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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其间浸润的腥风血雨， 崛起与衰

落， 壮丽与悲怆， 无不充盈丰富着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

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延续和发展；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

过去， 更展示了世界的未来。 当前，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

织和接踵而来的人们观念认识的变化， 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国了解世界显得日益迫切和重要了。

怎样快捷地了解世界， 首先我们要从了解世界历史入

手。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 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过程，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 从地球上有了人类那时起，

人类的第一个活动便是生产活动， 而且从未间断过。 人类

文明的演进、 社会的发展， 只能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实

现。 旧石器时代使得氏族社会形成， 金石并用时代又促成

氏族社会解体，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在自然经济状态下，

只可能有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却孕

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手工工场时代、 蒸汽时代、 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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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和信息时代将人类社会的进展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是二、 三百万年来人类文明进程所确凿的事实。 《世界上

下五千年》 大体上是按照这个线索来编写的。

历史蕴含着经验与真知， 读史使人睿智聪明。 古往今

来， 有所成熟的有识之士， 大都是通古博今的人。 纵观当

代， 没有哪一个发达的国家， 不是在众多的学科中给历史

科学以极高的地位， 不是在国民教育中给历史知识教育以

特殊的重视。 历史教育的普及向历史读物的通俗性和知识

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编撰一本真正把教育性、 知识性、 趣

味性融入一体的世界史读物，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编写 《世界上下五千年》 是件有意义而又艰巨的工作，

笔者不仅阅读了相关的世界史通俗读物， 也温习了不少世

界史教材， 这样在写作过程中对发生的历史事件起因、 结

果， 做了较为清楚的交待及详实的叙述。 在吸取国内现已

出版的世界史读物之所长的基础上， 我编撰了这本既具备

历史特色又有良好的可读性的历史读物， 以求通过本书阅

读， 青少年朋友的知识面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这部世界史读物有着全、 新、 实等较明显的特点。 本

书 １２０ 万字， 上自世界文明的源头， 止笔于 １９９９ 年的科索

沃战争。 作者力图全景式地展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

面， 内容涵盖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以及社会、 思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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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科技等。 并且较为集中地介绍了某一区域、 国家的发

展状况， 对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相应的叙述， 这是笔

者写作世界史读物一个尝试。

由于学科分工的不同， 本书并未过多编写属于中国史

范围的史实， 但本书中关于中外交往、 交流方面的内容也

有所涉猎。

本书编撰过程中， 得到刘敬余先生的大力支持， 在这

儿一并感谢。 这本历时三年编写的世界史读物， 希望读者

朋友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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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的诞生与推广

创造世界通用语言， 是人类的一大宿愿。 因为世界上

的语言有数千种之多， 消除语言隔阂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

要课题。

早在公元前 ５ 世纪，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产生了创造

人类通用语言的想法。 公元 ２ 世纪罗马哲学家、 自然科学

家、 医生益仑进行过编制共同语方案的尝试。 后来， 培根、

笛卡尔等人又提出过有关倡议。 １６６６ 年， 德国哲学家、 数

学家、 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在一篇论文中建议创造通用语。

此后， 许多人着手这种理想语言的设计。 先后有数百种方

案提出。 其中， 传播最大、 影响最大的， 便是柴门霍夫创

造的 “世界语”。 它久经考验， 一直流传下来。

拉扎洛·鲁多维科·柴门霍夫是波兰籍犹太人、 眼科

医生。 １８５９ 年出生于波兰的比亚里斯托克。 他从小生活的

这座城市， 杂居着波兰人、 俄罗斯人、 日耳曼人和犹太人。

而当时波兰正处于俄国统治之下， 沙皇政府为了达到分而

治之的目的， 加重民族压迫， 并利用语言隔阂挑起民族纠

纷。 少年时期的柴门霍夫就立下远大志向： 通过创造一种

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 他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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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习了波兰语、 英语、 德语、 法语、 俄语、 乌克兰语、

