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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说 明

　　在对《吴于廑文选》一书进行再版加工时，我们只对其进行了必要

的校改，有些方面，如译名、注释的体例及一些特定的表述方式等，都一

仍其旧，以尽可能地尊重这类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之原貌。特此

说明。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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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

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

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

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
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

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

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

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
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

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

面映现了２０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

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

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

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
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

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

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

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

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

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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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十年前，《晋阳学刊》来信征稿，约我写一自传。自传给写了，
但写时的心情很踌躇。一生已入晚年，想做的事忽忽无成，少可记

述。写下来的也是设想多而实绩少，总有一种难以弥补的不足之憾。
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工作比十年前微有进展，但设想多于实绩的状

况，依然无多改变。行年８０，共事诸君很想借此为我出一论文选集。
议论未定，而此事已为齐世荣教授闻知，不唯力予赞助，并建议文由

自选，选定即列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论著自选集丛书”之

一。盛谊可感，值我病余康复良好，乃不复踌躇，欣然从旧作及旧稿

中着手自选，共得长短文３０篇。除论西方史学部分的后四篇系近期

据旧讲稿整理成文及最后一篇序文外，其余都曾在各学报和杂志上发

表。不论已刊未刊，选定后皆经订正修改，有的酌予增删，有的题目

略作文字更易，还有一两篇局部改写。每日工作时间遵医嘱定限，蜗

行寸进，未尝逾度，积三月始毕其事。
选定各篇大体可别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计４篇，讨论的问

题或为对世界史的看法，亦即世界史观；或为对编著和研究世界

史的意见，即如何突破自国外引进的世界史著述的成规，从世界

全局着眼，在体系方面显示时代特色。第二部分亦计４篇，试图

说明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这一悠久行程中的诸大历史运动，
自远古以迄１９世纪。第三部分计七篇，论述西方几大史家或学

派的史学思想，属 古 代 的 仅 希 腊 修 昔 底 德 一 人，余 皆 近 代 或 当

代。第四部分计８篇，或为专题论文，或为就题抒发所见。第五

部分计７篇，或为书评，或为序言。每一部分的目录编次，皆以

各篇写作年月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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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为几篇文章的选收作点说明。先谈第四部分中论希腊城

邦、希腊化文化、古代埃及和巴比伦文化三篇。我对古代埃及、
巴比伦、希腊的历史素无研究，而且严格地说，也无在这几方面

作专题研究的条件。之所以有机会着笔写这几篇文章，说来有点

出于偶然。解放后不久，各大学历史系按教学计划须开设世界古

代史课。武大一时无人担任，我乃勉承其乏。这本是应急措施，
但由此也就引出一些与此有关的为适应教学之需的约稿，这三篇

便是那些年的应约之作。教学方面的偶然承乏，写作方面的偶然

有约，给我以较多的接触古代世界历史问题的机会。这对我自６０
年代初迄８０年代逐渐形成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想法，不知不

觉中受到惠益。这次重读旧文，从这三篇中似还可以看出这一想

法在略见端倪时的点滴痕迹。回思往昔，不忍割舍。因亦收入此

集，志我学习世界历史的起步而已。
其次，谈一下两篇早年之作。一为评述孔翰士论民族主义，

１９４５年载 《思想与时代月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入藏，一索即得。
抗日战争期间，书刊的纸张和印刷都很艰难，复制本字迹几已不可

辨识。重录校订之后，决定选用。文中对孔翰士的某些论点，颇称

道其警辟有独见。但对其全书主旨，即以西方民族主义发端于法国

革命以及民族主义起于民权运动之说，则持有异议。另一为论我国

历史上的师保政治与学术教育，１９４８年载 《世纪评论》。武大无馆

藏，但无意中却从多年前的一个旧纸袋里发现原稿。复阅后略加删

补清整，也决定选收。文中有关知识的看法，青年时期怀之长久，
而且不止一次见诸文字言谈。留学美国期间，曾应约作过一次演

讲，题为 “重求知的人与重德行的人”，讲的内容就是近代西方与

传统中国对知识态度的不同。年少之作大都散失，寻捡不易。留此

两篇，不只是为了怀旧，也是为了从几十年前的旧作之中，追寻一

下有无后来形成的一些想法的来历。评孔翰士论民族主义一文的末

尾，还讲到要写一篇关于西方民族主义史学的文章，与当时一二知

名学者辩难。时过境迁，这篇想写的文章久已流为空话。这次重读

此文，觉得当年写下的这两句话，隐约有点锐气，也可说是有欠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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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之气，几次拟删而复留。也许人到老时，有怀未竟，这才感到那

