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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历史》

内容概要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一书按道理说译作《美利坚民族史》可能恰当一些，但未免太一本正经
了。国内学者引用此书时有译作《美国人民的历史》的，我对“人民”二字向来敬而远之，还是免了
罢。作者夫子自道，说这部作品是一次“爱的劳动”（This work is a labor of love）。当然是对美利坚民
族的爱（约翰逊本人是英国人），既然如此，在我这样的俗人看来，那总该多说好话才是。但约翰逊
并不这样。于是我们得以看到，在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包括华盛顿）背后，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
的一面，看到了他们性格和心理上的种种弱点，甚至缺陷。
此书从英国最早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写起，一直写到了20世纪末，也就是克林顿时代，时间跨度大约
是400年。作者尽管不是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从“后门”进入这个领域的（I
entered 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the back door），但约翰逊的案头工作应该说相当扎实，书
后的Source Notes差不多就相当于一本不厚不薄的书。书的封面上印着《福布斯》杂志的一句评语：
“This audacious book is a magnificent achievement.”至于是否恰如其分，那只能交由读者判断了。
评论：
书、艺术与风格（Books, Atrs and Manners）
约翰逊以一句鼓舞人心的话把美国的故事带向了一个稍嫌突兀的结尾：“在一个成功的音符上结束这
部美国人的历史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美国人的故事，本质上是凭藉智慧和技巧、凭藉信仰和意志的
力量、凭藉勇气和坚持来战胜困难的故事。”好吧，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但约翰逊的读者不能
不对他的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正是凭借智慧、技巧、信念、意志力、勇气、尤其是坚持不懈，来
战胜叙事性历史学家的困难。在这种通俗风格的历史写作上，约翰逊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他自己，而且
，尽管在这样一本书中，某些失误和乏味的部分不可避免，但他没有辜负他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作家
的盛名。
《美国人的历史》一书证明了：历史也可以是文学。
——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1964～）美国作家，先后在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弗吉
尼亚理工大学任教，曾任《纽约客》（New Yorker）、《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和《新
共和》（The New Republic）等杂志的编辑或签约作家，出版过很多部关于美国历史、政治经济和外交
政策方面的著作。
大片（The Big Picture）
这是一部现代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历史，撰写这本书的人可算是第九大奇迹。在扯到美国人之前，我
们不妨快速回顾一下保罗·约翰逊这个人。约翰逊曾经是一个成功的平面媒体和电视新闻记者，在不
同的时期先后担任过知识分子左翼周刊《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编辑，伦敦一份有点守旧的
杂志《旁观者》（Spectator）的专栏作家，以及平民化的保守党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犀
利而直率的专栏作家。人到中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开始研究养老金手册的时候，约翰
逊开始研究历史。之后他写了一部英格兰民族史，一部犹太人的历史，一部现代世界史，以及一部现
时代诞生的历史，中间作为放松，他快速地研究了诸如上帝、知识分子和约翰·梅杰的保守党政府这
样一些课题。如果这些历史研究是轻松活泼的快照的话，那应该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事实上，他的
每一本著作都是包罗万象的全面记述，篇幅通常在800页到1000页之间，不仅仅是对大量历史研究的概
括，而且以轻松活泼、可读性很强的散文把它打造成了一部条理清晰的叙事篇章。
——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1942～）。英国政治评论家和新闻记者，曾任《国民评论》
（National Review）的总编辑，现为自由欧洲电台的执行主编，其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总统、教皇与首
