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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倬云说历史”系列书广受读者欢迎，此为该系列书的最新修订精装珍藏版。
★一书看清中国和欧洲两种世界重要文明的发展脉络，两相比照，视野宏阔。
★深入浅出的大家之作。全球历史视野观照下的中华文明，何来何往，清晰明了。
-----------------------------------------------------------------------------------------------------------------
“许倬云说历史”系列书是台湾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基于“全球大历史”史学视角的通俗历史讲座读
本，纵深横阔，深入浅出，充满人类关怀。本系列书一共五本，包括《大国霸业的兴废》《现代文明
的成坏》《中西文明的对照》《文明变局的关口》《台湾四百年》。
《中西文明的对照》是“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的第三本。本书中，作者从全球大历史的视角，以两条
主线分别勾勒出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路线图：两者长期以来平行发展，也存在各自发展的“峰与谷”及
转折点；最终，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欧洲走向了列国并立，直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明清以来中
国一落千丈，欧洲人则发现新大陆，开启了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从此以后，在世界历史的
进程中，中国人只能扮演追随者的角色。本书从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以两相对照
的方式剖析了两者的成败因缘，并指明了中华文明复兴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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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先后执教于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
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
《万古江河》、“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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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西文明两条脉络对比，简明扼要，却让人看得透彻，从经济方面讲分久必合很有趣，其实看历
史永远是为了得教训，鉴未来。希望不要辜负了学者的苦心。
2、我觉得蛮好呀。
3、很有启发，统一与分裂是中西政治文明对比乃至斗争的一大结点。
4、大师解构的中西历史，娓娓道来，古今中外，瞬间懂了
5、无论是基督教公教秩序的建立抑或儒家朱子理学之定于一尊，只要文明呈现单一化倾向，思想就
开始禁锢，社会就开始丧失活力。2017.3.11~201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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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历史也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
它包括具体有趣的事实，也能经由对其发展状态的梳理见出社会发展的变迁，文明进化的脉络，甚至
是未来人类的归处。这本许倬云先生的《中西文明的对照》就从历史的角度为我们比较了中西文明的
异同。纵然文明包罗万象，许倬云先生还是用一本书的厚度简明地讲述了中西文明的各自发展的不同
样貌，由于民族特性、地理环境、社会形态、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时间从上古时代以降，一直到近
现代工业革命，作者用宏阔的视角、扼要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中西文明不同的发展方向与步调，东方
中国对于人类与社会角度的探究关怀让我们成为先行者，西方文明对于战斗与对抗的追求令其无暇顾
及社会制度与体制的建立，中国由于建立了稳固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国家天下的概念而保持了两千年的
封建社会，但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最终在西方开花结果并且迅速席卷全球，而此时中华文明已经固
步自封无力向前，作者在对于文明发展做分析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文明盛衰交替向前的曲线，盖
因中华文明的衰败遇到了欧洲文明的兴起，而现在西方文明则同样无以为继，其中的碰撞与以后的发
展颇值得玩味，也让我们对未来东方世界的文明——中华文明、南亚的佛教、印度教系统、中东的伊
斯兰教系统——充满了期待。在比较的同时，作者也为我们整合了一个历史的全新样貌，曾经历史留
给我们的局部印象，被作者整合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并且做出了更加客观的解答。是否希腊文化真
值得我们如此敬仰，基督教如何成为罗马国教，欧洲现代文明的扩张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又是如何赚
得“第一桶金”，而中国文明又从何时开始由盛而衰，在清代繁盛的表面到底掩埋着什么样的不安，
都在文中多有涉及。作者以一位历史学家的博学与判断，对于历史重大的转折与影响均表达了鲜明的
态度，毫不折中的论断，这是一本帮助入门读者创建对于历史基本了解与大历史观的书籍。历史不仅
代表了我们人类所有曾经创造财富的总和，还将影响着未来文明与国家的变化。从历史中我们总能找
到一些可以引用到如今的例证，在宋代繁盛的经济背后是怎样一个逐渐枯萎式微的文明，而明清之际
僵化的文明又如何走向死亡，尽管中西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终又在现代殊途同归，但是现在存
在的未必是最好的。对于经济与政治的追求总是没有尽头的，是否我们忽略了在这些背后深刻的文明
因素呢？是因为有了文明的推动，才有了相应的社会制度的建立，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的成熟稳定
，而文明同样也是推动未来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追寻文明历史的“成住坏空”之后， 我们应该创
造一种什么样的文明，而这种文明会将人类带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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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许倬云说历史03·中西文明的对照（精装珍藏版）》的笔记-第90页

        君士坦丁大帝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发现禁卫军的主力——蛮族——都成为基督徒之后，便不得
不借重基督徒来赢得他们的支持，最终取得了帝位。这才是基督教从地下转到地上，成为罗马国教的
主要原因。

2、《许倬云说历史03·中西文明的对照（精装珍藏版）》的笔记-第116页

        文艺复兴的意义在于欧洲人重新发现过去，并开始认识远方的人类文明，他们扩大了视野，不再
甘于只接受独断的基督教文化。他们重新认识古典，并且设法将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作一番融合。

3、《许倬云说历史03·中西文明的对照（精装珍藏版）》的笔记-第68页

        中国文化关心人在人间和宇宙的秩序，欧洲文化关心自然；中国的心态是追求和谐于宇宙之中，
欧洲的心态则是从对抗中求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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