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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先生作为海内外公认、卓有建树的中国古代史学家，与国内其他史学家极大不同的是：他的视野、
视界、视点决不拘泥于中国和中国历史本身，而是拥有全球性世界视野；他的学养决不止于历史学本
身，而广及经济、文化、社会、文学、艺术、宗教，乃至地理、山川、现代科学技术。
    本书以中国与世界、中国的特质、历史与变化为主题，荟萃许倬云先生多年来具有其个人特色的史
观、史识、史德、史才、史情等诸多方面的精粹文章。
读其书，念其人，面对许倬云先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五十多年来治史形成的史学观、治学观，我们
不得不赞叹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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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从历史看管理》《西周史》《求古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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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与世界从中国历史看世界未来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是讲故事。
什么雍正王朝啦，康熙大帝啦，其实，历史并不完全是这样。
我做的历史工作都牵涉分析：把历史材料从观察的角度组织起来划分类型，再拿类型作比较，观察不
同类型之间有什么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意义安在，同时将类型与实例比较。
历史是一种阐释解释过去对今天的意义。
我眼里的历史不但有个人，更有那个时期所有的人。
在我看来，个别的人没有全体的人作用那么重要。
历史不等于人物传记，也不等于考证，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它是一种解释工作。
观察历史的变化，有两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是时间，历史从古到今按时间的演变。
通常是分期观察，而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按朝代划分二十四史，一朝一朝发展过来，这是中国独特的
一种断代方式。
西方也有朝代，不过他们远不如我们看重朝代，因为他是多国体制。
像非洲的一些国家根本就没有朝代可言。
印度人对时间的观念一向不是很清楚。
日本的王朝号称从古至今只一个朝代，其实也仍有政权的嬗换。
因而中国的朝代划分在世界的历史学中也是独树一帜，中国学者因此对朝代也很看重。
我这里介绍三种从时间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发展的观点。
第一个历史发展变化，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变化演化论。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人类历史的发展被分为五个阶段。
第二，历史中有生命的循环，如人的生老病死。
一种文化的诞生、繁荣、衰落、终结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轮回。
一种文化周期完了，另一种文化周期开始了。
第三，中国有“三世”之说：从最古老时候的“大同世界”到“小康之世”再到“据乱之世”。
这三种方法，都是以时间为顺序划分的，是历史界最常见的划分法。
另一种区划法是以空间划分，以不同的地区内的人物、事件以及它们的变化组织成历史。
一位地理学家说过：不同的地理条件，就有不同的变化形态出现，每一种变化形态都与它的自然资源
相配合的。
汤因比说得更为明白，他说世界上共有21种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特点。
汤因比特別强调历史变化中的刺激与反映：一种类型存在，既有内在的无产阶级与当权派的冲击，也
有外在的无产阶级与内部的冲击，这些都导致类型之间的转换。
这些变化和冲击不是在演化中出现的，而是以外来或内部变化的力量为动力的，这就不是单项的进化
，也不是以时间为轴产生的变化，而是平行的、同时的、若干不同的族群彼此来往冲击而产生的变化
。
这几种类型我仅举几个例子。
实际上许多历史学家归纳时都不知不觉地使用这几种类型。
比如梁启超先生在汤因比之先也提到过演化和冲击两种类型。
历史学家把时间和空间综合起来讨论是常有的事。
我下面举的三个例子，它们的素材都是史前的历史。
中国有一位重要的考占学家苏秉琦先生，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十余年来发展一套理论，用区系类
型把中国各地区的历史划分成各种类型。
这些类型之间有碰撞，也有渗透。
相邻近的小区域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之后，形成了六大块或七大块文化区域。
他特別强调，一方面小类型自身有演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有类型与类型之间碰撞产生变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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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先生的工作在中国的考古学上有重大影响：以往的单线演化论已经难以应付越来越丰富的历史材料
，苏先生的理论使得以往无法归划的材料理出了次序。