相：改变世界的三个人》（The President, the Pope, and the Prime Minister: Three Who Changed the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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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第一部 “一座山上的城”殖民的美国，1580～1750欧洲与大西洋彼岸的冒险 3罗利，原版美国人
，洛诺克灾难 11詹姆斯敦：最早成形的据点 24五月花号与影响未来的事件 29“被拣选民族的自然遗产
” 35约翰·温思罗普和他关于自由的“小演说” 40罗杰·威廉斯：第一个异议者 50马里兰的天主教徒
58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原始构成 65卡罗来纳：第一个蓄奴州 76科顿·马瑟与清教徒乌托邦的终结 83奥格
尔索普与早期的乔治亚 88为何对殖民地的控制行不通 93费城的崛起 99议会VS总督 105大觉醒及其政治
影响 111第二部 “神圣地维护自由的宪法”革命的美国，1750～1815乔治·华盛顿与对法战争 123英国
领导层的无能 129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角色 135托马斯·杰斐逊与《独立宣言》 144托马斯·潘恩的刺
激效果 153华盛顿，独立战争，以及欧洲的介入 159爱国者与亲英分子：第一次美国内战 171制宪会议
177批准之争 189公民身份，选举权，及“多数暴政” 196宗教在宪法中的角色 202总统职位，汉密尔顿
，及公共财政 208华盛顿的成功和他的告别演说 218约翰·亚当斯与欧洲战争 225约翰·马歇尔的重要
价值 230杰斐逊充满矛盾的习惯和性格 236路易斯安那购买案 246麦迪逊的愚蠢错误及其惩罚 250安德鲁
·杰克逊，机器之神 259杰克逊与印第安人的毁灭 261第三部 “普通而快乐的庸才大行其是”民主的美
国，1815～1850高出生率与移民潮 275廉价土地的市场 281宗教教派的蔓延 288南方的崛起与棉花大王
299密苏里妥协 307亨利·克莱 311杰克逊民主政治的来临 317反对银行的战争 339美国的农业革命 346运
输与通讯革命 351波尔克与墨西哥战争 357托克维尔与新兴的超级大国 374南北战争的意识形态 383爱默
生与美国文化的诞生 386朗费罗、爱伦·坡与霍桑的心理 393文献索引 405中卷第四部 “近似被拣选的
民族”内战的美国，1850～1870皮尔斯与布坎南时代 3内战的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 12林肯的崛起 15维
护统一的中心问题 221860年的选举 25杰斐逊·戴维斯，及南方为何打仗 29为什么南方实际上注定要失
败 39教会与内战 46将军们之间的战争 52葛底斯堡：“太糟了！太糟了！啊！真是太糟了！” 57林肯
的胜利与悲剧 62安德鲁·约翰逊与两次重建 76第五部 “拥挤的人群与金十字架”工业的美国，1870
～1912现代美国及其成熟过程 87大移民与“大想法” 88印第安人与移民者，牛仔与亡命徒 91边疆的重
要性 99铁路的中心地位 107强盗资本家真的存在么？ 111卡内基、钢铁与美国的慈善事业 124皮尔庞特
·摩根与华尔街 130托拉斯与反托拉斯 133巨型城市：芝加哥与纽约 143都市里的富人与穷人 151美国的
科学与文化：爱迪生与蒂凡尼 153丘奇、比尔施塔特及无边风景 159把奢侈品带给芸芸众生 165劳工的
崛起与扒粪运动 170标准石油与亨利·福特 175民粹主义、帝国主义与西美战争 181西奥多·罗斯福与
他的黄金时代 188第六部 “第一个国际化国家”多民族融合的美国，1912～1929伍德罗·威尔逊的意
义 201教育与等级制度 204中央集权的出现 209威尔逊的立法胜利 211麦卡杜与战争的来临 213凡尔赛的
灾难与国际联盟 221哈丁、“常态”与政治迫害 228女人溜达着出场了 229限额与国内移民 233哈莱姆现
象与多种族文化 236原教旨主义与美国中部 243禁酒令及其灾难性的后果 246旧金山、洛杉矶与加利福
尼亚的极端主义 255廉价电及其戏剧性的冲击 261好莱坞 263爵士乐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 270种族偏见
、流行娱乐和向下流动 275哈丁与历史解构 280柯立芝时代与最小政府 285二十年代的文化繁荣和经济
繁荣 290文献索引 297下卷第七部 “除了恐惧本身之外，没什么可恐惧的”超级大国的美国，1929
～1960政府的信用管制与华尔街的崩盘 3大萧条影响为何这么深、持续时间为何这么长 10伟大工程师
的失败 14罗斯福与1932年的选举 21新政神话 26罗斯福、大企业和知识分子 33把民主党转变成多数党
37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 42罗斯福、纳粹分子和日本 50战时的美国，生产的奇迹 52罗斯福、斯大
林与苏联的得寸进尺 61杜鲁门的崛起与冷战 64核武器与日本的战败 70杜鲁门主义、马歇尔援助与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 75美国与以色列的诞生 88朝鲜战争与麦克阿瑟的下台 91艾森豪威尔、麦卡锡主义与流行
社会学 96波托马克河畔的虔诚 107第八部 “我们愿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负”解决问题、制造问
