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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与民族叙事： 
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张 旭 鹏

摘  要：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

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

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

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

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

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

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

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

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

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关键词：全球史  民族叙事  地方经验  中国视角  西方中心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正生活在全球叙事的黄金时代，全球史不仅可能，

而且无法避免。A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不论是在后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全

球史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促使历史学家打破民族国家历史的旧有框架，重绘全

 A  Kerwin Lee Klein， “In Search of Narrative Maste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4 (Dec.， 1995)， p. 298. 另以哈佛大学图书馆为例， 

标题中包含“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藏书共计 496 部， 其中绝大部分是 2000 年以来的

出版物， 计 455 部， 最近 5 年来出版的相关书籍则有 214 部。参见 https://hollis.harvard.edu/

primo_library/libweb/action/search.do?vid=HVD， 访问时间：2019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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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图景。世界的普遍联系被进一步建立起来，原本孤立发展的民族国家历史，

被整合到一个强调互动与纠缠的全球叙事体系中，世界历史的面貌由此变得不同。但

在另一方面，鉴于地方经验在全球叙事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全球叙事中有可能存在

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的挑战，民族叙事在全球史中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展现全球

史多样性并促使其更为公正的一个前提。A 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

传统的国家而言，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一方面，它通过不断纳入新的现实意蕴而

努力与变动中的全球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也通过对叙事策略的调整而尝试建构

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性过去。因此，尽管会有某种程度的冲突，但全球叙事的出现并不

会压制存在已久的民族叙事，反而会给后者提供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契机，推动其将

自己的地方经验注入全球叙事的宏大话语中，从而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性。

一、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

全球史在中国的出现与西方几乎同步。在西方，全球史作为一个新近出现的研究

领域而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大约是在 2000 年。当年 8 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

第 19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全球史。B 在中国，2004 年底，首

都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 2005 年 10 月与美国世界史学会联合举办“世

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视角，第

一次进入中国公众和学术界的视野，其理论与方法也第一次被系统介绍到中国。2008

年，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年刊《全球史评论》出版，仅比 2006 年在伦敦创刊的《全球

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晚两年。该刊物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 15 辑，并

从年刊变为半年刊。在全球史的著作方面，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一书于

2007 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全球史的论文集，其中所收录的文章基本反映了

当时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史和全球化的理解与认知。而此前一年，一本与之同名的著作

也刚刚在西方出版。C

全球史进入中国以来，学者们对之表现出持久的热情。据中国知网（CNKI）的

 A  参见 Natalie Zemon Davis， “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2 (May 2011)， pp. 188-202； Walter D.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B  S lvi Sogner， ed.， 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Oslo 2000，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2001.

 C  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国外出版的

同类著作， 可参见 Barry K. Gills and William R. Thomp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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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2004 年至今，篇名中含有“全球史”的论文共有 464 篇，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而在 1997—2003 年，相关文章只有 8 篇。A 基本上以 2004 年为界，学界对于全球

史的关注明显增高，既了解到它相较于传统世界史的优势所在，也认识到它作为全球

化时代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潜能。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许多研究领域，不论是传统的

经济史、中外交流史、历史地理学，还是新兴的气候史、环境史、海洋史，都开始将

“全球”作为重要的分析手段和研究路径，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对相关主题进行

考察。B 甚至某些之前与全球史几乎无涉的领域，比如中国党史国史研究中，也出现

了转向全球史的呼声。C 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全球转向”。

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无疑有着内外两种因素。一方面，它是全球史全球化的

结果。全球史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近些年来，其方法与理念已经为许多非西方学者所

接受，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另一方面，它满足了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

学界的内在需要。首先，全球史克服了以往世界史研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缺陷。在

中国传统的世界史研究中，世界史就是中国史除外的外国历史的总和，它基本以民族

国家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线，缺乏对不同国家之间横向联系的关注，很难给人一种整

体感。其次，全球史打破了以往世界史编纂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在中国旧有

的世界史编纂中，出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目的，西方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非西方

国家，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和扩张史基本上构成了世界史的主要内容。再次，全球史满

足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历史学家对新的宏大叙事的需求。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长期以

来，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一直是中国历史学家用于解释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历史

发展的两种宏大叙事。但是近年来，两种范式的影响力和解释力都受到了挑战。历史

学家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用来解释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全球

史成为对上述两种范式的补充。最后，全球史可以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提供一种大国应

有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气度，也可以为中国解决全球性事务提供镜鉴和经验。在这种

意义上，全球史中的“全球”展现的并不是一种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而是一种与中国

国家的现实发展相吻合的背景以及中国参与全球舞台的意愿。D

上述全球史在中国兴起的四个内在原因中，前两个可以归结为全球史的普遍性，

 A  2019 年 12 月 23 日检索。

 B  参见 Xupeng Zha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78，” Historein， Vol.14， No.2， 2014， pp. 48-49.

