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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若干省思　　自从高中时，老师吩咐我仔细研读《国史大纲》，即受宾四先生
的影响。
在大学进入历史系，固然由于对文史夙有兴趣，也由于从《国史大纲》看出了一些可以摸索的途径。
及至宾四先生返台定居，遂更得不时向这位乡长请求训诲的机会，但终究未曾有足够的时间追随左右
，所得也就不如长期从学的及门弟子。
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我主持“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遂与此间同仁讨论了三次。
三次讲演，均在补缀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仍未离开宾四先生关怀的范围。
题目固在中国，视野却时时涉及世界史。
为此，特将一篇前时演讲代替序文，希望读者能了解我从中国历史瞻望世界的若干观念，当有助于理
解以下三篇讲稿的重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资料繁多。
治中国史者，在中国史的范围内，有左右逢源的乐趣，也有心劳力绌的痛苦，是以中国史的园地，遂
自成天地，一旦置身其中，即难得再有探首墙外的兴趣。
这一个世纪内，西洋史学已经介绍于国人，西洋史也是历史课程的一部分。
然而本国史及西洋史（有时虽名为世界史，实则仍是西洋史），两者之间，各守畛域，罕见流通，毋
论史学观念，即使史实的同步比较，也不常见。
　　从另一方面看，欧美各处讨论世界文化的演变，无不由西欧本位着眼，甚至世界史的分期，所谓
上古、中古、现代三分法，也莫非由西欧的经验抽绎而来，于是以西欧的分期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文
明的发展过程，遂有扦格不通之现象，殆属不可避免。
今日在美国史学同行中，觉察到这种弊病者，已颇有之，也有一些尝试以世界性角度治世界文化者，
如汤因比广泛讨论二十一种文明兴衰起伏，又如麦克尼尔以超越国界的角度，或则以人类为整体现象
，由疾疫传染以观其不可分割之情形；或则视人类社会为超大型生物体，讨论其资源与能力之间的关
系。
此皆荦荦可观的大家，然而，他们终难完全摆脱西欧本位的立场，未能由世界性的实例抽绎历史发展
的诸种异同。
　　我在海外任教，与同事讨论时，每觉有另辟蹊径的需要，是以不揣愚陋，尝试从中国史的发展中
抽绎若干现象，与其他主要文化发展相比较，以求其异同，再进一步归纳若干较为一般性的抽象原则
。
以下即为若干管见所及，以请同仁教益。
但务祈同仁了解，凡此原则，只是观察演变轨迹的角度，绝对不是所谓历史发展的法则或定律。
至于以中国历史作为参考，则系由于中国历史长期的绵延未断，为世界上仅有的例子，而史料丰富、
年代确实，则又非另一长存的文化（印度）所可比拟。
我当然亦须时时记取，不可从中国本位着眼，以致蹈西欧本位观的覆辙，总盼能由中国史的发展过程
踏出第一步，但不自囿限，应视中国历史如同建屋的鹰架，最后的成果可以包括鹰架的特点在内，却
绝不应当以鹰架取代最后完成的建筑。
　　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其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境界，均有其特色。
雅斯贝尔斯曾以为中国、印度、犹太、希腊及波斯诸文明，均曾经历超越性的突破，为了人类若干亘
古关怀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
中国的突破，由西周的天命观念，到《易经》的两元辩证观念，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以
至老庄的无为⋯⋯为中国文化的后世发展，铺设了若干基本意念，也为后世文化决定了行为模式及社
会组织，定下了演变的方向。
中国的情形如此，印度、犹太、希腊也各自有其抉择。
印度文明选择了出世与悲悯的意念；犹太文明选择了一神信仰，并从部落神的基础扩大到普世真神的
观念；希腊文明则选择了将宇宙范畴化及因果推理的观念。
这三个古代文明的后世发展，也未曾脱离枢轴时代定下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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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明所选择的途径各有歧异，但都经过突破的阶段，遂能卓然自立于天地之间；或则数千年连绵
不断（如中国与印度），或则转接蔓延，衍生为后续的文明（如犹太与希腊之转接为基督教文明）。
雅斯贝尔斯称为枢轴时代的文明，不仅因为这些文明都在他所说“枢轴时代”（即公元前数百年的一
段），更因为这些文明从彼时以后，始终为人类文化的主要流派。
　　在中国，枢轴时代之后期，即是秦汉大帝国。
秦汉的普世性秩序，事实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
在政治上，这是天下共主的皇帝制度及与之相配的文官制度；在经济上，这是与小农精耕制相伴而生
的全国市场网络；在社会上，这是编户齐民与选贤与能相叠的察举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组织；在文化
上，这是儒、道、法、阴阳家综合的中国型思想，所表现的现象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
《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经》诸种大著作，无不企图整合成一套放之六合而皆准的思想体系
。
同时，中国文明体系中，有一批胸存普世关怀的士或儒生，在野在朝，用进退藏，这批儒生、士大夫
遂成为中国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开展而尽力。
