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品：您的父母都是教育家，很
早就参加革命，您的母亲吴大年还
根据她在抗日战争中的逃亡经历
撰写了《小难民自述》一书，顾颉刚
题写书名，冰心作序，于1940年由
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2015
年，这本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重版
面世，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
的家庭背景对您走上学术道路，以历
史研究为志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钱乘旦：直接影响其实不算大，
我走上历史学研究道路带有一定
偶然性。母亲毕业于西南联大历
史系，从这点看，算是子承母业。
但她后来投身革命工作，便没有继
续在学术领域深耕。不过，出生在
这样的家庭，我从小就受到前辈们的
关怀与熏陶，内心萌生出强烈的报效
国家的愿望。在中国历史学传统中，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影响深
远，通过研究历史，我们能够了解社
会的发展变迁，从这个角度而言，家
庭对我的影响极为深刻。

读品：您研究英国史，是出于偶
然，还是有其必然性？

钱乘旦：我本科就读于外语与
外语教学专业。年轻时，社会环境
相对封闭，我渴望了解外部世界，
便选择了外语专业。但后来我逐
渐意识到，仅有语言能力是不够
的，于是在攻读研究生时，转而选
择历史专业。当年，我们有三位同
学考上历史系研究生，我被分配到
蒋孟引先生名下。蒋孟引先生是
中国英国史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就
这样，我开始学习英国史。深入研
究后，我越发觉得了解英国至关重
要。一个小小的岛国，何以成为世
界头号强国？若能解答这个问题，
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便如今
英国已经走向衰落。

读品：您的学术研究始于英国
史，这对您后续开展世界史研究，
尤其是现代化研究，产生了哪些影
响？

钱乘旦：中国人向来将历史视
为一面镜子，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史
学传统中，我们主要借鉴本国历
史。然而，在世界紧密相连的今
天，仅仅关注自身远远不够，还需
放眼世界，这同样是“以史为鉴”的
应有之义。自 1840 年以来，中国人
逐渐认识到这一道理，特别是改革

开放后，学习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传
统，从他国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已
成为国人的共识。英国开辟了通往
现代社会与国家的道路，探究其发展
历程，对我们极具启发意义。

读品：您一直积极投身公众史
学。您担任学术指导的大型纪录
片《大国崛起》曾引起轰动，新近出
版的《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
崛起》一书，引发很多媒体关注。
大国兴衰来去往复，很多人都好奇
其规律何在？

钱乘旦：对大国问题的关注，是
我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将大国兴衰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
宏大进程中加以分析，而非孤立地
看待某个国家。某个时代之所以
会出现引领潮流的大国，是因为它
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从而
引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一
旦时代发生变化，而曾经的大国未
能跟上时代步伐，就会走向衰落。
新的大国的崛起，则意味着新潮流
的出现。大国兴衰，是时代浪潮此
起彼落的体现。

读品：从事学术研究四十余载，
您认为如今的学术研究氛围与上世
纪80年代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钱乘旦：如今，时代为学人们提
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出国留学和
查阅资料都很方便。但也存在一
些问题。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西方
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向，也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学的碎片
化”，否认“体系”的存在，认为历史
仅仅是一些偶然现象，研究者可随
意选取感兴趣的现象进行研究，有
意识地否认体系的存在。如此一
来，就把历史的逻辑链条打破了，
历史学变得缺乏逻辑，知识之间缺
乏联系，一切都被归结为偶然性，
这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值得注意的
现象。从学术角度看，这个现象使
具体事物的研究变得更深入，但当
我们掌握了更多知识、发掘出更多
史料后，难道所有这些知识都是杂
乱无章的吗？这显然不对。因果
关系在历史进程中肯定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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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寻找他山的历史

开创中国的现代化研究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

个世界史博士、当下最有知名度
的外国史学者之一，钱乘旦走上
治史之路极其偶然。

他生于 1949 年，青年时期
到苏北农村插队，做过五六年农
民，1973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
进入南京师范大学专修外语。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制度，
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招收研究
生，钱乘旦报考并被录取，成为
当年招收的三名世界史专业研
究生之一。按照当时“计划经
济”的办法，他被分配给中国英
国史研究创始人蒋孟引教授，学
习英国史。

平心而论，刚开始学习英国
史，钱乘旦心里有点别扭：一个
小小岛国，有什么历史好学？但
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他越来越
觉得了解英国至关重要。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
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世界现代
化进程发端于此。因此，英国的
现代化道路，对其他国家有着重
要的借鉴价值。”

农村艰苦生活的亲历，对知
识的强烈渴求，加上史家关怀现
实的传统，左右和主宰着他这一
代知识人的追求——“不能为做
学问而做学问，知识分子要有参
与意识，要有责任感。”

1987 年和 1988 年，钱乘旦
出版了学术生涯早期的两本书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和《第
一个工业化社会》，作为当时影
响很大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
两种出版，希望为中国刚刚开启
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思路和启
示。后来，他又主编《世界现代
化历程》，分地区深入分析多种
多样的现代化模式；他还合作撰
写了《现代化的迷途》，探索现代
化的陷阱……

2007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的“大国通史丛书”在钱乘旦的
统筹之下启动。9年后，丛书推
出首部著作——6卷本的《英国
通史》，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