 C  参见王奇生、黄道炫：《研究中共党史必须具有全球史眼光》， 澎湃新闻 2015 年 3 月 20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3038， 访问时间：2019 年 10 月 5 日； 欧阳

军喜：《全球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历史书写》， 《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第 21—

24 页。

 D  Nicola Spakowski， “National Aspirations on a Global Stage: Concepts of World/Glob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4，  No. 3 (November 2009)， p.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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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因同样适用于解释全球史在其他国家的兴起，以及全球史得以全

球化的内在逻辑。全球史的普遍性实际上体现了近年来国际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即

从民族史向跨民族史的转变、从地方视角向全球视角的转变、从单一语境向复杂语境

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源来自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族国家的性质、历史研究

的空间转向、历史书写的当代价值等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如果

把历史事件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加以考察，它将获得民族国家视角或任何地方视角

所无法展现的意义和价值。A 或者，历史事件在经过多重语境的解析后，将会展现它

与更多空间和群体的关系，以及自身更为丰富的内涵。历史由此成为一个聚合体，将

所有有着不同的叙事、时间能指和意义的个别历史交织在一起，使之分享共有的空

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但又不彼此同化对方。B 林恩·亨特指出，这种从全球视

角对人类过去的思考，将赋予历史一种新的目的：理解人类在一个联系越发紧密的世

界里究竟居于何种位置。C

与前两个原因相比，后两个原因可以归结为全球史的特殊性，即全球史在传入其

他国家时，应满足这些国家不同的和特别的需求。因此，考察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

还需要结合中国具体的现实进行分析。总的说来，中国对全球史的开放态度，与中国

历史研究的现状及中国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内的史学研

究经历了持续的发展与变革。新的研究领域在拓展，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尽管

这些理论与方法大多引自西方。伴随着这一过程，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点也发

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史学家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社会史和文化

史领域，对地方性、区域性甚至个体性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任何一种宏大叙事的关

注。与此同时，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碎片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现象，许多大的结构性

问题被搁置，诸如“革命”、“现代化”这样的之前史学研究中的“主叙事”被认为具

有太强的政治预设而遭到批评。D一些历史学家似乎正在陷入乔·古尔迪和大卫·阿

 A  比如， 伊恩·泰勒尔从全球史的角度对美国内战进行了考察， 以期揭示这一事件的“世

界史意义”， 参见 Ian Tyrrell， “America’s Civil War and Its World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in Ian Tyrrell， Transnational Nati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ce 1789， 

London: Palgrave， 2015， pp. 95-106.

 B  Thomas Bender， “Introduction: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9.

 C  Lynn Hunt， 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p. 10.

 D  对 21 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这些新变化的分析，可参见 Huaiyin Li, “Rewrit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Reform Era: Changing Narratives and Perspective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Q. Edward Wang and Georg G. Iggers, eds., Marxist Historiograph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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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蒂奇所谓的“短期主义”窠臼，放弃了应有的宏观视野和公共责任。A 因此，有必

要重新呼吁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到来，将众多被割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再次整合

到一个合目的的范畴内。全球史看来是一种选择，它为当前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总

体性和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也对唯物史观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另一方面，从史学服务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日

益增强的今天，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应该成为修正和完善当下全球化理论的一

个重要源泉。历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应当成为阐释中国与全球化之关系的一个重要

手段，应当成为中国历史学家重建对全球化世界认识的一种重要叙事。在一些学者看

来，全球史不应再仅仅被视为西方的舶来品，它已经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紧密结合在

一起。全球史给中国世界史研究带来的发展变化，恰恰可以为中国的全球化理论创新

提供有益的参考。B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球史，或者不如说经过本土化的全球史，

必然要为中国提供审视和应对全球化的知识与经验，也必然要反映中国的全球意识和

全球价值。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指出：“事实上，世界史在中国的流行，显然与中国

作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地位有关。……因此，一般而言，全球史也不被认为是一

种方法论上的替代物，而是作为一种背景，用于解释和推进这个国家的崛起。”C

全球史的特殊性表明，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都有自己对全球史的理解，

全球史的内涵和意义因而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一个全球普遍适用的标准版本。全球

史只能是与各种地方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全球史。尤其是近年来，学

者们越发认识到，全球史不再意味着以往那种目的论上的决定论或不受地方限制的普

遍性，对全球史的研究是为了发现全球与地方之间相互交织与纠缠的复杂方式，以及

在努力超越历史研究空间限制的同时，去寻找跨越边界的联系。D 德国全球史学者多

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中文名“夏德明”）在其新著中通过考察一位生活在明末清初

宁波的中国天主教徒朱宗元的思想世界，试图揭示出全球与地方之间相互纠葛的关

系。朱宗元一方面接受了儒家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皈依成为天主教徒。他终其一生

 A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

 B  刘德斌：《全球历史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徘徊》， 《史学集刊》2015 年第 5 期， 第 22、24
页。德里克曾指出，世界史是以消除对于世界的其他理解为代价的。参见 Arif Dirlik, 

“Confounding Metaphors, Inventions of the World: What is World History For?”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22, No. 4 (2000), p. 329.

 C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08.

 D  Sven Beckert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 “Introduction: Global History， Globally，” in Sven 

Beckert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 eds.， Global History， Globall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8， p. 4.



160

	 	 	 	 	 	历	 史	 研	 究	 2020 年第 1 期	

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浙江省，是一个典型的“在地”（local）之人，但同时又因为与

来华耶稣会士的接触，而与一个全球扩张中的天主教世界联系在一起。人们因而很难

对朱宗元的文化身份作出清晰而明确的界定，也很难将之置于一个固定不变的空间之

中。作为一个个体，朱宗元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多元属性，使他能够跨越多重边

界，将不同的网络和空间聚合成一张更大的意义之网。朱宗元因而处在“错综复杂的

全球结构与地方结构相互碰撞的地带”之上，可以有效地将地方史、区域史和全球史

这样不同的空间叙事结合起来。A 

与萨克森迈尔不同的是，于尔根·奥斯特哈默通过运用一种全新的全球叙事，来

展现全球与地方之间彼此交织的动态关系。在《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中，奥斯

特哈默放弃了以往全球史那种统一的、全景式的叙事。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按照

年代顺序，以一种线性的叙事方式讲述一部 19 世纪不间断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相

