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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历史学家" 联合起
来# $ 二十一世纪的两位历史学
家这样呐喊道%

这两位历史学家分别是布朗
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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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剑桥大学
出版社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了
*历史学宣言+电子版"并开设了
论坛供读者讨论% 这是剑桥大学
出版社首次在出版图书纸质版前
将书的电子版发布在互联网上%

书甫一出版即引起了学界的
热议% 不少学者支持古尔迪和阿
米蒂奇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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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资本论+

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将*历史学宣
言+称作,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
碑$%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学
教授大卫&克里斯蒂安抱持着大
历史观"写就了*大历史-虚无与
万物之间+*极简人类史+等书"他
认为-,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
奇的贡献在于" 他们在书中讲述
了一个史学如何回归大图景思维
的颇有力度的故事" 他们要求史
学家结合微观史的洞见和大数据
的兼容优势% $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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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作者之一
阿米蒂奇的哈佛大学个人网站
上" 就已列出了近一百五十篇对
*历史学宣言+一书的书评.博文.

报道.访谈等% 日语版.意大利语
版.西班牙语版.土耳其语版等多
个版本也陆续出版% 中文版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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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由格致出版社推出%

为何宣言!长时段的

历史和短期主义的幽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 布罗
代尔被囚禁在德国战俘集中营%

成为战俘前" 他正在撰写关于菲
利普二世时期地中海历史的博士
论文%在战俘营中"布罗代尔几乎
全凭记忆写作% 而正是这部在艰
苦条件下完成的鸿篇巨制)))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
中海世界+"初步显露了布罗代尔
对长时段的思考和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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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布罗代尔在为*年鉴+杂志撰
写的文章*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
段+中首次提出,长时段$的概念%

年鉴学派和长时段历史观也由此
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历史学宣言+呼吁的正是长
时段的回归%之所以说,回归$"是
因为,有一阵子"长时段消退了$"

取而代之的是短期主义" 亦即研
究视野仅仅为五十年. 十年甚至
五年的模式% 借用*共产党宣言+

的句式"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慨叹-

,一个幽灵" 短期主义的幽灵"正
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 $

不过"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强
调" 这里的长时段不同于布罗代
尔的那种长时段%他们称其为,新
的长时段$"并且认为这种新的长
时段较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更具
活力和灵活性 " 也更具鉴别能
力)))这些特点的一大来源是这
个时代独有的大数据% 在这个时
代" 史学家也背负了新的使命-

,不仅仅要后顾"更要前瞻% 要重
新梳理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联系%

要学会用历史反思未来% $,新的

长时段史学家应当学会用历史去
批判现实" 并恢复史学的本来面
目 - 一种富于批判性的社会科
学%$历史这门学科应当是时代的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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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组织了一期主题为
,历史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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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特邀*历史学宣言+作者
之一大卫&阿米蒂奇"英国保守党
议员.历史学家克里斯&斯基德莫
尔",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鲁西&
德拉普" 以及牛津大学中国政治
和历史教授拉纳&米特参与讨论%

几位嘉宾在节目中讨论了历史如
何以及何时失去了其首席地位.

微观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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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时段
的运用. 新兴技术在处理大数据
的过程中如何掌控微观和宏观.

史学家与政策制定等问题%

在谈及为什么写这部 *历史
学宣言+ 以及为什么是现在出版
这样一本书的问题时" 阿米蒂奇
表示"当今世界事务存在一种,短
期主义$危机%世界好像是基于五
年或至多是一个选举周期的时间
跨度在运行% 历史学家的视野应
该是超过五十年. 一百年甚至一
千年的更深层的历史"而当今"在
政策形成的过程中" 却不会谈及
这种视野%,这让历史学家们感到
灰心丧气)))我相信所有的历史
学家都有这种感受% 眼看着这个
世界急速堕落"我们意识到"针对
这些问题"历史学家能够发话"因
此我们站了出来% 我们的话语应
当推动所有的史学专业人士重获
公共领域话语权% $

比如关于气候变化问题% 很
明显" 近年来关于这一话题的争
论引起了人们的忧虑" 科学共识
明确指出了气候变化的人为性
质"至少过去二百年来是这样的%

但这一问题大部分都留给了气候
学家解答" 然而对于历史上气候
变化如何从世界上的某些区域.

某些人群以及某些人类行为如工
业革命或帝国主义中显现出来"

他们却一无所知% 而历史学家直
到最近才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一
定的作用%

历史学家还能引发出很多类
似的辩论% 这些问题通常被选举

政治和短周期给横切了" 但这种
时候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在几百甚
至几千年的周期中进行思考%,对
此" 我们既要往回看" 也要向前
看-往回看"了解气候变化从何而
来.谁对此负责/向前看"对于各
种可能的未来情形" 想象我们会
做什么% $

宏观史和微观史当

共存互惠

大数据.数字化资源.数字化
档案和信息储存等的发展改变了
历史学家参与政策的程度% 阿米
蒂奇直言" 这给历史学家带来差
异化" 但同时也拓宽了历史学家
参与更广泛公共讨论的余地% 大
数据正在从我们身上搜集每时每
刻的数据% 数字化的历史研究和
分析.可视化.数据处理"这对历
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机遇" 而对社
会活动家而言则有点像是危机%

