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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明史观

课前提示

荫历史是人类文明传承和创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荫文明史观逐渐成为新时期史学界研讨的史观。

一、理论阐释

文明史观，通常被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是研

究历史的一种理论模式。文明史观在国际学术界的

研讨由来已久，它肇始于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的

叶风俗史曳 开创了文明史研究的先河。文明史观的
创立者是 20世纪初的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
勒，其代表作是震撼世界的 叶西方的没落曳。当代
英国学者汤因比进一步发扬光大文明史观，倾其一

生精力出版了博大精深的鸿篇巨制 叶历史研究曳，
完善了文明史观的哲学体系。

文明史观认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

说就是人类文明漫长而曲折的演进历程。文明史观

注重从文明传承的现实去追溯，从世界的角度去思

考，从长时段的历史去观察。

先从横向看，人类文明基本上包括：政治文

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其中政治文明是人们在

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并突出制度文

明与制度创新。主要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包括皇帝制度、中央行政管理制度、地方行政

管理制度、选官制度、监察制度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包括君主立宪制、共和制、

有代表性的法律文献和宪法等；科学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等三大政治制度、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和成就及“一国两制”等，还有现代国际关

系格局的演变等。

物质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

和物质生活的进步，突出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关键是农业文明的产生发展以

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跨越，即农业革命和三次工业革命。

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社会

精神产品和精神生活的进步，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与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其他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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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文明史观下的重要视
角：①生产力视角：以生

产力标准划分农业文明和
工业文明两大类。（工业文

明的进程，又称之为“现

代化”。） ②整体视角：尤

其关注工业文明以来的各
种文明的演进历程，把中
华文明纳入世界文明进行

观察。③交往视角：文明

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
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国和西方古代到近现代的科技、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等。

再从纵向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文

明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文

明时代（包括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

时代）。

既然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就要承认世界文

明的多元性，也应关注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既要看到人类

社会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个文明独特的个性、地域性

和民族性，同时还应关注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生成关系。

同时，学会认识人类文明成果与代价的关系。政治是

妥协的艺术，过去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人们热衷

于研究你死我活的争斗而贬低了各类变革改良。尽管人类

文明每前进一步，往往难免都会付出大小不一的代价，如

战争、血腥的权力斗争和暂时的倒退波折……但这些代价

与文明进步所带来的成果相比是次要的，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坚持不懈地追寻文明前进

的脚步。

此外，还要明确文明只有强弱和大小之别，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文明都有不容贬

损的特定价值。各文明也不可能持久地封闭隔绝，文明之间多以和平往来或者暴力冲突两

种形式发生交往互通，从而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的整合，推进世界文明一步步由分散走向整

体，从区域走向全球。

另外，不可忽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学会将历史与现实予以结合，即从现

实追溯历史，从历史联系现实。比如要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在现实社会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历史上古希腊的民主的运作方式、古罗马法律的现实借鉴意义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二、教材案例解读

在新世纪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文明史观已融入中学历史课程并渐入佳境，义务教

育历史课程标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据课程标准编写的各类教科书都不同程度地蕴含了

文明史观。

必修一专题三第 2课“辛亥革命”写道：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
级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

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

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叶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曳 体现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是中国近代民主化的丰碑。
必修二专题五第 1课“开辟文明交往的航线”写道：公元 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

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

世界各大洲的孤立状态被打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经由地

理大发现而引发的国家竞争，拉开了不同的文明间相互联系、相互注视，同时也相互对抗

第四单元 史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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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学历史———史料、史观与史论研习

知识卡片

《吉檀迦利》 得奖评
语：由于他那至为敏锐、

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
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
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
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

