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世界历史教学与全球史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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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美国的世界史教学具有长期的传统:从 ∀通史 #到 ∀西方文明史#,再到 ∀全球

史 #。全球史教学在美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特别是 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浪潮导致美国对全球史课程的需求,而长期的

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成果为全球史课程的设置铺平了道路。全球史的兴起对美国的世界

史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球史 #或 ∀世界史 #的课程迅速进入美国的许多大学,美国中

学的世界史教学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变成了教材的核心主题。
 关键词 ! 美国 世界史 教学 全球史

全球史 ( g lobal h istory)是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研究视角和世界通史编纂方法。它注重比

较跨社会边界的历史过程, 考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 分析跨社会的总体历史发展模

式和过程。全球史不以民族、政治、地理和文化区域为单位考察历史过程,而是把那些对跨

地区、某块大陆、大洋、半球甚至全球有影响的事件作为考察对象。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

着经济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界的影响,以及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学术交流日益

紧密等,全球史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学术背景。1995年,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把

∀全球史是否可能 #列为大会主题之一, 全球史的研究和教学成为当今国际史坛发展的一

股重要力量。本文主要从世界历史教学的历程看全球史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对美国世界历

史教学的影响。

一、美国传统的世界史课程

美国大中院校传统的世界史课程主要是世界通史和西方文明史。这两门课程的兴衰

起伏折射出全球史兴起前美国的世界历史教育演进过程。

通史教学与美国大中院校的人文教育发展紧密相关。19世纪是美国公立高中快速发

展的时期,中学历史课程相应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创办于 1821年的波斯顿英语高中是美

国第一所有记载的开设被称为 ∀通史 #的世界历史课程的学校,它是为拉丁学校教师提供

古典语言学习背景所开设的。19世纪后期, 美国大学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 1880∃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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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大学生人数增长了 4 7倍。 与此同时, 一些研究型大学诞生了。到 19世纪 90年

代,大学里以研究为基础的历史教学已经形成, 通史和美国史成为大学历史系的两门必修

课。学习历史课程的学生人数剧增。 1896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一份报告说, ∀根据教育部

门的统计,学习历史 (包括美国史 )的学生在过去 10年里增加了 152% ,其增长率只低于代

数学。#%

这些 ∀通史#课程的内容带有强烈的 ∀欧洲中心论 #、宗教和种族主义色彩。高中的 ∀通

史 #主要讲授包括 &圣经∋历史和古典神话在内的古代欧洲历史, 虽然枯燥乏味, 但是它的
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历史只是基督教作为 ∀真正宗教#的故事。随着 19世纪宗教思想的衰

落,这门课程的教材编者开始转向种族主义和 ∀进步 #等世俗主题,逐渐增加了现代史的内
容,但仍然集中于西欧历史。例如 1889年大学和中学使用的 ∀通史#教材只在第一章古代

史中包含了东方各民族的历史, 最后一章则主要描述 19世纪后期欧洲历史, 这是当时常见

的进步史观的典型例子。( 当时的所谓通史教材以鼓吹种族优越论为能事。如威廉)斯温

顿在 19世纪 70年代出版的 &世界史纲要 ∋中解释说, ∀我们完全有权利说雅利安人是 ∗进
步 +的独有种族; 大部分世界历史必须叙述雅利安人各个国家对共同文明所做的贡献。#,

1889年, 菲利普 )迈尔斯继续以种族主义为通史主题, 为欧洲历史的优先地位提供论证。
他解释说, ∀在所有种族中, 只有白色人种或高加索人种显示为更为完美的种类, 无论从体

质、智力还是从道德水平看。#−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公开声称, ∀欧洲各民族的历史能够在档
案中发现,海外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只能在田野中发现。#.

