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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
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
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这种趋势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
正面效应是造成世界范围内空前广泛的经济合作，使全球资源的生产潜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
负面效应则是国家之间在接触中产生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包含经济摩擦，但更为严重的是文化矛盾
，即在全球化浪潮面前，经济落后地区的本土文化认同感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感反过来威胁经济合
作的稳定性。
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越来越迫切
地希望从人类历史中寻找解决冲突的智慧。
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
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
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
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
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
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
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与科学方法论的关系颇为密切。
19世纪下半叶，受进化论和科学分类学的影响，西方史学家倾向于把世界各民族分为不同类型，并孤
立考察各自发生、发展的过程，因此不同名目的“文明史”在世界史著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以后，随着相对论的传播，西方史学家的注意力向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相对性”和“关联
性”转移，体现“全球互动”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
后现代主义思潮直接推动了全球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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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世界的一体化（或称全球化）趋势实际上有着漫长的历史背景，只有返观过去的历史，我们才能
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
全球史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本特利教授倡导的是一种新的全球史观，突出了人类历史中的两个主题——“传统”和“交流”，一
纵一横，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确定了焦点。
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社会传统尽收眼底，同时，不同社会传统的相互交流、文化的融合也得到了清晰
的阐释。
作者把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解析为七个大的时段，在每个时段，都兼顾了文明传承与相互交流，致力
于刻画多种文化交流背景下所有社会的共同经历。
《新全球史》自从2000年在美国问世以来，有超过一千所学校采用为世界通史教科书，受教育的学生
有100多万，成为当今最畅销的世界历史读物之一。
中译本依据的是修订第三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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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8226;本特利 （Jerry Bentley），1949年生，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世界史》杂志主编，曾任世
界史学会主席，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治史范围广阔，对近代早期欧洲文化史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与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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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伯特&#8226;齐格勒 （Herbert Ziegler），美国夏威夷大学副教授，兼任《世界史》杂志编辑，专
长20世纪欧洲的社会史与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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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第23章�跨洋交流与全球联系 5  欧洲人对世界各大洋的探险 ７  探险的动机 7  探险的技术 ９  探险的
航程：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12  探险的航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16  近代早期亚洲的贸易和冲突 20  商埠
帝国 20  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征服 24  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建立 25  商业竞争与七年战争 27  全球性的交流
29  与新大陆的交流 29  全球贸易的开端 31第24章�欧洲的转变 39  罗马天主教会的分裂 41   新教改革 41  
天主教内部改革 42  搜巫与宗教战争 44  集权国家的形成 45  帝国复兴的尝试 46  新君主 48  宪政国家 50  
专制君主 52  欧洲国家体系 55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 57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58  早期资本主义与原工业化 59
 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转变 61  科学与启蒙运动 65  对宇宙的重新构想 65  科学革命 66  启蒙运动 68第25
