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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史（上下）》

内容概要

本书破除了历来这类书的“欧洲中心论”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
系中去考察。着力把握了欧洲文化历史中“―”和“多”的关系。欧洲历史在古希腊、罗马、神圣罗
马帝国之后，就再没有一个中心王朝或民族，比中国要复杂得多。而在这种复杂多样性中，又有同一
性，也就是拼音文字书写体系和基督教会。本书把大众文化如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生活方式，怎样支配
闲暇时间等也囊括进来，体现了作者对文化的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作者从文学、雕塑、绘
画、音乐及科技等各个角度来审视欧洲文化，以突出历史的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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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在历史中的今日欧洲
第一部  生存的新方式
第一章  欧洲还未命名的时期――朝农业和定居社会的发展
第二章  罗马和它的帝国――文化融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第三章  罗马帝国的沦亡和另一个王国的胜利？――基督教和罗马帝国
第二部  信仰的新形式
第四章  走向一种普世性新宗教
第五章  地中海周围的三个世界――西方、东方基督教国和伊斯兰
第六章  一体世界和多种传统――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
第三部  对人与世界的新看法
第七章  一个新社会――欧洲出现各种对人的新观点
第八章  一个新社会――欧洲成为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第九章  一个新社会――由15世纪开始的欧洲与广大的世界
第十章  一个新社会――移民、旅行以及在欧洲的文化扩散与融合
第十一章  一个新社会――以文坛谋求正义的世界，反对分裂的现实世界
第十二章  一个新社会――由人文主义到启蒙运动
第四部  消费和交流的各种新形式
第十三章  欧洲的几次革命――是面向大众的自由和提高消费吗？
第十四章  进步和相随的不满――民族主义、经济增长和文化自信的问题
第十五章  欧洲与其他各个世界
第十六章  西方的没落――幻梦的失落？由19世纪到20世纪
第十七章  走向一个新欧洲？
尾声  今日欧洲：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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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侵入。征服和变化：第一波　　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现在的乌克兰南部和南俄罗斯
直到里海，有一种俄语称为“库尔干”(Kur8an，由他们修建的古冢而得名)的部族。他们使用一种现
已失传的语言，现在学者称之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因为它似乎是后来在欧洲
、土耳其、伊朗直　　到印度使用的语言的由来。语言学家比较这些语言，在农业生产、陶器以及文
化上亲属关系，数字称呼等都十分接近。这或者是由于库尔干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向东、向西和向南
流徙。也有的学者认为，有一个部族本来居住在现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伊朗北部，文化与库尔干人
十分接近，他们的迁移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并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欧洲和亚洲的某些部分。　　无
论是哪种情况，这些散居的游牧部族，在从今日波兰、匈牙利到俄罗斯南部，直到中亚和中国西部的
广袤台地平原上过简单而艰难的生活。这些部族是由军事首领统治，使用马拉的战车、长矛和盾牌，
利于进行快速的战斗。他们崇奉太阳神和天上其他的神灵。他们靠马拖拉的车辆，可以旅行到很远的
地方。虽然他们有一部分农业生产和以货易货的贸易，经济上主要还是依靠牧养牛群。　　当一个地
区的气温长期变冷时，草场上牧草生长不好，牲畜难以繁殖，立刻就影响到整个部族的生计。当恶劣
气候经常袭击时，这些部族就被迫迁移，朝西、朝南或朝东，去寻找较好的生存环境。　　正是在这
样的情势下，地中海东岸和美索不达米亚富庶的农业文明地区引起这些好战的游牧民族的垂涎。就这
些富庶地区来说，它们不是仅仅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除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外，还有叙利亚、阿
拉伯沙漠中的贝都因人对他们富庶的邻居也同样不怀好意。比较起　　来，埃及还算安全一些，这是
因为尼罗河流域两旁的沙漠实在不适宜人类的居住。除去两河流域以及黎凡特海岸这一片“肥沃月湾
”。外，希腊，大陆的河谷地区也是外族袭击的目标。　　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以后的几十年，来自
中亚的一些部族开始在爱琴海周围的大陆上定居。他们说一种印欧语言，从中发展出后来的希腊语。
但是，“希腊人”的这类入侵在欧亚大陆上成了历史演变的常规。一些古老的社会常常被这些入侵者
