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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俄罗斯古典学者的文明史著作，力图在反思以往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建构新的文明史
观。作者使用大量翔实的考古学、碑铭学、语言学资料描绘古代文明，以精要优美的笔触，张弛有序
的节奏，将各大文明（如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美洲文明等）的演
进趋势、阶段特征精心编排比较，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古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将金戈铁马、活色
生香的古代世界勾勒得生动淋漓。
汤因比 过时了？
雅斯贝斯 很教条？？
斯宾格勒 谬以千里？？？
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史家的文明史全新力作。
☆ 作者出入前苏联及德国史学传统，深刻反思前苏联传统史学和西方以斯宾格勒、雅斯贝斯、汤因比
等代表的文明史观，提出了新的世界文明史观。
☆ 用文明史观取代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全新历史分期理论。在时间轴上，以2250年为一个周期，
以250年为一个阶段，全面涵盖“新世界”与“旧世界”，重新划分了诸文明的演进过程。
☆ 结合考古学、碑铭学、语言学等学科，从每一个文明的细微处勾勒全球文明史图景，突破了习以“
概括”见长的文明史叙事模式。
☆ 突破欧洲中心论，对波斯文明、关注玛雅文明、复活节岛文明等诸多惯被忽视的地域性文明亦给予
关注。
☆ 本书既可作为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参考，使高校学生了解诸古代文明的发展与嬗变，亦可作为深入浅
出的大众历史读物，丰富读者对古代人类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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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  导论为何需要新的世界历史观？ 社会金字塔结构的基础、轴心与顶层  为何是“文明史”？
何为文明？  社会形态问题  文明的开端、纪年、分期以及新旧世界的时间差  文明是必然的？其原因是
什么？历史是进步还是退步？上编绪论  文明与前文明  1  埃及前文明  2  古代近东前文明  3  中美洲前文
明4  南美洲“前文明”与“印加帝国”  第一部分  上古前期  第一阶段(旧世界：公元前3050-前2800年
；新世界：公元前50-公元200年)  1  埃及早王国时期的传说和历史  2  苏美尔的初史  3  公元前3000年左
右的埃兰4  原始印度文明5  第一阶段的玛雅文明和特奥蒂瓦坎文明  第一阶段的结论第二阶段(旧世界
：公元前2800-前2550年；新世界：公元200-450年)  6  第3-4王朝的埃及(公元前2778-前2563年)7  早王朝
时期第一一二阶段的苏美尔和埃兰(公元前2750-前2500年)  8  公元200-450年的玛雅和特奥蒂瓦坎  第二
阶段的结论第三阶段(旧世界：公元前2550-前2300年；新世界：公元450-700年)9  第5-65王朝的埃及(公
元前2563-前2263年)  10  公元前26-前23世纪的埃布拉  11  早王朝时期第三阶段的苏美尔和埃兰(公元
前2500-前2315年)  12  公元450-700年的玛雅和特奥蒂瓦坎  第三阶段的结论  第四阶段(旧世界：公元
前2300-前2050年；新世界：公元。700-950年)  13  第7-11王朝的埃及(公元前2263-前2000年)  14  古阿卡
德王国(公元前2316-前2176年)和埃兰  15  苏美尔文明的盛衰(公元前22-前21世纪)；第四阶段后半期的
埃兰  16  古玛雅王国的衰落(公元8～10世纪)  第四阶段的结论第二部分  上古后期  第五阶段上古后期第
一阶段(旧世界：公元前2050-前1800年；新世界：公元950-1200年)  17  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米诺斯文明 
18  第125朝的埃及(公元前2000-前1785年)19  公元前20-前19世纪的古亚述王国及其闰边地区  20  伊辛第1
王朝(公元前2017-前1794年)和拉尔萨王朝(公元前2025-前1763年)统治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21  公
元950-1200年的中美洲第五阶段的结论第六阶段上古后期第二阶段(旧世界：公元前1800-前1550年l新世
界：公元1200年至西班牙大征服)  22  公元前1800-前1400年的米诺斯文明  23  第二中间期(公元前1。785-
前1550年)的埃及24  公元前1800-前1500年的古赫梯王国及其周边地区  25  从汉谟拉比至加喜特人入侵时
的巴比伦第一王朝(公元前1792-前1595年)  26  古巴比伦时期的埃兰27  公元1200年至西班牙大征服的中
美洲  28  复活节岛文明  第六阶段的结论上古后期的结论后上古时期(公元前1550-前800年)  第七阶段后
上古时期第一阶段(公元前1550-前1300年)  29  公元前16-前14世纪的迈锡尼文明  30  公元前1500-前1300
年的新赫梯王国  31  公元前16-前14世纪的米坦尼和阿拉普哈(胡里特文明)  32  第18王朝的埃及(公元
前1550-前1314年)  33  公元前1550-前1300年的亚述  34  加喜特人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尼亚(公元前1595-
前1300年)  第七阶段的结论  第八阶段后上古时期第二阶段(公元前1300-前1050年)  35  迈锡尼文明的衰
落  36  新赫梯王国的衰落  37  公元前14-前13世纪的乌伽里特38  第19-20王朝的埃及(公元前1314-前1085
年)  39  犹太人之前的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士师时代  40  公元前1300-前1050年的亚述 41  公元前1300-
前1050年的巴比伦尼亚42  公元前1300-前1050年的埃兰   43  公元前14-前11世纪的中国文明  第八阶段的
结论  第九阶段后上古时期第三阶段(公元前lOfiO-前800年)  44  希腊的黑暗时代(公元前11-前9世纪)45  
第21-22王朝的埃及(公元前1070-前712年)46  公元前11-前9世纪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47  公元前11-前9世
纪的腓尼基  48  公元前11-前9世纪的阿卡德文明  49  公元前13-前9世纪的印度  50  西周时期的中国(公元
前1027-前771年)第九阶段的结论  后上古时期的结论  上古时代的结论  下编第一部分  古代  绪论  第十
阶段古代第一阶段，早期古代(公元前800-前550年)  1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塔特苏斯王国 2  公元前8-前6
世纪的伊特鲁里亚3  王政时代的罗马(公元前753-前510年)  4  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前6世纪(古风时代)的
希腊及其殖民地5  第23-26王朝的埃及(公元前828-前525年)6  公元前8-前6世纪的以色列和犹太  7  公元
前8-前6世纪的西北和西南塞姆民族(叙利亚、腓尼基与阿拉伯半岛南部)8  公元前9世纪末至前7世纪的
乌拉尔图；公元前8-前6世纪的弗里吉亚与吕底亚  9  公元前8-前7世纪的亚述10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巴
比伦尼亚  11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埃兰12  公元前9-前6世纪的米底和波斯  13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印度  14 
公元前8-前6世纪的中国  第十阶段的结论  第十一阶段古代第二阶段，发达的古代或古典时代(公元
前550-前330年)15  公元前6-前4世纪的迦太基  16  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4世纪的罗马 17  公元前6世纪中期
至前4世纪的希腊  18  第27-31王朝的埃及(公元前525-前332年)  19  公元前650-前300年的努比亚  20  阿黑
门尼德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21  公元前6世纪中期至前4世纪的印度  22  公元前6世纪中期至前4
世纪的中国  第十一阶段的结论  古代后期(公元前300-公元200年)第十二阶段古代第三阶段，古代后期
第一阶段(公元前300-前50年)23  公元前300-前50年的罗马共和国  24  公元前4世纪末期至前1世纪末期的
希腊化诸王国  25  公元前300-前50年的努比亚26  公元前3-前1世纪的犹地亚  27  公元前3-前1世纪塞琉古
王国和帕提亚王国治下的波斯  28  公元前4-前1世纪的印度  29  公元前4-前1世纪的中国  第十二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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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结论  第十三阶段古代第四阶段，古代后期第二阶段(公元前50-公元200年)  30  罗马共和国的危机与公
元前1世纪后半期至公元2世纪的早期罗马帝国  31  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公元4世纪的麦罗埃与阿克苏姆 
32  公元前63-公元200年的巴勒斯坦：基督教的起源和传播  33  公元前50-公元227年的帕提亚王国  34  公
元前58-公元220年的印度  35  公元前50-公元220年的中国  第十三阶段的结论  古代的结论第二部分  中世
纪  绪论  中世纪早期(公元200-700年)第十四阶段第一阶段，罗马帝国后期(公元200-450年)  36  公
元193-455年的罗马帝国  37  公元200-500年的犹太文明  38  公元224-457年的萨珊波斯王国39  公
元200-500年的印度  40  公元221-420年的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第十四阶段(第一阶段)的结论  译名对照表参
考书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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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章节摘录

