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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的部分是讨论大国崛起的问题，当然这个课题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列国的排名秩序正
在调整。
目前的霸主美国，对于中国的兴起以及所谓“金砖七国”在工业发展上的成就，感觉极度不安。
世界秩序确实正在改变，西欧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情势，大概不久之后，就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由于中国在这个重新排序的过程之中必定会举足轻重，所以本书讨论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再三思
考。
除了天下秩序以外，各个地域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兴起，小则领导邻近列邦，大则
领导域内各国。
自从二战以后，地区性的强权已不多见，只有若干大国，比如说美国、苏联，曾经扮演全球性的强权
。
等而下之，英国、法国无非是第二排的角色。
    强权霸主，自古有之。
在希腊城邦时代，雅典曾经是希腊世界的领袖。
雅典蹿升为希腊列邦的领袖，是因为在对抗波斯的大战中，雅典和斯巴达并肩作战，赢得胜利，保护
了地中海的希腊世界不被波斯占领。
这时候，雅典得到希腊列邦的拥护。
但是，雅典组织了提洛同盟，俨然以主人自居，强行统治希腊世界。
于是，各邦对雅典的感激之情一变而为厌恶。
在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联合中原列国，北抗戎狄，南拒荆楚。
齐桓霸业，及身而止，晋文公的霸业却延续好几代。
在晋文公时代，华夏各邦心甘情愿地接受晋国的领导，而在晋国后期，却没有一个华夏城邦不对晋国
敢怒而不敢言。
晋国不再是一个令大家心悦诚服的领袖，而是以武力压制的霸主。
    这两个例子使我们理解，任何霸权往往能善其始，而鲜克有终。
观察一个大国的崛起，不能不注意到其前后行为是否有落差。
    在近代，美国的情况正是如此。
华盛顿在建国之后不久，飘然下台，解甲归农。
他离职的时候，向美国的公民提出劝告：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国际竞争之中，美国应该尽量自求多福
，努力做好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制度；也要尽力开发新大陆的资源
，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北美的大国。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美军都及时援助欧洲民主国家，使得欧洲不至于被独裁专制的一方霸
占。
这些时候，美国得到的是欧洲各国的衷心拥护。
二战之后，美国在多处发动战争，又在欧洲长期驻军，虽然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了遭战争
破坏的经济，但是美国并没有得到称赞，反而处处都有“丑陋的美国人”的评价。
    正如前面所说，有好的开始容易，然而有好的结束却很难。
最近二三十年，美国深度地介入中东事务，而自己的国家却民穷财尽。
在亚洲，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常常以中国为假想故，打算包围中国。
在欧洲，美国与德国之间也是面和心不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真正解决。
从这些例子看来，一个强权要想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被人骂作丑陋、骂作讨厌，还真的不容易。
    近代历史上，只有英国霸权的始末，经历了微妙的过程。
二战之后，英国国力大减，知道自己不能再维持持续了将近二百年的“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于是逐
渐放手，让各处属地独立。
米字旗降下后，英国倒是在不少地方留下了相当稳定的政府，包括法治和文官制度。
因此，英国的霸权结束后，并没有被人厌弃，反而留下了较好的形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到今天，过去英联邦的团体，虽不再用英联邦的名称，仍是凡事彼此合作，成为一个无形中的国际大
集团。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理想的领袖国家，是王道和霸道的融合。
王道是以仁政为本，近悦远来，也就是说，愿意不愿意接受这大国的领导，完全由各国自己决定，大
国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赢得别人的支持——这是王道。
道家也如此说，《老子》六十七章：“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历史上，真正能行王道的大国其实不多，春秋以后，霸道的局面比较常见。
行霸道的国家依仗自己的武力获得领导权，不能长久赢得人心。
    在未来，中国以众多的人口、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以及充足的资源等诸种因素结合，一定会在国
际上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中国人不能沾沾自喜，今天中国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目前的体制还亟待完善。
一百多年来，从屈辱的昨天到兴起的今天，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内战、外战，这无数次的斗争使国家和
人民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为了工业发展，中国人也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来也还要继续在生
活环境和资源问题上长期地付出。
中国人能在世界上获得如此地位，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长期坚持的结果。
俯仰今昔，悲欣交集。
    如何持满保盈，不能说只是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或经济力量就能解决。
历史上，任何制度下所施行的良法美意，都难逃演变和衰退的过程。
精益求精，力求上进，即是《易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
任何民族都不能自满，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将来也不会走到美满。
世界上任何制度，如美国的制度——那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大实验，也不能避免衰败的一天。
中国必须要时时警惕，不断寻找自己的制度弊病加以匡正，不断追求更好的政策和观念，建立更好的
制度。
    目前，中国需要的，正如华盛顿离任时对美国公民所劝告的一样：对内、对外均有所趋避。
对内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
对人权要有一定的保障，人权之中，生存权固然最重要，人的尊严也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为了吃饱饭而不要尊严，这种人权就不是真正的人权。
中国必须在人的生存权之外，顾及人权的其他方面，顾及公正和公平的法律，公正和公平的分配。
对外，要避免招惹无谓的是非，远离霸权主义。
中国也应当采取近悦远来的“王道”态度——不用强力去压制别人，而是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弱者，扶
持弱者，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是失败了，但是中国介入这场战争是为了帮助当时
的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中的意义即是要