连根拔掉，这成为不时发生的危机。在公元前2200年之后的200年间，以及约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
前1100年的400年间，入侵的游牧民族不仅控制了伯罗奔尼撒，也在两河流域建立起统治。这些部族往
往和本地居民杂居通婚，在“本地”和“外来”文化杂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国家。不用多久，外来
的就变成了本地人；这时，再用“外来”和“本地”这种概念来看事情，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了。　
　公元前1 8世纪，　巴比伦城和巴比伦国的统治者汉谟拉比(Hammurapi，公元前1792一公元前1750年)
就是来自这种游牧民族。他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在西方世界首次制订法律，为此而名垂后世
。现在还保存有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刻写汉谟拉比制订的法典。石碑上端刻着汉谟拉比王站在太阳
神沙玛许(Shamash)前面，表明他制订的法律是秉承了太阳神的意旨。　　　　同时，我们还不要忘记
，虽然有一些希腊城市实行民主制度，以我们了解最多的雅典来说，所有的妇女(占成人半数)都被排
除在政治和其他公众生活之外。当时法律认为，妇女不适合自己行动，必须有男子做监护人；年轻时
是父兄，然后是丈夫监护，然后由儿子监护。妇女的　　首要义务就是生儿育女。而且愈多愈好，因
为婴儿死亡率高达60％。父—母要负责教育儿子参与城市的公众生活，女儿则不许出门，甚至在家也
只准在院活动。迄今还未发现任何资料表明当时对妇女有任何教育。她们只从事家务活动，准备饭食
。由于把牧场改为耕地，牲畜减少，因而吃鱼愈来愈多。妇女要为全家准备饭食，却不能和家里男人
一起吃饭。　　在当时的奴隶社会，最低贱的劳动是奴隶们的事。下等人家的妇女还是要出去劳动，
从事体力的工作。中等以上人家的女子如果外出，一定要有男子陪同，有时还要带上面纱。妇女也不
能像男子那样出入剧场，因为剧场里的一切剧目都是为雅典的男人准备的。妇女能参加的公众活动是
敬拜神灵的仪式。在当时的神秘宗教，有些仪式是由女祭司主持的，总算还有一块暂时不受男人支配
的地方。　　总的说来，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都是男性中心社会。甚至流传下采的希腊花瓶也证实
了这一点：画中如有妇女出现，无论是自由民或女奴，总是在伺候男人；或是在家，或是在酒馆，或
是在妓院。男子到竞技场，从事各种体育竞技活动，在希腊文化中，这些是培养男子勇敢品质的方式
。男子还出去参加殡葬联谊会主持的殡葬礼，藉此大吃一顿。男人还有各种宴会，这些宴会的酒壶、
酒杯都画的是男女做爱的图像。　　需要了解，在古希腊，男子除了婚姻之外，没有其他接触雅典自
由妇女的机会。他们能找的就是女奴和外国籍的妓女。我们还需要了解，当时的性关系，并不是按性
别划分为异性恋关系或同性恋关系；在人们观念中，通常一个取主动，一个处于被动。取主动的通常
是年龄较大、社会地位高的男子；处于被动的一方，可能是女的，也可能是男的。这种情况造成后来
常称　　为“同性恋”的情况。这个名词，古希腊人是不用的。在古希腊，性关系是年长人和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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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以年龄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年轻一方，可能由于希望受教育、受社会支持，而在性关系上处于
被动地位。有的现代学者认为，当时特别是在上层社会，男子同性恋相当普遍。婚姻只是　　为家族
繁衍而履行的社会义务，并不是性欲和感情的表现。有时，人们以为希腊社会广泛流行双性行为，这
其实是以现代社会的规范去看古代社会。　　当时的婚姻通常都是家庭安排的。男子在30岁上下结婚
，女方年龄往往只是男方的一半。男子离婚很容易，只要在证人面前宣布离婚，就可以生效。女子若
要离婚，必须有重大的理由，还要经过繁琐的法律手续。　　因此，妇女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地位，很
像在伊斯兰社会中的地位。荷马的名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故事便表述了妇女的地位。海
伦的风流浪漫造成了混乱，珀涅罗珀对已死的丈夫还守节，则带来了稳定的秩序。但是古希腊剧作家
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0岂公元前406年，以悲剧诗人著名)却看到了妇女的悲苦地位，因此
，他在《美狄亚》一剧，让女主角美狄亚说：“在一切有生命有思想的生物里，妇女的命运是最不幸
的!”柏拉图对此也是有所体会的，据说，他感谢造物主，第一，使他出生为人而没有生为野兽；其次
，使他出生为男人，而没有生为女人；然后，他再接下去，感谢使他出生为希腊人，而没有生为外国
人；最后，他感谢使他生为雅典人，而且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柏拉图和其
他人虽曾发出妇女解放的呼声，却始终未能付诸实现。到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间，社会高层家庭才
容许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去读书，表明这时妇女才获得较前为多的活动自由。　　这需要补充说明的
是：我们对当时社会的了解只限于城市，而且只限于雅典城，只限于雅典城的上层社会。我们无从判
断其他城市或农村是否与此不同，甚至对女性美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那错综复杂的偏见：例如，
