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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思想史再思考

【编者按】最近十年来，西方的思想史研究经历了一场“全球转向”，无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而言，全球思想史倡导跨语境和跨国家的研究路径，主张从长时段和大范

围的角度考察思想或观念的全球流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思想的互动、碰撞、迁移、纠缠等现

象。全球思想史不仅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当前全球化进程遭受危机、国家间交往暂

遇挫折的时期，它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国家间思想的交流与互动，将为在此基础上展开平等有效的

文明对话奠定基础。有鉴于此，本刊邀请五位学者，分别从文化迁移、全球思想史的文本和语境、全
球 18 世纪的状况和德国思想史的研究脉络等角度，对全球思想史进行探讨和思考，以期推动这一研

究领域在中国的发展。

全球思想史: 语义与文化迁移研究的视角*

米歇尔·埃斯巴涅 ( 巴黎高师历史系教授) 李舒扬 译①

一

全球思想史研究有多种不同的路径，这里我想从文化迁移( Kulturtransfer，cultural transfer) 的视

角来讨论这一问题。文化迁移研究始于对海因里希 － 海涅文学作品的考察。在海涅的作品中，我们

一眼便能看出其中的跨国、跨文化视角。1831 年起，这位德国诗人便长居巴黎，直至 1856 年辞世。
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他不断报道法国首都巴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当时巴黎表面

上的社会和政治紧张气氛展现给他的德国读者。① 海涅将他的新闻报道视作向德国展现法国的跨国

桥梁，同时也将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发展状况介绍给他的法国读者。② 为了向法国读者解释康德、黑
格尔哲学的影响力，他借用圣西门主义者的把感觉论( Sensualismus) 与对政治平等的诉求相结合的

话语，作为介绍德国哲学的辅助工具。然而他不了解的是，19 世纪 20 年代，一些著名的圣西门主义

者就已经前往柏林进行哲学“朝圣”，并聆听黑格尔的讲座。如果不事先阐明这些背景，便很难阐释

海涅的作品。如同我当年的同事米歇尔·韦尔讷( Michael Werner) 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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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根据其在莱比锡大学的莱布尼兹计划开幕演讲( 2019 年 10 月 15 日) 的讲稿修订而成，原文为德文。译者李舒扬，德

国图宾根大学德语语言和文学系研究生。
海涅自巴黎发回的报道主要收录在 1833 年出版的《法国状况》( Franzsische Zustnde) 和 1854 年的《卢苔齐娅》( Lutezia) 中。这

些报道多是对当时德国社会所效仿的法国七月王朝社会关系的历史分析。
Heinrich Heine，Zur Geschichte der Ｒ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出版社不详，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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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开创性工作，我也将海涅在德法文化中的双重角色作为我研究的出发点。①

海涅并非 19 世纪德法历史中的一个孤立角色，他更像是一位指路人，指引后世学者揭开历来被

忽视的德国文化在 19 世纪法国历史中的作用。海涅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青年黑格

尔派，其中莫泽斯·赫斯( Moses Hess) 在 1843 年发表的著作《欧洲三头政治》中构想了一个欧洲体

系。在此体系中，德国哲学似乎能够在法国的政治学和英国的经济学之中找到重要补充。19 世纪上

半叶，法国高等教育的掌舵人、法国学术传统的创建者维克托·古桑( Victor Cousin) ，曾致力于向法

国移植德国大学的特色及德国哲学。这种“知识转移”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②体现了跨越莱茵河两

岸的学科交融。
如今巴黎北站每天人流不息，但极少有旅客知道，北站站房正是出自德国建筑师希托夫( Jakob

Ignaz Hittorf) 之手，今天巴黎市内诸多建筑都是他的作品。他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奥斯曼男爵(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也出生于德意志普法尔茨地区的教士家庭，巴黎今天的城市面貌便来自

于他们所提倡的德国建筑模式。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到当时巴黎德裔人口中来自德意志各邦国和东

欧的犹太人，他们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就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③例如著名的源自法兰克福的罗斯

柴尔德家族，同样来自德裔犹太人家族的富尔达家族等。为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法国第一家铁

路公司的成立，就离不开这些犹太裔银行家的资助。巴黎犹太移民社群，也涌现出众多著名作家和

出版商。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期，诸如梅耶贝尔( Giacomo Meyerbeer) 和奥芬巴赫( Jacques Offenbach)

这样的犹太裔音乐家对于巴黎音乐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犹太裔医生、考古学家和东方学家等不同

领域的学者，也丰富了当时巴黎的学术生态。直到 19 世纪末，巴黎的犹太教堂仍以德语为交流语

言。对这些不同文化群体的微观研究，早已成为文化迁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迁移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对比较方法的考察，一种对“混杂性”进行历史性把握的尝试。以前，

我们比较两种文化时，需要将之视为相互平行和孤立的建构体，并列出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异质性，

为的是下一步在两者之间建立一座抽象的桥梁。但这种共时性的处理方法阻碍了我们发现历史上

更早的文化接触，而且历史学家历来多将自身的立足点即他们所处的历史大背景，用作“第三比较

项”，来对比其他文化。那些比较欧洲各国教育体制的大量研究已证明，这种方法走进了死胡同。而

“教养”一词所具有的不可翻译的特点，更有力地证明了对不同的教育体系进行对比的困难。比较社

会史倾向于将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比较，却不关注群体的交集，而交集比相似和不同的堆砌更为重

要。当我们把关注点转移到交集时，则需要阐明不同文化如何相互接近，这一点对文化迁移研究来

说尤为重要。
除却对比较方法的批评，文化迁移研究的主导思想随时间推移不断获得新的定义。其中，较为

重要的是摒弃了对“影响”这个概念的盲信。“影响”一词，从词源学的观点上看，指向某种能够使受

影响的文化完全屈从的压倒性力量。与“影响”概念相反，文化迁移研究主要是采取社会学的研究方

法、以阐释学的视角考察两个或多个文化空间的碰撞所导致的语义迁移与固化。语义变化是文化迁

移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语义变化的认知不能低估。许多概念在历史上都曾对政治、社会层面产生巨

大影响。许多概念即便不能马上转换成现实，它们仍然具有破坏或解放的一面。而历史上持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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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Espagne und Michael Werner ( Hrsg. ) ，Transferts. Les relations interculturelles dans l’espace franco-allemand，Editions Ｒ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1988; Michel Espagne，Les transferts culturels franco-allemand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9．
Michel Espagne，En de du Ｒhin. L’Allemagne des philosophes franais au XIXe siècle，ditions du Cerf，2004．
Michel Espagne，Les juifs allemands de Paris à l’époque de Heine. La translation ashkénaz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6．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5 期

的再语义化现象，也需要我们去考虑概念的原始含义和引申含义之间的等值性问题。
文化迁移适合应用于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但它需要克服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社会史中的一些问

题。若只是将文化现象平行对照，对差异和相似的简单列举会导致人为的对立，这将阻碍我们发现

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交织现象。文化迁移研究也与后殖民主义相关，因为后者揭示了历史叙事中被压

抑的他者与异质文化的联系。① 后殖民主义多以美国大学里的印度学术圈的立场为出发点，并在其

解构主义实践中常常援引诸如德里达等人的“法国理论”，还倾向于以一种没有区别的方式看待殖民

关系，忽略殖民关系之外的压迫机制。
文化迁移研究和全球史之间有着无法忽视的密切关联。两门学科都致力于分析历史上那些影

响深远的流动性及其对地区认同的影响。但是，文化迁移研究主要基于一种微观的全球性，而全球

史如果只聚焦在某些中心视角上的话，恐怕它也将失去“全球”史的资格。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迁移

研究虽然聚焦于历史上文化资本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语义变化，但绝不意味着忽视每段跨国历史中

的经济因素。从丝绸之路、葡萄酒之路到香料、玉石甚至奴隶贸易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若没有商人和

经济利益上的关系，文化迁移也无从谈起。虽然经济史倾向于将商品的流通视作如同银行转账一般

价值中立，且仅仅从数量上切入，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瓶葡萄酒在波尔多和圣彼得堡会附加完全不同

的意义，就像可可在非洲是农作物而在汉堡是被消费的进口商品那样，存在着属性上的差异。要衡

量与探究这种变化，我们必须研究这些贸易路线的沿线不同的语境，即必须对文化传统和语言上的

命名多加关注。

二

在文化迁移的视角下，也可以对多个不同的学科专业进行研究。其中，文学史属于比较重要的

专业，其形成可以追朔到 19 世纪。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对古代以降的民族文学进行编辑、整理，

对于那些已经或即将统一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种精神认同的体现。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法国

文学酷似一座熔炉，在时间的横截面上可以找出西班牙、英国和德国文学的元素。19 世纪一个极具

争议的论题是，中世纪德国文学是否在修改法国或普罗旺斯文学模板中的母题后进行了创新? 19 世纪

初期以来，法国大学的外国文学专业的发展史，能够很好地反映对民族文学的更深入把握与对其他国

家精神产品进行探究之间的矛盾及反复。这种探究不仅是了解作品和对作品进行模仿，更在于研究其

方法论和技法的传播。例如，加斯东·帕里( Gaston Paris) 对法国南部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弗雷德里希·
迪茨( Friedrich Dietz) 的《罗曼语族语法》一书法文译本的出版。所谓“罗曼语学”( Ｒomania) 可以说是

德国的舶来品。一些当时刚刚宣告独立的较小的民族也需要自己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多样性的

设想即源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这个意义上，爱沙尼亚的民族史诗《卡列维波埃格》( Kalevipoeg)

的创作及其第一版中随附的德语译本，可以完全看作德语语文学的产物。② 爱沙尼亚人需要一部史

诗，它就像《荷马史诗》一样由不同的片断组合而成，这一过程的方法论依据却是在爱沙尼亚之外产

生的。
在众多人文学科中，某些学科，例如哲学声称其自身具有普适性，哲学原则上不与任何国家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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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cale Ｒabault，Théories intercontinentales. Voyages du comparatisme postcolonial，Demopolis，2016．
弗里德里希·莱茵霍尔德·克留茨瓦尔德( Friedrich Ｒeinhold Kreutzwald，1803—1882 年) 将爱沙尼亚的民间传说和民歌收集汇

编起来，以此为基础创作了被誉为爱沙尼亚民族史诗的《卡列维波埃格》。该书第一版以爱沙尼亚语和德语双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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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背景挂钩，称之为某某国家哲学，但我们还是约定俗成地认可“古希腊哲学”或“德国哲学”的说

法。若将目光投向 19 世纪法国学科专业的历史，不难发现，当时的法国哲学相当于进口版的德国哲

学，当然经过翻译后，它从本质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哲学课程和新大学体系的奠基人维克

托·古桑本人与黑格尔及谢林熟识，这成为他的教育改革者合法性的来源。但是，当他将法国 1830
年宪法看作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时，①意在强调哲学之于政治实践的重要性，而这种对哲学进

行政治上的重新诠释贯穿于整个 19 世纪。康德哲学在法国的接受史为这种对德国哲学的政治解读

提供了众多例证。在一个渐渐从教会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康德的三大批判起到了道德上的指

南作用，甚至成为当时文理中学高年级学生的圣典，取代了“教理问答手册”的地位。康德著作的翻

译者之一，同时也是古桑早年的学生儒勒·巴尔尼( Jules Barni) ，在第二帝国时期曾被迫流亡瑞士，

后来以共和主义者的姿态返回法国，并成为 1870 年普法战争后第三共和国政权的元老之一。康德

哲学作为共和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因为普法之间的战争而改变，而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也来

自这些德国“进口货”。19 世纪末的法国哲学家大多认为，康德哲学来到法国是为了在此作为批判

主义继续发展。这种再诠释的模式来源于对费希特作为法国大革命传薪人的阐释。不深入探究这

些背景，我们可能无法写就一本关于 19—20 世纪德国或法国的哲学课程史的著作。在此，文化迁移

研究为理解人文学科的逻辑提供了一条有用的途径。
艺术史同样是文化迁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② 我们一开始便注意到阿比·瓦尔堡( Aby

Warburg) 对文艺复兴绘画中古典形式的接受和再阐释的研究，并借此阐明一种历时性的迁移。③ 艺

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在德语世界和德国大学内得到发展。其中最需要以历史的视角解读的

艺术作品多为意大利的油画和古希腊的雕塑。通常认为，温克尔曼(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是