反，作者将 19 世纪的历史分成不同的层次——人口的迁徙、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

的发展、边疆的演进、帝国与全球体系的形成、革命的爆发，以及不同的主题——工

业化、劳动、网络、知识、宗教，力图在每一个分支体系中表现 19 世纪全球历史的

复杂关系。奥斯特哈默指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每一个分支领域都有自己的时间结

构：一个特别的开始，一个特别的结束，还有特殊的速度、节奏和内部分期”。B 借

助这种清晰可辨、连续循环的叙事框架，作者在总括 19 世纪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

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各种多样化的地方性因素。比如，在论述 19 世纪法语、英语等

西方语言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时，奥斯特哈默也提醒我们应注意不同语言之间的混合

与杂交，以及同一个语言区内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语言鸿沟、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巨大

差异等问题，进而说明任何一种语言，哪怕是强势语言，也不是沿着一条单行道在传

播和扩散。上述对于全球史的新理解以及重建全球史叙事的尝试，为我们重新审视全

球史与民族叙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对中国而言，民族国家依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依

然是当下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所以，即便是全球史，其目标也不会完全超

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托马

斯·本德尔在论及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时指出：“仅仅是为了拥抱全球化的意识

形态和进程，而完全摆脱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编纂并无益处。这一做法必然

会带来新的盲目性，甚至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下述必胜信念共谋的危险，即相信当

 A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 A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

 B  Jürgen Osterhamm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 by Patrick Camille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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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资本主义有其合理性。”A 本德尔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全球史与民族国家的历史

并非截然对立，尤其对中国这样的民族意识依然盛行于公共话语层面的国家来说，全

球史只有与民族国家历史携手共进，才会真正扎根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因此，在

中国的全球史话语中，民族叙事不仅不会式微，反而会凸显其应有的价值。

二、民族叙事与全球史

一般而言，史学研究中的民族叙事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是现代民族意识和民

族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受法国革命精神的影响，同时也出于反对拿破仑统治的需

要，建构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一些欧洲国家的首要任务。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历

史学家开始将民族共同体的起源与发展或民族国家的建立作为历史书写的基本内容，

民族叙事就成为塑造国民集体意识、寻求国家政治统一的重要手段。B 比如在德意志，

从 1819 年开始，历史学家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开始编辑卷帙浩繁的《德意志历史文

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在收集、整理本民族历史文献的过程中，

德意志历史学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模式，其目的旨在探究一个民族的历史、

文化和语言的起源与发展，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解释也开始有意识地与民族或民

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一由德意志历史学家开创的历史编纂模式，受到欧洲各国历史

学家的效仿，推动了民族叙事在欧洲的传播。

在中国，民族叙事同样是现代史学的产物，而中国现代史学意识的产生则源自建

立在华夷秩序之上的“天下”观念的崩溃。自先秦以来，“天下”一直是中国想象和

实践其政治和文化权力的最大空间，它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将周边地区吸纳进来。19

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天下体系旋即坍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民族国

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西方话语形塑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和官员考量及参与国际事务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C 与西方遭遇时的挫败感、

传统价值观念陨落后的无所适从，让中国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和世界。而新的关于中

国和世界的认知是通过在时间指向上完全相反的两种路径同时展开的：一种是面向未

来的或前瞻式的，即通过努力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跻身于现代世界；另一种是以过去

 A  Thomas Bender， “Introduction: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 12.

 B  关于民族、民族主义与现代史学的关系， 参见 Daniel Woolf， “Of Nations，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ographic Organization of the Past，” in Q. 

Edward Wang and Franz Fillafer， eds.，  The Many Faces of Clio: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6， pp. 71-103.

 C  Rune Svarverud， International Law as World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lation， 
Reception and Discourse， 1847-1911，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7，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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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的或后顾式的，即通过否定或改造自己的过去而为新的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

这两种路径无一例外都将历史作为重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工具。一方面，历史学家

开始研究世界史（外国史），希望从中获得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并引以为榜样。另

一方面，历史学家着手改造中国的旧史学即传统史学，以创建一种服务于当下和未

来的新史学。这一点在梁启超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1902 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

一文，呼吁国人研究世界史以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之中的位置，他提倡用代表西方成

功经验的进化思想来重写中国历史，并用一种预示着未来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来匡正

那种停滞不前的王朝史：“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

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A

梁启超及其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如傅斯年、顾颉刚、雷海宗等人，通过不断重

述寄托了中国未来的民族叙事，成功地将中华民族塑造成历史的主体，完成了中国走

向世界、走向现代的关键一步。B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如章太炎和陈寅恪

等人，则通过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采取一种价值相对主义立场，开启了另外一种

以弘扬 “民族精神”为目的的民族叙事。晚年的章太炎直言：“民族意识之凭藉，端在

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

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除魏周辽金元五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

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C 章太炎在这里试图摆脱西方历史的普遍性，从中国史学

的内部找到构筑中国民族性的要素。陈寅恪则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对佛教、摩尼教等

外来宗教思想的吸收为例，指出道教的成功在于“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

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陈寅恪将这一原则推广到中国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思

想的输入上，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

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

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D

到 20 世纪上半叶及至当代，民族叙事转向革命话语和现代化话语，但不论采用

何种形式，历史撰述中的民族叙事主要表达了建立一个与西方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

 A  梁启超：《新史学》， 《梁启超全集》第 2 卷，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 第 750 页。

 B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可参见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State: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3-48.