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和争斗的历史大幕。

必修三专题三第 1课“顺乎世界之潮流”写道：伴随着列强的炮火、西学的浪潮和传
统文化的衰微，中国文化同其政治、经济一样，被迫艰难地迈上了近代化的征程。清朝统

治者一向把大清帝国自诩为“天朝大国”，有着传统的虚骄心理，不屑了解外国情况，对于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仅耻于学习，而且鄙视之为“奇技淫巧”。在长达 100多年的探索
过程中，人们每前进一步都会经历新旧文化的激烈交锋。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

利炮和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交汇、碰撞。一些先进的知

识分子开始摆脱隔绝状况，逐渐踏上蜕变与抉择的近代思想历程。

必修三专题八第 3课“世界的文学”写道：19世纪末 20世纪初，人类历史经历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更加密切了世界各国间的联系，世界各国各地区文化

在经过激烈碰撞之后逐渐打破了隔离的坚冰，取得了共同发展。亚、非、拉等国的文学，

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与欧美文学相融合，并逐渐获得了世界的承认，出现了诸如泰

戈尔、川端康成等著名作家。泰戈尔（1861～1941）是印
度近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

精神。诗集《吉檀迦利》使泰戈尔于 1913年成为亚洲第
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概而言之，用文明史观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和现象，

可以避免传统史观及其他史观评价的不足。要注意不同

文明类型的特点与主要成就，还要注意不同类型文明之

间的交流、借鉴、融合与碰撞。凡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历

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肯定之；反之则加以否

定。凡促进人类文明交流融合者，肯定之；凡破坏人类文

明交流交往者，否定之。

由于文明史观已融入了中学历史新课程，极大地主导了中学历史教学甚至高考，所以

近年中学历史学科的各种考试也依此来把握主干知识、确定命题的基本思路和立意。

三、高考试题评说

早在 20世纪 90年代，高考命题专家刘宗绪先生就反复提出，要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
度来审视历史，并将其确定为高考命题的原则之一，以适应学科发展趋势和高考研究进展。

这一观点历来被命题专家强调，要“用文明史的观点整合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构建学

科体系，考试测量应该依据这一体系来把握主干知识，确定命题的基本思路、立意和认

识”。全国各地颁布的新课程标准历史 叶考试大纲曳，也是按照文明史观，重构了学科体
系和考试内容。

【高考典题】（2014·安徽卷·36）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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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摘自马克垚 叶世界文明史曳
材料二 16～18世纪，来自欧洲的大批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引进

中国，又把中国的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18世纪，巴黎出版了欧洲汉学的三大名著，欧
洲兴起了史无前例的“中国热”。当中国的园林建筑、茶叶瓷器、书籍戏曲、儒教哲学在欧

洲大行其道的时候，来自欧洲的望远镜、水平仪等现代仪器，摆进了康熙皇帝的寝室。

正是在西方借助东方、欧洲借助中国完成对旧制度的现实批判和对新社会的思想启蒙，

为欧洲自身的破茧成蝶准备条件的时候，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悄然发生变化。肯定、景

仰的维度向否定、批判的维度转化，欧洲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连续五个世纪对中国的崇

拜与美化渐行渐远了。这一认识在 19世纪达到顶峰。
———摘编自许平 叶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曳

材料三 古今中西的几大文明，各有特点，但这些特点完全不应成为互相敌视的原因，

倒恰好是彼此借鉴的理由。……任何一个文明，不论有多古老，有多特殊，也必定含有与

其他文明共享的一些价值理念，否定这一点，就无法参与全球精神财富的大循环。

———摘自 叶南方周末曳
（1）根据材料一，读图指出爱琴海古代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由肯定转向否定的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影响人类文明交流的因素及其启示。
【参考答案】

（1）通过商路交流；借鉴其他文明；与其他文明并存。
（2）东西方交流加深（欧洲人的认识趋于全面，改变了对东方认识的理想化）；东西方

历史发展的差异或西方发展迅速与中国发展缓慢（民主政治与君主专制；工业文明与农耕

文明；思想解放与因循守旧）。

（3）因素：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的阻隔，使早期文明交流局限于毗邻地区；经济贸易
与科技发展等，拓展了文明交流的范围；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的不同，使文明交流呈现出