题的美国，1960～1997媒体的激进转变 113乔·肯尼迪与他的皇太子 1161960年的大选与卡米洛特神话
120太空竞赛 125猪湾事件与导弹危机 127林登·约翰逊与他的“大社会” 136陷入越南的泥潭 144尼克
松与“沉默的大多数” 153民权运动与校园暴力 157水门事件与弹劾总统 163国会的统治与美国的低谷
169卡特，1980年的分水岭，及里根主义 175重整军备与苏联的垮台 190布什的间歇期与克林顿的腐化
194世纪末的美国及其奇思妙想 203怀斯与现实主义复兴的意义 208司法侵略与诉讼社会 210缪达尔的有
害遗产 214语言、堕胎与犯罪 221家庭崩溃与宗教迫害 228女人的胜利 233文献索引 239译名索引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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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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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通过另一方对的视角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2、非教材类，推荐。
3、书已收到，质量挺好。快递员选中午送的货，非常贴心！
4、卓越的书还是要等过了新鲜劲，等等会便宜的，如果不是着急用，让我们一起等吧，半价or我们都
不买，联合起来和他讲价啊
5、可以说是了解美国的第一书！我不后悔花这么多钱，买这三本书，很好！很值得！
6、立场偏保守，比如抬高西奥多·罗斯福、贬抑富兰克林·罗斯福。基本是以人代史，而且是以伟
大人物为核心，总统、名人、大亨——写到卡耐基、摩根、洛克菲勒等的时候，简直是荡气回肠。除
此以外，全是优点，特别是叙事极佳，时有俏皮的句子，八卦的细节，让人喷饭乃至捧腹，是保罗·
约翰逊的一贯风格：“寓教于乐”。翻译甚通畅，配图极精。就阅读效果上看，与丹尼尔·布尔斯廷
的《美国人》三部曲在伯仲之间。推荐。
7、了解美国人的历史
8、作为入门了解美国，挺好，有些部分写得还挺有趣的。关键头一次在它国历史里头看到了中国影
子的感觉，看来现代化的路上，只有体量类似的才更有比较之处。
9、了解美国历史的好读本
10、给老公买的，书的质量好
11、2013-05-11：感人肺腑、荡气回肠、且最关键的受益颇多的美国史。//20140811开始重读 //20150725
：又没空读完⋯特么的这信息爆炸的时代，简直处理不完的信息和书⋯
12、可以看看 ，不过怎么说 翻译一般吧
13、在读
14、很厚，非常不错的美国人历史书
15、读了部分的书，觉得是一部很好的作品，推荐
16、刚刚看到中卷，感觉翻译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校对太失职，很多年份明显错误，比如1889错
成1989，要靠连猜带蒙才能理解。
17、从人物角度了解美国发展历程！
18、研究美国文学和历史的必读书⋯⋯
19、四星半。叙述内容挺丰富，名人们的私生活也插花的恰到好处，作为美国史的入门书籍可以一看
，但作者的个人主观见解似乎往里掺的太多了些，若是做美国史的学术研究的话还是不能完全依赖此
书。
20、第一眼看这本书，仅从封卓越提供的封面，就很喜欢，很震撼。国内关于美国史的图书比较繁杂
，之前从内容上来看，很喜欢上海人民出的那套美国史三部曲，只是装帧有些太学术化了，现在对这
本书期望很高。以下是关于美国史的遐想：关于历史的谎言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只是学校强加给我们的
那一套。谁能保证学校没有给我们灌输谎言？谁能向我们提供关于萨珊、凯撒和斯巴达克为人真诚的
确凿证据？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的战绩，而对他们的人品、弱点、谎言、理性和道德一无所知。我
们手中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维琴盖托里克是坏蛋。我们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个高个子还是矮个子，头
发是金黄色的还是褐色的，受过教育还是大老粗，是否与玛丽亚·玛达雷娜同过床；不知道圣路卡、
圣马太、圣马可、圣约翰关于耶稣的传说是否真实。——法拉奇（意大利著名记者，著有《风云人物
采访记》）一个爱国者是热爱自己祖国的人， 而一个民族主义者则是一个蔑视他人祖国的人。——前
德国总统约翰内斯· 劳不论你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好是坏，或好坏兼有，历史都会向你展示我们是
如何走到今天的。理解过去是一种理解自身、理解周围世界的关键能力。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历史。
——詹姆斯·W.洛温关于教育的荒谬自我等...生而为人，就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 那就是“你
啥都不是”。你上了学，学校就告诉你，世界上第一重要的是祖国，第二重要的是集体，第三重要的
是老师。我们的小小的自我放在哪里呢？没给留地方。你小时候写作文，说自己将来要当个科学家，
等哪天惹毛了老师了， 他就说， 就你， 还当科学家？全班同学就哄堂大笑。从幼儿园到大学，这样
