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

13位ISBN编号：9787108002693

10位ISBN编号：7108002698

出版时间：1992-1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页数：743

译者：顾良,施康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薄�

书籍目录

Page 2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薄�

精彩短评

1、社会史的经典好书，关于货币、生产关系、生活必读的读物，对于细节的描述勾勒起了三个时段
的历史记忆。但是第三本有点扯淡狗尾续貂了，过度的关注细节也让历史变得琐碎，总之是第一代年
鉴的经典读物。
2、本卷布罗代尔以文明统摄15至18世纪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质生活，这一卷所涉内容放在今日，
便是我们日常的吃住用行一类的生活琐事，但是本书并不是简单的琐事的集合，而是要通过联接这些
琐事来揭示这一段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最基本的面貌，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构成了波浪壮阔的资本主义
发展的最基本动力。在总体上感受本书的宏观统摄与细致入微之外，本书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素
材，比如西欧洗浴文化、煤的使用、四大发明起源等等。///////////一位朋友在书评中谈到限制与可能
，真是开了眼，我怎么就不会去挖掘这种背后的逻辑，终归是学艺不精，只能写如上般味同嚼蜡的评
论。
3、居然看到这样的句子：单调的历史重新开始，计时器的漏斗倒转了过来。人只是在片刻间得到幸
福，等他刚刚醒悟过来，已经为时太晚了。
4、很杂很乱，但也很有趣，很猎奇
5、顾良的翻译真不错！读完这三卷，最显著的是感受到了阅读的乐趣，只不过内容范围太庞大，难
以说得上把握
6、安娜学派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历史书写方向
7、据说人在吃肉的时候，连同动物的恐惧愤怒一起吞下，肾上腺素让人变得aggressive。。。所以说，
人类饮食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变迁应该是一个有趣的主题。
8、不好买
9、读到彻底过瘾
10、淹博。
11、只读了第一卷，有点难读，但是好书
12、第一次静下心来研读的外国史学名著，第一次发现历史可以这么写，可以如此细致的去做，只能
说，布罗代尔真的很了不起。我喜欢这本书
13、感觉是十四至十八世纪的生活指南，美食、住宅、服装、时尚、货币⋯⋯无不娓娓道来，鉴于现
在吃客、驴友、腐女等人物众多，强烈建议三联书店再版，也可以捎带解决我们“一书难求”的问题
。
14、已购
15、太好看了，衣食住行的宏伟画卷。布罗代尔的细节考证（特别是非欧洲部分）漏洞百出，但是宏
观视角太了不起了。PS：扬子江是“海洋之子”、因为长安街宽阔壮丽，所以用“住在长安”指代住
在北京，可以哈哈哈一下 ：）
16、读的是02年的版本
17、这本书尝试着用新的角度来阐述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的印象，这固然是好事，也是一种突破。只
是我看这本书的过程中，觉得作者只是在堆砌数据而已，真正论述的并不多。就如第一章而言，看了
半天，我只觉得是一份世界人口古今情况调查报告，看的昏昏欲睡。也许是我功力太浅，看不透作者
的真正含义，只是这样过分强调因素而不论述因素何以推动历史，又有谁会说你是在说历史？
18、第一卷的好处是无论从哪一章开始读都没关系...但看完全书后又可以发现一条作者用来解释何以
资本主义会发生在西方的隐蔽的线索。
19、对历史的日常生活的解读和关注
20、从外表看这其实是一本故事书，所以很精彩很享受；但是它之所以不仅仅是一本故事书，而同时
是一本杰出的历史著作，原因大概在于布罗代尔在各种故事结尾进行评论时的深刻洞察力。
21、年鉴学派是可怕的
22、第一卷看了的，后面两卷在图书馆没看到过，虽然院资料室有一套⋯⋯
23、听说是年鉴学派必读书目，自己也读得非常快，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深层结构影响历史进程这
一点我算是看到了。
24、历史年鉴学派 真是迷人～ 希望以后能有几个月的闲暇时光，可以让我慢慢品读。
25、当年买的时候考虑了好几天 还是去买了一套 因为太贵了 回来发现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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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classic/此类日常史，其实对建筑史当颇有启迪。多数建筑不是为了伟大事件建造的，多是某种日
常的流程和套路中来了去了。但如Braudel所言，大时段地看，这种来了去了，还是受到诸多物质条件
的影响的。单单气候变暖，就改变了某些人的迁徙和定居的地点，生计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长城的
战事还不是在粮草的危机时，十年南，十年北。建筑的材料也是如此。英国人当年把自己上好的木头