艺术史学科的奠基人，他认为德国应当模仿希腊艺术，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使德国艺术焕发新生。
在他看来，孕育出政治自由的( 古希腊) 文化是值得模仿的。艺术史因此可以看作政治史的一部分，

从而需要用历史的思维加以考察。如果缺乏历史的维度，形式的演变便无从把握。艺术科学虽然自

建立之始就是一场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但我们仍需探究艺术品的分类法对德国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

格尔学说的借鉴。从弗朗茨·库格勒( Franz Kugler) 到卡尔·施纳斯( Carl Schnaase) 的艺术史都采

用了黑格尔对外国艺术品的解释，即德国诠释学方法与异域艺术作品的紧密联合。
艺术和文化史从一开始便显示出极强的延续性，因为解读一件外国艺术作品意味着要沉入产生

作品的世界中去。雅各布·布克哈特在试图理解文艺复兴时期艺术时发现，要理解当时的艺术就不能

离开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研究，他后来索性将自己的作品以文艺复兴的文化为题。这种研究方法对

后世的艺术科学研究来说也富有指导性。笔者举一个经典的例子: 卡尔·尤斯提( Carl Justi) 通过多次

访问西班牙，习得了当地的语言、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并撰写了一部关于委拉斯开兹( Diego Velasqu-
ez) 的大部头专著，而这部专著实际上囊括了 17 世纪西班牙“黄金百年”的历史。④ 综上所述，在当代

历史学家对雕塑艺术、书法和绘画艺术进行考察的时候，必须“继承”艺术史和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
从艺术品的收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异质文化转向”，因为艺术品的收藏在实质上是对世界

征服欲的抽象化。若非出于这种欲望，我们很难理解如今维纳斯雕像和别迦摩祭坛为何分别收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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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Cousin，Cours de philosophie，出版社不详，1828。
Michel Espagne，L’histoire de l’art comme transfert culturel. L’itinéraire d’Anton Springer，Belin，2009．
瓦尔堡在 1893 年提交的关于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的诞生》的博士论文中，就论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对古典题材的接受过程。
Carl Justi，Diego Velazquez und sein Jahrhundert，2 Bnde Bonn，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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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柏林。当然，这并不是要为归还这些文物作辩护。在文化接收的语境下，这些文物获得了在

其产生的语境中无法企及的价值。由于其自身存在改变了文化接收的语境，因此它们相应地成为场

所的一部分。德累斯顿是《西斯廷圣母》最合适的收藏地，而巴黎也是启发了立体主义艺术的非洲面

具的最佳居所。我们也不应忽视艺术史上发生在欧洲文化圈的混杂现象。“巡回展出”这一形式就

是混杂现象带来的积极影响的最佳例证。艺术品常常往来于国家之间。布展既是事件也是再创作

的过程，而推动这些发生的语义转变也是研究文化迁移的重要对象。
文化迁移研究的发展不应排除欧洲边界以外的科学领域。从这个角度看，东方学和非洲研究值

得我们进一步观察。① 东方学形成于 19 世纪初的巴黎，它不仅是为促进对伊斯兰国家语言的理解和

传教士及译员培训而设立的学科，更致力于从语文学上研究和收集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文学。东

方学的产生显然是 17 世纪以来法国驻近东的外交官对东方手稿文献进行大量收集的必然结果。西

尔维斯特·德·萨西( Silvestre de Sacy) 曾致力于重新从历史语文学的领域处理三种主要的近东语

言著作，②而他的著作也成为歌德在创作《西东诗集》时的重要参考。文化迁移研究的材料不限于对

波斯语、土耳其语作品的翻译，那些来自欧洲各地在巴黎学习东方学的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归于此。
不同欧洲国家与东方文化有着不同的关系。例如，东方学研究在德国主要是由神学学者展开，其中

米夏利斯( Johann David Michaelis) 曾在东方语言中寻找未曾被发掘的圣经传承。法国东方学研究则

侧重于东方社会的状况。这里特别强调，东方学第一本专业学术期刊《亚洲学报》( Journal Asiatique)
也是由全欧洲东方学学者共同编辑的。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提出质疑，认为东方学是将欧洲殖

民权力期望中的东方形象强加于东方国家之上，这大体上是正确的。③ 然而考虑到以下事实，我们可

以对这种立场稍加修正: 当时东方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并未亲身参与殖民活动，相反地，他们的研究是

为本国的文化增添一种新的观测维度。
非洲研究也是一门跨越国界的科学。④ 诚然，当时非洲研究目的在于使非洲人更好地了解欧洲

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许多传教士作为第一批非洲学研究者掌握了非洲语言，并用这些语言进行传教

活动。非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一步便是传教士与当地人的合作，共同将《圣经》翻译成非洲语言。这

些传教士的翻译工作也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为了翻译《圣经》，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洲语言的抽象理

解，以及对其语法结构的大致掌握是绝对必要的。被我们称之为非洲学研究者的传教士，必须在他

着手翻译之前从不同方言的连续变化中找出一块切片，以此为基础建立该语言的标准方言。这种选

择人为地创造出不同族群间的区别，并造成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即使非洲学学者试图根据印欧语系

的语法模型来发展班图语系的比较语法，⑤他们仍旧尝试将欧洲的观点应用到非洲的空间中。由于

非洲研究这门学科对非洲社会的语言、宗教和政治自我认同造成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也必须从文

化迁移研究的维度去考察它。

8

①

②

③

④

⑤

Michel Espagne，Pascale Ｒabault-Feuerhahn und David Simo ( Hrsg. ) ，Afrikanische Deutschland-Studien und deutsche Afrikanistik，

Knigshausen ＆ Neumann，2015; Michel Espagne et Hans-Jürgen Lüsebrink ( Hrsg. ) ，Transferts de savoirs sur l’Afrique，Karthala，2015．
Michel Espagne，Nora Lafi et Pascale Ｒabault-Feuerhahn ( Hrsg. ) ，Silvestre de Sacy. Le projet européen d’une science orientaliste，Cerf-
Alpha，2014．
Edward Said，Orientalism，Pantheon Books，1978．
Vgl. Sara Pugach，Africa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Colonial Linguistics in Germany and Beyond ( 1814 － 1945)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11．
Carl Meinhof，Grundzüge ein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Bantusprachen，Ｒeimer，1906．



全球思想史再思考

三

在过去十年中，文化迁移研究在欧洲—北美的框架之外找到了新的领域，让我们看到在其他历史

时段内文化迁移研究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小亚细亚西海岸是古典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热衷的研究对

象。荷马的出生地士麦那( Smyrna) 就位于这一地区。这个港口城市自迈锡尼时代就是希腊文明的中

心，在这个意义上，它曾是雅典的竞争对手。小亚细亚西海岸曾经是一座文化上的熔炉，通过赫梯人及

其后裔和波斯帝国的代理人之间技术和艺术形式的交流，早期希腊文化获得了它的第一次繁荣。长期

以来，古代史学者认为维持希腊及之后的拉丁文化的纯洁性是他们的使命。但现在可以看到，士麦那

的第一座雅典娜神庙是以波斯建筑模版为基础的。20 世纪中期的土耳其考古学曾侧重于发掘希腊文

化在安纳托利亚的遗产。而这门学科的建立者艾克雷姆·阿库加尔( Ekrem Akurgal) ，是在德国获得博

士学位，其大部分著作也是用德语发表。① 这些著作的主题大多以“作为东方文化继承者的希腊文化”为

主题。阿库加尔身上所体现的土耳其对德国人文科学的引进，证明了希腊文明与安纳托利亚文明相混杂

的生命力。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对此甚表欢迎，因为它将现代土耳其的历史上溯至赫梯帝国，而且也

提高了土耳其西部历史的含金量。在现代早期，士麦那依旧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多民族混居( 亚美尼亚

人、犹太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 对该城市日常生活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亚历山大时代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土耳其是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通路的中点站之一。无论将欧

亚大陆东西两极间的这条通路称为佛教之路还是丝绸之路，我们面对的是一条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交

通轴线。相传为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撒马尔罕城，在它成为粟特商人的“首都”之前，便屹立于这条道

路之上。它也曾是帖木儿帝国的都城。帖木儿本人是蒙古人，他在那里接受了突厥语言并继续向外扩

张。他的孙子巴布尔后来接受了波斯语言，并在印度建立一个蒙古人的帝国。② 这条横贯欧亚大陆通

道上的规则就是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过渡。直到不久之前，学者们才意识到不能仅仅满足于从历

史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各种语言和族群，而必须掌握在那里不断发生的语义迁移。以敦煌石窟中发

现的卷轴为例，国际上诸多学者通过翻译和整理发现，这些卷轴使用了 20 多种居住在丝路沿线的民族语

言进行书写。沿着这条通路，文化学者可以在亚洲发现古希腊世界神话主题的诸多变体。
这条道路也是亚欧大陆两端不同宗教流动的通道。众所周知，琐罗亚斯德教继承了古希腊哲学

的某些方面并逐渐传入中亚。伊斯兰教的产生可能也要归功于中亚的传统。公元 8 世纪传入中国

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也是经由这条欧亚通路进行传播的。值得注意的是，丝绸之路对德国的东方

学也产生了影响。柏林的人种学博物馆收藏一些从吐鲁番发掘的壁画，表明德国也曾于 1900 年前

后对丝绸之路进行过所谓的“科学考察”。归根结底，文化迁移要在文化、艺术、语言和宗教史领域去

探究充满活力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语义持续变化。③

中国“五四运动”后涌现的翻译潮也非常值得研究。文学批评家、古典诗词理论家王国维就翻译

过叔本华的哲学著作，这说明对外来影响的吸收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直接被“拿来”，而是一个修订

9

①

②

③

Michel Espagne，“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Cross-cultural Antiquity. The Case of Ekrem Akurgal ( 1911 － 2002) ”，in Michel Es-
pagne，Gül Gürtekin Demir and Stéphane Verger ( Hrsg) ，Izmir from Past to Present: Huma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Izmir，2017，

S. 251 － 261．
Michel Espagne，Svetlana Gorshenina，Frantz Grenet，Shahin Mustafayev，Claude Ｒapin ( Hrsg) ，Asie centrale. Transferts culturels le
long de la Ｒoute de la soie，Vendemiaire，2016．
D. Durkin-Meisterernst，S. -C. Ｒaschmann，J. Wilkens，M. Yaldiz，P. Zieme ( Hrsg. ) ，Turfan Ｒ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Ｒ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Ｒoad，Ｒeim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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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林纾翻译的小仲马代表作《茶花女》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因在于使用了文言文而非白话文。
20 世纪初以来，所有西方政治、美学和哲学术语都被翻译成中文，而这些翻译在许多情况下是以日语

的翻译为中介，采用特定的汉语术语完成的。经克塞勒克发扬光大的跨国概念史，可以在中国人文

学科的语义史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①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越南民族史诗《金云翘传》就是对中国故事进

行的改编。② 直到法国殖民势力和传教士引进拉丁字母为止，运用中文和使用汉字表记越南语言是

受到良好教育的标志。文字的变更标志着越南打开大门吸收法国的舶来文化，这为现代传媒业的引

入和识字率的增加创造了条件。继 20 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和汉喃字的使用后，一种新的文化混合

形态在越南开始产生。对于法国而言，也同样如此。例如，在法国南部卡马尔格地区的稻米种植和

佛教在法国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越南文化的影响。③ 此外，法国人类学如何在对越南文化的观察中确

立自身定位也值得考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历史研究方法得到极大丰富。就文化迁移研究而言，它对大部分人文

学科门类均已产生影响，因为它既能够阐释那些学科产生的基础，又能够将那些学科应用于其他文

化场域，而文化场域是无穷无尽的。尽管法国和德国千差万别，但两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

从对方“进口”文化的基石之上。这不是假设，而是真实的历史实际。我们也能从中亚、中国和东南

亚相互交织的历史中观察到这一状况。最后，我希望对文化迁移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无论以何种

方式去扩展文化迁移研究，至少都需要对语言和特定的传承方式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文化迁移会在

社会中产生流动、再诠释、意义迁移和再语义化的现象。文化迁移研究也不能抛弃对全球性的考察，

但这种全球视角必须一步步地慢慢达到。总之，文化迁移研究尚在进行当中，这一艰苦与不断完善

的过程，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材料，而且能为我们开拓出新的理论视角。

关于全球思想史的若干思考*

李宏图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④

一

近十年来，全球史在历史研究领域异军突起，成为异常醒目的研究潮流。在这一研究中，很多学

者从疾病、环境、商品等因素的全球性影响展开，也有学者从连接和比较的视角切入，将全球史看作

一种相互之间的连接。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呼应着这一全球史研究的取向，一些学者提出思想史的