 C  参见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诸祖耿等记录，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 第 95 页。

 D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 284—285 页。施耐德将陈寅恪的这一文化民族主义， 与 19 世纪德国在民族历史的

特殊性中寻求人类历史普遍性的历史主义作了比较， 参见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

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 关山、李貌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 

第 135—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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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在提出这一诉求的过程中，对创伤性过去的记忆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成为民族

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A 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撰述的当下性亦即现实主义原则

才是推动民族叙事展开的最重要动力。与西方的时间性或历史性体制不同的是，在当

代中国，过去的经验空间与未来的期待视域之间并没有发生完全的断裂。相反，过

去的经验——不论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依然给当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这

个国家走向未来。记住过去和展望未来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达成一致并形成一股合

力，促使历史学家自觉地将历史知识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发挥民族叙事的

现实效应。民族叙事所表现出的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无疑与中国史学中的“经世致

用”传统一脉相承。所以，即便在全球化的当下，民族叙事依然活跃在历史学家的撰

述中，并指向亟待实践的现实问题，即中国不仅有能力参与全球事务，而且能够以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为全球化提供新的活力。

因此，中国当前的全球史撰述无法脱离民族叙事的价值与意义，甚至有可能内在

于民族叙事的框架内。这一在西方全球史撰述中看似悖论的问题，却在中国的全球史

话语中找到了现实基础与合理性。詹明信在论及第三世界文学时曾指出，所有第三世

界的文本都应被当作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来阅读，即使那些看上去关乎个

体的和充斥着个人欲望的文本，也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展现了第三世界文化和社会所

遭受的冲击。B 詹明信对于第三世界文本的解读或许有些类型化，也存在着将第三世

界文本的多样性化约为单一模式的风险，C 但他的第三世界文本对“个人故事和个人

经验的讲述，最终必然包含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讲述”的论断，D 却在某种程

度上揭示了第三世界文本中挥之不去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分

析和理解中国全球史撰述中的民族叙事。

在建构一种替代性的全球史模式时，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注意到了全球史的西方

起源和西方特征，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试图提出一种融合了地方经验的全球史，以

修正当前对于全球史的普遍理解。这种替代性的全球史既体现了全球史的多元性，也

为民族叙事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中国的历史学家看来，全球史是多样化的，它在不

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原因就在于，每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和记忆遗产

 A  关于创伤性过去在建构民族叙事中的重要性， 可参见 Zheng Wang，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B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 15 (Autumn， 1986)， p. 69.

 C  比如， 艾贾兹·阿赫麦德就尖锐地指出， 詹明信的“民族寓言”说辞， 其实是以民族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 将第三世界的历史现象总体化了。参见 Aijaz Ahmad，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Social Text， No. 17 (Autumn， 1987)， p. 8.

 D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pp.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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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全球史不会只有一种模式，这一点也构成了于沛“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的基础。于沛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因而会对历

史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考虑到历史是一种记忆形式，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是通过自

己的历史记忆传递下来，而这一历史记忆建立在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搜

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始终未曾中断。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对全球史的认识，就要从

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视角出发。A 

不过，创建“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不只是一个文化传承问题，它还有着极

强的现实意义，关乎一个民族未来的命运和前途。在于沛看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已

经对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威胁，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历史记忆决定着一个民族

的生存和发展。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就是丧失了独立的民族文化，也就

失去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强调中华民族记忆中的全球史，就是强调中华文

化的独立性。如此一来，全球史就不应当只有一种模式。全球史虽然以“全球”为基

本内容，但对这些内容，却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或唯一的认识。中华民族有自己民族历

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其他民族也是如此。B

然而，记忆也意味着遗忘，意味着将异己排斥出共同体的记忆所系之所。所谓的

“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是否也因为排除了其他的文化经验和集体记忆，而有可

能成为一种新的种族中心主义历史撰述，与欧洲中心主义并无二致？针对这一问题，

于沛指出，强调全球史中的民族历史记忆，并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

义，因为民族历史记忆是发展的历史记忆和开放的历史记忆。它一方面会依据新的时

代特征对自身作出修正和反思；另一方面也不断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努力

发展自我和丰富自我。民族历史记忆因而具有自反性和包容性，并不一味地强调排他

和差异，它与全球史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事实上，全球史也只能是民族历史记忆中的

全球史，唯其如此，全球史才能与一个民族的当下需求结合起来，引导这个民族走向

未来。正如于沛最后所总结的：只有拥有属于自己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才能通

过全球史的研究，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历史记忆的宝库中有更加

丰富的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C

在于沛提出“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的背后，除了希望以此重塑全球化时代

中国的文化意识和自我意识外，还有对于全球史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担忧。于沛

指出，过往的全球化进程并非是“全球”的全球化过程，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西方

主导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史”也不是“全球”的全球史，而是仍直接或隐含保留有

 A  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1 期， 第 23、28 页。

 B  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1 期， 第 18、29—

30 页。

 C  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1 期， 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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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A 与于沛类似，钱乘旦也注意到，如果不坚持从民族的立

场理解全球史，就很可能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所利用。比如，全球史所宣扬的对民族国

家立场的超越，其实是对民族国家当代合理性的否定，其目的最终是维护西方的世界

霸权。B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钱乘旦对全球史的考量也是从民族立场出发的。不过，

与于沛通过回溯民族历史记忆而将全球史纳入民族叙事不同的是，钱乘旦是通过强调

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而将包括全球史在内的世界史研究与民族叙事建立起联系的。C