章�新世界：美洲和大洋洲 75  冲突的世界 77  西班牙属加勒比海 77  征服墨西哥和秘鲁 79  美洲的伊比利
亚帝国 81  北美的定居殖民者 85  美洲的殖民社会 87  多元社会的形成 88  西班牙帝国的采矿业和农业 90
 葡萄牙巴西的蔗糖和奴隶制 93  北美洲的毛皮商人和移民 95  美洲的基督教与本土宗教 97  欧洲人在太
平洋 99  澳大利亚和更广阔的世界 100  太平洋岛屿和更广阔的世界 101第26章�非洲与大西洋世界 109  近
代早期非洲的政治与社会 110  西非和东非诸国 111  中非和南非诸王国 113  近代早期非洲的伊斯兰教与
基督教 117  近代早期非洲的社会变迁 119  大西洋奴隶贸易 120  奴隶贸 的开端 120  活人货物 121  奴隶贸
易对非洲的影响 124  非洲人的离散 126  种植园社会 126  非洲-美洲文化传统的建立 129  奴隶贸易的终结
与奴隶制的废除 130第27章�东亚的传统和机遇 137  寻求政治稳定 138  明朝 138  清朝 140  天子和士大夫
143  经济和社会变革 145  父权制度家庭 146  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147  士绅、平民、士兵和下等人 150  
儒家传统和新文化的影响 152  新儒教和通俗小说 152  基督教重新来到中国 153  日本的统一 155  德川幕
府时代 156  经济和社会变革 157  新儒学和浮世绘 159  基督教和兰学 160第28章�伊斯兰教帝国 167  伊斯
兰教帝国的形成 168  奥斯曼帝国 168  萨法维帝国 172  莫卧儿帝国 176  伊斯兰教帝国的社会 177  王朝国
家 178  农业和贸易 179  伊斯兰教帝国的宗教事务 182  伊斯兰教帝国的皇帝对文化的赞助 184  帝国的转
变 186  帝国统治的腐败 187  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衰败 188  文化方面的保守190第29章�大西洋世界的革命和
民族国家 199  人民主权和政治动荡 201  启蒙思想和革命理念 201  美国革命 202  法国革命 205  拿破仑的
统治 210  革命的影响 212  海地革命 213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 216　新思潮——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218　奴隶制--检验革命理念的局限性 219　女性权利——检验革命理念的局限性 221　欧洲国家的合并
225　民族与民族主义 226　民族共同体的出现 228　意大利和德国统一 229第30章�工业社会的产生 237
　工业化的范式 239　工业化的基础 239　工厂制度 242　工业化的早期传播 244　工业资本 246　工业
社会 248　工业的成果 248　城市化与移民251　工业与社会 252　社会主义者的挑战 257　工业化的全
球影响 259　工业化的继续传播 260　国际分工 262第31章�独立时期的美洲 269　美洲国家的建立 271　
美国：西进运动与内战 271　加拿大的自治：未经硝烟的独立 276　拉丁美洲：四分五裂与政治实验
278　美洲经济的发展 283　美洲移民 283　美国的经济发展 285　加拿大的繁荣 287　拉丁美洲的依附
288　美洲文化与社会多样性 290　美国的多文化社会 290　加拿大的文化整合 293　拉丁美洲的种族、
特征与性别 296第32章�处在十字路口的社会 303　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304　衰落的本质 305　改革
和改组 307　青年土耳其党时代309　压力下的俄罗斯帝国 311　军事挫败和社会改革 311　工业化 313
　镇压和革命 315　被围攻下的中华帝国 317　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 317　太平天国起义 321　失败的
改革 322　日本的转型 324　从德川幕府到明治天皇 325　明治维新 326第33章  世界帝国的建立 333　帝
国的建立 334　帝国主义的动机 334　建立帝国的手段 338　欧洲殖民帝国 339　印度的不列颠帝国 340
　中亚和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扩张 341　瓜分非洲 343　欧洲在太平洋的帝国主义扩张 349　新兴帝国的
崛起 352　美国在拉美和太平洋的帝国主义扩张 352　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 354　帝国主义的遗产 355　
帝国与经济 355　劳动力移民 356　帝国与社会 358　民族主义和反殖民运动 360第34章�大战：混乱中的
世界 371　走向战争 373　民族觉醒 373　国家间的对抗 374　谅解与结盟 376　全球战争 377　八月枪
声 378　互相残杀 379　全面战争：后方 383　为国家而死是种荣耀 384　东亚和太平洋的冲突 387　非
洲和西南亚的战争 388　战争的结束 389　俄国革命 390　美国参战与轴心国的失败 392　巴黎和会 396
　对欧洲优势地位的挑战 400第35章�焦虑的时代 405　探索文化领域 407　战后悲观主义 407　物理学和
心理学的成就 409　艺术和建筑的实验 411　全球萧条 414　大萧条 416　绝望与政府行动 418　经济实
验 418　对自由秩序的挑战 420　俄国共产主义 423　另一种选择——法西斯423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424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 425第36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认同 433　亚洲自治之路
434　印度寻求地方自治 435　中国对新体制的探索 437　日本帝国主义 441　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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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非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443　殖民地经济 445　非洲民族主义 446　拉丁美洲与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449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影响 1075　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 451　与“睦邻”的冲突 453第37章�新
的战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 46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462　日本在中国的战争 464　意大利和德国的
侵略 465　全面战争：世界处于战火之中 468　闪电战：德国占领欧洲 469　德国入侵苏联 470　亚洲和
太平洋的战争 471　轴心国的失败 474　战时生活 479　占领、通敌和抵抗 481　大屠杀 1107　女性与
战争 485　既没有和平也没有战争 487　战后和解与冷战 487　世界的重建和联合国 490第38章�两极世界
