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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

在西欧
,

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初叶这三百年间被称为
“

文艺复兴
”

时期
。

文艺

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
,

它标志着从
“

中世纪
”
转入

“

近代
”
的巨大发展

。

西欧的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
,

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社会条 件 下 发 生

的
。

十四
、

十五世纪
,

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里
,

特别是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
,

已经

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

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

向封建势力进行勇猛

的冲击
。

这种斗争在文化上的表现
,

便是文艺复兴
。

“

文艺复兴
”

( R e
an is s a

cn
e ) 一词的原意

,

系指希腊
、

罗马古典文化的
“

再生
” 。

不过我们要知道
, “

文艺复兴
”

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
,

其中主要的是
: “

人文主义
”
的

兴起
,

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南否定
,

艺术风格的革新
,

方言文学的产生
,

空想社会

主义的出现
,

近代 自然科学
,

即实验科学的发展
,

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

布等等
。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
,

与其说是
“
古典文化的再生

” ,

不如说是
“

近代文化的开

端
” ;
与其说是

“

复兴
” ,

不如说是
“
创新

” 。 “
文艺复兴

”

在人类文明史上标志着一个伟

大的转折
,

它主要是创造出新的东西而不是恢复古老的东西
。 ,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
“

文艺复兴
”

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

写道
:

’ “

这是一次人类从

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
、

进步的变革
,

是一个籍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 在思维

能力
、

热情和性格方面
,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

尸((( 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 第三卷
,

第四四五页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产生了彼特拉克
、

伊拉斯模这样著 名 的 人

文主义学者
,

产生了但丁
、

莎士比亚这样雄视百阿弋的文学家
,

产生了达
·

芬奇
、

拉些

尔
、

米开朗琪罗这样古今无匹的艺术大师
,

产生了托马斯
·

莫尔
、

康帕内拉这样杰出

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

产生了哥白尼
、

布鲁诺
、

伽利略
、

开普勒这样伟大的科学家
,

产

生了弗朗西斯
·

培根这样的先进思想家
。

他们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

放

射着智慧的光芒
。

文艺复兴运动最大的特色
,

就在于它把人们的思想意识从神学迷信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
,

使
“

人
”

认识到其本身的价值
。

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
“

人文主义
”

这一口号
,

把它作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旗帜
。 “
人文主义

” (H u m a 滋s m
,

亦译
“

人 本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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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一词是从拉丁文

“
Hu ma

u n
s ”

(意为
“

人的
”
)演化出来的

,

它的涵义相当广
,

但主

要是指一种信念
,

即
:

相信
“
人

”

是世界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

相信
“
人

”
的

智慧和力量
,

要求一切以
“
人

”

为本
,

发展
“

人
”
的事业

。

人文主义者搬出古希腊哲

学家普罗塔哥拉斯 ( rP ot ag or as ) 的那句名言
: “

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 。

他们主

张
:
文学艺术要能反映

“

人
”
的真情实感

,

科学技术要能增进
“

人
”
的福利

,

教育要能

发展
“
人

”
的智能

。

总之一句话
,

他们是要用
“

人权
”
的观念来 代替

“

神 权
”
的 观

念
,

用一种以
“

人
”

为本位的文化来代替中世纪那种以
“

神
”

为本位的文化
。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

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史学
。

这时西方史学开始了一个新

的蓬勃发展的时期
,

涌现出一批卓越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
。

他们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

牢笼
,

鄙弃那种虚妄的
、

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
,

反对把 《圣经》 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

说当做历史
,

反对那种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
。

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用

古代的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传统
,

他们把古代希腊
、

罗马的历史学家奉为模式
。

到处

搜寻波里比阿
、

普鲁塔克
、

李维
、

塔西佗等大历史学家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
,

将

之注释刊布出来
,

以广流传
。

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

他们着眼

于
“

人
”

和
“

人的事业
” ,

认为历史应当记载
“

人事
” ,

应当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
,

应当以垂训为目的
,

因此他们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西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
:

这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
积累的时期

,

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较早的国家向海外
添

殖民地
、

肆行扩 张 的 时 期

(即所谓
“

地理大发现
”

的时期 )
,

是市民上层和
“
王权

”

结为同盟以建立中央集权制

民族国家的时期
,

是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进行搏斗的时期
。

在这段时期内
,

爆发 了

世界史上第一次手工工人起义— 一三七八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城的梳毛工人起义
,

爆

发 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 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和十六世纪

后半期的尼德兰革命
。

当时社会各阶级的代言人都要借历史来讲话
,

都要用历史事实

来阐明其政治上的主张
,

这自然带来了史学发展的高潮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欧洲文化史上有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
一为大学的兴起和扩

充 , 一为印刷术的开始广泛应用
。

这两件事都大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

其中也

包括史学的发展
。

本来
,

早在十二
、

十三世纪时
,

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
、

法国的巴黎

大学和图卢兹大学
、

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便已先后成立
。

不过当时那些大学都

还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
“

行会
”

组织
,

师生员工不多
,

设备简陋
,

课程 内容 很 贫

乏
。

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

随着
“
人文主义

”
的兴起

,

那些大学才逐渐添设新的课

程
,

扩充员额
,

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
。

十四世纪时
,

捷克的布拉格大学
、

波兰的克拉科

夫大学
、

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
、

德意志的海德尔堡大学相继成立
。

后来由于人们逐渐

认识到历史对现实政治的重大意义
,

各国的大学乃先后设立历史学讲座
,

延请名师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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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

大学成了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中心
,

这当然有利于历史学的发展
,

并且使历史

学走向专业化
。

随着学术的进步
,

历史学的内容越来越车富
,

史学方法越来越缤密
。

在欧洲
,

印刷术的应用远后予中国
。

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前
,

欧洲所有的书籍都是

手抄本
。

欧洲最早采用印刷术的人已不可考
,

然而确实无 疑 的 是
:

在一四五O 年左

右
,

德意志人约翰
·

古登堡 (oJ h a n n G ut e
bn er g) 第一次用活字版刊印 《圣经》

,

此后

印刷术才开始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应用
。

不言而喻
,

印刷术的应用在文教事业中起了一个

革命
,

它使书籍大量印行成为可能
,

并且免除了手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笔误
,

更好地保

证了书籍的质量
。

由于印刷术的应用和出版业的兴起
,

历史知识便比较易于普及了
。

二
、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史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
,

意大利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经常是走在欧洲的前列
。

意大利原是

罗马古典文化的老家
,

而资本主义因素又是首先在这里萌芽成长的
,

因此它就成为文

艺复兴的中心和发源地
。

那些在十字军东侵时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城邦
,

如威尼斯
、

热内亚
、

米兰
、

比萨
、

佛罗伦萨
,

这时不但是工商业荟萃之区
,

而且成了新文化的摇篮
。

其中尤其是佛罗伦萨
,

于数百年间人才辈 出
,

贡献独多
,

被誉为文艺复兴的
“

圣地
” 。

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
,

被称为
“
人文主义之父

”

