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夫治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病夫治国》

13位ISBN编号：9787501100477

10位ISBN编号：7501100470

出版时间：1989-04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作者：[法]皮埃尔·阿考斯,[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

页数：333

译者：何逸之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病夫治国》

内容概要

本书从医学角度介绍了里根、安德罗波夫、布迈丁等20位具有影响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政治生涯
、性格特点、生活情趣以及家庭和社会交往等，论述了在其疾病缠身时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及其健康
状况对其在重大事件面前采取态度所产生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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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夫治国》

作者简介

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 ·朗契尼克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以出版《病夫治国
》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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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富兰克林·罗斯福
二、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 沃伦·哈定
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四、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五、林登·约翰逊 / 理查德·尼克斯
六、阿道夫·希特勒 / 本尼托·墨索里尼 / 内维尔·张伯伦 / 爱德华·达拉第 / 莫里斯·甘默林将军
七、温斯顿·丘吉尔
八、安东尼奥·萨拉查 /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九、康拉德·阿登纳
十、夏尔·戴高乐
十一、乔治·蓬皮杜
十二·朱塞佩·莫塔-庇护十二世
十三、列宁——斯大林
十四、尼基塔·赫鲁晓夫
十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十六、安东尼·艾登 /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十七、周恩来——毛泽东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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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纳赛尔真能抽烟，一天70多根。
2、可了解历史
3、写于1976。我还有续集，写于1988，译本1992
4、视角独特
5、大字版，看着很舒服。
看完了，觉得有些审美疲劳，难道所有的领导人都有病？
6、学兄赠本。评论很犀利，每章开头文采很好，虽然有把一切错误都推给疾病特别是精神疾病的嫌
疑，不过身体果然是革命和革命的反义词的本钱，新版最后一章《毛泽东——周恩来》似乎删掉了
。P79，但是，不管善良的人们怎么说，贫穷使弱者却更加沮丧。因为它主张了服从和对生活的恐惧
。P186，陵墓属于那些渺小的人，伟人只有一块石头和一个名字。P155，死人的嘱咐，哪怕他是个独
裁者货将军，对活人来说也是微不足道。P313，这种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对很多人来说自然是吃不消的
，但却保证了这个制度，这座道德地狱的幸存。P318，他们团结在主席夫人，当代慈禧姜青的旗帜下
。勘误：P97，二战四千万受害者，三千七百万在欧洲——有误，加定语“西方世界”似可；P231，（
列宁）住在了世界上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病句。
7、那年，LDY老师力荐的书。
8、把水門事件歸結到尼克森的控制欲上就跟把越戰的失敗歸結到MACV的群龍無首上是一個道理，
就是在推卸國會的責任，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國會需要負責那麼全體美國人都對此事負有道德責任，
而此種推卸責任的手法正是法國市民特別擅長的
9、“对国家领导人身体和精神状况的研究不再只是一种好奇心，这一研究成为所有公民的合法自卫
问题。”结论下得够猛，但作者从领袖个体的生理、心理学解读历史风云变幻，让人耳目一新，虽然
已是三十年前的书。
10、八十年代所出的未删节版本，最后一章讲的毛周。由此可以看出思想文化控制，亦越来越严了。
11、我当不了医生，看不下病理的描述，难受之极，体验糟糕。
12、相当出色的历史通俗读物，法国佬的文笔实在棒！整部书都令人废寝忘食，大量的内情披露实在
让人瞠目结舌啊
13、伟人背景下的凡人视角。
14、闲书~
15、很有意思的角度
16、非常有趣儿的一部书：对于极权政治的批判一针见血；然而：作者是高明的医学家，但可惜不是
精通政治进程的历史家，部分问题有待商榷。
17、政治也是有活生生的人为基础的，是人就会生病，特别那些暴君、强人、阴谋家都用脑过度
18、看着玩儿还是可以的，但是没有特别严肃的史料，不太可信。
19、如同八卦一般
20、病痛并不让人坚强，病中的求生与求胜让他们获得内心的强大
21、十几二十年前老吴在看的时候听他的教诲看过，可惜完全忘了
22、洋人们总是咄咄逼人
23、“ 死人的嘱咐，哪怕他是个独裁者或者将军，对活人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24、七十年代影响颇大，其对领导人病状影响政治之分析，可做一说。然法人写历史传记多有夸张其
事者，恐不可偏信。
25、总是一些有病无病的人的决定导致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中国的毛泽东，苏联的斯大林，德国的希特勒，美国的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英国的丘吉尔等等，这
些扭转世界格局的领导人之间相互共通与不同权谋和手腕，还有被那些各式各样的疾病缠身，疾病与
思想之间如何斗争，尽皆呈现于此书，他...
26、无删节本。多了讲老毛、周恩来的章节。感觉对身体状态、心理性格、政治决策三者的关系讲得
还不是很到位
27、所以说领导干部年轻化很重要~
28、呵呵，内部发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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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夫治国》

