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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继果：通向全球史的两条路径    热    

夏夏夏夏继继继继果果果果：：：：通向全球史的通向全球史的通向全球史的通向全球史的两两两两条条条条路路路路径径径径 

［ 作者：夏继果    转贴自：光明日报 2008-12-24    点击数：288    文章录入：teadmin ］

  

  

  全球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共同体内部、人类共同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自20世
纪中期兴起以来,全球史日益得到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两条路径及其互相间的渗透
使全球史的问世成为可能。  

  首先是历史学家的“内在”路径。  

  19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个专业学术研究领域。在那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日益
形成的时 代,欧洲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共同体应当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中的
基本单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日益关注于个体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欧洲各

个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而面对工业化和对外殖民的进程,他们认为只有欧洲才实现
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其他地区则正好相反,始终处于停滞和一成不变的状态。他们
提出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模式也完全依据欧洲的历史经历。到19世纪后期,许
多学术研究都反映出这种看待世界的观点,欧洲学者也将这些学术研究活动进行了
整体分工: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政治发展史,包括欧洲的世界扩
张;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考察当时的欧洲社会;东方学者研究美索不达米
亚、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很早就跨入文明时代但是通常被认为停滞不前的
社会;人类学家则负责研究非洲、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那些无史料记载、通常被
认为缺乏任何自有历史的民族。  

  然而,到20世纪中期,世界遭到的巨大震荡刺激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定位人类的共
同体。世界大战的遭遇、核毁灭的威胁、非殖民化的推进、种族歧视的世界性批
判、国际组织的产生、新的世界移民浪潮、多元文化论的扩展,所有这些使人们清
楚地看到,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能孤立地决定自身的命运。换句话说,所有的国
家和社会都参与到更广大的交流网络体系中,这种网络体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世
界范围内人们的命运,也就是说,应当以更大的外延来定义人类共同体。另外,传统
史学领域的专门化造成了知识结构的碎化,在相当程度上使历史失去了意义,不论是
学者、教师还是政府官员和普通公众都要求重新整合历史知识,形成看待历史的新
视角。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历史学家日益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开始探求历史上大范
围进程的发展动力。例如,长期以来,对于16世纪世界上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
国、16、17世纪的全球白银流动这样一些历史表象,历史学家都非常熟悉,但直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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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他们才试图寻找哈布斯堡西班牙、莫卧尔印度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这样一些事件
之间的内在联系,才系统地追溯白银从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银矿向欧洲、南亚、
特别是中国市场的流动。在这种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从全球联系的角度可以更好
地解释一些历史模式,更好地追寻历史的意义。这便是源自历史学科本身的通向全
球史的“内在”路径。  

  其次是科学-文化的“外在”路径。  

  在民族国家历史主导兴起中的历史学专业的时代,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却以不同
的方式研究和思考着身处其中的世界,这最终推动了历史学的转变和全球史的兴
起。  

  早在18世纪,威廉·琼斯爵士就设想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家族,其中包括的语言很
广,从不列颠岛的克尔特语到古代印度的梵语。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人口
进化论,而亨利·梅因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深入研究人类早期的氏族制度。20
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地质模式,探索大陆漂移。与此同时,卡尔·马克
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经济结构为中心,试图用所有这些新知识来重新描绘人
类社会的宏大图景。到20世纪中期,上述理论有一部分得到了证实。古生物学家的
发掘确立了人类演化的模式,碳-14和钾氩测年法通过实验证明了社会和地质年代的
跨度,地质学测定出大陆漂移的大致情况。这些领域的学者通过其广阔的视野、种
类繁多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开拓了通向全球史的“外在”路径。  

  最近几十年来,关于环境变化、疾病历史和人类演进阶段的知识增多了,语言
学、考古学和化学等学科也揭示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这种良
性互动日益形成。随着各个领域的专家对于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形成了全球的
视野,传统的历史学遭到严重冲击,全球史的兴起就势不可挡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第一,历史学研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时间范围和课题跨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
时期。例如,在区域研究中,专业历史学家把研究欧洲和北美历史的方法运用到亚
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研究。区域研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推动地区间的比
较,这也就带动了全球史的探究。在社会史中,重视性别、阶级、人种和种族的分析
框架有助于劳工史、种族史、移民史和大众文化等新研究领域的兴起。这标志着超
越对民族国家的关注,而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互动。不仅如此,历史研究的对象不
再局限于人类自身,探究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史日益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领
域。第二,历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日益丰富,源自生物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
等学科的理论为历史学所用,而源自经济学的定量与统计方法早已为历史学家所熟
知。第三,历史“文献”不再局限于外交书信和官方统计报告,而且包括口述传统、
语言模式、血型、地质和考古遗物、音乐乐谱、树木年轮、天文观测,等等。  

  两条路径的互动造成历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这可以用环境史的发展来说明。
环境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并不是全然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动历史的发展,而是处于同
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人类的活动确实改变了自然
环境,但是环境也经常会令人类大吃一惊。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理学教授贾雷德
·戴蒙德依据考古学和植物学资料,潜心研究人类最早的农业中心,包括西亚、中
国、中南美洲、西非,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他指出,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当人
类开始耕种作物、驯养动物的时候,植物是成片耕种,动物是成群饲养的,这一方面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为病原体创造了理想的栖息地。在欧亚大陆,大牲畜
的驯养导致疾病在人类与牲畜间的传播。其结果是,欧亚大陆以及非洲部分地区的
人口不仅密度大,而且携带着形形色色的疾病的微生物。这类疾病对人类生命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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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是经常的但却是有限的,因为久而久之那里的人们获得了极强的免疫力。与之形
成对照,在美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由于一万年到六万年前智人的突然出现,
大牲畜基本被灭绝了,除了美洲驼等个别例外,可供驯养的寥寥无几。相应地,那里
的人们极少会受到欧亚大陆那种特定病原体的感染,也缺乏相应的免疫力。如果某
一种剧毒的病原体,例如天花病毒,扩散到这样的社会中去,就会引起大规模毁灭性
流行病的爆发。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历史上惨烈的一幕幕在上述
地区陆续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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