、体制和价值观的扩散来取得发展 , 而惟有

摆脱这种扩散关系来取得发展。这种“宗主 —卫

星”结构并不局限于国际范围 , 而且也层层渗入、

影响到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关系。所以 , 认识资本主

义的全球性扩张、垄断性结构和不平衡发展及其对

不发达世界的持续影响 , 将有助于不发达国家的人

民了解他们不发达的发展与发展的不发达 , 并改变

这种现实。

弗兰克 1929 年生于德国。父亲是一位犹太作

家。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 , 父亲为了逃避纳粹统

治 , 在弗兰克年仅 4 岁时举家迁往瑞士 , 父亲则去

了美国好莱坞以写作谋生。弗兰克在瑞士度过童

年 , 1941 年赴美国上中学 , 在斯沃思摩尔学院学

习 , 同时在木材厂等一些工厂干活并从事各种低工

资服务工作。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 , 1957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研讨的是乌克兰农

业问题) , 但他强烈反对他的货币主义导师密尔顿·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理论。毕业后在多所美国大

学任教。1960 年他访问古巴 , 后去加纳和几内亚。

1962 年再去拉丁美洲 , 在智利与马尔塔·弗恩特斯

结婚。马尔塔从事社会运动 , 主张社会正义 , 弗兰

克曾与她合写一些研究分析拉美社会运动的著作。

弗兰克在拉美先后任教于巴西利亚大学 (1962～

1965)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1965～1966) 和智

利大学 (1968～1973) , 深入研究拉美问题并投身

社会运动 , 他关于依附论的思想是在这个时期形成

的。他积极参与智利阿连德领导的改革活动。1973

年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后 , 弗兰克与妻儿被迫流亡德

国。弗兰克在《每月评论》等杂志发表的文章观点

被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视为“危险言论”而被美国司

法部长宣布禁止入境 (直到 1979 年波士顿大学一

次研讨会邀请他出席时才得以解禁) 。他在欧洲先

后在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1973～1978) 、

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 (1978～1983) 和荷兰的阿姆

斯特丹大学 (1981～1994) 任教和进行研究工作。

在这一时期 , 弗兰克除继续关注拉美问题外 , 开始

更多地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危机、新自由主义和里根

经济学的失败。1993 年妻子马尔塔病逝。他在阿

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所工作达 10 多年 , 直到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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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退休。此后他在多所美国大学和加拿大大学工

作。总起来看 , 他曾先后在 9 所北美大学、3 所拉

美大学和 5 所欧洲大学任教和研究 , 在全世界各地

各种机构和会议上作过无数讲话和报告 , 他的观点

和学说影响广泛。2003 年弗兰克与艾莉森·坎德拉

结婚 , 她在弗兰克一生最后的几年里全力支持他的

工作和护理他的生活。

弗兰克关注与研究的领域广泛 , 他对经济学、

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世界史、发展理论、发

展中国家与南北关系、拉丁美洲问题、资本主义发

展史、世界体系、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等一系

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 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

见解 , 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批判态度 , 反帝、反

殖、反霸立场鲜明。他思想敏锐 , 著作极为丰富 ,

一生著书 40 多部 , 文章 1 000 多篇。

弗兰克在 60 年代中期发表的《不发达的发展》

(1966) 和另一篇论文《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

不发达》 (1967) , 以及专著《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

的不发达》 (1967) 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

他的著作还包括 :《依附论》 (与斯威齐、多斯

桑托斯和奥康纳合著) 、《拉丁美洲 : 不发达还是革

命》 (1969) 、《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达》

(1971) 、《流氓资产阶级 : 拉丁美洲的流氓式发展 ,

依附性 , 阶级与政治》 (1972) 、《依附性与不发达 :

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学》 (1972 , 与科克罗夫特和

约翰逊合著) 、《论资本主义的不发达》 (1975) 、

《智利的经济“种族灭绝”》 (1976) 、《思考新的世

界经济危机》 (1976) 、《世界性积累 , 1492～1789》

(1978)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 (1978) 、《墨西哥

农业 , 1521～1630 : 生产方式的转型》 (1979) 、

《世界经济的危机》 (1980) 、《第三世界的危机》

(1981) 、《全球危机的动力》 (1982 , 与阿明、阿里

吉和沃勒斯坦合著) 、《欧洲的挑战》 (1983) 、《批

评与反批评》 (1984) 等。从这些书目中可以看到

弗兰克前期学术生涯的大体轨迹。

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 , 弗兰克更多地关注世

界历史和世界体系的研究。这个时期的著作包括 :

《改变革命 : 社会运动与世界体系》 (1990 , 与阿

明、阿里吉和沃勒斯坦合著) 、《中亚的中心地位》

(1992) 等。弗兰克在世界体系的研究中意识到东、

西方在 1492 年以前就已存在于同一世界体系之中 ,

世界体系内部欧洲部分的变化是和整个体系的其他

部分密切相关的。他在这段时期中的许多论文都在

探讨这些问题 , 这些努力和结果充分体现在 1993

年出版的《世界体系 : 500 年还是 5000 年 ?》 (与巴

里·吉尔斯合著) 。随后 , 弗兰克进一步把研究目标

集中于 1400～1800 年的全球经济 , 在 1998 年发表

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重新面向东方》 (中文版

译名为《白银资本》) , 他把这几个世纪世界各地的

经济联系作了新的论述 , 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

心 , 把中国 (和印度) 置于亚洲的中心 , 认为中国

在世界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极为突出和积极

的地位。弗兰克认为 , 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批判欧

洲中心主义的同时 , 自身并没有跳出欧洲中心主义

的窠臼。此书提出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 , 在学术界

有很大反响 , 在 1999 年获世界历史学会大奖。这

反映国际学术界对于弗兰克追求学术真理和执着治

学态度的高度赞扬。弗兰克不顾多年的癌症疾患 ,

始终笔耕不辍 ,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他还在病床

上写作《重新面向东方》一书的续篇 : 《重新面向

东方 , 19 世纪》, 该书已接近完成 , 有望由其友人

安排出版。

弗兰克留下的学术遗产与追求真理和不断创新

的治学精神 , 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上接第 70 页)

　　古巴社科高级理事会秘书长、古巴科学院荣誉

院士胡安·路易斯·马丁博士认为 ,“玻利瓦尔美洲”

是全球化的替代选择。拉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经济

发展、贫困加剧和财富集中 , 他主张拉美国家应通

过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社会发展。

古共中央委员埃尔瓦·R. P. 蒙托亚女士也谈

了一些观点。 (1) 古巴政府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支

持。(2) 全球化过程也是社会分化和排斥的过程 ,

这是资本的特点所决定的。(3) 拉美的一体化会继

续深入发展。(4) 中国的兴起和中拉经贸关系的发

展有助于平衡美国霸权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郑秉文所长对会议作了总结。他认为 , 多明格

斯博士的精彩演讲内容丰富 , 为第二届中古研讨会

增添了厚实的内容。这次活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研

讨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而且对 2005 年的中古

建交 45 周年纪念活动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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