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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世界的开端》

内容概要

《1492：世界的开端》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编著。
    世界将于1492年终结，先知、预言家和占星师们如是说。他们是对的。他们的世界确实终结——而
我们的世界开始了。
    在这部历史作品中。作者将现代世界的特质追溯到1492年。1492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全球权力
与财富的分配结构，世界主要宗教与文明的分布，以及各个经济体互相问的联系，即我们现在所谓的
全球化的日益凸显。1492年所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个星球的整个生态系统。个人主义，同居于一个的
观念，即作为人类的—份子的观念在1492年得以成型并开始显现。
    为了探知现代性的起源，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编著《1492：世界的开端》将与历史上的旅行
家一道，沿着这些开始将世界连接起来的线索，带你进行一次环绕当时的世界之旅。旅行起始于格拉
纳达即欧洲最后一个崩溃的伊斯兰王国；然后去往廷巴克图，一个繁荣的、新的穆斯林帝国。与葡萄
牙探险家们一道，访问南半球上的第—个基督教国王。我们也将和那些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一起，
跨越地中海来到北非、意大利和伊斯坦布尔。我们将见证文艺复兴在佛罗伦萨的兴盛，目睹罗马在亚
历山大·波吉尔统治下的堕落；看到伊凡大帝统治下、充满发展活力的俄罗斯及其冰封之地，也将会
听到印度洋岸边神秘诗人的吟唱。我们将与哥伦布—道踏上大西洋的航行。在加纳利群岛上的一个古
老火山口的纵深处，见证欧洲第一个海外帝国的诞生。我们将会看到，阿兹特克人和印加入正在美洲
塑造一—个新世界。
    历史似乎是一个路径难觅的迷宫，但是，一个好的向导可以为我们找到出口，回溯到某个特定时期
，即如今这个世界中最为显著的某些特质开始出现的那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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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世界的开端》

作者简介

作者:(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译者:赵俊、李明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历史与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现代历
史系的成员，并且在欧洲和美国的几个研究机构中担任访问教授。    他的论著包括畅销书《千禧年》
（Millennium，1995）《文明》（Civilization，2000）和《食物》（Food，2001）为他赢得广泛声誉和
工作还包括为国家性的报刊撰稿，例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ur Times）；为英国4频道节目《一个军火商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Arms Dearler）和BBC（英国
广播公司）2台的《亨利五世》（Henry V）撰稿并担任解说；为BBC2台获得“托尼奖“（Tony
Awards）的系列片《舰队》（Armada）撰稿；还亲自参与BBC电视台和美国CNN电视台根据他的畅销
书《千禧年》所拍摄的10集同名电视系列片的制作，以及定期参加BBC电台4的时事节目《分析》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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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世界的开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世界并不大”：1492年的预言与现实／1第二章  “为上帝创建西班牙”：西欧伊斯兰教的消
亡／23第三章  “我能看到骑兵”：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奋进／44第四章  “再没有比这更可怜的了”：
地中海世界和塞法尔迪犹太人的重新分布／72第五章  “难道上帝迁怒于我们？”：意大利的文化及其
冲突／96第六章  通向“黑暗之地”：俄国与基督教东进／125第七章  “活力的海洋”：哥伦布与跨大
西洋纽带／149第八章  “平湖归去自鸣榔”：中国、日本与朝鲜／172第九章  “牛奶和黄油的海洋”
：环印度洋地区／201第十章  “第四世界”：大西洋和美洲的土著社会／229跋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
／259索引／268译者后记／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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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世界的开端》