都拿去做了船，房子的木料就只能进口，跨度都受到了限制。。。。这些变化，还真就是Braudel一班
人最拿手的东西。
27、总体史的实践，或许还要再深入思考思考。
28、为了“西方经济史”的作业，在图书馆样本阅览室啃完了三册。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历史，讲到
酒时甚至分了啤酒、葡萄酒、烧酒、苹果酒来讲述。
29、不能把它单纯看作罗列数据的资料书，它是在试图开拓一种观照和审视人类文明及其命运的新方
式。数千年来人类究竟在开拓自由方面前进了多少步？
30、思路上大开眼界
31、这本书实在是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读完。
第一卷可以作为妙趣横生的资料读物来读⋯⋯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此感觉。
32、年鉴学派经典之作
33、经典
34、体系庞大，细致入微，这种考证功夫，却非数十年坐冷板凳不得。
35、本书的优点已经被讨论得很多了，缺点也很明显，各主题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即使是单一主题
，也觉得论证不足，没有线索，读着就迷糊，读完了更迷糊。
36、两卷，MK进度
37、没感觉
38、强烈要求再版，号召广大读者和作者学习，提高现阶段对商业史、经济类读物的科学和文学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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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何用“概念”而达至“掌握”是一个长久且富争议的问题。概念相对于精神活动或者经验事实
，比较能够产生对彰（对扬）关系的，就是一个好的把握。相反的，概念失于浮泛、语焉未详，就是
比较差的把握。首先要指出，Braudel使用概念的方式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我们都知道Braudel对复杂的
历史事实有一个极繁复却极清晰的把握，这一看似矛盾的风格对读者产生了直接困扰。我无能力对此
进行思想史式的详考，先用描述性的词语概括我的感受：“邃密”和“平允”。“邃密”指的是比较
有深度，比较精确地使用概念；“平允”指的是比较公允的，不疾不徐地使用概念（这里的不疾不徐
，指的是对于把握本身能够持平缓的意见，不甚追求结果）。乍看起来，允与密，比较相像，其实指
的是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就概念和概念所欲名的对象来说的，后者是就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说的
。如果思考是比较“邃密”的，那么从最基本的层次来说，作为思考结果的文本至少不会犯逻辑的错
误。从比较高的层次来说，作者的“理论体系”的内在理络、指涉关系和层次感都应该是比较清晰的
。如果思考是比较“平允”的，意思是说，至少就描述性的层次来说，作者对他所想把握的对象是比
较忠实的。概念与理论和其所欲解释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平等，不是单方向、武断而粗暴的。这
两个特征既是分别的，也是合一的，同时也极难同时达到。有的文本，平允是平允的，但是含含糊糊
并不深刻；有的文本，有让人兴奋的深刻，但是其理论空间是封闭的，理论之网漏去了许多东西。我
想，用“邃密”与“平允”来形容Braudel的风格比较公道。那么Braudel为什么比较能够达成这样的目
标呢？原因有很多，我想从思考（表述）方式的角度来谈一谈我的看法。首先，Braudel乃从材料当中
直接提取概念，因而他所使用的概念就极具有“具体感”（concreteness）与“分寸感”。或者用
回Braudel的说法，他的思考的发展乃由描述（description）而至语法（grammar），是一个统一连续的
过程，他所使用的概念（如市场、货币等）就带有这一过程的痕迹。表面上看，这会导致概念指涉的
混淆，不过读者并没有如此。这是因为：①Braudel用许多篇幅、材料，就概念的具体感及关系作一个
相当详尽的说明。并且，在对这些概念做出富于灼见的规范性定义的同时，保持其所指涉的经验面的
复杂性；②分层（hierarcies）对应普遍与特殊的矛盾。通过这种方式，概念如：市场（markets），在
头一个层次中表现特殊性，在更上一个的层次中可以表现其普遍性。概念的内涵比较能够以一种复合
的方式呈现。具体地说，分层在Braudel的思考中有两个意思。首先指的是历史事实中由于明显的区隔
而呈现出的层级，其次指的是与之相对应展露对象的内在关系的观察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分类学或者
是范畴的区分，分层的实质是一种理知的洞察力。Derrida曾认为对立（opposition）、分层（hierarchy
）、悖论（paradox）是人用语言处理概念的基本能力。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对立和悖论都已占据了
重要位置，分层通常被认为是过度形上学的，或许有其更为广阔的前景；③这种表述方式和日常生活
中的常识语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概念时常常是含糊的、多义的，一
般也能正确发挥思考、沟通的功能；另一方面，有关于经济生活的讨论，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