的事情多如牛毛，乃至大家都忽视了它有多么残忍和愚蠢。如果这就叫教育，我只能说， 这比驯化动
物都不如， 驯化动物并不需要侮辱动物，我们的生活中却充满了各种愚昧、戾气和恶毒，欲摧毁人的
自尊而后快。——李海鹏（前《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关于美国的真相对美国历史的进一步观察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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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设计美国宪法时，主导思想本来就不是“民主最大化”，而仅仅是“制衡
最大化”。⋯⋯就是说，虽然制宪者们很清楚美国“不应该是什么样的”，对美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却众说纷纭。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在于作为一个“制衡机器
”，它具有相当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实现点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环。如果说劣质的
民主，正如专制，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的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
，依赖于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勇敢的
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会有不同的回答。——刘瑜（政治学者、剑桥大学政
治系讲师，著有《民主的细节）相关阅读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林达/著《历史深处的忧虑》1997年5月《
总统是靠不住的》1998年4月《我也有一个梦想》2004年8月《如彗星划过夜空》2006年3月（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民主的细节》刘瑜/著 2009年6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美国丛书系列《美
国宪法的经济观》查尔斯·A.比尔德/著 1984年《美国经济史》美哈罗德·福克纳/著 1989年《美国是
如何治理的》希尔斯曼/著 1988年《美国政治思想》梅里亚姆/著 1984年《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著
1988年《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 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x向我的友邻推荐小组话题：【
学术声音】关于CCTP《老师的谎言》、《美国人的历史》摘要: 如何看待美国? 如何面对历史? 如何教
育孩子? 特别推荐： [...]推荐语: 阅读更多 &rsaquo;
21、保罗·约翰逊以美国开国元勋们为中心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短暂而又漫长的历史画卷。各位大佬们
的性格特点、主要功绩和趣闻是主要看点，作者幽默风趣的语言为一本篇幅略长内容略庞杂的书加了
很多分，对于有耐心的入门级爱好者来说是可以蛮读一下的，至于观点这种东西就不好评价了，毕竟
历史从来就不是客观的东西。。
22、没有重大事件的描写，不想《明朝那些事》一样将事件写的非常生动，几乎没有故事描写，这个
主要记录美国民族和国家建立的社会思想史的发展演变，相信对基督教理解的人能看懂，其他的会觉
得没意思，这是一部美国思想演变史。
23、自己一直在好奇，美国人民到底有多少历史可以让人来读，翻翻这上，中，下，一部美国史映入
脑海，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下美国人的历史，不为别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4、暂时没有开读
25、总之，历史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要学习美国如此富强的原因可以从历史中找答案。书的作者
是英国人，应该评价书写比较客观，书中插图可以。
26、美利坚人类的希望。保罗约翰逊大笔如掾，数百年北美人民的历史尽情展现期间。当然作为因为
右派大家，其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FDR，肯尼迪，约翰逊，卡特都被狂批，而哈丁、柯立芝、尼克
松则得到了他的好评。不过有趣的是他很喜欢杜鲁门。另外，他也非常注重宗教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
。
27、保罗约翰逊 是个有趣的人。
28、一本角度不同的历史书~
29、玩《文明4》的影响， 2015.12.24-2016.8.9 读了8个月，终于结束了这段美国历史之旅。我的世界历
史之树日渐丰硕，时空四元坐标系日趋充实。
30、儿子准备去美国读高中，国内老师推荐先学这套书，感觉不是特别生硬
31、美国人的历史（全三卷）
32、还没开始读，一定会认真读完
33、这样的东西永不过时 。
34、寫得還慢全面的，雖然現在還没讀完。
