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西方文化史及其研究的几点思考
*

高卫红   

1964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 /当代文
化研究中心0, 该中心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研
究的新视角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化研究热潮。在

这场文化研究大潮中, 西方文化史及其研究成

为重要领域和阵地。近年来, 国内出版的有关

西方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 但编著和介绍性

的较多而论著则少见。究竟什么是西方文化

史? 究竟怎样研究西方文化史? 究竟应该怎样

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史? 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

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 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也

还模糊不清, 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

的思考和解读, 以利于对西方文化史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

一、西方文化史的学科概念

11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 文化史自有其产

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人们对文化史的认识

也随着这个过程而变化。自 18世纪兰克客观主

义史学产生以来, /照录史实 0 的实证主义史

学至今影响巨大; 19世纪以来, /思辨的0 历
史哲学更是把政治史推到了史学研究的中心地

位。当时, 文化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并不高。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 /新史学 0 往往自
称是文化史或文明史。 /新史学0 认为文化就

是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之和, 历史就是人类文

化的进步。因此, /新史学0 研究包括了人类
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

教育家斯宾塞在他 1860年出版的 5教育论 6
一书中讨论了历史学的这一新范围。/在斯宾塞
的历史范畴中, 政治、阶级、宗教、风俗、文

学、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几乎是包罗

万象。0¹虽然斯宾塞并未使用文化史这一概念,

但是西方学者却通常把他的这一讨论作为对文

化史理论的精辟论述。德国文化史家威廉#黎
尔认为, 文化史是真正的历史哲学, 它是 /各
国全部文明的历史, 它既表现在经济、政治和

社会方面, 也显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

面。0º被称为 /最卓越的文化史家0 的瑞士历
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次演讲中更为明确地给出

了文化史的定义: /在通常情况下, 文化史即

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的世界史, 而历史则意味着

事件的发展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来

说, 这个标准包含: 是什么推动世界、什么具

有贯穿始终的影响。0»

20世纪 70、 80年代, 西方史学界兴起的

/新文化史0被认为是 /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
研究趋势0。新文化史是对旧的 /新史学0 的
反动和发展, 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 新

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方面, 它注重考

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 也就是说, 历

* 本文为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南方文学视角下的南方文化研究 0 (项目编号 200718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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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

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

之内; 另一方面, 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

历史, 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

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

法, 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

析, 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将

原先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

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林 #亨特主编的
5新文化史6 ( 1989) 对 20世纪 70年代兴起的

