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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论历史》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80高龄之时编撰的重要著作。
经过50多年的学术磨炼和人生积淀，霍布斯鲍姆将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全部融入其中，反映了这位
世界级伟人毕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怀。
在这本书中，他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历史学家的责任；讨论历史对当代
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价值；检视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
判评估；探讨马克思与当代历史潮流的关系；讲述欧洲历史、底层历史、俄国革命和破坏文明发展的
全球性野蛮主义⋯⋯通过本书的论述，霍布斯鲍姆引领读者一同思考历史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以及
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这些文字展现了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书写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同时，展现了他精辟的分析、渊博的学
识和独特的观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享誉世界，的确名至实归。
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历史学家的主要宗旨，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
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编辑推荐：
托尼·朱特、余英时、何顺果、陈文茜，联袂致敬推荐。
从希特勒崛起到911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潮交织纠缠一生的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思索百年，见证苏联式
共产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灾难性的失败之处，以及其中的残酷、血腥、骚动、沉沦和
麻木⋯⋯
“年代四部曲”之后，霍布斯鲍姆晚年最重要的综论性著作，收录22篇历史研究心得和体会的重要文
章，触及了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以才华横溢的书写 “赋予历史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温暖、激情而敏锐，《论历史》是霍布斯鲍姆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任何关注历史应该如何被书
写、记忆和理解，以及这为何重要的读者，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延伸阅读：
在躁动的时代，读霍布斯鲍姆！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从1789年到1991年，从法国大革命到冷战结束，全面展现200年来的世界
史和全球化。
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最清醒、深睿、无畏的思想家之一——巴西前总统卢拉
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
媒体评论：
所谓人生，就注定得历经主义的残酷；所谓成长，就是目睹大革命一一背叛他的信仰。⋯⋯他一路拥
有那么多学术界的政治敌人，却无人能阻挡他成为史学巨擘。他的笔那么动人，他的热情那么召唤众
人，而他的史家技艺与那个极端主义的岁月如此环环相扣。
——陈文茜（作家、媒体人）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
但又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英国前首相）
任何他所涉猎的领域，霍布斯鲍姆都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的阅读量更大，具有更宽广和精确的
理解。⋯⋯其散文化的行文风格完全没有爱挑剔的理论癖，和某些年轻的英国同道身上那种夸张做作
的理论自恋，文体干净利落、明白易懂。
——托尼·朱特（Tony Judt，著名历史学家、《战后欧洲史》作者）
霍布斯鲍姆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奴隶⋯⋯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
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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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迷人的历史书写⋯⋯总是让人获益良多。
——《观察家》（The Observer）
《论历史》有着霍布斯鲍姆一贯的品质⋯⋯权威可信，非常重要。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让霍布斯鲍姆与众不同的是，他能够透彻地理解、讲述整个现代世界转变的性质。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作为一位见证了希特勒崛起和共产主义衰落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拥有无人能及的宽广视野。这本
书的敏锐洞见和坚定信念，更多的是基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而非其理论推断。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基于霍布斯鲍姆非凡的睿智，在历史学识方面，无人能出其右。⋯⋯《论历史》对于我们领略这个时
代最伟大的心灵的魅力非常有价值。任何关注历史应该如何被书写，以及这为何重要的读者，都应该
读读这本书。
——《卫报》（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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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作者简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权威媒体评价他是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
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
至拉丁美洲。除史学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
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
很大影响。
霍布斯鲍姆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他一生著作
甚丰，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
～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
》。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
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英国皇室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
）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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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1章 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
第2章 过去感
第3章 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第4章 向前看：历史与未来
第5章 历史学进步了吗？
第6章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第7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一部分
第8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二部分
第9章 党派意识
第10章 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
第11章 马克思与历史学
第12章 所有人都拥有历史
第13章 英国史学及年鉴：一个注解
第14章 论叙事体的复兴
第15章 雨林中的后现代主义
第16章 来自底层的历史
第17章 耐人寻味的欧洲史
第18章 现在就是历史
第19章 我们能为俄国大革命下定论了吗？
第20章 野蛮主义：使用指南
第21章 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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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带这样的
2、一读就睡不着呀
3、挑着几篇读了下，有点晦涩啰嗦，思想有点保守，看得出霍爷和马克思是真爱，毕竟我爱的是历
史，看下也挺好。
4、乏味
5、有点晦涩难懂，总觉得沉不下心来认真看，待认真看时，已经到了尾声，只能再看一遍了⋯⋯
6、理论有点难懂啊，读起来不太明白，但看得明白的的确很有意思。积累更多后再重读吧
7、译者的注释啊，naive⋯
这书第一遍肯定是读不透的
8、这不说一区叫论历史不如论史学。霍布斯鲍姆对于二十世纪的各种史学流派和社会科学进行了逐
一点评。从点评中霍布斯鲍姆虽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是他的心态相当保守。对于计量史学
社会史学经济史心态史学都进行了近乎于毒舌的评论。
9、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10、霍氏还是这么傲慢呢。但针对民族主义历史观和庸俗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批判挺着力的。
11、所有的投机行为都有一个特点，在价格刚开始上涨时，大批的投机客介入炒作，等价格达到不可
思议的高位时，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整个市场崩盘。一旦有人产生恐惧的情绪开始抛售，价格便
一泻千里。
价格暴涨的背后，危机四伏，能在正确的时间点大赚一笔推出击鼓传花游戏的才是赢家。
在这个世界上，傻不可怕，可怕的是做最后一个傻子。
12、选择性阅读，无甚收获
13、霍氏身故时，纽约时报发文说他终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被人铭记，于
他人或许是批判，而对他自己，这应该是无上光荣吧。
14、论文演讲集。读的不细，挑了几篇读。主要是谈论历史学作为一种学术的诸多问题。
15、书是好书，但是内容太过干涩以至于我无法向任何人推荐⋯⋯
16、硬读
17、马克思 sensei
18、是作者各个场合演讲稿的结集，囿于形式，难免浮于浅表，很多问题没能展开与深入。
19、未读霍氏的经典，先读此书，感触颇大，也算了解了他的面貌。这本书的许多文章都力量很大，
很值得多次温读⋯⋯
20、对不起，社会学科没有数字，也只是胡说和想象。
21、“Myth of the nation”(p.13)——合法性； “The sense of the Past”(p.32) — 对比David Sutton；social
rule and trend，*历史预测的可能性（卡尔·波普尔，p.61）；对计量史学的批评(p.71, p.148,p.173)；*
对Eric Wolf的评论(p.248, p.258-265)；圭亚那(p.294)；平民史；欧洲的“建构”、欧洲史的特殊
性(p,329)
22、没读完，论历史哲学的理论型书籍，太艰涩。
23、仅挑了历史学与经济学部分看了，不过从中也可看出是本颇具思考力的一书，很多地方值得深思
！
24、第一遍没看懂。现在翻出来重新看，发现温习的好处，有些点和其他书联系起来了。其实，霍布
斯鲍姆的历史观，从横向上可以从“同理心文明”角度来理解，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呼
吁建立更加文明、公平的社会主义；从纵向上，他思考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感，在历史对社会发
展所起的作用中，他强调要注意时间倒错，回归到历史情境中去看问题。
25、演讲&论文集，本书头三分之一的主题多有引人思考之处，之后13章、15章章节等不过是应景之
作，加上翻译虽还畅通，可如夏隆等台湾译法而不加注释（沙龙），或者注释过时而不更新（夏隆已
死多年）等等编校不负责任比比皆是，通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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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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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论历史》的笔记-第1页