35、买来收藏，还没看
36、1..有一些了解看起来会容易很多 比如先看过the story of US. 光知道五月花独立宣言神马的显然不
够. 
2.于看人名地名有英语对照的书.
3.果真很好.
4.必然而有的心灵震撼！
37、西城区图书馆�K712/75.1海淀区图书馆�K712.07/7(1)
38、监督教思想与自由意志孕育而出的国家，以内部无限的包容性，提供系统无限的熵值，这个国家
的稳定性和成长性，值得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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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尤其喜欢附送的人物书签
40、了解美国文化很好的一本书
41、作者大学是学历史的，主要职业是政论记者，中年以后开始重妍历史，写了多部大部头著作。本
书出版于1997年，属于畅销书系列，因此只是野史不是正史。野史有野史的好处，原书语言流畅，浅
显易懂，可读性强，但属一家之言，可以阅读，也可以思考，却不是学生学习美国史的正路。译者也
非美国史或历史专家，而是职业易手。译者文采很好，喜欢用“大词儿”，因此总体在文风上与原著
有别，也有不少地方受原文影响，语句不是十分顺畅，但对照了几段文字，内容基本准确。
42、一个带路党的自我修养。翻译得很好，读起来很畅快。副总统和财政部长决斗的故事真把我逗乐
了
43、读此书，感受最深的是1787年费城的制宪会议，为伟大的妥协喝彩，正因为美国的国父们有高度
的政治智慧和伟大的妥协精神，美国才成长为今天的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
44、很赞
45、: �
K712/2143
46、包装比较精美，但翻译不地道，与英文原著内容相比，就像变了味的啤酒。
47、还没有时间看，不过看看目录，觉得还挺好的。
48、不知道是国内翻译的水平问题呢还是校对的人不够仔细，此套书中有太多的错字、漏字，更为可
气的是把历史的关键年份都搞错，我每天看书还需用笔不断为书中出错的地方改错。之前购买此套书
是看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份儿上，以为这样一个出版社做事会严谨些，哪曾想尽是如此粗制滥造
，心中难免为好书被糟踏而备感无奈。
49、美国人的历史
50、“这艘大船就这样继续航行，人类继续注视着它的前进，带着惊讶和差异”。著者对它的爱是倾
注得比母国还多。史实跳跃，文辞华丽，不时爆发精彩的小评论
51、保守立场，贬低民主党，赞美共和党，对1960到1970年代媒体大加鞭挞，不出意外，与《光荣与
梦想》（作者正是记者出身）的立场完全相反。同情胡佛、尼克松，鄙视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
克林顿，赞美里根。唯一得到称赞的民主党总统可能只有杜鲁门，唯一被批评的共和党总统可能只有
老布什。批评政治正确、平权法案等等。与《光荣与梦想》对比着读会有很有趣。这两本书，相比之
下，我更赞同《美国人的历史》这本。
52、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读读美国的历史，可以对社会发展的过程有更深刻的认识
53、非常棒的三大本
54、万事万物存在于世，必有其道理。美国短短的几百年，能够从殖民地跃升成世界头号强国，自然
也有其道理。盲目的说中国大、中国强，这对于我们的祖国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还不如研究一下，像
美国这样的大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里面的启迪意义，比那些空泛的叫嚣更能证明你的爱国之心。
55、非常好的美国史读物
56、本书以美国历届总统为线索介绍了美国从建国前至今的历史。通过此书可以了解美国历届总统，
政策，以及美国的民主政治
57、特别鸨首。
58、里面有很多观点跟我知道的不一样，比如，对于威尔逊总统和肯尼迪总统的评价，胡佛的政策（
长期以来我都以为胡佛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书上却说他是干预主义，还要再查查相关资料）。刚
开始读挺无聊，第一部后半段开始就非常精彩了。力荐。好书。
59、写的委实不错，学到了很多，不过评论很多，嘛，历史本来就属于二次建构吧！
60、美国前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61、理解当今复杂的国际社会，首先要回顾她的历史。 对美国的崇拜也好批评也好，我们都要先了解
她的过去才能更客观地评价和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
62、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的书
63、感谢史学大师保罗先生。为人类写了一部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美国史著作。
64、好枯燥⋯⋯
65、保罗·约翰逊在《美国人的历史》的开篇先提了三个问题：1、崛起于不义之上的美国能否通过道
德实践来赎罪？2、美国是否实现了理想主义和唯利是图这两种价值观的融合？3、美国是不是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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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效仿的榜样？结尾他回答说“美国伟大的共和主义实验依然是人类最美好的希望，它不会让满怀
