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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
他出生于德国哈茨山区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
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
种奇特的风格。
1904年，斯宾格勒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
在这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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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
他出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
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
种奇特的风格。
1904年，斯宾格勒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
在这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
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可都被
他拒绝。
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
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他的妹妹们将其埋葬，但未举行任何的吊唁形式。
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
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
《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
年。
此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它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般公众或有关学者争论的热
点。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
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
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
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
《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
应付将来。
斯宾格勒说，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
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也被很多人称为一部未来之书，而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
《西方的没落》具有很大有魅力，这一方面来源于它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其行文的
丰富多彩。
斯宾格勒文笔栩栩如生，他善于取譬设喻，善于描绘历史人物的性格，并以此衬托出某个时代的突出
特征。
其叙事、议论，都收放自如，缓急适度，而节奏适宜，具有很高的文学性。
读《西方的没落》，即使不同意斯宾格勒的思想，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文体。
　　《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深刻、丰富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对历史深刻的洞见，而且在社会学、人类
学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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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译者：张兰平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idSpengicr)德国著名历
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历史形态学的开创人。
他生于德国哈茨山区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
1904年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11年，斯宾格勒移居慕尼黑，开始构思和撰写《西方的没落》一书。
该书第一卷《形式与实际》于1818年问世，第二卷《世界历史透视》出版于四年之后。
这本书的出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
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
年的政治义务》、《德困的重建》、《人和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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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2(甲)宇宙和小宇宙／2第二章　起源与景观门5(乙)高级文化的类型／15第
三章　起源与景观／38(丙)文化之间的关系／38第四章　城市与民族／59(甲)城市的心灵／59第五章　
城市与民族／77(乙)民族、种族、语言／77第六章　城市与民族(丙)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107第
七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甲)历史上的假晶现象／127第八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门55(乙)枚斋的心灵／155第九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门76(丙)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
威尔／176第十章　国家／220(甲)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220第十一章　国家／244(乙)国家与历史
／244第十二章　国家／294(丙)政治的哲学／294第十三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311(甲)货币／311
