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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极盛时期的欧洲：1914年 欧洲与世界 无论如何，欧洲之所以能够掌控1914年
的世界，并不是因为她的人口数量，而是因为她的活力（dynamism）。
法国诗人兼散文家瓦雷里（PaulValéry）写道：“当世界大部分地区依然恪守传统的时候，这个位于
亚洲大陆一隅的小海角⋯⋯明显地与众不同。
” 在任何欧洲精神所及之处，触目可见的是最广泛的需求、最顶峰的成就、最雄厚的资本、最丰富的
产量、最庞大的野心、最极致的权力、最根本的自然界改观，以及最繁荣的通讯与交易。
19世纪时，欧洲人已经成为地球上第一批将自己的自然环境改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的人群。
他们以蒸汽驱动的工厂、巨大的城市以及狂热的火车旅行，取代了缓慢推移的农耕、一成不变的乡村
和依赖双脚的出行方式。
截至1914年，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发展迅速，但是欧洲在经济上依然保有决定性的领导地位。
欧洲不但生产全球56%的煤（虽然美国一国的产量就占38%），而且钢铁的产量也占全世界的60％（美
国的产量为32%）。
此外，欧洲的出口占全球的62%（而美国只占14%）。
做一个欧洲人，意味着你生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体系之中：它不但形成最早，而且依然保持龙
头老大的地位。
 欧洲的商人、旅客与投资者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正逐渐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经济。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不是用简单的以物易物来进行交易，欧洲人的商业习惯就会发挥作用。
因为政府承诺货币与黄金以固定汇率自由兑换的国际金本位制，所以商品可以很容易地以某种货币出
售，而以另一种货币付款。
世界各国的公司通常会将国际账户设在伦敦。
因为自1821年起，就可以自由地以英镑兑换黄金（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870年以后，也追随英国人采用
金本位制），同时也因为英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便宜而且最有经验的票据交换所、保险经纪人
，以及货运代理商，所以伦敦事实上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稳定、统一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城市。
1914年时，美国公司的国外账户票据兑换业务，有70％是在伦敦处理。
英国商号的船舶吨数，占世界船舶吨数的70％。
自由的国际贸易是这种“古典自由”（classical—liberal）体系的拱顶石。
从1860年到1879年这段短暂的时期内，世界主要的贸易国家几乎都没有征收外国货物的关税，而且实
际上几乎没有其他类型的贸易限制。
政府规章很少对国际间人和货物的流动做出规范。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时，无限眷恋地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
经济。
他回忆道： 伦敦的居民可以一面在床上啜饮早茶，一面打电话向全世界订购符合自己所需数量、质量
要求的各种产品，而且理所当然地预期货物可以早早送上门来；他可以在同时，以相同的方式，将他
的财富投入自然资源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新事业，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毫不费事地分享他们预期的
成果与利益；或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和认识，将自己的财富安全，系于任一大陆的任一富裕城市
市民的优良信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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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洋现代史(插图修订版)(第4版)》编辑推荐：社会史观，深度呈现。
作者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及历史学者之一，专于“二战”时期法国维希政权、纳粹主义及欧洲史
。
《西洋现代史》初版于1972年，四十余年来多次修订再版、跟进世界形势，已成为当代美国的经典大
学教材。
书中所呈现的既有波澜壮阔的战争或外交场景，也有小处着眼的家庭关系、个人生活，细致反映了个
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微妙互动。
百年沉浮，经典取景。
全书围绕欧洲地域范围内的百年风云，详尽而又从容地展现了20世纪欧洲的变迁。
从“一战”之前之后的鼎盛凋敝两重天，到血腥异常的“二战”，再到波云诡谲的冷战和东欧剧变，
逐一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宏观把握，微观解剖。
帝国主义扩张与觉醒的民族主义相互碰撞、导致了“一战”浩劫、经济萧条与社会衰退的矫枉过正式
补救引发了空前血腥的“二战”、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催生险象环生的经久冷战：整体和盘托出，细
节披露无遗。
史论结合，相得益彰。
《西洋现代史(插图修订版)(第4版)》既以惯常的时间次序叙事行文，又将某些重大的历史专题与相应
的历史时段并列，史论结合。
这样的精心安排，既让读者知悉历史现象，又习得历史方法，授人以鱼且授人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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