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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文摘》即将发刊。

那么，什么是 “世界历史”呢？

首先，“世界历史”是 “世界”的历史。那么，什么是 “世界”

呢？从历史上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民众对 “世界”有自己的

看法。对于远古的先民来说，“世界”就是他们进行游猎、采集、游

牧、农耕生活的范围，是他们所熟知的山脉、河湖、平原、沙漠、生

物、星辰和神癨。对于地中海的民族来说，“世界”就是地中海周边

的地区，古代的 “世界七大奇迹”实际上都分布在这一地区，尽管

他们对遥远的中亚、南亚和东亚也有模糊的了解，甚至有一定的贸易

和民族交往。同样，中国人眼中的 “世界”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

中国即 “九州”，为世界的中心，皇帝即天子；周边的 “四海”是

“四夷”居住之地，再往外的 “四荒”几乎无人居住。随着贸易、文

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和移民、民族迁徙、战争的持续进行，不同民族之

间的交往也不断深化，表现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大帝国的建立、世界

宗教的兴起和文明圈的形成上。

然而，作为这里所说的 “世界历史”真正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兴起

之后，正如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世界

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 《费尔巴哈》中进一步提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

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

的生活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页。



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①

其次，“世界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 “世界历史”大舞台的主

角，而人从职业来看可以划分成诸多类型：

政治家：如梭伦、西塞罗、秦始皇、居鲁士大帝、明治天皇、华

盛顿、斯大林、丘吉尔、西乡隆盛、甘地、苏加诺、孙中山等；

军事家：如孙武、汉尼拔、萨拉丁、成吉思汗、帖木儿、拿破

仑、纳尔逊、库图佐夫、巴顿、朱可夫等；

宗教家：如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

商人、企业家：如范蠡、王安、皮尔·卡丹、亨利·福特、松下

幸之助、乔布斯等；

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黑格

尔、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尔、斯宾诺莎、伏尔泰、卢梭、孔

德、马克思等；

科学家：如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花剌子模、祖冲之、徐霞

客、李时珍、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孟德尔、门捷列夫、居里夫

妇、爱因斯坦、钱学森等；医学家：如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希波

克拉底、盖伦、拉齐、伊本·西拿、弗洛伊德、巴斯德、南丁格

尔等；

发明家：如鲁班、蔡伦、毕癉、阿基米德、伽利略、瓦特、法拉

第、伏特、爱迪生等；

文学家：如荷马、但丁、歌德、拜伦、莎士比亚、雨果、萨迪、

泰戈尔、托尔斯泰、高尔基、曹雪芹、鲁迅等；

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罗丹、毕加索、凡·高、齐

白石、徐悲鸿、梅兰芳等；

旅行家、探险家：如张骞、法显、玄奘、伊本·白图泰、马苏

迪、郑和、哥伦布、麦哲伦、库克等；

除了上述 “名人”外，推动历史前进的还有大批默默无闻的普通

人：农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服务员、学生、士兵等等。

这些就是构成历史前进的 “合力”，他们塑造了不同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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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８页。



历史演变的多姿多彩。

最后，“世界历史”是人写的历史，也就是史学家写的历史。前

面所说的，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领域的史前史、民族史、地区史、全

球史以及政治史、军事史、宗教史、商业史、思想史、科学史、技术

史、文化史、社会史、交往史等，当然这个序列可以继续扩大，如环

境史。换言之，它们是 “客观”的历史。

然而，所有历史书都是根据人所记录的史料和考古资料，由传统

的史官和历史学家所撰写的。我们可以大致列出中外历史上一批熠熠

生辉的名人：

中国：孔子、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黄

宗羲、章学诚、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钱穆、郭沫若等；

伊斯兰世界：泰伯里、伊本·赫勒敦、杰巴尔提、阿卜杜·阿齐

兹·杜利、菲尔多西、米尔扎·阿斯塔拉巴迪、艾哈迈德·卡斯拉

维、阿什格帕夏·扎达、艾哈迈德·焦达特帕夏和福阿德·萨兹

金等；

西方国家：希罗多德、塔西佗、爱德华·吉本、汤因比、费正

清、白鸟库吉、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詹姆斯·哈威·鲁滨逊、

贝奈戴托·克罗齐、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费尔南·布罗代尔、勒

芬·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阿诺斯等。

显然，不同的历史环境、家庭背景、个人教育、学术基础、思想

派别、引用资料等等，决定了即使是同一个主题在不同历史学家的笔

下也会呈现出别样的情调，从而使 “客观”的历史具有 “主观性”。

如此，世界历史的作品才会五彩斑斓，引人入胜！

以上所列人物包括了中国，不过，本刊的选文范围依然按照我们

传统的世界史概念而限于外国 （中外关系除外）。

在中国的当今，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无论多么强调也不过分，

此处不再赘言。作为一本初出茅庐的 《世界历史文摘》，我们衷心希

望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略尽绵薄！

黄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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