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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全球史》

内容概要

美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融合了文化人类学与史学，通过单一年度的棱镜，映现出站在“现代”门槛的世
界图景。1688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代。这一年，彼得大帝建立了他的行将改变俄罗斯乃至称霸欧洲的政
权；路易十四在他辉煌的凡尔赛宫展示着法国的国力；康熙大帝在紫禁城统治着大清帝国。这一年，
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斯图亚特王朝倾覆了。这一年，牛顿完成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继续为
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努力；洛克完成了《人类理解论》，决定了此后西方几百年的思想走向；莱布尼茨
周游列国、寻方明君，想为天下人谋福利。1688年，令人难忘的还有松尾芭蕉的俳句、石涛的画作、
胡安娜的爱情咏叹调⋯⋯通过书中令人神往的故事、扑朔迷离的世界图景，韦尔斯向我们展开了一幅
细致入微的历史画卷，展示了权力、金钱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的，以及人的信念如何开始引
导世界走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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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全球史》

作者简介

小约翰·韦尔斯，著名学者、畅销书作家，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教授，专攻东西文化交流史。代表作
有《1688年的全球史》、《胡椒、枪炮、战地谈判：1662-1681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名山》等
。在东西方学术界和大众读者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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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欧洲的文风和思想
第十八章 文字共和国
第十九章 阿普拉贝恩
第二十章 牛顿、洛克、莱布尼茨
第六篇 伊斯兰世界
第二十一章 大苏丹统治下的国度
第二十二章 麦加
第二十三章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第二十四章 英国人、印度人及其他
第七篇 犹太人：放逐、希望与家庭
第二十五章 明年耶路撒冷再见
第二十六章 愿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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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全球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篇 木质帆船时代1688年，“太平威尼斯共和国”的地图师，方济小兄弟会修士科
罗内利(1650．1781)，把一张张裁好的地图发送给订户，让他们贴在大圆球上。圆球直径超过1公尺，
拼好后，就成了当时史上最大的印制地球仪，见证了17世纪地图师于艺术、科学的伟大成就。各大陆
的海岸线画得精确明晰，但澳大利亚东部、日本、加州以北的太平洋沿岸、一部分美洲的海岸、西伯
利亚的北极、南极等地除外。这些地方不是空白，就是简单勾几笔，略画出航海家模糊的说法或猜测
就好。大陆的内陆，画出了当时传教士所知的中国长江、北美圣劳伦斯河、南美巴拉圭河流域，以及
晚近欧洲人于非洲塞内加尔河、赞比西河，美洲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探险成果。科罗内利的地图，只有
西伯利亚和中亚一带没办法呈现当时欧洲人对那一带的了解。因为，这些地区以阿姆斯特丹的大商人
政治家尼古拉斯．威特森了解得更为详细；荷兰人和俄罗斯贸易已有一世纪之久。只是，威特森没将
他知道的这些知识公开。科罗内利在他的地图几处空白海面，画了几艘小巧精致的欧洲木船。这些木
船便是1688年的全球纽带。欧洲木船所到的世界，有西班牙人驾大型帆船载运白银横渡大西洋、太平
洋；有西非、欧洲、美洲间纵横交错的奴隶、黄金、布匹、枪炮贸易网。欧洲人远渡重洋，到新世界
，到亚洲、非洲的边缘，辟出一块块小小的定居点；面对的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各色人种，从亚洲的伟
大文明到北美印第安人的宜人小村，也包括身体强壮、头脑尚未充分开化的澳大利亚西北地区的土著
居民。科罗内利神父本人是笃信天主教和经验论的虔诚混合体。他在圣方济修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圣
方济修会则是中古时代知性和精神之光。科罗内利神父也是威尼斯自信满满的公民和官员。只是，威