到 20世纪初,通史课程的内容枯燥,教学方法生硬,以死记硬背一些欧洲历史事实为

主要手段。一名教育家事后回忆说, ∀仅仅把王朝的和教会发生的事情串联在一起//主

要内容是政治,还有少量对文化发展和宗教冲突的评论。它强调战争和分裂;描述国王、王

后、封建领主、主教、教皇和皇帝;强调时间和人名//使历史研究变成了记忆力训练。从

地理上看,它局限于地中海盆地、西欧,简单地涉及新大陆、亚洲和非洲。#0美国大中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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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课程教学走向衰落。

西方文明史是迄今为止美国大中院校历史教学最成功的课程。1917年 4月, 美国对德

国宣战。美国 ∀国防部特训教育委员会 #号召教育机构为战争动员做贡献, 用他们的知识
和资源为国防服务。于是许多大专院校设立 ∀特别军事训练营 # ( Special A rmy Tra ining

Camps,简称 ∀ SATC#) ,培训新兵。 1918年 7月,国防部教育特训委员会还要求一些大学开

设一门新的必修课 ∀战争问题#, 让学生了解一战的原因和目标,同时还作为战时人文教育
课程。这门讲授一年的课程内容包括两部分: 首先是战争的历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

原因,其中特别强调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如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第二部分关注交

战各国的政府形式和国民特性。到 1919年 10月, 54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这门课程, 为

SATC培训了 12 5万名新兵。 战后,将近一半参与该计划的学校决定继续开设并完善这

门课程,增加一战后巴黎和会和欧洲新秩序的内容, 用它取代以前的通史课程。其中最成

功的是哥伦比亚大学, 1919年它把这门课程改造成 ∀当代文明导论 #, 分析美国文明与欧洲

文明的关系,核心内容是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以及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新地位。到 1926

年,美国已有 34所大专院校采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 西方文明史课程的成功是一战

后美国国际地位、国内形势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第一,国际关系的变化、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战后西方文明史课程在美国盛行的

国际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对 ∀进步的 #价值观和制度的普遍信仰开始削弱了,
美国意识到自己作为 ∀西方文明 #捍卫者的道义角色, 而美国的教育机构也参与到这种捍

卫的活动之中。美国一些欧洲史学家竟然把讲授西方文明史课程当作一项新使命: 提供西

方不断进步的历史证据,并追溯这个被假设为世界上最美好、最持久的文明的特点。编写

西方文明史教材、讲授西方文明史课程被他们认为是 ∀保持西方文明生命力#的最佳方式。

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强调西方历史的优越性来消除西欧现实中的消极阴暗面。为此, 有的西

方文明史教材甚至不涉及 20世纪历史。

第二,从学术知识积累角度看, 欧洲历史教学与研究是西方文明史课程开设的前提。

19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专业历史学。美国许多早期专业历史

学家都是在欧洲学习或在德国接受专业训练,与此相应地, 欧洲历史就变成了美国历史研

究和教学的主要内容。如 1900年左右,堪萨斯州立大学 (当时叫作堪萨斯农学院 )除了开

设一些美国历史课程外,标准的课程目录还包括英国史、法国史、欧洲古代史、欧洲中世纪

史、欧洲现代史。 1909年该校的课程目录说: ∀为了真正地理解美国历史, 学生必须了解欧

洲历史。这是我们研究古代和现代欧洲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 1910年,在美国大学

的历史学课程中, 45%是欧洲历史, 16%为英国史, 37%为美国史,有关世界其他地区和国

家的历史课程只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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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新史学#创始人詹姆斯 )哈维 )鲁滨逊为美国大学开设西方文明史课程奠定

了基础。鲁滨逊曾经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学习历史,后来转到德国弗莱堡大学, 并在那里获

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1900∃ 1910年,鲁滨逊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给研究生讲授

∀西方文明史概论 #课程,按照时间顺序讲授西方理性思想的兴起历程。 1926年,西方文明

史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标准课程。为了配合教学, 大量西方文明史教材被出版了。这些教

材把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历史融合为一本书,供一学年教学使用。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

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 这些人毕业后分散到美国各大专院校任教, 使该课程在美国很多高

校被采用。例如, 30年代中叶,哈佛大学每年选修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学生达 750多人。