国际转向，甚至直接使用全球思想史这一概念。① 由此可以看出，看似曲高和寡的思想史研究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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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①

Michel Espagne und Li Hongtu，Chine France-Europe Asie. Itinéraires de concepts，Ｒue d’Ulm，2018．
《金云翘传》由越南阮朝诗人阮攸根据中国明末清初小说《金云翘》改编而成。
Michel Espagne，“Pour une histoire vietnamienne de la France”，in Michel Espagne，Ba-Cuong Nguyen et Thi-Hanh Nguyen，Hano-Paris. Un
nouvel espace des sciences humaines，ditions Kimé，2020．
本文是 2016 年 教 育 部 基 地 重 大 项 目“概 念 的 形 成 与 思 想 的 谱 系: 西 方 近 代 概 念 史 研 究 ( 17—19 世 纪 ) ”( 项 目 编 号:

16JJD770016) 的阶段性成果。
David Armitage，“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in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eds. ，Ｒethinking Modern
Europe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 232 － 252． 对于全球思想史这一概念，除了相关论文外，还有专门的论

文集。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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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以诸如商品、移民、疾病等因素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全球史研究中。显然，思想史研究的加入，将

会更加丰富对全球史的研究。
对全球思想史，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学界的讨论包括: 它是属于全球史的一部分，还

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空间转向”; 是真正进行思想史的“全球”研究，还是滑向了“多元文化”; 是

“国际转向”还是思想观念、文本和概念的空间扩展; 是侧重于研究思想观念的流动，还是强调其联结

与价值的共享; 是着重思想观念的同质性，还是论辩其多样性; 是单向度的西方对东方等空间性的流

动与传播，还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反应与接受。在我看来，不管其研究者的偏好和侧重于哪些内容，

有一点是被大家广泛接受的，那就是需要对文本与概念的全球性流通和接受进行研究，从而思考其

文本意义与概念内涵的全球性接受如何可能。
从全球思想史出发，要考察文本或概念在全球的流动，首先必须要理解什么是文本这一基本问

题，这也是一种进行研究的前置型条件和必不可少的内容。什么是文本这一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实际

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理解这一内容，也就无从理解全球思想史所要涉及的很多其他问题。
一般而言，“文本”( text) 指的是一定的符号或符码组成的信息结构体，即作者所使用语言而写

就的产品。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的动词“texere”，意思是编织，因此，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作者的编织。
从这一含义出发，学者们探讨了如何进行编织的问题，即文本的形成。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将这些

经典思想家的著作称之为文本。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称之为书或经，近代以来则称之为读本，或著

作、作品。在历史研究中，这些只是作为文献或者资料与史料的概念而出现，而不是称之为文本。追

溯起来，文本这一概念的创立及被广泛使用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呼应着这一转向，思想史研究从对经典思想家的著作研究变成对其“文本”的研究。但对于什么

是文本，如何界定文本，不同的研究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表述。思想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认为:

“‘文本’这个术语表示什么意思? 开始时它可能被视为语言处于某种境况中的一种使用方法，其标

志是相互牵连，然而有时是在种种论辩式的倾向之间的一种密集的互动”。① 法国学者夏蒂埃则认

为:“很明显，任何文本，即使是最具有文献性质，即使是最‘客观的’( 例如，由某个政府机构绘制的

统计图表) ，都不可能与它所理解的现实之间存在某种透明的关系。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文献文本

都不可能否认它本身作为文本的性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根据各种范畴、感知、欣赏图式和追溯到

其产生条件的各种运行规则而构成的系统。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在把某个文本设立为超

越它自身的一种指涉物时，或许可以把该文本本身视为真实) 是依照每一种写作情况特有的各种论

述模式和思想范畴建立起来的”。②

二

作为思想史研究的标志性人物，或者说作为经典文本的研究和诠释者，剑桥大学教授昆廷·斯

金纳，对什么是文本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斯金纳看来，文本包括着这样几个要素。第一是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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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重新思考思想史和阅读文本》，载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斯蒂文·L. 卡普兰主编《现代欧洲思想史: 新评

价和新视角》，王加丰等译，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 页。
罗杰·夏蒂埃:《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 法国的轨迹》，载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斯蒂文·L. 卡普兰主编《现代欧洲思想史: 新

评价和新视角》，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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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和表达的意涵，即我们在理解文本时不仅要把握著作家言论的意涵，而且要了解该著作家言论

背后意欲传递的意图。用斯金纳的话来表述就是:“我们不仅要了解人们的言说，而且要知道他们在

言说时的行为。”①因此，文本只不过是一种作者的言说行动。由此自然引申出第二项内容，即文本

的组织方式，或者说作者如何运用修辞方式来组织文本: “为何该文本采用如此的组织方式，为何使

用这样一套语汇，为何某些主张被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为何该文本表现出自身的特性和形式。”②

第三，历史语境。无论是作者的意图还是言说性的修辞表达方式，都是和当时的历史语境密切关联，

不存在一个不和当时的社会语境相关联的文本。斯金纳认为，“我们应当研究各种不同的使用词语

及其功能的语境，以及使用这些词语所要达到的目的”。③

在斯金纳看来，社会语境可以帮助辨认作者可能传达的意涵。正如斯金纳所言，“任何言说必然

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

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④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斯金纳也这样概括: “我曾经提出，文本即行动，为

了理解文本，我们所需要复原的一个事物是作者构写文本时所带有的意图，即作者在构写该文本时

正在做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传统的诠释理论家及其反对者所共同认定的那种神秘的移情过程。因

为行动也同样是文本。它们蕴含着惯例性意义，当我们熟知所涉及的相关语言时，无论它是一种自

然语言，还是一种体态语言，对于这种惯例性意义，我们是可以读懂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声称去复

原蕴含在文本中的意图时，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流程一点也不神秘，无非是将这些文本置于使它们能

够被理解的各种论辩语境之中。”⑤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建构这样一种解释性语境，我们就不可能指

望对该言说的重要性给出解释，也不可能说出其作者的真实意图”。⑥

从斯金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文本包括这样几个内容: 作者、作者的意图、作者使用何种修辞

方式来组织文本，以及语境。语境中包括作者的语境，或者说文本的语境以及阐释者的语境。伴

随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语言学转向，思想史研究自然也受其影响，斯金纳自己也坦言受到了

奥斯汀、维特根斯坦等人语言哲学的影响，他自己在论著中也多次提到和引用这些语言哲学家的

成果来开拓自己独特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对此，同为剑桥学派的波考克也持相同的观点，并更加

强调语言自身也成为一种语境，因而表达也就是语言指涉的最初形式。在本质上，文本即是动词

的一种表现。⑦

当然也应该注意到，较为系统全面对文本进行论述的是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罗兰·巴特，这体

现在他的《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在罗兰·巴特那里，作品和文本从存在物和客体的意义上看似形

态相同，但其性质却差异甚大。他认为，“与作品的概念相反……现在对新客体有了一种需要，它通

过放弃或颠倒原有范畴来获得。这个客体就是文本”。⑧ 之后，罗兰·巴特又详细论述了文本的特

性，从而回答了什么是文本。在他看来，文本应不再被视为一种确定的客体，它由语言来决定，以话

语的形式存在。⑨ 从语言出发，罗兰·巴特进一步解析了文本的特性，“作品是适度的象征( 其象征

2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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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周保巍译，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4 页。
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 195 页。
Elizabeth A. Clark，History，Theory，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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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消失，直到停止) ，而文本从根本上讲就是象征。一部作品的组成部分的象征属性能被人设想、
观照并接受，那么这部作品就是文本”，“文本总是还原成语言: 像语言一样，它是结构但抛弃了中心，

没有终结”。① 既然文本是语言的运用，由于在作者写作之前，既有的语言结构已经存在，并且制约

着作者对文本的写作，因此，作者的主体性地位也就随之被降低，转而代之的是强调阅读者的地位。
他认为，“读者加倍地作用于文本就像人们玩游戏一样，他寻求一种再创文本的实践; 但是，要保证这

种实践免于成为一种消极的内在模仿( 文本恰恰抵制这种模仿) ，他还得在音乐意义上‘演奏’( play)

文本”。②

值得注意的是，从思想史研究的维度来看，对文本的界定和阐释学理论紧密相连，因为只有在阐

释中文本的特性才会得到体现，即文本不是静止的，而是在阐释中被界定的。由于阐释学是在《圣

经》这一宗教圣典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解释过程( interpreting) 、翻译

( translating) 和说明( explaining) ，但还是保留了早期对说( saying) 的强调。③ 一旦被放入阐释的过程

中，侧重于社会观念史研究的学者则从读者的阅读来定义文本，而非简单地将文本视为作者的创造

物。“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④因

此，“作品只有通过构成其意义的解释方式方才获得意义……任何文本都是某种阅读的产物，是其读

者的一种建构”。⑤

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阅读是人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它既连接着阅读的对象文本，同时人作为

阅读的主体，也在阅读过程中展开其活动，并赋予文本意义。所以，文本可以不变，但其意义却始终

在变化。文本在阅读实践中所产生的不同意义，正体现了文化实践本身的能动性。因此，我们需要

格外关注“文本世界”和“读者世界”之间如何结合，即审视文本的意义如何依赖于书的形式和环境，

依赖于被读者或听众所接受和传递。同时，我们还需要研究不同的人在阅读同一文本时所赋予的不

同意义，研究不同的人在阅读时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因此，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定，而是在读者的理解

与解释中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夏蒂埃因而认为，阅读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读者在阅读中可以发明

特定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文本的作者没有归纳出来的。就此而言，阅读是一种回应，一种劳动，一

种“偷猎”。⑥

因此，就文本和读者的关系而言，也正如托尼·贝内特所说，“阅读构成已将其存在转变为在历

史上起作用的、文化上被接受的文本”。⑦ 他还指出，“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只有通过主观解释这

样唯一的方法，我们才能把文本确定作为一定范围意义或者产生影响的本原……必须将文本的存在

置于多样的阅读构成中，通过阅读构成其功能的现实和历史被不断调整。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寻求

产生一种关于‘某处’的知识就是一项徒劳的工作”。⑧

从上述不同学者的表述中，尽管思考和关注的重点差异较大，但可以归纳出，在全球思想史的研

究中，文本无论是作为思想观念与概念的表述载体，还是作为社会实践性的语言的编织物，在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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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和传播中，如果要正确地理解一个文本、一个概念，都需要首先理解这样一些基本要素: 文本

的作者、文本产生的语境、文本的修辞方式，以及读者的阅读活动。如果脱离了这些要素，例如剥离

了文本的语境来讨论文本的流动和接受，那将无法获得对文本的充分理解，以及导致很多“误读”。
同样，这也剥离了文本的特性，使其不成为文本。

三

在思想史学家看来，任何概念都和承载着这一概念的文本密不可分。在思想家写就的文本中，

其使用的概念可能既是原先概念内涵的延续，也是对原先概念内涵的再界定与再概念化。因此，在

全球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审慎地解析这一概念的谱系。例如，在 19 世纪欧洲思想家的文本和话

语表达中，他们常常使用“文明”与“野蛮”这样的概念，借以在空间上将世界划分为两极世界，即欧

洲是文明的，而非欧洲地区是野蛮的。今天，当我们阅读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以及使用文明与野蛮这

一概念时，就需要在历史的语境中来思考这一概念的内涵、作者的意图，以及这些文本的意义。如果

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概念，或者只是孤立地解析文本，并且在进步主义观念的思想框架中，接受从野

蛮到文明、从停滞到进步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其实也就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些思想家使用这些概念时

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和思想指向，即所谓的欧洲是文明进步的、其他地区则是野蛮和停滞的两分法，或

者等级性文明观。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组概念中隐含着等级性文明观而忽视其所包含的历史

价值。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十分警醒。
由此出发，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从近代以来，当我们在梳理与思考全球史特别是全球思想史这

一研究领域时，全球思想史是否意味着只是欧洲思想的空间扩展，着重于考察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

思想在全世界的扩展和接受。同样，是否现代概念的使用和文本的流动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时间性

