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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文化特征或经济特征定位“时代”ꎬ取其标志性或根本性ꎬ以世界格局变动为标尺定位“时代”ꎬ
则取其整体性ꎮ 从学理上推究ꎬ定位“时代”的信心来自于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历史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成熟ꎬ其
思想支点是社会进化和历史进步的观念ꎮ 因为在此前提下才达到宏观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高度和深度ꎬ而 ２０
世纪中叶至 ２１ 世纪初的世界变化在提供着事实依据和实景支撑ꎮ 近代以来欧美国家形成西方优势论、殖民论

和帝国主义论等价值判断ꎬ产生了一整套历史叙事ꎮ 东方国家如中国和土耳其等形成了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和

自强独立等价值判断ꎬ产生了另一套近代历史叙事ꎮ 两种近代历史叙事都延伸到现当代并得到强化ꎬ“变局”的

判断仍是在东方和西方谁进谁退的语境里ꎮ
〔关键词〕“时代”定位ꎻ时代特征ꎻ思想支点ꎻ历史叙事ꎻ趋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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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ꎬ知识和信息容易获

得ꎬ专门术语往往并非为某一类学科、某一些领

域所专有ꎻ相反ꎬ在人们讨论现实问题时会信手

拈来ꎮ 例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从政策文本

到寻常百姓谈论国内外局势ꎬ都已成为娴熟的话

语ꎮ 学界也有不少解读和阐释ꎬ〔１〕 不仅洋洋洒

洒ꎬ随题立论ꎬ而且追本溯源ꎬ联想到清末“三千

余年一大变局”的判断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学

界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评ꎬ以及普通民众

借助网络对世界局势变动的评头论足ꎬ既反映出

开放程度和文明高度ꎬ也能看出形成于 １９ 世纪

的价值观念和相应的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ꎮ 事

实上ꎬ不同学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确认“时

代”并运用判断力ꎬ试图自圆其说地阐明人类历

史演进的规律ꎮ 由于历史学的包罗万象ꎬ各个学

科的成就和贡献都会放在历史学橱窗里展示出

来ꎮ 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代历史占据的位置过于

显眼ꎬ无论以哪个特征衡量ꎬ都有不可低估的意

义ꎮ 为此ꎬ有必要解释近代历史叙事的延伸和背

后的观念ꎬ并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深入探讨ꎮ

一、“时代”与时代特征

每个人生活于具体“时代”ꎬ而每个时代有

每个时代的特征ꎮ 这虽是常识性的判断ꎬ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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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之前就存在的常识ꎮ 历史学为了史书

编纂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划分时段ꎬ古代、近代、
现代的划分标准和由此产生的歧义构成了“历史

分期问题”ꎮ 哲学和社会科学不纠缠“分期”之

精确与否ꎬ更强调“时代特征”本身并坦然应用ꎮ
细究起来ꎬ无论在哪个语系中ꎬ“时代” 〔２〕 一词均

泛指或特指一个历史阶段ꎮ 最具概括性的时代

称谓是“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 “文明时代”ꎬ相
应地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术

语ꎮ 而整个文明时代又简单地分为“农业(耕)
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包括当下的“工业

化 ＋信息化时代”)ꎮ 在世界文明史中有“古典

时代”“黑暗时代” “航海时代” “启蒙时代” “全
球化时代”等等划分ꎮ 其中“农业(耕)文明时

代”“工业文明时代”以经济特征(具体生产门

类)为标志ꎬ“黑暗时代”“启蒙时代”则以文化特

征来区分ꎮ 这些划分都有一定的观念基础ꎮ 例

如斯宾格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ꎬ１８８０—１９３６)认为ꎬ
“一个在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

个时代之内ꎬ而是它本身就创造了那个时代
这个观念整体属于我们的时代ꎬ它影响着所有的

思想家ꎮ” 〔３〕当然ꎬ我们不需要追问斯宾格勒哲学

思考的起点ꎬ仅仅借着这个说法ꎬ来审视我们熟

知的“时代”定位和相应的价值判断ꎮ 可以确定

的是ꎬ用以定位“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经济特征ꎬ
两者存在明显差异ꎬ各有其理由和价值取向ꎮ

(一)以文化特征为依据

“文化既是个别的ꎬ断代当然以每个独立的

文化为对象”ꎮ〔４〕要判断古史和古文明ꎬ可依据的

只有青铜器、文字、城市遗迹、宗教建筑等ꎬ而整

个人类文明时代也呈现不同阶段的文化特征ꎮ
维柯(Ｇｉ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Ｖｉｃｏꎬ１６６８—１７４４)把历史划分

为“神祇时代” “英雄时代” “人的时代”ꎬ三个时

代的更迭与 社 会 变 革 相 联 系ꎮ 休 谟 (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ꎬ１７１１—１７７６)则认为人类历史从 １５ 世纪

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ꎬ此前是人类文化史上的

“千年空白”ꎮ 孔多塞 ( Ｊｅａｎ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ꎬ１７４３—
１７９４)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为十个阶段(也

是十个时代)ꎬ从原始时代、畜牧时代、耕稼时代

开始ꎬ经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黑暗时代、文艺

复兴时代等ꎬ最后阶段是尚未到来的幸福时代

(特征是机会平等、自由、理性、民主、教育普

及)ꎮ〔５〕孔多塞试图把文明进步的必要性建立在

人类精神不可改变的特征上ꎬ又有所超越ꎬ着眼

于人类所经历的各文化阶段ꎮ〔６〕 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ꎬ
１７４４—１８０３)把人类历史分为“诗歌时代”(人类

童年时期)、“散文时代”(人类的壮年时期)、“哲
学时代”(人类的最成熟时期)ꎮ〔７〕 但他的历史观

念还不是新观念ꎮ 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青年时

代”“老年时代”的还有帕斯卡、博绪埃和让博

丹等ꎬ〔８〕他们认为现代人站在古人的成就之上ꎮ
斯宾格勒把人类历史按照文化划分为两个时代ꎬ
一是原始文化的时代ꎬ一是高级文化的时代ꎮ 何

谓“高级文化”ꎬ斯宾格勒以洋洋数十万言来论

述ꎬ超出普通人的理解ꎬ两个时代的划分也未被

普遍采用ꎮ
欧洲史的“上古”“中世纪”“现代”划分方式

始于文艺复兴时期ꎮ 后来形成了今天熟知的欧

洲历史上的三个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为“古
典时代” (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ｇｅｓ)ꎬ也是 “理想时代” 或