的彼特拉克 (P
e -

tr ar hc
,

一三O 四— 一三七四年 )
,

主要是一位古典学者和诗人
,

但在历史学方面 也

有一定的影响
。

当时意大利城邦林立
,

互相间攻战不已
,

而列强趁机入寇
,

各 自扶植

党羽
,

李加深了意大利的分裂
。

彼特拉克有鉴于此
,

乃用历史事实来唤醒人们的爱国

心
。

他模仿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著史诗 《爱涅德 》 的体例
,

用拉丁文写了 一 部 史 诗

《阿非利加》
,

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统帅西庇阿
·

阿非利加击败巡太基名将汉

尼拔的事迹
。

彼特拉克盛赞古罗马的
“

光荣
”

和
“

伟大
” ,

他以古喻今
,

呼吁意大利各

邦团结起来抵御外侮
,

以造成政治上的统一
。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布鲁尼 ( L eo an dr o Bur in
,

一三六九—
一四四四年 )

。

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城
,

早年就来到佛罗伦萨
,

受业于希腊

学者克里梭罗拉斯 ( E m a
im

e l C hyr s ol or a s )
,

在其影响下养成了对古典文学和历史学的

爱好
。

后来
,

他在政治上飞黄腾达
,

曾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秘书和佛罗伦萨的行政长官
,

但他真正的志趣始终是在学术方面
。

布鲁尼潜心著述
,

曾用华美的文笔
,

将柏拉图
、

亚

里士多德
、

普鲁塔克等名家的作 品译为拉丁文
,

并且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

者但丁和彼特拉克撰写传记
。

更重要的是
:

布鲁尼著有 《佛罗伦
嫩

》 十二卷
,

始于

建城时期
,

止于公元一四O 四年
,

把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过程有 了精详的叙述
,

堪称

通史之作
。

布鲁尼首先在历史学领域内打出
“

人文主义
”
的旗帜

,
、

他复活了古希腊
、

罗马那些大历史学家的传统
,

认为历史应当记载
“

人事
” ,

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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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们借鉴
。

他用理智的眼光来考察历史
,

滨弃了所有那些关于佛罗伦萨城的神话传

说和无稚之谈
,

完全以历史事实来立论
,

着重叙述佛罗伦萨政治上的变迁及其在意大

利各邦中的地位
。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
,

他是马基雅弗利的先导
。

不过布鲁尼在其 《佛

罗伦萨史》 中有关于一三七八年梳毛工人起义的记载
,

却囿于阶级偏见
,

他竟污蔑那

次起义是什么
“

无知群氓的暴动
” 。

布会尼的同僚和挚友波基奥 ( P og g in rB ac ic ol i in
,

一三八O— 一四五九年 )
,

也

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
。

波基奥雅好古籍
,

他经常在各地修道院中搜寻古

代作家的手稿
,

所获甚多
,

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塞罗的八篇演说词
、

卢克莱修斯的 《论物

性》
、

昆体兰的 《雄辩术》 以及塔西佗的 《 日耳曼志》 等
。

有许多重要的古籍
,

都是赖

有他的发现而重见天日的
。

此外
,

波基奥还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
,

他首先认识到古

物遗存对史学研究的重大意义
,

把考古学提高到应有的地位
。

波基奥晚年著有 《佛罗

伦萨史 》 八卷
,

此书主题鲜明
,

文笔生动
,

可与布鲁尼的著作媲美
。

不过他有点象李

维
,

过分注重文学描写
,

有时反而为辞害义
,

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

与布鲁尼
、

波基奥同时代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 ( lF a vi o BI On do
,

一三八八

— 一四六三年 )
,

为中世纪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

比昂多首先是 位 考 古 学

家
,

他精于鉴定古物
,

熟悉史料存在的状况及其价值的高下
。

他竭毕生之力研究罗马

史以及西欧诸国兴起的历史
,

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精确的结论
。

比昂多著述

甚富
,

其中最著名的是 《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 。

此书计有三十一卷
,

所叙史事始于

公元四七二年
,

止于公元一四四O年
。

它不仅体大思精
,

考证周详
,

而且对这一千年

间的历史提出了新的解释
。

在这以前
,

历史学家多认为中世纪史是罗马史的继续
。

但

比昂多指出
:
古代史已经随着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

,

在那以后开始

了另一个历史时期
。

他把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这一千年间叫做
“

中世纪
” , “

中世纪
”

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

比昂多的著作是西欧中世纪史的权舆
,

他的论点
,

后来

逐渐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
。

在
“

文艺复兴
”

期间
,

欧洲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学有所发展
。

在这里
,

寒义特别

重大的是瓦拉 ( L or e
nz

o V al la
,

一四 O 六— 一四五七年 ) 对 《君士坦了的 赠 与》

( D o n a t i o n o f C o n s t a n t i n e ) 这一历史文件的辩伪
。

瓦拉是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国

的历史学家
,

他写过一部 《斐迪南一世时期的历史》
,

并不怎样出色
。

瓦拉的才能偏于

考证
,

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不朽之名
。

本来
,

在公元七五六年
,

法兰克王国的国王
“

矮

子
”

王平以其取自伦巴德人的
、

意大利中部的那一大片土地赠献给教皇
,

使教皇具有世

俗权
。

这
“

工平的赠与
”
(亦称

“

工平献土 ,’) ,

便是教皇国的由来
。

然而
,

教皇还嫌
“

矮

子
”
工平的威望不够

,

乃假造 了一个文件
,

说教皇国的领土是公元四世纪初年由罗马

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所赠与的
。

历来的教皇
,

都把这个文件奉为至宝
,

以之作为救皇国

立国的根据
。

在瓦拉以前
,

己经有人指出这个文件不可靠
,

但却不能举出 充分 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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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这时
,