第四, 20世纪初,美国高中教育得到普及,高中学校数量不断增加, 升入大学的高中生

比例也在扩大,这是促进西方文明史课程迅速传播的直接因素。随之而来的是大学强调通

识教育课程,在历史教学方面,除了美国史之外,西方文明史也变成了全体大学新生的必修

课程, 而且受到欢迎。

第五,使外来移民美国化。 19世纪后期和 20世纪初期,大量移民涌入美国, 特别是来

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仅 1880∃ 1920年, 来到美国的移民累计达到 2350万。% 按照当时

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标准,这些移民是低等民族。有些人希望这些移民能够接受特

定的职业培训。无论种族主义氛围多么浓厚, 美国当局在不能剥夺这些移民接受教育的权

利的同时,决定尽可能地使他们美国化。美国化的内容之一就是向他们灌输美国历史,但

美国历史毕竟比较短暂,于是西方文明史又可以大显身手。有些新移民, 如意大利人,他们

在西方文明的早期历史中发挥了作用,因此通过诉诸共同的西方文明源泉, 不仅有助于他

们的美国化,而且把美国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观与西方文明的核心和光荣传统联系起来了。

第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五十年代, 西方文明史课程在美国大学盛行。随着美国

在二战后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 许多美国人认为西方文明的大本营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美国

了。西方文明史教学不仅把美国的价值观与源远流长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了,而且使美国

人产生了 ∀美国特殊论#的世界观 ∃ ∃ ∃ 惟有美国不会重蹈欧洲的覆辙, 能够保持西方文明

的繁盛。特别是随着 ∀冷战 #的爆发, 西方文明史教学变成了讲授 ∀自由的历史#,因此它几

乎成了美国大专院校各个专业的必修课。

二、全球史兴起的教学背景

全球史教学在美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特别是 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浪潮导致美国增强了对全球史课程的需求,而

长期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成果为全球史课程的设置铺平了道路。

第一,地区史教学和研究为全球史教学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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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大学只有少数教师从事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教学研究, 美国之外的地区研究实际上

不存在。受到战争的刺激, 美国 ∀空前地关注整个世界 #。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随即成立

了一个工作小组,由它起草了一份美国高中和大学教授亚洲历史的备忘录。该委员会认

为,一个受过教育、希望积极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应该知道世界的发展以及美国在

世界上的地位。 美国知识阶层关注 ∀世界其他地区 #的意识从此不断增强。随着二战后

美苏冷战的出现,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认为,为了美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人应

该学会尊重和理解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和组织。换句话说,美国希望在战后世界舞台上扮

演新角色,这需要历史知识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从 40年代后期开始,

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都倾力支持 ∀地区史研究 #。地区史研究成为美国史学家研究的重要

领域之一。拉美、非洲、中东、东南亚研究学会相继成立。卡耐基基金会则资助一些大学开

设地区史课程,如 ∀印度文明 #、∀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 #等。对亚非拉地区历史和语言

的广泛研究, 不仅极大丰富了美国史学界对这些地区历史知识和文化的了解,而且提供了

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全球视野,这是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学理基础。

第二,从 20世纪 60年代起, 西方文明史课程不断遭到批评。这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

成的。首先,西方社会史家开始怀疑西方文明史课程对西方文明统一性和进步性的假设。

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内容以理性和进步作为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并未得到检验, 至多是一

些历史假设。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都反对把西方文明史作为必修课。其次,到 70年代,美

国大学生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非西方裔的学生人数增多, 大学校园里也反映了多

元文化并存的美国社会现实。以斯坦福大学为首的许多大学的亚非拉裔美国学生团体常

常要求西方文明史课程必须有助于对其他文明的关注。斯坦福大学从此开设历史比较法

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和比较西方与非洲、拉美文明史。再次,从 20世纪 80年代起, ∀后现代

主义#思潮对美国的史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后现代主义反对历史研究中的任何绝对标准

或固定模式,认为真理是相对的,人们不可能确定并捍卫一套固定的西方价值,因此被当作

标准的西方文明史课程自然就成为批评对象。

第三,美国全球史先驱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长期的教学实践。 40年代, 斯塔夫