当时妇女，只要有条件，脸上都要浓施粉黛，以区别于需要外出做工挣钱的妇女和地位更低的女奴。
妇女把头发染成金黄，嘴唇涂得血红，是否在潜意识希图表明自己属于高等种族，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城市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通常是以城市最高处的神殿(akro-pohs)或神龛为中心(神殿修建
在那，因为离天上最近、最注目，又最容易防守)或是在城市中心，市民聚集开会议事的地方(agora)。
名门望族的子弟，其学习内容，不仅有读书、写字、记颂古代神灵和英雄的故事，还要学修辞，即在
公众议事场合怎么说话得体。在这些地方，标准的希腊语言和希腊文化开始兴起了。　　在希腊和地
中海地区的其他文化中，重要的一点是：神灵不仅在形象上和人一样，而且有和人一样的冲动与欲望
，只是能力超过一般血肉之躯的凡人。这一点意味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伦理观念是社会自己制定
，而不是来自神灵或一种绝对道德观念。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荣誉或耻辱。这
与人投身崇敬一个道德高超的圣人或崇拜一位完美的神，由此产生的罪与救赎观念是迥然不同的。远
古时代的历史通常主要是流血战争，而希腊时代的雅典人，似乎花费更多时间在法庭上对他们认为玷
污了他们荣誉的人作斗争。　　至于人们行动所依据的规范和价值，却没有共同一致的看法。公元
前5世纪时控制了希腊高等教育的所谓“智者”们力图表明，既然可以用逻辑理性论辩的方式找出语
言结构中的规范，同样，在社会生活，也没有绝对的律法，无论它们是否由神灵制定：一切都是人们
约定俗成而形成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一公元前399年)这样的思想家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道德律是
绝对的存在，不是人可以因时因地任意制定的。直到今天，这两种对于价值的对立主张还不断引起人
们的争论。　　事实上，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到一个更大的秩序。古希腊人是把他们的人
生与社会放在一个神话体系之中。这些神话讲述神的世界以及它与人的世界的关系。神话其实是人在
潜意识中关于自然、山川，家庭、社会的表象。这便是为什么神话在希腊社会成为价值观念的权威引
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公元前2世纪。　　把这种提供规范的神话、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联结起
来的便是剧院。古代雅典的戏剧一包括悲剧和喜剧两种形式——是由敬拜生命繁殖神狄奥尼西奥
斯(Dionysios)的节日庆典中发展出来的。剧作家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都以
为参与盛典的公　　众写作剧本为自己的荣誉。由此，剧作家们写作了一批剧本，它们自不免要受时
代的限制，但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直到现代，欧洲人还在探索争论。在希腊悲剧，人和神灵的关系
是一个中心；而喜剧则往往把时政作为笑料。无论悲剧或喜剧，都是寓教育于娱乐，其中也有政治宣
传的作用，藉此影响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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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序　　从大西洋岸、西北欧的布拉班古城来到东南欧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离上次访问雅典登上
奥林匹斯山，在阿克波里斯神殿的残柱中间徘徊，已经55年了。只是希腊的天空和与它相辉映的地中
海，仍旧那样蔚蓝；滔滔海浪仍旧永不止息地唱着历史之歌。一部欧洲文化的4000年历史从这里开始
，是有充分原因的。这是欧洲东南隅的海上边界，4000年前(相当于中国夏朝)，岛上的希腊居民在和
埃及与中东各民族的海上经济文化交往中发展了欧洲最早的米诺阿文明．由海岛传入希腊本土。至于
米诺阿文明和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及他建立的希腊帝国、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和东罗马帝国的“
盛世”，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的拜占庭帝国，都早巳没落，化为历史的陈迹，任人凭吊。报上现在
还经常出现的惟有亚历山大皇帝的故乡马其顿，也只是因为那里的民族冲突发展为战争，不知如何结
束。面对欧洲各国的兴衰，像眺望海水的涨潮和退潮，一个中国人想些什么呢?当然人各不同，而且有
不同的想法，多总比少好。重要的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道路和经验去认真思索，是不是这
样呢?　　*　　　　　*　　　　*　　　　　　*　　不久前，诗人怀宗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到海外
，不论多久，怎么心里也放不下中国?当时我回答不出，就像问我为什么爱母亲我回答不出一样。于是
，这也成了我的问题，时刻纠缠在脑际，要求回答。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爱国就像呼吸空气一样
自然。20世纪30年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因被纳粹迫害而流亡海外。有人问他：“你想念德国吗?”