497　两极世界的形成 498　欧洲的冷战498　在朝鲜和古巴的对抗 501　冷战社会 505　对超级大国霸
权的挑战 511　欧洲存在的蔑视、异议和干涉 512　中华人民共和国 513　缓和和超级大国影响的衰落
516　冷战结束 519　东欧和中欧的革命 520　苏联的解体 522　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524第39章�帝国的结
束 529　亚洲独立运动 531　印度的分治独立 531　越南的民族主义斗争 536　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问
题 538　非洲的非殖民化 541　将法国驱逐出北非 542　黑非洲民族主义和独立 543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
洲的自由和冲突 544　独立后：后殖民时代的长期斗争 548　亚洲的共产主义和民主 549　伊斯兰教在
西南亚和北非的复苏 552　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 555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战争与和平 560第40章�
没有国界的世界 567　全球经济 569　经济全球化 569　亚洲的经济增长 571　贸易集团 572　文化交流
和全球通信 574　全球的“芭比” 575　消费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576　存取时代 577　全球问题 578　人
口压力和环境恶化 579　经济上的不公平和奴役 583　全球性疾病 585　全球恐怖主义 587　解决全球问
题：国际组织 590　跨越界线 592　妇女的传统和女权主义挑战 593　移民 597　跨文化的游客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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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种姓制度出现并且促进印度社会组织的形成的时候，特殊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也初具规模。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候，他们的传统思想和信仰因为适应一个动荡社会的需求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在他们到达印度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他们力图在次大陆谋求一席之地，这些固有的传统起到了很
重要的作用。
然而，当雅利安人扩散到整个印度，与德拉维人融合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了新的宗教思想，对他们来
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雅利安人的传统思想与德拉维人的信仰和观念的融合奠定了印度教的基础，这种宗教在整个印度以及
东南亚的部分地区盛行了两千多年。
　　雅利安人的宗教　　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其他地区一样，印度的宗教观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状况。
例如，在雅利安人迁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雅利安人扩散到旁遮普和印度其他地区，他们经常与德拉
维人发生争斗，甚至他们内部也存在争斗。
收集在《梨俱吠陀》中的赞美诗、歌曲和祷文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雅利安人这个时期的观念。
　　《梨俱吠陀》中的主神是因陀罗，他有着狂暴的性格，好战而善饮。
因陀罗主要是一个战神。
雅利安人把他描述为能发出响雷，引导他们冲向敌人的神灵。
因陀罗也具有驯良的特征：雅利安人把他与天气，尤其与能浇灌庄稼和土地的降雨联系起来。
雅利安人也尊崇许多其他的神，包括太阳神、天空神、月亮神、火神、健康神、疾病神、黎明神和死
神。
因陀罗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早期吠陀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状态。
　　尽管雅利安人非常尊崇因陀罗和他的军事领导地位，他们的宗教并没有忽视道德。
他们相信瓦卢那神在天上的王宫里执掌天庭，俯视大地，注视着凡人的行为，维持着宇宙的秩序。
瓦卢那和他的助手们鄙视撒谎和各种恶行，他们给作恶者以严厉的惩罚，包括让他们生病和死亡。
他们把做恶者的灵魂送到地下的“泥土之屋”，一个阴郁的、悲惨的、罚恶的世界；行善者的灵魂能
够进入雅利安人的天堂，即“诸父的世界”。
　　然而，在早期吠陀时代，这种道德关注是雅利安人宗教中一个相对不重要的方面。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恰当地履行牺牲仪式，雅利安人希望通过这些仪式获得神
的恩泽。
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候，这些牺牲变成了复杂而繁琐的事务。
它们包括屠杀数十甚至上百头特别准备的动物——从雅利安人的畜群中选出的牛、绵羊、山羊和马匹
；祭司们吟唱神圣而神秘的圣歌，祈祷者喝下苏摩酒，这是一种引起幻觉的调和物，能让人感觉到力
量和神的启示。
雅利安人相信，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的神来到地上，与祈祷者们一起吃喝。
雅利安人用大量的、频繁的牺牲来取悦神灵，他们期待神灵们保证他们获得军事胜利、家丁兴旺、长
寿和充足的畜群。
但是，这些恩赐要求对宗教仪式时时关注。
而对神灵给予恰当赞颂的要求，使得婆罗门祭司每天履行的牺牲仪式不少于五次，这是一种耗时、费
财的义务。
　　吠陀时代晚期，雅利安人的宗教思想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几个世纪过去了，许多雅利安人开始对吠陀的牺牲仪式不满，似乎牺牲越来越成为一种枯燥的仪式，
却不能与神灵进行真正的交流。
甚至婆罗门也开始对这些仪式感到不满，因为它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归属感。
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开始，许多善于思考的人离开了他们的村庄，退避到恒河流域的森林中。
他们在那里隐修，思考人、世界和神灵之间的关系。
他们反思吠陀，找寻对文本的神秘理解，他们吸引了一批同样渴求精神信仰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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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神秘主义者从德拉维人的宗教信仰中获得相当大的启发，后者经常崇拜与丰产和产生新生命
有关的自然神。
德拉维人也相信人的灵魂在肉身死后转化成一种新的物质形式。
灵魂有时转化为植物或动物，有时寄居在新出生的人的躯壳内。
灵魂能够经历轮回转世的观念——灵魂在肉体死亡的时候能够离开，经历新生与另一个肉体结合——
激发了这些思考的人，使他们试图理解支配灵魂命运的规律。
结果，一种非凡的宗教思考的传统出现了。