瓦拉用他那渊博的知识和精密的考证方法
,

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文件所用

的拉丁语是公元八世纪中期的拉了语
,

而不是公元四世纪初年的拉丁语
。

如果说那是

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
,

那么他怎么会不用当时的语法而用后代的语法呢? 这便肯定无

疑地证明此项文件是出于伪造
。

瓦拉的辩伪工作
,

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件公案
,

而

且揭露出教皇是弄虚作假的
,

这就狠狠地打击了教皇的
“

权威
” 。

文艺复兴时期
,

在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
,

无疑要数

到马基雅弗利
。

恩格斯指出
: “

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
、

历史家
、

诗人
,

同时又是第一

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

第四四五— 四四六页 ) 关于

他的生平事迹 和著作
,

我们应当略加论述
。

马基雅弗利 ( iN cc ol o M ac h ia ve iil
,

一四六九— 一五二七年 ) 出身于佛 罗伦 萨

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
,

其父曾当过法官
。

他自幼勤学
,

博闻强记
,

精通古籍
,

尤其爱

读波里比阿和李维的著作
,

早年就在济辈中崭露头角
。

一四九四年
,

佛罗伦萨爆发了以

牧师萨伏纳洛拉 (S
a
vo

n ar ol a) 为首的人民起义
,

推翻了美第奇家族僧主政治的专横

统治
,

重新建立共和制
。

从一四九八年至一五一二年这十四年中
,

马基雅弗利一直是

这个共和制的佛罗伦萨政府中最重要的负责人之一
。

他曾经先后奉命出使意大利其他

各邦以及法国和德意志
,

并被任命为最高行政机关
“

十人委员会
”
的秘书长

,

主管军

事和外交工作
。

但在一五一二年
,

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侵略军的支持下反扑过来
,

扼杀

了佛罗伦萨共和国
,

造成膺主政治的复辟
。

由于政治上的毒怨报复
,

马基雅弗利被捕

下狱
,

而且遭到苦刑拷打
。

次年获释
,

但被放逐出政界
,

此后他就息影在佛罗伦萨郊

区的一座小山庄中
,

以著述终老
。

马基雅弗利主要地是个政治理论家
。

他目睹当时意大利内部四分五裂
,

外受法国
、

西班牙等强邻的侵略
,

兵戈扰攘无虚 日
,

乃渴望政治上的统一
,

而把这项希望寄托在

有能力的君主身上
。

一五一三年
,

即在他政治上失势的第二年
,

马基雅弗利写成宜扬

其政治思想的 《君主论》 (亦译 《霸术 )})
。

在这本书里
,

他公然主张君主为了国家的

利益
,

可以蔑信弃义
,

不择手段
。

他甚至明目张胆地说
,

人心难测
,

君主单讲仁爱是

不行的
,

与其受人爱戴
,

不如使人畏惧
。

这位曾经为共和制政府鞠躬尽瘁的马基雅弗

利
,

写出这样一本坏人心术的书
,

侈谈暴君专制之道
,

究竟是何居心 ? 关于这一点
,

历来各派学者曾进行过激烈的
、

无休止的争论
。

一般的论断是
:
马基雅弗利代表当时

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
,

要求建立统一的
、

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
,

这在当时原

是有进步意义的
。

不过他所走的道路和他所鼓吹的那一套政治理论是反人民的
。

马基

雅弗利把政治当做一种权术
,

这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
。

后来所说的
“

马基雅弗利

主义
” ,

就是指那种蔑信弃义
、

一味玩弄权术的卑劣行径
。

在被迫隐退的生活中
,

马基雅弗利乃专心致志地钻研史学
,

希望能从古代大历史

学家的著作中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和启示
。

他细心阅读过李维所著之 《罗马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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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史事和当时佛罗伦萨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对比
,

感慨良多
,

随时

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荆记
。

后来他把这些割记汇集起来
,

就成了一部 《论李维 》
。

马基雅弗利的用意很清楚
,

他希望人们能从他这部割记体的著作中得知古罗马之所以

伟大的原因
,

以古为鉴
,

对当前的政治有所改革
。

此外
,

马基雅弗利还出于同样的动

机
,

仔细研究过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战役
,

撰度形势
,

精汤乙构思
,

写了一部关于战争的

专著
,

题为 《用兵之道》
,

那是近代军事科学的先导
。

马基雅弗利认为
,

民兵是保卫

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

然而
,

马基雅弗利最重要的历史著作
,

则是他那部在晚年才写成 的 《佛 罗 伦 萨

史》
。

一五二O 年
,

美第奇家族的权贵
,

当时任佛罗伦萨大学校长的红衣 主 教 裘 里

奥
·

美第奇 (后来他当选为教皇
,

称克莱蒙七世 ) 聘请马基雅弗利为佛罗伦萨人民写

一部历史
。

那位红衣主教约稿的意思
,

原是要美化佛罗伦萨的历史
,

为美第奇家族树

碑立传
。

但马基难弗利在写这部书的时候
,

却倾注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史学观点
,

使之超出了约稿者的要求
。

和那些在他以前的其他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一样
,

马基雅弗

利能以理智的态度来考察历更
,

摈弃一切神话传说的影响
,

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历
.

史
,

并注意历史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
。

他这部 《佛罗伦萨史》 共分八卷
,

始 自日耳曼
“

蛮族
”

入侵时期
,

止于一四九二年劳伦左
·

美第奇之死
。

第一卷是概括性的绪论
,

大

致说明中世纪早期意大利的概况
,

以后即按照年代顺序叙述佛罗伦萨城邦兴起
、

发展的

经过
,

事愈近则记载愈详
。

马基雅弗利是用历史事实来阐明他自己的政治主张的
,

他

以古喻今
,

把古罗马和十四
、

十五世纪时的佛罗伦萨作对比
,

认为当时佛罗伦萨之所

以不能把意大利统一起来
,

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
:
贵族与平民之间争持不下

,

而贵族

集团之间又勾心斗角
,

互相倾轧
,

国力为之虚耗
。

如果能把那些消耗在内阂中的力量

集中起来
,

朝着一个共同的 目标去努力
,

那末佛罗伦萨也许早已追踪古罗马的雄风
,

成为涣袂大国了
。

马基雅弗利是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
,

他评论佛

罗伦萨政治上的得失
,

笔下常带感情
,

富有感染力
。

他苦心孤诣地借历史事实来宜扬

改革之道
,

其中有很多就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
,

具有独到的见解
。

正是由于有这些特

点
,

他这部 《佛罗伦萨史》 就不同凡响
,

比其前人的同类著作高出一头
,

成为世界历
、

史文库中不可缺少的要籍
。

后来英国历史学家
、

哲学家大卫
·

休模在评论马基雅弗利

的 《佛罗伦萨史》 时曾说道
: “

此书意存针泛
,

带有一种强烈的义愤
,

感人至深 I
”

马基雅弗利的 《佛罗伦萨史》 完成于一五二五年
,

而过了两年
,

即在一五二七年
,

他就逝世了
。

遗憾的是
,

他这部史书所叙述的史事止于一四九二年
,

没有谈到他自己

在佛罗伦萨共和制政府中担任要职的那段时期 (一四九八— 一五一二年 )的历史
。

这

也许是有难言之衷
,

放意避而不谈的罢
。

马基雅弗利生活在地理大发现时期
,

而他在

晚年犹及见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和德意志农民战争
,

然而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在他的史著中都没有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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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基雅弗利同时期的奎昔亚狄尼 ( F r ane e s e oG u i e e i r adi ni 一四八三— 一五四

