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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现代世界史》的作者R.R.Palmer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的两个合作
者J.Cohon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L.Krame。
为斯坦福大学教授。
本书于1950年初版，此后曾经多次增补修订重版，巍为美国出版的现代世界史书中的一部标准教科书
。
和历来许多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书籍一样，本书的书名虽为世界史，但其内容却基本上以只讲
西方（西欧和北美）为主，非洲、中东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东南亚以至拉丁美洲均被排除在核
心叙事框架之外。
西方中心主义乃是西方史学界所挥之不去的一种偏见，是读者不可不察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向中国读者们表明了西方中心论的偏颇；它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西方占
主流地位的历史见解的立场和观点。
以往，“二战”后西方有关世界历史的著作，大多是只写到“二战”的结束为止，而本书则以较多的
篇幅一直叙述到21世纪的开端；这一点有助于我国的读者了解当今西方知识界对于“二战”以后当今
世界局势的看法。
我国解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对于西方知识界的历史观点颇为隔膜，亦正有如西方知识界之并不了解
我们的观点和看法。
双方之间能够做到更多的相互了解，这无疑是一桩有益的工作。
阅读不同思想背景之下的著作，无疑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得到一种更全面和更深人的看法。
本书的最后附有一份“延伸阅读：建议与书目”，长达百页，所著录的书目不下数千种之多，一个读
者自然无法、也无必要全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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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帕尔默等人所著的《现代世界史》初版于1950年，广受好评，其销量在同类作品中始终名列前茅。
它上溯欧洲古典时代，下及21世纪初，娓娓道来西欧如何在数百年里逐渐兴起，创造出一个辐射全球
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诸方面的世界体系。
该书视野宏大，内容广博，论述细密，见解深刻睿智，展示出历史的奥妙与魅力所在。
本册《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讲述了从19世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发展。
这期间的决定性事件是工业革命，它使得欧洲奠定了对全球的统治地位，彻底地改变了世界面貌。
从1870年开始，欧洲达到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均形成了对世界的绝对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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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RR．帕尔默(R．R．Palmer，190．9—2002)，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华
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
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1970)，1990年被意大利林琴科学院授予费尔特里内利奖。
除本书外，另著有《18世纪法国的天主教徒和不信教者》(1939《民主革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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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用“现代化”的视角解读现代世界史
序二现代世界史的标准著作
序三历史教科书的黄金标本
大事年表
第1章　工业、思想与争取改革的斗争，1815—1848年
　1.英国的工业革命
　　英国的农业革命
　　英国的工业主义：鼓励与发明
　　英国工业主义的一些社会后果
　　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
　2.各种“主义”的出现
　　浪漫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激进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
　　女权主义
　　民族主义在西欧
　　民族主义在东欧
　　其他“主义”
　3.堤坝与洪水：国内方面
　　1815年以后的反动：法国、波兰
　　1815年以后的反动：德意志诸邦、英国、
　4.堤坝与洪水：国际方面
　　埃克斯一拉一夏佩累会议，1818年
　　南欧的革命：特拉波会议，1820年
　　西班牙和近东：维罗纳会议，1822年
　　拉丁美洲的独立
　　会议体系的终结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年
　5.自由主义在西方的突破：1830—1832年
　　法国，1824—1830年：1830年七月革命
　　1830年革命：比利时、波兰
　　英国的改革
　　1832年以后的英国
　6.西欧资产阶级的胜利
　　工人的挫折和挑战
　　社会主义与宪章运动
第2章　革命和秩序重建，1848—1870年
　7.巴黎：西方社会革命的幽灵
　　法国“二月”革命
　　1848年“六月起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
　8.维也纳：中欧和意大利的
　　民族主义革命
　　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
　　三月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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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后潮水的降落
　　反革命的胜利，1848年6—12月
　　最后的爆发与被镇压，1849年
　⋯⋯
第3章　大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的强化，1859—1871年
第4章　欧洲文明，1871—1941年：经济与政治
第5章　欧洲文明，1871—1941：社会与文化
第6章　欧洲世界优势地位，1871—1914年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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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这些社会里，对资本的支配，或者关于储蓄、投资和生产的决定，也掌握在少数制订某些中
央计划的人手里。
在欧洲，保护私人财产的各种制度从中世纪起就已经有所发展了。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许多做法也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财产免于被政府充公。
当时，财产的占有被视为个人自立和政治自由的基础。
有些人为将来能够不断取得利润的欲望所驱使，心甘情愿地投资于新的、不可靠的冒险事业。
这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创业的精神。
在欧洲，至少从16世纪起便出现了商业资本主义。
因此，欧洲的工业化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
而西欧以外工业化较晚的国家，则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
在这样的国家里，虽则在前几代的商业和农业中积累了少量的资本，并且出现了少数资本持有者或有
进取心的个人，但要按照欧洲的方法实现工业化仍然是困难的。
如果缺乏西欧所具备的背景条件（在其中，各种政治、社会、法律和组织特点与政治特点一样重要）
，那么它就必须运用其他的方法才能实现工业化。
这通常指的是，革新、规划、决策、监督以至支配权都取决于国家。
西欧工业革命的影响如何？
若从短期即几年内来观察，可以说，工业革命有利于法国大革命中宣扬的自由主义、现代的原则以及
法定权利。
如从稍长的时间，或者说半个世纪内观察，工业化使欧洲较之世界其他地区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力量
，从而导致以帝国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遍布世界各地的欧洲霸权。
从更长的时间看来，到20世纪，工业化招来了报复性的反应。
在此期间，其他国家为了自卫或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都试图迅速实现工业化。
它们一方面强烈谴责西方国家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又在拼命地要赶上它们。
在这些新兴的工业社会中，苏联（直到1991年解体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说居于最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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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暴力革命VS经济革命，谁是持久改变世界的最大推手？
美国寿命最长，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世界史著作，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还是大国兴衰的又一轮
回？
请关注《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没落》。
工业革命是数千年来人类经历的最大变革？
历史上是否有过完全的自由贸易？
军国主义的普鲁士何以最先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
日本为何成为唯一的“非西方”列强？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为何出现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
19世纪末的欧洲人为何倍加推崇战争？
用“现代化”概念来取代“西化”概念，这绝不仅是一个修辞上的问题，而是对观察现代世界的“西
方中心论”观点的修正和突破。
⋯⋯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现代世界”的形成为主线，从“现代化”的新视角来观察近期世界历
史的进程。
罗荣渠，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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