“黄金时代”ꎻ“中世纪时代”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ｇｅｓ)是

“黑暗时代”ꎻ复兴古典开创新局面的时代即“现
代”(Ｍｏｄｅｒｎ /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ｓ)ꎮ “现代”又依据文化

特征划分为“文艺复兴时代”、“博学时代”(指 １６
世纪后期至 １８ 世纪早期ꎬ以古籍整理和研究为

主要特点)、“启蒙运动时代” (一般称启蒙运动

时期)等ꎮ 至于古希腊之前的历史ꎬ尤其是古埃

及和古巴比伦的历史ꎬ一般放不进这个时代框架

中ꎬ另外称为“古代的东方”历史ꎮ〔９〕

在世界范围其实只有中国和欧洲(从古希腊

到当代西欧)形成贯古通今的独立史学体系ꎮ 中

国历代王朝兴替ꎬ统一时期以“朝代”区分ꎬ一个

朝代是一个时代ꎬ而动乱和分裂时期以其外在特

征划分ꎬ如“战国时代”“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

时期”等ꎮ 政治清明的时期以帝王年号标识ꎬ如
“文景之治” “开元盛世” “康乾盛世”等ꎮ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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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就有“所见” “所闻” “所传闻”三世的

划分ꎮ 汉代何休注«公羊传»时概括出相应的社

会治乱特征ꎬ于是形成了“衰乱世”“升平世”“太
平世”的划分(清末的廖平、康有为仍使用)ꎮ 在

西亚北非ꎬ从阿拉伯国家直至奥斯曼帝国ꎬ与古

埃及、古巴比伦的王朝体系没有继承关系ꎬ因而

其历史没有连续性ꎮ 伊斯兰国家对“时代”的认

识囿于宗教观念ꎬ由重要宗教事件和相应的年份

来确定ꎮ 至于这些国家重新思考历史并重新定

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ꎬ已是 ２０ 世纪建立民族

国家ꎬ接受西方社会科学之后的事ꎮ
近代以来世界面貌改变ꎬ历史观念也随之重

塑ꎮ 以重大历史事件来划分时代ꎬ既超越王朝体

系ꎬ也跨越国界ꎮ 例如ꎬ１９ 世纪以来的史家把西

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陷落、尼德兰革命等

重大事件作为历史起讫的分水岭ꎬ怀疑古代史家

的神话史观、英雄史观ꎬ也提出新史观ꎮ 他们质

疑年代循环的历史书写或以创世纪、耶稣诞生为

参照系编年纪事的可信度ꎬ〔１０〕 却在继续沿用基

督教普世史观念下的编年体ꎮ 又如ꎬ作为历史课

题来研究文艺复兴ꎬ会把“文艺复兴时代”看成

一个从 １３ 世纪持续到 １６ 世纪的过程ꎬ所关注的

文化特征包括:大学的兴起、罗马法的复兴、教会

法编订、古物整理修复、哥特式建筑流行、商业意

识增强、通俗文字普及、市民文学产生等等ꎮ
历史学是追溯因果并探究进程的学问ꎬ历史

分期和“时代”定位主要考虑方便可行ꎮ 哲学家

把关于时代的思考提升到哲学层面ꎬ既有深度也

有高度ꎬ但不易为社会科学所熟知和使用ꎬ也不

容易变成通俗用法ꎮ 例如ꎬ法国的杜尔阁、德国

的阿佩尔特、赫林、弗莱埃等人在著作中对人类

历史各阶段的划分有不同的见解ꎬ〔１１〕 但专业性

过强ꎬ不被通俗历史编纂者采用ꎮ 斯宾格勒批评

史学家把历史分为古代史、中世纪史、现代史ꎬ以
这样空洞而无意义的分期法主宰了我们的历史

思维ꎬ有碍于我们认识“高级人类在通史中的真

正位置”ꎬ也无法判断局部(如西欧)的相对重要

性ꎬ尤其无法估计其发展方向ꎮ〔１２〕 影响面较广的

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Ａｘｉａｌ Ａｇｅ)概
念ꎮ〔１３〕他把公元前 ８ 世纪—公元前 ３ 世纪的希

腊、印度和中国放在同一个视角下考察ꎬ指出这

三个文明的相似性和差异ꎮ 一般认为他突破了

黑格尔的基督教纪元ꎬ使历时性的普遍历史面向

多元文明的“共时”特征ꎮ〔１４〕不管怎样ꎬ在后来的

文化书籍和社会科学著作中ꎬ通行的“时代”定

位还是以历史学的文化特征为主要依据ꎮ
(二)以经济特征为依据

客观地说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划分

是重要的ꎮ 毕竟当代人只能按照时间距离的远

近来处理历史ꎬ确认自己的位置ꎮ 历史学借助考

古学提供的信息ꎬ把古代历史向前延伸ꎬ了解到

进入阶级社会和出现国家之前农耕生活已经出

现ꎮ 在八千年前ꎬ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ａｔａｌ
Ｈüｙüｋ)和巴勒斯坦的杰里科(Ｊｅｒｉｃｈｏ)就已经成

为黑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中心ꎮ 这两个地方也

提供了“人口骤然增加”的早期例证ꎬ学界常把

这些发现表述为“农业革命”ꎮ〔１５〕

农业(耕)文明时代漫长ꎬ这个时代的经济

形态以农业为主ꎬ手工业和商业为辅ꎮ 一般认

为ꎬ贸易比国家还古老ꎬ贸易活动至少早于农业

和其他正常的生产活动ꎮ 工具和武器生产、城
市、私有财产、公共权力ꎬ以及定居、村庄、人口增

长、产品交换等的存在ꎬ都是农业(耕)文明时代

的社会特征ꎮ 国家的基本需求除了安全和独立ꎬ
就是保护工商业ꎬ发展经济ꎬ让国家富强ꎮ 马克

思主义学派对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讨

论ꎮ 西方学者所说的“不能再缩减”的国家利益

中ꎬ“物质生存”和“经济繁荣”是基本要素ꎮ 物

质条件和经济因素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标识ꎮ
在农业(耕)文明时代后期出现工业革命ꎬ