　　在别的文明，也各有其普世的体系及其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如印度的婆罗门、僧侣与隐居的贤
人；如犹太的法利赛人、利未族与先知；如希腊的辩士与哲学家。
　　普世体系，正因其“普世”的特性有足够的扩张性，使枢轴时代文明扩散及其周围，吸纳其四邻
参加体系。
于是，普世体系代表者的普世秩序也势必涵盖四周，以达到其地理极限；普世的大帝国及大教团遂成
为普世秩序的特征。
中国的秦汉帝国由中原逐步扩散，终于东及于海，西至流沙，北到长城，南逾岭表；中国之为中国，
已及其古代的极限。
同理，印度文明的普世体系弥漫印度次大陆，甚至包含了邻近的锡兰与南亚各处。
希腊文明体系的扩散，形成希腊化的地中海世界。
古代犹太文明，则因其“选民”观念的自我设限，未能有类同的扩散；但犹太教普世真神的观念，却
是后来基督教秩序能够扩散的基本原因。
于是，如同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借用梁任公先生之语），印度也成为印度的印度，希腊也为希
腊的希腊。
　　古代中国的普世体系，在汉代发展至极致；然而物极必反，月盈则仄，人事的发展每有如此辩证
式的消长进退。
在汉代，知识分子与文官制度的重叠，使知识与政治权力有紧密的结合。
权力腐蚀知识，终于因为儒家成了正统，而使儒家走向繁琐的学风。
注疏之学的过度发展，使儒家丧失了创造的活力。
儒生的世家大族，使知识分子中有一批贵族。
学术繁琐化及知识分子贵族化使普世秩序在意念上及组织上都趋于僵硬，不再能为体系作适时的修改
与调整，也不再能为一代又一代提出当代关怀的问题与答案。
东汉的崩溃，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垮台，实则是古代秩序的崩解。
与汉代秩序的发展相似，则有古代罗马的瓦解，及印度孔雀王朝的崩溃。
罗马统治阶层的贵族化，与印度阿育王对佛教的过分保护，均可与汉代世家大族出现后，文明体系的
崩解相比较，只是罗马统治贵族并非担负文化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而印度的宗教繁多，佛教犹须与
印度教及耆那教竞争，是以罗马与印度的知识分子并未与汉代儒生一般长期的独占知识资源，也未长
期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
然而，这两个古代文明也终于崩坏，这一现象，我称之为古代秩序的崩坏，崩坏的动力不来自外力，
而来自内部生机的衰竭，而生机之衰竭部分原因可归结于文化之繁琐及知识分子的贵族化，腐败的过
程是由内部开始。
　　古代的几个普世秩序，在其盛时，力量都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略，甚至可以进行相当程度的扩张；
如中国之拒匈奴于塞外，罗马之辟高卢的土地，及印度在五天竺（旁遮普）边外的扩张。
但在其季世，则不足以抵抗外敌；西羌人众不及汉代一个大郡，武力不如匈奴，却能困扰东汉，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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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疲于奔命。
无他，汉帝国内部腐蚀已深，遂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同样的，罗马遂受蛮族之困，而贵霜可在印度建立皇廷。
　　古代秩序崩解，然后经历一段中古时期的转变与重建。
中国中古时期（魏晋至隋唐）的变化，头绪纷繁，各方面变化同时进行；但要约之，则可分内外两面
观察。
对内，中国的人口经历一番调整，南方人口增加，北方人口减少。
前者导引土地的开拓，后者导引外族的移入。
由于人口与土地的比例有所更改，农耕由精耕改为粗耕，劳力的供需也跟着变；于是有奴役制度出现
以掌握劳动力。
外来的征服民族凌驾于中国人之上，南移的汉人也凌驾于当地原居民之上；凡此都导致社会的阶级化
。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两个枢轴文明的意念体系接触之后，经过调适，终于互补融合为中古以后中国
文明秩序的精神部分。
中古中国的转变，在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劳力又不虞匮乏时，农耕便逐渐回到了小农精耕制，而社
会也再度渐渐回到编户齐民的阶级形态。
　　对外的关系，中国虽然还保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但实际上，中国已必须面对多国并
立的局面。
不但中国内部有五胡十六国、有南北朝；中国之外，也经常有不臣服于中国的他族与他国。
“列邦体制”在中古以后成为中国的常态，因为中国已不再是自足的中国，中国已是亚洲许多国家中
的一员。
在文化方面，中国也不能不面对印度文化的存在，甚至还须承认印度文明在某些方面有超越中国的优
点。
　　中古的调适，对内而言，是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调整与重组；对外而言，是主要枢轴文明
在接触后的交融（convergence）。
欧洲世界也经历相似却又相异的演变，地中海世界以城邦为单元的政治体制一步一步走向领土国家；
北方蛮族的入侵，先是被纳入罗马的秩序中，终究仍脱出罗马的普世体系，开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
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体系，经过这一内海的联系，早已结合为一个整体。
但是欧洲内陆的开辟，逐渐将经济网络扩展至整个欧洲、西亚及北非。
这个体系之中，地中海世界也只是几个合成部分之一而已，面对的也是一个政治上为列邦体系、经济
上是几个单元的交流和互助。
