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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战争与和平

———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综述

陈　 艳　 丽

(鲁东大学　 人文学院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全球化的视角和思考方式ꎮ “人类命运共同

体视域下的世界战争与和平”研讨会暨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６ 月 １６
日在山东烟台召开ꎮ 本次会议的论文集论题涵盖了上古、中世纪、近现代的国家治理、国际关系、海洋权益、
司法机制、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研究ꎬ充分展现了山东省世界史学人在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方面的学

术关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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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６ 月 １６ 日ꎬ山东省世界

史专业委员会第十三届年会暨“人类命运共同体

视域下的世界战争与和平”研讨会在山东烟台召

开ꎮ 此次会议由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主办ꎬ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ꎮ 来自省内外 ２５ 所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８０ 余名专家学者与会ꎮ 与会

世界史学者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战

争与和平”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充分的探讨ꎮ

　 　 一、对世界历史上战争问题的学理阐释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贯穿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

问题ꎮ 复旦大学的黄洋教授在题为“塑造亚历山

大大帝:古典传统与现代学术”的主旨报告中ꎬ以
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变化为切入点ꎬ呈现了不同

历史时期史学界对亚历山大战争形象的塑造过

程ꎬ进而指出ꎬ以德罗伊曾(Ｄｒｏｙｓｅｎ)、威廉塔恩

(Ｗ.Ｗ.Ｔａｒｎ)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从殖民主义角度

看待亚历山大的征服ꎬ塑造出“伟大的征服者ꎬ年
轻的帝国的建构者ꎬ民族融合和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推动者”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形象ꎮ 阿里安(Ａｒｉ￣
ａｎ)、普鲁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等古典史家依据亚历山

大在世时或去世不久后卡利斯提尼斯、托勒密一

世等人关于亚历山大的记叙塑造了“罗马时代的

亚历山大”ꎬ他们的记叙又成为塔恩等人塑造亚

历山大大帝形象的主要史料依据ꎬ因此ꎬ“古典传

统和现代学术的合谋ꎬ塑造了现在学术界的亚历

山大大帝的形象”ꎮ
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教授在主旨报告“多

重历史解释的史料学意义———以美国对日投掷原

子弹为例”中指出ꎬ１９４５ 年 ８ 月ꎬ美国轰炸机向日

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ꎬ这是一个基本

史实ꎬ但由于研究者的立场问题ꎬ学界呈现出了不

同的历史叙事ꎮ 姚百慧教授以理性行为体模式、
组织行为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三种模式对这一事

实进行了充分的解读ꎬ提出了多重历史解释的史

料学意义ꎮ
在会议中ꎬ学者们对当代世界的局部战争和

冲突也给予了密切关注ꎮ 曲阜师范大学赵文亮教

授阐述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为和平解决以色列

与其阿拉伯邻国间冲突而付出艰辛努力的“雅林

使命”ꎬ他以充分的史料论述了“雅林使命”的具

体情况ꎬ详述了其失败的原因和其为中东和平进

程做出的重要贡献ꎮ “雅林使命”失败后ꎬ联合国

调停阿以冲突的活动终结ꎬ此后美国成为了中东

问题的主导者ꎮ
军用无人机在当代地区冲突和国际冲突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ꎮ 曲阜师范大学的肖文超教授回溯

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的伊朗军用无人机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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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其战略优势ꎬ分析了伊朗军用无人机发展的

多重战略意图ꎬ探讨了其对本国、对地区和对国际

安全局势的深刻影响ꎮ 鲁东大学世界史研究生邱

鑫伟的会议论文«国内主流媒体视域中的新一轮

巴以冲突»、李冬冬的会议论文«大屠杀记忆与以

色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探析»试图追溯地区冲突

的根源ꎬ反映出目前学界对战争的深刻反思ꎮ
其他对战争的论述还包括:鲁东大学世界史

研究生张新千对希腊古风时代到阿基达马斯战争

时期斯巴达海军的发展战略进行了探析ꎬ首都师

范大学薛震博士的论文探讨了法王查理八世的那

不勒斯远征与法国文艺复兴的关系ꎬ中南民族大

学的滕帅副教授论述了英国麦克米伦政府基于多

重因素考量积极斡旋于美苏之间的核试验谈判以

及其为缓解第二次柏林危机发挥的重要作用ꎬ曲
阜师范大学的张兆敏副教授论述了日本投降 ７０
多年后至今未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就战争责任问