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ꎮ 这个时代生产和生活的

节奏加快ꎬ尤其在 ２０ 世纪后期(信息化程度加

快)ꎮ 以此为据可以给人类历史绘制出一条上升

曲线ꎬ其中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者发生在

１７６０—１８４０ 年这个阶段)两个节点ꎮ 现代世界

经济形成的条件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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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二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引用ꎮ 在工业文明时

代ꎬ自然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ꎬ经济增长速度

前所未有ꎮ
工业文明时代世界各个方面的变化都是巨

大的ꎮ 其时代特征有三ꎬ一是流动性ꎮ 从 １６ 世

纪到 ２０ 世纪初ꎬ来自西方的商品、人员、资金流

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ꎬ而二战结束到

２１ 世纪初则呈现相反流向ꎮ 越往后ꎬ技术和信

息传播越快ꎬ生产要素趋向自由流动ꎬ世界各地

人员联系和交流越是畅达ꎮ 二是扩张性ꎮ 跨国

公司扩张导致资本全球化发展ꎬ使得全球贸易和

财富规模增加ꎮ 三是不平衡性ꎮ 超大规模流动

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不稳定ꎬ带来相应的危

机ꎮ〔１６〕这也是耳熟能详的“全球化”现象ꎮ〔１７〕 对

工业文明时代的认识和相关研究成果蔚为大观ꎬ
有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全球化理论等等ꎮ〔１８〕

人类离开农业社会的孤村炊烟ꎬ走进了工业

社会的钢筋水泥之林ꎮ 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

的基础作用ꎬ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有系统论述:人
类的演化过程是由经济行为所决定ꎮ 即使是那

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ꎬ也不否

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的价值ꎮ 现代经济学家

罗伯特卢卡斯(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Ｌｕｃａｓ)也对历史进程

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深信不疑ꎮ 以经济特征

为依据ꎬ把人类历史分为农业(耕)文明时代和

工业文明时代ꎬ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ꎮ
(三)以世界格局变动为依据

１９ 世纪以来人类活动舞台扩大ꎬ个人和世

界之间的距离拉近ꎬ“外国事务”对国内政治经

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ꎮ 国际政治大事件比如美

苏争霸、苏联解体、美国“９１１ 事件”、“阿拉伯

之春”、利比亚危机等等ꎬ并非对普通人毫无意

义ꎮ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 “一超多强” 的时代

(１９９１—)ꎮ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强

国且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心ꎬ保留着前一个时期的

军事同盟、军事基地、海外驻军ꎮ 世界范围内ꎬ随
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东盟等国家或地区

总体实力增强ꎬ“多强”的地位上升ꎮ 在此之前

“两大阵营对峙”的时代即“冷战时期” (１９４７—
１９９１)ꎬ美国和苏联两大国对抗ꎬ中小型国家不得

不选择站在其中一个阵营以求生存ꎮ 在“两极格

局”中ꎬ军事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

组织ꎬ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ꎬ各有

自己的边界、结构、成员群体ꎬ有相应的规则和一

致性ꎮ 现代史对 １９９１ 年前的历史是这样描述

的:基于雅尔塔体系、经济全球化和核威慑等因

素ꎬ世界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ꎬ科技迅猛发展ꎬ
社会财富不断积累ꎬ殖民体系彻底瓦解ꎬ但存在

美苏冷战、中东地区动乱未息等问题ꎮ
再往前追溯是一个“大灾难、大变动”的时

代(１９１４—１９４５)ꎮ 这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四个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

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解体、苏俄政权

建立、巴黎和会召开、国际联盟和委任统治出现、
纳粹势力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德黑兰会议 /开
罗会议 /雅尔塔会议召开、联合国建立等ꎮ 若以

国际政治格局变动来区分ꎬ主要是三个体系的更

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让位于凡尔赛—华盛顿体

系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让位于雅尔塔体系ꎮ
在这个时代之前是霍布森和列宁所说的“帝

国主义阶段” (１８７５—１９１４)ꎮ 史学家霍布斯鲍

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ꎮ 它形成于“资本的年

代”(１８４８—１８７５)的经济基础之上ꎬ肇始于更远

的“革命的年代” (１７８９—１８４８)ꎮ “帝国主义阶

段”的直接冲突限于欧洲范围ꎬ而落后的亚非拉

地区所受的影响主要是殖民主义之害ꎮ 英、法、
德、美、俄、意等国在世界范围进行竞争而加强军

备ꎬ连最强大的国家也缺乏绝对安全ꎮ 它们解决

安全问题的办法是寻找盟友ꎬ通过结盟来增强自

己的优势ꎬ体现在从三皇同盟、三国同盟到同盟

国集团和协约国集团的缔约ꎮ 其后果是导致了

世界大战的爆发ꎮ〔１９〕

以世界格局变动为依据来划分的时代ꎬ一般

只是大时代中的小阶段ꎮ 因为世界格局变动总

有间歇性ꎬ而且偶然因素较多ꎮ 持续的大规模战

争后总有霸权国家出现ꎬ格局变动的过渡时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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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或长或短的和平ꎮ 如两极格局解体后的世

界有新的矛盾和冲突ꎬ却也没有哪个霸权国家能

有效地“领导”世界ꎮ
综合起来看ꎬ以文化特征为依据定位 “时

代”ꎬ往往着眼于 １９ 世纪之前的人类历史ꎬ主要

是书斋内的学问ꎮ 以经济特征为依据定位“时
代”ꎬ和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ꎬ几千年的农

业(耕)文明时代早已远去ꎬ而工业文明时代在

行进中ꎬ我们还在这趟时代列车上ꎮ 以世界格局

变动为依据定位“时代”ꎬ仅从 １９ 世纪中叶至现

在ꎬ格局已变动了四五次ꎬ似乎“时代” 变换频

繁ꎬ实际上我们还处于工业文明时代ꎬ还走在现

代化的道路上ꎬ还身处全球化的过程中ꎮ

二、“时代”定位的观念基础与思想支点

对一个个“划时代”的重大时刻进行思考、
判断和预测ꎬ加以评论甚至赋予特殊名称ꎬ这是

人类觉醒和思想深化的标志ꎮ 此前人类漫长的

演进“细节”往往由文学家和艺术家通过各自发

挥想象来呈现ꎮ 各国的编年或纪事的史书ꎬ往往

以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线ꎮ 认识世

界历史ꎬ定位“时代”ꎬ其实表明了现代历史学、
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ꎮ
１９ 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没有明确的人类进步的