章节摘录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所言属实，因为他们本可节约战争成本，从摩尔人那里强征不菲的贡金。但是
，他们也有一些功利化的考虑，绝非像他们对教皇所坦诚的那样。格拉纳达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人口
也不是特别多。尽管传统文献对此夸大其词，但实际人口全部加起来也不会超过30万人。其丰裕的小
米产量可以养育更多的人口，而基督徒并不食用小米。格拉纳达的其他产品——丝绸、皮革制品、兵
器、陶器、珠宝行业、果脯和坚果、杏仁和橄榄油——都很丰富，而欧洲对丝绸的需求与日俱增，这
也促进了格拉纳达经济的繁荣。130个水磨工厂每天都在碾磨小米，养活着首都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
   格拉纳达王国不仅是税收来源地，而且也是君主们可以赏赐给有功之臣的领地。许多在内战中为费
迪南和伊莎贝拉卖命、帮助他们建立政权的贵族，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处于潜在的不安定状态
。王室世袭财产业已缩水，君主们不愿意给那些已经位高权重的臣民们更多恩赐。王国的各个城镇都
坚决反对王室侵吞其土地。格拉纳达的夺取将会解决君主们的这些难题。根据法律，统治者不得转让
他们的世袭财产，但是对于征服的土地，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加以处置。在占领格拉纳达的后
期，王国超过一半面积的土地都为贵族们所瓜分。    格拉纳达经济繁荣，所以15世纪后期，摩尔人反
抗和袭击其基督徒邻国的力度较之以前很长时期要强烈得多。对此，附近国家的君主虽有所忌惮，但
依然侵略不断。不过，这种战争并非只是涉及到边境安全或者领土侵占这样简单。在认识这种战争的
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即为了反抗正在不断增强的奥斯曼帝国的力量。长期以来，西
班牙的君主们一直视土耳其人为最可怕的敌人。自土耳其于15世纪中期占领君士坦丁堡以来，伊斯兰
教对基督教国家的边境压力与日俱增。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基督教国家在相关措辞上宗教意味更
浓。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海上攻势，入侵意大利，并与北非的穆斯林政权及
格拉纳达本身建立联系。费迪南不只是基督教西班牙王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作为西西里岛的国
王、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在东地中海和北非的贸易保护人、耶路撒冷（Jerusalem）十字军王国世
袭利益的受益人，费迪南也担负着保护更为广大的地中海地区的责任。对奥斯曼帝国的发展，费迪南
感到非常恐惧。他也急于将疑似穆斯林桥头堡的格拉纳达从西班牙清除出去。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15世纪70年代，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复仇行动中逃出来的叛乱分子，格拉纳达统治者莫奈·哈桑
（Mulay Hassan）的宫廷里获得庇护，而费迪南也暗地里支持格拉纳达持不同政见者，乃至与之达成
交易。莫奈·哈桑的王权也同样充满争议。人们对其王位继承正当性的怀疑（由于格拉纳达继承规则
从来没有明确定义）使其统治集团部分成员非常不安。宫廷勾结和后宫密谋困扰着王权，反叛行为此
起彼伏。    最后，权衡各种缘由的冲突，费迪南和伊莎贝拉都希望战争能够转移贵族们的争吵，给卡
斯提尔带来内部和睦。至少在一位编年史家看来，尽管与摩尔人建立联盟的基督徒们“理应被处死”
，尽管法律也对此明令禁止，但此种行为司空见惯。在与格拉纳达接壤的地区，贵族私底下的战争频
频得到了异教徒的支持。作为联合西班牙贵族对付共同敌人的一个策略，战争奏效了。一旦开战，这
些宿敌，比如加的斯（Cadiz）侯爵和麦地那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我敌人的化身”
，就像加的斯人所称呼的那样——都加入了其中，并且互相竭尽全力地支持对方。伊莎贝拉的秘书提
醒她说，古罗马传说中的一个国王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Tullius Hostilius），仅仅为了让他的士兵有
事可做，就无故挑起战端。反对摩尔人的事业必将“培育王国中的骑士精神”。    战争发端于宗教仇
恨，并催生了宗教文学。但是一次十字军东征，或者圣战不仅是文明的冲突，那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
些享有共同世俗文化的敌人之间的具有骑士风范的冲突。如同中世纪西班牙各个王国之间的战争那样
，自始至终，那时候的战争当中总有一些超越宗教藩篱的勇士。    争斗开始的时候是以其他方式展现
出来的，即利益的更多索取。在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格拉纳达的内斗削弱了王国，招致了侵略，
但是卡斯提尔的国王认为这反而更便于和利于收集贡税。传统上，格拉纳达每三年都要向卡斯提尔朝
贡以获得和平。尽管这个资料来源不完全，但是同时代人——可能有些夸张——认为贡奉占格拉纳达
国王收入的20％至25％。但即使是更小的份额，这种体制也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卡斯提尔要想
索取更多，就得不断展开侵袭，而格拉纳达则会指责卡斯提尔破坏和平，展开反侵袭的斗争。因此，
停战协定的修订一直较为困难。双方都委派调停人处理由于和平的破坏而带来的争端，但是这种方法
看起来效率不高。相关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交给西班牙君主们，他们所能回应的只是向格拉纳
达的国王提出建议。而格拉纳达国王站在摩尔人的立场上，是最不赞成破坏停战协定的。编年史家，
阿隆索·德·帕伦西亚（Alonso de Palencia）认为，摩尔人“最精于利用停战协定”——他的意思是，
就侵袭获得好处而言，天平是偏向摩尔人这一方的。    1478年，莫奈·哈桑犯下了他的最大的暴行，

Page 5



《1492：世界的开端》

他洗劫了谢萨（Cieza）的穆尔西亚（Murcian）镇，有80个居民死于刀剑下，其余的被掳走。面对如
此暴行，无助的费迪南和伊莎贝拉非常不安。他们无法通过外交手段释放人质，也提供不起赎金。相
反，对那些太过贫穷而交不起钱的家族，他们同意其乞讨以获得赎金，还免除其本应该支付的、为了
让哈桑释放谢萨人（Ciezans）而缴至格拉纳达的各种税费和过路费。    然而，到15世纪70年代，在与
摩尔人接壤的前线，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不再需要和平。与葡萄牙的战争，还有卡斯提尔内部争位之战
均已平息。无所事事的战士云集于与摩尔人接壤的前线，在那里，卡斯提尔的贵族们为一己之利私底
下打得不可开交。通过获得前线要塞，莫奈·哈桑力图压制了他们。1481年12月，在一个没有月光的
混乱之夜，他们猛烈进攻扎哈拉（Zahara）以及其他的要塞地区。基督徒们对此猝不及防，进攻不再
仅仅是一场偷袭，他们似乎企图要永久占领这些城市。在扎哈拉，袭击者登上城楼，俘获了城内的基
督徒并将之全部杀死。他们没有杀掉指挥官，只是将其囚禁。杀回老巢的那一天⋯⋯他们俘虏了150个
基督徒，包括男人、妇女和小孩，将他们押往龙达（Ronda）。    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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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世界的开端》

