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汤因

比 "的讲座上 #郭馆长从历史和哲学的

复合视野评价了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以

及其为后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随后

在与李宏图和陈恒教授展开的对话中

也向我们进一步展现了汤因比作为最

后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家的精神气象

和对人类文明深切的关怀$

历史与哲学的跨界是
厚度与高度的结合

在郭馆长介绍的汤因比的历史定

位中#%汤因比是历史家和历史哲学家#

但他既不被多数历史家认同#又不大受

哲学家待见#有些两头不讨好$ &正因于

此#汤因比有他的优势'%他对历史的了

解远胜哲学家们#他分析与概括的能力

又超出大多数的专业史家$ &因此#汤因

比比历史家更哲学#比哲学家更历史$

作为哲学专业的学生#汤因比的治学

套路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当今随着学科

的专业化 #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过去的

%文史哲不分家&在今天看来#历史与哲

学的为学风格甚至大相径庭#有的历史

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可能就相当看重史

料的考证#而更少关注历史之于人的教

化作用亦或对人性的关怀#让人读来索

然无味(而有的哲学家在从事哲学思考

时也习惯性地上升到普遍性层面#而忽

视了现实具体的差异# 走向偏执等等$

因此#缺乏历史意识也往往是哲学致命

的缺陷$ 而要做到史论结合#汤因比对

于历史和哲学的大胆跨界启发我们#为

学要取%中道&#有生命有分量的学问应

该是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哲学思辨的

高度$

乱世中抱以对人类文
明的信心与关怀

汤因比酝酿和写作的时代恰逢一

战与二战# 那是欧洲最糟糕的时代#正

是在这样极端的年代产生了认为西方

文明注定灭亡的悲观思想$ 汤因比也受

此影响#但他对人类文明的前途抱有信

心# 这一点正是大哲人的精神气象#如

孔子所处的春秋乱世#真实的历史进程

是鲁国国力不断衰弱) 世道越来越乱 #

而在孔子所著的 !春秋公羊传 "中却是

%鲁愈微而 !春秋 "之化益广 #世愈乱而

!春秋"之文益治&$ 面对乱世#若用理性

去认识历史# 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 #不

会有任何希望#但是按照!春秋"之文的

历史信仰#应然的历史不是以实然的历

史为依据 # 而是存在于孔子的王心之

中#历史现实和哲人理念的巨大冲突表

达的是一种历史信仰$ 在这个意义上 #

汤因比的著作所表达的历史信仰 #即在

乱世中对人类文明的信心与关怀对后

代依然有穿透力$ 尽管时代变了 #但汤

因比书中思想的价值并不会因为时代

的流逝而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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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

汤因比" 结束后两天内#讲

堂共收到十余位听友的微

信提问#经初步选取及上海

人民出版社历史与文献编

辑中心主任孙瑜的评议#最

终产生四个优质提问$文汇讲

堂项目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

士生陈超#带着听友的问题

对嘉宾进行了延伸采访 $

#

)李若宝!如何理解汤

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看法的

转变!

郭小凌!因为汤因比是

西方人#对西方的弱点更熟

悉#所以他对西方的未来不

乐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

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处

于那种进取的状态$而且中

华文明又是唯一一种延续

至今的原初文明#因此他对

中华文明抱有信心$

&

) 关依然! 如果说自

由"平等"民主和人权这些

概念因为被政治借用而有

了意识形态色彩# 因而导致东西方对其

不一致的回应和评价$那我们如何能够剥去

政治话语这层外衣去接近%普世价值&呢!

郭小凌!有纯粹的%普世价值&#因为

我们同为人#有共同的人性$我们在处理

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一定

会产生一些共同的认识#或者方法#我把

它看作共同的价值观$ 我认为表现出普

世价值的地方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而

非被西方一些学者所推崇的普世价值#

那些本来不符合实际# 而且是永远不能

达到的$这是一个抽象的)人类历史上难

以实施的价值$关于民主#我认同古希腊

人的观点#就是各种政体的循环$ 民主)

贵族共和)寡头)君主制都不是历史的终

结#因为他们都有缺陷#都需要不停地修

正$事实上世界上只有良政和恶政之分#

民主分好的民主与坏的民主# 君主制也

分好君主制与坏君主制# 贵族共和制同

样也分好的与坏的贵族共和$ 法国大革

命带来的暴力和破坏性# 是令人极度恐

惧的$我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我认为只有

当妥协)谈判)协商等无能为力的时候#

才能采取政变)革命的方法#最好是不诉

诸于暴力#让历史去选择$

'

)王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不以

国家为单位而以文明为单位' 从历史进

程看$中华文明不仅属于中华本土$对世

界尤其是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

西方文明渐成衰微趋势的情况下$ 中华

文明应向世界提供什么样文明借鉴!

郭小凌!做好自己的事#自然而然就

成为别人效仿的榜样$如果社会的保障)

社会的秩序)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的幸

福指数都在世界的前列# 那你的文明就

自然而然成为大家的向往)颂扬)赞美的

文明$

(

)

!"#$"%&%'"(

!希望郭馆长谈一谈$

汤因比对你的思想和观念有什么影响!

另外$ 汤因比这些观念和思想对当代的

我们有何借鉴意义!

