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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个研究东方文明的世界级知名学者，勒内·格鲁塞所著的这本《伟大的历史》与平常的“通史
”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相较于一般通史中偏重政治、军事等“大事件”，本书更偏重于文化的层次。
因此，我们从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从原始蒙昧中的崛起，更可以看到一个伟大文明绵延五千
年的波澜壮阔，从中读出思想的睿智和艺术的儒雅。
当政治和军事从历史的视野中淡出之时，我们的内心将不得不对一个伟大文明心生崇敬之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伟大的历史>>

作者简介

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1885-1952），法同著名历史学家，一生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是
法国亚洲史学界的泰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法国军队工作。
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员。
1933年，成为塞努奇博物馆的馆藏指导及亚洲艺术藏品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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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中土亚洲文明是众多美索不达米亚之类的大冲积平原的产物，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发
了人的农业才能。
这就是巴比伦在西亚的情形，也是中国的“中原”在东亚的情形。
这片大平原，从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淮河，从西部洛阳的通衢大道到东部山东的崇山峻岭，覆盖范围
超过12万5千平方英里，面积比英格兰和爱尔兰还要大。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同样，中原也是黄河及其支流的馈赠。
“在相对晚近的时期里：我们是在地质学家所赋予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说法，这块平原是一片海湾，
大海的波涛冲刷着山西的绝壁悬崖，而今天的山东半岛，当时还是一座岛屿。
”从远古时期起，黄河就从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携带着巨大的泥土冲积层滚滚而下，把它们堆积到这
一区域，因此创造了一片非凡肥沃的冲积土。
作为这一泥土沉积物不断积累的结果，大海被阻挡住了，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这个过程今天依然在
继续。
就这样，年复一年，泥浆抬升了黄河的河床，两岸的居民不得不相应地筑高他们的堤坝，结果，这条
大河流到下游的时候已经远远高出于平原之上；这是一种荒谬的情境，充满了极度的危险。
再向西，在中原的那边，绵延着层层叠叠的黄土梯田，覆盖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那条营养丰富的
大河就是从这里发源。
这一丘陵起伏的地区，整个都被浩瀚无垠的黄土层所覆盖，它类似于阿尔萨斯黄土，是在过去数千年
里被大风所堆积起来的细腻的粘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尘粉，形成了大块的整体，岁月的侵蚀把它们切
割成层层梯田。
总的来看，这是一块像中原一样肥沃的土地（那时候这里并不缺雨）。
这里是黍稷和小麦的王国。
最后，还有一些广袤的区域，从北京到开封，再从开封到南京的门户，西北梯田的黄土与中原的冲积
泥层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融合，组成了整个地区最肥沃的部分。
在这一区域，黍稷耕作与水稻耕作结合了起来，前者适合于黄土梯田，后者则更适合于淮河流域和长
江流域。
中华文明就是从这一地区兴起，与农业的发展携手并进，或者毋宁说，是与黍稷耕作以及后来的水稻
耕作携手并进。
史前时期不为人知的那几百年时间，被用来焚烧并清理覆盖着西北黄土高原的灌木丛林，被用来排干
浸润着东北中央平原的沼泽湿地。
《诗经》中的远古歌谣颂扬了这项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还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
我艺黍稷。
”在那些因为指导这种集体劳动而受到颂扬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他教会人们刀耕火种、使
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黍稷之王”。
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劳动，要归功于传说中夏朝的创立者大禹。
他通过挖沟排水的工作，从水中开拓土地，“让江河退回大海”，并增加了沟渠与河道的数量。
正是中国人的祖先们所过的这种农业和定居的生活，把他们与那些一直过着游牧打猎生活的部落区别
开来，这些游牧部落，要么生活在陕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与长江流域的沼泽森
林里：他们大概属于同一种族血统。
没有理由认为存在种族的差异，更无法想象他们是原始中国人种的移民：有人说他们来自中亚。
而且，这些“野蛮”部落，环绕着远古中国的狭小领地，他们注定终有一天也要采用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和思维方式。
从古风时期的末叶开始，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游牧生活，开始从事农业（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
，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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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湾也是一样，如果说安南人与他们的芒族同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成了海滨地区稻
田的耕种者，而生活在内陆森林中的芒族人却没有尝试去学习关于农业的任何东西。
就同样的地区而言，古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跟今日的乡村生活并无大的不同。
在大平原上，他们住在泥屋里（砖要到后来才得以使用），这些泥屋抵抗不了季风雨和侵蚀所造成的
毁坏；而在黄土高原上，他们则居住在从峭壁上挖出的窑洞里，田地悬于农含之上，窑洞的通风口有
时候古怪地通到耕地的中间。
蚕的饲养看来也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
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禹贡》（约公元前7世纪）中提到的经济地图的话，山东及毗邻地区就很可能一
直是“桑土”。
除此之外，在传说中的“三皇”当中，排名第二的黄帝曾亲自教中国人养蚕，用纺织品取代他们用稻
草或野兽毛皮所制成的“粗”衣。
