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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生活史》

内容概要

《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上下)》一书的作者米罗诺夫在详细分析大量的人类学
资料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评价了220年间俄罗斯生活水平的变化，包括各地区生活水平的变化，还用农
业生产、税款、赋役、收入、价格和工资、饮食和人口、农民和工人的预算以及国民收入方面的资料
（使用有关方面公开的统计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研究结果。
帝俄人民的福利状况是俄罗斯人民和政府在改善国家生活方面共同努力（从17世纪末彼得一世改革开
始，直至20世纪初尼古拉二世改革结束）的结果，同时也是衡量现代化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如果人
民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那么则意味着从17世纪末起由最高政权开始的，在200多年间以不间断的交替
方式进行的改革，至少在经济方面是有成效的，满足了多数居民的迫切需求，不管这些改革是否受到
这些居民的支持。反之，如果多数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降低，那么对改革的评价就与上面截然相反。
人民的福利状况是评价俄罗斯整体发展状况、执政上层政策的效率、所谓的自由和革命运动是否符合
社会需求的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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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生活史》

作者简介

米罗诺夫研究俄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杰出成就赢得了国际史学界的广泛承认，是世界级的学者。米氏
著述甚丰，发表论文超过了2百篇，专著7部，其中34篇论文用8种语言发表在中国、美、英、德、法、
西班牙、日本和匈牙利的重要刊物上。1988和1990年米氏专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和《历史学家与
数学》中文版相继问世，由华夏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文库》，研究方法和成果令人耳目一新。1999
年洋洋数百万言的《帝俄时期社会史》一书出版，在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译为
中文，英文、日文和法文。该书资料丰富、结构新颖、方法独特、论述严谨，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
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的水平和发展方向，是俄罗斯史学在新世纪崛起的重要标志。目前围绕该书的讨
论仍在继续，俄文、中文、英文和德文书评达到38篇，米罗诺夫也因此被美国学者誉为俄罗斯的“布
罗代尔”，在俄罗斯得到如此殊荣的史学家凤毛麟角。米氏每年有数月甚至半年时间出国讲学，足迹
遍及欧洲、北美、中国、日本和韩国等30多个国家，出席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尤其是1990
、1994、1998和2002年连续4次参加了国际经济史大会，1990年出席了国际历史大会。米氏善于推陈出
新，其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得到了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其经济史和社会史方
面的重大研究成果成为俄罗斯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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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生活史》

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
前言
第一章国内外历史文献中的帝俄居民福利状况
第一节国内历史文献
1．1革命前的历史文献
1．2苏联时期的历史文献
第二节国外历史文献
结论
第二章历史人体测量学：任务、理论和方法论
第一节历史人体测量学：简史、研究对象和任务
第二节历史人体测量学的理论基础
2．1人体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标
2．2饮食状况
2．3群体的身高差异
2．4基于身高数据研究生活水平和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趋势
2．5身高增长和身体发育加快：长期趋势
2．6赶超式发育、精神压力和青春期的飞跃
2．7体重指数、新生儿体重和初潮年龄
第三节历史人体测量学的方法论问题
3．1 身高变异数列及其特点
3．2符合条件的样本
3．3身高测量数据的凑整和聚集
3．4样本构成的标准化
第三章国内外历史人体测量学
第一节历史人体测量学现状
第二节19 20世纪初的俄国人体测量学研究
第三节1917—200g年的俄国人体测量学研究
第四章人体测量数据资料库
第一节人体测量数据来源
第二节数据资料库的构成和代表性
第三节资料库人员的社会构成
第四节身高资料的质量
4．1 个体数据
4．2 1874—1914年的汇总数据
4．3身高数据准确性的检验
4．4不同兵种新兵的身高
第五节年龄资料的质量
第六节出生地资料
第七节文化程度资料
第八节民族和宗教结构资料
第九节家庭状况资料
第十节职业资料
第十一节女性信息库
第十二节取决于社会一人口特征的男性身高变化
12．1年龄和身高
12．2社会地位和身高
12．3家庭状况和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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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生活史》