分，部分地属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其次，在整体上，Braudel采取一种有机的、流动的表述（思考）方
式，这种方式有别于形式化的表述（思考）方式。从反面的例子来说，过度的形式化，常来源于以认
识论和知识论为对象的思考。这种思考一般假设只有依循了合理的、可信的认识论，才能获得可靠的
知识。这在形式上规定了有关认识的知识和其他知识的关系。具体化到特定的问题，这种知识内部的
层级化或者支配，往往是其本不具有却强加其上的。举例而言，实证论在人文学科的应用，有时是过
度形式化的，以精确概念为基础的富有活力的理知活动因而无法充分展开。另外一种过度形式化的来
源，乃是机械论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沉迷于建构基于概念的成体系的组合，将精神活动转化为
可被直接经验的精神图式。也许与他在历史学训练中形成的规范有关，Braudel比较没有受到这些思考
方式的影响。呈现在文本当中，Braudel的理知能力表现得极为活跃。最后，从更为深入而关键的层次
来说，Braudel采用了一个很有说明力的分析框架，以及依附其上的一个使人信服、兴奋的社会肖像。
这个社会肖像中的人与群的关系比较具有辩证、统一、相互支配、带有历史痕迹的特征，而这一点
是Braudel处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核心。从Weber处借来的肖像（portrait）一词在此指的
是具意向性的思想型构。我想，以社会为对象的肖像在思想史中的位置十分重要，但暂无能力对这一
概念做一个完整精确的交代。它主要有两个内涵：①以社会为对象的整体性认知，是秩序（order）的
来源之一；②政治哲学的规范性概念的基础常常是特定的社会肖像经过创造性的转换而成型的符号体
系，人们有时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社会理论。要理解Braudel的社会肖像是怎么回事，首先要理
解Braudel的分析框架，及他所谈论的长时段理论作为一种具支配地位的表述方式在文本上的表现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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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用Bakhtin（1895-1975）的时空型（Chronotope）概念，比较能够说明长时段理论的思考贯穿
其间的Braudel文本的特殊性，同时也有助于了解长时段理论和我所想指出存在这样一个社会肖像之间
的关系 。【1】长时段理论作为一种时空观念，它的去历史性——即它作为一种观察方法，和它的历
史性——即它引人去思考时空观念的历史性发展，有时不免混同。时空型概念有助于越过这种混同，
我们因而能够比较清晰地理解同一个问题。不过由于将后者引入带来的复杂性，从目的上说，我将时
空型运用到Braduel身上也许并不能使理解变得简单，有时也许不免偏离原意。Bakhtin的理论立基于对
文学当中时间和空间如何呈现的描述性语言的讨论。他认为文学中的时间和空间具有一种依存关系，
一个时空型既是一个认知概念，同时具备语言的叙事特征。换言之，如果《资本主义》是一个文学文
本，Braudel首先再现了时空型（复数），这个时空型反映了他对历史的理解，同时也为语言提供了一
个叙事的基本框架。所有历史研究不正总是要与时间打上难分难解的交道吗？如果我们将长时段理论
理解是Braudel的时空型，这个时空型就包含几个不同层次中的具体的时空感。从历史意义来说
，Bakhtin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服从于“传记时间”。只有开始和结尾，中间充满偶然性；这种偶然
性并不具有时间意义，属于超时间空白。希腊小说之所以为这种时空型所支配，与他们的命运观有关
。人并不是命运的主角，他的主动性与偶然性相系，人的生命是一段主动的偶然性的历史。Bakhtin认
为，这样一种时空型直到17世纪仍然为欧洲的小说以及历史文学提供时空框架，具有周期性的时间观
念的文学出现在更为晚近的时期。如果我们对西方思想的理性传统稍有了解，便知道这种“传记时间
”在叙事上的支配性并不仅限于文学范畴。Braduel如何看待这种长久且具支配性的思考方式？不妨用
简略的方式描绘下Braduel笔下的时空型，至于其他讨论，则按下不表。经济生活的主要层级——长时
段理论物质生活——个人能够把握的时空关系是短促的、偶然性、非连续的/地理等时空结构的支配则
是长期的市场经济——暂空资本主义——个人开始把握长期的、积累性的、连续的时空型，相应的，
改造长期结构的能力大大增强，并且反过来形成支配Braudel一般安排笔下的具体人物在一个短时段的
层次中出场，文明则处于较长时段的层次当中。个人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为何，集中凸显在如何把握资
本主义的性质的问题中：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文明，而且是一种比较高级阶段的文明形态，然而资本
主义作为结构，对于零散的个人而言，其支配关系却是暧昧的、双向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经过长时
间的积累和经济水平的跃升，如上图，有限的个体（大商人、银行家）得以进入进入一个较长时段（
