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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

冲突的史学

— 评年鉴派

张 维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系
,

四川 南充 637 00 2 )

【摘 要】 本文着重论述年鉴派提倡的 “

整体史学
”

与
“

时段论
”

之 间的矛盾
,

以说 明年鉴派最

终走向衰落的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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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9年 1月
,

在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
,

两位 科理论引入历史研究领域
,

从而使史学研究无论在

年轻 的历史学家 吕西安
·

费弗尔和马克
·

布洛克共 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

同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了一份刊物
,

即 《经济
、

社 然而也应该看到
,

在年鉴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

会史年鉴》
。

《年鉴 》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年鉴派史学 时
,

其 自身不可避免的矛盾和问题也越益暴露出来
。

的诞生
。

在 《年鉴 》杂志的创刊号上
,

他们联名发表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年鉴派领导们提倡的
“

整体史学
”

了一篇 《告读者 》
,

明确 阐述了创办这份刊物的 目 或
“

总体史学
”

的构想并未完全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切

的 : “

现在
,

在历史学家之间
,

在从事其他研究的专 实地加 以应用
,

从而造成年鉴派史学的不完整
,

甚至

家之间
,

存在着一种不相往来的闭塞状况
。

当然
,

各 畸形的发展
,

这本身也就预示了年鉴派最终的衰落
。

行的研究家
,

都致力于 自己的专业
,

在 自己的庭 院 整体史学 的理论虽然不是年鉴派最早提 出来

中辛勤劳动
,

如果他们能再关心一下 自己邻居的工 的
,

但正是在年鉴派的倡导下才得以深人人心并被

作
,

就十全十美了
,

可是却被高墙阻隔了
。

我们之所 史学家们在实践中广泛的运用
。

以站出来大声疾呼
,

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分裂的
。 ”

早在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
,

著名思想家伏尔

川可见
,

他们的目的是要打破各学科之间的隔阂
,

倡 泰就提出了整体史学的初步构想
,

并在实践中作了

导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
。

有益的尝试
。

1 7 44 年在 《关于历史的新知识 》一书中
,

年鉴派的成立被看作是 当代西方史学界 的一 伏尔泰就预言
: 也许不久以后

,

史学写作方式也将发

件大事
,

其影响不仅深人 20 世纪的法国史坛
,

而且 生物理学已发生过的变革
,

新的发现将排斥旧的体

波及当代西方各国的史学界
,

并成为
“

新史学
”

的一 系
。

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就不仅记载了路易十

面旗帜
。

本文就年鉴派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 自己的 四个人的活动
,

而且还从整体上对当时法国的经济
、

看法
,

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

文化
、

科学和风俗等作了详细的叙述
,

从而给人们展

一般认 为年鉴 派大致 经历 了三个发展 阶段
: 示了当时法国的时代精神和人物风貌

。

在 《路易十四

192 9年—
194 6年 为费弗 尔

、

布洛 克 阶段
: 194 6 时代》中

,

他说
: “

我写历史更多的是写一个伟大的时

年

—
19 69 年为布罗代尔阶段 ; 同时也是年鉴派的 代

,

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
。

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
“

黄金时代
” ; 19 69 年至今为

“

革新阶段
” 。

由于年鉴 他在位的年代记
,

相反
,

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

派并不是一个有严密 的组织 系统和统一理论 的学 那个时代的人类的智慧史
。 ” t2]

术团体
,

其成员主要由各学科的青年学者们组成
。

到 19 世纪
,

法国史学家夏托布里昂和基佐又进

他们之中既有研究社会科学的
,

也有研究 自然科学 一步发挥了伏尔泰的思想
。

18 31 年夏托布里昂在 《历

的
。

他们共同将民族学
、

人类学
、

社会经济学
、

心理 史研究》一书中指出
:

近代历史犹如一部百科全书
,

学
、

地理学
、

统计学以及生物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学 从天文到化学
,

从金融到实业
,

从绘画
、

雕塑
、

建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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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政治
,

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

基佐在《近代史教

程》 中更进一步要求把文明史放在历史研究的中心

地位
。

他说
: “

就一个民族而言
,

构成该民族历史的所

有事实或所有生活要素以及该民族的制度
、

贸易
,

生

产
、

战争和具体的政务都是研究的对象
,

这样从整体

上
,

从联系上去考察
、

估计和判断
。 ’ ,

图

到费弗尔和布洛克那里
,

整体史学的理论得到

了进一步的系统和发展
。

费弗尔认为
,

新史学应关心

人类的全部活动
,

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应当是
“

属于人

类
,

取决于人类
,

服务于人类的一切
,

是表达人类
,

说

明人类的存在
,

活动
,

爱好和方式的一切
” 。

t4] 在谈到

《年鉴》杂志前之所以要加上
“
社会

”

一词时
,

费弗尔

曾说
: “

我们完全知道
,

在 目前
, `

社会
’

作为一个形容

词
,

由于含义
`

模糊
’ ,

我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

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

束的杂志
。

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
,

只有作为

整体而存在的历史
。

就其定义而言
,

历史就是整个社

会的历史
。 ” t5] 而布罗代尔更是用系统论的观点来阐

明
“

整体史学
”

的理论
,

他认为整体历史可分为若干

系统
,

其中有四个系统是最值得研究的
,

即经济
,

社

会
、

政治和文化
。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

费弗尔
、

布洛克
、

布

罗代尔等年鉴派代表们写出了大量的有关社会史和

文明史等的专著
。

如费弗尔的《膝力二世和弗朗什一

孔德
:
政治

、

宗教和社会史研究》
、

《土地和人类演变 :

地理历史学引论 》
、

(马丁
.