期待的人失望”。 
66、书不错，翻译的再理想点就更好了。
67、包装挺好的，内容还没仔细看
68、这不是一本了解美国历史的好书籍，这里有很多传奇，你想真正的了解美国，买原版吧。我想，
写这本书的也许是历史学家，翻译成中文的，却可能不是历史系的。翻译者渗透了自己的情感，自己
喜欢的词语，反而使原文的真实意思完全失去。
69、挺右的老头子，不过，还是挺喜欢的。
70、保守派的美国史，我的心也是保守的
71、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看完了这部大部头。整个美国历史，贯穿始终的是美国文化的精髓：自
由，平等，民主。从1620年载有100多人的五月花号船签订《五月花号公约》，到1776年华盛顿，杰斐
逊起草发表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再到林肯1862年发表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及奥
巴马就职典礼引用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这种精神和信仰一直融入在美国人的血液和
灵魂中，也是推动美国前进和发展成全球超级大国的核心动力。当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平均每五个
人就拥有一辆汽车时，我们的先辈还活在近乎原始的农耕社会。巨大的文化和经济落后，让我们近几
十年一直奋起追赶。先进的文明和经济繁荣，应该是世界人民共同理想和目标。只有意识形态让位于
人民的幸福追求时，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72、或许主观色彩太重，没想象得好。
73、就冲译者那句“我对“人民”二字向来敬而远之，还是免了罢”就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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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时值考gre期间，断断续续的读完这部《美国人的历史》，感触颇多，在此与大家分享。声明：一
下所有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有雷同，纯属抄袭。废话少说，书归正传。这本，不，这一套书分了
上中下三部，每一部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集合。上部我可以归结为是“移民者各心怀鬼胎”，中部为
“无林肯，不美国”，下部则为“世界警察登上舞台”。我的这样的概述固然比较偏激（正如作者的
反共情结），但实则不然。既然是研究美国人，而不是美国史，我们就有必要考虑每个单独的个体对
时代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要把握各个阶段的时代精神，而不是客观事实。简而言之，要想读懂这上
中下三册近一千页的译文，我们必须从唯心的角度去想问题，而不是唯物。正如作者字里行间的暗示
，天赋人权，人类决定历史。ok，在确定了作者唯心的思维方式后，我们还要意识到作者的反共情结
。这这本书中，保罗约翰逊不止一次地提到马克思，恩格斯，而且都是带有戏谑的口吻；对于二战时
斯大林的论述，也带有强烈的谴责色彩。诚然，我们希望作者能够抛开成见，置身事外，以客观的表
述来看待历史。但是书是人写的，如果没有个人观点和理念，读起来也毫无生气。因此，我们要意识
到《美国人的历史》的另一个基本立场：反共情结。再次，在书中，作者完全忽略了经济对美国人的
影响。虽然《货币战争》的可信性有一些待考究的地方，虽然我有些阴谋论的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
，经济对任何民族，任何地域的历史发展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在读这本书的同时，我们要主
动的去发掘经济因素对美国人的影响。这就是读书时不可失己见。基于以上三点认识，我们就能够更
清晰的把握作者的立论思路了。由于记忆力的局限性，全书所涉及的历史阶段我难以一一解读，所以
以下我仅将我的一些思考的有趣的地方和大家分享。美国的文化冲突从最移民伊始就已形成：一方面
，是以约翰温思罗普等人所追求的“山上之城”为代表的精神净土；另一方面，则是普通大众所向往
的自食其力，无拘无束的自由民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冲突跨越了种族的界限。换言之，它只是
纯粹精神的冲突，只是对宗教信仰的不同解读。这一冲突一直贯穿于美国的历史发展，直到政府的出
现。无可否认，华盛顿等开国元勋曾为将冲突的对立两方面的融合及缓解矛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
甚有成效，然而，无奈后继无人，经过近一百多年的进程，政府与民众渐行渐远，旧的冲突化解了，
新的冲突又产生了：政府希望集权，民众渴望精神和肉体的自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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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30页