而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从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开垦土地，为的是确保他们的征服地能采用一套精耕制度
，这套制度在他们今天的后代中依然有效。
有人写道：“中国人的农业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园艺而已。
”我们可以补上一句：在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无论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中原冲积地，都找不到真正
意义上的林地，中国人对森林有一种憎恶感，不管是在哪里发现的。
在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中国人便系统地开山伐树，远远超出他们对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时也懒
得去操心如何进一步利用那些山丘，任由它们光秃秃地躺在那里。
因为有西北梯田和东北辽阔低地的养育，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定居。
平原上的黄土就这样世世代代塑造着中国人。
没有比中国农民的生活更辛苦劳累的了。
尽管他们有着顽固倔强、不屈不挠的耐性，尽管有黄土高原和中原的天然肥沃，但他们始终听由自然
环境的摆布。
在干旱时节，黄土地面临饥荒的威胁，而在中原，则有黄河泛滥的危险。
中国人对他们所说的“河神”怀有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畏惧，这种畏惧，佐证了远古时期的河畔居民
因这位无法驾驭的邻居而感受到的恐怖。
为了让河神息怒，他们总是定期向他献上童男童女作为祭品。
这些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因为缺乏造林而无力抵御洪水和干旱，这里的农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的农民都更加勉强地依赖于土地。
他们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节令的控制。
比其他任何农业地区都更加明显，这里的乡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春至秋在
地里劳作，接下来就是在室内过冬。
春分时节，冬天的几个月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竖了起来，一个头等重要的仪式：神田的首耕
，由国王亲自主持，给土地“驱神”。
春分不仅预兆着土地的丰饶，而且预示着种族的繁盛。
在“燕燕于归”之日，人们开始举行婚礼，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
在乡村，当“初雷乍响”的时候，年轻的农夫和乡村少女们便聚集到一起，唱着情歌，在田野里结合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蕳兮。
女日观乎？
士日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秋分时节，在举行收获庆典之后，对于村民来说，闭门不出的冬天便开始了，这期间，女人们把她们
的时间都用在了纺织上。
不难看出，农民的生活范式严格遵循季节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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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初的宇宙观，尤其是把事物分为两个一般类别的原始“分类法”，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种
分类法直至现代依然在支配着所有的中国哲学体系，无一例外。
早期的农民生活被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闭门不出的冬季，此时女性的工作很突出（这是纺织
者的季节），另一个是农业劳作时期，主要由男人打理。
按照类似的分类方法，万物被分为两种法则或形态：阴和阳，阴对应阴影、寒冷、收缩、潮湿和女性
，阳对应热、膨胀和男性。
这两种法则，就像它们所效仿的季节阶段一样，是互相对立的，同时又互相更改、互相引发、互相转
换。
它们之问的互相依存，或者统辖它们的交替与转换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秩序，也是社会的秩序，或者
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道”，这是构成后来中国一切哲学学说的一个中心概念。
中国人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目标就是确保季节的循环与农业生活的周而复始相和谐，或者像后来所说
的：天人合一。
天上的秩序，由居住在大熊座的“皇天”（也称“上帝”）所控制。
同样，人间的秩序则由国王来保证，为了这个目的，国王被授以“天命”，这让他成为“天子”。
国王的职责就是为管理农事而制定历法，用必须的献祭以及与皇天相协调的仪式活动举行季节仪式。
在大祭司这个角色上，国王的首要职责就是主持新年大典，通过祭献一头红牛作为燔祭向皇天祈春。
接下来就是耕神田，这是农事开始的信号。
在夏天的第二个月，国王要举行另外一场献祭，伴随着祈雨，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就要处死所有的
神汉和巫婆，他们因为自己的咒语被证明毫无效果而被活活烧死。
最后，在冬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国王主持弃田仪式，然后带着祭品返回冬天的住处，这一次，牺牲品
是一头黑牛。
这次祭祀是献给“太阳神”的，接下来的一次祭祀就是献给祖先的了。
最重要的一次庆典：收获庆典圆满结束了一个周期，全国的百姓都要参加这次庆典，饮酒狂欢，普天
同庆。
在每个季节，国王都要穿戴合乎季节“方位”的服饰：冬天是黑色，春天是绿色，夏天是红色，秋天
是白色；这些就是他在大祭司的职位上行使职能所穿着的僧袍。
在他行使五花八门的职责时，协助他的有整个卦师和法师“团队”这些人在早期中国哲学的苦心经营
中所扮演的角色稍后我们会加以分析。
除了这种“季节循环”之外，还有一种“祖先循环”，这对今天的所有中国百姓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但在远古时期却只局限于贵族阶级。
实际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灵魂附体的贵族，才是唯一的拥有一颗能够生存下来的灵魂的阶层。
事实上，他们拥有两颗灵魂，一颗是纯粹的动物呼吸，注定要变成一种鬼，围绕着尸体盘旋；另一颗
则是精神上的灵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当其实体被子孙们的祭品所供养时才能生存。
这种“祖先崇拜”，本质上与日常或季节性的供奉有关，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
够参与到家庭生活中来。
就它的起源来说（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时期被一棵树或一块粗糙的石头所代表），同样也与这种
领主宗教有关。
这个神（最早的地域性的神）凶狠而残暴。
马伯／乐说：“他喜爱祭献给他的鲜血和祭品，献祭的时候首先要用牺牲者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
这个牺牲者通常是一头牛，不过，要是用人牲也不会让他不快。
”在人类历史上这些鸿蒙初始的时期，我们发现了一个农民社会，他们生活在中原与黄土冲积层的交
汇处，在忙着清理这块远古的中国领土上的矮树丛，这是一个有着贵族阶级和君主政体的社会。
那些战争领袖的存在，证明了中国农民被迫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时刻要警觉地提防着周围的半