观念ꎬ对历史的延续、历史的变化的认识是含糊

笼统的ꎮ 自 １９ 世纪起历史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影

响ꎬ进步观念形成ꎬ开始重视普通人的生活ꎬ开展

史料批评ꎬ即斯宾格勒说的“这个世纪把我们带

到了一座高峰上ꎬ我们从此处(在此时)可以看

到脚下的新世界”ꎮ〔２０〕现代人回顾和概括走过的

历史有比以前更大的把握ꎬ至少在努力认识自己

的处境ꎬ知道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ꎬ将来要朝什

么方向走ꎮ 我们即使不完全认可意大利史学家

克罗齐(Ｂｅｎｅｄｅｔｔｏ Ｃｒｏｃｅ)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

当代史”ꎬ至少愿意从现实兴趣出发探究历史ꎬ以
史料“复活”前辈甚至更远的祖先所生活的时代ꎮ

时代观念的基础首先是历史学的客观主义

学派产生ꎮ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世界上

真正发生过什么ꎬ并不诉诸于任何理论模式ꎬ以
免出现为了适应某个理论框架而削足适履地“加
工”客观事实的现象ꎮ １９ 世纪历史学的“科学革

命”是兰克学派的出现ꎬ或称“科学史学”的发

端ꎬ体现为两点:一是史料挖掘和科学鉴别ꎻ二是

民族史的构建ꎮ 该学派代表人物兰克认为推动

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是这个民族的天才的职责

所在ꎮ 到 １８７１ 年ꎬ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
族主义者都赞同“历史是他们共同的宗教”ꎮ〔２１〕

德国历史学家参与了德意志民族构建ꎮ 而英国

历史学家也发挥作用ꎬ他们相信ꎬ在英国发展到

当时的地位(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过程

中ꎬ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ꎬ又是进步的ꎮ 法

国历史学家也开始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ꎬ有的学

者把七月革命作为法国历史的转折点ꎬ认为“新
建立的国家从拥有像基佐、梯也尔这样的历史学

家中获益颇多ꎬ他们运用对中世纪法国的记忆和

英格兰革命的教训ꎬ来为王朝建构一种以理性为

基础的新的合法性”ꎮ〔２２〕美国历史学家从班克罗

夫特(Ｂａｎｃｒｏｆｔ)、海伯特亚当士(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ｄ￣
ａｍｓ)ꎬ到特纳(Ｔｕｒｎｅｒ)、伍德罗威尔逊(Ｗｏｏｄ￣
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ꎬ均致力于构建美国发展的历史ꎮ

历史学得益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

会科学的帮助ꎮ 在 １９ 世纪后期ꎬ探求普遍规律

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逐渐成

为单独的学科ꎮ 三个学科涉及的领域ꎬ分别研究

市场、研究市民社会、研究国家ꎮ 借助于社会科

学的成果ꎬ既丰富了历史研究内容和细节ꎬ也深

化了对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和政治制度演进规律

的认识ꎮ 历史学以往在探究因果和描述过程ꎬ吸
纳社会科学的成果之后得以发挥有效阐释和解

析的功能ꎮ
社会科学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开始发展是作为

一种社会运动出现的ꎬ目标是认识和纠正那个时

代的社会弊病ꎬ迫切要求社会改革ꎮ 社会科学发

展的标志是出现专业学术组织ꎬ“每个专业有一

套话语、一个组织、一本杂志和一个学会”ꎮ〔２３〕 社

会科学影响较大的组织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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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ꎮ 经济学最初称为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ꎬ后来才称为经济学ꎬ从 １８８１ 年马歇

尔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成书ꎬ到 １８８５ 年美国

经济学会创立有一个过程ꎮ〔２４〕 社会学更晚一些ꎬ
其机构的建立、期刊的创办和课程设计主要集中

在 １９ 世纪最后 １０ 年ꎮ〔２５〕 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

也是 １９ 世纪晚期的事ꎬ主要标志是三个重要研

究机构(巴黎政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
伦敦经济学院)的成立ꎮ 在 １９ 世纪的最后三分

之一时间和 ２０ 世纪上半期ꎬ经济学、社会学和政

治学正式在大学作为学科确立ꎮ 尽管 ９５％ 的学

术机构都在英、美、法、德、意五国ꎬ〔２６〕 研究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学科也在西方产生了ꎬ一是人类

学ꎬ二是东方学ꎮ 人类学研究相对较小的群体ꎬ
而东方学研究的族群从人口和居住区面积看是

很大的ꎬ比如埃及学、印度学、中国学等ꎮ
无论如何ꎬ从此时起人类对自己所处的时代

的认识角度发生了变化ꎬ认识高度和深度也都和

以前不同ꎮ 长期被忽视的习俗、制度、语言、观念

也被思想家纳入认识和考察的范围ꎮ 比如ꎬ黑格

尔提示我们认识绝对精神世界的存在和人类历

史的走向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引导人们注意

社会经济的重要性和基础作用ꎬ以及阶级差别引

起的政治力量变动ꎻ斯宾塞试图用自然进化论来

研究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变化等问题ꎮ 按照新

史学代表人物鲁滨孙的观点ꎬ由于科学的发现ꎬ
１９ 世纪这一百年已经证明人类知识可以无穷地

增加ꎬ人类的状况可以无穷地改良ꎮ〔２７〕 这种进步

史观ꎬ孔多塞在其著作中阐释得更为详细ꎮ
社会进化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可能与社会科

学家的思想和主张关系不大ꎮ 很少有哪一个领

域的发展是先发现了原理、创造了理论ꎬ然后运

用于实践从而产生良好结果ꎻ相反ꎬ原理的发现

和理论的形成是在社会实践之上的总结和概括ꎻ
不过ꎬ原理发现和思想形成毫无疑问会影响后来

的社会实践ꎮ 思想和学说最初产生的时候都是

“果”而非“因”ꎬ但产生以后又变成“因”了ꎮ 划

分和定位“时代”ꎬ是高一层面的认知活动ꎮ 无

数的实践活动都属于“低头拉车”ꎬ到了一定程

度(比如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才能“抬头看

路”ꎬ回首走过的路ꎬ预判未知的路ꎮ
谈论历史的进步ꎬ首先要知道人类走向何

方ꎮ “如果人类历史并不是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

前行ꎬ似乎可以说ꎬ有多少民族或文明就有多少

个目标”ꎬ〔２８〕 那就是一个复杂的情况了ꎮ 说到

“人类走向”必然涉及终结ꎬ黑格尔认为历史终

结于自由国家ꎬ马克思认为历史终结于共产主义

社会ꎬ福山认为历史终结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ꎬ
学界的赞同、争议和批判都很多ꎬ无需赘述ꎮ 整