傅孟真，也就是傅斯年先生，是我以前所在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
他在中国历史的朝代史之外建立了一套新的历史解释方法。
他说，中国历史在最早的传说时代，不外乎东边的“夷”和西边的“夏”。
他们彼此对立冲突，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后中原终于融合为一体，历史冲
击的力量转为南方和北方的对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对立。
有北方往南的政治力量，也有南方往北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冲突与融合的过
程。
傅先生这一组织历史的方法，也是以时间为纵、空间为横的立体的历史方法。
梁任公先生则是以中国文化圈逐步扩大为线索来解释中国历史。
他说，传说时代（梁先生的时代还没有考古学，只能用 “传说”来替代）的中国正要聚合成一个完整
的中原（今之河南也）。
到了夏商周时代，中原逐步扩大，包容了今天山东省、山西省和陕西省的一部分。
 “中原”的中国逐步扩大，到了秦汉时代，就变成了“中国”的中国。
在“中国”的中国，中原及中原周边的文化互相激荡，互相融合，构成了秦汉的秩序。
之后“中国”的中国继续扩大，把周边其他部族及文化也吸收进来，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东亚”
的中国。
随着成吉思汗的狂飙和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开展，中国对外移民，文化对外扩张，册封制度使中国的文
化力量延伸到日本、朝鲜，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被周边模仿。
这时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
中国文化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扩大，包含着中心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融合和冲突，文化力量、经济力
量和政治力量的伸和缩、进与退。
这同样是一个有时间、空间与立体的历史。
梁先生据此预言将来会出现一个“世界”的中国。
所以，历史不单单是讲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而是一种视角一种方法，它考察我们的过去， “以史为
鉴”预测我们的未来。
对待历史，要有开阔的视角，不要局限于谁打败了谁、推翻了谁，或者某个漂亮女子终结了某个王朝
。
我常常为那些漂亮女子感到冤枉！
她们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终结一个王朝，都是那些饭桶男子没搞好，反而怪罪那女子。
下面我讲的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模式”。
我特別挑了一段来讲，目的是对事情发展的后半段即未来的格局作一个对照。
中国的西周时代的体制，是封建体制。
周朝的王子们，带着夹有商贾的军队开到疆外，建立兵城；和当地的土著合作，封土著首领为贵族，
吸收土著的军队整编成同盟，戍守的兵站成为都城，这样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就成了封国的基础，形成
了周人的封建体制。
大家注意：这个封建体制只是一个一个的“点”，尚未连成“面”。
“点”是有限的，“点”与中心的纽带是通婚、册封、分配上地，由此构成一个面。
这个“面”的结构是不稳定的。
周朝的封建秩序是靠最高层封建诸侯，再由各地的诸侯控制各地人民来维持的，像宝塔一样的社会结
构。
仅在上层人物中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礼仪和法制。
统一的文化仅限于上层，中下层的文化非常七著化，上下层绝少交流，尚未实现真正的同化。
到了春秋时期，周朝衰亡，各地诸侯群雄并起，不再受中心的控制，并建立起各自的国家。
这时候，各地的统治者开始关心自己的臣民，当地的文化开始向上层封建文化交流。
这时每个国家都开始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方言、起居方式、饮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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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方性的政治局面就是从统一制度崩解下来而形成的列国制度。
列国制度维持了很久。
在这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里，每个国家都要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重组自己的秩序。
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尔疆我界，征战不休，在战争中形成列国体制，上层文化不断向下渗透，在内部构
成一个新的认同，构成各国的本：上文化。
18世纪到20世纪的世界格局也是如此。
最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变化，也是各地逐渐建立起民族国家，使原先共有的文化地方化。
比如欧洲曾经有共同的语言拉丁语，由教会带到各地，后来逐渐演化成今天的英语、法语、德语，等
等。
这种趋势自18世纪开始从欧洲一步步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从合而分，构建出一个地方的民族，之后又对外扩张、渗透，又构成一个新的“合”的局面。
例如英国对外殖民扩张，形成了大英帝国，之后各地又抗争，摆脱殖民者的控制，形成了一个个独立
的国家，进入了另一个“分”的局面。
