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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

内容概要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
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并在16、17世纪之后催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
，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就此论题，本书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基 于作者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框架，探讨了前现代中西历史发展模式差异的原因，以及历史社会学研
究中的各种方法论问题。
----精彩观点----
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它们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
过程，这背后有着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前现代西方社会各个精英群体长期争斗而产生的非期
然性结果。除了西欧，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在近代完全没有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可能
性。
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也不代表着什么历史“进步”。现代化并没有增
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历史也不会终结在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系
下。
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既不能像五四运动时期或者是“河殇”时代的知识分子，仅仅因
为中国在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上处于一时的下风就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贬低得一无是处；也不应该像
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中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就开始飘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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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鼎新， 1953年生，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12年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引进并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等。国内
出版著作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民主的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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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用样本内外差异之别质疑加州学派的比较基础。立场很鲜明，不过杂论居多，期待系统的方法论
著作。
2、刚读了第一篇，觉得很不错；看完了，总体觉得很不错，赵鼎新还是挺能钻研的，也肯下功夫
3、赵鼎新很牛，乱枪打鸟而发无不中，期待他谈方法论的著作。扣一星是因为前后重复的内容太多
了。
4、有独到的洞见，也有老生常谈。
5、气场：是你的原则与信仰。当你去做一件非常有激情的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份激情可以是很自然
的，滔滔不绝的，流淌出来的。气场是“不骄不傲，不悲不贱。”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在他们
的人生经历里面不断的完善着自己。他们在做着自己。
6、借鉴第三者的眼光，更好地理解当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种种优劣之处。
7、虽然是原来的论文汇编⋯⋯可为了赵老师的“强国家能力”还是给四星
8、赵老师的身影又高大了
9、从体例上说，即使是论文访谈结集，重复也未免太多，是故，此书不值得买，图书馆翻阅即可。
第二，此书优点在于把最核心几个中西思想史问题，以一种清晰的理论性方式罗列和概括清楚，但也
止于此。不客气说，如果这就是社会思想史领域卓有见识的重要学者，那么这样社会学研究被历史学
家或者哲学家看不起是太自然不过的，恐怕更要被理科学者看不起。更有意思的是，简陋到至多二元
方程复杂性的写作，既然还好意思称“福柯、布尔迪厄”为“之辈”，那赵鼎新最多只能算是“之流
”。
10、论文集，某几篇还行，跟赵老师的课结合起来看~
11、重要的就三篇，为韦伯的辩护、万历民变和批评加州学派。难得社会科学界文笔流畅的
12、与期待有些不符。本以为是一本系统的论述，到手后发现是几篇评论他人文章的短评合集，未读
过原文章未免有些摸不着头脑，而且总体论述略显粗糙，大概社会学分析方式在历史方面的应用不那
么顺手。末尾附录两篇短文倒是可以感到笔者对学术的一腔热血。
13、有几篇文章非常值得一看，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科学和资本主义，为何中国能大一统，几篇对隔
靴搔痒的西方汉学大分流之类的批判和我观点完全一致。不懂西方历史，只能成为钱穆一样的脑残，
不懂东方历史只能成为佛兰克这样的白痴，何能比较，以模式而无史料写历史只能成为笑话