他回答：“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中国人大概不会这样回答，想到中国时，总和那片土地的山
川平原，那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的人连在一起，或许就因为中国幅员面积太大，中华民族人口太多，
因而产生一种“万有引力”?　　1822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从哲学角度看世界历史》(《历史哲
学》是后来英译本给它另起的书名)时，指出在有悠久文明的古代各民族中，中国人的特点是具有一种
深刻的历史意识。可以就黑格尔的观察接下去说，历史意识并不仅仅是尊重历史，把历史事实认真纪
录下来，而是树立一个衡量判断历史的标准。从历代统治集团来说，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对自
身统治意志的“深刻意识”：一切，包括修史，都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在人民大众中间，则
另有一种对历史的深刻意识，表现为另一种衡量判断历史的标准，一切事情要看它对人民大众的态度
。这是2000多年中国人民思想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爱国不只是眷恋桂林山水、德州烧鸡⋯⋯
从根本说是爱中国的广大人民，爱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是中国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放不下的
。在历史中真正能够长存的，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实践所结晶成的文化。　　国家、朝代有它的兴衰
，文化也同样有它的兴衰。西方人读西方文化史，总要从埃及古代文化说起。但是埃及帝国的古代文
化早巳没落了，皇帝和美女都早己成为骷髅，化为尘土，只剩下少数考古学家、数学家还在研究：当
初建造金字塔时，天文学和数学上的测算何以那样精确。巴比伦帝国的古代文化也早已没落了，亚述
帝国的文化也早已没落了。文化悠久、民族强大，并不能保证“源远”就必定“流长”。阿诺德·汤
因比研究了人类有史以来有影响的21种文化，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还继续发挥广泛影响的只有5种，其
他文化都已没落了。汤因比以西欧的基督教文化圈、东欧的东正教文化圈、从北非到东南亚的伊斯兰
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和东亚文化圈来概括今日世界文化的不同类型，这是否最科学合理，也许还
有可以斟酌的余地(克立佛·吉尔茨在《对伊斯兰的观察》一书中便指出了摩洛哥和印尼的伊斯兰实践
多么不同)，但重要的一点是它指出了文化有兴也有衰。　　文化的兴衰以什么来衡量?主要看两方面
：首先是看它对这个文化圈内部人民大众发挥的凝聚力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二是看它对世界人类
社会前进作出的贡献。离开这两条来谈文化兴衰，，恐未免表面化。如果以这两条来衡量中国文化，
怎样合乎实际地评估今日中国的文化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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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史（上下）》

精彩短评

1、欧洲文化史（上、下册） 了解欧洲文化的启蒙读物
2、欧洲文化史（上、下册，，，，，很好的版本，精美，详实，，很好的参考书
3、作者可以看出真的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观点很恰当不偏不倚，这当然是写作的大前提了。当你可
以从一本书里看到从非洲到地中海地区的文化起源，宗教对于一个新兴文明和统治阶级的作用，初中
历史书中熟悉的名字一个个又蹦到眼前并且有机地与时代和环境相结合并阐述它的意义的时候，那你
对这本书除了赞美，还能做什么呢。 
　　 
　　从汉谟拉比，腓尼基文化，希腊，罗马地中海文明的启蒙到繁荣；从亚历山大城里的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欧几里德等大学问家；到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分化，基督教分化，伊斯兰教分化；到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到美国的诞生与欧洲的关系，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到世界大
战，文化，科学，思想之间的进步与交锋，都很有机地被一起阐述着。 
　　 
　　当你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亚历山大大帝，达伽马，光荣革命，柏拉图，尼采，莱布尼茨，
斯宾诺莎，波尔，牛顿，马克西加西亚，瓦格纳，达尔文，詹姆斯乔伊斯，约翰洛克，这些零零散散
被我知道的人物被一个完整的故事串起来，一起构成一个文化的小分子的时候，欧洲文化的精彩之处
便跃然纸上。 
　　 
　　早期欧洲，作者特别强调了宗教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那个时代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人需要有
精神的寄托，而宗教起的正是这个作用；中期，思想开始启蒙，出现了人文的进步，政体和革命的出
现，国家的界限开始从大欧洲的背景下逐渐明晰；当科学开始进步，宗教的作用减弱的时候，便踏入
文明的社会，科学开始起主导作用，人文学科开始从精神方面指导人抚慰人，经过大革命，人的思想
进一步解放，渐渐发展成现代文明的模样。
4、摸鱼看完。其中有些概念我看不太懂，不过有些观点倒是很可以同意。这书不同于过去我看的历
史书历史教材，不是常规的时间脉络主线，缀以事件人物影响，它仍以时间为主线，但只是挑了对今
日之欧洲有影响的事件写，有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意思。看这种对我来说有新意的书，有时候脑子
还转不过来，多看多学
5、好多书忘记评分了
6、感觉写的太平淡
7、翻译很到位，语言平实，读完之后对欧洲文化史有较深入的了解
建议阅读前先了解一下欧洲史和欧洲地理
8、除了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的“民主”和欧洲一统的感情思想倾向之外，我没什么好批评作者的了
。这是本提纲挈领、完整系统、简洁明快的历史书。
9、一场丰富的欧洲文化之旅
10、一直对欧洲有种憧憬，以致于自己都怀疑是不是有崇洋媚外的倾向了
11、我必须要说这本书真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欧洲史了，学术味和可读性恰到好处，没有逢迎大众读
者也没有装深沉。一直买不到这套书，所以图书馆的两本都一直在我这里，不停续借没有还过。
12、大学第一个暑假的大便书 伴我度过多少次水花
13、雷雨停电,点着蜡烛看完的.