钱乘旦首先指出历史研究的两种不同目的：一是了解过去，满足人们对过去的

求知欲，即探求历史的真实；二是寻找历史在当下的意义，或者说借鉴过去为现实

所用。D 在他看来，研究本国的历史，这两个目的都要达到。但研究世界史，主要是

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研究世界史，其兴趣点、理解角度以及获得

的感悟，都与外国人研究其本国的历史有着很大差异。对中国人来说，世界史研究的

借鉴意义和训诫意义要大于对历史细节的探索。E 钱乘旦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

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传统，即强烈的时代关怀。当中国面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独立

时，世界史研究的重点是中外关系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当中国处于争取解放的过程

中时，世界史研究的对象就变成各国的革命史和政治制度史；而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

的新时期时，世界史研究的焦点就转向了对西方各国现代化历程的探讨。F 不难看出，

在钱乘旦的观念中，世界史研究的借鉴功能更为重要，甚至大于它的求真功能。

钱乘旦在这里显然对历史或者过去作出了两种区分，一种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

领域，以探询细节、真相、客观性为目的；另一种是服务于现实的领域，为当下提供

经验、范例、借鉴和训诫。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主要被放在了第二个领域，其最终目

的是服务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现实需要。钱乘旦对历史研究之功能的划分，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奥克肖特对过去所作的划分。在《经验及其模式》中，奥克肖特将过去分

 A  于沛：《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全球史》， 《光明日报》2007 年 6 月 8 日， 第 9 版。

 B  钱乘旦：《世界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历史教学》2012 年第 20 期， 第 7 页。

 C  钱乘旦认为， 不同的国家对“世界史”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语境中， “世界史”就是

“外国史”； 在西方的语境中， “世界史”与“全球史”基本同义。如果将西方语境中的“全球

史”与中国语境中的“世界史”对接的话， “全球史”就是一种注重横向联系的“世界史”。

换句话说， 在中国， 如果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外国史， 比如强调国别或一国历史的纵向发展， 可

以称作“世界史”； 而如果强调不同国家之间（既可以是外国与外国之间， 也可以是外国与中

国之间）的横向联系， 即可以称作“全球史”。因此， 钱乘旦“世界史”概念的内涵要大于或

者包括“全球史”。参见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 《光明日报》2015 年 1
月 10 日， 第 11 版； 钱乘旦：《世界史研究的时代关怀》， 《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13 日， 第 5 版。

 D  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 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 《史学月刊》

2013 年第 7 期， 第 10 页。

 E  钱乘旦：《功能与定位：关于世界史学科的两点想法》， 《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 第7—8页。

 F  钱乘旦：《世界史研究的时代关怀》， 《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13 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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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的过去”（historical past）和“实用的过去”（practical past）。所谓“历史的

过去”是指“真实发生之事”，是历史学家要研究和考察的历史实在。它主要存在于

学术研究之中，代表着中立性与客观性，只要历史学家细致耐心，足够幸运，就能够

探知过去的真实面目。A “实用的过去”则与“历史的过去”截然不同，它来自人们

过去的实践经验，经常被用于论证当下和未来行动的有效性，更多地存在于记忆、信

仰、神话和情感之中。 “实用的过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与当下的

联系，在于它给予当下的指导，或者简单来说，它对于当下的用处。B 

比较奥克肖特对过去所作的区分可以看出，钱乘旦对历史研究作出的两个层次

的划分，亦旨在发掘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的“实用”内涵或实践性，进而发挥其提供

镜鉴、指导现在、期待未来等功用，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新的历史资源。这样一

来，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便有了一种明确的指向性，其目的不是超越或背离民族国家

的历史与现实，而是要与中国的历史形成有机结合，并将一种中国可资借鉴的全球性

历史经验运用于自身的现实发展中。民族叙事因而不但不会在中国的世界史或全球史

研究中被淡化，反而会借助这种对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的新的理解，在全球化的语境

中重新彰显主体性和当代价值。当然，这里的民族叙事并非自我中心主义的，而是一

种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民族价值观念的体现。

钱乘旦对世界史实用功能的揭示，与于沛在民族历史记忆中对全球史的重建有契

合之处。两者都是对民族叙事的强调与肯定，背后体现了中西学者不同的全球史观，

以及中西社会之间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西方之所以能产生“超越民族国家”的全

球史，而中国的全球史并不能完全摆脱民族国家历史或民族叙事的重要价值，是由中

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造成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高度同质性的文化和政治体制，

使得历史叙述自然地以民族叙事的模式呈现，而且比超民族的其他叙事更具明显的内

在脉络。此外，从民族国家历史得以强化的外部或国际环境来看，中国与西方之间亦

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东亚各国缺乏一种像基督教那样能够产生集体认同的文化和信

仰基础，故而很难有一部共同的历史。其次，东亚内部没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族群

迁徙和政权交错，各国之间的政治疆界、民族区隔和文化边界大体稳定与清晰，那些

影响政治、形塑文化、构成认同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由国家或王朝主导。最后，东

亚知识界缺少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无法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形成一

个超然于政权之外的“文人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各国知识分子因而大

都秉持鲜明的国家立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国家和民族在历史撰

 A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6.