第十四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327(乙)机器／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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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世界的这幅图景，注定是要换掉那幅甚至是在最优秀人物的头脑中依然牢不可破的、陈旧的“古
代一中世纪一近代”的图景，在这幅图景的前面，对于“什么是历史”这个老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答案
，也将会成为可能了，并且我认为，这个新的答案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也是一个最终的答案。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其所著的《世界历史》一书的序言中说道：“当纪念碑能够被理解的时候，可靠
的成文的证据也可以被利用的时候，历史才开始。
”这是一个资料搜集者与整理者的答案：很明显，它将曾经发生的事物与在一定时期对特定研究者所
展现的观察范围内所发生的事物混淆起来了。
马敦尼在普拉底打了败仗——假如二千年后这件事不知为何离开了历史学家的眼界，难道它便不成其
为历史了吗?一件事实要想成为一件史实，必须要在书籍中记载它吗?兰克以后最重要的史学家爱德华
·迈尔说道：“历史的事物是现在有效力的、或曾经有过效力的事物⋯⋯只有通过历史的考察，那被
历史从无数的同时代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个别过程，才成为历史事件。
”这种说法是全然符合黑尔格的风格和精神的。
首先，其出发点是事实，而非对于事实的偶然知识或无知，并且假如有一种必须强加于这种出发点的
描述历史的方法，那便是在这几页中所介绍的方法，因为即使当我们在科学的意义上并不(而且将永远
无法)认识那些事实的时候，它也让我们假定在庄严的序列中存在着头等重要的事实。
我们应该学会用最综合的方法来把握未知的事物。
另外，真理就精神领域来说才成其为真理，事实则仅在涉及生活时才成其为事实。
历史研究，以我的术语来说便是体相的事实，是由血气决定的，由扩展到过去与未来的知人论世的才
能决定的，由对人物与形势、对事变、对那种必然是和必曾有的事物的天赋的嗅觉决定的。
它并不在于单纯的科学鉴定与史料知识中。
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来说，科学形式的经验仅是某种附加的或从属的东西。
历史研究，凭借理解与传达，辛苦地而且反复地将一刹那的启发，已经并立即向存在表明的那种事物
，证明给觉醒的意识。
正由于我们浮士德式的存在的威力现在已经在我们周围划出了一个其他人与其他时间所无法得到的内
心体验的范围——对我们而言，那些时间相隔极远的事件变得愈来愈有意义，并将另外的任何人、连
最接近这些事件的同代人也无法理会的各种关系揭示出来，很多在多个世纪以前不成其为历史的事物
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也就是变成与我们的生活相胁调的生活了。
塔西陀或许“知道’，有关提庇留．革拉古的革命的材料，但对于他而言，那种材料不再有什么实际
的意义，可是对我们来说它却极富意义。
一性派①的历史同穆罕默德的环境的关系，对伊斯兰信徒并无任何意义，但对我们而言它可被视为另
一场景中的英国清教徒的故事。
从一种已经将整个地球作为它的舞台的文明的世界观而言，到最终所有的事物都与历史有关。
古代一中世纪一近代的历史体系，按照19世纪的理解，仅选择了那些比较明显的关系。
但古代中国与墨西哥的历史，今天正在开始对我们产生更加精细、更加智慧的影响。
我们正在此经历生活本身的最后必然性。
我们正在从另一种生活的历程之中学习并认识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将要成为
什么。
生活是我们未来的伟大学校。
我们这些迄今尚有历史的人，仍然在创造着历史，在历史人类的最终边界上发现历史是什么。
苏丹境内两个黑人部落之间的战争，或凯撒时代岐鲁斯克人与查提人之间的战争，或本质上一样的蚂
蚁团体之间的战争，不过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一出戏剧。
然而当岐鲁斯克人攻击罗马人的时候，如在公元9年，或当阿兹特克人攻击特拉斯喀兰人①的时候，
那便称其为历史了。
这里，“何时”是应该受到相当的关注的，而且每十年，甚至或者是每一年，全都有重大关系，因为
在此人们是在处理一个伟大的生活历程的进展，其中的每一决定都等同于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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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所有事变向前推进的一个目标、一个力图达成其宿命的存在、一种发展速度、一段固有的期限
，而非西徐亚人、高卢人或加利比人的那种毫无秩序的有时繁盛有时衰败，这类繁盛、衰败的细节就
似一群海狸或大草原上的羚羊群的行动细节那样无关紧要。
这些是动物学上的事件，并在我们眼前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中有其位置，这其中，我们关心的并非
个别的民族或兽群的命运，而是作为种属的“人”、“羚羊”或“蚂蚁”的命运。
原始人仅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所有的史前研究全都在化为这种意义的考察。
人们对于火、石头工具以及令武器有力的机械法则的日渐熟悉，仅表示类型和潜在的可能性的发展。
一个部落利用这些武器去反抗另一部落的目的，在这个历史阶段是并不重要的。
石器时代与巴罗克时代，在一个种属与一种文化的各自存在中，是两个时代等级，也就是属于两种根
本不同场景的两种有机体。
在此，我还要对一贯败坏一切历史思想的两种假定提出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全人类有一个最终的目标
，另一种则根本否认若干终极目标的存在。
生活存在一个目标，那便是在其胚胎时便已经注定的任务的完成。
但是个人生来便是一方面属于特殊的高级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属于人这一种类——对于他而言，无第
三个存在的单位。
他的命运必须是或者存在于动物学的范围内，或者存在于世界历史的范围内。
“历史的”人，依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并按全部大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一种正全力向着自我完成
前进的文化的人。
在此之前，在此之后，在此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并且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命运对他而言也是无关痛
痒的，就好像当注意的面是天文的而非地质的时候，地球的命运是无所谓的一样。
由此能够得出一件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一件以前从没有被承认过的事实，那便是，人不但在文化
诞生之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一种文明已经自行完成了其最终的确定的形式时，马上再次成为无历
史的，因为这种最终确定的形式预示这种文化蓬勃发展的终结和有意义的存在的最终潜力的枯竭。
我们在塞特一世(公兀前1300年)之后的埃及文明、在直到今天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中
所见到的，正好又是原始时代的IH的动物学上的盛衰景象，虽然隐蔽着它的那些宗教的、哲学的、特
