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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

前言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
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
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
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是何为“西方”
？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
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
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老根还是在欧洲的。更何
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至于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
居”的特点一直就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
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
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
是很显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说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
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
到一起去。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
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世纪和19世纪里
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
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一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
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
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
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
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目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
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
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
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
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
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
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接下
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
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
—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
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
主要有两个理由。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
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
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
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顺应时代的
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
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
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
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其次，
“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
化史”，其实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
、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与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就可能比
我们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一社会史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
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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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

化是传统的惰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
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沉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
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
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
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
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
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
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
”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一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
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
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
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
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于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
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史以及文化史
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
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
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
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
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
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
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
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当然
这还仅仅只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
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
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宝
贵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高毅写于北京八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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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通过对欧洲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回顾与阐述，
再现欧洲那些早已沉寂了的暴风骤雨，以及那些早已化为尘土的伟大历史人物。让我们走近那些遥远
的瀑布，在那汹涌翻滚的浪花中，在那震耳欲聋的喧哗中，再次贪图与我们亚洲有巨大时空间隔的、
生活在早已逝去的时代的那些欧洲人的高远的努力，勇敢的希望，执著的信仰和骄人的光荣，以及他
们惨痛的失败，无助的绝望，痛苦的迷惘和伤心的无奈。当然还有这一切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反响。
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有着对高贵与卓越的追求，甚至意欲独步天下，称雄
环宇，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于是便有了仇恨与斗争，暴力与杀戮。称王者响彻云霄的颂歌和被压迫
生灵的吧息与哀号此起彼伏。然而，这些喧哗都将最终沉寂在时间的永恒静穆之中，锋如一座座遥远
的瀑布，尽管有飞流直下三千尽的雄伟，但因时间的距离和阻隔，使人们难以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与壮
观。再现这些存在与壮观，正是写作《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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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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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2.国际文化交往　法国与日耳曼世界之间的交往　英国和欧洲　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　俄国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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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的村落　各类艺术表现形式之界限的消失　次要艺术地位的上升　欧洲的音乐文化：一种跨
国的统一语言　⋯⋯5.文化病态6.新的语言，新的视野人名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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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900年欧洲的文化地理“场地条件”从文化地图这一术语的最宽泛意义上讲，1900年的欧洲大陆是一
个差异性很大的混合体。虽然1871年后德意志各国和意大利完成了民族统一，但国家的数量仍然很多
，它们在规模上和各自政治体制的性质上很不相同。语言的隔阂、文化普及和学校教育程度上的差异
、宗教的多样性、每种宗教与政治当局之间的关系之性质、同一国家之内地方主义的表现，这些都在
很多地方有利于突出艺术和文学创作方面、普遍的文化生活方面的多样性状况。事实上，在1900年，
组成欧洲的各个国家生活在十分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这些体制是漫长的历史的结果，其中整个19世
纪的历史进程是复杂而且经常是纷乱的。拿破仑帝国于1815年覆灭后，维也纳和会的组织者们试图确
立一个极大地改变欧洲各国地图的新空间布局。一些从前享有王国地位的领地当时被合并于各主要大
国，或被某几个大国瓜分。于是，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再次瓜分，只有克拉科夫一城
享有自由共和国的地位。从1809年起，芬兰的监护

Page 7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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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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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随便翻翻，解闷的。
2、集体异化危机的时代
3、本书最初在台湾地区以繁体字版本出版，去年在我们的市场上发行，一直在观望中。总体上，从
本书的写作思路上看，反映了法国人做学问的一般特点，深入不够，是为遗憾！
4、这一套书的特点就是，你想读到的东西从来都不会出现在书里面
5、我就想了解下当时欧洲人是怎么生活的
6、大致描述了歐洲各國的主要城市在各領域的背景和概況
7、其实是一本比较文化书籍，书中的视角都是概括的、鸟瞰的，譬如讲电影，他不描写人们看电影
的盛况，只说受欢迎。总之这不是一本我需要的书，但是书中有价值的内容依然不少。
8、特价入，正版，非常满意
9、浦东图书馆借。
10、没什么新意，观点不突出
11、图书馆遇到，解闷的
12、好无聊啊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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