        过去听说过五月花，说是第一个登上美洲大陆的船。原来不是，只是一群怀有坚定信念的人来到
了这片大陆。他们不是为了掠夺，是为了传播神圣的教义。在这种文化基础上，或者说以这种精神文
明建设，给这片大陆带来了新的生机。

2、《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960页

        美国400年的历史，确实有过许许多多的挫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还留下了很多没有解决
的难题，有些难题的规模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美国人民首先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民族。他们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类不能翱翔其上、傲然俯视的东西。他们不会放弃。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对所
有其他人，都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善意，自信于他们与生俱来的正派和民主政治的技巧，他们会一次又
一次地向他们社会中的恶发起攻击，直至它们被彻底征服，或者至少是得到充分的纠正。美国这艘大
船就这样继续航行，人们继续注视着它的前进，带着惊讶和诧异，有时候甚至是怀着忧惧，看着它驶
进21世纪和第三个千年的未知水域。美国伟大的共和主义试验，依然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它依然是人
类种族最首要、最美好的希望。回顾它的过去，展望它的未来，我们看到的征兆是：它不会让满怀期
待的人类失望。

3、《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88页

        有点像我们过去修路。看来不要抨击政府浪费，有远见很重要。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宅地法》，
居然每个人都能免费得到1000亩地！！！
想来共产党革命成功后，进行了成功的土改，如果把土改的成果继续30年，可能中国的发展和美国差
个60年，结果没事瞎折腾，到了80年才开始重新继续30年前的土地革命成果，带来了类似美国1870年
后的大发展。
叙述卡内基。美国是致富的自由，然后是分发财富的责任！那个时代的卡内基实现了他的自由发展，
并且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创造了机会。
19世纪末的美国铁路大发展真和我们现在类似。1916年美国铁路254000英里。中国2013年112000千米。

4、《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124页

        肯尼迪和他的同事们也给总统职位带来了新的东西，这就是公共关系的技巧，这是一把双刃剑。
就某些方面而言，最危险的政治家往往是那些除了精通公共关系之外就别无所长的人-------在某些方
面，j.f.肯尼迪完全符合这一描述。

5、《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97页

        尼克松(时任艾克的副总统)评价艾森豪威尔:他总是把两条，三条，甚或四条推理的思路应用于同
一个问题，而他通常会首选间接的途径。

6、《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207页

        这页内容介绍了美国人乡村田园情结的根本原因，培根：全能的上帝最早种植了一片花园，而且
事实上，它是人类最纯洁的享乐。

7、《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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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这里，更加理解早就听说过的两个观点：1.美国经济体制具有资本主义强大的再生能力；2.美
国的体制能让国家运转得分控制在60~80分之间，而中国低的时候可能是负分，高的时候则能达到95分
。

8、《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49页

        牧师说话的权威，来自于她们的祭坛和布道坛，但他们的权威终止于教堂院子的大门；即使是在
教堂的大门之内，会众也要密切监督他们的牧师，看他做过什么，没做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他们
任命牧师，他们撤换牧师。在某种意义上，牧师就是新兴的美国社会中最早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在这
个社会中，民主因素从一开始就达到了那样的程度——尽管这样的选举团被表面上的虔敬所限制。

9、《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摘录

        诚然，历史上的大事件是由各种因素所决定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始终是主事者的能力。

10、《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149页

        20世纪的经验表明：一个文明的强国自己强加的约束，比无济于事还要糟糕。无论是朋友还是敌
人，都一样不把这些约束看做是人道的证据，而是把他们视为罪疚和缺乏道德信心的证据。（林登·
约翰逊在越南执行轰炸任务时表现出克制和约束）

11、《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88页

        读到这，有一点感想，有关读书选书的：对严肃的政治人文社科著作而言，作者具有1.才华横溢
，2.道德洁癖这两点品质尤为重要，这样的学者写出的书通常给读者很大收获。《美国人的历史》作
者保罗·约翰逊无疑是这样的人。

12、《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100页

        中国在2013年铁路总里程11.3万公里。美国那个时候

13、《美国人的历史》的笔记-第203页

        严格来说，宪法只对各州做出了4项绝对保证：1.在参议院有同等的代表；2.保护其免遭外部入侵
和内部暴力；3.保证司法完整的权力；5保持共和政体的权力。

Page 13



《美国人的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