别是政治的形式还是非常灵巧的。
不管君临巴比伦的统治者是如同喀西特人那样野蛮好战的游牧民群，还是如同波斯人那样文雅的继承
人；不管他们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在什么时候、有多长时间、以及有何成就；从巴比伦的立场来看
，是毫不重要的，当然，居民的安乐生活要受到以上这样的事情的影响，但是它们并无关这一事实，
因为这个世界的心灵已经熄灭，因而它的各种事件也便失去了任何深刻的意义了。
在埃及建立起来的一个土著的或异族的新王朝，在中国发生的一次革命或一次征服，迁入罗马帝国境
内的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皆属于景观的历史中的此类因素，有如动物界中的一种变化或一群鸟的迁
徙。
在高级人类的真正历史中，所竞争的赌注与动物性的优胜劣汰的基础从来都是，甚至在驱逐者与被驱
逐者完全未意识到他们的举动、目的和命数的象征意义时也是：某种本质上是精神的事物的现实化，
一种观念变成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形式。
这同样适用于艺术中的重要的风格倾向(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斗争、哲学(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
派)斗争、政治理想(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斗争和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
然而此后的历史便不具备这一切了。
剩下的只有单纯争夺权力的斗争，争夺动物性利益本身的斗争。
以前，权力甚至是在显然缺乏任何灵感时，也总是在设法为观念服务；在以后的文明时期，即使一种
观念的最让人信服的想象，也只是纯粹动物的竞争的伪装。
佛陀以前的印度哲学与佛陀以后的印度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个追求印度思想目标的伟大运
动，此目标是印度心灵所树立并寓于印度心灵之中的；后者则是一种此时已经凝固并且不再发展的思
想积淀的若干新断面的连续出现。
答案永远在此，尽管表达它们的方式有所不同。
就汉朝以前的中国绘画与汉朝以后的中国绘画(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它)、新帝国开始以前的埃及建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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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国开始以后的埃及建筑而言，情况是一致的。
技术方面，也是如此。
今天中国人接受蒸汽机与电这两种西方发明，与四千年前采用青铜器与犁以及在更久远的时候采用火
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宗教的敬畏心情。
此两种发现，在精神上，都与中国人在周代为了他们自己取得的、并且每一次都具有中国内部历史上
划时代意义的那些发现全然不同。
在那个时期以前与以后，几百年的时间远不如文化期内的几十年，甚或几年那样重要，因为时间距离
正在渐渐地恢复到生物学的状态。
正是此种情况，让这些晚期的状况——这种种状况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差不多是众所周知的——具
有那种无变化的壮观的特征，对于此种特征，真正处于文化阶段的人——像希罗多德在埃及与马可波
罗的西方继承者在中国——在将它与他自己的发展速度加以对比时，觉得是非常震惊的。
这便是无历史的持久不变性。
古典历史不是随同亚克兴战役与罗马和平而结束了吗?那些集中整个文化的内在意义的重要决定再也看
不到了。
无理性、生物学，正在取得支配的地位，并且不管一桩事件要朝什么方向发展，对于世界而言都正在
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即使对于个别私人的行动而言并非如此。
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全都被解决了，这些问题迟早在每一文明中都是要被解决的，因为问题已不再被
视为问题，也不再被提出。
但是，不久之后，人也便不再了解在早先的种种灾难中到底包含着哪些问题；凡是未被人们自己亲身
体验过的事物，也便无法被别人亲身体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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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感谢斯宾格勒所具有的天才的眼光，包容一切题材的广博的知识，辉煌的描写，以及对文化形式
的中肯比喻和特性描写。
　　——德国历史学家　伯伦汉在我读着这些充满历史洞见性的文章之时，我开始产生这样的怀疑：
我所要探讨的问题在被提出之前，就早已被斯宾格勒处理过了。
　　——英国历史学家　汤因比斯宾格勒是尼采以来德国最有势力、最生动的一位思想家。
⋯⋯他给我们提供了治史的一种新观念，如同一个火把，在漫漫长夜之中，替我们闪出了一时的光明
。
　　——德国历史哲学家　福利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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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著名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便是这样一部风格独特的历史哲学著作。
春、夏、秋、冬，童年、青年、壮年、老年：这两组词语分别展示了大自然更替循环和人类生命的主
要阶段。
当它们成为主要线索贯穿于一部以展示、探究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内在进程和奥秘的书中时，会是怎样
的呢？
在我们已经习惯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将历史镶嵌在古代—中古—近现代的线性时间框架内的年代里，
《西方的没落》的一出世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同时也引发众多的指责和质疑。
第一卷在1918年问世之际，各个阶层的读者趋之若鹜，几年间就卖出近十万册，创造了学术书籍销售
的奇迹。
四年之后，第二卷问世，盛况依旧不减当年。
在初版的序言中，作者不无狂傲地宣称：他所撰写的不是学院里以概念推导的哲学，而是“我们时代
”的哲学，这一哲学所阐发的极有历史重要性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时代，而是它自身就“
创造”这个时代。
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任务是预言“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
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有时被称为一部未来之书，它的作者斯宾格勒也因此有了“西方历史
的先知”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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