体来看ꎬ１９ 世纪的人们对未来更乐观ꎬ２０ 世纪的

人们对未来更悲观ꎮ 因为前者既相信现代科学

能战胜疾病和贫困ꎬ也相信世界上多数国家会实

行自由民主制度ꎻ后者经历了残酷的两次世界大

战、苏联极权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危害ꎬ其乐观

信念被摧毁ꎮ〔２９〕 经历 ２０ 世纪中叶的高科技发展

后ꎬ人类面临新的风险和危机ꎬ随后的 ７０ 年代出

现针对“人类困境”的研究ꎬ一批西方学者探讨

了“人口、资源和财富增长的极限”“国际秩序如

何重建”“人类的目标和前景是什么”等问题ꎬ〔３０〕

促使人类冷静思考并采取措施ꎬ避免发生世界性

危机ꎮ
总之ꎬ定位“时代”显然基于一定的思想ꎬ而

思想基础包括社会科学综合作用ꎬ思想支点在于

社会进化和历史进步的观念ꎮ 对于社会演进的

复杂现象ꎬ即使预测社会发展的走向ꎬ也只能限

于我们所说的模式预测或原理预测ꎮ〔３１〕 经济和

文化现象或世界格局的变动作为定位时代的标

尺或刻度ꎬ也不是仅有事实判断ꎮ 对一个时代的

定位和价值判断要经得起质疑ꎮ 成熟的思想一

定有观念的根据ꎬ因为社会的重要变迁往往与观

念的变迁相伴随ꎮ “时代”定位的意义可从两方

面反映出来ꎮ
其一ꎬ定位“时代”是人类为自己确定方向

和位置ꎮ 人对身处的时代很少满意过ꎬ于是出现

两种观念ꎬ一是“今不如昔”ꎮ 正如以赛亚伯

林所言ꎬ“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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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ꎬ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ꎬ
“而且ꎬ下一步他们就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

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

法ꎬ并批评今不如昔ꎬ和过去相比退步了”ꎮ〔３２〕 另

一种观念是面向未来ꎮ 大多数宗教家主张面向

未来ꎬ包括来世、天堂等等ꎮ 现实中ꎬ王朝体系和

相应的天下主义已成为历史陈迹ꎻ伊斯兰世界归

化异教的理想深陷于资本和竞争的时代ꎻ欧美所

标榜的外溢性自由主义未来ꎬ在全世界推广带来

逆反和抵制ꎻ主张民生至上和全人类解放的共产

主义理想ꎬ其实践活动尚在布满荆棘的路上ꎮ
其二ꎬ定位“时代”是为人类明确自己的使

命ꎮ 不同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ꎬ与历史有联系ꎬ
对未来有影响ꎬ在当时有价值ꎬ然而ꎬ这样的价值

和意义不可能百世不变ꎮ 这一时代的人认为是

头等大事ꎬ另一时代的人可能觉得无足轻重ꎻ在
这个时代认为值得赞美的ꎬ在另一个时代也许觉

得遗憾ꎮ 实际上“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ꎬ都
是那一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情绪

等所烘托而出的”ꎮ〔３３〕因此每代人要明确个人在

当代的处境以及必须承载的使命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罗马俱乐部的贝切伊(Ａｕｒｅｌｉｏ Ｐｅｃｃｅｉ)提出

了“人类处境”以及面临的使命ꎬ〔３４〕 通过几十年

的实践ꎬ仍有一些使命未能完全实现ꎮ 以前承担

的使命又一次摆在 ２１ 世纪的人类面前ꎮ 这样又

回到老生常谈:每个时代的人有每个时代的使命ꎮ

三、一个时代的观念塑造和历史叙事

１９ 世纪之后的学者们试图把全人类各个时

代的“经历”尽数纳入考察和解释的范围ꎬ世界

通史、人类文明史、全球史就显示了这样的雄心

和努力ꎮ 如果可行ꎬ历史就由多条支线汇成一条

总线ꎬ而且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阶段进化的过

程ꎮ 其中ꎬ史料最丰富、线索最清晰可见、占据篇

幅最大的历史是近代以来的历史ꎮ 西方语言中

没有“近代” 一词ꎬ但加上时间限制如“１５００—
１９１４”足以表明世界近代史ꎬ“１７５０—１９１４”可以

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的近代史ꎮ 把近代史置于重

要地位等于是把欧洲史放在世界历史的中心ꎮ
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就是对这种状况的怀疑

和不满ꎮ 问题在于ꎬ近代以来欧洲人的活动遍及

世界ꎬ欧洲人提出的理论和思想也占据了几乎所

有国家的社会科学阵地ꎮ 亚非拉地区无反抗之

力地被剥夺权利、被主宰命运、被拖入世界经济

体系ꎬ在此前提下形成以抗争和革命为主题的近

代叙事ꎮ 因此ꎬ这两种不同的近代历史叙事并

存ꎬ叙事主题不同ꎬ基调也不一样ꎬ背后的历史观

念不同ꎬ但时代背景和认可的一套逻辑却相似ꎮ
(一)以“先进—落后”“中心—边缘”观念为

基调

这一基调常见于世界近代史书写ꎬ集中于沃

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ꎮ 世界近代史书写的主

题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向全球

扩张ꎮ 其中ꎬ自由大宪章、议会制度、尼德兰革

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

等ꎬ是一条线索ꎻ新航路开辟、海外贸易、世界市

场、工业化是另一条并行的线索ꎮ 与此形成强烈

对比的是亚非拉落后地区反帝反殖民的过程(也
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三条线索)ꎮ 发达国家在全球

经济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ꎬ发展中国家贫穷落

后ꎬ客观上处于不利地位ꎮ 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

济生态系统的高级生产者ꎬ发展中国家被“锁

定”在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阶段ꎮ〔３５〕 “世界体系

理论”形成于 ２０ 世纪中后期ꎬ沃勒斯坦长篇幅论

证了世界经济体系的阶段性特征ꎬ提出了“中

心—边缘”关系的论断ꎮ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有强

大的中心国家ꎬ也有边缘地区与外部竞争场所ꎮ〔３６〕

(二)“现代化目标”的共识和追求

从农业(耕)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转变

的过程ꎬ被称为现代化进程ꎮ 主要标志是传统经

济(农牧业为主)向现代经济(工业占主导)转

型ꎬ亦即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ꎮ 这是“人类

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ꎬ这
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ꎮ〔３７〕 因此ꎬ现代化的