29、立场新奇，内容略扯⋯
30、伟人背后的疾病~       ~把领袖的疾病和历史转折联系起来太过牵强~        ~1981版内部发行~
31、好看的书，翻译比较精到
32、这是阉版。对最后删的毛周有兴趣。不好找，不看了。
33、确实是好书，十几岁的时候从姑姑家拿来看的。里面记载了各种八卦，比如肯尼迪的肾上腺问题
，戴高乐的马尔凡综合征，蓬皮杜的血液病，周恩来的食道癌等等，至今仍铭记不忘啊
34、“病夫”治理国家
35、。。。玄乎。。。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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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按：旧文。另，这个版本译的不错，个人觉得强过江苏人民的本子——后者包装实在够呛！何须
用20年，不知要旧成什么样子。大人物，小悲哀 　　戴新伟　　　　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裔
英国作家V·S·奈保尔在其小说《大河湾》开篇就写道：“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如果你是
个无名小卒，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那么，你就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　　《
大河湾》讲述的是非洲历史动乱、社会分崩离析的故事。奈保尔如此深刻地道出了我们生存环境下各
种生活方式的实质，不论你是野心勃勃还是甘于淡泊，你始终要屈服于一种处世法则———成为大人
物、不能成为大人物，只有这两条道而已。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之所以成为大人物，在于
肯尼迪有个强悍的母亲罗斯。是她发现了这位绰号“唐璜”的肯尼迪家老二在女人那里所向披靡的惊
人魅力，大概也有“这样的资源不好好利用一下岂不太可惜”之念，从1952年开始，在罗斯妈咪周密
的部署下———仅仅参选参议员，就组织了33次大型茶会。帅哥肯尼迪充分利用了他的帅，团结了成
千上万的女人，将美貌成功地转化成了选票。终于，1960年1月20日那天，美国人倾听了肯尼迪总统的
就职演说。　　肯尼迪时年43岁，精力充沛，一扫威尔逊、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给美国人留
下的衰疲印象。对于这种已成定论的看法，有人喊“且慢”———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
克博士说事实并非如此。这两位医学界人士在他们合著的《病夫治国》中，提到运动员般精神焕发的
肯尼迪总统，其实在三岁前就患过猩红热，少年时代有盲肠炎和慢性哮喘，成年后又摔得脊椎间盘破
裂，终生不得摆脱———“与杰奎琳·李·布维埃结婚后的两年中，他实际上是躺着过日子的⋯⋯”
不久后，他患上了更可怕的阿狄森病。在1963年11月22日，德克萨斯州那一记著名的枪响之前，肯尼
迪总统的身体中已经暗藏了诸如此类的历史时刻。　　考量一个历史人物或一宗历史事件时，也许医
学是不可忽视的指标之一。与其说两位博士是在纠正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如说他们为读者建
立了考察大人物身体状况的方法。难道我们不会为病人肯尼迪总统感到吃惊，尤其是他拥有运动员般
的外表？另外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因为“水门事件”下课，是看看他病历的时候了。他的强迫性
精神病方面的种种征兆与爆发———这在两位专业医学人士看来，发轫于一个小人物成为大人物的路
途之中。　　《病夫治国》开篇题记是法国作家亨利·德·蒙太朗的随笔《灯火管制》：“要写一篇
论文，谈谈疾病在人类历史上，也就是说创造这个历史的伟人身上所起的重要而不为人知的作用。有
人谈论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却不见有人谈论黎希留的痔疮。”《病夫治国》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亨利·
德·蒙太朗的愿望，如果写到某个大人物的鼻子，那也是为了讨论他的鼻炎或者鼻癌。书中写到了大
部分世界级的大人物们不为人知的身体疾病，以及这些疾病在一些重大的历史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在
《病夫治国》之后，还有其续篇《非常病人》，谈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切·格瓦拉等人。　　任何人都
热衷于谈论大人物，因为他们的言行就是历史，一个喷嚏都有可能改变历史。无论如何，大人物身上
