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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发生在意大利各个城
邦与公国的文化勃兴$ 布克哈
特的名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的文化& 则首次系统地提出
了文艺复兴时代 !人的发现"'

!对世界的发现"与人文主义的
兴起等经典命题$ 第五章主要
评述了四位

$%

世纪的文艺复
兴阐释者( 保罗)克利斯特勒'

欧金尼奥)加林' 欧文)潘诺夫
斯基与让)德吕莫$他们分别从
不同的角度推进和深化了米什
莱与布克哈特奠定的历史叙
事$以返回古代*克利斯特勒特
别强调这个!古代"包括基督教
教父传统+和!重生"意识*潘诺
夫斯基的学术主题+ 为特征的
文艺复兴, 完成了与中世纪的
决裂 *被加林阐释为对中世纪
日益僵化的思想体系的摧毁+,

开启了西方的现代进程 *德吕
莫把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也
视为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
部分+$在第六章,勒高夫对!文
艺复兴现代开端说"的另一面,

即 !中世纪黑暗说 ",进行了全
面驳斥$ 传统叙事认定为文艺
复兴开创的正面价值, 如对古
典学问的复兴' 革新与当代意
识的出现,人本与理性精神'审
美与艺术的发展, 中世纪都不
缺少$ 而中世纪被人诟病的阴
暗面, 如宗教战争与对巫术的
迫害 , 在

!&

世纪之后依旧延
续'甚至加剧$

第七章是%分期&全书的核
心$勒高夫最终!图穷匕见",正
式提出了 !长中世纪 "的说法 $

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是在经
济' 政治还是社会' 文化领域
中,在

'#

世纪,甚至直到
!(

世
纪中叶之前, 都不曾有过能证
明将中世纪与一个新的' 不同
的时代即文艺复兴相分离的根
本改变$ "*!分期"#第

!"

页+勒
高夫所枚举的各项例证可大致
概括如下$新大陆在

)&

世纪末
被欧洲 !发现", 但直到

!(

世
纪, 美洲才在西方世界成为具
有影响力的经济与政治实体 $

欧洲的远洋航海技术在
!*

#

)+

世纪就已经有所发展,但直
到

)(

世纪中叶以后才实现大
突破$ 在盛期中世纪时奠定的
欧洲农业经济格局直到

),

世
纪之后才逐渐因为商业资本的
介入而发生重大改变$ 欧洲的
社会生活,包括收成与饥荒'饮
食'金属工具'服装时尚与仪礼
规范,在

))

#

)(

世纪期间都呈
现出强烈的延续性$

)#

世纪的
宗教战争与

),

世纪的英荷共
和革命并没有彻底颠覆传统欧
洲的君主继承制与以王朝关系
为基础的国际格局$ 资本主义
货币经济对中世纪!封建"经济
的真正胜利发生在

)(

世纪后

期$直到启蒙运动,基督教对欧
洲思想界的绝对宰制才真正终
结$ 总而言之,在勒高夫看来,

欧洲历史的现代转折并非文艺
复兴,而是发生在

)(

世纪下半
叶的诸多变革(瓦特与蒸汽机'

狄德罗与 %百科全书 &'斯密与
%国富论&' 美国与法国的大西
洋革命$不过,勒高夫也公正地
概述了佛朗哥)卡蒂尼等学者
持有的!

)"-*

年变革说",后者
把

)&

'

)#

世纪之交视为欧洲史
上承上启下的决定性时代$

在作为全书结语的第八
章, 勒高夫回到了历史分期问
题, 并对于历史科学本身提出
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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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23 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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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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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分期或
许无法有效地把握全球格局的
历史变迁, 但对于有限的文明
区域*如欧洲+,它依旧是可能'

必要而且有益的史学工作$

总体而言,%分期& 是一本
阅读体验非常好的书$ 勒高夫
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 把历
史叙述' 学术史与个人观点出
色地结合在了一起, 可以说是
!大师小书"的典范$不过,从专
业读者的角度来看 ,%分期 &的
有些部分,特别是反对!黑暗中
世纪说"的第六章,近乎教科书
式的事实罗列略显乏味$ 但这
种普及读物的写法应该是勒高
夫刻意为之$从

!-&-

年进入高
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 *也就
是后来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
院 +,到

!-#-

年担任 %年鉴 &期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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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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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接替
费尔南)布罗代尔出任社会科
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勒高夫

"B

岁出头就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
地位$而在学术象牙塔之外,向
大众文化推介中世纪同样是勒
高夫终身倾力的志业 $

)-#(

年, 勒高夫在极度繁忙的学术
工作之余选择接手了流行广播
节目 !周一说历史"*

C38 .204<8

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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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持工作,向大
众普及史学界的最新进展$ 节
目反响颇佳$ 他也是通俗历史
读物与通史写作的高手, 已有
的中译作品包括%中世纪文明&

*徐家玲译 # 格致出版社
#$%%

年

版+'%给我的孩子讲欧洲&*王佳

玘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年版+

与%给我的孩子讲中世纪&*林泉

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

年版+$

勒 高 夫 属 于 法 语 中 称 之 为
D<8?/5<30 30171!