 B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p.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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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全球史的潮流中重申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性，并不是民

族主义史学的膨胀，而是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警惕。因为，追溯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

并且与当下民族主义意识紧密相关的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来源，对之予以反思和清理，

反而会对民族主义史学形成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史的语境中强调民族叙事的延

续性，会让人们看到“国家”或“民族”这样的概念在历史上的变迁，以及建立在这些

概念之上的认同的连续性，从而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这些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避免对

之作出超历史的评判和解构。诚如斯特凡·贝格尔所言，21 世纪的历史学家应当将民

族作为一面能够折射多种反思的镜子，去展现民族国家历史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

性。A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民族国家历史的书写或民族叙事就依然有其意义和价值。

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已故英国全球史学者克里斯托弗·贝利在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现代世界的重

塑：1900—2015 年》中指出，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无论从学术上还是道德上，固然

应重视对全球社会网络的研究，但他们与研究区域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历史学家之间

的关系，是合作的而非对立的。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携手向人们展示历史的多种

形式。B 就这一点而言，民族国家历史与全球史显然不是截然对立和无法相容的，民

族叙事应当在全球性话语中拥有一席之地。强调全球史中的民族叙事，并非要确立一

种对抗的姿态，而是去重新思考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历史在当下的意义；或者不如说，

同时将“民族”和“全球”这样蕴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概念语境化，认识到它们总是

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而不应被限制在单一的时间和空间单元里。民族叙事的存在

也表明，全球史只有重新“地方化”，融入各种地方脉络，融合各种地方话语，才能

真正发挥其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潜能。正如萨克森迈尔所言：并不存在单一的全球化世

界或全球史，人们必须从地方性视角理解全球史。所谓超越地方性历史的全球史将毫

无意义，相反，全球史意味着从全新的视角研究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历史。C 也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才有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与可能。

 A  Stefan Berger， “Introduction: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National Historiographies，” 

in Stefan Berger， ed.， Writing the N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 24.

 B  C. A. Bayly，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1900-2015: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18， p. 11.

 C  夏德明、方幸福：《“必须从地方性视角理解全球史”——专访哥廷根大学夏德明教授》， 《社

会科学报》2018 年 4 月 19 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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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在 2001 年的一篇文章中，于沛对此作了如下三

点总结：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更加彻底地摒弃西方中心论；不能脱离中国

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并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中。A 在 2010 年的一次访

谈中，于沛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尤其强调了全球史应当体现中国的价值观念

和反映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研究全球史应该有我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我们的历

史观、有我们的价值观、有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种感情、有我们中华民族对历史现实

的这样一种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对全球历史的认识建立在对全球现实认识

的基础上。” 于沛坦陈，全球史是最能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新史学，但前提是它只有

“建立在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现实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基础上……才有历史感、才

有时代感、才能够把历史感和时代感结合起来，才能够体现时代精神”。B 于沛的上

述设想，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全球史学者的一种普遍期待和愿望，即创建一种兼具民族

性、现实性和时代精神的全球史，使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史学潮流中。

然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理

论，这种理论又来自何处？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但在面对具体的历史问

题时，历史学家还是需要一种更具操作性的史学方法或理论，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不过，到目前为止，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还只是处在“构想”阶段，尚未达到

可以启发具体研究的“理论”高度。而理论的缺席，不仅不利于构建这样一种全球

史，也使得具体的研究更像是西方全球史的翻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说只是在

拿中国的历史套用西方的经验，存在着理论与事实之间的脱节。当然，理论的缺乏不

仅是中国全球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更是整个中国史学所面临的问题。马克垚曾指

出：“至今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我们亚、非、拉国

家，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没有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历史理论。西方的理论也有它的

真理性，但是它们也只是从西方的情况出发来看世界的，也会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

限性，有不少就是我们想超越的欧洲中心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理

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实现不了这种超越。”C 同样，章开沅在反思中国的近现代史

研究时也强调：“中国的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国际学术界边缘化，特别是近现代史，

被视为没有自己的理论思想，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没有形成

中国风格。所谓跟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接轨到某一个国家的史学，以人家的史学潮

 A  于沛：《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 《史学集刊》2001 年第 2 期， 第 7 页。

 B  于沛：《全球化意识形态和全球史——访于沛研究员》， 《历史教学问题》2010 年第 2 期， 第

48 页。

 C  马克垚、邹兆辰：《我对世界通史体系的思考——访马克垚教授》， 《历史教学问题》2008
年第 2 期，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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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为潮流，那是很可悲的事情。”A

历史撰述中理论的缺失，表面上看是一个现实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历史问题，

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与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为了重塑中国的历史性和国民性而主动

选择西方理论、放弃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有着密切联系。晚清以来，对中国史学产生

巨大影响的两种西方理论当数科学主义和进化论，它们成为中国历史学家建构新史学

或现代史学的基本内核。梁启超曾指出，缺乏科学精神和客观的研究态度，正是中国

史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

查史料，实其发轫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

诬之弊，往往而有。”B 王国维也多次强调史学和科学的关系，指出科学知识对史学研

究的指导作用，他尤其认为中国史学的尚古之风，乃是缺乏科学知识所致：“而治史学

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C 因此，

许冠三在论及近代中国史学的总体特征时指出：“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

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

则恒因派别而异，且与时俱变。”D 至于进化论，则更是颠覆了中国历史学家的传统观

念，导致他们的历史认识论发生了剧烈变化。一个明显例子是，对历史上人和事的评

判，不再以道德亦即具体的善恶和人文关怀为标准，而是看人和事能否顺应进化之大

势。章太炎就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再是基于道德主义的赞扬或批评，而是帮助人们

了解社会的未来发展：“盖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也。”E 夏

曾佑说得更为直接：“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

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F 正是在接受并认可这些从西方历史经验中归纳而来

的“公例”、“公理”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不再具有特殊性，转

而认同西方历史的普遍性，甚至西方理论的普遍价值。G

如果说 20 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家以“新史学”之名揭开了用

西方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序幕的话，那么及至 20 世纪 80 年代，当中国重启现代