题认真悔罪的美国因素ꎮ

　 　 二、对区域史与国别史的关注

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聊城大学

陈德正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ꎬ回顾了近年来山东

省世界史研究取得的成就ꎮ 他指出ꎬ山东省世界

史研究越来越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ꎬ呈现出了

强烈的现实关怀ꎮ 世界史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ꎬ还承担着培育世界公民的使命ꎮ
山东省人口超过 １ 亿人ꎬ但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

究的仅有 １００ 余人ꎬ无法针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和区域向政府和公众提供深入、准确的研究成果ꎮ
因此ꎬ增加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博士点、加大高层

次人才培养力度ꎬ是山东省世界史学界面临的紧

迫而艰巨的任务ꎮ 同时ꎬ世界史学科要接续中国

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ꎬ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

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ꎬ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要ꎬ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ꎮ
此次会议ꎬ学者们提交的论文非常重视区域

史与国别史的研究ꎬ体现出了学者们在多语种史

料和对象国语言掌握和运用方面的深厚功夫ꎮ 鲁

东大学陈艳丽副教授以西亚地区出土的阿卡德楔

形泥板文献为依据ꎬ阐述了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

区多元外交体系的建立及该体系内国家间交往的

主要方式ꎬ并分析了这一外交体系的惯例与实践

对其后阿马尔那时代西亚北非地区大国外交的影

响ꎮ 鲁东大学研究生窦晓宇以阿卡德语外交档案

为文献基础ꎬ分析了青铜时代中期西亚地区不平

等国家间政治外交联盟的建立、双方的权利与义

务关系及交往模式ꎬ为考察该时期西亚地区不平

等国家间的交往提供了具体参考ꎮ 鲁东大学研究

生王志强则用阿卡德语宗教文献解析了古巴比伦

时期两河流域文明中传达神谕的重要方式“梦”ꎬ
借此透视了古代西亚地区的宗教思想和实践及其

对古代以色列宗教活动的影响ꎮ
山东大学田小龙老师运用英语、西班牙语和

阿拉伯语等多语种史料ꎬ梳理了 １１ 世纪安达卢斯

的政治乱局ꎬ分析了雇佣军对后倭马亚王朝内战

的干预和基督教雇佣军对第一次泰法王国的干

预ꎬ进而探讨了雇佣军在 １１ 世纪安达卢斯领土变

迁中发挥的作用ꎮ 鲁东大学的戴瑶玲老师以拉丁

语法律文书为史料依据ꎬ考察了司法决斗在中世

纪英格兰的演变历程ꎬ并分析了这一外来制度在

英格兰落地生根、制度化并延续至近代英格兰的

多重因素ꎮ
依托地缘优势ꎬ山东省历史学界在东北亚研

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ꎮ 鲁东大学黄修志教授

以详实的中文和朝鲜语史料ꎬ分析了 １７—１９ 世纪

朝鲜王朝对华关系的转变ꎬ考察了朝鲜“小中华”
思想的发展脉络ꎬ认为朝鲜王朝的“小中华”思想

不只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心态ꎬ也是一种坚实的身

份认同和政治文化ꎬ其对近代以来朝鲜半岛的民

族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而 １７ 世纪后东亚地区

涌现的中华思想更证明了各国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并未渐行渐远ꎬ反而在更深层次上实现了中华文

明在东亚的一体化ꎮ 临沂大学的王叶书老师探讨

了丽末鲜初朝鲜半岛注重心性儒学的保守派和注

重政治儒学的激进派在国体之争、排佛崇儒以及

田制改革方面的论争ꎬ以及论争对整个朝鲜王朝

统治体系的重要影响ꎮ 王叶书以此为切入点进一

步分析了新兴士大夫势力的内部分化与角逐过

程ꎬ深入探讨了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理论价值

与实践意义ꎬ总结了性理学传入朝鲜半岛后呈现

的本土化特色及其客观影响ꎮ 鲁东大学研究生李

佳璠认为ꎬ具有“慕宋”情结的朝鲜后期君臣因两

国相似的历史背景ꎬ所以对王安石展现出批判性

继承的态度ꎮ 在对王安石思想理论与新政实践进

行历史书写的历程中ꎬ朝鲜后期的政治文化出现

了近代化的转向ꎬ显示出其回应中国文化以咨国

政的评价体系ꎬ王安石则在复杂的政治语境中融

汇于东亚的文化财富之中ꎬ成为具有现代化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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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性价值的文化资源ꎮ 山东师范大学杨蕾副教授