时间和空间上）的时空型中。他们掌握了信贷与长程贸易的工具，从而获取了前无古人的支配能力。
这里的“个人”不是指具体的某个人，也不是全部的人。结构作为工具，能使一部分人与其他人区隔
开来，通过掌握这种工具，一部分人从根本上发展出与其他人的另外一种相当特殊的社会性联系。这
种社会性联系就是资本主义。Braudel在《资本主义》书中的社会肖像就依附在这个时空型之上。不从
这个关系中去思考，无法深刻把握Braudel的内涵。Braudel的社会肖像不在单一、抽象、普遍、空灵的
时空型内，它以文明的历史性积累作为基础，这一历史积累的过程包含了不同类型的时空型。在这个
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以更好的治理为目标的工具性转换。这种转换使人从一个传统的、
传记式的时空型，进入到一个现代的、积累性的时空型之中。从一个试图以集体存活为目标的起点，
走向一个个体能够凌驾集体之上的终点。在社会的、历史的、科技的、农业的，凝结了全部可能资源
的历史性积累的财富之上，存在一个隐形的“反转”使更高层级的秩序能够可能。在交换环节之内，
这一“反转”表现为“市场-反市场”。在更大的社会范畴内——市场之所以可能不正是因为社会使之
可能吗？——用我自己的话，就是“社会-反社会”的，这样Braudel对于文明进程中的人的活动比较有
一个哲学性的把握。反社会不是去社会性或者是未社会化，而是在社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出的秩
序层级。一旦出现了这一层级，对既有社会秩序的颠倒和反转能够以其从容的形式被反复召唤。正是
因为这种比较高的秩序层级中的社会性总是以一种暧昧不清的方式显现其自身，才更需要社会学家投
以明锐不免复杂的注视。这不是耍文字的花招，而是历史事实本身如此。上述是我学习的一些体会和
感想，借此机会，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汇报如上。我并不相信从客观材料中可以直接得出科学看法的
这种朴素观点，不过，历史学家沉浸在异常浩繁的材料中的雄心，其中特异者对再现历史本来面目的
琐碎片段的敏锐，这些天赋与勤勉都无法通过笼统地讨论语言最富分析性的部分而得到还原。既然天
才与资料无可替代，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地去讨论注定不免简陋偏歧的方法呢？这首先是希望能够借
由搞清楚相似命题的共通性，而愈发深入地进入尚未被“穷尽性”地妥善说明的阙漏部分。研究资本
主义的课题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有人说，今日之中国犹如19世纪的普鲁士，
我想虽未全中亦有中的。一方面对经济发展有更高的预期，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对其他社会、艺术、文
化范畴的侵扰而戒慎忧惧。一方面对现实政治很不满意，另一方面又渴望在现实中唤醒精神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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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国家（天下观仍将中国还不成熟的国家意识和世界意识继续扭结在一起）。在历史的交叉口上，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统摄的支配结构，不还正在其中扮演异常重要的扳道夫的角色吗？【1】同Bakhtin
的原意一样，时空型既是理解文本结构的认知概念，从文学史的角度，也是对时空概念的历史性把握
。我想这种多义性并不影响对Braudel的文本的掌握，因为Braduel看起来也进入了这个多义框架。我不
很了解Kant，也许以后可以再加讨论
2、在旧书店里见到了第二卷，o(∩_∩)o...，花了6块买的，老板还送我一本2004年的读者。第一章  交
换的工具第二章  市场与经济第三章  生产部门或资本主义在别人家里第四章  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家里第
五章  社会或集合的集合第二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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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的笔记-第575页

        
城市虽是对立双方中最强的一方，我们却不能相信这种阶级斗争事实上总是朝着对城市有利的方向发
展。也不能认为乡村在时间上必定先于城市存在，虽然人们通常都这么认为。城市并非总是一种二级
产品。
原来布罗代尔也站在了和雅各布斯一样的立场上，看来后者不是孤独的。

2、《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的笔记-第18页

        
开始阅读正文前，绪论的概括是磨刀石。
张芝联教授（《法国通史》主编）最后提点到作者对历史观抱持悲观色彩，那就不难理解他的“历史
时间三分法”“地理历史结构主义”剖析人、时间、空间的主心观点与片面。
还买来作者的第一部书与此联系阅读。

另记张教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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