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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作者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
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
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
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
系和灵魂的分裂。
本书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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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阿诺德·汤因比 译者：郭小凌 王皖强阿诺尔德·J·汤因比，1889年4月14日生于伦敦，
卒于1975年10月22日。
英国历史学家。
牛津大学毕业，曾任该校研究员（1912-191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英国外交部情报部工作（1915）；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巴黎和
会（1919）。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伦敦大学教授（1924）、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1925）、伦敦大学
国际关系史教授。
二次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外交部调查部长（1943-1946）。
1921年他计划巨著《历史研究》，1927-1928年着手写作。
 1934-1961年出版了12卷，评述世界历史，注重无文字记载的文明和欧洲以外地区文明，提出一种以分
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和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
因其他事务1939-1943年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部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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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想说明（虽然这对我们的论点并非必需），如同历史学不能不使用科学和虚构的方法一样，
科学和虚构也绝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使用它们自己的方法。
所有科学学科都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即唯一的活动在于确认和记录事实。
人类学正是从这个阶段脱胎而来的。
最后，戏剧和小说除却有关人与人关系的虚构之外，并不表现为完全的虚构。
倘若它们果然如此的话，它们的作品就与亚里士多德的称赞——“比历史更真实、更智慧”——大相
径庭，而变成一堆荒诞无稽、令人无法忍受的胡思乱想。
当我们称一个文学作品为虚构作品时，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对号入座，也不能
与事实上发生过的任何特定的事件划等号。
实际上，我们是指这个作品里有一种虚构的人物场景。
如果说我们没有指出这个场景是由可信的社会事实构成的话，那只是因为它似乎是自明的，以致我们
认为它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事实上认识到我们所赋予一部优秀小说的最高赞语是说它“忠实于生活之真”，“作者显示出对
人性的深刻理解”。
更具体一点说，如果一部小说涉及一个虚构的约克郡羊毛制品厂主的家庭，我们可能会称赞作者，说
他显然对他的西区纺城了解得一清二楚。
　　无论如何，关于历史学、科学和虚构方法之间的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区分，总的说来还是有效的
。
如果我们再次审视这些方法，我们恐怕就会明白为何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将发现在处理数量不等的“
资料”时，这几种方法就适用性而言可谓各有千秋。
在一个恰好是资料稀缺的研究领域，核查与记录特定的事实便可能是一切。
在资料众多而无法一一列举、同时又没有多到不能加以考察的研究领域，阐明与制定规律就既可行，
也有必要。
在资料无以数计的领域，被称作虚构的艺术创造和表现形式是唯一可以利用或值得利用的方法。
在这里，正像在三种方法之间一样，我们遇到了数量上的实质区别。
这几种方法在处理数量不等的资料方面效用是不同的。
我们能否在三个研究领域发现资料的数量实际存在着相应的不同么？
　　我们从对个人关系的研究开始，这是一个虚构的领地，我们立即可以看到，只有极少数人，他们
的个人关系具有适合于记录特定的个人事实——我们称之为“传记”——的题材。
除了这些极少的例外，在个人关系领域研究人们生活的学者面对的是无数普遍熟悉的人生经验，要想
无一例外地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的想法不过是无稽之谈，对于这方面规律的任何阐释都是令人无法容
忍的迂腐与粗浅。
在这种情况下，资料不可能得到富有意义的体现，除非在某种符号系统中才能够如此，这种符号系统
提供了一种有限条件下的有关无限的直觉知识，这种符号系统就是虚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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