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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书共八卷，是由著名经济史学家M.M.波斯坦等主编、剑桥大学出版的一套权威经济史著作，在
西文学术界久负成名。
本书大体来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即是什么因素决定
了是欧洲经济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经济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
中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
第二部分，重点是探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不断扩张的欧洲的工业革
命。
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西文国家经济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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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种观点认为，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比较缺少科学和技术进步。
对这个曾经流行的观点，应该予以批评，这一点人们并没有多大异议。
相反，人们现在很清楚：12世纪之后的那段时期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持续发展的时期之一，甚至超
越了黑死病这个人口和经济的严重危机。
大学的兴起从智力上武装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心，后者大都（但不是没有例外）建立在古代希腊人著作
的基础之上。
从技术上讲，对水能和风能的利用、纺织机械的采用和更有效率的冶金术（第2卷，第408～413页，
第458～469页），再加上更近的一些发明像机械钟、指南针、黑色火药的普及预示着一个生产、贸易
和福利的新时代。
有必要清除中世纪晚期许多科学与医学的学说以便让现代观念和方法拥有它们的地位，而且要对中世
纪工匠的习惯做法进行一番改造以使他们支持现代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15世纪末所取得的成就都要高于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所通行的标准，
正像它反过来要低于19世纪的科学与技术一样。
没有这种中间阶段，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都不可能发生。
　　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决定了我们最初的视野。
因为把科学和技术所有基本的变革都归结于现代心灵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就像仅仅在经济因素的决定
性作用中寻找它们的起源一样，都会造成误解。
像在经济生活中一样，在科学和技术中没有剧烈的过渡时期；它们的情况往往是：变革都是随着新工
艺或观念证实它们自身的价值而逐渐发生的；中世纪的一些趋势得到壮大，而另一些则走向衰落。
　　不过，通常我们这种论述都要对新发明现象给予考虑，这是由于它是现代早期西欧科学和技术发
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它很少在思想或经济生活中以这种方式产生巨大的变化。
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性质之间逐步演变的一个基本方面将成为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它主要关心的是思想家与工艺者，或者用现代的术语说，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现存关系。
通常人们轻易地假设：在中世纪，他们各自功能之间的脱节要为科学的贫乏和技术的粗糙负主要责任
。
根据这种观点，在现代，对这些功能之间密切关系与共同利益的正确评价促进了共同的进步。
科学不再只是纯理论的，正像技术越来越强调进行严肃的研究一样。
因此对技术的精通需要“纯”科学助一臂之力，而且它也是高效生产的必然要求，这已经成为现在的
自明之理。
这种观点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认为它具有以下的含义：技术只有在科学指导的前提下才总是前进，而科
学只有在受到技术需要的激励时才会进步。
　　过去肯定不是如此。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研究自然与为了人类的目的而控制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极其有限的例子
中得到承认，像在治疗疾病时关于药草效能知识的实用性一样。
这种关系不是因纯粹的愚钝而被忽视，而是环境剥夺了它的真正价值。
那时所形成的科学研究形式与混乱的传统工艺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点，以至于它们各自的代表者之间的
密切协作不会有任何益处。
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像15世纪的天文学说应用于航海中需要有一个实用的科学过程的视野，或者从另
一方面看，这时实际需要的视野提示着自然哲学家所能够尝试予以解决的问题。
尽管直到17世纪才开始对贸易程序的系统描述，我们关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许多知识实际上都来源
于学问高深之人对当时工艺的说明。
尽管这些作者兴趣在这些事情上，但他们只是对工匠的方法做一个明白易懂的说明，这显示了这时思
考与行动之间的距离。
　　因此，在科学与技术二者的关系中，在一个能够对另一个真正反思之前，需要一系列漫长的独立
变化和发展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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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要了解严格检验事实、实验方法和在形成一般理论中严谨的重要性。
只有当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有一个牢固的、详细的和实验的基础时，这些科学才能进一步明确技术
方法。
同样，一定规模的经济和技术组织必须在运用科学的机会到来之前就已组成。
大规模生产的形成；对动力的需求、更多精密机械和更复杂的化学过程；竞争的效果和对国家自给自
足的探求，所有这些都必须运转起来以为科学分析和技术的指导创造需求。
这一时期科学与技术各自独立地发展着，直到这一时期末时，实验科学家才最后能够在一些方面为工
业发明充当先导。
在18世纪末，科学与技术开始建立有效的联系，但直到现在，它们各自的内部问题和内部发展远远比
它们之间偶然的相互作用更有意义。
　　在知识的与经济的传统——前者产生了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后者产生了詹
姆斯·瓦特（James Watt）——之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别。
中世纪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极大地得益于对外界知识的吸收，而不是欧洲本土的
发明。
西方科学复兴的先决条件是得到古代拉丁文著作。
这些著作部分可以直接从希腊得到，而更常见的是阿拉伯文译本。
古代穆斯林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著作几乎具有同样的权威性。
而且中世纪欧洲的许多伟大技术革新——风车、指南针和舵、印刷术、黑色火药制造法、纸、丝绸、
镀锡陶瓷——也都是从伊斯兰教国家或拜占庭（Byzantium）进口的。
其中一些艺术品都有从遥远的中华和印度文明传播而来的悠久历史。
几乎直到现代初期，欧洲一直是技术上落后的地区，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采用和提高从更先进社
会学习来的东西。
水能的利用——起初是用于碾玉米，其后用于纺织工业的一些部门——是一个明显相反的例子。
高效的水能磨玉米机是罗马人的发明。
落锤、捣矿锤、波纹管等等都通过挺杆搭在垂直水轮上的轴运转起来，这些似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发
明的，尽管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广为人知。
　　到了16世纪，情况正好相反。
外部的传播与欧洲内部的传播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种内部传播从具有熟练技术、最优秀传统和最富
于创造发明的地区向着那些不发达地区进行。
某些地区像意大利，极大地得益于它们过去邻近外国产品和技术传人欧洲的通道，因而相对于其他地
区形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对创造发明有着更强烈兴趣。
到了17世纪早期，西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占据了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可以用科学
文献的质量和生产规模来衡量，而且可以用伊斯兰教帝国的逐渐退却、欧洲商人对远东贸易的介入、
他们在人口众多、文明悠久的印度与中国进行殖民冒险的成功来衡量。
与西方的这种优势相关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不在这里讨论，但造船和航海方面的优势在陆地与海上战争
中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现代欧洲的经济优势在19世纪达到顶峰，它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建立在由吸收阶段向发
明阶段过渡的基础上的，这是在中世纪末发生的事情。
例如，东方殖民主义的昌盛正是与商品替代条金作为欧洲的出口物相一致。
为了（取得）这种进步，主要的信用贷款被分配给一长串经验主义的发明者和企业家，他们包括了
从15世纪几乎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到工业革命时期尽人皆知的人物。
欧洲的技术是如何发生这样的变革的？
其社会与经济动力将在别处讨论：这里只强调与之相关的一个因素。
在比较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增加私人利益和提高国家威力的愿望都能通过机械的使用、劳动力的减少
、单位生产规模的扩大来实现。
这在17世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与此同时，也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趋势：认为这样的技术进步只有通过长期系统的研究和努力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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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和企业家等等共同认为推动技术进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尽管19世纪前技术很少直接得益于科学，它们的目标与方法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科学家的发现精
神会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作为发明的精神得以再现。
工业前进的步伐会因为认真的研究和实验而加快，却不会因为偶然的智慧火花而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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