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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
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
探求新的答案。

--作者述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问题的时代，一个问题很大的时代。在
科技的神奇影响下，一切都在经历着变革。如果我们愿意在生
活中睁大双眼，每天都有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教皇保罗六世



《全球通史》对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独特，将整个人类
的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
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阐释
手法打破地区和民族的界限“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
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
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察者的观点判
然不同”。

同其他学术作品一样，《全球通史》也并非完美无缺。
斯塔夫里阿诺斯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
他并未真正的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关于西方何以从落后
变为先进的立论，整个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历史命运的整体
解读也存有争议。



唐太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联系下当今社会的几大主题：平等，和平，国家发展，社会变革。

平等包括：性别平等，社会地位的平等，经济地位的平等。而在世
界历史上平等并不是近现代开始强调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作为食物的
采集者，部落社会的人有惊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性，性别平
等也超出任何一个时代。女性不但生育和抚养了小孩而且还提供了大部
分食品。但也正是部落社会的这种平等主义，内在的阻碍了其生产力的
发展。部落社会作为一个狩猎社会很久才迈入农业社会的原因：一方面
是由于当时可供栽培的植物和可驯养的动物总类很少，另外未经人工选
育的野生品种的产量也并不是那么可观，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方面原因
是缺乏足够的动力。事实上原始人有充足的食物和极为丰富的食物品种。
布希曼人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食物依然包括85种可使用植物和223种可
食用动物，而且不用担心天气原因导致庄家歉收之类的问题。不断地搬
迁和运动使他们很少生病，一天只工作3-4个小时，没有人愿意自愿抛弃
舒适而可靠的生活，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强制性的破坏安逸舒适的平衡的
话。



由此可见：人类并不是天生勤劳的，也并不是好的社会变革就能
为人所接受的。大部分人不愿意考虑长远的事情，或者说如同原始人
一样即使知道什么也不愿意付出相应的劳动。如果不是迫于人口的压
力，也许即使现在，很大一群人对于生活的需求也是极低的以此来换
取自由和安逸。

农业社会与人口增长的相互促进，导致建立在血亲关系上基
础上的部落社会被建有国家机构的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
供养上层阶级的社会所淘汰。人类进入古代文明。人类为了面对
生产力低下的劳作方式选择的不是所有人共同努力改变，而是少
数人榨取支配多数人的劳动所得，虽然劳作的总人数少了，但却
养活了更多的人。黑暗的妥协演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压力，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有的贪官狡辩贪污腐败刺激了经济，
带动了消费）而一系列由此带来的不平等等问题也由此诞生，因
为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体系而不是血亲关系的基础上。妇女被
束缚于家内活，男人们因此获得对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和国家中
的一些职位的垄断，最后彻底的垄断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军事
权利，妇女开始居于从属地位。阶级分化使得一些人不用从事繁
重的劳动，拥有支配他人甚至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利。可见最初的
变革都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是有理可循的顺势而为，
说是自然的结果也不为过，但是权利等等的不加约束带来的恶劣
后果却是社会对于人性的影响造成的。



随着马和铁器变革，游牧民族掀起了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
入侵浪潮。当时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所有的古代文明纷
纷崩溃。中东文明在入侵后幸存下来，中国文明有所変更但未完全摧毁。
希腊和印度的文明都遭到消灭，建立了新的宗教体系，社会体系和哲学
体系，出现了新的古典文明。战争与融合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相互接触，
促使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其中商业和文化起了联结作用。无独有偶，
类似的，在诸古典文明因为生产技术相对停滞不前生产效率低下的时候，
游牧民又一次践踏了这些文明并最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宣告了中世
纪文明的到来。

西方的古典文明永久的湮灭，被崭新的东西所接替。事实上正是因
为西方的制度与经历不断地変更，黑死病流行对西方带来的巨大毁灭的
压力，促使了西方的技术变革在中世纪以后领先，并在近代领先世界。
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宗教改革的遗产都促进了西方文明的扩张。
传教和对金银的渴望又导致了对一系列技术尤其是机械航海技术的重视
导致西北欧成为全球最有影响，最具活力的地区。可以说西方的崛起未
尝不是巨大压力下破而后立的产物。



相比之下，中国与人类其他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在每次的被
入侵中总是由于人口的优势和文化传承的根深蒂固，导致中国的文化不同
于任何的其他文明而是将侵略者同化。中国的统一和几个世纪的强大，以
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思想上的统一和限制，导致对外的不屑一顾。正
如儒家在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变革能力适应了统治的需要最
终一家独大，而之后的固步自封对科学技术的不重视也导致了同西方宗教
改革截然不同的结果走向衰败。

西方扩张时伊斯兰教帝国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
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闻名于世。他们的崛起归功于火药的
发明和其在火器和火炮上的应用，初期领导者的个人能力。但是同样的穆
斯林世界缺乏欧洲的动力，最终在王朝的内部腐败和对西方的优越感中帝
国走向衰落。



因此：傲慢自大，不思进取是文明衰败的罪魁祸首。人口压力，土地
和资源的分配是战争必然发生的原因，但是战争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明
的进步。正如自然界一样优胜劣汰，淘汰掉落后的和衰败的文明。现代社
会更加复杂，战争带来的危害也更让人难以承受。同时技术的革新与进步
让我们在战争面前比我们的祖先有更多的选择。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
源在于社会的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历史的记载表明人类生来既不爱
好和
平，也不喜欢战争；既不倾向合作，也不倾向侵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
他们的基因，而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交给他们的行事方法。战争并不是不可
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缘故。

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无法做到绝对的平等，因为生产力尚不足以供给所
有人的需求，所以依然是按劳分配。假使科技能弥补生产力的不足，解放
全人类的劳动束缚，也许社会主义就自动实现了。而在这之前，我们依然
只能选择做个有用的人用自己的能力去搏得想要的生活。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