这个过程和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似。
这些古代列国的体制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第一，他们都有一群新兴的知识分子，如孔子、孟子、墨了、荀子，等等。
他们所处的地域不同，却讨论着同样的问题：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用不同的理智来治理共同的人性，
什么叫“人”，什么叫“社会”，什么叫“政治”。
知识上共同的需要导致了各国共同的知识阶层出现，他们之间通过旅行、著书、书信等手段互相接触
。
另外，各地通过贸易而互相学习，文化上地方色彩和共同色彩同时出现，艺术上如此，文学上如此，
文字上也如此，经济也相对统一。
这是将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先决条件。
天下文化统一的意识已经存在，各国对“天下定于一”没有争执，只是“定于谁”的问题。
第二，东亚文化圈。
西鳩先生是一名日本学者，他说东亚有一个共同处：从学习中国而得来的各自的制度。
中国的册封制度，使中国的律令、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法律传播到东亚各处。
比如日本、朝鲜、越南，他们都使用汉字，都有儒家思想，都有华化的佛家思想。
这些反映出由于互相传播，从一种文化系统，可以构成一个內部大同小异的大文化圈。
大文化圈和中心文化圈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几个基本的假设是一致的，可以存留很久。
另一位日本学者觉敏义，他说东亚的汉字文化圈还加上冲突的对象，北方有与草原文化的冲突，南方
有与海洋文化的冲突，这个圈子就更大了。
太平洋地区有三层圈：中国文化为内圈，东亚文化为中圈，北方草原文化和南方海洋文化是外圈。
西嶋、觉敏义和梁任公诸先生解释的圈都是共同一种方法。
他们强调“外来，’文化冲击力量之强大，可以在其移植的地方成长出新的非常有活力的文明。
“天下国家”和“东亚文化圈”，我以为是中国文化的两个发展模式，现在以此来看我们当今的世界
格局。
不可否认，现代的世界最大的文化冲击不是出自中国，不然我们不会穿西装打领带。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中心。
欧洲这个中心也是逐渐扩大的：由爱琴海的希腊渐渐扩大为东地中海的希腊，由城邦文化圈扩大成希
腊文化圈，再扩大成地中海罗马文化圈：一直扩大到欧洲大陆的罗马文化圈，后来又分崩离析，形成
西欧和东欧，构成了欧洲文化圈；然后跨过大西洋，形成了大西洋两岸的欧美文化圈。
现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感受到了欧美文化圈的压力。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除了今后未知的以外，以前的发展模式，不是和梁启超先生所讲的“中国文化圈
”一样一步一步扩大吗？
欧洲的列国体制比较靠后，而中国的列国体制比较靠前。
中国构成了天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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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以后，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国家笼罩着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时间长久且没有中断。
欧洲则不同。
中国人脑子里天生有一种“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 “天下”是一直存在的。
而欧洲在教皇时代有一个“神的世界”：天上的城是上帝之城，地上的城就是罗马，罗马有两层，一
层在上面，一层在下面。
希腊是由“城”一步步扩大成一种文化势力的，中国则是“国”，两种观念不一样。
文化起跑的时候，中国是以“国”为起跑点，欧洲则以“城”为起跑点，所以我们是“天下之国”，
他们是“上帝之城”。
从一个小单元逐渐扩大到跨洲跨洋的大单元，不仅是中国一个特例。
欧洲一样也有，只是他们的列国体制分裂之后，一直未等到第二步的重合，而中国合成了“天下国家
”，并从秦始皇一直维持到今天。
下面是我们的问题。
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如果全球性的秩序正在来临，有没有征兆？
有，非常清楚。
前二十年还没有这么清楚过，今天非常清楚：世界性的天下国家正在形成，上帝之城没有了，有的是
人类文化的共同城“网”的网络，这网络正在把全世界都收揽进来。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都不太清楚，现在看到了端倪。
第一个端倪是经济的全球化。
二十年来出现了两个新事物：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一个商业公司的生产分布在世界各地。
福特、三菱等，在不同地方生产、组装，然后送到各地销售。
多国公司，由许多国家共同投资。
人们在美国住旅馆，不同的旅馆往往属于同一个大公司麾下。
我们打电话，Bell电话公司是一张大网，这个大网已经延伸到日本、欧洲和香港特区，这张网是多国
共同投资的。
现在我们海峡两岸虽然还没有直通，可是台湾的华航和大陆的东航已经共同投资，准备成立新的航空
公司。
商业的“网”出现在二十年前，迅速地扩大，过去很清楚谁赚谁的钱，现在好像每个人都在赚別人的
钱。
第二个端倪其实源头很早，是原子弹。
原子弹于1944年发明，1945年美国丢到日本头上去。
后来一步步升级，从原子弹升级到热核子。
核灾难的“网”，核灾难的阴影，笼罩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谁也不敢打仗。
核灾难的阴影最终是“以战止战”。
二战以来，没有全球性的冲突，只有局部的小战争。
这个阴影是全球性的，使所有人感觉到命运与共。
