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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末的 "印刷革命#$!作为变革

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

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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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实为在晚期
中世纪取得重大发展的抄本文
化 的 延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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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与宗
教改革之间的百余年被阐释为
一个多元( 自主的宗教实践百
花齐放的基督教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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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对晚期中世
纪的 "去衰落化# 与 "去危机
化#*在两个不同的面向上可以
与勒高夫的"长中世纪说#构成
对话)一方面*它进一步弱化了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断裂与对
立) 另一方面*它也提示我们*

在强调长时段历史连续性的同
时*也需要给予"长

!"

世纪#这
个晚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重
叠时段以专门的关注+ 并非因
为期间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断
裂* 而是这个时段自身或许具
有某些区别于之前的盛期中世
纪与之后的早期现代的独特历
史气质)

勒高夫的"长中世纪说#显
然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传统
密切相关) 勒高夫的老领导布
罗代尔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
著名研究的时段选择* 是从晚
期中世纪至工业革命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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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

主义'$顾良与施康强译$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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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与勒高夫同为 "年
鉴# 第三代掌门人的埃马纽埃
尔,勒华拉杜里从人口学的角
度* 把夹在盛期中世纪的第一
次农业革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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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第二
次 农 业 革 命 之 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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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界定为欧洲的一段
" 停 滞 的 历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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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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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接替布罗

代尔就职法兰西公学院的演说$收

录于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

豫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版%* 这一富有争议性的论断也
同样打破了 "中世纪'现代#的
传统分期/勒高夫从盛期中世纪
史学者的视角出发*把这个法国
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期传统再
向前延伸*以至囊括了整个古典
时代之后的"中间时段#/

"长中世纪说#的分期方式
也映射了勒高夫的中世纪观的
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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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平最富学术
原创性的两大论断刚好反映了
这种张力/一是"时间#的发现/

勒高夫认为* 中世纪欧洲的最
大发明是一种在经济和思想的
双重意义上支配和管理时间的
意识* 而这种意识构成了西方
现代文明的基石/二是"民间文
化#/ 在他看来*中世纪基督教
文化的主流并非以规整的拉丁
语著作和高深的神学思想为代
表的高级 "教士文化 #*而是一
种诉诸口头流传( 缺乏严格的
教义和仪程规范( 充满怪力乱
神的流行文化/如果说*前一个
命题突出了中世纪的某种现代
属性* 后一个命题则更多地呈

现了中世纪迥异于现代文明的
非理性( 甚至愚昧黑暗的 "他
者#一面/ 这种两面性在"长中
世纪#的概念中则表现为*它既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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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后的现代一分为
二* 又内在地蕴含了向现代过
渡的"历史任务#/

英!德学界的 "早期

现代 #与 "旧欧洲 #

概念

那么* 对于这个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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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长中世纪#内部的变迁节
奏*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呢0勒高
夫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没有在
1分期 2中出现 *却可以在他之
前的一篇名为"长中世纪#的访
谈文章中找到 $收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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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高夫认为*推动中世
纪历史进程的主要是三场 "复
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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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时重新奠定拉
丁书写文化并保留了图像在宗
教生活中的合法地位的 "加洛
林文艺复兴#&以对亚里士多德
的重新发现( 大学的出现和世
俗骑士文学为标志的"

!D

世纪
文艺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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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意
大利文艺复兴/这三次以"自我
更新# 为主题的思想与社会浪
潮构成了这个长时段中的历史
演进动力/

用新的长时段打破旧的古
史分期的思潮也并非法国学术
所独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简略

提及在当代英语与德语学界备
受瞩目的两个史学概念/ 其一
是"早期现代#$

N$2(7 @*4'2%&07W

R2"1%'/X'&0

%*大致以
!"

世纪到
!J

世纪末为时限/ "早期现代#

概念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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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英(德学界逐
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早期
现代# 强调从将近四个世纪的
长时段内的历史演化来理解现
代西方的发生史* 并且看重欧
洲不同区域内历史变迁节奏之
间的差异与可比性/著名的"剑
桥 早 期 现 代 史 研 究 # 丛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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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把早期现

代史的核心主题界定为 "延续
与变迁之间的互动* 既表现为
对中世纪思想( 政治与社会组
织的接续*也表现为新思想(新
方法和对于传统结构的新需
要#/ 法国年鉴学派*特别是布
罗代尔的研究* 对作为独立学
科的"早期现代#的兴起影响重
大* 尽管这个概念本身极少被
当代法国学者接受和使用 $包
括勒高夫%/ 如今*"早期现代#

与 "古代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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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构成了英美欧洲史学界最
热门的两大领域/