核心是工业化和西方化ꎮ 工业化指经济结构中

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在重要性方面取代了农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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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造就了西方的优势ꎮ 世界各国寻求的发

展目标是现代化ꎬ问题在于ꎬ不管哪个国家ꎬ要走

向现代化就不得不以西欧北美为榜样ꎬ走西方化

道路ꎮ 在这一点上似乎近代各国形成“共识”ꎬ
学习和仿效的目标大体一致ꎮ 这也形成了世界

近代史的叙事思路:西方道路也许是一个偶然ꎬ
但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明社会ꎬ一切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ꎻ现代化的源头在西欧ꎬ西
欧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引领者ꎻ１８ 世纪肇始于英

国的工业化是初期工业化ꎬ１９ 世纪中叶是成熟

的工业化或高度工业化(西欧北美的工业化)ꎬ２０
世纪世界其他地区才开始工业化ꎮ

(三)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近代叙事

１. 欧洲话语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ꎮ 民族国

家的兴起早于“工业文明时代”ꎮ 先是西欧单个

民族国家兴起ꎬ后来逐步形成欧洲民族国家体

系ꎬ到 ２０ 世纪整个世界格局已是“民族国家之

林”ꎮ 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民族国家形成的基本

路径是摆脱欧洲封建制度ꎬ统一民族市场ꎬ强调

本国利益至上ꎬ新教取得主导地位ꎮ 不过ꎬ民族

国家的发展导致欧洲的分裂ꎮ １６—１７ 世纪欧洲

国家之间面临着如何规范相互关系的问题ꎬ学者

们著书立说ꎬ创立国际法ꎮ 从格老秀斯 (Ｈｕｇｏ
Ｇｒｏｔｉｕｓ)的«战争与和平法»( Ｄｅ Ｊｕｒｅ Ｂｅｌｌｉ ａｃ Ｐａ￣
ｃｉｓ)论述ꎬ到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 Ｐｅａｃ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的实践ꎬ“国家主权说”实际上否定了

“世界主权”ꎬ确认了领土主权、国家独立等观

念ꎮ 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常设使馆ꎬ处理外交事

务ꎮ 起初的“万国公法”(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发展为

“国际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ꎮ 欧洲人把这样一

套处理欧洲内部事务的准则推广到全世界ꎬ并且

在处理一战后的世界事务时付诸实践ꎮ
２.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叙事ꎮ 民

族主义思潮传播到亚非拉地区后ꎬ促成这些地区

人民反对外国侵略ꎬ支持本国民族解放ꎬ追求“民
族奋斗目标”的运动ꎮ 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

迫切需要完成民族独立和社会转型双重任务ꎬ例
如中国、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国的自强运动、经

济改革、制度更新和新文化运动等ꎮ〔３８〕 中国康有

为的宪政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ꎬ土耳其凯末

尔主义ꎬ印度甘地思想ꎬ印尼苏加诺主义ꎬ萨提
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等ꎬ都意在寻求本民族

的发展道路ꎮ 以中国为例ꎬ１８４０—１９１９ 年被看

作一个追求民族解放的早期阶段(１９１９—１９４９
年是新阶段)ꎬ其叙事基调是“革命叙事” (太平

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和逐

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悲情叙事”ꎮ
１９７８ 年之后增添了“现代化叙事” (近代以来中

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ꎮ 以洋务运动为中国学习

西方、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的起点ꎬ把资本

主义发生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摆脱半殖民地命

运)看作并行发展的主线ꎮ〔３９〕凯末尔领导的民族

解放运动胜利后ꎬ土耳其选择了完全西化的道

路ꎬ共和国建立后重新建构土耳其民族史观ꎬ建
构土耳其近代历史(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就是

摆脱衰弱、腐朽和落后)ꎮ 日本未经抵抗就屈服

于西方ꎬ迅速学习美国、英国和普鲁士的先进技

术和制度ꎮ 在其他东方国家看来日本走了捷径ꎬ
于是学习日本ꎬ但速度慢也不成功ꎬ一部分国家

转而学习并仿效苏俄道路ꎮ 事实上ꎬ每个落后国

家都想走一条成功现代化而又不丧失本国传统

的快捷之路ꎬ这是世界近代史上非西方的民族国

家史叙事ꎮ
(四)观念和叙事中的格式化

在前述观念和历史叙事中ꎬ可以看到一些格

式化的对称概念ꎮ 例如ꎬ事实判断中的“先进”
对应的是“落后”ꎮ 不仅仅清王朝晚期和欧洲人

打交道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国旗、国徽等等标识

“国家”的东西ꎬ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幕府

时期的日本也是一样ꎮ 因为都停留于前民族国

家时期ꎬ只有时间上的朝代ꎬ没有“国家”的清晰

概念ꎮ 又如ꎬ现代化过程中学习和仿效西欧国家

时表现出的“主动”与“被动”ꎮ 资本主义经济席

卷世界各个角落ꎬ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本来就落后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直辖殖民地者

居多ꎬ而中国清王朝、奥斯曼帝国、波斯恺加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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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ꎬ一般都是被迫

承认西方先进ꎬ被动学习西方文明ꎮ 与此相关的

对称概念还有“冲击与回应”或“挑战与应战”
“优势与劣势”等等ꎮ 工业文明冲击和东方社会

应对挑战ꎬ是借用了汤因比讨论文明盛衰的概

念ꎮ 而“西方优势论”在不同时期内涵不一样:
从近代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偏重于“种族优势”ꎬ冷
战时期偏重于“制度优势”ꎬ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似乎偏重于“文明优势”ꎮ 世界上的国家按照经

济发展程度ꎬ也划分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来ꎮ 于是ꎬ在这个倾斜的世界舞台上ꎬ各个国

