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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

内容概要

本书所集的各篇评论，是作者对布罗代尔史学概念与著作的见解。第1章是总论，分析评论他的五个
主要概念；之后的三章分论他的三部专著；第5章评论一本他写给高中学生阅读的文明史；第6、第7两
章分析他的两本论文集；最后一章综述他的写作体裁。三篇附录分别评论他的两本较次要的书，以及
两本关于他的传记（这是了解他的生平、写作经验、学术行政的重要解说）。
在架构设计上，本书是属于“显微镜”式的写法（可以称为剖析），只限于布罗代尔的著作之内，分
析的是布罗代尔的论述逻辑与洞察，不涉及他和法国史学传统或与历史学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那
是“广角镜”式的写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他的两本传记内，或从本书引用的书目中找到许多相关
文献。
布罗代尔史学概念的一个特色，是把时间和空间这两种要素融合在一起，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像他一样
，用一组概念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整合在一起，应用在史料上得出新的历史视角。在时间方面，
他提出具有长中短三种层次的历史时段说，这种历史时间观有两项意义：(1)把不同速度、不同节奏的
时段叠放在一起，摆脱了传统史学的线性时间观；(2)三种不同时段之间，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存在
着有机的关联。在空间方面他提出“经济世界”的概念，打破了过去以政治和文化为藩篱的界定方式
，而以一个经济交换体系为分析的单位。更重要的，是他在这四个概念之上，再提出一个具有统摄整
合功能的概念：总体史。布罗代尔根据这一组具有五种概念的分析工具，对历史现象做出立体式的三
维剖析（时间、空间、总体性）。
布罗代尔对史学概念的运用，在手法上和一般的标准程序很不相同。他不是对某项概念先给出明确的
定义，说明它的性质与所需具备的要素，然后用不同的历史素材来检验。相反地，他是先有一个大略
模糊的念头，当他把这些想法应用到不同的题材时，从中再得出新的可能性。所以他的史学概念是活
的，是在变化的，随时可以产生变异体，因此在本质上不需要，也无法提出严谨的定义。布罗代尔认
为这种不下定义的概念，反而更有助于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因为他的目的是在做历史构图，而不是做
切入性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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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预期的好
2、真的挺水的，本来期待对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念有所“解析”，但其实作者吐槽往往是冲着文体、
风格、写作技巧这些更像“文学性”的东西去的。奇奇怪怪的一本书。
3、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者，他的史学值得我们好好解析
4、言简意赅，条理清晰。
5、书评
6、賴老灌注畢生的絕學做出的小冊子 讓我理解學術研究到底在搞什麼鬼的入門 那段時光早已離我遠
去
7、毕竟是业内人士写的
8、分析蛮清晰的。
9、大号读书笔记和摘要，enm就这样吧⋯⋯陪着布罗代尔的一堆东西读吧⋯⋯
10、多年前读，再读，年鉴
11、薄薄的小册子，是赖建诚对布罗代尔所有已出版著作分别写的评述。但我感觉，他对每部著作只
是写下了简略的读后感，而不是较为深刻细致的书评。基本观点：布的《地中海》最成功的体现了他
的总体史观念，但《法国史》《文明史》等都是较为失败的；布并没有明确的史学理论，而是被年鉴
学派的观念驱动着来绘制宏大历史。赖氏此书有助于宏观了解布罗代尔，但对其具体观点的理解帮助
不大。
12、能够很明确的了解一些年鉴学派的知识
13、4
14、布罗代尔的著作导读＋评论解说。分析三时段，经济世界，总体史概念内涵流变与具体应用。布
氏理论地中海运用最好，资本主义次之，法国史最下。强处在作者经济学功力不错，颇能见历史学者
论经济问题的短处⋯⋯
15、拿来当提纲读
16、书评，对史学思想解析的少
17、杂乱无章
18、比较差
19、孰是孰非，见仁见智
20、library
21、布罗代尔的全面、简要的介绍，可以当作写作书评的范本。
22、作为了解布罗代尔很好的Intro，对其每本著作都有结构性的概述和评价。但是评价略显严苛，批
评大于褒奖，大概是褒奖之词在史学界已经泛滥。本书作者对《论历史》中的三篇文章极力推荐作为
了解布史学方法和历史观的钥匙,分别是第3、7、12篇。作者力荐《地中海》，并认为之后的《资本主
义》和《法国史》（以上书名均为简称）逐渐退化。
23、对了解布罗代尔的“大历史”叙说很有帮助。
24、对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作出精彩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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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章开沅先生的关于“辛亥革命”两个一百年的观：即向后看一百年，探究辛亥革命产生的原因， 
向前看一百年，探究辛亥革命产生的影响。这与法国史家布罗代尔的“时段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
时间上，“时段论”，即事件（短时段）、趋势变动（中时段），长时段（以世纪为分段），分为一
国的、世界的；最后整体构成空间上的“经济世界”，从而形成一个“总体史”。布氏的史观对于纪
实文学的写作，应有相当大的启示。首先，他对“短时段”的叙述，本身就充满了文学意味：“⋯⋯
事件是（历史的）尘埃：它们就像是透过历史的短暂亮光，一出现就立刻没入黑暗里被忘却了。然而
，事件虽然短暂，却也是历史的见证，照亮整个大景观的某个角落，有时甚至能显示出一些深层历史
的一大块。而且不只是在政治史里，在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或地理史里，也都充满了事件，这种
间断性的亮光。”布氏认为具体的事件，大多为“历史的泡沫”，是历史的表象；但他任务却为挖掘
其产生的深层因素并加以呈现。并且，布氏还强调，历史要在事件之间作选择：一是小而显著的事实
；二是影响深远的事件。布氏的空间史论为“经济世界”，这是因为他生活的世界所决定了的。他的
“经济世界”包括：工农业产值、劳工流动、远程贸易、人口等等。另外，布氏的史学还呈现出日常
生活的特色。不过，如果在中国，布氏的空间史论可以修订为“文化世界”，将更为恰当。笔者以为
在中国历史空间的“文化世界”基本构成为：地方的、日常的、社会的、民俗的、民族的、政治的、
经济的、人口的、地理的、物产的等等。并且，可以在观察事件时，可以以事件为中心，先解析事件
发生的“因”的“文化世界”；然后再解析事件带来的“果”的对于“文化世界”的影响与改变。以
唐朝的女诗人薛涛为例，对薛涛的“孔雀”命名与“薛涛笺”的出现，甚至于薛涛的存在都可以视为
一个唐朝的“事件”，而且这个“事件”千年以来，在某个角落一直在光亮成都，影响中国。这里面
应当显示中国历史深处的一些东西。这是就人们为什么不断关注这个大唐女诗人的缘故。布氏的史学
论述不是提出假说、呈现证据，得出推论的方式。他是一个历史图像的建构者，一位能掌握庞杂细节
的大绘图。因此，这对于历史纪实文学叙述架构都是极富启示意义的，也为纪实文学评论预留的诠释
的空间。《布罗代尔的史学解析》的作者赖建诚先生，为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现为台湾清
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因此，以其资格与洞察力 ，其对布氏的史学观的解析是相当精彩给力的。2015
年3月8日读于成都北门府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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