文化史=宗教史?
14、从来不喜欢看历史书籍的我，对赵复三先生翻译的这本欧洲文化史却一见钟情。首先出于对赵老
先生的敬佩，其次看了一下本书的介绍，和之前的评论，很受推崇。今年去欧洲游览了一番，颇多感
受，尤其我们的台湾导游非常博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也由此，我
对欧洲历史文化开始感兴趣。希望等我读完以后可以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化有一个全新的客观的认识
15、文化的变迁不是简单能解释的，是适应当时逐步演化过来的。
16、欧洲让我向往，这本书带我畅游，令我遐思
17、很全面的了解欧洲文化的演化过程
18、想想还是再给一颗星把 感谢补充了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在我脑中的残缺信息 是翻译问题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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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史（上下）》

作者文笔我感觉一般 反正不耐我读

19、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就是文化差异，要了解欧洲就要了解欧洲
的文化，欧洲虽然在国家结构上不似中华帝国那么大一统，但是他们在文化上的关联却是相当紧密的
，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才会有一个欧洲联盟以至于还会诞生一个欧元区，而这在亚洲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情！
20、文艺复兴是如何形成的，十字军东征是必然的，哲学，思想是能让社会进步的
21、了解一下欧洲的文化。。。
22、朋友推荐，还没开始读，看标题不错，很有兴趣
23、赵复三先生译得很好，原书也很出色
24、看了对欧洲的宗教、文化理解更进一层。能理解当今西欧、东欧、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也能很好
地理解地中海沿岸的世界几大文字体系的分布。历史、文化、宗教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菁华，却也给后
人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很期待读英文原版的，毕竟翻译失去不少味道咯。
25、正在看早期的欧洲，虽为文化史，但融合了很多政治、经济，值得一读
26、厚厚的两本书，印刷不错，这本书对了解欧洲文化很有帮助，满200减100购入，等于半价，很划
算。
27、非常好的视角
28、全面系统，对了解欧洲文化史大有帮助，值得认真一读。
29、作为辅助历史读物，补充欧洲文化方面的认识，对了解西方意识很有帮助
30、欧洲文化史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将知识性与趣味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我很喜欢
31、欧洲文化史--包装精美，内容还没看。呵呵。
从这本书，应该可以了解到欧洲的一些文化，渊源。
32、不错的书
33、为了大作业草草浏览过来。但是一点都不无聊。有功夫的时候再好好看看。
34、好书,从新角度客观看欧洲,用人类学方法描述历史.翻到哪页都有新鲜内容.