路德
: 一个命运》

、

《16世纪

的不信神问题
:
拉伯雷 的宗教 》《为历史而战斗》等

。

布洛克的 《国王与农奴》
、

《国王的奇迹 》
,

《法国农村

史的基本特征》
、

《封建社会》
、

《奇怪 的溃败 》
、

《为历

史学辩护 )等
。

布罗代尔的《膝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

和地中海世界》
、

《巧至 18世纪的物质文明
:

经济和资

本主义》等
。

然而
,

年鉴派整体史学的构想和理论是在批判

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主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

这不

可避免地使年鉴派在对
“

整体史学
”

的实践中带有片

面性
、

不彻底性
,

甚至畸形性
。

这首先就表现在年鉴派过于侧重对中世纪史和

早期近代史的研究
,

而忽视了对古代史
,

尤其是忽视

了对现代史的研究
。

据统计
,

从 1965 一 1974 年间
,

《年

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中
,

单是论述 1 8巧年以前的法

国史文章就 占到文章总数的65 %
。

t6] 其原因就在于

现代史与当前政治联系密切
,

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过

多的政治史内容
,

所以大多数年鉴派学者都不愿意

涉足这一领域
。

致使年鉴派领导人所提倡的整体史

学的构想无法实现
。

所 以年鉴派第三代领导人之一

勒
.

高夫就指出
,

占领现代史的阵地已成为新史学最

紧迫的任务
。

其次
,

年鉴派还过分忽视政治史
,

其代表就是布

罗代尔
。

布罗代尔被称为
“

当世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
” 。

其影响无论在年鉴派还是在新史学中都是非常巨大

的
。

然而他的
“

时段论
”

理论却是忽视政治史的典型
。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段可以分为三种
: 长时段

、

中时段和短时段
。

长时段是
“

自然史
”

时间
,

即各种自

然现象发生的时间
,

如气候条件
,

地理环境
,

社会组

织
、

思维模式
、

文化心态等的变化
。

布罗代尔认为
,

这

是
“

一种缓慢地流逝
,

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
。 ” 〔,〕中时

段则是指
“

社会史
”

时间
,

即各种社会现象发生的时

间
,

如人口增长
、

价格曲线
、

国民收人及国民产值
、

工

资水平等的变化
。

而短时段才是瞬息万变的
“

政治

史
”

时间
,

如战争
、

政变等政治事件
。

布罗代尔说
: “

事

件是爆炸
” , “

爆炸掀起 的烟雾充满 了当时人们的头

脑
,

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
,

火光一闪即已过去
。 ” t8]

在布罗代尔看来
,

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只能起短

暂的
、

次要的作用
,

而长时段的 自然现象和中时段的

社会现象才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关键的
,

决定性作

用的因素
。 “

年鉴派史学实际上倾向于忽视个人
。

它

的社会
、

经济史类型
,

连同它对集体主义和环境的强

调
,

使它一直把这一系列概念置于作决定的
、

行动的

个人之上
。 ” 〔, 〕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

,

年鉴派学者们

把事件史
、

人物传记等几乎完全抛弃
,

巧一 18 世纪的

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
,

如宗教改革
,

尼德兰资产阶级

革命
,

甚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

美 国独立战争和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等
,

往往也是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
。

据

统计
,

19 65 一 19 74 年间
,

<年鉴》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经

济
、

文化
、

社会史等的内容占了 87 %
,

而政治史只 占

14 %
。

到 1975 一 1 9 84 年间
,

政治史更是下降到 11 %
。

这种状况严重地妨碍了年鉴派的进一步发展
。

以政

治
、

战争和外交为主体的政治史毕竟是人类生活的

重要方面
,

谁也不能否定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对世界历史影响
,

同样也不能否定两次世界大战对

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

正如著名的《英国史学评论 》

所说
: “

国家与政治将是史学的主要题材
,

因为国家

的活动和在国家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个人的活动

通常比平民的活动重要得多
。 ” 〔101 所以任何否定政治

史的作法都是片面的
,

甚至是畸形的
。

而年鉴派的衰

落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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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3 页 ) 这些现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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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党组织不给

以高度的重视
,

并积极加以解决
,

实现
“

三个代表
”

的

要求就会流于一种空谈
。

从目前情况看
,

加强在青年

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
,

最关键的
,

一是要转变观念
,

积极实施
“

党员先锋工程
” ,

变被动为主动
,

用党组织

的关心
、

关怀去感染青年教师
,

用党的先进性和奋斗

目标去教育
、

引导青年教师
,

增强党组织对青年教师

的吸引力 ; 二是要强化责任制
,

加强考核
。

要建立相

对 固定的联系人制度
,

从各个环节抓紧培养
,

力争使

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队伍中党员 比例有

一个较大的提高
。

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做好在青年教

师中发展党员的工作
。

(上接 7页 )

同时
,

应当注意
,

许多词语的隐喻义是在灵活运

用的基础上产生的
,

这就需要学习者具备主动运用

隐喻认知机制掌握词义的能力
。

5
.

结论

隐喻和转喻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
,

因为经

验域在所有的文化中并非一样的
。

要想准确掌握英

语词义
,

英语学习者还需要加深对目标语文化的学

习和了解
,

这样才能在基本义项的基础上
,

通过从源

域到 目标域的正确投射理解词语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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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X()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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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罗竹风
.

汉语大词 典〔z 〕
.

上海
:

汉语大 词典 出版社
,

1 99 .7

〔2 )刘 的
.

旧唐书 ( M 〕
.

非京
:
中华书局

,

1 99 .5

〔3〕二十五 史全文检索阅读 系统 〔CP/ D K 〕
.

天津市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

天津
: 天津电子 出版社

,

2《X洲)
.

( 4 )唐五代笔记 小说大观 ( M 〕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2仪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