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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茫茫宇宙，小小寰球，麇集着数百个民族国家。
如果说他们都是从伊甸园中走出的人类群体，或是同为非洲古猿的后裔，缘何有的至今居住在原始森
林中的简陋草棚，有的却摩天大楼林立；有的国富民强，社会和谐，有的却战乱不已，无法止息。
更令人感慨的是，从史前开始，有的相邻部族与民族之间就开始彼此攻伐，战火从数千年前烧起直到
今天仍绵延不绝，是什么缘由导致如此水火不容？
除了彼此直接的利害冲突的缘由之外，另有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操纵着邦国的兴衰浮沉和民
族间的修好与恶战，这就是文明类型的选择。
一个国家与民族在两种语境中会格外关注世界文明的兴衰浮沉：一种是国家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
，如中国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大举入侵，国家处于危亡之中，这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格外关注世界文
明关系的研究，使国人睁开眼来看世界。
另一种境况相反，即在国家强盛发达的进程中，会寻求与世界发达文明的相交，如中国西汉时遣使访
大秦诸国，加强与异己文明之间的联系。
当代中国同样属于后一种情形，21世纪的中华文明复兴使我们必须关注世界文明。
这是一个世界文明风云变幻、气象万千的时代，中国人将如何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把握民族文
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挂云帆，济沧海，乘风破浪，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无不需要一种历史的明
鉴与前瞻。
比较文明史即是一门研究世界文明体系形成历史和主要特点及它们之间互相关系的学科，它通过比较
的视阈与方法，对各民族文明的演进规律与历史联系进行研究，揭示人类文明的差异、总体特性与发
展趋势。
它肇始于20世纪，无论对于中国与世界，都是一门新学，但必将大成于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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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类型生死起灭，自进入文明阶段以来，无数民族万余年间兴亡替代。
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可以从比较文明史的视域楿到深层次的考察。
本书即研究世界文明体系形成历史和主要特点，以及它们之间互相关系，通过比较的视域和方法，对
各民族文明的演进规律与历史联系进行分析，揭示人类文明的差异、总体特性与发展趋势。
　　本书以比较文学、比较文明研究与世界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的代表人物，中国比较文明学的奠基人。
已出版学术专著有《比较文化学》、《东西方比较文学史》、《西方文化概论》、《东方文化史》
等13部。
主编丛书有《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丛书》、《往事中国》等。
在重要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比较文明研究》等数十种
刊物发表学术论史120余篇，七次获得省部级以卜科研奖。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
中心重大课题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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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公元前7000年开始，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开始手工制造陶器，陶器的彩绘与图案与乌鲁克文化相近
。
公元前4500年前后，可能有一个外来民族进入这一地区，这就是埃兰人，埃兰人进入扎格罗斯山西南
部，在波斯湾附近今日伊朗的胡泽斯坦省一带定居下来。
对埃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雅利安人种，也有人认为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迁
移过来的民族。
埃兰人建立了苏萨城，冶炼铜器，他们使用楔形文字记录了埃兰语，这种语言尚未被破译。
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埃兰步人文明社会，出现社会组织与阶层分化，建立起了一些小城邦国家
，如阿旺、安善、西马什和苏萨等，这些小国家基本上是奴隶制城邦国家，其中苏萨等城邦是两河流
域最古老与发达的城邦，所以埃兰被西方学者归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如果从这种文明所在的地理
位置而言，它应当属于古代波斯，是波斯的起源地。
埃兰的苏萨城位于印度河文明与苏美尔文明之间，甚至远窥中亚与中国，是古代文明之间最早的贸易
中心，《圣经》的“创世记”、“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等篇章中都记载了苏萨
城。
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考古学家们挖掘了苏萨古城，这座古城在波斯湾北大约130英里的地方，位扼从
海湾到山口的咽喉，是美索不达平原与东部沙漠的交接处，沙漠周边是良田万畴。
向北是通向中亚的山口，东边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中西部就是扎格罗斯山脉，西部是大平原。
这里资源丰富，盛产大理石、铜、铁、铅、金、银等，特别是雪花石和红玉髓是这里的特产，也有的
史书上写这里出产青金石，据我看来，可能是一种误解，青金石主要产地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山地
，可能是运经这里或是运来出售，所以后世的史书竟然将这里误认为是青金石的产地。
无可怀疑的是，丰富的矿藏与木材对于资源并不丰富的两河各民族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苏萨地区历来是各民族争夺的中心地带，它最早受到两河先进文化影响，使用楔形文字，对于东西方
文明交流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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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文明史: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即研究世界文明体系形成历史和主要特点，以及它们之间互
相关系，通过比较的视域和方法，对各民族史明的演进规律与历史联系进行分析，揭示人类文明的差
异、总体特性与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历史文明类型生死起灭，自进入文明阶段以来，无数民族万余年问兴亡替代。
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可以从比较文明史的视域得到深层次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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