里阿诺斯就认为西方文明史课程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他看来,美国大中院校的世界历史课

程从来就不是关于世界的历史: 它一直是关于欧洲的历史。这个学科一直是西方和其他大

陆的西方化,欧洲人一直居于中心,美国在旁边,世界上其他的人都处于边缘。% 朝鲜战争

是促使他极力主张全球史教学的直接原因。他回忆第一次思考世界历史的情景, ∀朝鲜战

争期间,当我们众多学生离开校园前往远东, 而对将要面对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或没什么

理解时,我感到需要另一门全球视野的课程。#( 1952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西北大学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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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门世界历史课程。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美国普遍感到需要了解非西

方文化。次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 ∋。 1958年, 美国联邦政府、大学、教育领域的私人基

金会都认识到,外语教学、国外的地区历史和文化研究都能为加强美国国防服务。斯塔夫

里阿诺斯设计了一门全新的世界历史课程,选课对象从本科新生到研究生。 1962年,他编

写了高中教材 &人类全球史 ∋。虽然受到批评, 但是这部教材仍然被高中广泛地使用。

1963年,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 ) H 麦克尼尔出版了 &西方的兴起 ∃ ∃ ∃ 人类共同体

的历史 ∋。1964年,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开设 ∀世界历史课程 #。 1967年, 他出版了 &世

界历史 ∋教材。一位美国全球史专家说,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教授世界历史就是教授斯塔
夫里阿诺斯或者麦克尼尔 (的教材 )。# %

第四, ∀世界历史学会 #的成立和 &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办促进了美国的全球史教学。

1982年,自 70年代以来就开设世界历史课程的美国 ∀空军学术研究院 #承办了一次世界历

史教学会议, 150名大中院校世界历史教师与会。麦克尼尔发表了主题演讲, 告诫年轻历

史教师, ∀如果你试图教授世界历史,你将发现它是能够被教学的。#( 这次会议推动一群历

史学家创立了 ∀世界历史学会#。世界历史学会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大中院校的世界历史教

学,尤其是中学的世界历史教学, 它的章程里有一个保障中学老师担任学会领导的特别条

款。自成立伊始,该学会每年都召开学术年会, 学术活动十分活跃。 1990年, 美国世界历

史学会创办了学术期刊&世界历史杂志 ∋,使之成为世界史教学研究的重要论坛。该期刊

主编杰瑞) H 本特利说, &世界历史杂志∋的使命是为用全球视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提供

一个论坛,为那些采用比较方法和跨文化交流主题的论文服务。

三、全球史课程对美国世界历史教学的影响

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节奏加快,美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学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史

教学对美国世界历史教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冠以 ∀全球史#或 ∀世界历史 #名称的课程迅速进入美国许多大学的课堂, 包括常

春藤名校。 2000∃ 2001年, 美国大专院校开设世界历史课程的占 59% , 公立大学更高达

69%;而开设西方文明史课程的下降为 46%。, 有些大学甚至用全球史课程取代了传统的

西方文明史。

第二,美国的中学世界历史教学也取得长足进展。 1990年, 美国全体高中毕业生中,

学过世界历史的人数占 59 59% , 1994年为 66 72% , 1998年为 66 41%。−为了应对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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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世界历史课程的需要,美国 ∀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从 2002年开始提供世界历史大学

预科考试, 当年考生就达到 20800人。到 2003年, 28个州立法要求公立高中开设世界历

史课程。% 2003年,来自 1474所高中的考生达到 34268人,增长 65%。( 2007年, 参加世界

历史大学预科考试的学生人数达到 101975人; 2008年,上升到 124638人。,

第三, 1994年,美国政府委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为全国高中制定的世界历史

教学标准颁布,各州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而自愿采用。这个标准引起美国朝野关于世界历史

