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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贵 的 探 索

—
评 《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 》 (现代分册 )

枫 合

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 ? 新近间世的
,

由李植坍
、

高明振
、

唐希中

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 》 (现代分册 )( 以下简称《世界史》 )
,

在这方面做了 有 益 的 尝

试
。

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来阐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是本书的第一 大特 色
。

进 入 20 世 纪 以

后
,

人类社会发生了伟大而深刻的变化
,

即世界已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
,

人类在科学技术
、

经济发展
、

社会制度
、

政治格局
、

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 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

这种情况迫切需要历史学家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出科学的回答
。

在唯物史观看来
,

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

社会物质生矜
条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

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最终决定力量
。

但是
,

社会历史

的极端复杂性
,

决定了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多样和复杂的
。

生产力
、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对社会历史的发展都起作用
。

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
,

是由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所决定的
。

正如恩格斯所言
: “

经 济 状 况 是 基

础
,

.

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
,

还

有上层建筑的的各种因素
,

阶阶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 和这个斗争的成果
·

一伙《马克思 恩 格

斯选集 》第四卷
,

第 4 77 页 )
。

长期以来
,

在苏联和我国史学界往往忽视了马列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多种因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的观点
。

在具体考察重大历史事件
,

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时
,

往往片面强调经济

因素
,

上层建筑或社
妙

化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

因而陷入
“

经济决定论
” 、 “

上层建 筑 决

定论
”

以及
“

文化决定论
” 。

其结果使许多厉史事件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
。

《世界史》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
,

对 20 世纪前半期一系列牵动整个世界
,

关系世界全

局
,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进行科学分析
,

既说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历史发展的基

础
,

又突出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

例如
,

在分析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原因时
,

该书首先从经济结构入手
,

指出 20 世纪初的俄国经济发展的特

点
,

既有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

又存在着落后的农奴制残余
。

这决定了它既有侵略压迫

其它弱小民族和国家
、

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本性
,

又有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依赖性
,

使俄国在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

一

而俄国的经济特点又决定了俄国上层建筑的矛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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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
:

有垄断资产阶级同无产 阶级的矛盾
;
大俄罗斯民族同各被压迫民族的矛盾

;
人民大众

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的矛盾
;
俄国帝国主义 同外 国帝国主义的矛盾等等

。

这些矛盾

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激化
。

在国内
,

战争中的惨败使腐朽的沙皇统治成了众矢之的
。

在国际

上
,

帝国主义战争使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德
、

英
、

法忙于彼此厮杀
,

顾不上镇压俄国革命
。

同时
,

俄国的工人 阶级革命性很强
,

有一个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

等
。

十月革命正是在以上的主客观条件
、

国内外形势
,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的交互作

用
,

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下爆发的
。

按照唯物史观
,

科技是社会历史发展中
.

最重要的革命力量
。

然而
,

在 以往的教材 中
,

科
-

技对历史发展 的作用却远未受到重视
。

《世界史 》重新摆正了科技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

位
,

明确指出
:

科学技术是作用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动力之一
,

它与其它因素共同作用
,

推动人类历史发展
。

这可以从本书的开篇分析中看出
。

作者认为
:

正是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

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

确立了重工业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

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

的基本矛盾
。

迫使资本主义世界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
,

从而导致一系列变化
:

出现了新

的世界贸易格局 (昔 日的英国中心被欧美一系 列工业化国家所取代 ) ;
完成 了世界 城 乡 分 离

(亚非拉地 区成 了世界的农村
,

欧洲
、

北美和 日本成了世界的城市 ) ; 产生 了国际垄断组织
,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扩大到了整个世界
,

从而形成 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

这就充分地显示出

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作用
。

正如恩格斯所说
: “

蒸汽
、

电力和 自动纺机甚至是比 巴 尔 贝

斯
、

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

第 78 页 )

宏观的历史视野是本书的第二大特色
。

长期以来
,

我国出版的世界史教材
,

大 多 师 承 苏

联
,

_

只注重世界各国各民族历史的纵向发展
,

按照人类社会形态演进 的秩序
,

分段分期编列

世界告地区各国家的历史
,

而忽视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
。

这样
,

以往 的教材虽然可以为读者提供世界各地区和各国历史的概略
,

但基本上还是一种国别史
、

地区史汇编
。

在西方
,

代表历史学最高水平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虽然试图从总体上把握

人类历史发展全貌
,
也没有摆脱世界史就是国别史和地区史相加的陈旧模式

。

《世 界史 》作为一部具有专著性质的教材
,

着眼于世界现代史全局
,

把世界历史的纵向发

展和
一

横 luJ 联系结合起来
,

从宏观上阅述 了世界现代史的发展进程
,

深刻揭示了 “ o世纪前半叶

起伏跌气的矛盾运动
,

展示 了这一附期流满战争
、

危机和革命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

、 一 ~
峪

首先
, 《世界史》 以 1 9世纪末 20 世纪初 J以来的一系列牵动整个世界

、

关系世界全局
、

影响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 (如科攀革命
、

两次世界大战
、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中国 革 命

和两次世界革命高潮
,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
:

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等 ) 为主要内容
,

从 纵

向上清晰地把握了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友展脉络
。

即
,

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完成了向
’

垄断的过渡
,

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 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

导致了帝国主

义各种矛盾的空前激化
,

引发了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 一战改变了世界历 史 发 展 方

向
,

导致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从而开始了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
在一战和十

月革命的影响下
,

战后初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

迫使帝国主
「

义在战后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
,

同时 :
`

它也巩固了十月社会丰义革命的伟大成果
,

使世界开
{

始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共处
;

20 年代末
,

资本主义各国经过一战后的调整
,

进入了相对稳 {

定时期
,

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并未解决
;

30 年代的大危机
,

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以空前沉
·

重的打击
,

为了摆脱危机
,

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

即以美国新政为代表的改 良主
,

义和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主义
,
世界的各种力量开始重新组合

,

德
、

意
、

日法西斯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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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
、

法等国推行绥靖政策
,

把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
,

人类又一次陷入了正义与邪恶的生

死较量
;
在共 同敌人面前

,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建立
。

它们积极合作
,

相互配合
,

彻

底粉碎了德
、

意
、

日法西斯
,

从而迎来 了人类历史的又一崭新时代
。

其次
, 《世界史》还从横 向上展示 了各民族

、

各国家
、

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
,

相互

依存的关系
。

传统的教材往往把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
,

仅仅归结为国与国

之间
,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治关系
、

贸易往来
、

文化交流等
,

较少探究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进程是如何影响各国家各民族历史发展方向
,

而各国的历史事件又是如何影响世界历史的整

体发展的
。 《世界史》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

如在分析十月革命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的

首次高潮中一系列国家革命成败 的原因时
,

另辟蹊 径
,

把它们放在世界整体中去考察
。

认为

在世界现代史上
,

一 国革命要胜利
,

主要取 决于三个方面条 件
:

第一
,

能否发动国内无产阶

级和大多数劳动人民组成一支强大的革命队伍
;
第二

,

能否得到 世界革命人民和友好国家的

支持和援助
;
第三

,

能否分化瓦解敌人
,

粉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
,

俄国十月革命

和 凯末尔革命具备这些条件
,

使革命获得了成功
、

而匈牙利
、

德国
、

芬兰革命
,

却由于没有

组成一支强大革命力量而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颠覆
。

在 20 世纪
,

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与各民族
、

各国家的历史发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

甚至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

如本世纪 3 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

始于美国
,

而后席卷 了整个资本主

义世界
,

不仅空前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
,

而 且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
。

为此
,

各资

产阶级政府采取 了干预经济的措施
。

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普遍发展
。

由于种 种 原 因
,

英
、

美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稳固的国家
,

实行了改 良主义政策
。

而德
、

意
、

日则乞灵于

法西斯专政
,

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

重新考察世界现代史开端这个重大问题是本书的第三大特色
。

在我国
,

苏联和东欧许多履到

家
,

常常以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史的分期界标
,

以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碱

国和苏联 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

但是
。

十月革命为什么首先在俄国而不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爆发 ? 为什么此后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涉及世界范围
,

关系世界全局
,

并影响整

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 显然
,

离开了 20 世纪初的世界状况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

就很难对这

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

有鉴于此
, 《世界史》深刻分析了 19 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

所引发的重大变化
。

指出正是它促使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形成金融资本的世界
分

`

统治
,

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尖锐化
,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
阶段后世界各种经济政治矛盾的总爆发

。

一战不仅引起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
,

影晌了

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

而且使大多数国家和 民族卷入了世界政治漩涡
,

进一步加 剧 了 资 本

主义各种矛盾
,

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社会主义
。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 爆 发 和 胜

利
,

使人类社会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可见
,

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

和俄国历史发展的正确选择
。

只有深入研究 20 世纪初的历史
,

细致考察一战的历史地位
。

才

能科学地阐明世界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
。

因此
。 《世界史 》提出了以 20 世纪初期作为世界

现代史开端的新观点
。

但是
,

我们也应该看到
:

一种新的史学体系 的建立不是一麟而就的
。

《世界史 》在编写的

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缺点
。

如编写者虽尽力揭示科技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的 巨大 作

用
,

但是如何将这种作用完全融进历史发展这个有机的整体中去
,

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

又如

某些历史事件仍然没有放到世界历史大舞台上论述
,

看不出它与世界历史进程的相互关系
、

相互影响
。

这些都需要今后加以改进和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