拉丁语和希腊语等多种语言， 并积极思考通用语言问题。

他觉得词汇不能任意编造， 便决心从自然语言中找到 “钥

匙”。

有一次， 他看到一个小标牌上的 “Ｓｖｅｊｅａｒｓｋａｊａ” （传达

处）， 接着又被一个招牌上的 ｋｏｎｄｉｔｏｒｓｋａｊａ （粮食店） 一词

吸引。 他发现 “ｓｋａｊａ” 的作用不小， 便赶忙回家研究多种

语言的附加成分。 他又发现这些附加成分具有惊人的构词

能力， 如果对它们加以有规律的利用， 厚厚的词典顿时就

可变薄。 他心中终于有了底： 创造新语言， 要在附加成分

上做文章。 经过长期摸索， 他终于创造出一种对各民族一

律平等的语言。 在中学毕业之前， 他就写出了初步方案，

并把这种新型语言称为 “万国语”。 后又几经修改， 终于在

１８８７ 年以 “希望者博士” （Ｄｏｋｔｏｒｏ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 的笔名， 将

包括语法、 词根及部分译文的方案交付出版， 随后出现了

多种文字的译本。 方案很快引起广泛注目， 受到普遍好评。

人们称这种人造语言为 “希望者博士的国际语”， 后来简称

作： “Ｅｓｐｅｒａｎｔｏ”。 汉译名称最初有 “爱世语”、 “国际语”、

“万国新语” 等， 后来改称 “世界语”。

世界语广泛吸收多种自然语言的长处， 而克服其不足，

具有科学、 规范、 严密、 易学等优点。 采用拉丁字母， ２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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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母就是 ２８ 个音素， 读写一致。 重音则固定于倒数第二

个音节。 语法总共 １６ 条， 十分规则、 简练。 词根吸收了自

然语言的国际化成分， 经合成和派生后构成大量单词。 词

尾规范， 如名词词尾都为 ｏ， 形容词词尾都为 ａ。 而且， 没

有方言分歧。

正因为世界语具有如此多的明显优点， 所以诞生后几

年内就传遍了欧洲， 并迅速向亚洲、 美洲发展。 到 １９５４ 年，

世界语得到了联合国的正式支持。 至今， 世界语已在近百

个国家扎根， 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怀着共同的美好愿望， 聚

集在语言共通的旗帜之下。 世界语文学也应运而生， 许多

著名的文学作品被译成世界语， 而直接用世界语创作的作

品也越来越多。 在国际贸易、 通讯、 旅游等方面， 世界语

也日益显示出优势。

２０ 世纪初， 世界语一传入中国， 就得到了文化界、 教

育界有识之士的热情支持。 鲁迅先生曾公开表示： “我是赞

成世界语的”， 因为 “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

３０ 年代成立的中国普罗 （无产者） 世界语联盟， 提出了

“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 的口号。 在抗日战争时期。

《延安世界语者》 杂志以世界语宣传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

斯的斗争， 为赢得世界人民对中国正义事业的声援和支持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全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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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协会不久便应运而生， 世界语版的 《人民中国报道》 也

创刊发行。 “文革” 结束后， 世界语在中国复兴。 １９８１ 年，

由楚图南、 胡愈之、 巴金、 赵朴初、 谢冰心等发起， 成立

了世界语之友会。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自学世界语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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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的先驱克拉拉

每年的 ３ 月 ８ 日是个好日子， 这一天， 世界各地的劳动

妇女都会兴致盎然地欢度自己的节日。 然而， 你知道 “三

·八妇女节” 是谁倡仪的吗？

１９１０ 年，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

妇女代表大会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 一位德意志社会民主

党女党员提议， 每年的 ３ 月 ８ 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 获得了

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 会议郑重地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这

位妇女就是著名的 “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克拉拉·蔡

特金。 克拉拉·蔡特金是她婚后的名字， 结婚之前她叫艾

斯纳·克拉拉。

１８５７ 年， 艾斯纳·克拉拉出生于德意志萨克森邦埃尔

茨山下的维德劳村。 她的父亲是本村惟一的乡村教师， 拉

得一手好提琴； 她的母亲出身于思想开明的市民家庭， 受

过高等教育。 从克拉拉很小的时候起， 他们就很重视对女

儿的教育。

在父母的悉心培养下， 克拉拉成长为一个既勇敢顽强

又爱动脑的孩子。 五岁的时候， 克拉拉就像男孩子似地爬

很高很高的树， 跳很宽很宽的沟。 在与同龄小伙伴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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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她往往能以有理有据的论辩， 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而在遇到突发事件时， 她又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果敢。 有