第三个端倪，人类命运与共的是环境。
火山爆发，火山灰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的酸雨可以飘到华盛顿，美国的酸雨可以飘到欧洲。
自从原子弹的阴影扩散开来之后，环保意识才被重视起来，大家意识到许多东西是人类命运与共的。
资源上的共享，资源上的流转，迫使大家不能再分你疆我界。
但最终的统一等待着一个新事物来完成。
直到网络的出现——nct.conl。
现在.com是无所不见的，.com造成了一个新世界、新时代。
各位都是.com时代的人，是我原始人。
我的朋友见了电子计算器就躲得远远的，他怕触电。
你们和我们已经是两种人了，你们是新时代的文明人，我们是旧时代的原始人。
中国历史特质我用三个层面来讨论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吃饭穿衣、观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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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我从这三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个层面，我找出的特征是，精耕细作的农业，这是一种小农经营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
虽然世界上精耕细作的地方很多，但是以中国这样大规模长期延续的传统来说，则不算多见。
什么叫粗放，什么叫精耕，我先解释一下。
粗放的意思就是土地很多，土地的肥力基本上也够。
土地面积大，肥力足够，人力却不够，那么，收获靠大面积的种植，单位面积产量都不大，这个办法
也可取得一定的收获。
精耕细作就是，用大量的劳力在有限土地上，使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总产量也达到一
个数目。
换句话说，是用劳力去换土地面积，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
虽然中国人的农业与其他国家的农业一样，开始的时候都是粗放经营。
最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大致属于游耕，就是在生地上砍树伐根，挖松土壤，然后种庄稼；收获一
熟或两熟，到三熟就不能用了，必须换一块生地垦荒。
原来那块土地抛荒了，长杂草长灌木，这是非常粗放的经营方式。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亦复如此。
至于根茎类的植物，例如番薯，种植方法又不同了。
中国古代栽培的谷类作物，北方是小米，南方是稻米。
世界上主要的几种农作物的谷类，中国占两项，这两项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在中国驯化的。
北方小米耕种地区，最早的起源地应当是在太行山麓。
大米的起源地，过去以为是在浙江沿海一带，在河姆渡。
现在我们知道，是在湖南、湖北的大巴山的小山丘田下面。
云梦大泽，今天的湖南、湖北以及江西，古代是一个大内海，古代稻作遗址就在云梦大泽的边缘上。
我说到这里为什么要特别详细呢？
小米与稻米都需要相当多的人工，如果粗放耕作，收获量是很低的。
到了春秋的时代，中国农业就进入相当程度的精耕了。
中国的人口经常相当众多，至少有局部性的高密度。
古代春秋时期，中原一带人口密度相当大。
人口多，土地不够，使中国老早就有一个精耕细作的传统。
到战国时候，精耕细作农业已经具备复杂的耕作方法，包括用肥、除虫、选种；作物要求分布均匀，
作物挤得太挤，地不够，作物分布太松，浪费土地。
作物没有一定的规格行列，不能通风，也不易灌溉。
中国这一类的传统，包括上面讲的田地经营管理，在战国已逐渐发展。
中原一带以及江汉平原，基本上都已有精耕农业。
到了汉代，农业总产量与单位面积的产量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单位面积就是一定面积地上出多少粮食。
到汉朝的时候，单位面积的生产量可达现在产量的百分之七八十。
那时没有化学肥料，用的是有机肥，包括草肥、动物的粪便、河底挖出来的淤泥。
汉代也知道怎样改良土地，酸性的土壤去掉酸性，碱性的土壤去掉碱性。
灌溉方面，有蓄水，有深井，有很具规模的灌溉系统。
灌溉不仅供水入田，还以水洗田，使碱可以洗掉。
所以汉代才有那么高的产量。
汉代也发展了套耕与轮耕。
什么叫套耕？
一种作物没有完，第二种作物就开始了，借用第一季的作物行间的空地，种植第二季的作物，第一季
的作物等于做了第二季作物的温室，第二季的幼小作物有保护的环境，又能保温保湿。
什么是轮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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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作物轮流种，使用不同的肥力，这些都是非常精致的做法。
精耕必须花费相当大量的劳力。
忙季的时候需要的劳力非常集中。
耕种时候，犁地翻地。
播种的时候好一点，但是要匀称地播，还有除草等工作。
田间的经营管理是季节性的，收获是赶时间的，这些情形使得农户必须要掌握一批劳力，否则不能应
付劳动需求。
土地经过适当的经营管理就可以持续使用，地力不但不会被利用殆尽，还会继续不断得到改良。
中文“生地熟地”，“生土熟土”，即是指土壤有没有经过改良。
经过经营管理，土壤已经改良到一个程度，不是原生土壤了。
别的文化中没有这个观念，用过的土壤就失去了肥力。
中国人的观念中，长期用过的土壤是好土壤。
大量劳力的介入，使人们留恋这块田地，灌溉设施不能变，熟土不舍得丢掉，这些都是中国精耕细作
的特殊情况。
宋代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魏晋南北朝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减少，所以精耕的传统水平逐渐下降。