钱乘旦认为，虽然我们关注

英国这个国家较早，可是由于学
术的、资源的、历史条件的、学科
传统的等等原因，国内真正系统
地研究英国历史却较晚，进展很
慢。《英国通史》编写历时八年，
却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是长期
积累的结果。

2024 年，时值中法建交 60
周年，“大国通史丛书”再出新
篇，6卷本《法国通史》面世，不
仅总结了近 200年来中国的法
国史研究成果，更是展现了世界
史领域的中国学派风采。

如今，走过了18年的“大国
通史”工程，已出版《英国通史》
《德国通史》《日本通史》《法国通
史》四种通史，《俄国通史》《美国
通史》还在路上。

虽研究历史，但其立意却在
求其用于当世。在钱乘旦看来，
中国的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历史，
将其看作观照现实的镜子。在
2000 多年的史学传统中，我们
主要借鉴的是本国的历史。今
天的世界已然是个“地球村”，彼
此学习和借鉴不可避免，因此学
习和思考的对象，就必须是全世
界的历史。

而在今天中国追求现代化
的现实背景下，了解其他国家现
代化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始终很重要。“借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他国的经验和教训
如镜似鉴，是无价之宝，它让我
们少走弯路，随时警惕。”

从纪录片到公选课
钱乘旦早年深耕于英国史，

尤其是探索英国的现代化道路，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不同国
家的现代化进程，研究现代化理
论，总结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
迹，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领军
人物。

2003年 11月，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集体学习，听取齐世荣
与钱乘旦两位学者讲解15世纪
以来世界九强的发展历程。这
正是后来火遍全网的央视大型
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缘起，钱乘
旦同时担任了此片的学术指导。

12集的《大国崛起》用影像
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荷兰为什
么能在17世纪成为世界的中心
并以自己的名字标志整个世
纪？英国是无意间打开神秘的
崛起之门吗？它在18世纪、19
世纪称雄世界近两百年的基础
到底是什么？法国凭借什么始
终能够引领世界风潮？独特的

法兰西精神究竟源自哪里……
纪录片热播引起的强烈反

响，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钱乘旦说：“这也让我更加意识
到，学术研究不能只坐在象牙塔
里，研究成果要拿到大众那里去
检验，要能够被大众理解和接
受，否则就太狭窄。”

2005 年，钱乘旦由南京大
学调入北京大学，曾任北大区域
与国别研究院首任院长。2012
年，钱乘旦开始在北大为本科生
开设“大国崛起”课程，前后开了
近 10次，每次 12讲，还有两场
讨论课，场场爆满，成为学校最
火爆的公选课之一。

通过这门课程，钱乘旦希望
大家能够“了解近代以来世界格
局的变化，了解‘世界强国’发展
和演变的历史，考察‘大国兴衰’
的时代机制和规律性特点，更深
刻理解国家兴盛的条件与过程，
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为中国现
代化提供有益的思考。”

第一次开课时，只设了150
个名额，结果教室被挤爆了。后
来每次开课都增加名额，选课人
数一路涨到500人，可还是不够
——地板上、窗台上都坐满了
人，甚至还有学生站着听。钱乘
旦说，学生们这种“家事国事天
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让他特
别感动，“这是北大的传统，也是
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情怀。”

有一次学期结束之后，网上
出现这样一本“书”，足足 102
页，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五号
小字，“封面”上写着“2012—
2013 年秋季学期课堂笔记《大
国崛起》，钱乘旦教授口授，燕园
33楼632宿舍出品”。

这位学生在“前言”里写道：
“这门课让我开始思考，大国的
兴衰到底是必然的还是偶然
的？我们平时接受的很多概念，
真的经得起推敲吗？”钱乘旦看
到后特别欣慰，因为他的目标就
是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而不是
人云亦云。

现在，他根据课程内容撰写
成《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
崛起》一书出版，就是想让更多
人了解大国兴衰的规律。

他的核心观点很简单：能引
领时代的国家，才能成为世界大
国；一旦失去领先优势，衰落也
就不可避免。就像刘邦在《大风
歌》里唱的“大风起兮云飞扬”，
历史的风云变幻从未停歇，而读
懂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

去年底，钱乘旦担任总主编的“大
国通史丛书”再出新篇——汇聚了几
代学人、历时17年精心编撰的六卷本
《法国通史》终于告成。

新近出版的通俗史学著作《风起
云飞扬》，为世界大国下定义，讲述
500年来9个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寻
找普遍性和差异性，甫一推出，即引发
广泛关注。

治学四十余载，基于英国史，放眼
全球史，钱乘旦矢志不渝推动全球史
的中国原创。他担任学术指导的大型
纪录片《大国崛起》曾引起轰动，主持
编撰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大国通
史”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影响深远。

本期凤凰作者面对面，凤凰传媒
总编辑徐海对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
授钱乘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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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阳/编导 王子轩/后期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

钱乘旦

1949年生，江苏金坛人。北京
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先后担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
议组成员、召集人，国家社科基
金专家评审组成员、国家教材
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
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
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是英国
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主编
《英国通史》（6 卷）、《英帝国
史》（8卷）、《世界现代化历程》
（10 卷）等，担任央视纪录片
《大国崛起》学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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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兴衰，是时代浪潮此起彼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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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