文化上，希腊的枢轴时代文明和犹太的枢轴文明融合为基督文明，也是两大枢轴文明的交汇。
不过中古欧洲的整合终究与中古中国的整合异致。
欧洲体系终究将走向永久的多元体制，而中古以后的中国仍是一个同质性相当浓厚的普世体系。
　　中古的转变在西亚又是一个变局，古代波斯的枢轴文明，若草蛇灰线，未尝澌灭，终于与古代犹
太文明真神观念相合而形成伊斯兰文明。
这又是一次枢轴文明的交汇。
在印度次大陆上，伊斯兰文明与印度文明也有了接触，两者却不能融合为一个新的文明，结果是二者
将印度次大陆分割为长期对抗的两半。
　　中古以后，世界进入各国枢轴文明的交汇。
从15世纪以来，没有一个文明体系能自外于其他体系。
经济上的互相倚伏已构成一个世界性经济网络。
各地虽有优劣起伏，全球的整体性则已是不能回头的现象。
15世纪后，新大陆资源流入世界网络。
西欧虽是掠夺新大陆资源的主要力量，中国、印度、日本却都因为世界性市场网络的形成，也分别经
历了长期的经济繁荣。
19世纪以来，西欧、北美（及日本）因为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成比例地占有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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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地位。
但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印度及伊斯兰文明的继承人，均已浸浸然有拉平优劣差距的可能。
世界各个文明体系的固有特质仍影响各个文明的发展方向。
近代以来的再一次调适与转变，正在融铸为一个世界性的新体系。
近代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近代的欧洲，是世界的欧洲；近代的印度，也是世界的印度。
但是，在这一正在融铸的世界体系中，个别的枢轴文明仍将保留其相当成分的原有特质，以致各别文
明体系的转变也为此而有不同的历程，达到不同的结局；遂使人类共有的文明体系在再一次突破之后
，仍将显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面貌。
　　总之，历史的演变未必有任何天定的规律，却仍有若干可找寻的轨迹；大致言之，一个文化体系
的内部，须有若干基本观念的价值存在，也须有一群知识分子担任承先启后的工作。
二者在发展过程中，自有其盛衰，于是也就影响了该文化的活力及生机。
文化体系发展到极盛时，体系之内必有最得势的知识分子及最发达的观念；在别无对手挑战时，盛极
势必走向僵化，僵化导致衰败，这是一系列辩证式的发展模式。
此时，外力的干预，即可诱发文化体系的崩解。
　　另一方面，因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扩张其影响圈的潜力，一旦发展到极限，两个或多个体系因接
触而互有影响，此时，内部已显衰落的体系，遂不能抵抗另一体系的影响；于是有两个体系融合为一
个体系的新内容，甚至构成新的文化体系。
相对来说，内部发展尚未盛极将衰的文化体系，则未必深切地感受到另一文化体系的影响力。
文化体系的接触逐步融合，中古时代是若干次两个文化体系的融合，近古以后则是世界主要体系的大
融合。
这是体系之间接触与交溶的大势，不仅使个别体系内部的基本观念不断修正，而且经历这一过程，逐
步构成世界性的文化体系。
　　总结而言，个别文化体系的线性辩证发展，配合体系之间互相刺激与启发的经历，人类的文化遂
呈现不变中的变化、复杂中的单纯，在多元合流时，却也保持了各文化可识别的特性。
　　　　——原载《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　　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198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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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十一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的演讲集
。
作者从比较文化的宏观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的形成、演化和转变，指出中国文化在发展之初有两个特色
：一是透过天命观念去理解天人合一的奥秘；二是藉著亲缘观念来建立社会组织。
在讨论近代文化的转变时，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种种困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保守]抗拒[
进步]，[传统]抗衡[现代]。
作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演变是有来龙去脉的，我辈炎黄子孙的使命是使文化力求改进，以适应多国家、
多文化竞争。
　　◆ 讲座及丛书概况 ◆　　1、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由钱穆（字宾四）先生于1978年首次开讲，先
后有李约瑟、小川环树、狄百瑞、朱光潜、陈荣捷、杨联陞、余英时、刘广京、杜维明等十余位中外
大家开讲　　2、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整理成
系列并出版，每位演讲者一讲一书。
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首次与内地出版机构在大陆地区合作批量出版学术文化著作。
