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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世纪史学者雅克!勒
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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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作
品的中文译介最多的西方当代
史家之一$ 根据我的统计%他的
专著和编著中译至今已有

,-

本
之多$这种&勒高夫热'自然部分
得益于其身为&年鉴学派'当代
领军人物与

-.

世纪
/.

年代以
降的&新史学'运动领袖的赫赫
声名$ 但同样重要的是%勒高夫
从来都乐于保持一种平易近人
的学术写作姿态%这使中世纪研
究之外的学者乃至非史学专业
的普通读者都有兴趣阅读他的
作品%而且不难从中获益$ 新近
翻译出版的(我们必须给历史分
期吗) *"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

年版" 以下简称 #分

期$# 让中国读者再次得以领略
勒高夫轻快的文风%以及他在学
术生涯的最后时光里依旧充沛
的学术活力$这本小书的法语原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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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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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当
时的勒高夫已是

A.

岁高龄$

B

个月后% 这位
-.

世纪史学大家
与世长辞$ (分期*一书是勒高夫
为我们留下的最后的史学思考$

囊括中世纪与文艺

复兴的!长中世纪"

这部散论"

&''"3

#的主题是

西方历史中的 &中世纪 '与 &文
艺复兴'之间的关系$在勒高夫
看来% 这两个在传统叙事中泾
渭分明的时代% 更应该在同一
个西方历史的大时段中加以理
解%他称之为&长中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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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高夫选择从&历
史分期'这个大问题入手思考$

中国读者对历史分期问题不会
感到陌生$ 在作为一门现代学
科的中国史学走向形成的过程
中% 古史分期问题一度扮演了
核心角色$ 共和国&十七年'史
学的 &五朵金花 '中 %分期问题
居首 % 而且与另外两朵金花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
题' 与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
题'#密切关联$ 比照中西分期
问题可以发现% 聚讼最多的都
是对上古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时
段的性质与边界的理解, 对中
国史来说% 是所谓的 &封建时

代'-对西洋史来说%则是&中世
纪'$ 这不是偶然的$ 正如勒高
夫所言,&新时期的一种观念总
是反对前一时期的观念% 后者
总被认为是黑暗的阶段并理应
让位于光明$'"%分期&!第

%&

页#

与常常被理想化的古典时代不
同%中世纪构成了与 &现代 '相
反相成的历史阴影与历史 &他
者'$勒高夫在(分期*中多次暗
示我们% 把文艺复兴视为现代
的开端与把中世纪视为现代的
对立% 是伴随着现代西方的诞
生而出现的同一种历史叙事的
两面$ (分期*一书本质上是勒
高夫对这种经典历史阐释法的
学术史批判$ 在对于这种西方
历史的传统分期的形成史与修
正史的辨析中% 勒高夫阐发了
他对 &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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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著名的 (年鉴 *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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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名之后的副标题#的
性质与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
历史进程的个人见解$

(分期* 正文部分共分八
章$ 第一章提纲挈领地概述了
三种在前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
历史分期方式$ 它们均具有十
分强烈的基督教色彩$ 首先是
以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的四
兽异象为原型的统治帝国更替
模式$第二种是以奥古斯丁(上
帝之城*第九卷为代表的.围绕
着圣经历史建构并比照人生阶
段的人类历史六时期模式$ 第
三种分期模式以人类的救赎历
史为主线%勒高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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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圣
徒传集 (黄金传说* 为其代表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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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该作品中译本的译名为%金色传

奇&#$ 在其中%亚当以来的人类
历史被分割为&迷途'.&更新'.

&和解'与&朝圣'四段$ 第二章

梳理现代历史分期模式的发生
史$彼得拉克在

,@

世纪最先使
用了区别于古代和当下的 &中
间时代'一词$德国新教史学家
塞拉里乌斯在

,F

世纪第一次
用&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
分法写作通史 %以 &中世纪 '为
主题的一卷以君士坦丁皇帝
始%以

,@GB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终$ 直到

,H

世纪末%&中世纪'

都是一个与黑暗和蒙昧相关的
负面概念$

,A

世纪的浪漫主义
运动与中世纪文献学的兴起开
始为&中世纪'洗刷污名$ 第三
章从教学和学科建制的角度继
续讨论现代史学$通过罗列欧洲
各国大学中史学讲席的设置时
间等方式%勒高夫勾勒了历史如
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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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世纪期间逐步演化
为自主的教育和研究对象$

第四. 五章的主题是文艺
复兴的学术史$ 勒高夫先是探
讨了两位

,A

世纪的史学家对
作为一个独立历史时期的 &文
艺复兴'的&发明'$一位是勒高
夫所钟爱的法国史家儒勒!米
什莱"可进一步参考勒高夫的论文

%米什莱的几个中世纪 &! 收录于

%试谈另一个中世纪&! 周莽译!商

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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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另一位是
德语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
特$米什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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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
兰西公学院的讲座中开创性地

法国中世纪史

学者雅克'勒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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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高夫与!长中世纪"

刘寅

最能够体现斯塔罗斯金才
华的%是

,AHA

年出版的关于古
汉语音系构拟的巨著$ 他的这
部书备受关注% 得到中国语言
学家郑张尚芳和美国学者白一
平 "

I3443"7 J"K1&6L

等的高度评
价$仅在国内%已经先后出版了
两种中文译本"%古代汉语音系

的构拟&!林海鹰)王冲译!上海

教育出版社
!6#6

年版 "#古汉

语音系的构拟&! 张兴亚译!北

京大学出版社
!6#!

年版#$ 而
该书俄文原著的审定者% 正是
雅洪托夫0事实上%雅洪托夫是
他从事语言研究的启蒙导师$

-.,/

年% 为庆祝雅洪托夫
A.

寿辰%圣彼得堡出版了题为

(汉语和普通语言学问题*的论
文集 "共

/G/

页 #%收列了雅氏
自

,AG-

年至
-..A

年较为完备
的著作目录$ 该书正文分为两
部分, 第一部分是雅氏本人一
些重要论文的辑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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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第二部分是各国学者撰写的 .

范围广泛的论文
,@

篇"如美国
学者白桂思对 (后汉书* 所载
(白狼歌*的最新研究等#$ 非常
可惜的是%书只印了

,G.

册%很
难看到%不过书中的若干内容%

现已可通过网络获得$

尽管拥有巨大的学术成
就%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雅洪
托夫终身未获教授职称$ 其中
原因%据说是因为按照规定%学
者获得学位后% 必须提交至少
一部比较厚重的学术专著 %才

能取得评定教授的资格$ 雅洪
托夫一生的论著约一百数十
种%若按其质量来说%他完全称
得上是 &教授的教授 '%但由于

其论文言简意赅%篇幅较短%甚
至已出版的专著亦并非 &长篇
巨制'%以至于与&教授'的头衔
失之交臂$ 但他一生以从事教
学和科研为最大的乐趣% 临终
在睡眠中安详离世$ 正由于这
种追求真理而不计名利的品
格% 使世界各国学者对他倍感
怀念$

最后%笔者想引用陈寅恪先
生悼念王国维先生的名言来评
价雅洪托夫一生的学术业绩 ,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

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
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
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0 '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

究院特聘研究员#

!

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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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勒高夫的作品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中世纪离我们现在的世界似乎既很近又很远" 站在年
鉴学派的经典立场上#勒高夫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把握时间和变化$而长时段的优势正在于能够
将历史演进中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相结合%这正是他选择使用&长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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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概念来囊括
传统意义上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背后的考量+

俄罗斯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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