上都具有完整性和有效性，并在跨语言和跨文化边界的流动中实现了一种普遍性的承认? 由此引申

出，如何理解普遍性和独特性? 全球思想史的提出是实现了普遍性的领域，还是反而强化了民族主

义的疆界。① 我们还可以追问，如果不再将文本脱离其语境，开始将文本的语境和作者的意图，以及

文本在思想谱系中的位置等因素，植入文本的结构与框架之中进行考察的时候，那么文本的这些特

性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接受者如何对待文本，传播者又是如何进行传播。以 19 世纪

欧洲思想家提出的文明与野蛮概念为例，可以设想，当每个区域的人们在接受这一组概念的时候，是

否可以接受隐含在这一组概念之后的文明等级观，以及西方与东方的两分法? 因此，一旦将文本的

这一内涵和特性呈现出来，人们不禁发问，文本的全球性接受是否可能? 不同的“文明区域”如何面

对“他者”? 例如，斯金纳就曾以“国家”这一概念为例指出，探究国家的谱系就会发现“国家”一词从

没有回答过任何众口一致的概念。随着国家谱系的展开，它所揭示的是概念的偶然性和可争论性，

以及表明它并不存在任何本质或自然边界的可能性。
一旦思想史开始进行国际性转向，或者全球思想史研究范式出现，那么就不可避免要回答文

本和概念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流通，如何越过那个特定的双重历史语境( 文本的历史语境

和接受者当时的历史语境) ，和各自民族文化传统对此的约束，以及由此造成的是一个“全球”
( globe) ，还是若干个不同的“全球”( globes)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欧洲在长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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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形成了同质性的文化空间。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工业化的原因，更加深了这一同质性( 例

如“欧洲化”这一概念的出现) 。同样，在亚洲，儒家文化圈也是如此。到了 19 世纪，两个文化圈、
两个不同文化特质的文化空间开始新一轮的交往。① 因此，从文本的传播和概念的流动出发研究这

样的文化交往，可以思考在这一全球化过程中，是概念的普遍化( universalization) ，还是内涵的普遍

性( universality) 。② 马克思从全球化出发，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称之为世界( world) ，认为全球性

的交往将导致世界市场乃至世界文学的形成。③ 总之，究竟这是一种概念自身的同一化，还是概

念内涵的同质性形成? 是概念在实践层面依据自身的历史语境发展独特性，还是根本就不认可

与接受这种文本与概念的内涵? 因此，就全球思想史或者思想的全球性( 全球化) 而言，我们需

要仔细考察文本与概念的流转，以及在不同的文化语境( 包括语言语境，文明的特质，空间特征

等) 中展开的路径，包括翻译、解释、再生产等接受过程，从而回答思想与文本在全球流动和接受

的过程中，如何形成同质性和独特性，甚至是排异性，即使是对既有文本与概念的误读，也是一种

再创造。
英国思想史学家蒙克曾经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鉴别、搜罗各种政治观念、政治诠释或政治文

化，并将其按照一定的顺序转变为一种书面化的系谱或序列，并赋予它们以重要的( 或经典的) 地位，

这必然是一个偶然的、多样化的、始终具有文化特殊性的过程”。④ 因此，在这里，最紧要的问题不在

于迥然有别的民族传统对于“政治思想史”可能有什么贡献，而在于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共享的关于

“政治思想”的叙述和诠释。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蒙克指出，“普世主义理想或许被证明只是镜花

水月，因为它意味着将那些只能予以历史地理解的东西非历史化了”。⑤ 目前，尽管看起来在普世主

义和历史主义之间有着无法兼容的对立，民族的维度和全球的维度也会有严重的区隔，但我们仍然

需要在作者、历史语境和文本与概念以及读者之间找寻一种通贯性，也要从民族文化自身出发的接

受者中寻求与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之间的某种契合，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化”，进而丰富原有文本的

意义，最终超越民族性和普遍性的对立。
这就提醒人们，以往的研究大多在一个文化( 或文明) 的空间中对文本与概念的内涵进行研

究，而现在需要将其扩展到不同的空间进行研究。如果说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化空间对概念的

研究可以按照历时性的方式来展现，或者说是一种历史语义学讨论的话，那么现在全球思想史则

将这一研究指向了空间语义学。由此，当某一文本与概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通和传播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考察作者写作这一文本、使用这一概念的意图，以及他希望达到的效果。也就是说，

他希冀在文本中，在对概念的界定中表达出什么含义，因此我们就需要将文本和概念放在历史的

语境来阐释，从而获得对文本或概念内涵的准确理解。这样的目的是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

的转化，对作者的思想表达或者所提供的文本意义和概念定义进行再阐释和再定义，用概念史的

术语来说就是再概念化。例如对于欧洲近代历史上流行的文明与野蛮这一组概念而言，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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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L. Hill，“Conceptual Universalization in the Transnational Nineteenth Century”，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eds. ，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p. 135．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第 1 章，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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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里奥·卡斯蒂廖内、依安·汉普歇尔—蒙克主编《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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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和使用文明与野蛮的概念，但很显然，我们无法认同与接受隐含在这一文本和概念之中的

文明等级观。因此，在借用这一概念的同时就需要对概念的内涵进行审慎的解析，并且可以重新

定义，即概念可以不断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诚如斯金纳所说，没有概念的历史，只有概念使用

的历史。
这种阐释的路径和方式与通常人们所说的“误读”不同，也和简单地将文本放在不同的空间语境

中不假思索地接受完全不同。可以说，阐释者在沿着历史的语境将原作者的文本意义或概念内涵析

出之后，才可以决定如何进行重组性的再阐释。由此，我们既可以避免对文本肤浅的“误读”，真正实

现对原先文本与概念意义和内涵的再丰富、再添加，以及再构建。正是这样，在以文本和概念为核心

的思想观念的全球性流通中，对文本和概念的再阐释和再定义尤为重要。站在全球思想史的维度

上，重要的或许不是要重新创造出全新的概念，而是对既有概念或者文本的再阐释和再定义。对于

一个肩负创新任务的政治家而言，他不一定非要创造出新的概念，而是可以借助或者承袭既定文本

中的概念对之进行再定义，从而实现再概念化。也可以说，文本的不断阐释和概念的再概念化这一

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创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本与概念的旅行和流动没有结束的终点，有的

只是不断地被再阐释和再定义。不仅如此，这一历史阐释也可以被视为自我反思和自我创造的体

现。这也正是全球化时代中对文本和概念全球性流通和接受进行阐释的意义所在，以及研究全球思

想史的价值体现。

“全球史”和“思想史”如何相遇?

周保巍 (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一

作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全球转向”的产物，“全球思想史”近十年来方兴未艾，并渐成思想史研

究领域中一股蔚为大观的新潮流。① 但也正因为其“新”，“全球思想史”的研究范式目前仍处于一

种“音调未定”的状态。对于“全球思想史”的当今实践者而言，在投身于任何具体的个案研究之

前，他们将不得不追问这样一个核心问题: 思想史何以全球? 如何才能实现“思想史”和“全球史”
的有机融合，并收到化盐于水、水乳交融的完美效果? 而作为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初步回答，在当前

的国际学术界，“全球思想史”似乎已涌现出三种可能的研究进路: 第一种是思想相遇的全球史，聚

焦于思想、概念的跨文化、跨语际和跨民族的全球相遇、互动、翻译和传播，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

的误解、扭曲、征用、调适; 第二种是全球性的思想史，聚焦于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全球”( global) 、
“全球性”( globality) 、“全球秩序”的想象、认知和概念化，聚焦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形

成和演变，以及人们对于近世以来的各种“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史反思; 第三种是全球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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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球思想史”(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是近十几年来欧美学术界兴起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之所以称为一门学科，是因为

它已经涌现出诸多学科建制化的表现，例如前几年圣安德鲁斯大学“思想史研究院”创办的《全球思想史》杂志，又如《全球思想

史》《全球概念史》这样聚焦于全球思想史方法论之读本的出现，以及一些以“全球思想史”为议题的高端学术会议的举办。例

如 2016 年在德国埃尔福特举办的“全球思想史高层论坛”，吸引了包括卡洛·金兹伯格( Carlo Ginsburg)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

姆( Sanjay Subrahmanyam) 、理查德·沃特莫尔( Ｒichard Whatmore) 、克努特·哈孔森( Knud Haakonssen) 等全球史和思想史领域

学者的参加。约翰·邓恩( John Dunn) 还撰写了呼吁建立“全球政治思想史”的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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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思想史，聚焦于世界历史上具有全球性结构( 不一定是共时性的) 和普遍化意义的历史事件及

其思想诠释。例如，如何思考并解释当下“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兴起，以及这种情况背后的全球结

构性根源。①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全球思想史”研究刚刚起步，也考虑到任何理论创新所

具有的无限潜力，上述三种研究范式并没有穷尽“全球思想史”的所有可能性。也就是说，每个“全

球思想史”的研究者仍可以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偏好出发，在这三种既有的研究范式之外，进

一步发掘出“全球思想史”的可能性，从而逐步丰富并完善“全球思想史”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

整体图景。
有鉴于此，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研究这一特定领域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提出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一

种新进路，即全球状况下的思想史。在这种研究进路下，我们将充分利用全球史研究者近年挖掘出

来的“全球 18 世纪”②这一统括性的概念，并着重聚焦于新航路开辟以来所形成的全球状况、全球互

动、全球相遇与思想、思想文本的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试图追问: 全球史学家所着力呈现和揭

示的 18 世纪的这种全球状况、全球互动和全球相遇是如何塑造了启蒙思想和启蒙文本的生产? 而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文本又是如何反映并折射出这种全球状况、全球互动和全球相遇? 这种追问不

仅可以凸显出“全球史”和“思想史”在 18 世纪的深层勾连，从而为全球思想史研究开辟出一条全新的

进路，而且还有助于深化并丰富我们对“启蒙运动”本身的理解。也就是说，启蒙运动虽然发生在欧洲，

但它并非仅仅是欧洲自身的产物，而是“全球 18 世纪”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全球状况、全球互动、全球流

动和全球相遇的产物。③

二

1791 年，当启蒙时代行将落幕之时，在总结并反思 18 世纪为何会涌现众多像《论法的精神》这

样的巨著时，苏格兰历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 James Mackintosh) 这样写道: 相较于此前的时代，

18 世纪的欧洲人“关于人性的知识有了海量的增加。许多晦暗不明的历史时期得到了探究，而此前

地球上所未知的许多地区也得到了许多旅行家和航海家的访问和描述。可以这样说，现在，来自世

界各地的各个知识流第一次汇聚到一起，而我们正站在这万川汇流的交汇点上”。④ 麦金托什显然

认为，在 18 世纪以前，像《论法的精神》这样的启蒙著作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因为“此前的时代”无法

为它们提供任何可行的事实基础。在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中，持有与麦金托什相同或相近观点的

不乏其人。例如，早在 1777 年，在为庆祝《美洲史》出版而发给威廉·罗伯逊( William Ｒobertson) 的

贺信中，埃德蒙·伯克提出，“就人性知识而言，我们现今具有巨大的优势。我们不需要走进历史以

追溯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现在，伟大的人类地图正在徐徐展开，没有任何一种野蛮的阶段、没有

任何一种文明的模式不是立刻尽收眼底”。⑤ 在这里，无论是伯克，还是麦金托什，他们都不约而同

地论及同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具有全球视野的百科全书式启蒙文本唯有在 18 世纪才成为可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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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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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eds.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Margrit Pernau and Dominic Sach-
senmaier，eds.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Bloomsbury，2016．
Felicity A. Nussbaum，ed.，The Global Eighteenth Centu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
Sebastian Conrad，“Enlightenment in Global History: A Historiographical Critiqu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Vol. 117，No. 4，

2012，pp. 999 － 1027．
James Mackintosh，Vindiciae Gallicae and Other Writings on the French Ｒevolution，Liberty Fund，2006，p. 140．
David N. Lvingstone and Charles W. J. Withers，eds.，Geography and Enlightenment，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9，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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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来，启蒙思想，以及作为启蒙思想之“母体”的“人的科学”，之所以在 18 世纪诞生，其根本性

原因在于: 在 18 世纪，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知识流”才首次得以汇聚，而那些“站在这万川汇流的交

汇点上”的知识精英们，也才得以无所拘束地遨游在“伟大的知识海洋”，①并第一次得以管窥那幅正

在徐徐展开的“伟大的人类地图”。正如麦金托什阐明的那样:

那些历史悠久的、规模宏大的亚洲帝国的面目已部分向我们敞开。这样，我们就可以

鸟瞰整个人类社会: 从火地岛人和塔西提人，到中国文明，从印度土著，到奥斯曼人。我们

可以考察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类品性、礼俗、意见、情感、偏见和制

度……正是从所获得的这些巨量的知识中，立法者和政治家们，尤其是道德学家和政治哲

学家们获得了最为重要的教益。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麦金托什将 18 世纪欧洲所发生的启蒙进程，尤其是那些立法者、政治

家、道德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所获得的启蒙和教益，与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与火地岛人、塔西提人、印
度人、奥斯曼人以及中国文明的“跨文化相遇”相联系，与这些“跨文化相遇”中所形成的“全球图

景”，以及由此所见证的人类在“品性、礼俗、意见、情感、偏见和制度”方面表现出来的“每一种可以

想象到的多样性”相联系。这显然也并非只是麦金托什的一家之言，因为在整个 18 世纪，这似乎已

成为启蒙思想家的一种共识，诚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杜尔阁( Turgot) 在《论普遍历史》中所总结的那

样，“凡是让人们摆脱当下状况的事物，凡是让人们见证多变的生活场景的事物，都将拓展他们的观

念范围，启蒙并激发他们，最终引导他们走向真与善”。③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塞缪

尔·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对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所表现出的那种“热切的、永无止歇的好奇

心”，④才能理解伏尔泰在《百科全书》的“历史”词条中所提出的如下主张，“我们要求历史学家们指

引读者去非洲，去波斯和印度沿岸，并期望他能就这些对于欧洲人来说是陌生的国家的风俗、习惯和

法律，为我们提供一些专门的知识”。⑤

于是，正是出于见证并探究人类生活“多样性”的好奇心，出于洛克所说的“透过自家烟囱的迷

雾向外看”⑥的热切欲望，欧洲人才急迫地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与远方迥异的“他者”频

繁地相遇、交往和互动的重要原因。例如，休谟就曾多次抱怨苏格兰对他而言“太狭窄了”，并在早年

就立下“云游天下”的宏愿。⑦ 而作为这种精神旨趣的一种折射，休谟还曾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伟大

的漫游者”的形象，他通过学习和旅行而“漫游过精神和物质世界中的每一个角落”。⑧ 无独有偶，在

斯威夫特的笔下，“格列佛”也一再地表达了其“难以餍足的访问外国的欲望”，以及对“游历世界

的……那种急不可耐的焦渴”。⑨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 18 世纪，休谟以及“格列佛”的这种欲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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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Tolbot，The Great Ocean of Knowledge: The Influence of Travel Literature on the Work of John Locke，Brill，2010．
James Mackintosh，Vindiciae Gallicae and Other Writings on the French Ｒevolution，p. 140．
Anne-Ｒobert-Jacques Turgot，Turgot Collection Pocket Editio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11，p. 357．
James Boswell，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 888．
狄德罗:《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梁从诫译，花城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56 页。
John Locke，An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p. 47．
G. Y. T. Greig，ed.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Vol. 1，The Clarendon Press，1932，p. 18．
David 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Hackett，1983，p. 107．
Jonathan Swift，The Gulliver’s Trave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7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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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趣并不特殊，也非孤例，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整个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气质在 17、18 世纪之

交的根本转型。就像著名的思想史学家保罗·阿扎尔( Paul Hazard) 在《欧洲心灵的危机》中指出: 这

是从“静止”到“运动”，从“安宁”到“躁动”的嬗变，并由此生成了 18 世纪欧洲人的那种“水银般的

流动性”; 于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在整个 18 世纪，“旅行已成为一种传播得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的时尚; 探索之士走出自己的村落，告别自己的城市，甚至踏出自己的国境……古典时代的伟大人物

都是定居在某处的，而后世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都成为居无定所的漫游者”。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像伏尔泰、孟德斯鸠这样的“哲人—旅行家”的“远游”，并非仅仅是出于消

遣，而更多地是为了研究“陌生的多样性”，是为了探究“陌生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就像蒙田

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出国游历，并非像法国的旧贵族那样，所关注的只是“圣洛东达神殿有多少台阶，

利维亚小姐的短裤有多么豪奢”这些琐屑无益之事，而是应该“发现不同国家的秉性和习俗，并借它

们来砥砺并打磨我们的智慧”。② 斯威夫特也借“格列佛”之口宣称，每个旅行家的“首要学习任务”，

是致力于描述“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③ 卢梭也指出，对于旅行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去游山玩水，不

是去“研究岩石和植物”，不是去“摹画一些简陋的房屋，去辨认或抄录一些碑铭”，而应该去“考察人

民及其风俗”。④

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孟德斯鸠广泛地游历了荷兰、英国、意大利、德意志和匈牙利; 休谟不

仅常驻法国，还游历过荷兰、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而狄德罗和边沁甚至还远游至俄罗斯。当

然，并非所有的哲人都有与远方的“他者”进行亲自接触的机会。对于像康德这样终生未出哥尼

斯堡的人，他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去获得这种“跨文化相遇”的机会，进而汲取其关于人类生活“多

样性”的知识呢? 无论是格陵兰人、霍屯督人、牙买加人，还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他们都曾活灵

活现地呈现于康德的笔端。就像其传记作家阿尔森·古留加所言，“康德虽然足不出户，但他却

似乎漫游了环球，远涉重洋，跨越荒漠”。⑤ 其间的“奥秘”便在于，在哥尼斯堡这样一个被誉为

“北方威尼斯”的波罗的海明珠城市，一个人即便足不出户，也可以获得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必

不可少的“世界知识”。这一点正如康德所自陈的那样，“只要是一个像普列格河畔的哥尼斯堡

这样的城市———一个大城市，国家的中心和政府机关所在地，拥有一个( 致力于科学文化的) 大

学，又有这样的海上贸易位置，它通过一条发源于该国内部而又与语言习俗不同的遥远邻国交界

的河流促进着交往———这个城市就可以看作一个扩展人类知识和世界知识的适宜之地，在此，不

需旅行也能得到这些知识”。⑥ 康德虽因“足疾”和“晕船”的原因而无法长途旅行，但这并不妨碍他

通过阅读大量的游记而进行“精神上的漫游”，因为就像康德自己所说，“扩大人类学知识的范围和

手段包括旅行，但也可以只是阅读游记”。⑦

在这一点上，斯密与康德可谓异曲同工，因为尽管斯密“一辈子只出过一次国”，最远的也只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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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国和日内瓦”，但通过大量地阅读游记，他却可以写下有关“印度、中亚、美洲和非洲的事情”。①

对斯密游记类藏书的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据统计，在斯密所藏的大量游记类图书中，涉及北美的

约有 56 种，涉及美洲大陆的约有 6 种，涉及阿拉伯世界的约有 7 种，涉及中国的约有 7 种，涉及印度

( 或东印度) 的约有 36 种，涉及土耳其的约有 10 种。② 这些藏书不仅展示了斯密对于非欧洲世界的

广泛兴趣，也彰显了当时欧洲文人界一种普遍的知识取向。就像第三代莎夫茨伯里伯爵所指出的那

样，与我们的前辈们沉迷于骑士传奇相比，18 世纪的欧洲人更感兴趣的是各种游记作品，以及其中所

展现的各种礼俗，印地安人的战争，以及“印加人或伊洛魁人的历史”; 正是这些作品“占据了我们的

闲暇时光，并成为装饰我们图书馆的主要读物”。③ 通过这种阅读，通过汲取由布干维尔( Bougain-
ville) 、詹姆斯·库克等人“环球航行”带回来的关于殊方异域的信息和知识，使得像康德这样足不出

户之人，也能够建立自己的“世界图景”。不仅如此，通过这些游记，18 世纪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可以

重建“伟大的人类地图”，并在此过程中，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不断地重演各种“跨文化相遇”的戏剧

性场景。正如 1704 年面世的一部大型游记汇纂的“编者前言”所阐明的那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游

记，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巡游海陆，访问所有的国家，并与所有的民族交谈”。④

三

18 世纪，全球尺度上的跨文化相遇和跨文化互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全球交涉( global engage-
ment) ，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再是一种反常或例外，而是成为一种日常和常规。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

下，到了 18 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贸易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人员和信息

的全球流动，在“大西洋世界”中的某些商业都市( 它们常常也是港口城市) ，成为各种形式的跨文化

相遇的核心场域，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知识和信息流的“交汇点”，成为展示人类生活样式之多

样性的“博览会”，最终成为“启蒙的温床”。但是，我们尚需进一步追问的是: 18 世纪全球范围内的

跨文化相遇，以及由此所见证的人类生活样式的多样性，到底是在何种意义上促成了“启蒙”的诞

生呢?

首先，正是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催生了以心灵的“普遍骚动”和“普遍的亢奋”为特征的启蒙心

智。休谟曾指出，如果说所有的“哲学”都源于由陌生和差异所引发的好奇和惊诧，那么，人们所熟知

的、单调的、一成不变的对象只会泯灭好奇心，扼杀探究的欲望，从而让心灵陷入一种了无生气的怠

惰状态。⑥ 斯密也认为，“单一的对象”只会让心灵变得“麻木”和“愚钝”，而对于“无限多样的对象”
的沉思，则会让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变得“异常的敏锐和深广”。⑦ 在这个意义上，正是 18 世纪全球

范围内频繁的跨文化互动，以及其间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礼俗、法律、宗教、政制和意见的差异与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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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活跃了人们的想象，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并由此诞生了一种以心灵的“普遍骚动”和

“普遍的亢奋”为特征的启蒙心智。也正是这个意义上，蒙田非常看重“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带来的

精神刺激，因为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其心灵只有在“一些外来事物”的刺激下才能“加速运转”。① 就

此而言，“文艺复兴”不仅仅得益于“古典文化”(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 的再发现，而且还得益于与

“新世界”的相遇。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启蒙运动。因为，就像布封所说的那样，美洲、大洋洲以及由

此而来“野蛮人”的“发现”，对于 17、18 世纪的启蒙哲人而言，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奇观”，它“扩大了

思考的领域”，并由此激发了人们对于文明进程即“文明的”欧洲人到底是如何从其“野蛮的”祖先那

里发展而来的相关思考，洛克提出，“全世界最初都像美洲”。② 更为重要的是，新旧大陆的跨文化相

遇，不仅为启蒙思想家有关“人的科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新素材，而且还带来了精神上的升华和着

魔，库克船长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安德鲁·科皮斯( Andrew Kippis) 指出，库克船长的航行“为人们诗性

想象的漫游开辟了新空间”。③ 其实，早在 17 世纪中后期，英国“王政复辟”时期一位诗人就曾这样

写道，“当听到海外发现任何新王国时，其光芒和荣耀立即让我兴奋不已。它激发了我，并让我心智

大开。我仿佛走进了这个新王国，我看到了它的商品，它的奇珍异宝，它的泉流，它的牧场，它的财

富，它的居民……”④孟德斯鸠笔下的郁斯贝克( Usbek) ，也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示了由这种跨文化

的相遇所激发出来的心灵亢奋，“一个伊斯兰教徒头一回看到一座基督教城市，真可谓大开眼界。首

先是举目所见的事物，如不同的建筑物，不同的衣着以及不同的主要风俗习惯，自不必说，就是种种

微不足道的小事物，也使我感到奇特，难以形诸笔墨”。⑤ 于是，在 17、18 世纪之交的欧洲，在与跨文

化相遇有关的各种叙事中，这些新鲜事物无一例外地让欧洲的思想界感到“非常兴奋”，而这正是

“启蒙”得以发生的重要的心智前提之一。
其次，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也促发了比较、批评和自我反思。按照康德的经典定义，“启蒙”意味着

“敢于认知”，而所谓的“启蒙时代”，也就是“一个真正的批评时代”。⑥ 但是，“批评”的发生，不仅仅

取决于人们的勇气和胆量，而且关涉人们的眼界和能力，关涉使“批评”得已发生的结构性环境。因

为“批评”的发生，往往预设了一个可见的标准，预设了一个可以参照和可以效法的更好的“他者”的

存在。这就意味着，“批评”以及由此所发生的“启蒙”，往往不是在一个封闭的、一元化的文化环境

中发生，而是在一个开放的跨文化相遇的语境中发生。例如，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史上，蒙田 1562 年

在鲁昂与巴西的图皮南巴人( Tupinamba) 即所谓的“食人族”的第一次“跨文化相遇”，便激发了他对

“文明”和“野蛮”的思考，激发了他对于欧洲人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和批判。因为在蒙田看来，“我

