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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危机

年的!独立宣言 "一种全球史 #

一书$ 是阿米蒂奇在后来被其
称作 %思想史的国际转向 &或
%全球思想史& 上的首次尝试$

既分析了!独立宣言'这一文本
诞生背后的全球物质文化和思
想文化脉络$又探讨了!独立宣
言' 在大西洋世界以及全球范
围的流动与传播$ 力图揭示出
思想与时间(空间的复杂联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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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论文*什么是大观
念+ 思想史与长时段#中$阿米
蒂奇在重新诠释布罗代尔 %长
时段&概念的基础上$宣告思想
史研究正迎来长时段的回归 $

与大卫,克里斯蒂安所宣称的
历史研究中普遍史的回归遥
相呼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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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思想史的
国际转向 #一文 $则是阿米蒂
奇对思想史内在的国际属性
和全球属性的进一步阐发 )在
!&$'

年刚刚出版的 *内战 "观
念中的历史 #一书中 $阿米蒂
奇通过梳理古罗马迄今人类
社会中的内战现象 $再一次运
用长时段 -跨民族和多语境的
综合视角 $ 对蕴含在 %内战 &

这一观念中的思想史作出了
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

在这部 *历史学宣言 '中 $

阿米蒂奇与古尔迪对长时段
的吁求已经超越了思想史 $扩
展到整个史学研究领域 .两位
作者对长时段优先性的考虑
与近年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的
大尺度研究取向密切相关 $但
却有着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
和人文关怀 .不同于从历时性
上重建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的
联系 $也不同于通过回溯久远
过去在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
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 $ *历史
学宣言 '中的长时段议题直指
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命运 $尤其
是人类所面临的与其生存息
息相关的环境 -生态和气候问
题 .人类世是一个由于人类的
活动///绝大部分是工业活
动 $而使地球遭到人为改变甚
至破坏的时代 . 近年来 $越来
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将这一
新的地质年代纳入到历史学
的长时段考察中 $并试图重新

定位人类世时代人类命运的
走向 . 在本书的两位作者看
来 $长时段的历史思维有助于
人们克服悲观主义的宿命论 $

去展望和创造一个更为积极
的未来 .在长时段的历史画卷
中 $人类世不再是一个象征着
人类狂妄自大的寓言 $而是对
全体人类发出的一声召唤 $让
人们意识到自己有足够的潜
能和实力治理好地球并塑造
人类美好的未来 . 不仅如此 $

长时段的回归也意味着原有
的历史观念的摒弃和陈旧的
历史知识的更新 $这将促使历
史学家对这门古老学科的性
质 -功用 -价值和道德蕴涵进
行全方位的反思 $一种更具批
判性和综合性的 $也因而更有
可能摆脱各种偏见的新型史
学将诞生 . 因此 $历史学家只
有迎回长时段 $他们才有可能
获得重新想象过去和创造未
来的力量 $去解决时代和史学
的双重危机 .

正如一切宣言性质的文
本都必须态度鲜明 -充满挑战
一样 $阿米蒂奇和古尔迪的这
部 *历史学宣言 '似乎也正是
因为这一特点而争议不断 .争
议的一个焦点是短期主义是
否真的占据了史学研究的主
流 . 阿米蒂奇和古尔迪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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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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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 是历史
研究中短期主义盛行的年代 .

而在
#(')

年之前 $ 历史学家
的叙事一度相当 宏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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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 $ 长时段才开始再度
复苏 . 两位作者还注意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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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及其以后数十年间 $

缩小历史研究的时段成为多
数大学历史专业培养学生的
主导模式 .对此 $西北大学的
黛博拉,科恩和剑桥大学的
彼得,曼德勒却不以为然 .他
们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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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

年间
*美国历史评论 '书评版上所
评书籍中的

$$""

本进 行 了
分析 $ 发现没有证据表明 $

$(*+

年 之 前 历 史 学 家 注 重
长时段而之后这一优势就消
失了 .相反 $历史著作中最长
的 时 间 跨 度 恰 恰 出 现 在
$(')

年之后 .而从
$(**

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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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历史著作中时间跨

度 的 中 间 值 增 加 了 一 倍 以
上 $ 即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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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增 加 到
)*

年 . 即便是在阿米蒂奇和古
尔 迪 比 较 认 同 的 长 时 段 流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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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 $ 历史著作
中 的 时 间 跨 度 也 是 长 短 不
一 $有些著作中的时间跨度
甚至低于

$"

年 . 而在阿米
蒂 奇 和 古 尔 迪 所 非 议 的 短
期主义占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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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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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却是以长时段著
称 的 全 球 史 和 环 境 史 代 表
作迭生不断的时期 .