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国家”位置ꎬ对
号入座ꎮ

四、结　 语

“时代”变换或更替即许倬云所说的“时代

转移”ꎬ也不是新鲜的论题ꎮ 一切都是进行时态ꎮ
一般而言ꎬ观念往往赶不上时代变换的步伐ꎬ历
史叙事也要随之书写续篇ꎬ而另一方面ꎬ人类的

知识和思想影响层面广泛ꎬ此前支配社会的教条

或固化的观念到了后一个时代也会不知不觉地

支配着人们的生活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近代观念

和叙事在现当代延伸并不奇怪ꎮ 问题在于ꎬ要分

清楚其中的“变”与“不变”ꎬ了解事实判断的准

确性和价值判断的合理性ꎮ 细究起来ꎬ“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是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判断ꎬ而清末

李鸿章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则是对当时本国

面临困境的判断ꎮ 这一“变局”之说出自 １８７２ 年

的奏折中ꎬ〔４０〕其内容是奏请朝廷加强海防ꎮ
西方的全面优势和示范作用潜移默化成为

一种心理暗示ꎬ似乎不仿效欧美就难以发展也无

法进步ꎮ 西方优势的逻辑和东方寻求解放和走

向现代化的逻辑不同ꎬ却认可同一种客观趋势ꎮ
或者说ꎬ东方国家以西方为参照看到了自己的劣

势ꎬ西方国家以东方为参照强化了自己的优势ꎮ
总体来看ꎬ时代出现转折未必是良好时机的到

来ꎬ相反可能要面对非常的境遇ꎮ 现当代历史叙

事延伸近代叙事ꎬ表明没有实质性跃升或突破性

的进展ꎮ 时代转折一般由“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促成ꎬ如果后一个时代出现与前一个时代明显不

同的特征ꎬ开始一种新的叙事ꎬ那才表明进入了

一个新的时代ꎮ

注释:
〔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初是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国家领导人

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ꎬ后来在不同的政策文

本和学者的文章中被引用ꎬ逐渐变成对当下时局的一个判断ꎮ
学界有不少人对此进行专门阐释和论证ꎬ或者在文章中作为限

定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来展开自己的论题ꎬ已发

表的文章有数百篇之多ꎮ 例如ꎬ王少泉: «“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内涵与哲理»ꎬ«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ꎻ于沛:«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历史进程»ꎬ«世界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２２ 年

第 ４ 期ꎻ徐蓝:«５００ 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世界历史»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ꎻ等等ꎮ ２０２０ 年之前的研究和讨论ꎬ
已有学者作了汇总和述评(董振瑞:«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述评»ꎬ«党的文献»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这两年又有新的文章涌现ꎮ

〔２〕表示“时代”的英文有 ｅｒａꎬｅｐｏｃｈꎬａｇｅꎬｔｉｍｅｓꎻ法文有 Ｌｅ
ｔｅｍｐｓꎻ德文有 ＺｅｉｔꎬＺｅｉｔｅｎꎻ俄文有 эпохаꎬｖｒｅｍｙａꎻ日文有じだい
(時代)ꎻ土耳其文有 ꎬｄｅｖｉｒꎬｚａｍａｎꎻ希腊语有 ꎮ

〔３〕〔１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ꎬ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Ｖｏｌ. １ꎬ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Ｓｈａｃ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ꎬ２０１６ꎬ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ꎬ１９１７)ꎬｐ. １６.

〔４〕〔９〕 〔３３〕 雷海宗:«历史时势人心———隐藏的大

家»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６９、６４ － ６８、１７３ 页ꎮ
〔５〕〔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ꎬ何兆武等译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５５ 页ꎮ
〔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Ｎｉｓｂｅｔ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６９ꎬｐｐ. １２０ － １２１.

〔７〕 Ｊ. Ｇ. Ｈｅｒｄｅｒꎬ Ｉｄｅｅｎ ｚｕ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ꎬＬｅｉｐｚｉｇ:Ｊ. Ｆ. Ｈａｒｔｋｎｏｃｈꎬ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 ꎬ１８２１.

〔８〕Ｐａｓｃａｌꎬ Ｌｅｓ Ｐｅｎｓéｅｓ:Ｓｕｒ Ｌ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ｔ Ｓｕｒ Ｑｕｅｌｑｕｅｓ Ａｕ￣
ｔｒｅｓ ＳｕｊｅｔｓꎬＭｏｎａｃｏ: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Ｒｏｃｈｅｒꎬ１９６１ꎻＢｏｓｓｕｅｔꎬ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ｕｒ
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ꎬ Ｐａｒｉｓ: Ｆ. Ｄｉｄｏｔꎬ１８５２ꎻ Ｊｅａｎ Ｂｏｄｉｎꎬ Ｌｏｕｉｓ Ｌｅ
ＲｏｙꎬＤｅ ｌａ Ｖｉ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 ｏｕ Ｖａｒｉｅｔｅ ｄ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 ｅｎ 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ꎬｆｒｏｍ:Ｂｕｒ￣
ｙꎬ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１９３２ꎬｐｐ. ３７ － ４７.

〔１０〕通行的以耶稣诞生为分界线的公元纪年法ꎬ可追溯到

１７ 世纪塞维利亚的史家伊西多尔( Ｉｓｉｄｏｒｅ ｏｆ Ｓｅｖｉｌｌｅ)ꎮ
〔１１〕Ｔｕｒｇｏｔꎬ Ｔａｂｌｅａｕ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Ｐｒｏｇｒè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ｆｓ 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Ｈｕｍａｉｎ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１８０８ (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ꎬ Ｃａｌｍａｎｎ － Ｌéｖｙꎬ
１９７０)ꎻＡｐｐｅｌｔꎬ Ｄｉｅ Ｅｐｏｃｈｅｎ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ꎬＶｅｒｌａｇ
Ｈｏｃｈｈａｕｓｅｎꎬ１８４５ꎻ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ａｅｒｉｎｇꎬ Ｄｉｅ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ｄｅｒ Ｗｅｌ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
ｔｅꎬＮａｂｕ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３ꎻＦｌéｅ / Ｆｒｅｉｅꎬ Ｄａ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ｓ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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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ｉｎ ｄｅｓ ２０.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ꎬ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Ｈ. Ｋｅｌｌｅｒꎬ１９３７.
〔１３〕雅斯贝尔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ꎬ１８８３—１９６９)ꎬ德国哲学家ꎬ

主要著作有«存在主义论文集» «预期与展望» «历史起源与目

标»等ꎬ在«历史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之说ꎮ
〔１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面对“共时性”和“历时性”的问题