们可以称这些民族为野蛮民族，但这只是与理性规则相比，而不是与我们相比，因为我们在各方面的

野蛮有过之而无不及”。⑦ 当然，在各种跨文化相遇中，以“他者”以镜像所收获的并不总是自我评

判，有时也许是自我庆贺。例如，1775 年与法国的跨文化相遇，就让约翰逊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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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我呆在法国所获得的唯一教益，便是发现我对自己的国家更为满意了”。① 对于约翰逊而言，由

于“缙绅们”在所有的国家都相差无几，“唯有穷人的体面生活，才是文明的真正标志”，而在所有的

同等国家中，英国穷人的衣食条件无疑是最好的。② 数年之后，一位名为约翰·安德鲁( John An-
drew) 的英国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一位明智的英国人从访问外国所得到的最大好处，便是他由

此认识到他自己国家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出发，卢梭才指出，“假如这些新的

赫拉克勒斯们，从这些可资纪念的游历中回来之后，根据他们亲眼见过的事物，依照本人的意思，写

成一部关于自然、伦理或政治的历史，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从他们笔下出现，这样，我们

也就可以学会认识我们的世界”。③

最后，正是 18 世纪频繁的跨文化相遇中见证的多样性，培育了启蒙知识分子全球性的整体视

野，如斯密所说的“宏大的眼光”，④赫尔德所说的“鹰隼般的视野”，⑤以及休谟所说的“一种更为广

大的观点”，⑥从而有助于消解各民族的偏狭之见，促进宽容和世界主义。蒙田曾呼吁法国的读书人

不要“固步自封，视野不出自己鼻子的范围”，而是要游目骋怀，以天地为家，以人类为友，以“大千世

界”为书，⑦塞缪尔·约翰逊也主张“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⑧ 唯有如此，

人们才能避免偏狭的“钟楼精神”，⑨才不会沦为康德所称的那种“独眼巨人”，瑏瑠才能在与“他者”相

遇的过程中，学会“从他人的地位上来思考”，才能做到“同情之了解”并心生“宽容”。例如，在游

历过普鲁士之后，针对当时英国所流行的说法即普鲁士是一个“被暴政所败坏的奴役之国”，休谟

认为，“德意志无疑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其民众都显得勤勉而诚实，假如获得统一，它必将成为

这个世界上所曾见过的最强大的国家。与法国相比，这里的平民百姓———几乎到处都是如此———
受到了更好的对待，而且生活更显安闲。实际上，这里的老百姓并不比英国的老百姓差，尽管在这

方面英国人总是乐于自我矜夸。旅行的最大益处就在于: 没有什么比它更能消除偏见了”。瑏瑡 在卢

梭看来，与异国他乡之士通信和交往的最大好处，便是可以防止民族偏见，“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民

族偏见，而我们会面对他们的民族偏见，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种偏见去反对另一种偏见，从而两者

皆免”。瑏瑢 正是基于跨文化相遇所具有的这种“解蒙去蔽”之效，休谟指出，考虑到人类理性的脆弱，

也考虑到人类意见的不可抗拒的侵染性，我们唯有“开阔我们的视野”，“让各种迷信相互对抗，陷它

们于相互的争吵之中”，哲学和启蒙才有取胜的可能。瑏瑣 当然，视域的扩大和对多样性的见证，虽然

会消解“偏见”，但并不意味着道德“普遍性”的坍塌。正如医生、博物学家和哲学家哈勒( Albercht
von Haller) 所说，“再没有什么比熟悉不同国家的不同礼俗、法律和意见，更有利于消除偏见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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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多样性只会让我们抛弃掉那些分裂我们的东西，并让我们把人类所共通的东西视为自然的

声音”。①

四

在某种意义上，18 世纪许多启蒙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例如伏尔泰的《风俗论》、孟德斯鸠的《论法

的精神》、斯密的《国富论》，都是欧洲 18 世纪跨文化相遇的产物，都是为了直面跨文化相遇中见证的

人类生活多样性，以及其所提出来的认知和道德挑战，都是为了“科学地”解释这种多样性，以及其背

后所蕴含的普遍性法则。以《国富论》为例，斯密关于“国民财富”的探讨，便起源于跨文化相遇过程

中所见证的国民财富和生活水准方面的惊人“差异”: 为什么欧洲当时最卑不足道的一个日工( 也就

是严复所谓的“有化之佣”) ，其衣食条件竟然要远远优越于那些掌握着成千上万人生杀予夺之大权

的北美土著首领和非洲的王子( 也就是严复所谓的“无化之王”) ? 为什么欧洲近几百年来会有持续

的经济增长，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却陷入停滞倒退? 为什么在当时的欧洲，英国和荷兰的经济最发

达，而葡萄牙和西班牙虽然富有美洲的金矿，但在欧洲却成为“仅次于波兰的两个最贫穷的国家”?

要成功地解释人类经济生活中这些让人心生困惑的多样性和惊人的差异，斯密必须要阐明财富增长

的“秘密”，即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 以我的理解，这才是《国富论》的问题意识和

真正的思想起源。
不仅如此，18 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写的许多虚构作品，例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约翰逊的

《拉塞拉斯王子漫游记》，以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也都是在讲述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相遇，

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自我启蒙”的故事。就像约翰逊笔下的拉塞拉斯王子，他之所以要放弃

“幸福谷”里富贵安逸的生活，并义无反顾地踏上颠沛流离的航程，就是为了要摆脱那种由“乏味的

单调”所形成的精神“囚禁”，就是为了要发现并见证“人类的各种境况”和“所有的生活样式”，在此

过程中逐步“消除自己因年龄或地域所产生的各种偏见”，进而正确地“评估每种生活境况的祸福”，

从而最终能够“做出自己深思熟虑的生活选择”。② 就此而言，对于生活在 21 世纪的我们而言，18 世

纪的“启蒙”并未走远，也从未完成。尤其是在“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的当下，大到国家，小至个人，

都更加需要以坚定的步伐走出壁垒森严的“自我”城堡，走向远方并与“他者”相遇。在这个意义上，

跨文化相遇的故事显然仍将在全球的范围内不断上演，而“启蒙”仍然将向每一个人发出它强有力的

召唤。

“语境”取向与全球思想史

章 可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在时下全球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中，思想观念的跨地域乃至全球流动是较为特殊的。它既包括思

想家和书籍、文本的流动，与常见的关注“人”与“物”之流动的全球史研究不无相似，同时也涉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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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思想观念本身在跨地域传播和流动过程中所体现的丰富样态。随着国内外近年来相关研究

的不断涌现，如今即使是最乐观的学者，也很难认为思想的跨国、跨语言流动是简单的“复制”或“重

复”过程，换句话说，思想在不同情境中的“地方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2019 年 1 月，已经 95 岁高龄的约翰·波考克在《全球思想史》学刊发表论文，目的是为了回应

另一篇由洛佩兹撰写的评论《追寻全球》，而后者实际上是塞缪尔·莫恩和安德鲁·萨托利主编、颇
有影响的《全球思想史》(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一书的书评。① 在高谈“全球”转向的大潮中，波

考克反其道而行之，其文主旨是阐述语境的非全球性。②

自 20 世纪末以来，“语境”取向和“全球”转向可以说是英语思想史学界最具影响的两股潮流，

各自探讨者均不乏其人。在越来越多思想史学者“转向全球”的当下，“语境”取向是否仍值得坚持，

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倡导“语境”取向的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波考克的表态本身就极

具意味，它体现出学术实践已经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催生出许多急需厘清和应对的问题。本文希望结

合相关文献和全球史的背景展开探讨。

一

按照彼得·伯克的研究，语境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兴起，并不是某个学术领域内的单

一事件，而是广泛存在于考古学、法学、文学、艺术史、神学等各个学科当中，它所涉及的是对概念、文
本、知识产生环境和场景的还原与重构。③ 它在思想史研究中逐步走向前台，自然和剑桥学派学者的

工作密切相关。
然而，剑桥学派学者最初对政治思想史中语境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英文、拉丁文等欧洲语

言的文本，从时间段上看，多数探讨的是尚未建立世界性民族国家体系的前现代时期。对于最近一

个多世纪的民族国家时代，尤其是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思想传播与流动，在一开始并非他们思

考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语境取向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流行，恰好处于一个民族国家史学大行

其道的时代。
无论对于西方还是非西方的学者，对思想所处语境的注重并不自然地意味着他们寻求对国族或

语言边界的突破，相反，它常常导致对此类边界的强化，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取向带来的结果往往是，

人们更加强调某一民族、某种语言内思想演变的特殊性。专攻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克里斯·琼斯就曾

指出，思想史的语境取向在某些时候成为另一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或者说，被一

些研究欧美政治思想的学者利用，成为保守主义的武器。④ 对政治观念得以产生的“原初性语境”的

强调，助长了新的偏狭主义( parochialism) 的形成，它使得观念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和展现被忽视，在

一种人为构建的“中心—边缘”体系中被边缘化。
事实上，这种新的本位主义或国族中心主义并不仅存于欧美，近年来跨国思想史或全球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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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常招致的批评就是，它会产生“固化”或者“实体化”的危险。① 换言之，如果说把西方思想在

全球的传播视为同一概念的不断重复，会被批评为欧洲中心主义，而反过来，对概念的“去中心化”研

究却使它在不同语言或地域中“分化”成不同概念，要将它们在更宽广的“全球语境”下重新同化则

变得越来越难。例如“自由主义”在英国、法国、印度、中国等，被认为有着各自不同的涵义，其差异性

之大，使得寻求其共同性成为复杂的学术命题。
对于非西方世界或者非概念原生地而言，叙述思想史变得饱含张力，即一方面要在外来概念的

涵义框架中研究本地思想，另一方面需揭示本地思想和语境的特殊性。这种建立自身思想谱系的努

力不断地创造着昆廷·斯金纳所说的“神话型态”，仿佛这些思想观念本身就如此这般存在，②仿佛

各民族历史上的前人都在自觉地从事着这些新概念的表述。这样，过多的“地方性”思想谱系涌入概

念之中，像“人文主义”这样的概念被认为在欧美、在非西方的各种文明中都有不同的表述和发展脉

络，形成高度碎片化的形态。③

矛盾和张力不仅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也存在于古今之间。波考克敏锐地指出，“全球史”
( global history) 和“全球的历史”( history of the global) 并不等同。④ 如果人们追求的只是地理空间上

全球的思想历史，那么只要分地区、分国别各自书写不同语境中不同思想发展历程，然后拼合在一起

即可( 波考克更倾向于将这种称为“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 。但是，今日更多学者的研究目标实

际上是“思想的全球历史”，意在用超越古今之分和国族之别的普遍性框架对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发展

进行解释。然而，语境总是与特定的时空相关，语境取向的天然要求是反对简单的“以今度古”，试图

还原特定时空条件下思想观念发展的最初环境，因此它和前者在方向上并不一致，甚至有可能背道

而驰。在很多学者看来，“现代性”兴起之前的古代世界，并不具备今日的这种“全球性”，如果强行

以后来的概念框架去进行解释，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增进人们对古代思想的了解。
此外，语境本身还有内外之分，这也缘于西方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内在理路”和“外部环

境”这两种不同解释取向。⑤ 对于全球思想史来说，语境绝不仅仅只由概念、思想和文本构成，历史

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曾指出，研究 19 世纪以来的跨国思想史，更需注重观念的社会经济语境。新

的印刷和通讯技术的出现、殖民“治理”的推广、书籍的流传和转运、移民现象的增多甚至个人旅行的

流行等，这些外在于抽象观念的社会环境变化，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且相对于本国内的思想变迁，

这些因素对思想跨国流动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⑥

总体而言，语境取向在各国各地区思想史研究中的推广，很多时候会带来对思想观念之“地方

性”和“情境性”的强调，从而把人们的眼光更多限制在某种语言、某个民族、某片地域内部的思想表

述上，对书写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的全球历史”构成了挑战。即使许多学者关注思想跨地域、跨语

际的流动和转换，其结果也可能是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民族国家思想语境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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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卫·阿米蒂奇曾认为，面临“国际”转向的思想史研究，需要一种新的对语境的理解，他提出不

要只将语境理解成“当代的政治文化”或者单纯的“语言的语境”，它可以是灵活和多元的，可以有宽

窄大小之分，甚至不同的语境之间可以有交错和重叠。①

语境这个概念，英文中 context 既可以指语词、话语所处的上下文或关联结构，也可以指事物所

在的情境或前后脉络。按照彼得·伯克对 context 这个概念自身历史的追索，它源自拉丁文的 cont-
exere 和 contextus，原义为“交织、编织”，也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形容某种联系。19 世纪以来，受到德