12．4文化程度和身高
12．5职业和身高
12．6宗教、民族属性和身高
12．7居住地和身高
第十三节样本的社会人口面貌
13．1 18世纪的新兵结构
13．2 19世纪的新兵结构
13．3 1917年后的工人和新兵结构
第五章18世纪俄国居民的生物状况及其因素
第一节18世纪男性平均身高的变化
第二节18世纪居民生物状况的影响因素
2．1 农业生产
2．2赋税的提高
2．3不同阶层的生物状况
2．4 战争与改革
2．5西方化与地主和国家争夺农民收入的斗争”
结论
第六章19—20世纪初俄国居民的生物状况及其因素
第一节19—20世纪初男女平均身高和体重的变化
1．1 按照统一指数对三类身高数据的综合
1．2男性平均身高的变化
1．3男性平均体重的变化
l_4女性平均身高的变化
第二节19—20世纪初影响居民生物状况变化的因素
2．1 1801 1860年的食物生产
2．2 1861—1913年的食物生产
2．3 1801 1860年农民的收入与赋税
2．4 1861—1913年的收入和赋税
2．5 欠税
2．6人口中心南移
2．7最高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
第三节医疗和卫生事业的进步
结论
第七章18—20世纪初俄国居民生物状况的地理特征
第一节1701—1920年各地区居民的身高变化
1．1 各地区男性身高变化的同步性
1．2地区间男性身高的差异水平
第二节19世纪中叶身高、死亡率和新兵不合格率的地理因素
2．1 因素的选择
2．2 身高的地理因素
2．3 死亡率的地理因素
2．4不合格新兵的地理因素
第三节19世纪末身高、死亡率和新兵不合格率的地理因素
3．1 身高的地理因素
3．2 死亡率的地理因素
3．3不合格新兵的地理因素
结论
第八章萨拉托夫省：1755—1915年
第一节1755 1915年萨拉托夫省居民生物状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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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1755—1860年居民生物状况变化的因素
第三节1861—1913年居民生物状况变化的因素
第四节社会地位、民族属性、居住地和文化水平影响下的生物状况
差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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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生活史》

精彩短评

1、其实这就是一本计量史的东东，无非就利用了一些人体测量的数据，也好意思叫自己历史人类学
。。。
2、量化历史的方法，我本不反感，然而，只罗列数据，却不对数据做出专业的解读，是本书的一大
问题。在几页图表后加上一句：“可以看出几十年间，俄国人民生活变化很大⋯⋯” 是不能让人满意
的。
3、绝对推荐，有条件的借来看看，这本书真实再现了帝俄时代的社会生活
4、作者的话和前言。至于正文，当材料读好了。话说，欧洲人民真喜欢玩体质人类学额⋯⋯（以下
省略N字）
5、翻过些，无什么帮助。这个“历史人类学”或许也能算。不做评价，纯属好奇才借来一看，事实
证明的确没有必要买。
6、虽然米罗诺夫令人遗憾地在统计数据间穿插他的帝俄保守主义思想，但他通过 正文报菜名、附录
爆书名（literally）表明了身体还是在诚实地挖资本主义学术生产的墙脚
7、吓死人的数据和文献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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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生活史》

精彩书评

1、文/严杰夫18世纪末，俄国启蒙思想家拉吉舍夫在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如此描
绘俄国农民的生活：“四堵墙的上半截和天花 板都被烟熏得漆黑；地板尽是裂缝，上面积了足足一寸
来厚的尘土；炉子没有烟囱⋯⋯无论冬夏，每天早晨满屋子都是烟；蒙着猪尿泡的小窗户到晌午才能
透进一点微弱的光线⋯⋯”这样穷困潦倒的景象，一直以来都被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看作是帝俄时
代农民的典型生活状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国内改革派进一步将俄国农民描绘成过去200年以
来君主专制统治的牺牲品。人民的困窘和专制腐朽的制度捆绑在一起，成为近代俄国留给世界的唯一
印象。这种“真理”最后成为俄国历史研究中的一种范式：在20世纪革命前，俄国民众的生活持续下
降，最终导致了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然而，随着20世纪末的苏联再度爆发“革命”，这种范式的主
导地位遭到弱化。俄国学者开始重新思考社会革命与人民生活水准的变化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就是其中一位引人瞩目的学者。1999年出版的《俄国社会史》令
米罗诺夫崭露头角。尽管《俄国社会史》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但这部“巨作”还是在俄
国国内被誉为可与布罗代尔的法国社会史齐名。正是在这部著作中，米罗诺夫奠定了自己的研究主题
：重新还原“革命前夜”俄国的社会状态，以此重新诠释俄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刚刚引进到国内的《
帝俄时代生活史》，正是米罗诺夫在这一领域内的又一次尝试。《帝俄时代生活史》覆盖的时间范围
自18世纪起，到十月革命终。在这200多年内，俄国经历了彼得一世改革、亚历山大二世改革、1905年
革命以及1906年的雷斯托平改革。借助这些改革，俄国实现了从封建君主国向君主立宪国的转变，从
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200多年正是俄国现代化逐渐加速的过程。按照前述的范式，即使经历了如
此多“触及灵魂的革命”，甚至在19世纪中叶废除了农奴制，俄国民众始终穷困，社会危机也未获得
实质改善，这一切导致了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面对这一观点，米罗诺夫在《帝俄时代生活史》中，
正是想重新还原革命前200年间俄国民众真实的生活状况，以验证其是否符合历史的真正面貌。作为第
一部以人体测量学为基础的俄国历史学著作，《帝俄时代生活史》并没有依靠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从
文献中发现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是引入数量统计，通过以人体测量学资料为核心的系列指标，
来反映俄国民众的生活变化。这一理论基础在于，人类生物学证明，平均身高反映了衣食住和医疗服
务等需求的满足程度，基本需求得到较好满足的人比满足较差者身材更高。通过测量显示，米罗诺夫
发现，1700年间到1915年，俄国男性平均身高增长了4厘米，女性身高增幅与此大致相同，但俄国民众
身高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帝俄时期的最后70年。也由此，米罗诺夫得出结论，“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
（即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明显推动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借此，米罗诺夫不仅用数
据直接驳斥了帝俄时代民众生活持续下降的观念，还证实了近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农奴制改革后）俄
国社会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这些结论都证明，俄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的那个范式并不正确。当然，
米罗诺夫最终还是想证明，20世纪初的革命并不是俄国社会陷入危机的结果。米罗诺夫认为，“俄国
革命的直接原因还是在于不同精英集团争夺政权的斗争”。在更深层次上，米罗诺夫选择用现代性理
论来解释革命爆发的原因，“现代化加剧社会紧张程度⋯⋯通常而言，现代化越迅速、越成功，社会
的冲突性和紧张程度越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米罗诺夫的俄国社会史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老问
题”的“新研究”，他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还原了帝俄时代的社会面貌，进而重新诠释革命爆发的原
因。而对于同样处在急速现代化中的我们，米罗诺夫的这些观点和方法，或者有着某种格外值得思考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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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生活史》