35、欧洲文明史的流畅介绍，如要细读还需要，看其他的很多详细的介绍。这本书是一本总纲似的介
绍，对于普通了解的人够了。
36、再次尝试，还是止于前50页的范畴。于我，书中的内容有些零散缺少统一的主线，更接近于学术
作品以及文献综述分析的味道。可能还是喜欢多几分故事性或者亲近通俗一点的作品吧。不过这里的
评论都很高，莫非是我的风格太随性了？好在读书只是个personal的事情，我不强求。
37、强烈推荐大家看看，相当不错的一本了解欧洲文化的书籍
38、欧洲文化向来是世界文化的精华部分之一，也是欧洲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领先世界的动力来源！
书在图书馆已经读过，这次是来收藏的！
39、系统了解欧洲文化
40、很早以前读的，算是启蒙读物吧
41、通俗易懂的了解了一下欧洲的发展史，读了上册，总体感觉换不错。对于门外汉而言想了解欧洲
发展是挺不错的选择！
42、很精彩的一部欧洲文化史，翻译也很棒！
43、我已全部读完，感觉对基督教、古希腊、古罗马等发展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中东地区的认
识更加深入，对近代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西方科技起飞过程的了解更全面了。确实如书中所说：
是对西方文化进行的一次漫步。书的前几页是彩色插图，中间还有黑白插图，挺清楚的。困为是翻译
的，语句不够流畅，有的干脆就不通顺，不过还好，能看懂（或猜出）。适合有一定历史知识者。
44、了解欧洲文化的门径
45、枯燥
46、“欧洲文化史（上、下册）”
47、代同事购买，以下是他的原话：
这部书让我更深的了解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用深入浅出的分析，代
入我们走向西方文化的世界。语文朴实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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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史（上下）》

48、对于想了解欧洲文化的，很有用
49、理论大于内容
50、重读一次，学到更多东西,配合之前读的价值起源，准备看的《从“东欧”到“新欧洲”》，会对
这段历史有更多立体的认识，从而可以思考下对中国的影响。
51、初中借肥鹏现在还没还⋯
52、到后面看着就没劲了。。
53、上海社科的这个版本，个人觉得从装帧排版纸张来说都不错，封面摸起来很有感觉。对欧洲文化
感兴趣的不妨一读，这是本能提起你的兴趣，又不冗长的书。感叹于作者的文献引用量，海量啊。读
史了解过去，预见未来。PS：当当多搞满减活动啊，送券不如满减实惠啊~
54、通过本书更加详细的了解了欧洲文化的发展历程，非常不错的介绍。
55、了解欧洲文化发展脉络
56、本书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把大众文化如社会各阶层
的不同生活方式，怎样支配闲暇时间等也囊括进来，体现了作者对文化的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
解。作者从文学、雕塑、绘画、音乐及科技等各个角度来审视欧洲文化，以突出历史的互动性，将丰
富多彩的欧洲文化史呈现给读者。本书主题着重“延续与演变”，通过分析历史而更深刻地认识今日
欧洲的结构及各方面的表现，说明历史在变化中的延续性。
57、遇到了好书。能把大众文化生活的细节确描述到，并且更重要的是作者输出的不仅仅是博学的知
识还有通过研究形成很独到的思考，深入浅出的讲述，以及对当代的意义。
58、内容丰富，深浅适度，最重要的是译笔流畅。
59、既生动又中肯
60、值得一读，对非专业人士了解欧洲文化很有帮助。
61、要了解欧洲历史，文化不可不了解。颇耐一读
62、本科读过, 但是没读完貌似
63、了解点欧洲的历史
64、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欧洲文化，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好书。
65、系统的介绍了欧洲的文化，对欧洲感兴趣的不妨买来看看
66、对于了解欧洲文化演变很有帮助，对于进一步认识欧洲，欧洲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67、同欧洲史一起买的，用来好好研究欧洲社会
68、认识了解欧洲文化的一部好书
69、不严格按时间顺序呈现，而是按文化发展特征分章节。语言描述严谨、处处有据可依。
70、多了解点欧洲的文化史，这是本不错的书，性价比高。
71、丛书从文化方面讲述了欧洲的历史，非常生动
72、比较独到视角。
73、上册侧重历史进程的叙说，下册侧重历史时期的文化表现的阐述，二者相得益彰。全书着眼于“
欧洲”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探求，以之为线索而展开行文，“欧洲”并非从来就是“欧洲”，而
是在历史流变中，由于时势的需要而渐渐凸显的。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今天的欧盟在经济上完成
了一体化，但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最近种族、宗教等因素交织在欧洲
大陆的情况下，更需欧洲人注意自己前行之路。本书的译者——赵复三先生是位气节与学识均令人钦
佩的知识分子，他在本书的跋中写道，自己翻译此书，是带着关乎中国民族与文化存续的疑问而进行
的，他期望的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读书、读他国的历史与时事所应该关注
的。#壹陆掃葉#22
74、欧洲文化史（上、下册）值得一读