社会金字塔结构的基础、轴心与顶层历史学必须讨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
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要将历史仅仅描述为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或仅仅
描述为意识形态的变化则根本不可能。这两种变化总是并存的。不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可以更正确
地称之为社会金字塔的基础和顶层。社会生活可以比作金字塔，其基础是物质条件，联结基础和顶层
的轴心是社会制度、法律等，顶层则是精神文化（艺术、科学、意识形态、宗教等）。顶层依赖于基
础和轴心，同时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据此观点，我们的历史会是既复杂又传统的，首先从政
治史开始，继而讨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思考题1.何谓社会金字塔？为何是“文明史”？何为文明
？“文明”一词含义丰富。首先，相对于原始时代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文明以城市、国
家、文字等的出现为表征，以此区别于原始时代的生活方式。因此，原始社会不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
态（或为两种，见狄雅可诺夫：《历史的轨迹》，莫斯科，1994），而是特定的人类生活方式，对应
于文明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将人类历史分为两部分：一为原始社会史；一为文明史。原始社会史始
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并非结束于文明出现而是延续到19世纪。因为，5000年来原始人一直和文明人
并存，直到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原始人才被纳入文明体系。原始时代并不比文明时代恶劣，它并非就
是一些野蛮人的原始时代。原始人有自己的社会基础——物质文化，社会轴心——社会关系和道德准
则及社会顶层——精神文化、艺术和宗教。但原始社会史不能被包括在古代世界史当中，因为它和文
明的区别远甚于文明的各个阶段间的差异，因为所谓的原始时代事实上非常复杂，在此我们不予深究
。原始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代，却又有别于个体的童年——它持续很久，然后才是文明史。文明的第
二个对应概念是文化。斯宾格勒认为，文明在时间上与文化相对，文化是早期的发展形式，文明是文
化衰败的表现。斯宾格勒的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现象：一方面是
精英文化，另一方面是大众文化。对我们来说，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则是文明的表现形
式。文明是内容，文化是形式。因此我们并不认同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对文明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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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后记