的那种热衷于
在学术专业与现实世界之间建
立关联的历史学家 $ 在

)-(+

年,他受法国政府之邀,利用自
己对时间体验的学术敏感 *中
世纪不同人群的时间感受是勒
高夫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之
一+ 参与了巴黎大众交通系统
的设计工作$

$)

世纪初,配合
扩张中的!欧盟"的文化认同建
设, 勒高夫为由他自己主编的
书 系 ! 欧 洲 的 形 成 " *

ED3

F7G<01 /H I25/J3

+撰写了以!作
为现实与表征的欧洲形成于中
世纪"为主题的通俗读物,同时
以五种欧洲语言出版$ 英文书
名为 %欧洲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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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5/J3

+.法文书名则和 %分期 &

一样是一个问句 %欧洲诞生于
中世纪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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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得到
了一些欧洲政要的公开称赞$一
位评论家称,这部书让勒高夫成
为了!欧盟"的!宫廷史家"$

不过, 大概出于对文意的
直白晓畅的追求,勒高夫在%分
期& 中的一些局部论断似有可
商榷之处$以第一章为例$勒高
夫认为奥古斯丁的人类历史六
阶段分期模式是一种悲观的世
界衰落理论 ,!直到

)(

世纪都
在阻碍着进步理念的诞生 "

*!分期"#第
&

$

'

页+$ 但正如
*O

世纪的奥裔学者盖尔哈特)拉
德纳关于早期基督教中的改革
理 念 的 经 典 研 究 所 指 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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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
的历史六阶段论其实体现了一
种积极的历史意识( 人类的历
史命运并非重返伊甸园中的纯
真幼年 , 而是在革新中进步
*

53H/5;7?</ 74 ;3.<28

+$再如,勒
高夫暗示, 以人类救赎为线索
进行历史分期的做法是

!+

世
纪的创新$ 但这种史观和分期
方式显然可以上溯到新约中的
保罗神学, 即认为人类先后经
历了 !前律法 " *

70?3 .313;

+'

!律法"*

82U .313

+与!神恩"*

82U

157?<7

+ 三个历史阶段 $ 不过 ,

%分期&中类似的可商榷之处并
不影响全书的立论$

传统分期 !晚期中

世纪"

在批判 !中世纪黑暗说 "

时, 勒高夫所引征的主要是盛
期中世纪 ,特别是 !

!*

世纪文
艺复兴"与

!+

世纪经院哲学的
文化与社会成就$ 这与他个人
的学术研究重心有关$ 他的早
期著作 %中世纪知识分子&*张

弘译#商务印书馆
%!!'

年版+的主
题是职业知识人在

!*

世纪的
出现与在

!+

世纪的体制化
Y

就
是这部著作打动了布罗代尔 ,

使他决定把这位未能完成教职
论文*

?D38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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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人召入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工作

Z

.他的
两部传记研究%圣路易&*许明龙

译#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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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与%阿
西西的圣方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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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主都是
)+

世纪的人物.在他
著名的 !炼狱的诞生 "命题中 ,

)*

世纪出现的炼狱意象的实
体化,意味着以时间与劳作*包
括祈祷和奉献+ 换取拯救这一
中古基督教最大特征的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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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高利贷
的研究*参考!钱袋与永生"#周嫄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版+则
突出了这种经济活动在西欧如
何从最初被否认与排斥,到

)+

世纪时被逐渐接受, 体现了中
世纪宗教#经济思想中蕴藏的
现代性因素00

在这个意义上, 身为盛期
中世纪学者的勒高夫对文艺复
兴史学进行反思, 应当算是一
次不大不小的学术跨界$ 可能
与他的盛期中世纪视角有关 ,

在%分期 &中 ,勒高夫没有论及
与他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另一项
传统分期 !晚期中世纪"*大致
)+&%

#

)&%%

年 +及其当代学术
史, 我们不妨在这里简略地加
以补充$ 约翰)赫伊津哈的%中
世纪的秋天 (

)"

世纪和
)&

世
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 思想与
艺术&*何道宽译#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

年版+出现在了 %分
期&书末的参考文献中,但勒高
夫并未在正文中提及$ 在这部
)-)-

年用荷兰语写就的名著
中, 赫伊津哈以一种挽歌式的
笔调勾画了勃艮第公国 *位于
尼德兰南部地区+ 与法国北部
的法语文化圈*特别是宫廷+在
晚期中世纪时一种!过度成熟"

的文化氛围$ !晚期中世纪并非
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而是一个
过度衰老的时代的缓慢消逝$ "

赫伊津哈的!北方文艺复兴"的
迷人的病态, 与布克哈特式健

康' 昂扬的文艺复兴形象构成
了鲜明的对比$

)-*"

年, 该书的首部英译
本出版,在赫伊津哈本人的认可
下,标题定为

ED3 \70<01 /H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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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衰落+$

而在
)--#

年问世的新译本则把
标 题 改 为

ED3 62?2;0 /H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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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秋天+$译
名的变动自然是出于对原书名
中

D35H8??<]

*相当于英文中的
H7..

?<43

+ 一词译法的重新考量,但
背后的学术史背景是近几十年
来几代学者对晚期中世纪文化
活力与创新越来越积极的评
价$ 如荷兰学者海科)奥伯曼就
多少有点挑衅地把晚期中世纪
唯名论神学的成就称为 !中世
纪神学的丰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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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赫伊津哈的衰落命题
相关, 把晚期中世纪欧洲视为
由饥荒 '黑死病 '教廷分裂 '农
民起义' 百年战争与宗教迫害
主导的危机时代的传统观点
*可参考巴巴拉%

*+

塔奇曼著&邵文

实译#!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
%,

世

纪"#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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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也在
近年来遭到了若干系统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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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领主制度危
机的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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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社会经济转
型的新命题*如克里斯托弗%戴尔

著&莫玉梅译#!转型的时代 '中世

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

年版+.战争
与 动 乱 在 国 家 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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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政治
理 念 的 创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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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具有
积极意义. 针对黑死病的医学
创新及其取得的实际成效 ,被
认为在欧洲社会为后来的文艺
复兴奠定了积极' 自信的思想
氛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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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发生在意大利各个城邦

与公国的文化勃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