　　3、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持人文主义教育理想，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探讨中国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发扬学术风范，培养文化风格，自首次开讲至今，讲座的内容与影响均获得海内外学术界
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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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倬云，教授，江苏无锡人，1930年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
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3）及文科研究所（1956），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及教授，美国匹兹
堡大学历史系及社会学系教授，1983年任校聘讲座教授，1980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年获选
为PhiKappa荣誉会员，1991年至1992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度讲座教授。
　　许倬云教授不惟精通中国古代史，娴熟近代西方科学，更善于应用社会科学理论历史。
主要著作有AncienChinainTransition、HanAgriculture、WestenChouCivivlization、《西周史》、《求古编
》、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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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迎许倬云教授到新亚书院讲学（林聪标）15序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若干省思1　　　第一讲　
中国文化的形成23第二讲　中国文化的演化53第三讲　中国文化的转变75附录一　论雅斯培枢轴时代
的背景107　　附录二：中国文化演变周期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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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其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境界，均有其特色。
雅斯贝尔斯曾以为中国、印度、犹太、希腊及波斯诸文明，均曾经历超越性的突破，为了人类若干亘
古关怀的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
中国的突破，由西周的天命观念，到《易经》的两元辩证观念，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礼，以
至老庄的无为⋯⋯为中国文化的后世发展，铺设了若干基本意念，也为后世文化决定了行为模式及社
会组织，定下了演变的方向。
中国的情形如此，印度、犹太、希腊也各自有其抉择。
印度文明选择了出世与悲悯的意念；犹太文明选择了一神信仰，并从部落神的基础扩大到普世真神的
观念；希腊文明则选择了将宇宙范畴化及因果推理的观念。
这三个古代文明的后世发展，也未曾脱离枢轴时代定下的大方向。
这些文明所选择的途径各有歧异，但都经过突破的阶段，遂能卓然自立于天地之间；或则数千年连绵
不断（如中国与印度），或则转接蔓延，衍生为后续的文明（如犹太与希腊之转接为基督教文明）。
雅斯贝尔斯称为枢轴时代的文明，不仅因为这些文明都在他所说“枢轴时代”（即公元前数百年的一
段），更因为这些文明从彼时以后，始终为人类文化的主要流派。
　　在中国，枢轴时代之后期，即是秦汉大帝国。
秦汉的普世性秩序，事实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
在政治上，这是天下共主的皇帝制度及与之相配的文官制度；在经济上，这是与小农精耕制相伴而生
的全国市场网络；在社会上，这是编户齐民与选贤与能相叠的察举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组织；在文化
上，这是儒、道、法、阴阳家综合的中国型思想，所表现的现象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
《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经》诸种大著作，无不企图整合成一套放之六合而皆准的思想体系
。
同时，中国文明体系中，有一批胸存普世关怀的士或儒生，在野在朝，用进退藏，这批儒生、士大夫
遂成为中国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开展而尽力。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

编辑推荐

　　香港中文大学以钱穆先生字（宾四）冠名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跨时三十年，仅十一
位大学问家登坛开讲，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放眼世界，以阐述、创新中国文化为己任，高屋建瓴，深
入浅出，见解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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