O 年 )
,

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
。

奎昔亚狄尼出身于佛罗伦萨城邦的豪门贵族
,

早年曾在帕多瓦大学研习法学
,

毕业后即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法学教授
。

然而他不久

就转入政界
,

曾一度与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共和制政府中共事
,

不过他们两人因为

政见不同
,

原是不睦的
。

及至共和制政府倒台
,

美第奇家族的僧主政体在佛 罗伦萨复

辟
,

这两人在政治上的遭遇恰恰构成鲜明的对照
:

马基雅弗利曾一度身陷图圈
,

而奎

昔亚狄尼则成了美第奇家族钓座上客
。

看来奎昔亚狄尼是个不倒翁
,

能在政局已经改

变了的情况下仍居高位
。

他曾经做过佛罗伦萨驻西班牙的大使
,

后来又受到教皇克莱

蒙七世的重用
,

先后出任教皇国属下摩代纳
、

里基俄
、

罗马纳这三个邦的总督
。

早在一五一O 年
,

即当他还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时
,

奎普亚狄尼就着手编著 《佛

罗伦萨史》
。

他这部书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一三七八年至一五O 九年
,

其中对美第奇家

族统治时期佛罗伦萨的政事有较为翔实的记载
。

奎昔亚狄尼比马基雅弗利小十四岁
,

然

而他却 比马基雅弗利早十年先写 《佛罗伦萨史》
。

因此到后来
,

马基雅稗利在编著 《佛

罗伦萨史》 时曾写信向奎昔亚狄尼请教
,

是把他当做
“
畏友

”
的

。

不过
,

奎昔亚狄尼的

这部 《佛罗伦萨史》 并没有写完
,

而且当时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要出版
。

他这部著作的

手稿封存了三百四十多年
,

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第一次由他的注释者刊布出来
。

奎昔亚狄尼的传世之作
,

是他那部在晚年才写成的巨著 《意大利史》
。

奎昔亚狄

尼从其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得知
:

佛罗伦萨仅仅是意大利的一个城邦
,

单写佛罗伦萨的

历史
,

不能反映出意大利历史演进的全貌
。

当时意大利内部四分五裂
,

各种政治势力

争持不下
,

而意大利各邦又都结外援以自固
,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同盟关系
。

意大利被

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
,

成为法国和西斑牙这两个强国之间进行王朝战争的糜兵喋

血之场
。

然而
,

作为一个民族来说
,

意大利人有其共向的文化传统和共同 的 利 害 关

系
,

是渴望能达成民族统一的
。

奎昔亚狄尼有鉴于此
,

觉得不能再从某个城邦的角度来

写意大利的历史
,

而必须从全局出发
,

把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
。

因此
,

他就放弃

了 《佛罗伦萨史》 后半部的写作
,

’

而于一五三六年起开始动笔写他的 《意大利史 》
。

从撰写 《佛罗伦萨史》 到撰写 《意大利史》
,

奎昔亚狄尼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飞

跃
。

在撰写 《佛罗伦萨史》 时
,

由于主题范围的限制
,

他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历史学

家 , 而在撰写 《意大利史》 时
,

他就跳出了城邦的范围
,

成为一个视野广阔
、

有全局

观点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了
。

他这部 《意大利史》 共分二十卷
,

始自一四九四年法王查

理八世之人侵意大利
,

止于一五三四年教皇克莱蒙七世之死和教皇保罗三世的当选
。

所叙史事不过四十余年
,

然而
,

它却是第一次打破地区的界限
,

把意大利各邦的历史

熔于一炉
,

勾勒出当时整个意大利乃至西欧其他各国的概貌
,

堪称意大利全史
。

奎昔

亚狄尼敏于观察
,

对意大利各邦的政事燎如指掌
。

他虽然不象马基雅弗利那样有深刻

的哲学思想
,

但也是用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来写历史的
。

他曾经指出
,

当年列国纷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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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教皇和各国君主纵横搏阖
,

朝三暮四
,

说穿了
,

其行为的动机无非都是为了争权

夺利
,

而不是受什么道德规范约束的
。

奎昔亚狄尼的 《意大利史》 不但以观点新颖见长
,

而且以取材精慎著称
。

奎昔亚

狄尼精于史料考证学
,

他认为
:

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
,

重要的不在于把史事编写成令

人悦目赏心的故事
,

而在于要拿出确实可靠的史料证据
,

让史料本身来说话
。

他在写

这部著作时曾广泛搜集资料
,

尤其充分利用了罗马教廷的档案材料
。

奎昔 亚狄 尼的

《意大利史 》 是在他死后的一五六一年才作为遗著出版的
,

它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

在十六世纪末叶就销行了十多版
,

并且很快就被译成多种西欧文字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
,

产生了许多卓越的艺术大

师
。

这些艺术大师是时代的巨人
,

他们如银河群星
,

各炫异彩
,

其生平事迹和艺术活

动是值得为之立传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产生了艺术史家瓦萨里
。

瓦萨里 ( iG or g io V as ar i
,

一五一一— 一五七四年 )本人就是个画家和建筑家
,

他早年曾经跟米开朗琪罗学画
,

并曾广泛游历各地
,

到处访间艺术大师并对一些著名

的绘画
、

雕刻
、

建筑进行深人的研究
。

一五五O年
,

瓦萨里出版其所著的 《意大利艺

苑名人传》 。

在这部书里
,

他用他那艺术家的彩笔
,

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些最著

名的画家
、

雕刻家
、

建筑家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活动写得有声有色
,

栩栩如生
。

而他对

人物的评价也是比较公正的
,

不因个人好恶而有所偏私
。

瓦萨里是西方艺术史的开山

祖
,

他这部 《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 是不朽的
。

应当顺便提一句
, “

文艺复兴
”

这个词最先就是由瓦萨里创造出来的
。

瓦萨里把

十五
、

十六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看做是希腊
、

罗马古典文化的
“

再现
”

或
“

再生
” ,

所以

称之为
“

文艺复兴
” 。

其实
,

当时西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包括一系列的

重大事件
,

决不是
“

文艺复兴
”

一词所能包括的
。

因为后来有许多哲学家
、

历史学家
、

文学家和艺术家都用
“

文艺复兴
”

这个词来表示那个时代的特征
,

我们就只好沿用了
。

三
、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的史学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
,

意大利以外的西欧各国也先后产生

了人文主义史学
。

不过这些国家因为文化背景不同
,

政治经济情况各异
,

所以在史学

发展上也各有特点
。

以下
,

我们按照国别来加以说明
。

法国
:
法国与意大利是领土毗连的近邻

,

它们在文化上
、

政治上的关系一向是很

密切的
。

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
,

首先影响到的就是法国
。

然而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法国和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发展却有很大的不同
。

当意大

利还是四分五裂并遭受外来侵略时
,

法国则胜利地抵御了外侮并扫清地方割据势力
,

逐渐发展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
。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