新文化史作了理论总结, 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

的初步建构, 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也迅速扩展到

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记忆社会史、

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等诸多方面。
¼

21西方文化史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

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

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 例如科学思想、哲学思

想、社会思潮等等。它们是抽象的也是最为基

本的。同时, 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 即

通过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 如宗教、

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而它

们是具体和外在的反映。文化史也就是对上述

方面的一种历史描述和总结。0½由此看来, 文

化史作为历史学的门类之一, 从学科意义上

讲, 它应该仅仅是关于狭义文化的历史, 其中

包括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

惯等等。但是,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文化史研

究扩大到其他领域, 甚至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历

史现象,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等

等, 西方文化史也不例外。

在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中, 庄锡昌主编

的 5西方文化史6、沈之兴和张幼香主编的
5西方文化史6、高福进的 5西方文化史论6、
叶胜年的 5西方文化史鉴6、沈福煦的 5现代

西方文化史概论6 都属于狭义西方文化史, 没

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内

容。这些书基本上是作为教材和通俗读物面

世, 编得多而论得少, 所以并不能被称为研究

著作。

国内具有一定研究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

要有北京大学徐新的 5西方文化史: 从文明初

始至启蒙运动6。该书在较为完整地展示西方

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的同时, 特别注意凸显

贯穿其中推动西方文明进程、对人类社会进步

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和成就。姜守明等

撰写的 5西方文化史6 虽然基本上也是一本狭
义文化著作, 但该书在对西方自古至今的精神

文化成果进行介绍、对西方文化精粹的细致梳

理、对西方文化的起源进行追溯的同时, 还探

讨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 分析了西方文化与

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 因此可以说是研究性

著作。

从内容角度说,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的

一个最大缺憾是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

内容, 特别是西方的风俗习惯、下层群众文化

等等。

31西方文化史的时间跨度
从时间角度看, 目前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

要分为两类: 文化史通史和断代史。通史在内

容上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西方社会从古代

两希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文

化、14) 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8

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和

20世纪现代主义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它是对文

化史实的客观叙述, 国内多数西方文化史著作

也基本都是这样写的。

断代史的研究者主要针对某个时段的文化

来阐述他们个人的真知灼见, 其成果多为思辨

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殊不知

西方文化史也不狭小简单。要在一本书中就把

西方文化史的全部内容解释清楚可以说是根本

不可能的。徐新将西方文化史分成两本书来

写, 可以算是国内少见的西方文化断代史的著

作了。法国文化史学家伏尔泰的 5路易十四时
代6 也是西方文化史中断代史研究的佳作。在
该书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个时代, 认为 /欧洲的
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

四的宫廷0¾。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在
1949年发表的巨著 5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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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世界6 也属同一类。
41西方文化史的空间界定
从不断变化的 /西方0 这个概念上讲, 西

方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扩张的文化。

/ 18世纪以前的西方还仅限于西欧国家。18世

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0¿ 20

世纪以后, 广义上的西方不仅包括古代整个欧

洲, 还包括整个西亚、北非, 甚至包括所有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的日本; 狭义上的西

方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我国现有的西方文

化史著作看, 人们基本上认同欧美为西方文化

的代表, 这种空间概念使西方文化史基本上成

为欧美文化史。

西方基督教传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发

达的经济社会使西方学者视自己的文化为最优

秀的文化, 因此, 以往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充斥

着浓重的 /西方中心论0 的色彩。法国著名史

学家基佐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便专注于欧洲文

明史的研究, 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明显的 /欧
洲中心论0 倾向, 认为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

明, 而异族文化通常要么被描写成他者文化;

要么被妖魔化。但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

视野的开阔和文化的交流,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

摆脱了 /西方中心论0 的束缚, 认识到其他地

区和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与优秀。荷兰历史学家

彼得#李伯庚的 5欧洲文化史6 打破了 /欧洲
中心论0 的框架, 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

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

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11历史哲学视角
在西方学术界, 历史哲学研究一般分为两

类: /思辨的历史哲学0 和 /分析的或批判的
历史哲学0。前者主要探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

的特征、意义或规律; 后者则着重阐释历史学

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或作用。
À
何兆武和

陈啟能主编的 5当代西方史学理论6 一书, 把

文化形态史观视为当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

主要代表。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

5西方的没落 6 便体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哲
学特征。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 斯宾格勒认

为在人类文化中曾出现过八种文化系统, 并相

信西方文化同其他七种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

样, 也将走向它的归宿, 走向没落。作为 /新
斯宾格勒派0, 汤因比的毕生之作 5历史研究6

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理论,

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研究。他从斯宾格勒的

八个文明发展到三十七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塞缪尔#亨廷顿的 5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重建6 成为 20世纪末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

后的又一个从文明和文化视角解释历史、认识

现实和预测未来的学者, 因此有人说亨廷顿是

又一个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

21新史学研究视角
新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传统史学长期以

来一直关注对人类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

研究, 因此其根本缺陷是只注重政治事件和精

英人物的活动。于是, 早在 18世纪中期, 传统

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便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被称为 /文化史之父0 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

泰在突破传统史学上作了大胆的尝试。1860

年,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 5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的文化6的出版, 进一步奠定了文化史

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亨利#贝尔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他主
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 提倡进行跨学

科的综合研究。1900年, 贝尔创办了具有跨学

科特色的 5历史综合杂志6。鲁滨逊是美国新
史学的倡导人, 他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 强

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 寻找

包括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

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在内的 /新同
盟军0。

31新文化史研究视角
前文已经说明, 20世纪 70、80年代西方

兴起的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

由于该流派主要是一些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

学科的学者组成, 他们的研究因此而带有社会

史、政治史、语言史等色彩, 这就扩大了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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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史的研究领域, 形成了新的观念, 对

文化史走向跨学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41跨学科研究视角
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是西方文化史

研究的一个较为凸显的特征。它促使许多新兴

学科呈现在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 如文化人类

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学和宗

教文化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 鉴于文化在各

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所处的不同位置, 大

致可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从新的视

角来研究文化史, 如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

学。
Á
国内文化人类学学者们在此方面的成果有

林惠祥撰写的 5文化人类学6 和马广海撰写的
5文化人类学6 等。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有