郭小凌! 我觉得在研究历史的方法

上有影响# 研究一个问题要收集足够多

的样本# 这些足够多的样本要一个一个

分析之后才能归纳出观点# 这就是逻辑

上从个别到一般的方法$

*采访)陈超$整理)叶坚枫+

汤因比!最后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家

历史眼界蕴含改良时代的潜能
在

#$

月
&'

日的第
#$%

期文汇讲堂

上# 郭馆长的精彩演说以及随后李宏图

与陈恒教授加入的热烈对话# 都表明了

汤因比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历史研

究作品的意义# 更在于它宏大而富有创新性

的以人为本的理论架构可以为当代人理

解时代问题)思考未来方向提供启迪$

以人为主!用"普世视
野#看待时代精神

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今天# 各文明

的碰撞愈发频繁# 如果不超越单一文明

的视角# 看到这个世界上各地区正在发

生的趋同过程# 便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当

今时代$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不同于传统

历史研究考据型的研究方式# 他超越对

事实的陈述# 为整体历史的模式提出有

价值的理论# 在进行历史考察的同时更

蕴含哲学洞见$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

写道 #%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之

中#不断地回忆着过去#同时又满怀希望

或恐惧地展望着未来&$

比起当代流行的专题型人文学科研

究# 汤因比的宏大叙事方式往往被专业

学者所诟病# 认为其富于想象而缺乏实

事求是的专业素养$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

过分追求专题化和考据的研究方式容易

使研究本身身陷囹圄# 如果不能把研究

目标转向对人本身的洞见# 那么不断趋

向碎片化的研究就脱离了作为时代精神

主体的人#也就缺少现实意义$ 因此#汤

因比对于统一历史观的尝试在当代依然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时代精神无法通过

对于单个时代截面的研究而被理解#而

是应该基于对人性的关怀而被洞察$ 普

世视野的含义#即在于对%时代精神基于

人性的普遍形态而产生&有清醒的认识$

引领时代!汤因比的著
作提供了"超越$视角

时代精神归根到底是人的精神$ 汤

因比反对历史决定论# 他认为即便历史

具有一定的模式#历史的主体依旧是人#

在文明成长的关键步骤 %挑战与应战&

中# 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明

发展的方向$ 人可以把现实的形成归咎

于一系列客观因素#但是无论如何#人作

为现实活动的主体# 都对时间长河中现

实的不断生成负有巨大的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行色匆

匆的人们鲜有反思自身主体性的意识#

局限于自己生活的狭小天地内# 愈发把

自己活成了被外在标准规定的机器#或

沉迷于技术发展带来的娱乐至死中而无

法自拔$ 尽管物质生活有极大提高#但是

人的精神却显现出萎靡不振的状态#在这

样停滞的精神状态下#现代人难以主动反

思习俗)观念等#从而使文明朝向有建设

性的方向发展$汤因比的诸多展望性著作

如!变革与习俗"等有益于使人们超越自

己的琐碎生活和有限的生活视角#真正思

考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这种人文

关怀是弘扬时代精神所必需的要素$

具有人文关怀的历史眼界将主体性

还原给人$只有通过看见人在文明发展进

程中的每一次选择带来的得失利弊#人才

可以更深刻地反思自身#去弊从新#这之

中蕴含的就是时代改良的巨大潜能$

*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生 郭悦+

古老文明间的交流!始于其诞生之时
#$

月
&'

日# 国内著名希腊史专家)

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与李宏图) 陈恒

两位教授一起就汤因比的全球史观等问

题进行了深远的对话交流$ 汤因比打破

西方传统史观束缚#将全球细分为
&#

个

文明体# 其中包含人类最早的文明,,,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文明的

发源地之一# 与古埃及文明) 古印度文

明) 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华夏文明一起构

成了古代世界的自源文明 $ 约公元前

'&$$

年# 苏美尔人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

地区创造了最早的苏美尔文明# 作为古

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开端( 公元前
%')

年

被纳入到波斯文明范畴(公元前
''$

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 两河流域又被

纳入到希腊文明( 公元
*%#

年阿拉伯人

征服两河流域#开启了阿拉伯文明至今$

中东地区的各个文明
建立了最早的国际化

两河流域作为中东的一个地理范

畴#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中东其他文明#如赫梯文明)伊朗

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和埃及文明

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苏美尔人发

明的楔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

伦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等民族借

用# 在中东大多数地区形成了所谓的楔

形文字文化圈$ 其中# 公元前
#'+

前
#&

世纪# 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几乎成为整个

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在内+的国际性通用

语言文字# 在埃及的阿马尔纳出土了大

量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外交文献中#证

明了楔形文字在古代埃及的影响$ 如同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所说的文明比较和

文明交流一样#中东地区的各个文明#以

楔形文字为纽带# 在公元前
&

千纪建立

了最早的国际化#而在当时人的眼中#中

东地区的国际化也即是全球化$

%青金之路 $早于 "丝
绸之路$三四千年

早至公元前
,

千纪# 两河流域已经

开始与小亚细亚地区进行黑曜石贸易#

而公元前
(+'

千纪# 两河流域建立了沟

通印度河流域的国际贸易#将古埃及)古

代两河和古印度三大文明连接起来$ 其

中最重要的贸易媒介是青金石# 故又称

为%青金之路&#这条早于%丝绸之路&三

四千年的古代东西方贸易线路# 在上古

时期沟通了中亚)西亚和北非诸多地区$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 世界上最古老的几

个文明之间自诞生之时起# 就已经开始

了文明间交流$ 传统意义上的四大文明)

五大文明# 在诸如赫梯文明) 埃卜拉文

明)乌伽利特文明)埃兰文明等%新成员&

的加入之后#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对于文

明)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和要求$

两河流域文明作为西亚文明的代

表#同东亚文明的代表华夏文明一道#构

成了亚欧大陆的两端$ 而昔日辉煌的伊

拉克)叙利亚一带#如今正在饱受战火的

摧残与蹂躏#身为古老中华文明的子孙#

我们又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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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凌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右一-.上海

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恒,左一-对话交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