点少年锐气，是不无可留的了。
是为序。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７日

于武昌珞珈山麓

３

自　　序



目　　录

一

时代和世界历史 （３）………………………………………………………

　　———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

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 （１３）……………………………………………
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 （２４）………………………………………………
世界历史 （４０）……………………………………………………………

　　———为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

二

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６９）………………………………
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８７）…………………………………………
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 （１１９）………………………………
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

　世界冲击下的反应 （１４９）………………………………………………

三

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 （１８１）………………………
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 （２００）………………………………………………
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 （２１４）…………………………………

　　———重读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１５、１６章书

１

目　　录



伏尔泰史学杂议两题 （２３０）!!!!!!!!!!!!!!!!!!
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 （２４５）………………………………………………
朗克史学一文后论 （２７０）…………………………………………………
形态学派三家说略 （２７７）…………………………………………………

四

师保政治与教育学术 （２９９）………………………………………………
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

　马克公社的残存 （３０７）…………………………………………………
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 （３３２）…………………………
希腊城邦的形成及其历史特点 （３５ ）……………………………………
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 （３７ ）……………………………………
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３８ ）…………………………
西方人本主义非医治中国封建痼疾的灵药 （３９ ）………………………
从世界历史看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 （３９ ）………………………………

　　———纪念 “七·七”事变５０周年

五

孔翰士近著 《民族主义概念》述评 （４１１）………………………………
引远室之光，照古老史学之殿堂 （４２０）…………………………………

　　——— 《欧洲近代史学史》读后

《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 （４２７）……………………
《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前言 （４３２）………………………………………
一份是非杂糅的遗产 （４３８）………………………………………………

　　———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序

于见同中说异 （４４１）………………………………………………………

　　——— 《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序

乡村工业是孕育近代西方工业化的孢子 （４４３）…………………………

　　——— 《乡村工业与西欧近代化》序

２

吴于廑文选

9

2

3

3

7



自传 （４４７）…………………………………………………………………

主要著作目录 （４５９）………………………………………………………

３

目　　录



书书书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时代和世界历史
———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

一

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

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

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

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

现。
自古以来，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史家。世界史的概

念，如果不苛求这个概念的涵义，并非从近现代才有的。远在人们还

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多广以前，就已经有过为世界、为天下写历史的

史家。希腊后期的波里比阿，著 《历史》４０卷。他把这部卷帙浩繁

的史书，看做是为 “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① 记载时代的巨变而作

的；因之不言而喻，它是一部世界的历史。和波里比阿先后同时而又

互不相知的司马迁，也曾以写天下的历史自命。他说当他写作 《史

记》的时候，心里就怀有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② 的抱负。可见波里

比阿和司马迁，都非以一地一国自限的，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世界史

家。在史学史上，像他们这样不知道实际世界有多大、多广而又想为

世界写历史的人，可说历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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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波里比阿》，Ｉ．１。
司马迁：《报任安书》。



不用说，古代的所谓世界史家，有各色各样的局限，首先是地理

知识的局限。他们所说的天下或世界，是他们时代所知的天下或世

界，实际往往不出地球上的一个局部地区。波里比阿的世界，等于地

中海的周围。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甚了了，对世界的绝大部分更完全无

知。司马迁的天下，几乎是秦汉之际中国疆域的同义语，从最广的范

围说，也不过把 《大宛列传》中所谓西域以及东边的朝鲜包括在内而

已。这种地理知识上的局限，一切１５、１６世纪以前的所谓世界史家，
都程度不同地不能避免。他们当然还有文献方面的局限：例如希罗多

德写到了埃及和巴比伦，却没有看到埋藏在地下的埃及和巴比伦的文

献；司马迁写到了咸海东南，却不知道希腊人有关大夏的记载。但是

所有这些局限都不是根本性的；而且对于古代的史家，我们也不应要

求他们知道时代所不知的世界，利用时代所无法利用的文献。他们最

大、最根本的局限，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史家所必须具有的世界观点。
对于１５、１６世纪以前的世界史家，所谓世界自然是指各自时代