帮助弱小的国家，共同争取自尊自主的地位。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如此艰苦，但还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支持朝鲜的独立军，也支持越南的独立运动。
抗战末期，虽然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候，但蒋介石还是尽力帮助甘地向英国争取独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在第三世界俨然执其牛耳。
目前，中国在非洲各国派遣的建设部队，是有目共睹的。
最近多少年来，中国台湾也一直在帮助非洲、中南美的国家发展农业，发展工业．这些历史，正是大
国风度的体现。
我希望，将来在这些方面，中国人能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易经》“乾卦”说，“见龙在田”和“在渊”的时候，都是“潜龙勿用”。
等到龙能够跃出深渊，开始施展的时候，我们应当尽量避免“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斗争与冲突。
“飞龙在天”，是龙得到了施展。
这一阶段，最需谨慎——过分自满，便是“亢龙有悔”，正是相当于晋国被畏惧，雅典被唾弃，美国
被称为“丑陋的美国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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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很少有大国能避免“有悔”的一天。
“乾卦”有一个单独的、不属于任何爻象的句子，“群龙无首，吉”——许多自由飞翔的龙，却没有
一个领袖，竟是大吉大利之兆！
这就是因为群龙可以和平相处，不需要一个带头的大国。
一个小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
如果一个国家有资源可以争取大国霸权，或拥有大国的地位，却秉持容忍与互助的心态，不以领袖自
居，只以群龙之一自处，与列国和平相协，那么，这才是真正崛起的大国。
    岁尾年头，一切都一元复始。
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个世纪的前二十年，做到国内自由平等，对外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这时中国的
地位和发言权，一定会得到尊重。
庶几，中国在各处不会被称为“丑陋的中国人”。
新年新岁，祝福中国人，也祝福中国，顺利走向这条看上去艰难，其实很容易的大道。
    许倬云    2011年12月26日序于匹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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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宰人类生活三百年的主流文明，是如何兴起的？

　　★它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挑战？

　　★人类的未来会往何处发展？

　　许倬云先生以宏阔的视野与通俗的语言，高屋建瓴地描绘出一幅现代文明的全景图：从宗教革命
到民族国家的兴起，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发展，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勾勒出现
代社会的形成及发展，反思了文明进步的得与失，展望了人类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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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倬云，1930 年生，江苏无锡人。
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

　　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深厚的学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在大陆陆续出版了《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万
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等著作，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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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现代工业生产大发展的福与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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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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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18世纪下半叶到49世纪，工业化的进展非常迅速。
新的能源——如上次所说，从煤到水力，到电器，到石油——其种类一步步地增加；生产的原料也越
来越多样化，化学工业的出现，更使本来意想不到的材料转化成为可用的产品。
 所有的这些现象，使大工厂周围的地域发展成为大城市，工人集中居住在城市里或城市附近。
农村青壮年劳力都流向都市。
欧洲的农村生产力不够，各国必须进一步掠夺其殖民地的劳力，来供应本国的需求。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体越来越大，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物价也更加昂贵。
这一次物价革命，其冲击力不亚于16世纪白人刚刚从美洲运回大量白银的情况，而且这一冲击是全球
性的，因为：欧洲人所占领的殖民地及国家，都必须要承受同样的后果。
以中国而论，16世纪以后，中国曾经有三百年的贸易顺差，也是拜从新大陆取得的白银所赐。
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影响深远，欧洲承受的压力尤其巨大。
工业化的国家，应该劳力不足，却居然出现许多贫而无告、没有收入的穷人。
这些无以为生的贫民，有一部分就移往美洲和澳洲这些新发现的殖民地，可是大量的穷人却沦为都市
贫民窟中的居民。
贫富悬殊的现象极为严重：掌握资金的人，以钱生钱，成为巨万富翁，而很多很多穷苦百姓却是举债
度日，甚至到了无债可举的地步。
 这些社会现象，引发了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
在这个时期，有些人拿这些社会问题当做必须研讨的社会现象，社会学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法国的孔德、涂尔干都因这些危机而发展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既提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
提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学术界的关怀。
就人类知识领域而言，以前从来没有过所谓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学科分类，直到19世纪以后，它们才
成为跟人文科学平行的学术领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的演变方面。