标准的大论战。 1995年, 美国 ∀基础教育委员会#对论战进行了调查, 1996年 1月发表调查

报告,认为世界历史标准在加强中学生世界历史知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历史标准

专门调查小组还注意到,世界历史标准使跨地区和时间的比较历史、变化和互动方式的教

学成为可能。− 实际上,为了高中生参加全国统一的世界历史大学预科考试, 大多数州还是

在略加修订的基础上采用了这个标准。

第四,全球史对西方文明史教学带来了冲击。首先,西方文明史的教材发生了重大变

化,开始包括与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关系的其他文明。与此相应的是, 教材篇幅也扩

大了。最初的西方文明史教材为 400∃ 700页 (只有鲁滨逊编写的达到 700页 )。到 2002

年,许多西方文明史教材都分为两卷,每卷达到 900页左右。而一本经典的、以欧洲为基础

的、由帕尔默等编写的 &现代世界史∋就超过了 1100页。. 其次, 西方文明史课程的教学方

法发生了变化。传统西方文明史教学注重罗列历史事实,灌输所谓西方文明的 ∀特色#和

∀核心价值观念#等,把 ∀西方 #与 ∀世界 #对立起来。在全球史的冲击下,西方文明史教学开
始把西方与世界横向联系起来,考虑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或者把西方文明置

于全球历史视野中予以考察,而不是把世界其他地区当作解释 ∀西方兴起 #的背景。如坚

决捍卫西方文明史教学的迈克 )多伊勒就提出, 在西方传统的基础上,该课程应该更多地
考虑 ∀其他民族作出的全部贡献 #,对于现代的几个世纪,要强调 ∀西方与世界的互动#。0

第五,全球史给世界通史的编写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首先,持全球史观的世界通

史教材强调跨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麦克尼尔认为跨文化互动是世界历史的 ∀主

要推动力量 #,他的杰作&西方的兴起 ∃ ∃ ∃ 人类共同体的历史 ∋就是贯彻这种历史观而撰写
的。 ∀跨文化交流 #不仅成为诸多持全球史观的世界通史的编纂指导思想,而且作为世界

历史分期的标准。其次,全球史力图摆脱 ∀欧洲中心论#对世界通史编纂的束缚。 19世纪

后期美国出版的世界通史教材几乎不涉及非欧洲世界, 例如威廉 )斯温顿 1874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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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纲要 ∋连索引里也没有列出印度和中国。 全球史观力图打破 ∀欧洲中心论 #,在编

纂中表现为欧洲历史篇幅有所减少, 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史的内容相应增加了。相较以前欧

洲历史占据绝大多数篇幅的世界通史,在威廉 )麦克尼尔 &西方的兴起 ∋ ( 1963年第一版 )

中, 1900年前的欧洲历史占总篇幅的 32%;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 ( 1998年第七
版 )中, 1900年前的欧洲史只占总篇幅的 23%。% 而皮特 )斯特恩斯 2001年 &世界文明

史 ∋ (第三版 )中, 全部欧洲史的内容也只占 37%。( 世纪之交,在美国出版的几部世界通史

著作中,非欧洲世界都占有越来越多的篇幅。

纵览美国的世界史教学历程,我们发现,美国国内外形势变迁、对外政策导向和需要是

促使美国从所谓 ∀世界通史 #向西方文明史、全球史教学演变的根本因素。这或许也是美

国世界史教学演变历程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之一。

(作者施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邮编: 100037)

(责任编辑:于 沛 )

(责任校对:董欣洁 )

书 讯

维克多 )瑞布里克: &世界古代文明史 ∋, 师学良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本书是俄罗斯古典学者维克多)瑞布里克的文明史著作。瑞布里克在反思前
苏联史学和西方传统文明史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新的文明史观。他认为世界历史应

分为两部分:原始社会史和文明史; 只有后者才有严格意义上的发展。文明史从公

元前 3050年开始,存在着一个长达 2250年的历史周期,该周期分为九个阶段,每个

阶段 250年。瑞布里克使用了大量的考古学、碑铭学、语言学资料, 对各大文明 (如

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美洲文明等 )的演进趋势、阶段

特征进行了比较,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古代世界的历史进程。

(纪 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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