以中、日文史料和大量数据分析了日本明治政府

为执行其“海运立国”方针采取的一系列措施ꎬ以
及其对日本纺织业、造船业、制铁业、保险业、金融

业等行业的促进和带动作用ꎮ 山东师范大学的研

究生陈文龙以详实的中文、日语和俄语史料阐述

了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运业在东北亚

地区的扩张情况ꎮ 二者都认为海运业是日本近代

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产业ꎬ但其“海运兴国”之路伴

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ꎬ具有一定的侵略性ꎮ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聊城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北冰洋研究中心通过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ꎬ积极

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ꎬ并且产生

了重要的学术影响ꎮ 王作成教授以详实的史料论

述了晚清前后和民国时期中国人对北冰洋由模糊

到清晰的认知过程ꎬ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综合国

力的提升ꎬ我国开始真正参与到开发北冰洋的区

域活动中ꎮ 李增洪教授以太平洋共同体的演变过

程考察了太平洋岛国从由域外大国主导到岛国自

主的区域一体化建设的艰难进程ꎬ认为该区域组

织迄今仍是从西方宗主国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ꎬ
其政治独立、安全等问题的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控

在西方大国手中ꎬ所以该组织很难承担起太平洋

岛国地区区域一体化的重任ꎮ 张勇副教授分析了

在英国推行非殖民化政策的背景下ꎬ所罗门群岛

政党政治的特点和其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ꎮ
目前ꎬ国内关于区域国别学的探讨非常热烈ꎬ

但是区域国别学尚未建立起科学完善的学科体

系ꎬ从学者们提交的会议论文看ꎬ世界史研究的方

法和理论可以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提供重要

参考ꎮ

　 　 三、传统史学问题研究与现实关怀并重

　 　 冷战史、国际关系史、美国史、英国史等方向

的传统史学问题仍是此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ꎮ
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ꎬ也
是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ꎮ 新

乡学院崔德龙老师论述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

创立的历史背景及其在 １９４７ 年美国对法国外交

政策转变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ꎮ 鲁东大学张亚

庆老师论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为阻止苏联等

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之角的渗透与影响ꎬ倡导

“和平”解决非洲之角边界冲突的战略考量和举

措成效ꎮ 潍坊学院崔翠翠老师在对美国外交档案

史料解读的基础上ꎬ论述了冷战时代背景下美国

和菲律宾在贝尔调查团性质问题上的控制与反控

制的较量ꎮ
社会文化变迁与群体研究是美国史研究的一

个重要方面ꎬ学者们比较关注女性、黑人、移民等

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命运ꎬ以及他们

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的经历和作用ꎮ 鲁东大学高春

常教授分析了内战前美国南部自由民迁徙的特

点ꎬ及他们与美国自由民经济生活的关系ꎮ 鲁东

大学研究生孙嘉铭阐述了美国黑人解放组织“地
下铁路”为推动黑人获得自由解放而进行的种种

斗争ꎬ研究生封太栩则阐述了美国废奴主义者马

丁Ｒ德拉尼在黑人解放道路上的立场变化ꎮ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杨雪论述了从“南方淑女”
向“新女性”的转变过程中美国妇女意识的觉醒ꎮ

