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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和欧洲已经有上百年的传统。
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直接比较对双方来讲一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种比较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长期交往、相互面对、相互融合的一部分，它对双方文明的发展都具
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本关于历史比较的著作的背后也存在着一段漫长的历史，本书很少谈及这一点，因为这是另外一
个题目。
本书集中探讨的是历史比较，它展示了历史比较在欧洲和美国取得了哪些进展、有哪些创意、出现了
哪些争议，历史比较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在比较实践中有哪些困难及其解决途径。
本书是针对有经验的研究者以及大学生而写的，其中展示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案例。
本书所探讨的关于比较研究之动机和实践的众多问题并非特别地仅限于欧洲或西方，中国的历史学家
和欧洲的历史学家肯定都会面临同类的问题。
因此，我也希望中国的读者把本书作为历史比较研究的导论或对以往研究经验和方法的一种历史性回
顾来看待。
这本书的背后也蕴涵着一种期望，即希望有更多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出现，包括中国和欧
洲之间的比较研究。
到目前为止，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这一历史时期——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几乎还没有出现对中国和
欧洲的比较研究。
当然这里也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原因。
中国和欧洲的史学家们在成为关于其他文明的专家之前，大多必须首先是他们的特殊领域的专家，作
为科学研究者，他们需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对多种语言和文字的掌握以及追踪新的资料上面，这就
要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此同时还要对自身文明内部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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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当下，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学者越来越重视的一种方法。
本书是一．部有关历史比较研究之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精炼的概述。
作者哈特穆特·凯博是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尤为擅长历史比较研究，在本书中，他结合欧美
学界l9、20世纪历史比较研究的大量实例，回答了什么是历史比较、如何进行历史比较以及以往取得
了哪些重要成果等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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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哈特穆特·凯博，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史教授，欧洲历史比较研究中心（ZVGE）主任。
著有《西欧社会史》、《工业化与社会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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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整体性比较并不回避选题，如果它要保持可行性的话。
一个成功的整体性比较甚至完全取决于选题。
这里有四种基本的可能性。
第一，整体性比较要以此为方向，即消除关于社会之间差异性的历史偏见或是审视那些未经检验的有
关这种差异性的研究课题。
首先要面对这类偏见或这类研究项目，然后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着手进行历史的比较。
第二，整体性历史比较要寻求不同社会的内在逻辑，然后选择比较课题，这些选题要能够体现其基本
的逻辑关系。
最近的例子如埃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对日本的比较史的考察。
他首先在同西方的比较中看到日本社会的特殊性，即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同某一革命并非紧密相关，日
本对现代性的理解同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日本历史上不存在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自上而下
调控的国家力量软弱，日本在基本参变量上同西方不同并且遵循另外的发展逻辑。
第三，在比较实践中所有这些研究课题都可以选择，即它们对整体性比较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要特别
注意这样的研究对象，即所比较的社会之间的差异性被特别地塑造出来或者这种差异之间的关系特别
紧密。
第四，总体性比较在选题时也要有理论方向，而且要集中考察理论所认为的基本方面。
对此有一个例子是彼得·弗洛拉（Peter Flora）收集的广泛材料，这些材料作为19-20世纪欧洲内部西
欧国家之间比较的基础，就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而构建的，并且首先选择的各个时间系列是人口发
展、经济增长、劳动力、教育、城市化、劳工冲突、选举和选举人、国家财政和福利国家。
显然在实践中整体性比较是十分少见的。
历史比较通常是特殊性比较。
占绝对多数的比较并不是关于整体性的，而是关于有特殊目的的某个机构、个别的社会群体、某种结
构或心态、个别的事件或进程。
特殊性比较之所以有别于整体性或总体性比较，是因为它并不研究社会的所有方面，而只是集中在特
殊的课题上面。
当然这种特殊性比较也会促进整体性比较，而且特殊性比较首先也要在比较中考察机构、社会群体或
事件的一般原则。
它还可以比较个性化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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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比较研究导论》是针对有经验的研究者以及大学生而写的，其中展示了大量的比较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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