从一三三七年到一四五三年
,

法国和英国断断续续打了一百多年的恶仗
,

史称
“

百

年战争
” 。 `

在战争期间
,

英国封建主勾结法国的地方割据势力
,

率军长驱直人
,

蹂摘

了法国大部分的国土
,

并一度占领巴黎
,

给法国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
。

然而
,

英 国的

人侵激起了法国各阶层人士的爱国热忱
,

他们同仇敌汽
,

纷纷组织起民兵队伍
,

拿起

刀枪来配合正规军作战
,

到处打击敌人
,

创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奇迹
。

在这里面
, “

圣

女
”

贞德 ( Jea
n
en d 夕A cr ) 的事迹是最为感人的

。

后来
,

法国人民终于把英国侵 略 军

赶了出去
,

赢得了
“

百年战争
”
的最后胜利

。

“

百年战争
”

结束后
,

法国大致上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
。

但贵族的

权力还相当大
,

国内还存在着一些离心倾向
。

及至宗教改革时期
,

法国统治集团内部

又分裂为天主教派
、 “

政客派
”

和信仰喀尔文教的胡格诺派
,

他们为了争夺最高统治

权
,

互相倾轧不已
,

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 (一五六二— 一五九八年 )的宗教战争
,

这

就是历史上所说的
“

胡格诺战争
” 。

这场战争的结果
,

胡格诺派的首领— 波旁家族的

亨利取得王位
,

称亨利四世
,

是为波旁王朝之始
。

亨利四世为了维护法国的统一
,

乃

放弃其原先所信仰的喀尔文教
,

改信法国绝大多数人所信仰的夭主教
,

并于一五九八

年发布 《南特诏令》 ,

允许新教徒有信仰自由
。

这样
,

随着波旁王朝的建立
,

法国中

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就更巩固了
。

恩格斯指出
: “

日益明显 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

的趋向
,

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
,

第四五二

劝
。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史学
,

反映了当时法国历史上的这些特点
。

十四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罗莎特 (J e an rF io
s s ar t ,

约 生于一三三七

年
,

约卒于一四一O年 )
。

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

早年曾一度经商
,

后 来弃 贾 就

学
,

把宗教活动当做踏脚石
,

挤进统治集团上层
。

佛罗莎特虽然在文化教养上是法国

人
,

但实际上是个 国际性的人物
。

他曾周游列国
,

和许多国家的封建主都有联系
。

一

三六一年
,

佛罗莎特前往英国宫廷中当客卿
,

受到和他有同乡之谊的英国王后排力帕

( Que
e n P hi iln eP ) 的赏识

,

被任命为史官
。

一三六六年
,

他伴随英军统帅黑太子返

至法国的波尔多城
,

后来又漫游意大利
、

德意志
、

尼德兰等地
,

经常出人于王公贵族

之门
,

得以熟悉各国的政情并披拾到许多历史掌故
。

他生活在英
、

法
“

百年战争
”

期

间
,

对于交战双方的形势和几次重要战役的经过都除如指掌
。

佛罗莎特竭毕生之力
,

用优美的法文写了一部 《 法国
、

英国
、

苏格兰
、

西班牙编年史》 ,

所叙史事始于一三二六

年
,

止于一四 0 0 年左右
。

这部书的范圃相当广
,

但主要是记载
“

百年战争
”

的战况

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
,

某中对克勒西战役 (一三四六年 ) 和波亚迭战役 (一三五六

年 ) 的描述尤为出色
。

佛罗莎特是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上写历史的
,

他谊 染 骑 士 的

“

忠诚
”

和
“

勇教
” ,

因此被称为
“

骑士的歌手
” 。

在这部 《编年史》 中
,

佛罗莎特

对一三五七年至一三五八年的巴黎市民起义
、

一三五八年法国的
“

札 克雷起 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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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八一年英国的窝特
·

台勒起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

不过他囿于阶级偏见; 肆

意低毁这些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
,

有许多话要从反面去理解
。

法国的第~ 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推康米尼斯 (P ih l i p eP de C o m m i n e s ,

约一四

四五— 一五O九年 )
。

康米尼斯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

他原 为 勃 良 第 公 爵
“

晓 勇

者
”

查理 ( C h ar le
s t he B ol d) 殿下的重臣

,

后来归顺法王路易十一
,

曾被任命 为 首

辅
。

一四九四年
,

法王查理八世出兵侵人意大利
,

他奉命出使威尼斯和米兰
,

接触到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气氛
。

康米尼斯在晚年写成 《 回忆录 》 八卷
,

其中前六卷

包括路易十一时代的政事
,

后两卷记述查理八世在意大利进行军事冒险的经过
。

他具

有精辟的分析能力
,

遇事能究其底蕴
,

注重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
,

尤其善于描写历史

人物的心理动机
。

在这方面
,

他实与马基雅弗利不相上下
。

康米尼斯强调历史在政治

方面的实用价值
,

他经常告诫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熟读历史
,

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

的一把钥匙
。

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 波 丹 ( J e a n

oB id n ,

一 五 三 O— 一 五 九 六

年 )
,

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
。

一五六六年
,

波丹发表其所著的论文 《理解 历 史 的 方

法 》 ,

那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方法论
。

波丹认为
,

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
,

这个观点后来影响到孟德斯鸿和英国历史学家柏克尔 ( H
·

T
·

B u ck je )
,

形成了资产阶级史学中的
“

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此外
,

波丹又认为
,

历史是不断向前

发展的
。

他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
:

在第一阶段
,

占优势的是东方各民

族 ; 其次是地中海沿岸诸国
;
而最后是北欧诸国的兴起` 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

实为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先导
。

在宗教改革和
“

胡格诺战争
”

期间
,

法国的天主教派
、 “

政客派
”

和胡格诺派都

有其自己的历史学家
,

他们旗帜鲜明
,

党同伐异
,

各自用历史事实来支持其本身的政

治主张和宗教信仰
。

在这些历史学家里面
,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胡格诺派的历史学家道

比涅 ( T h e o d o r e A g r ip p a d ` A ub i g n e ,

约一五五O— 一六三O 年 )
。

道比涅出身于一个有文化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
,

其父为胡格诺派的领袖之一
,

是

在宗教战争中被杀的
。

道比涅在童年时期就显露出优异的才华
,

据说他在六岁时就开

始学希伯莱文
、

希腊文 和拉了文
,

在十一岁时就翻译过柏拉图的著作
。

从十八岁起
,

他就开始积极参与胡格诺派的活动
,

后来一直做到亨利四世的枢密顾问
,

为之壁划政

事
。

在亨利四世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改信夭主教以后
,

道比涅仍旧保持其喀尔文教的信

仰
,

因此他被胡格诺派称为
“

卫道者
” 。

道比涅在晚年用喀尔文教的观点 写 了 一 部

《世界通史 》 ( H ist
o ir e U in ve sr lle e)