本来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变成密度较低，是人口的移动使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减少。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精耕水平在降低，到宋朝才再度增高。
宋朝的若干地区有高度集中的人口，农业进一步改良，使宋朝的单位产量也提高了。
但是究竟高了多少，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单位的产量究竟有多大，就有
不同的说法。
就算最保守的说法，宋朝在若干地区，比如江南，单位面积产量几乎与近代台湾的单位面积产量差不
多。
这是很大的进步，这种精耕细作，使得中国可以保持长期的大量人口，高产量的农业能维持庞大人口
，这些人口都在农村，不在城市，那时的城市不需要这么多劳力。
相对于庞大人口现象的，就是手工业的问题，《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各种各样致富方式，做牛肉干
，做酱，都可以成为大富翁，就等于今天麦当劳一样。
假如照《史记》以及汉初文献反映的情况而继续发展，说不定在中国早就有资本主义了。
资本主义未在古代中国出现，缘故在哪里呢？
汉武帝以后，以城市为基础的生产业衰落，生产转向到农村里面去。
当时国家的权力强大，国家有几种原因不喜欢工商业发达：第一，强大的经济力量可能与政权对抗；
第二，大量人口在城市集中，社会上可能发展出民间势力，政府也不喜欢；第三，国家对外有战争，
对内有公共建设，国家的一般税收不足使用，便转移压榨工商业。
汉武帝的时候，城市基础的工商业基本上都毁掉了，商人付不起税，付不起罚金，也无法积累财富。
地方豪富不能在当地生根，必须搬到首都里，或者被发配边疆。
这些都是国家权力压缩社会力量的手段。
城市基础的工商业被毁以后，手工业转入农村。
这一情形也是其他文化的精耕细作里不太见到的例子。
我们拿其他国家来比较：法国的农业也是精耕细作，而且有高价位的经济作物，比如说，种葡萄制作
酒；意大利种橄榄榨油，也是高价值的经济作物，也是高度精致的农业。
但是法国、意大利都没有出现强大而根深蒂固的农舍工业。
什么叫做农舍工业？
就是手工业的生产在农民家里进行，农村就是作坊。
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被毁掉以后，乡村里反正有大量的劳力闲置，大量劳力在不均匀的季节性分布的时
候，闲季无处可去，手工业是另一收入来源。
男耕女织，女织不是一年到头织的，在农忙时一样下地。
连七八岁的娃娃在农忙的时候一样下田做事情，每一个劳力都要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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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闲的时候，这些次级的劳力就转移到别的方向。
大雪覆盖，无事可做，家里必须做别的事，重劳动力也要回来做手工业的生产者。
从汉朝开始，中国的农村就负起了中国手工业很大的部分，明代晚期到了巅峰。
这时候城市有了相当规模的手工业，并取代一部分农舍手工业。
明朝以后，城市手工业才能平衡若干部分的农舍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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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沧海横流著书有格局　世事难料读史有智慧；一双慧眼静观历史变幻　五十年来治史文章精粹！
许倬云先生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稔西方历史，擅长将其他学科当作精研历史课题的
工具，有如此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人文素养，作者谈论起中国与世界、中国的特质、历史与变化等诸多
关乎世界、历史、人世的大变局，自然是出乎意外而又入乎情理，发人所未发之思，给予我们穿透历
史时空、文化地域的启迪。
——三联资深编辑许医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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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许倬云观世变》的作者许倬云先生精通中国上古史、文化史、社会史，熟稔西方历史，擅长将其他
学科当作精研历史课题的工具，有如此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人文素养，作者谈论起中国与世界、中国的
特质、历史与变化等诸多关乎世界、历史、人世的大变局，自然是出乎意外而又入乎情理，发人所未
发之思，给予我们穿透历史时空、文化地域的启迪。
——三联资深编辑许医农史学能人许倬云，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治史五十多年而形成独特史现。
《许倬云观世变》聚焦于世界变化之大势集中展示了许倬云先生。
沧海橫流著书有格局 世事难料读史有智慧历史本来就是过去的人生，古人经历的喜怒哀乐，遇合离散
，成败兴亡，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又何尝不是时时发生！
？
在旁观时，如能设身其中，体会领略古人的境遇与心情：古人遭逢幸运时，为之欢呼庆幸；古人失误
时，为之悲悯哀矜。
由此感同身受，即于古事少一份苛责，多一份警惕。
要知道，自古以来，万事无时不在变化中，一切因果，有其发展，诸种因缘，俱生纠缠，世上惟一不
变，只有“变化”二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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