75、这本书本身有着优秀的印刷，而且使人有一种置身欧洲的感觉
76、欧洲国家多使之文化复杂，但作者以希腊，罗马，教会，文化复兴为一线连串起来。
77、了解欧洲文化，贯通中西
78、顶尖好书
79、这本书前前后后拖了很久读完，感觉写的不够明晰，看完后混沌感依旧。
80、从全球视野来展现和分析欧洲文化，也不乏深度。
81、了解欧洲文化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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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史（上下）》

82、包装啊内容啊什么的都不错，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化
83、西方文化发祥于欧洲，了解这段历史多有裨益。
84、翻译极烂，内容毫无新意，纯教科书
85、200-100的时候买的，书的质量不错，送货速度快，了解欧洲是西方文化的起源，想了解西方文化
发展的可以买来看看
86、孟德斯鸠热衷罗马历史
罗马历史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缩影
家里也只有这本跟罗马历史擦点边
话说香港算什么
87、英国人是醉鬼，法国人带脂粉味，像女人那样穷打扮，德国人粗野放荡。。。读起来轻松不累人
。适合辅助了解欧洲文化的概况。
88、应该读
89、不错，比较系统的介绍欧洲文化史。
90、读到最后真的没耐心了。
91、本书是了解欧洲的经典，译者赵复三先生也名家，看过他翻译的好几书，很不错。
92、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93、这是一部从全球视角考察欧洲文化的巨作。1988年在荷兰出版之后迅速成为欧美畅销书。本书最
为独特之处是将大众文化也纳入宏大叙事之中。本书的译者为赵复三先生，也为此书的质量提供了保
证。
94、了解欧洲，为的是更好地了解世界。以往，读过一些是中国人介绍欧洲文化的书籍，这一本，是
从欧洲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来介绍欧洲。可以向中学生朋友推荐。
95、挺好！
96、对于了解欧洲文化很有益处
97、新文化史兴起后，欧美史学家写作的视角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部欧洲文化史的切入点也非常新
颖，涉及很多以前被人们忽视的领域，而且读起来十分风趣，确实是一部很优秀的通俗读物
98、本书破除了历来这类书的“欧洲中心论”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
互关系中去考察。着力把握了欧洲文化历史中“—”和“多”的关系。欧洲历史在古希腊、罗马、神
圣罗马帝国之后，就再没有一个中心王朝或民族，比中国要复杂得多。而在这种复杂多样性中，又有
同一性，也就是拼音文字书写体系和基督教会。本书把大众文化如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生活方式，怎样
支配闲暇时间等也囊括进来，体现了作者对文化的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
99、略感空泛，但整体将欧洲的文化演进路径很详细、很准确的描述出来了，参考书目还是相当相识
的，也带有当代视角。总体上看已是相当不错介绍欧洲文明的著作了~
100、阅读的前提是需要有比较完整的世界史认识才能有所思考
101、这本书的内容让我们对欧洲历史有更深一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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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史（上下）》

精彩书评

1、今天又是一天没有出去，刚刚断断续续地把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给看完了，不得不说
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作者可以看出真的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观点很恰当不偏不倚，这当然是写作
的大前提了。当你可以从一本书里看到从非洲到地中海地区的文化起源，宗教对于一个新兴文明和统
治阶级的作用，初中历史书中熟悉的名字一个个又蹦到眼前并且有机地与时代和环境相结合并阐述它
的意义的时候，那你对这本书除了赞美，还能做什么呢。从汉谟拉比，腓尼基文化，希腊，罗马地中
海文明的启蒙到繁荣；从亚历山大城里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欧几里德等大学问家；到十字军东
征，罗马教廷分化，基督教分化，伊斯兰教分化；到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到美国的诞
生与欧洲的关系，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到世界大战，文化，科学，思想之间的进步与交锋，都很
有机地被一起阐述着。当你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亚历山大大帝，达伽马，光荣革命，柏拉图，
尼采，莱布尼茨，斯宾诺莎，波尔，牛顿，马克西加西亚，瓦格纳，达尔文，詹姆斯乔伊斯，约翰洛
克，这些零零散散被我知道的人物被一个完整的故事串起来，一起构成一个文化的小分子的时候，欧
洲文化的精彩之处便跃然纸上。早期欧洲，作者特别强调了宗教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在那个时代茹毛