意志学术的影响，英文中开始使用 context 一词来指文化语境或情境。② 在 20 世纪下半叶，各种学科

内用来表述“特定情境或脉络”的词，有 situation、circumstance 等，并不止 context 一个。③ 至于剑桥学

派，尤其是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对观念和文本所处语境的强调，既继承自前辈史学家如巴特

菲尔德和拉斯莱特，也受到维特根斯坦等语言哲学家的影响。无论如何，今日习见的语境概念，本身

也是在特定时空结构和学术脉络中形成的。
在思想史中，概念或文本的语境并不是唯一的，同样，语境取向也不是思想史研究唯一的进路和

灵丹妙药。波考克自己早在 50 年前，就提醒过人们，“观念只有被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才能

被研究”这个论断有成为口号和教条的危险，④也就是说，这一旦成为教条，则会使人忽视观念的另外

一面。其实，无论在哪个时代，观念本身天然地就具有一种“去语境化”的倾向，⑤它不会总停留在某一

种对话或者书写情境里，不会总停留在某一语言或国族的范围之内，只要人的相互交流发生，观念总会

迈出“去语境化”的那一步。语境其实只是看待观念形成的一个视角。
在中文学界，黄俊杰曾讨论过跨文化思想交流中的语境转换问题。他认为，原生于某地的一个

概念或文本，在传播到另一地时，首先被异域的解读者“去脉络化”或“去语境化”，而后又在新的文

化和思想环境中被“再脉络化”或“再语境化”，获得了新的涵义或新的形式，从而逐渐融入后一环

境，产生新的价值。在他看来，东亚范围内，古代中国的文本和观念在日、韩等地传播就经历了这样

的过程，⑥而研究者最应注意的是这“两化”的过程中失去和新增加的内容。
黄俊杰强调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过程，主要指在传播的接受方即异域的解释者那里发

生的变化。他认为“去语境化”的结果，是原有概念和文本成为一些“完全不具情境性”( unsituated-
ness) 的事物，从而能够“再语境化”。

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例如东西方之间甚至是全球，许多思想观念的传播

并不是简单地从甲地到乙地，而是存在多线的分叉和交织，同样一个概念和文本可能会有多地、多语

言的接受者。即使在同一地，接受者也可能不止一个。在不同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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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处于中间的所谓的“完全不具情境性”事物很可能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它仍然是被特定的语言

和文化的语境所决定。如果仅把目光聚焦于接受者的主动阐释和改造，“不具情境性”或“非情境

性”是很难成立的。
所以，“去语境化”并不只发生在观念流动的接受方那里，在观念自身表达的原初形式中，就已经

内在地包含了“去语境化”。黄氏自己承认，他所使用的这组术语来自保罗·利科，而在利科那里，

“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就是针对文本自身的自主性和开放性特质而言，不是针对接受者。① 思想

观念的这种“去语境化”倾向毫无疑问是全球思想史得以成立的基础，它促使观念能够跨越语境、在
更大范围内流动，也确保了人们可以对不同语言或社会政治语境中的观念进行比较。

语境是思想的面向之一。概念、思想和文本当然处于具体的语境当中，但它在传播和流动中，基

于其本身和新接受者的“去语境化”和对“非情境物”的共同认知，产生意义的传递，类似过程不断反

复发生，最终交织成巨大的意义网络。
语境不能包含非语境的意义“网络”，反过来看，意义的“网络”也不能完全同化甚至取代语境。

尽管当下的全球思想史研究特别关注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语言世界之间的思想接触和流动，经常

强调甚至是有意夸大这种接触的意义，但我们或许还得承认，这种接触、碰撞、融合最初大多只发生

在某一个整体的边缘地带，历史上这种接触频繁发生，但它能否产生更大的甚至全局性的效应，还需

要其他条件的综合作用。
进一步说，它会如何影响整体? 以语言的语境为例，波考克在 2019 年的论文中反复提到，每一

种语言世界中的思想演变，都有它的“自我指称性”。② 而且，这种“自我指称”的活动会随着该语言

世界与外部的交流互动而相应增长，它具有强大的自生性。换句话说，思想的跨语言流动———例如

近现代以来大量的翻译活动———无法轻易地抹平不同“语言语境”之间的差异。
近代以来，随着欧美殖民势力的不断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思想

观念，这可以说是全球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在中国，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诸如各

种“主义”之类的新词汇、新话语表述方式如潮水般涌现，并迅速占据主流，这带来了整体性的语言语

境或脉络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些新话语以“自我指称”开始建立中文世界和中国自身的思想谱

系，从而创造了一套新的中国思想史脉络。
波考克早在 1964 年就曾经发表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学术论文，③尽管他时至今日仍然不

通中文。有学者已指出，至少从波考克的例子看，剑桥学派并不是只关心欧美近代思想的大西洋中

心主义者。④ 波考克长久地保持着对非西方世界政治思想的关注，对不同语言世界的观念接触也颇

有兴趣。在新西兰任教期间，他还主编出版过一本研究原住民毛利人( Maori) 与新西兰政治的著作。
总体而言，他承认全球范围内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复数的历史”，存在着许多各自有着不同发展脉络

和语境的思想史。
如何看待近代以前各个民族思想的“全球性”，这是全球思想史讨论的焦点之一。剑桥学派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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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代表学者约翰·邓恩在近期指出，应强调全球化时代与其之前的政治思想的差别，为此他阐述

了近代以前各民族思想的“偏狭性”和“孤立性”。① 波考克不同意邓恩的这种态度，他本人更看重的

是古代各民族思想的自主性和自我指称性。在此他借用了“轴心时代”这个概念，但他所指的不是雅

斯贝斯所说的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这个特殊的时代，而是时间范围更广大的泛指不同语言

世界内的思想文化并行发展这一现象。
在波考克看来，轴心时代可以和全球化时代并行不悖，各种不同语言内的思想观念仍然有自己

的语境，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正如公元前的希腊、犹太、印度、中国等文明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出独特的

思想学说。它们之间会产生联系，思想史研究因此成为一种复数化的行动，它可以研究同一语言世

界内基于“自我指称性”的思想观念演变，也可以研究不同语言内思想和文本的相互联系，两者并不

矛盾。②

从波考克的论点出发，我们能够理解，思想史研究的语境取向和全球视野并不会构成冲突。对

全球思想史而言，思想的语境本身就是灵活的、不断伸缩变化的。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既认识到

思想所处的具体语境，也要看到非语境化的意义“网络”或“互联性”，这两者的共存与互动，才是思

想全球化的准确面貌。语境和网络并不一定要以民族国家或者语言的天然界限为界限，对更多语境

的探索可以让人们看到网络和互联的更大可能性。
洛夫乔伊有句名言，“观念是世上流动性最大的东西”，但观念的流动往往不像物品的流动有那

么多实迹可寻，因此更容易被人忽视，思想观念的相互联系总是以一种比人们想象中更重要的方式

影响历史的发展。生活在当下，强大的民族国家叙事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同时每个人也生活

在一个更大的非情境性的意义网络之中，这两者如何建立起来，又如何相互影响，或许这正是全球思

想史研究的目标之一。

思想史书写的德国脉络*

范丁梁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③

一

德国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在全球史学中的中心地位。这之后，它对学科新思潮的应

对速度整体上就一直滞后于法国、英国和北美。不管是社会史的勃兴，还是新文化史的转向，抑或全

球史的浪潮，都在德国表现出“姗姗来迟”和“独树一帜”的特点。但与其说这反映了学科氛围和职

业倾向中的保守立场，不如说体现了典型历史写作形式抉择与本国历史经验的紧密捆绑，以及学科

现状所根植的国家传统和时代精神。对于德国史学来说，19 世纪历史书写的主要议题是“通向民族

国家之路”，塑造了其对民族国家的强烈亲和性和对政治外交史的高度关注。而到了 20 世纪，其历

史书写的核心任务则必然转向对“通向纳粹主义之路”的反思，历史学家必须为此提供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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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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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Dunn，“Why We Need a Glob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in Bela Kapossy，Isaac Nakhimovsky，Sophus Ｒeinert and Ｒichard What-
more，eds. ，Markets，Moral，Politics: Jealous of Trade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 285 －311．
J. G. A. Pocock，“On the Unglobality of Contexts: Cambridge Methods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pp. 10 － 12．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 项目编号: 19ZDA235)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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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达成基本合意的解释，其视野因此集中在本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经济结构、民族文化传统

上。因为这两个民族国家史的议题不但有面向过去的解释维度，而且还有面向未来的定向维度，所

以在各自时代不断吸引着历史学家的关注。
因此，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史学的主要研究方式仍然是内向性的，核心解释原则仍然是内

源性的。即便是“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它反对历史主义传统，倡导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

方法进行批判性的整体社会史研究，以便从结构和社会层面出发描绘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

路”，这样的做法完全出于非民族主义的意愿，反而强化了民族历史的书写。在这种情况下，思想史

研究的发展在德国经历了一段非常曲折的路程，它对全球转向的态度更是以一种充满疑虑和保留的

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从学科记忆和学科形象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德国的历史经验和史学传统在深刻

地形塑着德国学者对思想史和全球思想史的兴趣。

二

德国传统的思想史研究( 包括史学、哲学和日耳曼文学等领域) 有两个类型: 第一类是观念史

( Ideengeschichte) ，第二类是精神史( Geistesgeschichte) 。观念史通常探讨可清晰辨认的观念所经历

的发展阶段。其方法论的出发点是: 观念，尤其是哲学和政治观念，可以从历史语境和历史人物中抽

离出来，得到关于其起源和发展的整体面貌; 它们的发展往往是内发性的，不受制于其他的历史发

展; 观念有自己的生命。精神史则试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考察精神思想，这里所指的精神很多

时候非常接近于意识或者心态。其方法论的出发点是: 思想总是与时代交织在一起并且是时代精神

之表征，历史语境和不同观念之间的共存关系非常重要。
20 世纪初，观念史成为德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议题，历史学家纷纷对政治观念展开了讨论。

他们探讨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等思想潮流，①探讨不同时期、不同派别、不同人物的政治思

想。② 在这一领域，尤以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Friedrich Meinecke) 的贡献最大，他也因此被视为德国

政治观念史的创始人。梅尼克认为，历史生活最有价值的承载者不是时代精神或物质兴趣，而是个

体和观念。③ 因此他相信，对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应该脱离“观念的精神史来源”，聚焦于“伟大人物、
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们”。④ 这种观念史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遭到了精神史的猛烈抨击。后者指责

前者以一种非常偏狭的方式将思想“孤立化”了，⑤思想史要追求的应该是思想生活的普遍史，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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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Muckle，Die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Ideen im 19. Jahrhundert ( 2 Bde. ) ，B. G. Teubner，1909; Otto Warschauer，Z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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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mann und der Mensch ( 2 Bde. ) ，Bruckmann，1925; Karl Vorlnder，Von Machiavelli bis Lenin. Neuzeitliche Staats- und Gesell-
schaftstheorien，Quelle ＆ Meyer，1926; Siegfried Kaehler，Wilhelm von Humboldt und der Staa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utscher Leb-
ensgestaltung um 1800，Oldenbourg，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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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13、47 页。
Erich Seeberg，“Theologische Literatur zur neueren Geistesgeschichte”，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
schichte，Vol. 3，H. 3，1925，S.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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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客体化背后的整体”。① 当然，精神史的这种宣言并不是说要完全取消对个别观念的关注，而

是强调个体必须在整体和互相关联中得到认识，个别只有对理解整体有所助益时才体现出其价值。
与观念史相比，精神史的支持者集中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几乎没有波及历史学，因为它的理念与当时

仍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主义史观相去甚远。在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期，精神史的主旨因为有助于一

种“德意志精神”、一种所谓的“族民共同体”、一种“生存斗争”诉求的塑造，所以受到广泛欢迎。而

与之相应的是，1933 年后，观念史的写作在德国史学中消失了。② 二战后，德国思想史的这两种类型

都遭到了批判。观念史被认为是抽象的、诠释性的、唯心主义的，有时甚至是特意顺时而为的，因此

不值得再被探讨; 而精神史则被认为镶着民族主义的翅膀，有向纳粹主义意识形态靠拢的嫌疑，同样

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很显然，战后初期的时代氛围极大地阻碍了联邦德国思想史的理论发展和研究

