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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
“西欧中心论”和“冲击一回应”模式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反对这种观点的思
潮兴起。
提出了许多中西比较的新课题。
 本书讨论了各家的论点，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
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
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
具有了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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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系教授、著名中国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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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较、联系和论述结构　　因此第一部分——基本上是进行比较——提出，尽管较高水平的积累
、人口模式和某些种类市场的存在结合在一起，可以把一些地区——西欧、中国、日本、或许还有其
他地区——分离出来作为经济前途发生转变的最可能的背景，但这些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事实上的转
变首先发生在西欧，或者为什么发生在任何地方。
19世纪(当时欧洲弥补了土地修治方面的落后，并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居领先地位)之前——即使当时欧
洲与世界其他部分复杂的通常是暴力的关系已经被添加到历史中——科学技术的差异也不能作出很多
解释。
　　第二部分继续进行洲际比较，但却是在一个洲际关系也开始变得重要的背景中。
这部分研究提出，当我们转向与物质上的必然性直接联系较少——涉及到的人口比重也较小——的经
济活动种类时，西欧的文化和制度差异，即使与其他“核心”区域相比，也确实显示出了一些潜在的
重要性。
然而，这些差异是程度差异而不是性质差异，完全限制在强度和范围内。
它们肯定不能证明任何说西欧——而且仅仅是西欧——有一个“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或是有一个“
消费社会”的主张正确，它们自身也不能解释将会出现在19世纪的惊人的分流。
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在可以辨别出显著差异的地方，它们毫无例外地与对单纯斯密型市场动力的背
离相关联——特别是与政府许可的垄断和特权相关，与武装贸易和殖民化的成果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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