时有自己的阐释和处理办法ꎬ提出多元文明平行共处的形态学ꎮ
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黑格尔历史观(一种基督教历史观)和西方

文明叙事ꎮ 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ꎬ历史哲学其实只在西方兴起ꎬ
历史哲学垄断了历史意识ꎬ而西方文明占据了历史哲学ꎮ

〔１５〕〔３１〕〔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

命的自负»ꎬ冯克利等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
第 ４０、２５ 页ꎮ

〔１６〕例如ꎬ传染病的流行、种族矛盾、贸易摩擦、政府力量被

削弱、恶性竞争导致地区局势紧张甚至冲突ꎮ 诸多变动源于全

球化带来的经济变动ꎮ
〔１７〕世界历史领域“全球化”所考察的起点是新航路开辟、

价格革命和工业革命ꎬ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考察的起

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取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ꎬ全球市

场最终形成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等ꎮ
〔１８〕其中有贡献的学者如: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等ꎻ

新帝国主义代表人物巴兰ꎻ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等ꎻ依
附论代表性人物弗兰克和卡多索ꎻ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沃勒

斯坦ꎻ不平等交换理论代表人物阿吉里艾曼纽尔、阿明ꎬ等等ꎮ
详见 Ｊｏｒｇｅ Ｌａｒｒａｉｎꎬ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ꎬ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ꎬＵＫꎬＬｏｎｄｏｎ: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８ꎬｐ. ４ꎮ

〔１９〕从拿破仑战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ꎬ这一个世纪

(１８１５—１９１４)也被称为“蒸汽的时代”“民族主义的时代”和“资

产阶级的时代”ꎬ其实是以经济特征来判断的ꎬ而不是按照政治

格局变动ꎮ
〔２０〕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ꎬ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Ｖｏｌ. ２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Ｒａｎｄｏｍ Ｓｈａｃ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ꎬ２０１６ꎬｐ. ３８.
〔２１〕Ｇｅｏｒｇ Ｉｇｇ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Ｈｅ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Ｒｅｖ. ｅｄ. ꎬ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ꎬＣＴ:Ｗｅｓｌｅｙ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３ꎬｐ. １１.

〔２２〕〔２６〕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四卷)———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１７８９—１９１４»ꎬ吴英译ꎬ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８９ － ２９０、３１０ 页ꎮ

〔２３〕 Ｊｏｈｎ ＭａｌｏｎｅｙꎬＭａｒｓｈａｌｌꎬ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５ꎬ
ｐ. ２. 当时各国成立的学术组织名称和时间分别是:英国的国家

社会科学促进会(１８５６)、美国的社会科学协会(１８６５)、德国的

社会政策协会(１８９０)ꎮ
〔２４〕１８８１ 年马歇尔写成«经济学原理»教科书ꎬ１８９０ 年创

立英国经济学协会ꎮ 美国的理查德埃利(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 Ｅｌｙ)于

１８８１ 年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ꎬ１８８５ 年他和其

他人共同创建了美国经济学会(ＡＥＡ)ꎮ
〔２５〕美国的社会学得到正式承认是 １８８９ 年阿尔比恩斯

莫尔(Ａｌｂｉｏｎ Ｓｍａｌｌ)用一门社会学课程取代道德哲学课程ꎬ１８９２

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建社会学系ꎬ１８９５ 年创办«美国社会学杂

志»ꎮ 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９８ 年创办«社会学年鉴»ꎬ１９０２
年在巴黎索邦大学成为“教育社会学”专业的教授ꎮ

〔２７〕〔美〕鲁滨孙:«新史学»ꎬ何炳松译ꎬ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１３７ 页ꎮ
〔２８〕〔２９〕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ꎬ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７ꎬ４.
〔３０〕〔美〕德内拉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ꎬ李涛等译ꎬ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ꎻ〔美〕梅萨罗维克等:«人类处于转

折点———给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个报告»ꎬ梅艳译ꎬ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８７ 年ꎻＪａｎ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ꎬ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 Ｐ. Ｄｕｔｔ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１９７６ꎻＥｒｖｉｎ Ｌａｓｚｌｏꎬ Ｇｏａｌ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 Ｐ. Ｄｕｔ￣
ｔｏ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１９７８ꎻＢｏｈｄａｎ Ｈａｗｒｉｌｙ￣
ｓｈｙｎꎬ Ｒｏａｄｓ Ｍａｐ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Ｏｘｆｏｒｄ:Ｐｅｒｇａｍ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０ꎮ

〔３２〕〔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ꎬ潘
荣荣、林茂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ꎬ第 １ 页ꎮ

〔３４〕人类困境是文明的危机、文化的危机ꎬ表现为人口激

增、环境破坏、经济危机、社会不公平、广泛存在的贫困和失业、
东西方的对抗、军备竞赛、陈旧的制度不适应现实需要等ꎮ 人类

使命包括:寻找和遵守同地球上有限的生物物理资源有关的“外

部极限”ꎻ寻找和遵守决定于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适应外部世界极

限的“内部极限”ꎻ维护和发展文化遗产ꎻ建立“世界共同体”的

意识ꎻ制定世界生态计划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ꎻ建立保证世界共

同体所有经济结构有效地发挥职能的世界经济体制ꎮ 详见徐崇

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ꎬ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３３７ － ３４８ 页ꎮ

〔３５〕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ꎬ北京:商务

印书馆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１ 页ꎮ
〔３６〕〔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

卷)———１６ 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ꎬ郭方

等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３６０ 页ꎮ
〔３７〕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７ 页ꎮ
〔３８〕包括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时期的(１８３９—１８７６)西

化改革ꎬ清政府设总理衙门(１８６１)和开展洋务运动ꎬ日本的倒幕

运动和明治维新(１８６８)ꎬ印度反英起义(１８５７—１８５９)ꎬ清王朝

戊戌变法(１８９８)和预备立宪(１９０６)ꎬ土耳其宪政革命(１９０８)ꎬ
中华民国建立(１９１２)ꎬ伊朗巴列维王朝建立和礼萨汗改革

(１９２５)ꎬ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运动(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等ꎮ
〔３９〕马勇:«老辈史家对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调整»ꎬ«兰州

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ꎮ
〔４０〕在 １８７２ 年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ꎬ其原话

是“我皇上如天之度ꎬ概与立约通商ꎬ以牢笼之ꎬ合地球东西

南朔九万里之遥ꎬ胥聚中国ꎬ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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