因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钱人和一些中等阶层的人生活条件丰裕，生活的品味发展为豪奢
与浮华。
在文化课题上，也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出现了许多关心文化问题的人物。
比如说俄国的索罗金，他开始将人类的文化演变划分为几个阶段，指出从理想到理性，以至于到感官
，目渐趋向庸俗和浮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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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一系列的讨论，固然是因为目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起意，然而，我对近现代文明的盛衰已经注意
了很久，才因为这一个机缘而做了比较有系统的陈述。
我盼望读者们了解到：目前的困难，不是周期性的调整，而是长期过度发展导致的衰败。
在这一本小书之内，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基本都集中在高度
工业化的西方国家。
近代文明的起源，也一直要追溯到西欧的启蒙运动。
当然，这也是自然的现象，因为近代文明本来就是在西方的文化圈内发展——那是从中古时代的衰蔽
，进发出来的一个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文明。
    在这将近二十篇的文章之中，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在这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历史中，都不是
陈述的重点对象。
在后记之中，我想对这一方面有所澄清。
三百年来近现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其实并不能置身事外，只不过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被动
的，而且常是不自觉的。
三百年来，世界近现代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之中，中国都是不知不觉地参与在内。
开启大洋航道和西方的宗教革命这两件大事，都可以说是西欧启蒙运动的重要背景。
培根指出，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造纸和印刷，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贡献。
培根的这种说法，其实全是针对着西方历史而言：没有罗盘、没有火药，远洋航行将不可能发展；没
有火药，欧洲封建城堡就不会被摧毁，而西方列强对世界各处的侵略，如果没有火药，也不可能产生
如此巨大的威力；没有纸张、印刷技术，知识普及不会容易，而意见的交流，也不可能这么普遍。
扩大活动范围和批判旧传统，这两个新风气的形成，正是西方知识分子质疑和推翻天主教禁锢思想的
重要条件，西欧的启蒙运动。
因此才能够一发而不可遏止。
培根提出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为了解欧洲历史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在中国人发明的事物之中，单单挑
出这四件发明介绍给世人。
    在启蒙运动发生过程中，欧洲人转向东方，将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当做当时欧洲政治制度的对照
。
他们以为，中国的皇帝，例如康熙，就是一个哲人王者。
而中国的儒生文官，其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都不是西欧的武士可比拟的。
他们下意识之中，拿这个神秘的东方，当做柏拉图理想国的模型。
当然，到了18世纪以后，他们忽然发现，中国的一切其实不是这么美好，中国也有许多严重的问题。
可是，至少在启蒙运动的前阶段，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形象，曾经被当做他们可以参考的对照面。
借用中国的成语“郢书燕说”，他们正是借这种遥远的模糊形象，作为自己改进的榜样。
当然从具体的方面讲，中国的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也确实对他们建构近代政府的理想制度有过一定
的影响。
    在西方列强掠夺新大陆的财富时，美洲的白银也大量地运往东方。
中国获得了新大陆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使得中国至少享有两百年的经济发展。
新大陆的农作物，例如玉米、番薯、西红柿，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粮食供应增加，可耕地和人口数量
都随之增加，改变了中国的生态和经济面貌。
尤其中国的中南和华南，城市化和生产量都有可观的变化和成就。
因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已经不知不觉被拉入全球化的网络。
    紧接下去，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生产能量急遽增加，中国成为欧洲产品的重要市场。
中国不仅赔出了那些赚来的白银，甚至付出更多，以致19世纪的中国迅速地贫穷。
在当时世界市场之中，欧洲在中国占领的市场其比重超过非洲和中东，因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市
场的收纳量极为巨大。
英国和美国的纺织业者都曾经梦想，只要中国人多穿一寸英美工厂出来的棉织品，就可以维持他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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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纺织业的继续成长。
    在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市场和原料的过程之中，古代的三个大帝国，奥斯曼、莫卧儿和中国，都受到
严重的冲击。
那两个帝国都瓦解了，中国虽然历经艰险，却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和完整。
这个现象，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来说，也有相当的意义。
欧洲人征服非洲，把非洲分割成一块一块，毁灭他们的王国，解散他们的部落。
在非洲广大的殖民地上，白人必须要负起管理和行政的工作——他们称之为“白人的负担”。
同样的，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岛屿和印度次大陆，白人也认为他们有天赋的权力和责任。
在这些地方，西方列强几乎是无偿地取得资源，也肆无忌惮地倾销他们的产品。
但面对巨大的中国，他们并不需要担起管理的责任，只要有市场在，他们就可以倾销，赚得的钱又可
以取得够用的资源。
于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算盘上，中国这块土地是独特的，和其他各处的市场都不一样。
中国市场支撑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对其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有过极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历程，中国一步一步被卷进近代文明，吸纳了不少以西方文明为主体
的近代文明。
西方人在中国设立学校，中国的学生到外面去留学，都将西方的现代知识和科学技术，一代又一代地
传到中国，使中国进入了以西方为主的近现代文明圈。
中国人在接受新文明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和社会伦理的精华都
逐渐遗忘了。
今天，两岸中国的大学课程都是英美大学的翻版。
犹如邯郸学步，我们真的忘了“故步”，只得“匍匐”而行了。