尼斯于当时虽还是地中海区的一大强权，但也眼睁睁地看着欧洲的政治、商业、文化霸权，日渐从意
大利转移到法国，到尼德兰，现在，又到了英格兰。他曾在法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那里累积了不
少地理知识，也做出当时最大的一颗地球仪，直径达13英尺，献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在威尼斯一
样深受宠信，替威尼斯的权贵把他们在地中海东部攻城略地的成果画成地图。由葡萄牙人将他们的贸
易商和教区交给女王管辖，换取一条穿过卢旺达的可靠通路，供葡萄牙人输出她提供武力所俘获的奴
隶。猎奴奇袭战后来蔓延到刚果王国的南部边境地区，因而加快了王国的覆灭。葡萄牙人没费多少时
间便知道了这位女王的军队都是食人族。只是，被猎奴武力俘虏的非洲人跌跌撞撞朝卢旺达海岸走去
时，看见船上煮东西的大锅，也认定这些白人要把他们煮来吃。再往北方推进到刚果河口，那里是非
洲人和葡萄牙人的主要贸易中心，如今已近于完全独立于刚果王国，而是在北方和内陆地区建立了自
己的一整套体系。伦巴镇，也就是“在母腹中踩着狮子的多姆·曼努埃尔·格里奥”的势力中枢，便
是这一带的一大河岸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但对于多姆·曼努埃尔·格里奥致神父的那封短信，我们能
从中读出什么含义呢？也许不会很多吧。他信里提到母亲波唐西亚娜夫人，这在门第和阶级以母系为
本的社会里是很重要的。而他希望神父“拯救我儿的灵魂”，可能是因为他儿子还没受洗。不过，他
很可能不觉得基督教的洗礼和其他形式或祖先、神祗保护族人有什么不同，也很可能不知道，一旦受
洗就必须弃绝原本信仰的众神。但若再看一看写信的人称呼自己的方式，“在母腹中踩着狮子的多姆
·曼努埃尔·格里奥”，我们可能就朝非洲真正的声音多走近了一步——虽然说步履维艰。直到现代
，刚果文化中的“称号”始终是个人权力的基础，必须举行冗长而且繁复的仪式才能取得。我们在这
样的封号甚至在他们的整体文化里，都找不到有什么类似我们以财富、政治权力或超自然灵力来明白
划分高下的情形。一个人只要累积了财富，像我们这位“在母腹中踩着狮子的多姆·曼努埃尔·格里
奥”说不定就靠贸易累积了不少财富，就可以用些许财富举行仪式，为他于地方上的政治支配权建立
正统的地位，也赋予他超自然的神力。这样，他多少就成了符咒，就成了好几种法力的集合体，像欧
洲人说的“偶像”。现代记录里有文献记载，若有妇女生下这四样东西：一个婴儿，一头豹，一条蛇
，一块白垩，就可以这样的仪式去赋予伟人这四样东西的法力。这些法力，因此也可以用豹皮、蛇皮
、白垩等神符来代表。信里葡萄牙文的“狮子”，应该就是“豹子”之误，或“豹”的泛称。豹是森
林部族又敬又畏的动物，跟狮子在大草原里一样。身穿豹皮或是坐在豹皮之上，就等于有了豹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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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全球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本令人屏息阅读的书：韦尔斯的这部作品进发着想象力，展现了丰富学养，充满令人惊叹的偶然和
巧合，以及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识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韦尔斯在风平浪静的历史
表面之下，看到了各国之间人口广泛而深入地交融、交流的真相。这让我们知道，在三百年前，全球
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启动。　　——《华盛顿邮报》小约翰·韦尔斯在这本书中，对这个世界的描述
采取了一种很有启发性的写作视角。由于他对于所有国家的情况都很了解——从中国到秘鲁——所以
能够站在全球范围的高度用鲜活的小品文去描述熙熙攘攘的城市、奢华的庭院、腐败的政体、商业的
天敌、权力的滥用以及艺术的辉煌。　　——英国《泰晤士报》作品生动地呈现给我们1688年的生活
图景，其中充满了令人惊骇的暴力，但同时也洋溢着让人感到亲切舒适的人间温情。　　——《出版
人周刊》好的历史著作是艺术品，好的历史学家是艺术家。这种感受我在读《万历十五年》时曾经有
过。而当我读完《1688年的全球史》，这种感受再度归来。和黄仁宇一样，约翰·韦尔斯也找到了自
己切入历史的最佳角度。他们的作品表明，无论是1582还是1688，都不是简单的公元纪年，而是通往
历史奥妙之境的暗门。　　——网友西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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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全球史》

编辑推荐

《1688年的全球史(第10版):一个非凡年代里的中国与世界》：解密全球化隐秘秩序的锁钥，诠释世界
大历史的经典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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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全球史》

