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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史评论(第5辑)》的作者是刘新成。
全球史的核心理念在互动，但其价值认同却在共生、甚至共荣，因此本辑的主题为“世界历史进程中
多元文明的互动与共生”。
互动的内容举凡商品、人口、观念、体制、信仰、生活方式不等，而互动的方式则既可能是和平的，
又可能是暴力冲突，但互动的结果往往是某种形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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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特稿 纪念杰里·H.本特利教授 世界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研究机构的未来 文明、相遇、
互动、共生 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文明际相遇：文明互动的社会学阐释及其史学意义 青铜时代世界
体系中的中国 “有大批的游牧武士正在逼近”：征服希腊一巴克特里亚——世界史上的第一件“大事
” 族群互动与族群认同的文化转向：以古典时期中国与希腊为中心的比较 从“天下”到“世界”：
汉代中国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 711—1031年的科尔多瓦：穆斯林与基督徒的互动与共生 法蒂玛帝国时
期的开罗：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文明互动 早期近代世界文明互动的表现 17世纪欧洲对中国科
学思想的影响 论《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编撰 吸收与重构：近
代中国精英的“进步史观” 明清问帝制中国的全球商业、儒家经典和艺术品位（1600—1800年） 帝国
主义历史上的泛欧合作：伪装的领土共管（1500年至今） 论国际冲突研究的文化视野 在泰国清迈的中
国云南人 书评 发现东方化的西方——评霍布森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世界史撰述中一部反欧洲
中心论的先锋之作——评沃尔夫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信仰一价值”模式视角下的欧洲中心
传播主义批判——评布劳特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性追寻——读迈克尔·伍德的
《追寻文明的起源》 《一个地中海社会：开罗基尼萨文献中阿拉伯世界的 犹太人社团》评介 《伊斯
兰世界的发展历程》评介 学术信息 世界史学会第21届年会综述 亚洲世界史学会第2届大会简述 附录
AbstractsofMajorPapers 《全球史评论》约稿及体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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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阿诺德·J.汤因比以他独特的方式认识到，文化交流的进程值得关注。
在他大部头的《历史研究》一书的后面一部分，他论述了“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同时代文明的碰撞
）”，探索为文明间的普遍理解提供可能性的文化交流模式。
如同其著作的其他部分那样，汤因比对于文化交流采取了苛严、冷漠的态度。
像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fffied von Herder）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看
重文化的纯洁性，即人们想象中的貌似具有内在一致性社会的无暇的文化表达。
同时，他认为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是令人生厌的混杂，有时甚至用“混种”一词来特指这一现象。
他主张，当一个社会处于解体的状态时，文化影响的传播（汤因比的用语是“文化辐射”）最为活跃
。
他进一步指出，这一过程损失巨大，因为当一个特定的社会传播其影响时，它的大门也打开了，导致
外来文化元素的侵入，玷污了其自身的想象中的文化纯洁性。
②这种对文化纯洁性的极度焦虑情绪反映了一种仇外态度，导致汤因比（以及斯宾格勒等人）对文化
交流的研究心存偏见，甚至极度扭曲。
在他的大脑中有一个先人观念，即文化交流牵涉一些不良行为，这些先人观念损害了他对于作为一种
历史进程的文化交流的考察。
 玛丽·w.赫尔姆斯和杰里·H.本特利这两位学者采取更有建设性的方法来分析作为大规模历史进程的
文化交流。
近来的学术研究中，当历史学家转而关注跨文化互动和交流的时候，他们往往把权力的因素考虑在内
。
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总是发生在差别性权力关系的背景下，而权力也以各种形式影响了文化交
流的进程。
因此，本文在论述文化交流时，权力的问题将占据突出的地位。
 人类学家玛丽·赫尔姆斯在《尤利西斯的航行：从人种志的角度探索权力、知识和地理距离》这部重
要著作中，探讨了远距离交流的文化意义。
赫尔姆斯主要关注前工业化时期的旅行者，认为，文化互动时常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含义。
毋庸置疑，前工业化时期的人们常常认为外来人口及其文化是危险的、令人生厌的、有威胁性的，但
赫尔姆斯同时也指出外来的东西可能也有某些吸引力。
远来的知识既造成威胁也带来力量、既是危险之根也是名声之源，远程旅行者那样的人们便于接触异
域知识，因而有机会把他们的非凡经历转化为社会和政治权力。
无论是作为前往异域的观光客还是回归故土的游子，远程旅行者掌握有异域的知识并且因为是远方客
而自然获得某种权威性，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充当文化中间人。
地理距离是推动文化交流的活跃的力量。
这是因为，远方的知识具有一种固有的力量；怀揣远方知识的文化中间人能够为自己赢得一些有利条
件。
①因此，源自地理距离的权力是文化交流的推动力，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化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赫尔姆斯关注地理距离的文化含义，杰里·H.本特利却聚焦于互动与文化交流本身的进程，并通过把
该进程置于恰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语境中，试图区分文化交流的不同模式，理解这些交流的推动力
。
本特利一方面承认赫尔姆斯的异域文化传统时常具有某种吸引力的观点，但另一方面也关注妨碍异域
影响跨越文化边界的各种因素。
人们时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视外来信仰、价值观和风俗是异己的、乏味的，因此，采纳外来生活方式
、改信外来信仰的现象常常是意料之外的，甚至是令人吃惊的，需要做具体分析和解释。
有些跨文化交流导致广泛采纳外来传统，而有些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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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史评论(第5辑)》大致以历时的发展为线索，从多个角度对这一主题予以呈现，书中收录了《世
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711—1031年的科尔多瓦：穆斯林与基督徒的互动与共生》；《世界史学会
第21届年会综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等文章，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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