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修养和智慧，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经过与西方的较劲和最终的挫败，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制度，从两千年的帝制，转变成民主政治。
虽然今天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在中国全面出现，至少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期盼着能够到达那个境界。
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理想，“民有”、“民治”、“民享”，并不完全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来
设计的——其中“民享”的部分，相当程度地注意到了资源的公平分配。
市场经济主张的自由政治，与社会主义主张的社会福利，这两个理想，不仅在中国都有人提倡，而且
中国的实际政治，也在这两端之间摆动，有时趋向这一端，有时趋向那一端。
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两端都并未落实，更谈不到两端的均衡。
可是，一百年的摆动，也确实为中国人部分地建构了起源于西方文明的近代制度。
如前面一章所说，西潮东渐，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征服了全世界，将全世界臣服于暴力的殖民统治之
下，但只有这一片广土众民的中国，却是它们没能够完全征服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对于过去被征服的东方各个国家，都是可以借鉴的榜样。
尤其东亚各国，看了日本人完全模仿西方而置身于帝国主义之列，反过头来欺负东方人后，许多东方
国家，更寄希望于像中国一样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虽付出重大代价而不悔。
西方征服的许多殖民地因为具有这一番理想，才使得它们在二战以后纷纷争取独立的国家地位。
中国一百年来的挣扎，既是挑战了现代文明暴力征服的部分，也因为自己的坚持，使这一长达数百年
的暴力行为，终于走到了尽头。
    西方近代文明走到最后一个阶段时，中国也并没有置身事外。
在多年的动荡中，中国依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也开发了自己的资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以后，西方曾将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撤离中国，在四年短暂的战争期间，中
国发展出了民族企业的雏形。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萌芽，却是后来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
今天，几个中国人集中的地区，都俨然成为世界的工厂；海峡两岸的中国，联合新加坡等地的华人资
金，已经改变了今日世界的经济布局。
这一大片力量，与同样成为新兴国家的俄国、巴西、印度，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向，更具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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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明系统的经济版图，终于要改变。
本书后面若干章所讨论的对象，也一定会引发其他各方面如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变化，其变化之巨
大，最终会使近现代文明完全转型。
    因此，中国从一个不自觉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一个参与建构全球文化网络的合作伙伴。
经历了三百年之久的蜕变，我们竟可以如此说：西方近代文明，从最初的理想，到最后的终结，每一
个重要的阶段，都有中国的影子或中国实体的参与。
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必然的情况。
毕竟，中国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若干传统。
东方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经验，其中有不少深厚的文化精髓，很值得我们选择、采撷，并纳入新文明
之中，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邯郸学步，并不需要抛弃那些不朽的精神资源。
这一筛选、改组和诠释的工作，也是最后一部分的工作，却也是最不容易进行的任务。
不过，中国人必须如此做，不但是要自觉地做，而且是要努力地做。
中国不能够自满于今天获得的财富，更不能自满于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上的地位。
中国应该更往高处看：所有人类，包括中国人，都将合组一个大家共有的人类社会。
在世界共有的文化之中，中国几千年来累积的许多智慧，应当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经过创造性的转移，人类文化之中的东方部分，庶几能矫正和弥补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缺失，彼此融合
为一，变成全世界的未来文明。
    这一系列的讨论过程中，我得到了陈航和陈珮馨不少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策划和传录，以我八秩老
人的精力，很难如期地提供给《南方都市报》刊登，我对他们二位怀有诚挚的谢意。
对于《南方都市报》编辑部的同仁，我也感谢他们的努力。
对读者们，我只盼望这些书上提的问题，能激发大家自己的思考——不只是阅读我提出的一些意见，
而是从这些意见上引出大家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并将看法和想法付诸实践。
    许倬云    2012年2月3日于匹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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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
——王小波我学了一辈子的目标，就是不糊涂。
——许倬云要有人写中国历史，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专写老百姓，那个人一定是他。
——《北京青年报》能把严谨的学术著作写得好看的，非大学者不能为，因为只有大学者既能够钻进
去，又能够跳出来，所以写出东西来才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
——《新京报》他能把严谨、精深的学术内容，阐释得举重若轻，又能叙述得深入浅出。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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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一部气势恢宏、雅俗共赏的大历史，一本剖析西方文明的大师之作
！
最轻松、最好读的全球大历史，了解过去，洞悉未来，一部不容错过的人文经典。
《大国霸业的兴废》之后，“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第二部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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