记得是2003年初秋一个天高气爽的中午，在学校餐厅偶遇刚刚来所任教的俄罗斯学者维克多博士。当
时他临窗而坐，若有所思地浅饮着手里的一杯啤酒。应邀落座后，我也例外地要了瓶酒，和他对饮着
闲聊起来。他在所里新开的课程除古典语文外，还有一门“世界古代文明史”，据称用的是他自己编
撰的教材。闻听后，我不禁兴趣盎然，便又加了几瓶酒，开始慢品着他的世界史观。小酌微醺之中，
我约他把《世界古代文明史》一书翻译成英语以便译介给更多的中国读者，他欣然应诺。2006年在申
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时，我们把该书列入《世界古代文明史译丛》项目。当
时的考虑是基于以下两点：首先，前苏联不仅有着编撰通史的传统，而且前苏联社会科学院主编的多
卷本《世界通史》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世界史研究的影响深远。另外就是维克多本人在前苏联接受过
“正统教育”，后又在德国获得古典学博士学位的经历。从其世界史观我们便可感受到他对传统史学
的反思与批判。至若阶段分期法，其实早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拜占庭编年史家侍徒乔治（George
Syncellus）即已根据《圣经》编年把其所知的世界（埃及、亚述、希腊罗马以及犹太）划分为二十一
个阶段，只是每个阶段各有不同。波兰著名史家J.扎布罗卡（J.Zablocka）在她的《古代近东史》一书
中，也曾把近东各地区的历史以五百年为一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在维克多看来，按时间横向讨论不
同民族的历史，每阶段以250年计最为适宜。这种带有“主观性”的分期方法虽为一家之言，但至少为
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模式。尚需指出的是，《世界古代文明史》原书并非正式出版物，作者虽也
请人润色过英文译稿，但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有些当面改过，有些在他离任
后通过电子邮件求证，另有一些则核对过原始文献。其间，就有关问题我们还曾请教过詹子庆教授、
赵轶峰教授、吴宇虹教授；李晓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刘芮方同学、硕士研究生张元伟与刘昌玉同学阅
读过本书部分或全部译文，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他们的无私襄助令人感怀。即便如此，疏漏、谬
误定然难免，尚祈读者诸君有以教正，不逮之处由我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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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编辑推荐