第二个概念是 "旧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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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分期/ 这个概
念的源头可以追述到上文提到
的布克哈特甚至更早的法国社
会学家托克维尔/ 奥地利史家
奥托,布鲁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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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首位在

DF

世纪的史学研究中
发挥"旧欧洲#概念的学者/ 布
鲁纳的"旧欧洲#的核心特征是
以自治性的小共同体为基础的
领主土地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
统治与法权关系 * 区别于在
!JFF

年之后确立的以国家政
治权力的支配地位为特征的现
代欧洲/因为涉身纳粹*布鲁纳
的学术在 "二战# 后一度遭冷
遇/ 但伴随着布鲁纳的学术复
出* 以及犹太裔德国学者迪特
里希,格哈德对 "旧欧洲 #的提
倡*这个概念在

DF

世纪后半叶
再度焕发活力/ 尽管格哈德尽
量回避提及这个概念与布鲁纳
的渊源*他以传统性(区域性与

法团性对 "旧欧洲 #的界定 *显
然 受 到 那 位 前 纳 粹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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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纳的名著 1领地与领主统
治2的英译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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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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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该书主
译(美国中世纪史家霍华德,凯
明斯基对 "旧欧洲说 #的提倡 *

大大提升了这个概念在英美学
界的影响/凯明斯基认为*布鲁
纳对德语地区的历史判断也适
用于法国与英国&此外*他更强
调"旧欧洲 #的贵族统治属性 *

区别于布尔乔亚主导的现代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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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早期近代 #("旧欧
洲#与"长中世纪#*既能看出在
不同的学术传统中发育出的史
学框架的不同侧重* 也可以看
到勒高夫之道不孤/可以说*勒
高夫在1分期2一书中的个人思
考* 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一
项普遍努力* 即通过新的历史
分期尝试为探索西方文明的前
世今生提供新学术引擎/ 对于
在书的标题中为自己提出的问
题* 勒高夫最终的回答是肯定
的/勒高夫对传统的"中世纪'

文艺复兴# 分期法的批判没有
使他抛弃历史分期工作本身 *

而是促使他思考更有效的历史
分期可能/ 正如他所言*"历史
学家必须掌握时间33因为时
间是变化的* 历史分期对历史
学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

$!分期'$第
$)$

页%/ 诚然*历史
分期不能替代基于史料的实证
研究与细致的史学分析* 正如
"批判的武器 #不能代替 "武器
的批判#/但历史分期终究是一
种有用的史学武器* 是帮助史
家收束读史心得的储物盒 *是
便利与同行交流切磋的平台 *

是与社会科学互通有无的管
道* 也是进行跨区域比较史学
研究的脚手架/ 这或许是 1分
期2 一书可以给古史分期问题
逐渐成为史学化石的中国学界
带来的一点启发/

杨嘉彦先生的翻译清楚晓
畅 *很好地呈现了 1分期 2原文
轻快而明晰的语言风格/不过*

在几处涉及中世纪专门知识的
地方*译文似有不妥*在这里分
别列出*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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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按照佛拉金的雅

克所说#这个时间由两个原

则 $ 即 礼 拜 仪 式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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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世 俗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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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文原版中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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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中古基督教年历中同

时使用的两套礼仪周期$分

别是按照圣徒纪念日安排礼

仪的*圣人循环(与按照基督

的生平与复活安排礼仪的

*基督在世时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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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以君主制

为主导的欧洲出现/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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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译作 2城市

公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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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我们可以通过,生

活 的 重 要 历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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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概括这一

时期历史教学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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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

2历史乃生活的导师1$ 语出

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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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在这种连续性

中$ 应该注意一种有着美好

未来的新事物!酒精'它的出

现算是晚的$ 正如布罗代尔

指出$如果
!V

世纪,可以说

创造了它-$

!J

世纪的时候

它才普及' 1

此处译作 2酒精1 的法文

$(6**(

$ 更恰当的译法是烈

酒' 低浓度的葡萄酒和啤酒

在很早时候就是欧洲普及的

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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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开始$

大学就制造了相当多的手抄

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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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的并非一般意

义上的手抄本' 该拉丁词的

原意指一刀牛皮纸$ 相当于

英文中的
Z/&2'

'这里特指中

世纪大学的书店向学生提供

的拆分成多个部分的课程讲

义样本' 拆分的目的是使样

本可以在需要借去誊抄 )或

雇人誊抄& 的学生中间更快

地流转'

瑕不掩瑜/ 我相信*这本可
靠的中译本会在未来很长的时
间内列身国内世界史研究的必
读书目/ 它也将吸引更多的读
者产生探索中世纪史的兴趣 /

而这*正是勒高夫一生所求/

(作者为美国圣母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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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

奥托*布鲁纳及其

著作%领地与领主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