　　插图说明：　　因陀罗骑在一头大象上穿过云层，一名随从拿着他的旗帜在他旁边；图的下方，
是国王和他的臣民人崇拜一棵圣树。
　　雅利安人和德拉维人观念的融合　　这种传统的迹象已经出现在《吠陀》里，但是《奥义书》对
此做了全面的阐释。
《奥义书》出现在吠陀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800－前400年间。
（《新奥义书》直到公元5世纪还不断出现，但是最重要的内容是在吠陀时代晚期编撰的）。
“奥义”（Upanishad）这个词直译为“在前面就坐”，指的是信徒们在一个哲人前面围坐探讨宗教问
题。
大多数信徒是男人，但也有例外。
比如，噶尔基?瓦卡纳维就是一个妇女，她不断向一位著名的哲人亚纳瓦克雅提出疑问，后者曾因为无
法回答而感到恼怒。
《奥义书》通常采用对话的形式来探讨《吠陀》以及信徒们提出的宗教问题。
　　《奥义书》教导说，表象具有欺骗性，个人实际上不是孤立存在的。
相反，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宇宙秩序中去，形成宇宙灵魂（即大梵）的一部分。
物质的世界是变化的、不稳定的和虚幻的，大梵是所有存在的事物持久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基础——
因此是唯一真实的存在。
《奥义书》的作者们相信，人的灵魂生在这个物质世界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很多次：他们相信灵魂
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人的面貌出现，但有时也会作为动物，甚至也可能作为植物或者蔬菜出现。
然而，个人灵魂的最高境界是脱离这种生与再生的轮回，与大梵永久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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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写一部世界的历史，从古至今，一直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和使命。
从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波里比阿的《通史》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学家的这种雄心壮志
，尽管他们笔下的世界距离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非常遥远。
到了中世纪，历史学家们书写世界史的使命感更为强烈，在他们眼中，人类也是上帝的造物，他们的
历史写作就是为了昭显神的意志是如何在人类历史中展开的，因而构建了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编纂
体系。
到了启蒙思想家们的笔下，书写世界历史的传统依然延续，只不过，神学指导下的历史，变成了理性
的、进步的和世俗的人类历史。
到了19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时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欧洲体系渐渐形成，“国家”的、“民族”的历史地位凸显。
比如，兰克笔下的《世界史》关心的不已再是人类普遍的历史，而是突出民族国家、突出欧洲各国之
间的国际关系。
同时，欧洲在全球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许多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有意或无意地以欧洲为中心
来审视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也就要求历史学家
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因此，“全球史”（global history）、“人类史”（universal
history）、“整体史”（ecumenical history）这样一些名词应运而生。
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史观也成为观察世界的一种新方法。
体现全球史观念、比较有影响力的通史著作，首先应提到的是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1967）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1971）。
这丽部著作都具有针对性，其主要特点是反对欧洲中心论，关注非西方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和文
化的地位、价值，关注跨文化互动的作用。
他们在书中所标举的“全球史观”，注重历史比较和多学科综合方法的运用，提倡跨国家、跨学科合
作，这样一种强调“整体历史视野”的世界史编纂方法近几十年来蔚然成势．无论是对历史学的专业
研究者，还是对普通的历史爱好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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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展现了他对历史材料过人的组织和表述能力。
这本书的视角很让人喜欢，而且我的学生们也很欣赏书中使用的地图、插图等视觉资料。
最吸引我的是，作者对世界史的把握和处理恰到好处，内容全面综合而又不失结构的平衡。
　　——Keith Pacholl，State University of West Georgia　　《新全球史》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本特利和齐
格勒深入浅出的文笔。
全书视野广阔，论述内容纷繁，但叙述清晰简明，在完整呈现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同时，并没有给读者
造成阅读的负累。
两大主题是它的亮点，尤其是“交流”这一观念颇具特色，读者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
的联系。
　　——Sherri West，Brookdale Community Colledge　　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本世界史。
　　——Bruce Castleman，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不少号称世界史的图书只不过是加入了世界历
史内容的西方文明的教科书，但这本书不一样，完全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史”。
　　——Damel Miller，Calvin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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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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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