复杂性；文明的多元与共享价值，使文明交流具有互鉴的意义。

启示：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文明交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第四单元 史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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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分析】

该题以文明史观为框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并渗透了近渊现冤代化史观，从人类文明
交流史中选取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历史场景，以图文组合为呈现形式，以史论结合为考

查重点，既沟通历史与现实，又指向未来，立意很高，视野宽阔。

1. 以文明史观贯通古今中外。从材料一古代分散的文明到材料二近代中西方文明之间
联系的加强，再到当代全球化日益发展背景下文明交流更加紧密的事实，更能表现文明交

流逐渐加强的趋势。该题时间跨度上下数千年，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史，

给人很大的启示。

2. 以近渊现冤代化史观审视社会转型。从纵向角度看，三则材料能以点带线呈现人类文
明交流的总体趋势；材料二更加聚焦社会转型时期文明之间的交流问题，属于宏观视野下

的中观问题。16～19世纪正是西欧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轨时期，新的生产力与封建
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国体现社会公平的科举制度和民本观念的儒家思想适应了西

欧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客观需要，因而成为他们反对本国封建专制的思想武

器，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高度赞扬。到了 19世纪，西欧诸国相继实现了政治的民主化，
西方工业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西方思想家站在新的高度审视中国文明，

得出了迥然而异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欧文明在吸收中国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实现

了自我超越。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从肯定转向否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西方社会成功转型的影

响以外，还有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西方的工业文明与中国的传统文明之间冲突与碰撞加

剧，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交流更加深入，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更加客观公正，对中国

文明的消极方面认识更加充分。

3. 以唯物史观为分析方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
推动西欧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生产力决定人类文明的交往方式和交往水平。

农业文明阶段，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决定了人类缺乏横向交流的动力，主要表现为分

散的文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人类

不同文明之间的横向交往日益密切。因而，该题从命题资源选择角度看，都体现了唯物史

观的方法论。从材料一到材料二，体现了在生产力的推动下文明从分散走向整体；从材料

二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适应了西欧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推动了西欧农业

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

4. 注重考查历史学科核心能力。材料一、二提供史实，材料三提供结论。第渊1冤问是考
查论从史出，根据地图提供的信息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第渊2冤问是考查史证能力。题干呈
现结论，要求考生运用材料信息和所学知识证明这一结论。第渊3冤问是考查论从史出，要求
结论全面、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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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观视野下的东西方

问题：A、B两处分别是什么？

（2014·江苏卷·21）历代王朝不断调控中枢权力以维护其统治。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

寿王、司马相如……并在左右。……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平民），数年至丞相。

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大臣数诎。

———叶汉书·严助传曳
材料二 垂拱三年，或诬告（宰相）祎之……（武）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审问）

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名为敕？”则天大怒，

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

———叶旧唐书·刘祎之传曳
材料三 （明初内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意即对君劝善规过，议论兴革）……凡上之达

下，曰诏，曰诰……皆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下之达上，曰题，曰奏……皆审署申覆（意即

审查签收，上报或发回）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大典礼、大政事，九卿、科道官会议已

定，则按典制，相机宜，裁量其可否，斟酌入告。

———叶明史·职官一曳
（1）据材料一，归纳汉武帝为削弱相权所采取的举措。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刘祎之为何不认可王本立宣读的“敕书”。

（3）据材料三，归纳明初内阁大学士的主要职责。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初阁臣为何不能等
同于丞相。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历代王朝调控中枢权力的基本策略和原则。

历史时期 转折性事件
表 现

文明特征
西 方 东 方

16世纪前 — 海洋文明 农业文明 文明的差异

16～18世纪
新航路开辟
早期殖民扩张

海洋文明 农业文明 A

19世纪以来
两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

B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文明的碰撞与冲突

第四单元 史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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