化进程后，史学的现代转型和国际化便被再次提上日程。这一时期，诸如现代化理

 A  章开沅：《走自己的路——中国史学的前途》， 《暨南学报》2005 年第 3 期， 第 104—105 页。

 B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第 123 页。

 C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 4 卷，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 第 366 页。

 D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长沙：岳麓书社， 2003 年， “自序”， 第 2 页。

 E  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 《章太炎全集》第 3 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第

330 页。

 F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第 404 页。

 G  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中国的史家

与史学》，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第 39—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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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界体系理论、年鉴派史学、后现代史学、新文化史、全球史等西方理论和史

学方法论被大量引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领域，甚至撰述

风格。客观而言，西方理论的持续引入确实推动了中国史学的更新和发展。但另一

方面，它也使中国史学日益陷入一种理论缺失的困境。其结果很可能是，中国的史学

研究要么是用中国的史料阐发西方的理论，要么是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不

过，正如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比发达国家更有优势一样，中国作为理论生

产的后发国家，或许比西方国家更有在理论上作出突破的意愿。当然，理论的突破最

终必须落实到史学实践上。在尚未建构一种成熟的理论之前，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研

究中，不失为一个恰当而明智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史学实践，不断更新和发展当

前和未来的史学研究，新的理论才有可能出现。诚如马克垚倡导的：“第三世界的历

史学家……应当重新研究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历史，也研究世界的历史，并按照自己

的认识、参照世界上已有的史学理论成果，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A

在进行中国的全球史实践时，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是单

纯地突出中国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也不是在全球史中多增加中国的内容，而是在坚

持不同国家、地区、文明之间联系与互动的基础上，强调一种去中心的全球史。去中

心并不是否认某个国家或地区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处于全球中心位置这一事实。比

如，一部 19 世纪的全球史就不得不对欧洲有所偏重，但这“绝非出自欧洲中心主义

的偏见，而是由欧洲在 19 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决定的”。B 去中心强调的是这些

中心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地位并非孤立地形成，而是全球互动的结果。以工业化率先在

西欧的兴起这一事件为例，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述将之视为“欧洲奇迹”或欧洲最

终超越亚洲的标志，但最近的两部以棉花为主题的全球史著作认为，工业革命之前在

中国和印度业已兴盛的棉纺织业和高度发达的棉纺织技术传入英国，才是英国棉纺织

业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根基，同时也是推动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些新的研

究表明，某些被认为是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历史现象并不是西方世界单独

取得的成就，而是长期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共同参与其中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C 去

中心还意味着在全球史撰述中，对任何一种中心主义叙事的摒弃，即不能只以某个国

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来解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与现实。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人

们在抨击某种中心主义时，往往又不自觉地跳入另外一种中心主义之中。这种固化的

思维模式可能会成为制约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瓶颈。以梅天穆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

 A  马克垚、邹兆辰：《我对世界通史体系的思考——访马克垚教授》， 第 26 页。

 B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 强朝晖、刘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6 年， “中文版序”， 第 5 页。

 C  Giorgio Riello， Cotton: The Fabric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ven Beckert，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Knopf，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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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为例，作者为了挑战传统欧洲和亚洲历史撰述中关于蒙古征服血腥、残忍、野蛮

的“定论”，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的概念“成吉思大交换”（Chinggis Exchange），

即在所谓“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时期，蒙古人在贸易、战争方

式、行政管理、宗教、疾病、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给世界带来的深远且基本上

都是积极的影响。而经过“成吉思大交换”打造后的世界，已经与此前截然不同。A 

然而，梅天穆在跳出以往以欧洲或亚洲为中心的视角书写蒙古帝国史的框架的同时，

却淡化和忽视了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各文明，尤其是对阿拉伯文明、突厥文明和俄罗

斯文明的破坏，从而陷入另外一种以“蒙古”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之中。

考虑到目前尚未建立一种描述人类全球性过去的理论，中国学者在进行全球史实

践时，可能并不必然一开始就从全球入手。相反，中国的历史学家应当首先着眼于本

国的历史，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对于世界和全球的新认识。这

里面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首先，要看到“中国”——不论是作为一个文

化共同体还是政治共同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以及与周边地区的

交错融汇之中。比如，杨斌注意到，云南在成为中国一个省份的过程中，并不只是被

动地被吸纳到多元一体的文化和政治格局之中，而是对“中国”这个文化和政治共同

体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两代，大量汉民移入云南，给当地带来了

巨大影响，但不少汉族移民也接受并认同了当地的文化与习俗。因此，云南土著的汉

化与汉族移民的本地化（indigenization）是同时进行的。两种力量相互交织的结果是

产生出一种新的混合社会（hybrid society），它一方面产生了一种新的关于“云南人”

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核更加丰富和多样。B 温春来在对贵州

西北部的研究中也发现，这一地区在被整合进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架构之前，当地的彝

族人已经建立并维持着一个历史久远且别具特色的类似于国家的政权组织。所以，新

秩序在这一地区的确立同样不能遵循“征服—接受”的模式。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

贵州西北推广与表达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许多惯习、文化观念和历史意识在

王朝的意识形态中逐步获得“正统性”的过程。这样，在彝汉两种不同制度和传统的

互动与协商中，贵州西北完成了从化外之“异域”到中国之“旧疆”的转变。C 从两

部著作所论述的“中央”与“地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中

国”这一概念的变化与延伸。这种在历史脉络中对“中国”的动态理解，将有助于人

 A  Timothy May，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Chicago: Reaktion Books， 

2012.

