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中世纪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中世纪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0121437

10位ISBN编号：7300121438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孟广林

页数：3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中世纪史>>

内容概要

本书将重点考量与全局观照有机地整合起来，致力于彰显世界历史发展呢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既着重梳理5至17世纪欧亚大陆主要地区、主要国家的封建社会的缘起、兴盛、衰落的历史过程，也兼
顾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非洲和美洲的历史状况，并增加了中国历史的相关部分。
同时，还对各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作了必要的勾勒。
    本书在叙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史实的同时，吸收当前“文明史”、“社会史。
的研究成果，加大了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比重，适度增添日常生活的内容。
本书插入了一些重要史料、地图和插图，旨在丰富读者对历史“现场”和历史空间的感知。
每章附有推荐书目，便于读者进一步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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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广林
    1955年生，江苏滨海人，历史学博士。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
长期从事西欧中世纪政治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以及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著有《英国封建王权
论稿》，《查里曼》等专著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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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腓力四世与等级君主制的建立腓力四世在位时期（1285-1314），法国封建王权进一步加强，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等级君主制。
在这以前，王室已经兼并了香槟伯国和那瓦尔王国，腓力四世则进一步夺取勃艮第和里昂，并取得了
对富庶的佛兰德尔地区的控制权。
在政治集权的过程中，腓力四世采取了诸多有力措施。
他专门任用一批出身于城市富裕市民或小贵族家庭的精通罗马法的法律专家，这些人宣传王权至上的
思想，为君主的权威辩护。
同时，国王还组织他们制订通行法国全境的法律，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公之于众。
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其所颁布的法令总数达300多项，比路易九世时代增加了好几倍。
这些法令内容广泛，涉及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出王权对法国社会生活的严厉干预
。
如1294年禁止奢侈浪费的法令这样规定：任何女自由民都不得保有一辆四轮畜力车；任何男女自由民
都不得穿灰色皮袍或貂皮长袍，等等；公爵、伯爵、男爵，一年有6000列佛或更多的土地收入的，每
年可以做四套衣服，不能更多，他们的夫人也一样；等等。
为了提高法律的权威，腓力四世致力完善国家司法制度，使巴黎高等法院成为一个完备的常设司法机
构，扮演着法国最高法院的重要角色。
同时，地方司法和行政系统也逐步完善，当时有36个行政和司法官员在各地代表国王，北方称“拜宜
”，南方称“塞内加尔”，他们从国王处领取报酬，享有解释国王法令和命令的权力，并代表国王在
地方行使各种权力，主要是财政权和司法权，还有部分行政权。
在他们之下，还有一批官员来处理具体事务，北方称“普雷沃”，南方称“培雷”。
这些官员不由国王任命，而由他们的上级选任，并在较小的范围内代表国王。
腓力四世时，战争的增多与官僚机构的发展也使王国财政日显拮据。
为了筹得充足的经费，腓力四世采取了不少措施：允许封建主将对国王的军事义务折算成免役金，一
次又一次地贬低币值，并强调以金块来偿付税款；下令没收法国境内一切犹太人、伦巴德人的财产，
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尝试直接向民众征税，税种主要有人头税和间接税；向富庶的圣殿骑士团开刀，
强掠其巨额财产归法王所有。
而最大的举措则是向教会征税，甚至向教会财产按20％的比率征税。
这一举措引起了法王与罗马教皇的直接冲突。
为了争取各社会阶层的支持，腓力四世于1302年在巴黎圣母院召开法国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参加会
议的有贵族、僧侣、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
在会议上，三个等级的代表一起谴责教皇是异端，要召开宗教会议予以审判。
同时，会议确立了国王有权征税的原则，会议代表可以在答应国王征税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改良性要求
，沟通国王与民众的联系，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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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界中世纪史是一门既古又洋、冷僻艰深的学科，在我国史学界兴起较晚，尚未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
完整的体系构建。
由于其囊括了诸多的地区和国家，其间涉及诸多民族特性、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历史地缘等方面的
问题，相关的研究难度很大。
因此，国内的专家一般只是对某个地区、国家的历史有所专长，要成为这个断代史领域的通才几乎是
不可能的，而没有一个博学的学术团队合作，很难撰写好一本这方面的教材。
因此，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请我撰写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的《世界中世纪史》时，我真感到有些
勉为其难。
最初我曾试图联络几位同人合作同撰，但很快就发现，时下的学者都十分忙碌，即便是在比较“冷门
”的世界中世纪史领域，大家也都忙于各种项目的科研与教学，还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核。
万不得已，只好独自为之。
这样一来，在整个撰写过程中，本人全身心地投入劳动，且时常处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
状态。
时近两年，好不容易将书稿杀青，但对这一工作的敬畏之感仍戚戚于心！
本人虽然从事世界中世纪史领域的学习、教学与科研近30年，但却未有多大长进，其间的艰辛可谓“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备课和讲授过程中，素来感到这门课不仅资料匮乏、史实晦暗，而且信息闭塞、头绪纷乱。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所覆盖的时间、特别是空间十分宽泛，国内的学术群体十分薄弱，对其中不
少地区、国家的历史尚未展开深入研究，有的甚至是无人研究。
此外，由于历史学学科设置的变动及其所导致的课程改革，世界史方向的相关课程趋于萎缩，课时也
相应减少，这更增加了教学的难度。
因此，这门课不仅使教师感到最难教授，而且也使学生感到最难学习。
众多陌生的人名、地名需要记忆，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需要理解，不少交错纠结的历史线索需要梳理
。
即便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未必会收到好的传授与学习效果。
多年的切身感受，让我对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多有反思：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材？
如何编撰这样的教材？
依愚之见，在学科积淀十分薄弱、学生知识基础多有缺失甚至空白的情况下，编撰一本好的教材必须
具备多方面的因素，尤需特别注意两个方面。
其一，必须充分借鉴以往的优秀编撰模式，具有史实内容的恒定性与编撰方式的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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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中世纪史》：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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