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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论述近代世界体系的力作

—
《近代世界整体观》简介

周 友 尤

把 1 6世纪 以来的人类历 史视为 一个发展着的整体并对之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考察
,

是我国 世 界史

研究中 日益兴起的一种趋势
。

多年 来
,

武汉大学夏诚教授 以极大的热忱
,

在教学科研中力 图 把 握 和 反 映

这一趋 势
。

最近
,

由成都出版社推 出的 《近代世 界整体观》 ,

就是他在长期勤奋研究 中 获得的一 项 学 术 成

果
,

我 国的 世界史整体研究
,

早已有一些研究者作过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

但由于这一研究本身难度极 大
,

加

之 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墓础薄弱
,

因而
一

长期未能产尘 出既反映 世界历史全局而 又 把唯物史观与具体

世界 历史有机结合起来的论著
。

这种情况
,

反映我国世界史的整体研究还处于尚未成熟
、

未成型的阶段
,

也

是我国世界史整体研究迄今影响还 不够广泛和缺乏学术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 《近代世界整体观 》作为一部试 图

以全球观点对近代世界历史作宏观考察的专著
,

它的 出版
,

将为克服 上述 缺陷和推进整体史研究作 出有 益的

贡献
。

16 至 19 世纪
,

是世界整体发展大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

作者对这 40 0年的历史作 了多方面的论述
。

全

书共含有 以下 10 个专题
:

马克思
、

恩格斯论 世界性的历史
;
国外与国 内论述的回顾

;
近代 世 界体系

;
世界

性的政治体系
;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

,
世界性的人 口大流动

,
民族间

、

国家 间的国 际性竞争
;
资产阶级世界革

命
;
国际性的改革浪潮

;
近代世界 史的分期

。

不难看出
,

关于近代世界体系
、

即近 代整体世界的 问题
,

是作

者力图贯穿于全书并着力论说的主题
。

在阐发这一主题时
,

作者力戒浮泛的空论
,

十分 注 意从多方面的角

度
,

史论结合地把层次逐一铺开并将分析步步引 向深入
。

首先
,

为了科学地确认世界近代史的研究对象
,

作

者依据马克思
、

恩格斯有关世界性历史的大量论述
,

对世界史与国别 史的涵义
、

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与通常沿袭使用的
“

世界历史
”

一词的涵义
,

加以 严格的区别
,

指 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

应指从 16 世

纪开始的全球各民族
、

各国家
、

各地 区联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发展过程
,

而近代世界历史则是这个整 体 世 界

发展进程中的早期阶段
,

故应 以整体世 界的产生和形成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
。

作者 以此为出发点
,

在各个有

关的专题中
,

深入地展开 了对近代世界体系的剖析
。

作者认为
,

近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多领域
、

多 层 次的结

构
。

从垂直面看
,

包含着国家或民族
、

地区
、

全球三个层次
;
从横断面看

,

包含着社会结构中的多种因素
,

如政治
、

经济
、

人 口运动
、

文化交往等
,
从综合方面看

,

也存在着中心
、

半外围
、

外围三个层次
。

对 不 同

层次
、

不同成份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 用
,

本书都一一作了分析
。

继之
,

作者沦述 了 近 代 世 界 休

系的基本 内容
,

认为它是由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这两大主要部分所组成的
,

并详细阐述 了 世 界 经

挤
、

政治体系各 自的特征
、

内容
、

影响它 们发展的各种 因素以及世界各地区在其中所 占的不同地位
。

作者强

调指出
,

世界经济体系是世界体系结构中的基础
,

而世界经 济体系 的核心
,

则是建立在世界分工基 础 上的

世界市场
,

它对于世界体系的 形成
,

较之世界政治体系来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作者认为
,

在 整 体世界产

生和形成以后
,

便应该综合各种 因素来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
,

其中
,

民族间
、

国家间的国际性竞争
,

应

看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动力
。

作者通过许多具体事实说明
,

由于世界体系的存在
,

使一些国家
、

民族的

历史改变 了进程和方向
,

显现 出
“

脱轨
”

和
“

变态
”

的现象
,
任何民族 部只有在普遍交往和竞争 中才能求 得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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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的文献的信任值
,

并根

据数量表中的阖值
,

将信任值较高的文献输出给用户
。

四
、

结 论

不精确推理检索同其它检索方法相 比较
,

具有 卜述基本特点
:

1
.

这种检索方法基于模糊集合论
,

文献的模糊标引和检索能够充分表达和有效地检索文

献的知识 内容
。

还可进一步探讨新型索引和书目信息分析的方法
,

如模糊词表的 自动产生和

文献聚类
。

模糊集合论是情报检索理论的最好框架
,

它将促进情报检索领域的发展
。

2
.

D e m p s t e r
一

。 h af e r证据理论的不精确推理方法有光明的应用前景
,

可以处理等级知识

结构中的多元继承问题
,

通过组合证据的模糊推理计算
,

处理多元相关概念
,

能较客观准确

地确定文献与提问的相关度
。

通过概念 知识库的查找
,

不仅检索包含用户检索词的文献
,

还

可检索包含检索词相关概念的文献
。

若系统适当组合概念知识库的查找和检索处理
,

可执行

反馈检索
。

因此
,

不精确推理检索方法可实现文献的智能检索
,

最大可能地提高检全率和检

准率
。

3
.

系统能处理用户提问中的模糊信息
,

有助于建立友好用户接 口
。

4
.

系统结果可以分等排序输 出
,

用户可通过阂值方便地控制输出
。

( 本文 责任编辑 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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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发展
。

因此
,

民族参予国际竞争的意识和能力之强 弱
,

会直接影响到国家
、

民族的历史 命 运
。

这是一

个很有见地
`

和富有现实意义的见解
。

最 后
,

作者还提出
,

作为整体的近代世界史
,

其历史阶段性分期 的 标

准
,

除依据社会形态的更迭外
,

还应考虑反映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
,

并提 出 了自己 的 三 段 分法的主

张
。

综观全书
,

作者对世界体系的论述
,

实际上 己 涉及到了近 代世界史的概念
、

结构
、

基本内容
、

各种世 界

性的历史运动及历史发展的 动力
、

历史发展总趋势和各地区在其中的地位 和作用
、

历史阶段性的分期等重要

问题
,

这对于重构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体现时代新精神的世界史新学科体系
,

也是很有裨益的
。

诚然
,

作为

史学研究中的一家之言
,

我们不能苛求本书尽善尽美和完整 无 缺
。

重要的是作者把近代世界史研究 中遇 到

的 间题和 困惑
,

集中地提到了读者面前
,

并提出了能引人共鸣或深思的见解
。

但愿本书能获得史学界应有的

注意与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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