        

2、《论历史》的笔记-第75页

        

3、《论历史》的笔记-第356页

        处于胜方的历史学家容易以长期不可知的目的论来看待自己短期的胜利。负方则非如此。他们的
主要经验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原先所希望和计划的那样⋯⋯他们强烈地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
样。这会刺激他们去寻找中期与长期的原因，来解释这个让他们诧异的结果，这便产生了比较持续的
洞察，结果造成了比较强的解释力。短期而言，历史也许站在胜方。但长期来看，获得历史理解的总
在负方。——莱茵哈德·科泽勒克

胜利者未必知道自己胜利的全部原因，但失败者却更容易看到自己失败的全部原因，这本质上是因为
人类自身的不完全和缺陷，我们注定不断犯错，而只有从不断的错误中积累经验才能前进，成功通往
的不过是更高的未知和更大的挑战。

4、《论历史》的笔记-第26页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用勒南（Renan）的说法就是，一种忘掉历史或是扭曲历史的运动因为他们的
目标是史无前例的，但却坚称自己是回归历史，而实际上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所虚构的历史。

5、《论历史》的笔记-第56页

        将这块眼罩拿掉，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若是做不到，至少偶尔将它轻轻掀起一如果能够这么做的
话，就能让当代社会可以看清一些事物，即使了解的过程并不好受，但却能因此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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