的已知世界。然而即使对于各自时代的已知世界，那些以天下或世界

历史自任的古代史学家，也说不上有超越地区或种族的世界观点。司

马迁的天下，是存在着夷夏之辨的天下。这个天下是汉人的舞台，汉

统治阶级的舞台。仅仅是在这个舞台的边缘，才为汉朝国境以外的某

些民族或国家，留下若有若无的咫尺之地。从司马迁的观点说，域外

的某些民族或国家，不过是汉天子服属怀柔的对象。他们是 “蛮夷”，
理当沐受华夏的教化。所以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
引领内乡……”① “内乡”两个字，充分说明一种以上国自居，以天

下中央自居的思想，这同时就是汉朝统治阶级用以对待文化比较落后

的外族的思想。
以这样的观点来对待时代已知的世界，不是司马迁一人所特有

的。号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所著 《历史》一书，涉及希腊人

已知世界的许多民族和国家，评论家无不盛称其眼界之广。但是，正

如司马迁的天下有夷夏之辨，希罗多德的世界也存在着希腊人和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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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辨。这在他书中的第一节就已经明说了。可能是因为西亚和埃及都

是古代文明的中心，而希腊又的的确确从它们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这才使希罗多德笔下留情，没有说西亚和埃及的 “蛮人”，也有 “引
领内乡”之意。但是希罗多德绝不因此就对希腊人和 “蛮人”而无所

轩轾。他书中的最大主题，就是扬希腊人的声威，渲染 “蛮人”中最

强大的波斯人的败北，特别是歌颂了雅典。书中除记载游历的部分而

外，几乎都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所以不管人们怎样称道希罗多德的

历史胸襟，他用雅典奴隶主的眼光来观察当时的世界，是无可掩饰

的。波里比阿也是如此。他写了公元前３世纪中叶至２世纪中叶地中

海的周围世界，以浩瀚的篇幅论证了一个主题，即罗马统治这个世界

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了这个主题，所有关于迦太基、埃及、希

腊、叙利亚等的叙述，都不过是烘云托月。他把罗马的侵入亚洲，看

做是有统治之才的罗马人对于亚洲人的赐福，是把亚洲从蛮族的暴行

中解救出来，是斯多噶式宇宙理性的体现。这也就是说，“全部有人

类栖息的世界”理当是一个树立罗马秩序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边缘

上的蛮族，只是一些不知礼法的顽民而已。波里比阿是丧失了自身独

立而依附于罗马统治阶级的希腊贵族代表人。他的观点正是这个阶级

的观点。
中古时期的伊斯兰史家和基督教史家又用另一种准则来为世界

划界线。他们相信世界是由真主或上帝创造的。真主或上帝是世界

的元始，世界应当是信奉真主或上帝的世界。不奉教的世界是邪恶

的，它或者不应当存在，或虽存在也只是被蔑视的。因此这些史家

不断为各自的奉教世界写下宏篇巨制，对不奉教的世界却视若无

睹，或者置于无足重轻的地位。９～１０世纪的阿拉伯史家塔巴里，
写了一部被称为世界历史的多卷本 《年代记》。这部书上自真主创

世开始，下讫回历纪元３０２年，即公元９１５年，内容详博，但叙述

范围却不出伊斯兰教传播和征服势力所及的世界。这种畛域分明的

世界史，到１４世纪伊本·赫勒敦时基本上没有改变。赫勒敦一直

被目为伊斯兰史学史上最杰出的世界史家，他的历史哲学也是从全

人类立说的。但在他的世界的周围，依旧森然竖立着伊斯兰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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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所不同于塔巴里者，赫勒敦的世界中心已经西移，反映自巴格