精彩短评

1、浏览
2、关于这本书所讲的一切很少有之前知道的事情 但是看完依旧不会记得 松散与细微 令人无法不忘怀
3、横向比较的写史手法总能引人入胜，每个年头都有惊天的人和动地的事。翻译晦涩了些。虽说是
通俗读物，却非有知识背景才能看得下去。
4、火车上看了一半，回家看了另一半，总体是本有趣的书
5、与万历十五年相仿，撷取历史一个横剖面，描述当时世界各处同时发生的不同事件的书籍，质量
却差得远了，这本书没有一个中心脉络，布局拉的过开，以致很难驾驭，导致作者的选材孤立片面，
无法横向或纵向比较，进而得出有价值的观点，只能让我们看到在这孤立的一年中世界各地在发生着
些什么，诚然这样的创意不坏，但是可替代性太强，在2012之前的任意一年都可以拿来如此处理，作
者对1688年的独特与重要的大事宣扬，看起来苍白无力，这本书的可阅读性不强，有的地方还算有点
意思，如此而已
6、有全球视野而无全球史观。
7、读史往往是纵向的，动辄跨越千年。但这本史书不同一般，横向覆盖了1688年前后的各大洲际，从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扩张到日本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从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到中国大清
王朝的康乾盛世，从非洲黑奴的痛苦遭遇到犹太人颠沛流离的生活⋯⋯168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各种
文明开始相互交融，新的世界格局正在逐渐转变，历史转向就隐藏在那看似平常的人类活动中，好比
地下涌动的暗流随时将要迸发出巨大的浪花！
8、横向的书还是难于把握，并且全球的范围过于广泛。
9、内容碎片化，缺乏纵向感与横向联系、比较，论述。
10、觉得这本书写的是一些小故事，但对于我这种历史知识空白的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有些困难。

11、原书是好书，可惜翻译太垃圾，中间还有缺页，差评
12、试图仿照《万历十五年》的写法，选取某个年代的横断面剖析全球历史，可惜只有全球史的架子
，却没有全球史观，只能将当年世界各地的零碎历史故事组合在一起，却分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脉络和逻辑。东施效颦的产物。
13、十分喜欢这种像地图一样铺开的风格，像是玩游戏一样卡在1688看看各地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总
用一种纵向史观作为先主为主的思想，所以读感不很流畅，但它就是横向的，也很有意思
14、我2004年买过海南出版社出国的这本书，译者赵辉等，感觉他翻译的很好，后来这本书找不到，
因为给学生上课用，就买了这本，但是说实话，这本书的翻译很差，译者怕不是一位。买回来之后就
想把这书扔掉了。如果大家能够买到海南版本，或者径直在网上看，不要买这本书。我们要让那些坑
人的译本和出版社都滚蛋。
15、有趣，每一个年代都有很多事情可写，而这些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这一年，往往经过了多年酝酿
，又影响后世。
16、和其他的历史书差不多，并没有特别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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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全球史》

精彩书评

1、读史往往是纵向的，动辄跨越千年。但这本史书不同一般，横向覆盖了1688年前后的各大洲际，从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扩张到日本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从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到中国大清
王朝的康乾盛世，从非洲黑奴的痛苦遭遇到犹太人颠沛流离的生活⋯⋯168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各种
文明开始相互交融，新的世界格局正在逐渐转变，历史转向就隐藏在那看似平常的人类活动中，好比
地下涌动的暗流随时将要迸发出巨大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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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全球史》

章节试读

1、《1688年的全球史》的笔记-第141页

        日本于内虽是一批和平相处、组织良好、但相互竞争的迷你国集合体，但对外就是高度统一的单
一政治体。日本在现代世界一直都是这样，不论是和平还是战时。

2、《1688年的全球史》的笔记-第13页

        巴洛克一词源自葡萄牙文，原指畸形珍珠凹凸不平的特异美感；后来泛指多种艺术风格，不像文
艺复兴时代的平衡，和谐而偏好不对称，自由演绎，摆淘气姿态，用奇典异语，以之一窥人世最强烈
的情感，最幽暗的现实，以灿烂辉煌的表象在遮掩中强化表达力量，都可以叫巴洛克。矛盾，于嬉笑
中将矛盾作部分化解，便是巴洛克风格的精髓。一层层幻觉堆叠，意义堆叠，也是巴洛克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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