,

所叙史事始自一五五三年
,

止于 一 六 O 二

年
。

这部书的取材范围相当广
,

它是以法国的宗教战争为中心来叙述欧洲的历史
,

此

外还一鳞半爪地谈到亚洲和非洲的情况
。

不过道比涅是把历史当做其宗教 信仰 的 注

脚
,

并竭力颂扬亨利四世在历史上的作用
,

多溢美之词
。

他蓄意美化胡格 诺 派 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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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
,

外误甚多
。

德意志
: “

德意志
”

在文艺复兴时期还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
,

即德意志人所居

住的地区
。

自公元九六二年以来
,

德意志在政治上有个名称
,

那就是
“

神圣 罗 马 帝

国
” 。

但正如后来伏尔泰所说
,

它既非
“

神圣
” ,

亦非
“

罗马
” ,

更 不 能 叫 做
“

帝

国
” 。

在这个
“

神圣罗马帝国
”
的空壳子里

,

存在着几百个大小不等
、

实际上各 自独

立的王国
、

公国
、

侯国
、

伯 国
、

自由城 市以及上千个骑士 领地
。

而在一三五六年以

后
,

神圣罗马帝国
“

皇帝
”
的产生须经过七大

“

选帝侯
”
的选举

,

于是
“

皇帝
”
的权

力越来越小
,

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更甚于前
。

在中世纪后期
,

德意志境内的资本主义

因素也发展得相当快
,

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
,

然而这种发展是不平衡的
,

而且是区域性的
,

当时还不能形成统一 的国内市场
。

因此种种
,

当时德意志仍处于四

分五裂的局面
。

罗马天主教会曾利用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来扩大其势力
,

它把德意志 当做
“
教皇

的奶牛
” ,

在这里予取予求
,

后来竟用出售
“

赦罪符
”

的勾当来聚敛钱财
。

但剥削愈

重
,

反抗愈烈
,

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
,

首先就是在德意志轰然爆发的
。

一五一七年
,

马丁
·

路德发表其所著的 《九十五条论纲 》
,

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

幕
。

起初
,

宗教改革在德意志表现为全民性的运动
。

但各个阶级
、

各个阶层的人
,

对

宗教改革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

除了代表诸侯和市民上层的马丁
·

路德以外
,

还有

代表平民和劳苦大众的宗教改革家托马斯
·

阂采尔
。

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五年
,

德意

志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
。

宗教改革的浪潮
,

给这个时期德意志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

由于宗教间

题的突出
,

这时在德意志
,

历史学文成了神学的奴仆
。

在宗教改革期间
,

德意志史学领域中的斗争极为激烈
。

新教的历史学家称罗马教

廷为
“

魔鬼的巢穴
” ,

而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则称马丁
·

路德为离经叛道的
“

狂僧
” 。

他们各 自把历史事实当做论据
,

来攻击其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敌人
。

.

首先
,

人文主义学者封
·

胡登 ( U ilr hc vo
n H ut t en

,

一 四 八 八— 一 五 二三

年 ) 发现 了十一世纪末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声讨教皇格里哥利七世的檄文
。

他把这篇檄文加以注释
,

广为刊布
,

更加深了人们对教皇的愤恨
。

此外
,

封
·

胡登还

大量印行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瓦拉所写的那篇证明 《 君士坦丁的赠与 》 系出于伪

造的论文
,

以揭露罗马教廷的虚伪和欺诈
。

路德教徒试图以自己的神学观点来重新写一部教会史
。

在这方面
,

值得一提的是

新教历史学家佛拉西斯 ( M at ht i a 、
lF ac ius

,

一五二 O— 一五七五年 )
。

佛拉 西 斯

是伊斯特里亚地方的学问僧
,

因求学来到德意志
,

后来在马丁
·

路德的影响下成为新

教徒
,

并一度在威登堡大学担任教授
,

主讲 《圣经
·

旧约 》
。

在离开威登 堡 大 学 以

后
,

他先后寄居在马格德堡
、

任拿
、

法兰克福等地
,

搜集资料
,

从事于历史著作
。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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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西斯费了二十年的精力
,

在六位志同道合的学者的协助下
,

写成一部巨著 《马格德

堡世纪史 》 (M ag deb ur g C en ut ir es )
。

此书叙述基督教义和基督教会发展 的 经过
,

始于传说中的耶稣
·

基督的诞生
,

止于一三0 0 年
。

因以一百年为一卷
,

共十三卷
,

故称 《世纪史 》 。

佛拉西斯和他的助手们列举了无数的事例
,

证明天主教的教义和教

会组织是与原始基督教不相干的
,

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

这样
,

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

对于天主教会的信念
。

不过
,

佛拉西斯是企图以路德教的神学观点来代替天主教的神

学观点
,

其本身也是一种僧侣主义的东西
。

德意志最博学的新教历史学家
,

应推斯莱登 ( J o h n lS e id an
,

约一五O 六— 一

五五六年 )
。

他原先在外交界服务
,

曾在公余之暇把佛罗莎特的 《 编年史 》 和康米尼

斯的 《 回忆录 》 译为德文
。

从一五四五年起
,

斯
、

莱登花了十年的岁月
,

写成 《 皇帝查

理五世时代政治
、

宗教情况实录 》
,

共二十六卷
。

这部书体大思精
,

始于一五一七年

马丁
·

路德的发难
,

止于一五五五年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的成立
,

把德意志宗教改

革的经过作了全盘的叙述
。

斯莱登虽然主要是记载宗教改革运动
,

但也充分注意到政

治上的风云变幻
。

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
,

当时政治是和宗教交织在一 起
,

不 能 分 开

的
。

斯莱登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

它是研究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历史的要籍
。

英国
:
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得比较晚

,

它在这方面曾受到意大利和其他欧洲

大陆国家的影响
。

紧接着英
、

法
“

百年战争
”

之后
,

英国统洽集团内部为了争夺王位
,

又进行了长

达三十年之久的内战
,

那就是历史所说的
“
玫瑰战争

”
(一四五五— 一四八五年 )

。

经过这场内战
,

英国封建贵族的势力是大大削弱了
。

当亨利七世即位
、

建立了都铎王

朝时
,

英国大致上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君主国
。

在都铎王朝时期 (一四八五— 一六O三年 )
,

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正在加

速进行
。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这种剥削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
。

一

方面
,

地主资本家正在强力推行
“

圈地运动
” ,

把农民从其世世代代所耕种的土地上赶
’

走
,

圈起土地来养羊
,

致使英国发生着象托马斯
·

莫尔所说的
“

羊吃人
”