在英国史研究方面ꎬ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异彩

纷呈ꎮ 菏泽学院的曹瑞臣教授认为近代早期英国

市场上的茶叶掺假问题是一个突出现象ꎬ而这一

现象对人们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影

响ꎮ 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在经历

了从维护政府税收到重视和保护消费者身体健康

的转变过程后ꎬ进而以立法手段开始对食品安全

进行政府监管ꎮ １８ 世纪以来ꎬ英国政府为应对茶

叶掺假问题作出的努力为 １９ 世纪英国政府积极

干预公共健康以及对食品安全的全面监管和立法

提供了有益借鉴ꎮ 菏泽学院的王家超老师分析了

１０６６ 年至 １２１５ 年英格兰贵族群体及其领地状

况ꎮ 北京师范大学张迪博士的文章探讨了 １２ 至

１３ 世纪法兰西香槟集市的性质ꎮ 曲阜师范大学

周东辰副教授的文章论述了 １５ 至 １６ 世纪的英国

诺里季毛纺织业ꎮ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崔智翔分

析了 １８ 世纪英国抵押贷款与土地流转问题ꎮ 曲

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任晓琪探讨了近代英国西北

地区“港口—腹地”关系与利物浦的崛起ꎮ 山东

财经大学滕淑娜教授的论文则详述了在实现 １９
世纪英国税制第一次转型的过程中ꎬ皮尔－格拉

斯顿式税制体系发生的历史演变ꎮ 在对英国社会

文化的探讨中ꎬ临沂大学的王华溢老师对 １９０７ 年

至 １９７６ 年英国学校儿童牙科服务体系进行了历

史考察ꎮ 他认为从英国大众于 １９ 世纪末开始关

注学校儿童牙齿问题至 １９７６ 年国民健康服务体

系的确立ꎬ可以对当下中国学校和学生健康服务

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ꎮ 山东师范大学毛利霞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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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阐述了 １８ 世纪英国天花防治的革新与实践ꎮ
山东师范大学的任莹雪博士探析了中世纪晚期英

格兰传统药剂师群体的职业问题ꎮ 德州学院刘淑

青教授阐述了 １７ 世纪英国公共舆论史学的演变ꎮ
在欧洲历史相关问题研究方面ꎬ泰山学院的

张日元教授从 １—３ 世纪教会等级管理体系初步

形成、４—６ 世纪教会等级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４—６ 世纪教会组织体系中主教地位的凸显三个

部分论述了 １—６ 世纪基督教早期教会组织的发

展演变历程ꎮ 鲁东大学的张淑清教授从时代背

景、典型特征、得与失几个角度探讨了近代柏林犹

太妇女沙龙及其面临的困境ꎮ 临沂大学的鲁运庚

教授从兴起背景、基本运作情况、存在问题和治理

及衰落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近代欧洲历史进程中

出现于英国、法国、瑞典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育婴

农场”问题ꎮ 鲁东大学的张英明老师图文并茂地

介绍了奥斯曼时期巴黎下水道的扩建、清理维护

及专业下水道工人队伍的建设ꎬ并且探究了经过

奥斯曼改造的下水道在巴黎城市发展中承担的重

要作用ꎮ

　 　 四、史学史研究的多维进展

本次会议呈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会学者在

相关专题研究的基础上ꎬ还注重对历史问题研究

过程的审视ꎬ对历史学科、历史认知、历史教育以

及历史学家等多方面课题进行深刻反思ꎮ 黄洋教

授基于对原始文献的追溯ꎬ认为希腊史作为一个

知识体系ꎬ是西方学者建立起来的ꎬ我们需要抱着

尊重和批评的态度去认识西方学者对希腊史的构

建ꎮ 姚百慧教授针对美国向日投掷原子弹所做的

相关研究也是一种史学史的分析ꎬ而且是对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最贴近本真的求证ꎮ
曲阜师范大学曲升教授从美国外交政策原则

分析和国际海洋政治两个视角ꎬ针对美国在世界

海洋自由进程中的历史角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

顾ꎬ认为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两

个学术群体和两种相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分野ꎬ提
出了应将外交决策分析和国际法理分析相结合的

建议ꎮ
临沂大学魏秀春教授从英国儿童观研究、英

国儿童日常生活史研究、英国儿童救助与教育研

究、英国儿童保护制度研究几个方向对近 ２０ 年国

内学界英国儿童史的研究作了综述性的研究ꎮ 他

认为现有研究基于中国眼光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近

代尤其是工业化以来英国儿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角色、地位的变迁ꎬ集中反映了英国社会儿童观

的进步ꎬ阐明了英国国家救助和保护功能的逐步

完善ꎮ 国内英国儿童史研究具有研究角度多维扩

展的空间ꎬ可将其与英帝国史、医学社会史和环境

史等研究相结合ꎮ
聊城大学田肖红副教授通过对历史学与人类

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交叉发展的现状进行分

析ꎬ认为当前国内历史学跨学科的融合发展存在

交叉学科发展缺乏本土理论支撑、跨学科融合发

展面临学科壁垒、历史研究与新兴技术深度融合

面临较大阻力等问题ꎮ 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交叉话

语体系ꎬ打破学科壁垒ꎬ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资
源共享ꎬ吸收融入现代科技ꎬ是新时代背景下历史

学科跨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路径ꎮ
本次会议上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历史上