后记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目前，在他的所有
作品中，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有《食物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译
名为《文明的口味：人类的饮食革命》）、《改变世界的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我
们人类：人类追寻自我价值与定位的历史》（台湾左岸文化2008年版）。    菲利普·费尔南多一阿梅
斯托的读者可能会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内容丰富，观点犀利。《1492：世界的开端》也会让读者体验
到作者知识的渊博和见解的独到。菲利普·费尔南多一阿梅斯托在本书出版之前的诸多著作，已经为
本书的内容奠定了写作基础，例如《千禧年》、《文明：文化、野心与大自然的转化》、《食物的历
史》等，有心的读者在《1492》中将会看到上述著作中的观点与论述。此外，菲利普·费尔南多一阿
梅斯托的历史观和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也令人印象深刻。    《1492》并不是考证类的历史作
品，所用的历史事实都是历史学界通常为人所熟知的史实。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在本书中所要
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居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本书更像是
一部思想史。相信读者在阅读后会得到对上述的问题的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也会对当下的世界产生
新的思考。    承蒙东方出版中心的信任，该社将《1492》的翻译任务交付于我。由于自身科研工作繁
重，我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明英博士来承担部分章节的翻译，并也请了任职于江苏大学的老友王
焕池博士作为译稿的审校者。历时8个月，我们共同完成了这本篇幅不大，而内容丰富的著作。在此
，对以上两位学者的加盟特致谢意。日本大学的日吉秀松博士就有关日本部分的译稿内容给出了指正
。另外，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李鹏涛博士阅读了审校后的全部译稿，并提出了几处具有建设性
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    赵俊翻译了第一、六、七、八、十章以及
跋；李明英翻译了第二、三、四、五、九章以及索引，并校对了注释。王焕池审校了所有章节的译稿
。    由于本书内容涉及到15、16世纪的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的历史，翻译这本书是一项极其繁重
的工作。对于书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和专业术语的翻译，译者参照的是《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外
国地名译名手册》以及“剑桥史系列”的中文版译法。同时，译者还借鉴了其他历史著作和大量的网
络资源，尤其是维基百科，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为数不少的注释。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东方出版中
心的于欣为此书做了大量的工作。作为译者，我非常感谢她耐心、细致的工作。囿于译者的学识、专
业以及翻译水平，此本译著肯定还有不足之处，此责由译者承担，也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    赵俊记于骆家塘    201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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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世界的开端》

编辑推荐

《1492：世界的开端》并不是考证类的历史作品，所用的历史事实都是历史学界通常为人所熟知的史
实。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在本书中所要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现在所居的世界是如何形
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本书更像是一部思想史。相信读者在阅读后会得到对上述的问题的
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也会对当下的世界产生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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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断代史的缺陷暴露无遗，丰富的自恋难以掩盖空洞的灵魂
2、我基本没啥历史底子，所以就只能说真是没觉得惊艳。作者罗列了15世纪初各个区域的历史进程，
但是我没看出来是如何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的，觉得很散乱。我现在正在读第二遍，希望能有更多的
收货。
3、总体还行，最好还是需要对各个地方的历史有一些基本的脉络。
4、世界终于模糊地开始出现在世人的眼前，顿时波澜壮阔
5、十五世纪末的世界格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走上了海洋帝国；穆斯林退出了格林纳达；
俄罗斯开始崛起。视野广阔，值得一读。
6、好多人都想些以从一个年头（年代）扩展开的“大历史”，但是写的好看的毕竟很少。能跟黄仁
宇相提并论的只有卜正民的《维梅尔的帽子》。
7、该书的长处在于人物行为动机的溯源  时间节点和历史影响只起类似背景烘托的作用 对外围读者而
言  哥伦布的阅读品味与洛伦佐的艺术偏好 明显比大展蓝图般勾勒一部15世纪航海和经济史要更容易
接受   在人物中兼论时代精神 比反过来描述有更强的可读性  让人眼前一亮
8、还行 能看
9、朋友推荐的就是不错。
10、全景式历史解读，可以翻译成＂欧洲的开端＂。新颖的历史观察方法和思考。
11、非学术性著作，啰嗦混乱，书名看上去比较唬人罢了。
12、昏昏欲睡。
13、神奇的1492年。
14、太一般了，文笔很啰嗦，资料收集挺丰富，但毫无阅读吸引力，有些段落流于猎奇和粗俗品味，
根本没有同类史学名作的妙语、警句和思想闪光点（参考茨威格和佩雷菲特作品），这位叫什么“费
尔南多”的作家（名字像南美毒枭，国籍却是英国佬），一向善于抓噱头，书名都震耳欲聋，但才学
平庸，有铺陈无深度，典型的二流商业写手
15、看过作者的其它几部作品，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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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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