的惨剧 , 另

一方面
,

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向海外扩张
,

他们从海盗抢劫
、

奴隶贸易
、

走私活动中

囊括了盈千累万的财富
。

这时英国出现了一个
“

暴发户
”

的资产阶级和一批资产阶级

化了的新贵族
。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还是拥护
“

王权
”
的

,

所以都铎王朝的几个国王都是

专制君主
,

其权力之大是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

就是在都铎王朝时期
,

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兴起
。

而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末

期
,

英王亨利八世自上而下地实行 了宗教改革` 不过英国的宗教改革是有反复的
,

之

后有一段时期
,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斗争极为激烈
。

直到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后
,

才确立了英国国毅的正统地位
。

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结果是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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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要求
“

清除
”

英国国教中所残留下来的天主教仪式
,

他们被称为
“

清教徒
” 。

都铎王朝时期
,

特别是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 (一五五八— 一六O 三年 )
,

英

国在学术上呈现出高度繁荣
,

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

科学家和文学家
。

托马斯
·

莫尔
、

弗朗西斯
·

培根以及莎士比亚等
,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
。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

英国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史学
。

文艺复兴时期
,

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
·

莫尔 ( T ho m a ,
M oo er

,

一四

七八— 一五三五年 )
,

也是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
。

除名著 《乌托邦 》 之外
,

莫尔

还写 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
《理查三世传 》

。

这部书先是用拉丁文 写 的
,

后 来

又由他自己译为英文
,

两种版本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莫尔用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生

花之笔
,

绘形绘声地刻画了暴君理查三世 (在 位 年 代 为一四八三— 一四八五年 )

的凶残狠毒及其最后的被杀
,

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

因而也就从反面伸张了

正义
。

后来莎士比亚的名剧 《理查三世 》 ,

主要便是根据莫尔的著作编写的
。

当女王伊丽莎白在位时
,

英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发展得很快
,

这时产生了编年

史家何林设德 ( R aP hae l H ol isn h ed
,

生年不详
,

约卒于一五八O 年 )
。

关于 何 林设

德的生平事迹
,

我们所知甚少
,

只晓得他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
,

曾经被女王

的印务官
,

德籍客卿乌尔夫 ( Rge in al d W ol le ) 聘为助手
。

本来
,

乌尔夫搜集了许多

珍资的资料
,

正在编著一部大型的 《编年史》 ,

但未及完成此项工作就去世了
。

何林

设德继承乌尔夫的史业
,

他以乌尔夫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和草稿为基础
,

勒成删定
,

写

成他那部著名的 《英格兰
、

苏格兰
、

爱尔兰编年史 》 。

这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
,

始自

传说时期
,

止于女王伊丽莎白在位的初年
,

取材宏富
,

文笔生动
。

何林设德的著作被认

为是信史
,

当时有许多诗人和文学家都从那里面吸取创作的素材
。

莎士比亚的名剧如

《李尔王》
、

《马克白斯》
、

《辛伯林 》 等
,

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

与 《马格德堡世纪史》 的编著者一样
,

英国的新教徒也是把历史当做进行宗教改

革的论据
。

在这方面
,

影响最大的是福克斯 ( J o h n F ox
e ,

一五一六— 一 五 八 七

年 )
。

福克斯早年曾在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读书
,

因笃信新教
,

反对校方钳制思

想
,

乃债而退学
。

当
“

血腥的
”

玛丽女王在位时
,

天主教一度在英国复辟
,

福克斯被

迫流亡到德意志
。

直到新教徒伊丽莎白女王登极
,

他才返回祖国
。

福克斯用炽烈的热

情和动人的文笔写了一部 《基督教殉道者行传》 ,

叙述威克立夫
、

约 翰
·

保 尔
、

约

翰
·

胡司等宗教改革家殉道的事迹
,

用以揭露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残忍
,

宜传宗教改革

的正义性
。

福克斯的著作曾轰动一时
,

成为新教徒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

当时英国的新

教教堂里都摆着两部书
:

一部是 《圣经》
,

另一部是福克斯的 《基督教殉道者行传》
。

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家
,

喀尔文教的宜传者和组织者约翰
·

诺克斯 ( Jo h n K on
x ,

一五O五— 一五七二年 )
,

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

他根据其实际斗争的经验
,

写成一部文情井茂的 戈衣格兰宗教改革史》 。

此书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一五五五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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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四年
,

详述苏格兰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
,

苏格兰人民反主徽断图亚特 王 朝 的 斗

争
、

党派之间的倾轧
,

以及长老会教在苏格兰取得统治地位的经过
。

由于诺克斯本人

是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主角
,

他的著作在颇大的程度上象是回忆录
,

提供了可贵的

事实材料
。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著名的历必学家是威廉
·

堪登 ( W ill ia m C a m den
,

一五五一

— 一六二三年 )
。

堪登曾经在牛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教育
,

他熟悉古代典籍
,

追慕

古代的历史学家
,

尤其崇拜波里比阿
。

堪登是英国国教徒
,

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

的利益
,

用历史为这个阶级的吻治服务
。

堪登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
:

一为 《大不列颠

志》 ( Br it an in a)
,

记述英国的山川形势
、

名胜古迹
、

历史掌故
、

民情风俗
、

文物制

度等等
,

其中洋溢着爱国热忱 , 一为 《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格兰
、

爱尔兰史》
,

蝎力渲染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
“

成就
” 。

瑞士史学家傅脱认为
:

近代

英国的史学是从堪登开始的
。

被马克思誉为
“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
的弗朗西斯

·

培

根 ( F r三cn is B ac
o n ,

一五六一— 一六二六年 )
,

也是一位有成助的历史 学 家
。

除

了 《新工具论》 等不朽的哲学著作和一部反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 《大西 洋 岛 》 以

外
,

弗朗西斯
·

培根还写 了一部
,

《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
。

他以哲学家的眼光

和概括能力
,

提纲掣领
,

正确而又生动地剔抉出都铎王朝初期英国的历史概貌
。

弗朗

西斯
·

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
,

他曾经说道
: “

哲学使人深邃
,

数 学 使人 严

密
,

历史使人明智
。 ”

一

尼德兰在中世纪后期是西欧的先进地区
。

十六世纪后半期的尼德兰革命
,

是世界

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
。

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统治
,

经过数十年的英勇斗争
,

终于建立了资产阶级的荷兰共和国
。

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
,

`

“
国际法

”
的始祖格劳修斯 ( H ug

o G r of ius
,

一 五八 三

— 一六四五年 )
,

在历史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

格劳修斯生活在
“

三十年战争
”

(一

六一八— 一六四八年 ) 期间
,

他看到战争所造成的种种触目惊心的苦难
,

希望用一

些公认的准则来限制交战双方的暴行
,

乃于一六二五年发表其所著的 《论和平时期和

战争时期的法》 ,

奠定了
“

国际法
”