章节试读

1、《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五章

        【甚解】作者主要分析了18世纪沙俄的经济状况。沙俄的现代化与战争导致了其债务的增长。市
场经济发展，贵族与国家争利两件事情导致了沙俄国库的收入减少。

农民身高的下降在一方面也是因为其文化程度低，不会利用价格差交税赚钱。

而18世纪整个欧洲的人均身高都在下降，因为整个欧洲的大多数人口都在被剥削，不同的是英国在为
工业化做准备，沙俄的贵族在与国家争利，展开农奴化。

2、《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二章 

        【甚解】这一章进一步详细分析了用人体测量考察生活史时需要具体分析的一些因素。其中，方
法部分有统计学的论述。因为是泛读，没有仔细看，以后可以看一下。

3、《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一章

        【甚解】此部分讲述了对危机与贫困化范式的质疑，认为对沙俄1860年改革之后的社会生活水平
有错误的认识，而且作者认为这个错误认识是“西方的历史编纂学”折腾出来的，最终作者认为只有
通过人体测量才能排除掉各种资料匮乏的生活史料的影响，进而达到对生活史某一阶段客观情况的认
识。

【言外】此书具有重新构建俄国文化与历史认知的主观目的。

4、《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三章

        【甚解】用人体测量数据研究生活史的研究综述。

5、《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六章

        【甚解】这一章在作者的书里应该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作者详细分析了19-20世纪初，作者尽力证
明1860年沙俄改革后的效果其实很好，沙俄的现代化进程在有序的展开。
在影响农业的自然条件方面，作者罗列了气候因素，作为19-20世纪初沙俄并非陷入危机与贫困化范式
的重要原因。然后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有，市场的稳定，沙俄政府的现代化措施等等。
作者还提到了沙俄消化领土，移民开发的作用。其因为耕地众多，而节约了肥料成本。

然后，作者通过对史料的统计认为卫生状况对身高的影响不大。（但是感觉即便是19-20世纪初的英国
，健康条件还是值得考虑。狄更斯笔下的学校与社会具象带给人的感觉，好像与统计数据带给人的，
有所不同。）

【纷繁】
作者在分析沙俄政府监督地主，关心农奴的各种政策时，没有使用“政策上”一类的修饰语，却对不
利于农奴的政策使用了“习惯上”一类的主观言辞为沙俄政府开脱，之后却没有列出相关的史料证明
。

古代中国的各种政策，从字面上看去，远比沙俄的现代化改革还更加合理，但是，古中国的朝廷与地
方，往往在执行上会出现一大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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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时代生活史》

对于沙俄历史而言，这些执行上的问题恰恰也是支持危机与贫困化范式的重要原因。

作者的研究稍微有点儿这样的味道，即“先有观点，再作分析，数据不足，选材作证”。

统计学有时也会与事实南辕北辙。

6、《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八章【读完上册】

        【甚解】作者展示了如何通过建立数据库分析沙俄各省份在1860年改革前后的人体测量数据变化
情况与社会发展的联系。
作者分析了沙俄萨拉托夫省的情况，并力图证明其身高变化体现了1860年改革后社会情况好转的状况
，另一方面其变化情况与沙俄整体保持一致。

7、《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七章

        【甚解】这一章总述了18-20世纪初沙俄的人均身高统计与社会发展的情况。做出了以下总结：
沙俄各地区与沙俄整体上在人体测量数据上显示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少。（这个看了数据分析后，总
觉得哪里不对⋯⋯）
“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水平越高、俄罗斯人和属于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混合种族的民族份额越低的
省份，居民的生物状况越高。”

8、《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92页

        【审美】“在俄罗斯，人们以丰满、健壮、高挑、面色自然红润、活力焕发、健康，甚至能拦住
急驰骏马的女性为美⋯⋯”

9、《帝俄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四章

        【甚解】主观性地划分了一些社会学的领域，并将相关的数据进行了分类分析，不仅仅只是对俄
国人体测量数据的资料文献的研究，也做了一些分类与分析。

Page 10



《帝俄时代生活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