饮血，刀耕火种，人需要有精神的寄托，而宗教起的正是这个作用；中期，思想开始启蒙，出现了人
文的进步，政体和革命的出现，国家的界限开始从大欧洲的背景下逐渐明晰；当科学开始进步，宗教
的作用减弱的时候，便踏入文明的社会，科学开始起主导作用，人文学科开始从精神方面指导人抚慰
人，经过大革命，人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渐渐发展成现代文明的模样。很好的一部书，高屋建瓴，看
得太粗了，回去之后可以买一套回来收藏，咔咔~~~
2、因为做宗教改革的专题，拿到了这套书。刚开始没当回事，做完事情了随便翻翻的时候，被吸引
住了。虽然每一章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但是每一章也都可以作为独立的一篇来看。每一篇都不是
很长，看上去很舒服，一会儿就一章。还没有看完，已经觉得看到了一个更加新鲜的欧洲。它彻底打
破了我意象中对于欧洲的看法，对那个自以为优等的文化种群的崇拜。我想的那不欧洲不是真的，只
是脑海中的另外一个世界，那是想象中的欧洲，是通过一个或者几个关键字，构成的关于对整个欧洲
大陆的美好想象。了解历史，才能真正地理解现在。作者对欧洲的发迹史，对这发迹史中发生过的所
谓小事呈现在了出来。说是小事，是因为对大多数对历史的阐述往往停留在那些里程碑式的、宏大的
场景和人物的背影里，而没有去想为什么事件会这么发展。而真正的历史，是生活，是细节。正是这
些细节，透漏了欧洲的本性，也就可以理解一些让人愤愤不平的事情了。当然，看到作者身为欧洲人
而拿他们自己发迹史说事儿，有点新鲜，还跟着一起冷嘲热讽起来，有点失风度啊，呵呵，但作者冷
静客观的态度，和抓住小尾巴就揪起来的作风，真的让人很佩服，不得不让你跟着作者一起骂起来。
当然当然，从公正客观的角度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法语还是要学的，话又说回来，法语是真的好
好听。
3、每一种文化，上溯历史，你总能找到其文化的根。于西方，民主可上溯到希腊的众议制，个人主
义也可上溯到古罗马的多神论。仿若中国，看甲骨文：女者，卑躬屈膝侍奉者也；母者，有哺乳养育
之能之女者也。而现在也还能看到这种妇女地位的些影子。作者着实避开了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固有的
认知偏见（史料自会存胜史而遗败料）。先前的欧洲史学家多有提及古希腊和古罗马（西罗马）对欧
洲的影响。鲜有提及古埃及和拜占庭（东罗马）的影响，而在宗教文化上也鲜有提及拜占庭及后期穆
斯林的影响，甚至西欧对东欧亦即东罗马遗孤斯拉夫文化嗤之以鼻（却不知罗马时期东罗马在思想文
化艺术方面已远胜西罗马，甚至东罗马后期阿拉伯帝国的天文等科学技术也胜西罗马一筹。）。也许
这种认知偏见便是需要解决所谓的高贵欧洲的出生问题：就如台湾，蒋公即使幼时贪玩，教科书里也
有编造些个蒋公幼时勤勤恳恳年少却过人的智慧与远见和非人般的以利于决心。这种偏见也是自我为
中心的必然结果，如中原之外自有蛮（辨别篆书，解蛇种，即辱蛮为虫豸）、夷（篆书字形弯弓搭箭
，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狄（犬种，辱为虫豸，且还是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戎等。再说，罗
马的分裂对欧洲的影响。公元8世纪左右才有叫Cyrilus的传教士到保加利亚地带传教，没用东罗马的希
腊文字，而创建了东欧沿用至今的Cyrillic alphabet；而西罗马传教却是用的拉丁文。如果东罗马当时传
教时用希腊文字，那如今就没有遍及欧亚的Cyrillic alphabet，兴许希腊文字也如拉丁文一般影响更为深
远了。书中末了也提到美国的崛起以及美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作者也在思索欧洲文化的弊端和未来
欧洲文化的走向。每一种文化，要进步要灿烂，除了需要深厚的历史意识，还需要克服自身的认知偏
见：究世界之历史，融中西之璀璨文化。原文： http://www.josephjctang.com/blog/search.html?q=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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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根 
4、一本非常好的书，把个人观点和其他观点结合的很好。作者时长在书中讽刺一把欧洲人自己，满
是风趣，读起来不累。作者没有教科书式的讲述，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文献证据引用来让你了解当时
的情况（作者的海量文献引用让我惊讶，感慨国内类似书籍的不足）。本书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但是印刷精美。 值得珍藏的一本好书。不适合应对国内的欧洲文化考试，适合真正喜欢欧洲文化，为
了读书而读书者。
5、上午闲在屋里，这本Peter Rietbergen的名著《欧洲文化史》翻完了。作者在引言就说，欧洲是一个
梦吗？对于外来者，对于历史学家，跳不出自己文化政治甚至是道德的困境，更跳不出自己。欧洲是
一个现实，欧洲的文化不是在一个不断被推翻又诠释的梦里。可事实就是这样。很喜欢这本书，如果
还有一个如此清闲的下午，我会细细地再读一遍。我就想啊，某天一定到魏玛去到慕尼黑到巴塞罗那
到威尼斯到巴黎到布拉格去，我对那里已经熟识。学好英语吧。读研以后一定好好学德语。睡会儿。
窗外正下着雨。雨打窗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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