他们在寻求数据"历史学家也是%

史学家需要找到某些数字历史学
家称为 ,远距离阅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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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并在数据中找寻
更大的模式" 后者能够指引史学
家深入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问
题" 以及在大量信息资料中要关
注哪些档案和材料%

当然"面对大数据"史学家面
临的是抽样和挑选的风险% 他们
可以用这些数据证明想要证明的
问题" 但也会有另一批人用另外
一些数据去驳斥前者基于大数据
的论点% 史学家可以用统计学证
明任何想要证明的问题" 也能用
历史案例研究论证要想论证的观
点% 政治家们很好地掌握了这一
点%克里斯&斯基德莫尔拿英国下
议院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两
边的政治家可以选取简单的事
实"使其有利于自己的观点% $

对此"*历史学宣言+ 强调-

,我们不是要用宏观史去反对微
观史"而是要提出大问题"这些大
问题源于特定案例研究% 将宏观
和微观. 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
融合"这才是关键% $历史有着识
古通今.去伪存真的力量%长时段
历史可以开阔视野" 拓宽研究和
治理的思路" 利于史学家和政治
家破除束缚我们展望未来的绳

索"看到更为清晰的发展前景%微
观考据则可以去伪存真% 在这个
信息超载. 大数据成为一种时尚
的时代" 微观考据对大量信息数
据的历史式处理更加不可或缺%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希望复兴的历
史",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
优势" 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
宏观叙事" 后者要采信多种文献
数据$%只有微观史'短期分析(和
宏观史'长时段概述(相结合"才
能产出内容厚实.观点鲜明.富有
道德蕴含的综合性学术作品"达
成历史后顾前瞻的使命%

批判性历史 ! 史学

家如何参与政治

当然" 历史学家能够谈论的
不仅仅是这些长期性的大问题"

对日常较小的政策变化他们也能
发话% ,历史和政策$组织主任路
西&德拉普介绍说"该组织运行了
十二年" 期间汇集了五百名历史
学家"产出上百篇研究成果%研究
成果中包括从十八世纪 ,金酒醉
乱$时期的酒类法律法规"到十九
世纪威廉&格莱斯顿首相的*售酒
法案+"帮助他们对酗酒和酒类单
价展开讨论" 而这些正与当下息
息相关% 历史学家要注意的是这
些现象发生的不同方式和不同背
景" 然后看当下的政府和公众人
物对此如何评说" 以及哪些政策
会奏效%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在 *历史
学宣言+中叹息道"伴随长时段的
退却和短期主义盛行的" 是史学
家失去了一度享有的对政策的影
响力%过去"历史学家在政治中的
投入比现在多很多% 也许不能说
那是一个,黄金时代$"但确实有
过历史学家居于领导地位的时
候% 比如" 十九世纪末阿尔弗莱
德&马汉的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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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十年时间是美
国.德国.日本海军院校军事战略
课的指定教材% 韦伯夫妇撰写了
十一卷本的英国政治史" 使英国
历史上的诸种制度能够成为未来
改革的参照%

又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DK

3L

托尼赶赴中国进行调查研究%

托尼是著名的费边主义历史学

家" 其对十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
的研究非常有名% 他的研究看上
去好像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
国相去甚远% 然而那段时期国际
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十分关注土
地改革的前景以及中国的农民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经历着什
么%同时"历史研究是可转换的技
能" 就像托尼那样深深沉浸在土
地变化以及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英
国历史研究中" 却也可以轻松地
将其运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中国%

由此" 研究英国圈地运动的托尼
被派去了中国" 并书写了一部中
国农业史的书稿" 且书稿与他所
写的英国农业史有颇多契合之
处"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长时
段史和比较研究揭示了土地改革
的阶级斗争" 引领学者和政治家
认清当代制度. 探索可行的社会
变革%

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

历史学家开始逐渐退出公共领
域" 取而代之占领这块高地的是
其他学科的学者" 他们的历史观
往往不是基于历史证据而是普遍
模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学家%

拉纳&米特论辩道"历史学家和政
治家的交流减少" 不是因为历史
中的政治少了" 而是多了)))事
实上"历史学家需要走近政治家"

反之亦然" 因为历史变得更具政
治性了%

古尔迪和阿米蒂奇呼吁批判
性的历史% 对此"德拉普认为"隐
含在*历史学宣言+中的观点是政
治化的历史%那么"为何不称其为
政治化的历史0,历史记载的政治
相当复杂" 通常我们不能将其简
化为左和右)))那都是非常落伍
的分类% 历史学家总有他们的观
点" 但史学领域整体不会有任何
政治偏向%1德拉普这样解释书中
采用,批判性的历史$而非,政治
化的历史$的做法%

对此" 阿米蒂奇表示赞同 %

,关于批判性是否等同于政治化
的问题" 我认为政治化可以不从
政党政治或政治谱系的角度去
说" 而是要意识到" 作为历史学
家" 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去
做的" 就是让我们的长官和领导
摆脱满足于左和右的现状% 这绝
不是一个政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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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乔#古尔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