实践。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联邦德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出现结构性变化，其历史学也终于迎

来代际的更替和学科思维风格的变革，但这种变革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史获益，思想史受损。社会史

和思想史虽然都曾经是德国史学中的边缘学科，但双方却没有因此产生更深刻的关联。1900 年前

后，欧美各国史学几乎同时发生革新运动，政治史书写的绝对领导地位被社会史和思想史所冲击。
法国年鉴学派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将地理空间的、经济的、社会的结构与集体心态结合在一起，关

注集体的思维形式和无意识的日常思想，但这种情况在德国并未出现。德国社会史的崛起，伴随着

对思想史的贬低。左翼历史学家埃卡特·克尔( Eckart Kehr) 1933 年在芝加哥发表演讲，猛烈抨击他

的博士导师梅尼克和德国的思想史研究。克尔认为观念史是根植于德国特有之社会条件的产物，梅

尼克只不过是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用观念史为“精神上群龙无首的市民阶层”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之

路，但这条路长远看来也是一条死胡同。③ 这篇演讲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被“历史社会科学”学派

的创始人之一韦勒( Hans-Ulrich Wehler) 重新发掘出来。韦勒赞同克尔对观念史的看法，认为观念史

背后是“完全非历史的认识论幻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投降”。④ 他将观念史在魏玛共和国的繁荣归

因于它对一个处在战败阴影和全面危机中的国家所具有的“减压功能”，它试图以对伟大思想家的聚

焦来取代对大众生活和集体现象的关注。⑤

“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倡导“整体社会史”，将重点放在以机构制度和社会群体为焦点的经济

政治史和政治社会史上。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史对观念史的敌意，其主要原因更多不是研究对

象和研究方法的分歧，而是与德国特殊的现实和传统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这是由二战后“民主

化”精神导向下历史研究旨趣的时代变化所导致的。正如左翼社会史学家、梅尼克的学生、“历

史社会科学”学派的精神导师之一汉斯·罗森贝格( Hans Ｒosenberg) 在描述自己研究取向的转变

时指出，观念史个体精英化的研究类型已经变得僵化，所以对文化生活的审视方式要从“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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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Nolte，“Sozialgeschichte und Ideengeschichte. Pldoyer für eine deutsche‘Intellectual History’”，Transatlantische Ambivalen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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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变为“民主式”，即从观念史转向社会史。① 另一方面，这是德国史学范式“超然于历史主义”
的另一种表现，因为观念史中蕴含着一种对研究对象设身处地的、历史主义式的移情，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掌权的新一代左翼社会史学家看来，这有着浓厚的保守倾向和为德意志历史辩护的

趋势。
在联邦德国，尽管也有提奥多·席德尔( Theodor Schieder) 这样的历史学家屡次劝告同仁不要忽

视对政治思想史的关切，②但收效甚微。1971 年，他不得不感叹:“历史学和公众意识中对精神史的

偏爱，已经在一种经常未加思索的诋毁中败退下来。”③20 世纪 70 年代末，德国学界主流几乎完全

剥夺了思想史研究在德国史学中的身份地位。总体而言，当时在德国关心思想史研究的人，大多

是哲学家和神学家，也有个别社会学家和政治家，而对思想史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则往往以一种更

边缘化或者隐匿化的方式进行研究。例如被认为是一匹“孤狼”的恩斯特·诺尔特( Ernst Nolte) ，

他关于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长期得不到认可。④ 又如犹太裔历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舍

普斯( Hans-Joachim Schoeps) ，他曾致力于精神史的复兴，但很长一段时间在联邦德国史学的学科

记忆中都没有姓名。⑤ 托马斯·尼培代( Thomas Nipperdey) 的例子更值得注意。他在德国史学史

中往往被标签为“历史社会科学”学派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他的《德意志史: 1800—1918 年》与韦勒

的《德意志社会史》被视为构建德国历史主叙事的两种路线。但是，尼培代至今未曾出版的博士论

文则以《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的正立性和基督教主义》为题。在很多论文和小书中，他的关注点都在

思想史上。⑥ 正如他自己所言，他试图把“社会史与思想、理论、神学、世界诠释的历史”，更进一步地

说，就是“与精神史”联系在一起。⑦ 不过，他的这一取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引起其他同仁的

关注。
研究者今天在探讨思想史的各国脉络时，经常会提及德国的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 ) 传统。

概念史最重要的创新和对德国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语言的“发现”: 其将语言视为一

种表现历史真实、反映社会结构的独立范畴，因此概念成为探讨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关键钥匙。但

不可忽视的是，概念史在诞生之初从未想过要走进思想史的大门。因为在其看来，思想史对概念

的个别化、孤立化处理，会阻碍对思想之理念和社会关系的重构。更重要的是，因为概念史的灵

感来自于德国社会史，它是社会史在思想研究领域的挚友，它的研究旨趣首先源自社会史对前现

代社会的关切，所以其目的是勾连语言与现实，勾连概念与社会结构。概念史的重要推动者莱因

哈特·科泽勒克( Ｒeinhart Koselleck) 常常被拿来与昆廷·斯金纳相比较，但他本人却鲜少谈论德

国的概念史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思想史之间的共性。相反，科泽勒克曾多次明确指出: 虽然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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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Nipperdey，“Vorwort”，Ｒeformation，Ｒevolution，Utopie，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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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其方法，但它不是“自为目的”，它其实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助手”而存在; 概念是社会结构的

指示器( 但不是社会意识、意识形态或者心态心志的指示器) ; 概念史为社会史提供指标和要素，

就此而言，它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一个“在方法上独立自主的组成部分”。①

1979 年，恩斯特·舒林( Ernst Schulin) 在分析思想史的各国境遇时指出，当英美的思想史研究和

法国的心态史蓬勃兴起时，这个领域在德国跌到了谷底。②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历史社会科学”
学派出版了四卷本论文集《德国的社会史》，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社会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和研究对象

的关系。③ 在这个广阔的讨论谱系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城市史、家庭史、日常生活史、宗教史、
心态史、大众文化史、概念史等领域都有一席之地，唯独没有思想史。在当时的德国史学中，不仅没

有一个虽然边缘化但保有独立地位的思想史，甚至连在政治史中被零散地、不成系统地加以探讨的

政治思想史都近乎消失了。

三

在一篇写于 1995 年的文章中，保罗·诺尔特( Paul Nolte) 曾向德国史学界呼吁，“观念史是时候

在丰富多彩的历史学中再次占有相称地位了”。④ 在某种程度上，诺尔特预言了接下来的发展趋势。
1996 年，献给库尔特·克鲁克森( Kurt Kluxen) 的祝寿文集以《观念史的新路径》为名。⑤ 1997 年，更

重要的转折点到来了，德国科学基金会开始资助为期六年的重点项目“作为现代欧洲社会形塑力量

的观念———一种新精神史的拟设”，其目的是“对德国传统的观念和精神史进行翻新，并以此找到与

国际历史和文化科学中的典范之间的连结”。⑥ 包括乌特·弗赖维特( Ute Frevert) 、卢茨·拉斐尔

( Lutz Ｒaphael) 、安瑟姆·多林—曼陀菲尔( Anselm Doering-Manteuffel) 、沃尔夫冈·哈特维希( Wolf-
gang Hardtwig) 、冈戈尔夫·许宾格( Gangolf Hübinger) 和保罗·诺尔特等人在内的众多历史学家，参

与了该项目。1998 年，多林—曼陀菲尔、拉斐尔和迪特里希·拜劳( Dietrich Beyrau) 与在史学书籍出

版领域长期享有盛名的奥登伯格出版社( Ｒ. Oldenbourg Verlag) 合作，⑦创办了“秩序体系: 现代观念

史研究”丛书，关注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思想、政治、文化和社会变迁之间的交互作用。2001 年，德国

三大史学期刊之一的《历史与社会》以“新观念史”为主题出版了专刊。⑧ 这之后，德国的思想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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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包括理论方法的思考和具体对象的探索———终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①

在这场思想史的翻新运动中，有一个关键概念成为德国历史学家切入该领域的利器，这就是“秩

序”。② 无论是在“秩序体系”丛书中，还是在各种专著中———例如诺尔特的《德国社会的秩序》
( 2000) 、拉斐尔的《公正与秩序》( 2000) 、约尔格·巴贝罗夫斯基( Jrg Baberowski) 和多林—曼陀菲

尔的《随恐怖而来的秩序》( 2006) 等———秩序的理念、构想、模式和体系成为新思想史的关注焦点。③

这种聚焦不但决定了研究对象的选择，而且意味着研究进路的特征: 新思想史的最终旨趣不再是伟

大的思想理念本身，甚至不再是它的产生过程，而是思想对社会的构造作用和形塑力量; 思想不再是

空中楼阁之物，它会作用于社会真实，并最终以实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德国的新

思想史抛弃了与梅尼克或者舍普斯的传统勾连，它像概念史一样，无论是在私人交往还是学科理念

上，都与社会史贴得更近。
思想史写作传统的断裂和社会史研究的强势影响，使德国的新思想史研究在 21 世纪有着自己

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具有与全球思想史暗合的部分。尤其是，全球思想史注重将研究对象———无

论是作为产品的“思想”，还是作为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人”———空间化、语境化、地方化和去典范化，

德国新思想史亦是如此。它不再探索观念或者心态的某种普遍的民族国家特性，而关注话语之产生

和接受的区域特征，其中既有民族国家内部的区域特征，也有跨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特征。但这种特

质并不是从全球史中获得的，而是从社会史中获得的。这是新思想史不断领会和追随社会史研究中

的区域化倾向的结果。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德国新思想史有一些疏离全球思想史的倾向。全球

思想史往往表现为过程主义，一旦观念的旅行完成，一旦观念的谱系和网络得到再现，一旦来自异国

他乡的观念在本土重新焕发生机，一旦观念完成了地方化，全球思想史的写作通常就抵达了终点。
但新思想史却更关注观念接下来的境遇，即在地方特性中考察观念的社会干预和社会形塑。就此而

言，全球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先导性的历史。
思想史之全球取向在德国的这种境遇，与全球史思潮本身在德国史学中的遭遇密切相关。德

国史学界尽管也有一些优秀的全球史作品，但总体而言，历史书写的全球视角更多地是作为一种

理念、纲领和方法论被论述，而没有在广阔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应用。即便是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 Jürgen Osterhammel) 这样被视为德国全球史领军人物的历史学家，也并不把全球史视为一种要

“置换”民族史的潮流。在描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全球化”取向时，他认为广泛使用的

“Globalisierung”一词并不精确，更合适的词应该是“Globalifizierung”。在德语中，－ isierung 和 － fi-
zierung 这两个后缀都可以表示一种变化的过程化，但后者更强调这种变化是在一个强烈的外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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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实现的。奥斯特哈默所使用的全球化概念要表明概念使用者自身的意图和局限。在他看来，

“全球化”不是对历史发展的单纯描述，而是“跨国认知视角对现有话语语境的侵入和接管”; 它并

不意味着一种激动人心的“全球转向”，它是逐步增强的，但也并非势不可挡，它在最初产生的问题

要远比给出的答案多。他甚至认为，与其他全球史分支相比，全球思想史是“浅表”的; 因为思想不

像经济市场、人口流动或者国际秩序那样，可以反映宏大的历史结构，它所依附的微观性和个体

性，导致它其实无需探讨像“真正全球化的潜在表现和早期形式究竟何时开始”这样的全球史关键

问题。①

奥斯特哈默的观点当然有其可遭质疑之处，但他的立场典型地反映出德国学界主流的态度: 与

关心思想的交流相比，他们更关心思想的作用。事实上，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流通的加速、
学科专业化标准下知识同质性的增强、知识与思想生产秩序的全球标准化，总而言之，伴随着一个全

球知识市场和思想语境的逐渐形成，当思想全球流通的路径和时间都在不断缩短时，可以发现: 越是

处理晚近的内容，全球思想史研究中的“全球”一词就越发从研究方法之导向转变为研究意识之背

景，它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思想史研究的“常量”。就此而言，德国思想史的研究取向或许能够为我们

提供一些别样的思考线索。

( 责任编辑: 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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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ürgen Osterhammel，“Globalifizierung. Denkfiguren der neuen Welt”，Zeitschrift für Ideengeschichte，Vol. 9，H. 1，2015，S. 8，15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