14、气定神闲的走笔和慷慨激昂的主题，大概是赵老师一贯的风格。此书是赵老师中文写作的一组论
文，对理解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前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结构的不同导致的现代后果非常
富有启发性。
15、30年的思考，专业的解读，希望来本更通俗科普的
16、尺度挺大，期待阅读赵的其他著作
17、窃以为赵老师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广的视野，以及理科学术训练铸就的较成体系的方法论，所以他
才会对某些社会科学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漏洞有清醒的认识。当然，赵老师的文笔也十分出众，条理
通顺、举重若轻。
18、对于包装的美轮美奂的意识形态口号，老赵的书是败火良药。
19、老赵的自我抄袭率太高了，而且注释很不规范，好多内容不引注。
20、文集，散见于各种杂志和报刊
21、赵鼎新老师的论文/文章集，话说这个出版日期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22、观点新颖给力，难得得是叙述没有僵硬的学术模板，个性明显
23、万圣书店翻完。黑人者，恒自黑，而人亦黑之，终至黑而不黑，不黑而黑。
24、录音稿整理，越到后面才越看出有趣，老赵还是比较明晰以及现实的，绝对的现实主义精神即是
麻烦，也是把学问做深刻的关键⋯⋯真是一种对学术的治疗。
25、赵鼎新的策略是退一步，进两步，在不承认的基础上承认。思路有些妙。
26、有对中欧双方历史背景的了解和清晰的方法论，这种背景下对加州学派的反思和中西比较自有其
价值。
27、扉页写着,献给彭慕兰⋯
28、1月份效率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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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比较并不意味着简化。当历史学家苦苦在古代与现代的话语中寻找最切实的概念界定历史现象的
时候，掌握社科工具的学者却把“科层制”“民族主义”等等概念像贴标签一样进行中层乃至微观的
历史叙述。这样，你自然会迅速得到无比“清晰”的中西比较图景~
30、《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之间的课间休息
31、客观应该四星。但启发性观点非常多，五星推荐！
32、论文集，中国历史研究不再自己兴趣范围内，读了第一篇关于韦伯的辩护就当做读过全部了吧= =
韦伯的观点在于俗世的宗教理解而不是对中国的描述性研究，所以观点大体还是赞同的
33、老赵讲话太直，就不能曲笔嘛！
34、就书本身而言更像是论文，大体明确但是论点散乱简短,更像是课堂内容的实体版。想到Z
和Pomeranz相爱相杀楼上楼下，故作矜持欲擒故纵，真是黑到深处自然粉啊......
35、虽然又是本论文集，但男神就是男神⋯⋯
36、整理辑录起来的以前的论文集，很多论点在赵先生之前的出版著作里已经出现过。可谓一个很典
型的⋯⋯芝加哥社会学家的论著。总得来说还不错，仅就其猛批加州学派这一点，我觉得可以给高分
。#从来不讲客观#
37、不错，但由于论文集体例所限，内容略有些重复。另他对格尔兹和斯科特的怨念不是一般的大啊
！
38、期待赵老师未来的著作！
39、试读本。
40、想起了基友的话：“老赵批加州学派，其实就是给马上去芝大的彭慕兰提个醒：来我的地盘，你
不要屌。”......深以为然，嘿嘿~不过其实讨论全球史视野下的加州学派最好的文章，感觉其实
是Christopher Isset在《北美中国学》里的那篇，最后几段有一句话真是振聋发聩（黄宗智的学生真是N
多叛出师门的——请将此视作表扬）！期待老赵方法论的书......
41、有些篇目收进来有充数之嫌，总体来讲两篇长文不错，讲东周和民变那两篇很有趣，另外散布其
中吐槽继续是亮点。
42、和叶文心一样用中文写作就变捞了
43、值得细读，介绍了不少大牛的研究
44、新书哇⋯⋯
45、读的第二本赵鼎新的书，虽是文集不过还是有一定水平。作者在多篇文章里几乎是已有机会就黑
一把加州学派。历史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玩意，搞的我想看迈克尔曼了。。。
2015.9.22
46、本书运用社会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国历史及儒家思想，有很强启发意义。
47、之前儒法国家一书的一个扩展，加入了比较的视野。
48、赵黑人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除了Finer, Mann, Tilly 这些人的“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统合性、关系
性和动态性和韦伯主义倾向的机制理论”，其他人都被黑得一无是处...
49、观点新颖，脑洞大开。唯一不足的是，非一本有系统的书，而是论文集。读此书，对于社会科学
学子在研究上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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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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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的笔记-第186页

        当前有许多人提倡复兴儒学，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催生了以于丹现象为代表的儒学商业化货币，究
其原因，在于这些人不懂得儒学在古代中国得以发扬光大的两大组织基础，科举制和宗法制已经不复
存在了

2、《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的笔记-第187页

        战争促进这了工具理性在社会上的扩张
战争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并为社会带来了累积性发展（核战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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