游牧部落。
由这个农民社会的土地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很快就产生了一个高踞于社会顶端的奢侈阶层。
尽管对于第一代王朝：夏朝的政治历史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但关于他们在这个遥远时期里所使用的
器具，考古学最近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在最近7年里，关于第二个王朝：商朝（前1558-前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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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发现。
鉴定年代来自夏朝时期的最早考古发现，出土了一件粗糙的装饰陶器，饰有所谓的“篦纹”图案。
这种装饰风格，在欧洲的俄罗斯被普遍使用，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间的西伯利亚尤为著名，它
的发现或许表明，这两个国家在那时候就已经存在某些联系了。
接着是绘制器皿的发掘，近年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两个村子发现了一些砖红色的陶瓷器皿，绘有
一种生气饱满、笔法灵动的装饰图案，包括几组意想不到的条纹、三角、斑点、交叉线和带有睫毛的
眼睛。
仰韶陶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这个日期与夏朝的第二阶段是一致的。
半山陶器（这是以甘肃省内自1921年起开始发掘的一个地点命名的）的鉴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
至1400年之间，或者依据某种观点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间，这个年代与商朝的第一个时期相
吻合。
这些器皿是真正的艺术品，绘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华丽装饰，其装饰品质堪与爱琴海的艺术品相媲美
。
而且，这种可比性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因为类似的主题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史前绘制陶器中也发现
过，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它们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草原的通路从爱琴海传到中国西北的。
但毋庸置疑，这种外来的装饰风格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持久扎根。
在半山，除了这些“爱琴海”螺旋纹装饰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很多更简单的装饰形态（棋盘图案）的
证据，这些明显是从编织物上模仿来的。
这种装饰形态（本土形态）是在下一个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所能发现的唯一形态（螺旋纹被抛弃
了），它们是从甘肃省的马厂遗址中出土的。
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隔行编织物图案向绘制陶器的转移，在下一个时期里，我们将看到这些图案进入了
最早的青铜器装饰。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秘密。
据考古学家门京说，青铜器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亚。
然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安阳）发现的几件非常早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出了西伯利亚的起源。
此外，几件早期商代青铜器还透露出了对木制品的拙朴模仿的痕迹，青铜器制作者忠实地复制他的模
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
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亚金属制作技术的中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拿起了他们远古的陶制和木制礼器，并
把它们转变为青铜器。
1934-1935年间在安阳（位于今河南省的最北端）所做的考古发现，把各种各样的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
在这个公元前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我们发现自己突如其来地面对着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
物质文明，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够揭示这一文明的发端。
有一处发掘现场，占地约6公顷，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础所占据，这幢建筑规模宏大，被认为是一座
皇宫。
陵墓显示了用人和动物做牺牲的殡葬祭祀的痕迹。
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牲曾长期在宗教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仪式上，就用四
个牺牲者分别对应四个主要城门的方位。
在安阳陵墓中发现的那些用于占卜的骨头与龟甲上，刻有一直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汉字。
这些汉字表明，书写符号与图画符号的差别并不大。
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汉字，全都是从类似的图画中发展而来的。
然而安阳发现的这些汉字已经充分格式化了，这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真正的“原始”图画以来汉字所经
历的一个初步精细化的漫长时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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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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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伟大的历史》以全球的视野，客观的态度，独特的角度，全面解读中国5000年兴衰！
西方著名历史学家继《草原帝国》后又一重磅巨著，国内首次引进。
我们真的是天朝上国吗？
中国曾处于世界历史中何等的地位？
不了解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不可能真正自省于当下。
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看待历史事件的角度，有些被我们忽视的文化现象和历史细节被翻出来重新审
视判定。
翻看历史，除去回头望还要倾听异域邻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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