一次， 克拉拉带着弟弟和七八个小伙伴正在一条大道的弯

口处捉迷藏。 突然， 一辆马车向孩子们冲来， 速度非常快，

风驰电掣般。 小伙伴们一下子吓得 “哇哇” 乱叫， 四处逃

散。 而克拉拉的弟弟和那个最小的小伙伴， 因为太小， 竟

吓得不敢动了， 望着飞驰而来的马车惊恐万状地大哭。 这

时候， 克拉拉立即飞快地冲过去， 一手拖起弟弟， 另一手

拉着那个正哭着的小伙伴， 迅速地退到路的一边。

克拉拉还十分同情穷苦的孩子， 并反复思考穷人为什

么穷， 富人为什么富， 以及富人为什么对穷人那么凶狠等

问题。 她百思不得其解。 她太小， 还没有想到改变社会，

但她已经知道主动帮助穷人。 比如， 十几岁的时候， 她就

曾因为同情卖报的小女孩， 一下子把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零

钱都交给她， 用够买七份报的钱， 换了一份报。 为此， 克

拉拉的父母还夸奖和鼓励她。

１８７１ 年底， 克拉拉的父亲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

育， 带着全家迁居莱比锡。 莱比锡是德国中部的经济、 文

化中心， 工商业和科学、 艺术、 教育等都很发达。 当时的

德国已经统一，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出现了悬殊较大的贫

富差异。 在这里， 克拉拉广泛地接触了城市生活， 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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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更多也更复杂了。

１８７４ 年， １７ 岁的克拉拉进入莱比锡女子师范学校学习。

她学习十分刻苦， 各门成绩都很优秀， 尤其在英语、 法语、

意大利语和写作方面， 更显示出她突出的才华。

莱比锡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克拉拉母亲的朋友， 她

常常与克拉拉谈论有关男女平等的道理， 对聪明、 刻苦又

坚强的小克拉拉十分钟爱。 这位女校长的言论对克拉拉影

响极大。 然而， 克拉拉不同意女校长以基督博爱精神消灭

贫富差别的观点， 而主张通过革命来改造这个不平等的社

会。 克拉拉坚持自己的信念， 决心寻找一条消灭贫富不均

的道路。

在读书期间， 克拉拉经常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公开

集会和有组织的革命活动， 并在 ２１ 岁那年， 加入了德意志

社会民主党。

１８７８ 年， ２１ 岁的克拉拉以优异的成绩， 通过了国家女

教师的资格考试。 就在这年 １０ 月， 德国国会通过了 《反社

会党人法》。 克拉拉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被迫转人地下工作。

克拉拉一边为这项法令的受害者募捐， 一边考虑如何号召

工人拿起武器作斗争。

在这艰难的时刻， 克拉拉得到了一个俄国革命流亡者

的帮助。 他给她看 《共产党宣言》， 帮助她透彻地分析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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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世界” 的形势， 为她拨开迷雾， 带她走出思想上的困

惑。 他还使克拉拉对共产主义有了正确的认识。 这个人就

是克拉拉后来的丈夫奥西勃·蔡特金。

在共同的革命活动中， 克拉拉和奥西勃产生了爱情。

１８８１ 年， 奥西勃被德国驱逐出境， 克拉拉依依不舍地送他

到边境。 第二年， 克拉拉移居巴黎， 与奥西勃·蔡特金

结婚。

婚后的蔡特金夫妇经济十分拮据， 主要靠翻译和给报

社写文章赚取一些稿费。 他们只能在工人区租下一间狭窄

而阴暗的房间； 一边写稿， 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１８８５ 年 ５ 月， 为悼念巴黎公社的死难烈士， 法国社会

党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集会游行。 勇敢的克拉拉走

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这次游行遭重叠了巴黎当局的武力镇

压， 克拉拉的脚被警察的马刀砍伤。 她当场倒在地上， 幸

而得到工人的救护， 被送回家里。 克拉拉从此认识到资产

阶级民主和自由的虚伪， 更坚信工人的真正解放决不能靠

富人的施舍， 也不能走改良道路， 而只有自己起来革命，

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在巴黎生活期间， 克拉拉和她的丈夫共同参加了许多

革命活动， 与各国的社会党人都有过接触和工作联络， 也

为巴黎的工人运动做过不少工作。 １８８６ 年， 克拉拉带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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