的重大历史时刻，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你我这样小人物的存在。大人物的疾病按照以前的看法，是大
人物自己的小悲哀；然而在《病夫治国》里，则是大人物的疾病，小人物的悲哀。　　从疾病的角度
来观察大人物，与我们津津乐道于“威尔士王迎娶柏克保斯夫人”(柏克保斯是卡米拉前夫姓)一样具
有很高的八卦性。《病夫治国》在谈到大人物们时候，用了很是宏大叙事的西方新闻报道语气，但细
节又是技术性和别开生面的。可以说，《病夫治国》既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也不乏浓厚
的趣味性———这是在学术的名义下，轻松活泼的高级八卦，自然从专业上来说滴水不漏。　　作为
医学界人士，两位博士写下这些文章的初衷显然不是让读者看热闹。他们指出，“历史在其前进的过
程中，从未考虑到发号施令的那些人的健康状况”。从罗斯福邱吉尔的私人医生对公众隐瞒病情，到
“为国家计”变成公开合理的规则，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被搁置了———“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
的话，某些决定将是不同的”，两位作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试图揭示那些被忽略的历史因素。此文
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5-12-05。
2、这是博雅课 权利·智慧与爱 的老师推介的书。图书馆正好有，借过来翻了翻。第一章讲的是身残
志坚的罗斯福总统，主要是从病理方面来说，没什么意思，暂时搁浅。直到还书期限的前几天，我才
发现最后讲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于是认认真真地阅读了这一章。好歹是个为写书做了很多功课的人
，作者应该对中国的历史有一定了解。在他笔下，毛泽东是个有些神的人，正如我们眼中的唐太宗之
类，带有属于东方的神秘感。他认为，毛泽东到最后也是清醒的，四人帮被打倒，江青失权，都在他
意料甚至掌控之中，以为他能在病床上统治拥有几亿人的大国。文化大革命也只被他轻描淡写的带过
。而事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并不知道，那些通过报纸等媒介传播的消息，无法被确认是现实。我们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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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能从父辈的口中知道一些被称作记忆的事实，那以后的人们呢？没什么能被永久保存，文字或许
可以，但它所记录的内容总会被篡改。没有永远的真理，向来如此。而对于周恩来，他最大的感叹是
作为一国总理，竟然能和一位无法生育的女子白头偕老，简直无法想象。一辈子的忠诚，全天下能有
几份？
3、老早大學期間1995--1999期間還發現過一本《病夫治國》的書，是前蘇聯人寫的，可惜在大學為無
足輕重的考試焦頭爛額之際，也沒仔細拜讀，只是簡單地看了下封面和序言。《寡人有疾》 和 《病
夫治國》 兩本書的立意和手法不同，但集中在一個病字上，很值得玩味拜讀。目前古巴，委內瑞拉的
領導也都或因年老或因器官手術，在疾病糾纏中管理或大或小的國家
4、那些能够左右时局纵横捭阖的政治人物往往是历史研究的重点，而人们更多的是从历史学、社会
学、军事学或者文化传统方面考察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措。《病夫治国》的作者则从医学角度为我们剖
析了世界现代史上众多领袖人物在其光辉形象背后的备受疾病困扰的事实。从希特勒、罗斯福、列宁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直到毛泽东、周恩来，作者虽然没有列举自己所引证的病历资料
的来源，更没有强调疾病是决定政治人物决策的唯一因素，却着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考察视角
。草草通读之后，我得出了两点结论：将一个国家的决策权寄托于某个或某些老人身上是极其危险的
；对决策人物的权力进行适度制约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
5、这本书近年出了新译本，和这个本子相比，少了一章，也就是写毛周的那一章。二十一世纪和八
十年代相比，还真不好断定前者一定胜过后者。那时有雅量允许或放任对两个病夫的抨击，现在倒成
忌讳了。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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