 B  参见 Bin Yang，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Twentieth 
Century 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C  参见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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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打破某种僵化的思维模式，认识到“中国”是由多种文化和多个“地方”长期交错

融合而形成的。如此，历史学家才能摆脱关于本国或本民族历史的固有观念，以一种

更加包容的态度将中国放入全球视野中，进而审视和平衡中国史与全球史的关系，这

将是构建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基础。

其次，将中国置于跨国或全球语境中加以审视，认识到当今中国不仅是内部诸

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中国的政

治疆域辽阔，文化空间宽广，周边不仅有众多国家，更有不同的文明。长期以来，中

国正是在与这些国家和文明的互动和比照中形成了自我认知。不过，这种认知显然来

自一种主位视角，缺乏一种局外人的客位视角。A 近代以来，在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

的双重夹击下，传统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主位视角似乎不足以解释其

中的原因，客位视角因而变得不可或缺。客位视角主张用外在于中国的“他者”眼光

由外及内地审视中国，它能够提供一种类似于人类学的“远距离经验”（experience-
distant），B 动摇主体自身固有的文化成见，进而使其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重新认识和

反思自我。奥斯特哈默在论及当前德国全球史的发展状况时指出，德国的全球史之所

以发展迅速且自成特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批有着研究外国史背景的中青年

学者参与其中。与那些只研究德国史的学者相比，这些学者因持有一种局外人的眼

光，而更容易克服主位视角的局限，拓宽研究视野，成为全球史的实践者和支持者。C 

因此，跳出中国，以一种异域之眼反观中国，进而在一种跨国和跨文化的语境中重建

中国对于自身的认知，这种新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全球史

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

结    论

在一篇对 20 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性文章中，几位作者对 21 世纪的中国

世界史研究作出如下展望：“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梳理承继中国史学的优秀成果，

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会通的大潮中，形成为富于开放的，既有共同话语又有中国特征

 A  “主位视角”是指持有某种文化的人的视角， 亦即一种局内人的视角； “客位视角”则指外

在于某种文化的观察者的视角， 亦即一种局外人的视角。这两个术语均来自人类学。关

于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 可参见 Thomas N. Headland， Kenneth L. 

Pike and Marvin Harris， eds.， Emics and Etics: The Insider/Outsider Debate，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0.

 B  关于“远距离经验”， 参见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p. 57-58.

 C  Jürgen Osterhammel， “Global History in a National Context: The Case of Germany，”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Vol. 20， No. 2， 2009，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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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学派，才能为世界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A 诚如几位作者所言，只有兼

具民族性和世界性，中国的全球史撰述才能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全球史的形成作出

自己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梳理，使之在

保有既往的民族国家历史框架的同时，积极向一个跨国的和全球的语境开放，最终产

生一种经过重新空间化的民族叙事，它将成为联系中国民族性过去和全球性当下的纽

带。这种新的民族叙事虽然保留了本民族过往的经验和愿望，但并不意味着狭隘的民

族主义，更不是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因为其得以存在的空间基础——开放的而非封

闭的，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最终会消融民族主义话语线性的时间意识，而正是

从这种线性的时间意识中，滋生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意识。

在全球叙事的黄金时代，民族叙事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在提供一种正

向的民族聚合力、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依然发挥着解放的潜能。不过，当下的

民族叙事不是要强调民族国家历史的优越性，而是通过展现地方经验的价值，平衡民

族国家历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丰富对于全球史的多元理解。同样，当下的民族叙事也

不再只是一种对于仇恨、创伤和冲突的记忆，它将因为体现和表达了基于差异和多样

性的诉求，而成为达成平等、尊重和共识的重要介质。只有在平等和相互承认的基础

上，历史学家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全球史的普遍价值在于对长期以来支配着历史研究

模式的那些空间概念的超越。B

由此，经由民族叙事所带来的特殊性，历史学家可以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实现全球

史的普遍性。历史学家有理由认为，不论全球史采用何种表现方式，也不论全球史采

取何种立场，其基本的出发点是探求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这里，引用和分享刘新成的观点将很有意义：“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

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

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

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C

〔作者张旭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焦  兵）

 A  项翔等：《20 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下）， 《史学月刊》1999 年第 8 期， 第 109 页。

 B  参见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 张旭鹏：《超越全球

史与世界史编纂的其他可能》， 《历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 第 25 页。

 C  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 《历史研究》2011 年第 6 期， 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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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marked a major transition in the 

judici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and constituted a central theme for understanding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personnel 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Global History and National Narrative: The Possibility of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Xupeng(155)

Global history aims to surpass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state, but for some non-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time-honored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s, national narratives 

still have their own value.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nation-state remains a 

key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is sense, global history does not aim to transcend 

or dissolve the nation-state but to reconstru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state within a 

broader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history and national 

narrative enables the creation of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requires 

Chinese historians to develop a new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 of China based on 

Chinese history. This means realizing that China is not simply a produc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internal forces. It is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 of collective 

forces arising from international and even global factors. This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is generated internally, through a national narrative, rather than from 

the outside, and will thus become a key methodological premise for creating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will also represent a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o global history.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Thought in 5th Century 

BC Greece Huang Yang(174)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how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came into being is an important one. Unexpectedly, however, 

although scholars have amply discussed Greek political theories, there are few explorations 

of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 a disciplin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 Leo 

Strauss offered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is question. He concluded that Socrates’ philosophy 

and ethics initiated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Yet Greek people had been discussing matters 

concerning systems of government since 470 BC. Greek intellectuals paid extens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