相关史家和学者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ꎮ 曲阜师

范大学的贾文言副教授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

共同体构想及其当代启示ꎬ他认为道德共同体构

建的关键在于培育公民精神与公民美德ꎬ随着公

民精神和公民美德的培养和形成ꎬ个人道德的重

塑得以完成ꎬ从而为共同体创造了共同情感和集

体意识ꎮ 山东师范大学的王静教授认为李维的

«建城以来史»是一部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传世

名著ꎬ该著作描绘了人类的行为与风尚ꎬ反映了李

维的人文主义思想ꎮ 而李维的人文主义思想实际

上是元首制初期罗马政治与文艺复兴的要求ꎬ道
德与人性在这一时期被以李维为代表的罗马文人

集团在史学与文学作品中重新强调与重视ꎬ用以

塑造罗马人的传统美德ꎬ鼓舞罗马人实干创业ꎮ
山东大学的卢镇副研究员从社会关系网络视

角透视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
米兰多拉的研究者们为其塑造的“保守”与“革
命”两张脸谱ꎮ 他认为皮科两个脸谱的对立ꎬ是
文艺复兴时代感作用的结果ꎬ是皮科特殊人生际

遇的反映ꎬ更是皮科通过与所处社会关系网络中

各种人士交往与互动ꎬ以解决其在这个社会关系

网络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的结果ꎮ 通过对皮科的社

会网络关系与其思想的考察ꎬ可以发现人文主义

思想的源头并不仅仅是古典文化ꎬ还包含着希伯

来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甚至是波斯文化ꎮ
马克哈里森(Ｍａｒｋ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是当今世界著

名的历史学家ꎬ他以医学、疾病的跨区域流变及其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呈现模式为研究对象ꎬ在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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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史、殖民地医学史以及全球医学史、历史人类

学等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ꎮ 山东大学邹翔教授

对马克的研究历程、学术成就、理论方法及其人文

与现实关怀等进行了条分缕析ꎬ展现了西方著名

医学史家的治学理路与人文情怀ꎬ为国内学界的

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反思的参照ꎮ
临沂大学的陈建老师从非洲与欧亚大陆饮食

文化比较研究、工业化对饮食文化的影响、中国饮

食文化等几个方面梳理了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历

史学家杰克古迪的饮食文化研究成果ꎮ 他认为

古迪的饮食文化研究是关于饮食在不同文化中社

会意义的研究ꎬ是他从独特视角对自己有关“非
洲－欧亚大陆”文明差异论述的一个新阐释ꎮ

此外ꎬ曲阜师范大学的任军锋老师认为 １２ 世

纪拜占庭杰出历史学家约翰金纳莫斯所撰 ７ 卷

本的«功德记»秉承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

史家的撰史传统ꎬ在史料选择、结构布局和文字风

格方面带有浓厚的古典色彩ꎮ 菏泽学院的孙振民

副教授阐述了科鲁美拉创作«论农业»一书的时

代背景及该著作的主要内容ꎬ认为此书是罗马农

业实践活动的结晶ꎬ更是罗马帝国在农业领域取

得的重要成就ꎬ其为地中海地区农业文明的交流

架起了学术桥梁ꎮ

综上所述ꎬ对历史上战争问题的学理阐释及

对其现代启示的关注ꎬ对区域史与国别史的深入

研究ꎬ传统史学问题研究与现实关怀并重ꎬ多维度

审视和反思史学研究的具体过程ꎬ世界史青年学

者快速成长ꎬ史学新秀崭露头角ꎬ是此次山东省世

界史专业委员会年会所展现出的山东省世界史研

究的全新面貌ꎮ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增进各国之间互

信与合作、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的历史选择ꎮ
对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历史事件、不同文明和

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进行深入探讨ꎬ可以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丰

富的历史借鉴ꎮ
诚如山东省社科联主席唐洲雁教授在开幕式

致辞中所说ꎬ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山东省在世界史

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ꎬ并与本省的中国史

研究交相辉映ꎬ共同推动山东省历史学研究走向

繁荣和深入ꎮ 然而ꎬ挑战与机遇并存ꎬ与国内的其

他一些省市相比ꎬ山东省的历史学研究仍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ꎮ 如何从中国的本土视野洞察包罗万

象的世界历史ꎬ如何从世界的宽广视野深化中国

历史的研究ꎬ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ꎮ 如何

从历史走向现实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

体系ꎬ是山东史学工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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