的基础
。

格劳修斯雅爱史籍
,

他写过一些关于哥

特人
、

汪达尔人
、

伦巴德人的历史著作
,

并且渗荷兰史
、

比利时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

途径
。

格劳修斯认为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对后世有教育作用
,

所以他特别注重阐明历

史事件的因果关系
,

用以垂训方来
。

和格劳修斯同时的荷兰人文主义学者荷夫特 (P
e t er C or en il us H oo ft

,

一五八 三

— 一六四七年 )
,

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更为巨大
。

荷夫特出身于阿姆斯特丹的权贵

之家
,

因醉心于外国的先进文化
,

曾漫游德意志
、

法国
、

意大利等地
。

他在政治上追

随奥兰治亲王
,

后来被任命为敏登城 ( M idn en ) 的行政长官
。

当其在任 期 间
,

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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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登城变成了荷兰学术文化的中
』

乙
。

荷夫特曾经把塔西佗的著作译为荷兰文
,

井且模

仿塔西佗的为人和文章风格
,

所以当时人们就称他为
“

荷兰的塔西佗 .l’
。

当时西欧各

国的学者仍多用拉丁文写作
,

而荷夫特则坚决主张用本国文字来著书立说
。

他用荷兰

文著有 《尼德兰史》 二十一卷
,

其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一五五五年至一五八七年
,

描

述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
,

读之令人奋起
。

荷夫特是一个语文巨匠
,

他

的著作不仅具有史料价值
,

而且推进了荷兰文的发展
。

四
、 “ 地理大发现 ” 和世界史的编纂

从十五世纪末叶开始的所谓
“

地理大发现
” ,

急逮地加速了西欧资本 主 义 的 发

展
,

而且大大地扩大 了西方人的眼界
。

地理大发现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

响
, 一

它使世界史的编纂成为可能
。

本来
,

`

在地理大发现以前
,

西方国家的旅行家和外交家就留下一些关于东方国家

的记载
,

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
·

波罗的 《东方见闻录》 和克拉维约的 《出使帖木儿宫

廷记实》
。

然而
,

只是到了地理大发现时期
,

西方人才开始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有

较多的了解
,

并且开始研究世界各国
、

各民族的历史
。

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 中
,

欧洲的航海家和冒险家曾留下一些记载
。

例如
,

哥伦布

本人就写了不少笔记
,

叙述其历次肮行的经过和发现
。

在麦哲伦身边当水手的毕加非

塔 ( A nt o
in

o R ga fe tt a ,

一四八O— 一五三四年 )
,

写了一部 《麦哲伦环绕地球航

行记》
。

不过这些记载大都是粗糙的
、

夸大其词的
,

我们只能披沙拣金
,

从那里面知

道一点关于地理大发现的概况
。

西班牙
、

葡萄牙的殖民者叙述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
,

绝大多数均系为殖民主义张

目
。

他们夸大印第安人的
“

原始
”

和
“

落后
” ,

妄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虐杀说成是
“

宣扬文化
”
的行为

。

但这里面也有一个例外
,

那便是拉斯
·

卡萨斯 ( B盯 t ho fo m e w

ds L as C as as
,

一四七四— 一五六六年 )
。

一部殖民史是充满着惨绝人 寰 的 血 腥

事迹的
。

殖民主义者不仅掠夺土著居民的财富
,

摧毁其文物制度
,

而且整批整批地把

他们的部落或部族绝灭掉
。

当西班牙的殖民者最初来到西印度群岛时
,

印第安人居住

在古巴的约有三十万之众
,

居住在海地和多米尼加的约有二十五万人
,

居住在波多黎

各的约有六万人
。

可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内
,

这些无辜的印第安人就几乎完全被斩尽杀

绝了
。

这种涂毒生灵的罪行
,

在拉斯
·

卡萨斯的著作中受到了谴责
。

拉斯
·

卡萨斯是一名多米尼克派的僧侣
,

青年时代就来到美洲
,

先后在古巴和墨

西哥担任过主教
。

他亲眼看到西班牙的殖民者无恶不作
,

任意烧杀抢劫
,

使 当地印第

安人面临着全体灭亡的悲运
,

乃激于义愤
,

出面请求西班牙国王改用比较开明的政策

来统治其在美洲的殖民地
。

拉斯
·

卡萨斯写了两部书
:
一为 《西印度群岛的毁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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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西班牙殖民者那种绝灭人性的暴行 , 一为 《美洲史》 ,

记载西班牙统治集团在美

洲进行拓殖的经过
。

拉斯
·

卡萨斯的著作是一字一泪的
,

他所提供的事实材料
,

使人

们得以明白西班牙殖民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

西班牙的另一个殖民者哥马拉 ( F r a n e i s e o L o p e z d e G o m a r a ,

约一五一O —
一五六O 年 ) 写了一部 《美洲通史》 ,

记述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摄西哥和秘鲁的经过
。

哥

马拉曾经做过殖民大盗柯泰斯 ( H er an dn
o

C or t e : ) 的秘书
,

熟悉西班牙统治集团的

内幕
,

他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

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
,

使世界史的编纂成为可能
。

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说道
: “

资产阶级
,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

…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

精

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日益

成为不可能
,

于是由许 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 (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 第一卷
,

第二五四一二 五五 孙 在西欧各种文字中
, “

文学
”

( iL t er at ur
,

iL etr
“ ut er )一词兼有

“

文献资料
”

之义
。 .

在这里
,

’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是 说
:
各

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文献资料成为可供全世界人阅读的文献资料
,

在这种情况下才产

生了世界史
。

地理大发现给历史学家打开了广阔夭地
,

使他们注意到史前 史
、

文化 史
、

人 类

学
、

民俗学的研究
,

并且可以在国别史的基础上编写出综合性的世界史
。

然而
,

在地

理大发现时期开始出现的世界史
,

有其时代的烙印
。

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编写的世

界史都是以西欧为中心的
,

即
“

西欧中
,

y 说
。

他们荒谬地把世界史看成是欧洲的扩

张史
,

肆意贬低
、

侮蔑亚
、

非
、

美
、

澳各族人民
。

那种反科学的
、

以西欧为中心的世

界史体系
,

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
,

应当彻底予以批判
。

在文艺复兴时期
,

西方在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
。

人文主义史学是对中世纪僧

侣主义史学的否定
,

它拨开基督教神学的迷雾
,

着眼于现实世界
,

要求用理智的态度

来研究历史
,

这就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

文艺复兴的末期
,

已经是十七世纪

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

后来到了启蒙时期
,

’

西方史学又有新的更大的发展时

期
。

〔本文作者郭圣铭
, 、

一丸一五牟生
,

华东师大历史系毅授
,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 究 会

副理事长
,

曾撰写 《世界古代史简编》
、
《西方史学史》 等专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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