达残破以后，埃及和北非在伊斯兰世界中变得日益重要而已。赫勒

敦固然也叙述了某些非阿拉伯民族和国家，但这是因为其中有的是

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如西班牙和柏柏尔；有的是曾经闯入伊斯

兰圣土的十字军首恶，如法国。在伊斯兰世界史中叙述这些民族和

国家，仍然是题内应有的文章，并不因此就可证明作者已经打破了

歧视异教、异族的偏见。
中古的欧洲基督教史学和伊斯兰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奥格

斯丁起，到７世纪的伊息杜尔，一连串号为博学的教父，早就遵照

神学的要求，为历史上的世界划定了疆域。这个世界据说从上帝勤

劳了６天创造出万物之时就开始了，诞生耶稣的希伯来人的国家是

这个世界最早、最圣洁的土地。后来福音传入了罗马，把这座撒旦

之城逐渐变为教皇化育万民的中心，于是世界的疆域西移，大部分

的欧洲都囊括在内。自此而往，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也就是

沐受基督教神恩的以欧洲为主的历史。１２世纪日耳曼著名史家弗

莱辛的奥托，是编写这种世界史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奥托这类史家

的世界历史体系里，非基督教国家和文明几乎完全被蔑视。亚述、
巴比伦都已遭受了天谴。古典的希腊是崇拜多神的各种邪说的渊

薮。罗马如果不是因为圣保罗和圣彼得在那里传道殉道，大概也会

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一笔勾销。对于伊斯兰的文明，正如伊斯兰史

家正眼不瞧基督教的文明一样，欧洲中古的基督教史家也避之若

浼。弗莱辛的奥托就曾把当时伊斯兰文明中心的开罗比作一个新的

巴比伦。大家知道，按照基督教的术语，巴比伦绝非美名，而是魔

鬼和一切邪恶的代称。
由上可见，为世界、为天下写历史而又不从世界、不从天下全面

着眼，在古代中国史学、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古阿拉伯史学和中古

欧洲史学中，都是习见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例外的现象。如果这仅

仅是由于地理或文献知识的局限，那是不足为异的，因为我们没有理

由指望古人写他们茫无所知的东西。但是问题的性质还不仅仅是如

此。古代史家著述中的世界，往往比他们所知的世界狭窄得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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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哪里，不写哪里，多写哪里，少写哪里，以及怎样写法，都不是简

单地决定于知或不知，而更多地是决定于他们的主观标准。对于已知

的世界，他们从来不是作为一个世界来看待的，而世界在当时也的确

还没有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他们把世界看得有尊有卑，有主有从，
有邪有正，有我与非我。他们对本来就很狭窄的已知世界，看一半不

看一半；或者善为青白眼，同于我者视之如宗亲，异于我者视之如仇

虏。有的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看做是文明的传布者或统治秩序的创立

者，以上国的神色对待周围的 “蛮族”。有的把自己的宗教看做是最

圣洁的信仰，以护道者的眼光蔑视一切异教。因此，即使以他们所知

的世界为准，他们那些为世界、为天下著作的史书，也不能说具有世

界的观点。可以说，他们几乎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者，都跳不出

地区或种族之类的局限：波里比阿是罗马中心论者，司马迁是汉中心

论者，塔巴里是伊斯兰中心论者，弗莱辛的奥托是比近代西方资产阶

级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出现得更早的欧洲中心论者。古代和中古史学

中之所以产生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心论，不完全是因为知识不足，其主

要根源是在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观点。它们是奴隶制和封建

制下大国统治阶级君临一切的意识的反映。
所以关于世界历史的这种或那种中心论，不是直到近代资产阶级

史学才出现的。自从最早的剥削阶级史家写下了所谓世界历史，就有

了这种或那种的中心论。

二

１５、１６世纪，东西方航海家的活动，为人们扩大了世界地理知

识。人们的天地大为宽阔了，每一个现代的学童都能从地图上把世界

看得一目了然。随着世界各地接触的加繁，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

多已辗转重译。１８世纪以后，许多前代所不知的文物、遗迹，纷纷

发现，其研究成果也大都公诸于世。所以像古人在著作世界史时所遇

到的那些地理和文献知识上的局限，到近现代已不复存在。近现代的

世界史家和古人相比，在这些方面的条件不知优越了多少。但是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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