司马云杰的 5文化社会学6 ( 2001) 等。第二

类是文化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文化哲学就是

这样一门学科。杨善民等撰写的 5文化哲学 6

( 2002) 从文化、生活实践和人的解放三个方

面论述了文化哲学的特征。第三类是把文化作

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氛围进行学科交叉研究, 如

宗教文化学。张志刚的 5宗教文化学导论6 下

篇的内容就是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来讨论世界

宗教关系。

51比较文化研究视角
通常, 西方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局限在西方

文化的范围内来写作, 即便有比较, 也是在西

方文化范围内进行的。但在中国人写西方文化

史的时候, 由于从东方人的视角看问题, 自然

会联想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 所以有

学者在著作中增加了东、西文化比较的内容。

例如, 姜守明等著的 5西方文化史6 就对中、

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61大众文化研究视角
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兴起于 20世纪 60年代,

但问题却早就存在。如同中国一样, 长时间以

来, 历史写作主要集中在 /才子佳人0 的上层
领域, 而少涉及下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个问

题从国内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在我

们见到的同类著作中, 只有叶胜年的 5西方文
化史鉴 6 中有大众文化的章节。但是在西方,

专门写大众文化的文化史著作近年来不断出

现, 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 例如, 英国著名学

者汤普森的 5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6 就很具有

代表性。

三、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史

研究的认识问题

认识西方文化及其历史是研究西方文化史

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论著看, 人们对西方文

化及其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还存在不少差异, 西

方文化史的写作自然各有不同。或许一些写作

西方文化史的作者并没有从认识和评价西方文

化角度来思考问题, 但不思考是难以研究西方

文化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 人们对西方文

化及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有四点需作更深入

探讨。

11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对西方文化的基督

教性质不是很注重, 庄锡昌、沈之兴主编的

5西方文化史 6 中虽然有关于基督教的内容,

但十分简要, 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

质。叶胜年的 5西方文化史鉴6 第四章的标题
就是 5基督教文化6 和 5新约全书6, 姜守明

等著的 5西方文化史6 第三章的标题为 5神秘
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6, 这些著作虽然对西方
基督教文化进行了专门描述, 但基本上局限在

古代。殊不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一直延续

到现在, 如何将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性及其

发展传达给读者, 成为我国西方文化史研究的

重要任务。

21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的多元性, 或者叫多元化,

人们早已了解。但是, 在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如

何把这种多元化写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徐新的 5西方文化史: 从文明初始至启蒙

运动6 和 5西方文化史续编: 从美国革命至 20

世纪6 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彩性进行了描

述, 可谓是对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问题涉及较多

的著作。然而, 西方文化的多元化究竟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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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方面却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例如, 西

方文化中多宗教、多种族、多语言、多民族、

多风俗习惯等等, 都应该对其特点和差别予以

分辨。

31西方文化是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
关于西方文化的特点, 许多论文都有分

析, 所分析的特点也各自不同, 诸如海洋商业

文化、扩张文化、动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开

拓性文化、斗争文化等等。要写一本成功的西

方文化史就应该将这些特点渗透在著作中。但

从目前国内学界看, 这类著作并不多。

41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跨文化对

话与合作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 文化史多样性

和统一性已成为其研究的时代特征。 5多种文
化的星球 )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
的报告6 一书提出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

的平衡的观点, 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

人们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文化交流

一方面丰富和加强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

触和相互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

复杂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会中, 文化上的差异

又成为了国家间和种族间冲突的根源。因此,

只有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基础上, 本着平等

互利、共处、共享的原则达到某种统一。这里

的 /统一0 并不是 /一致0, 不是损害和抹杀
了各文化独特性的一致。一切文化越是民族

的, 就越是世界的。何兆武先生在 5文化漫
谈6 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

/文化的统一性就寓于其多样性之中。它是多
中有一、一中有多。0Â

综上所述,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同时也

是一种决定性力量, 它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化史经历了从传统

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 在研究

上虽然还存在如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范围和研

究视角等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问题, 但我们相

信文化史家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

决, 通过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发展的根本规

律的研究、概括与总结, 定会为解决世界争

端, 维护人民的幸福家园找到一把和平的金钥

匙。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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