另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
是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对待短
期历史或微观史的态度 .尽管
两位作者承认微观史的批判
性力量对于破除历史学中的
各种神话意义犹在 $并在著作
的结论部分强调了微观与宏
观研究之间要妥善协调 -适度
融合 $既要凸显微观研究在文
献档案上的优势 $也要张扬宏
观研究的广阔图景和普遍关
怀 . 但在整部书中 $微观史基
本上是作为长时段的对立面
出现的 $ 是短期主义的肇始
者 $更是让史学失去公众的罪
魁祸首 .虽然微观史在研究的
时间和空间上倾向于短期和
地方 $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史
必然具有一种微观思维 .微观
史在意大利创立之初 $就是为
了尝试解决宏大叙事所不能
解决的大问题 $亦即那些不被
以现代性为指归的史学所容
纳的大问题 .微观只是一种视
角 -一种手段 -一种多层次论
证的可能 .近年来全球微观史

的兴起 $进一步表明微观史不
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有着
极大扩展的潜能 . 另一方面 $

将历史学家失去曾有的对政
策的影响 -将历史学不再能指
引大众生活 -甚至将大众对历
史著作兴趣的丧失一并归咎
于微观史所带来的细碎化和
专业化 $这样的断言似乎也有
失公允 .不必说历史学家和历
史学是否必然要迎合大众 $若
论大众对历史的兴趣 $从根本
上来说取决于历史著作的内
容 $而非长时段或短时段这样
的表现形式 . 况且 $微观史向
来以叙事见长 $这反倒是它吸
引大众参与历史的一个优点 .

此外 $微观史史学家并不
必然就是对生活世界充耳不
闻的象牙塔中人 $在某些微观
史史学家那里 $现实关怀和启
发大众的意愿 $与从事长时段
研究的历史学家一样强烈 .在
$(($

年出版的 *法官与史家 '

一书中 $ 微观史的奠基人卡
洛,金斯伯格以细腻的笔触详
述和勾画了一起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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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却历经八次审判 $诉讼时
间长达十余年的司法案件 .通
过仔细分析案件的庭审材料 $

金斯伯格对此案在审理时所
采用的证据提出了严重质疑 $

认为这是一桩证据不足但出
于对意大利左派人士的偏见
和打压而导致的冤假错案 .金
斯伯格在全面检视证据问题
时所展现出的侦探般抽丝剥
茧的技艺 $显然拜作者长期研
究宗教审判题材所锻炼出来

的 %微观 &能力所赐 $但最终指
向的却是在意大利当代社会
极具现实意义和关乎大众切
身利益的司法不公和法律正
义问题 .

与史学界同行对 *历史
学宣言 '中的某些观点颇有
微词形成对比的是 $一些传
统 史 学 之 外 的 学 者 对 阿 米
蒂 奇 和 古 尔 迪 的 这 种 自 省
和 批 判 精 神 还 是 持 赞 赏 态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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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史 权 威 刊 物 * 爱 西 斯 '

0

,-.-

1上 $来 自 美 国 -法 国 -

墨西哥 -中国 -澳大利亚 -丹
麦 - 荷兰等国的

$%

位科学
史学者对 *历史学宣言 '展
开 了 一 场 广 泛 而 深 入 的 讨
论 . 他们探讨了长时段在科
学史研究中的意义 -科学史
史学家的位置 -科学史与 数
字 人 文 的 关 系 $ 以 及 特 殊
意 义 上 的 科 学 史 与 一 般 意
义 上 的 历 史 对 时 空 尺 度 的
不 同 把 握 等 问 题 . 不 论 大
众 或 学 者 对 *历 史 学 宣 言 '

的 看 法 何 如 $ 开 放 性 和 争
议 性 是 本 书 的 最 大 特 点 $

也 是 该 书 发 人 深 省 和 独 具
魅 力 的 根 本 原 因 . 至 少 在
未 来 的 不 确 定 性 依 然 萦 绕
于 人 们 心 中 的 当 下 $ *历 史
学 宣 言 ' 所 提 出 的 长 时 段
回 归 -历 史 学 的 价 值 $以 及
历 史 学 家 应 携 手 共 创 史 学
的 % 大 众 前 景 & 等 建 言 $ 确
实值得我们跃跃欲试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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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社出版$丽塔!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

现代欧洲%并在移民和人口流动&种

族和民族& 殖民和后殖民等方向尤

为擅长$ 新书关注了多元文化主义

在欧洲的危机% 并讨论了它的起源

以及难以捉摸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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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欧洲主要国家德国&

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宣

称% 多元文化主义在自己国家已经

宣告失败$在过去十年里%这一点似

乎获得不同群体的& 越来越多的人

的共识$那么%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

糟糕宣言意味着什么呢'

丽塔!金在新书中专门讨论了

欧洲大陆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进

程%包括从
$()&

年代的移民涌入到

当下令人担忧的难民潮和恐怖主义

威胁$ 她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危机并

非新事%其实在
$(+&

年代的欧洲就

起源了$她还特别指出%其实学界对

这一(沉疴)的研究是不足的%几乎

没人好好研究过国家层面对于多元

文化主义的资助政策% 也并未从以

往纸上谈兵而最终失败的一系列有

关政策措施中吸取教训$

丽塔!金在书中探讨了欧洲多

元文化主义的一些具体问题% 包括

二战以后的劳动力输入& 印度裔作

家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诗篇+所引发

的穆斯林世界的愤怒&法国(头巾法

案)引起的争议等$尽管穆斯林移民

在欧洲已经生活了几十年% 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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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民族&宗教和西方价值

观等各种问题仿佛又纠合在了一

起%并引起欧洲左翼和右翼的争论%

甚至威胁到整个欧洲对于多元主义

主流价值的共识$ 因此%丽塔!金指

出%放弃多样性定会导致社会成本%

欧洲应考虑构建一个有效的多元人

口政治参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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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窗拾影

阿米蒂奇 !左 "#古尔迪合著 $历史学宣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