《世界古代文明史》：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史家全新文明史汤因比过时了?雅斯贝斯很教条?斯宾格勒谬
以千里?作者出入前苏联及德国史学传统，深刻反思前苏联传统史学和西方以斯宾格勒、雅斯贝斯、汤
因比等代表的文明史观，提出了新的世界文明史观。用文明史观取代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全新历
史分期理论。在时间轴上，以2250年为一个周期，以250年为一个阶段，全面涵盖“新世界”与“旧世
界”，重新划分7诸文明的演进过程。结合考古学、碑铭学、语言学等学科，从每一个文明的细微处
勾勒全球文明史图景，突破了习以“概括”见长的文明史叙事模式。突破欧洲中心论，对波斯文明、
玛雅文明、复活节岛文明等诸多惯被忽视的地域性文明亦给予关注。《世界古代文明史》既可作为世
界古代史的教学参考，使高校学生了解诸古代文明的发展与嬗变，亦可作为深入浅出的大众历史读物
，丰富读者对古代人类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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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精彩短评

1、俄式译名再转写英文再译作中文，需再对比同期的英语、德语词汇。
2、世界古代史是我的嫁=3=
3、很不错的书，帮导师买的，导师说这本书对规划专业和建筑学的学生很有帮助！
4、對古代史很有興趣，意猶未盡。
5、看到了中国部分，才明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而是确实太乱。翻译的水平也有问题。
6、这本书兼史学与教学为一体，每章都注明了史料来源，其思维方式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史学视角，
挣脱了一贯的欧式思维模式，令人欢欣，更值得一提的是，每章结束都一些思考题，由此可见此书完
全以激发读者的主动性为要旨的，值得一读。
7、斯拉夫人皈依马教后写出的东西和天朝人一个味道。
看到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史料开始很感兴趣，后来看到介绍说战国时中国人殖民中美洲，罗马军团
被汉朝俘虏之类，就明白为什么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排名被复旦甩两条街了。
8、娓娓道来。很有趣。知道分子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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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精彩书评

1、本书作者曾受前苏联及德国历史学传统的训练，有着较深的古典学术背景，是一位资深的古典学
者。作者在深刻反思前苏联传统史学和西方以斯宾格勒、雅斯贝斯、汤因比等代表的文明史观的基础
之上，提出了新的世界文明史观。同时，本书结合考古学、碑铭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从每一个文
明的细微处勾勒全球文明史图景，突破了习以“概括”见长的文明史叙事模式。而且，突破了欧洲中
心论的偏狭，关注诸多惯被忽视的地域性文明，如玛雅文明、波斯文明、复活岛文明等。 
2、“本书是一部俄罗斯古典学者的文明史著作，力图在反思以往世界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建构新的
文明史观。作者使用大量翔实的考古学、碑铭学、语言学资料描绘古代文明，以精要优美的笔触，张
弛有序的节奏，将各大文明（如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印度文明、美洲文明等
）的演进趋势、阶段特征精心编排比较，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古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将金戈铁马
、活色生香的古代世界勾勒得生动淋漓。　　汤因比 过时了？　　雅斯贝斯 很教条？？　　斯宾格
勒 谬以千里？？？　　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史家的文明史全新力作。　　☆ 作者出入前苏联及德国史
学传统，深刻反思前苏联传统史学和西方以斯宾格勒、雅斯贝斯、汤因比等代表的文明史观，提出了
新的世界文明史观。”其实这本书写的有些乱，有时不着边际，近些年我们翻译引进了太多的历史书
，一般质量都很好，可惜不能包括这一本，尽管它的广告写得很好。
3、俄国人在东北师大的内部讲义，原来是拿不出手出版的，没想到在中国有人这么吹捧。太多古文
明烩在一起说，每一段说完帝王世系，再提一下文化遗存就没有了，简直就是中学生水平的。作者主
要材料来源就是剑桥古代史，看完了写好这本提纲就来糊弄中国学生，每节后都有中国式的简答题，
又没人要考你的研究生，太恶心人。比如，1，春秋时期的主要国家有哪些,2,第一位中国哲学家是谁？
第一题中国人不看也知道是春秋五霸，但看他叙述郑魏（怀疑是卫，因为后面才提到晋国）宋吴都是
强国。第二题看了答案才知道是管仲，查了几本中国哲学史也没有这种说法，不知是哪位西方大仙的
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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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章节试读

1、《世界古代文明史》的笔记-第31页

        但是，这一观点主要还是在乔治亚（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苏联高加索南部）和俄
罗斯比较流行
你妹的乔治亚，看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没醒悟过来，怎么校的书，魂淡!

2、《世界古代文明史》的笔记-第261页

        公元前8世纪，郑国开始走向强盛，逐渐吞并了周边国家的疆域，这遭到魏国和宋国的抵抗。           
 ——这翻译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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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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