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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纵横》

内容概要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集作者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之精华，涉及中西文化交流
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悉心钻研，涉猎范围之广，见
解之独特与深刻无不反映出作者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地道的学院派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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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纵横》

作者简介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
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
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
“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命
名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为成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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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纵横》

书籍目录

Page 4



《中国纵横》

编辑推荐

　　在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努力试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
答案，他就是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景仰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的汉学家
。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
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这一点
万为难能可贵。　　我们这次引进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史学界和广大读
书界的重视。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全都赞同，只是希望借此开阔眼界，促进学术文
化交流。　　作为一本考证严密的史学专著，《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详细论证并
介绍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人生，真实再现了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
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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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纵横》

精彩短评

1、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疯狂。
2、研究中国的名家集锦
3、《天安门》那篇不错⋯⋯（中图）
4、有点意思，仅此而已。
5、第一次看史景迁的作品
6、关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很有些意思，丝毫没有提到“数目字管理”和“大历史”。
7、雖然也有吸引人的，比如開篇黃某的故事，以及第三編第一篇「食」。但爛文也夠多了，比如那
篇康熙帝的人生七大階段，就是一部簡短乏味的流水賬，外加兩頁毫無新意的評論，作為期末報告交
給老師都不一定及格吧⋯⋯
8、名人吗
9、 可以看看汉学家的历史，也可以看一点点民国，文字流畅，不过没什么可读，毕竟还是汉学家
10、外国人写的介绍外国人看中国的书籍介绍的文章合集艾玛还拗口。2012.08.09
11、也是半烂尾了。。。不过书写的是还可以的。。。
12、美国最著名的汉学研究大家史景迁的著作，不同于他其他的专著，这部著作集他研究的中国历史
精华观点之大成。
13、内容丰富，参考价值很高。
14、因为其中有好多研究的数据，这部分就跳跃着阅读了！
15、还不错的书   体现史景迁的史学功力和风格
16、挑了几篇感兴趣的看的，比如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还有鸦片一张。其他的不是很感情去。不过
还是非常能感觉到史先生治学的功力。
17、　　以往都只有外国人来华的记录，想不到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中国人漂洋过海到了法国。
哈，福建人果然是很牛逼的。
　　
　　这本书中介绍了几位汉学家的工作成长，而我知道自己将来肯定只会宅在屋子里神游，而不是进
行田野工作。所以，就不要幻想神马考研换专业了。
　　
　　书中提到了古代中国人是会吃晚饭的，谁说古人不吃晚饭，网上的那些伪科学真是狗屁。几十年
前劳动人民吃不起是因为食物短缺，现在不短缺了，况且每日还要学习工作或娱乐到深夜，为何不能
吃晚饭！
　　
　　想不到那些外国人百年前居然还能精通汉语，日语。我辈要是学不好英语，真是无地自容了。
　　
　　袁枚等对于事物如此热爱，推荐哪家的食物好吃。没关系，现在我们有大众点评网。哈哈！
　　
　　圈子，圈子，文化人都是有圈子的。无论明清的江南还是西方的伦敦剑桥，不知道他们整天说什
么。
　　
　　书中提到那么多大牛，压力山大啊，有木有！那么我们又该做什么呢？历史书看得越多，就会发
现古人们似乎已经将所有烦恼，荣耀，痛苦等都体验了，那么我们又能怎样呢？无限迷茫。。。
　　
　　对了，本书对于传教士似乎很看重，莫非商人和教士，文明的先驱？
　　
18、很有几篇可观
19、2005年5月第1版
20、中国人看西方人如何看中国
21、写作高手
22、大杂烩，三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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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纵横》

23、总结了中外交流的普通人、儒学对外国文化的接触情况、外国汉学研究者的情况；最受教的是中
国经纬部分---食品（虽然一直说民以食为天，也知道中国史书中地方志中一直把农产品作为第一部分
，可从史景迁的思路才了解这部分的重要性）
24、很好，很好
25、不怎么好看，权当资料吧
26、部分用语比较别扭，是为了防止被和谐。
27、经济史部分是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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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纵横》

精彩书评

1、以往都只有外国人来华的记录，想不到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中国人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哈，
福建人果然是很牛逼的。这本书中介绍了几位汉学家的工作成长，而我知道自己将来肯定只会宅在屋
子里神游，而不是进行田野工作。所以，就不要幻想神马考研换专业了。书中提到了古代中国人是会
吃晚饭的，谁说古人不吃晚饭，网上的那些伪科学真是狗屁。几十年前劳动人民吃不起是因为食物短
缺，现在不短缺了，况且每日还要学习工作或娱乐到深夜，为何不能吃晚饭！想不到那些外国人百年
前居然还能精通汉语，日语。我辈要是学不好英语，真是无地自容了。袁枚等对于事物如此热爱，推
荐哪家的食物好吃。没关系，现在我们有大众点评网。哈哈！圈子，圈子，文化人都是有圈子的。无
论明清的江南还是西方的伦敦剑桥，不知道他们整天说什么。书中提到那么多大牛，压力山大啊，有
木有！那么我们又该做什么呢？历史书看得越多，就会发现古人们似乎已经将所有烦恼，荣耀，痛苦
等都体验了，那么我们又能怎样呢？无限迷茫。。。对了，本书对于传教士似乎很看重，莫非商人和
教士，文明的先驱？
2、作者从中国与外国开始接触写起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建国初期，跨度500年之久。既然是纵横
，难免有浮光掠影、不够尽兴之感。虽然本书分为五个部分，涉猎内容及其广泛，但是其中很多是文
学评论的摘选，难免让读者觉得不够清晰、有些迷乱。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当属第三部分——社会经纬
，其中对食品和鸦片的描述的确是鞭辟入里，十分精彩。总的来说，还是不错，能够看出史景迁确实
阅读广泛、对诸多文献都能举重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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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纵横》

章节试读

1、《中国纵横》的笔记-第52页

        改变自己不是比改变居住环境更好吗？无论你去哪里，你怎能把你自己从自我中摆脱出来呢？

2、《中国纵横》的笔记-第248页

        大史家故事自然而然，引人入胜

3、《中国纵横》的笔记-第267页

        药文化中西合璧

4、《中国纵横》的笔记-第52页

        我最好環顧四周來看一看我來這要看的東西。他們說，離開的時間就要到了。太陽正在落山，山
影變得越來越長。我就像一個剛剛從睡夢中醒來的人，回過頭來面向西方。

5、《中国纵横》的笔记-第96页

        孔多塞认为中国人一直在人类发展进程之外，黑格尔也认为19世纪初期的中国已经处于世界历史
之外了，而且永远地停滞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初期阶段，没能像西方文化那样充分发展出主体性与自由
。黑格尔的话值得思考，因为它们证明中国的方式是多么深地陷于僵硬的、抽象的体系中，以及对中
国落后之分析是多么的“科学”。⋯⋯然而，由于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1842年以后，中国
被迫开放通商，准许外国人自由游历，西方军队开入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教士纷纷进入中国宣教，
中国明显的贫弱引起的是西方世界的轻蔑，而绝非赞誉。如果说西方人对中国人心存同情的话，这种
同情只是对单个中国穷人的，而对于作为整体的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其伦理道德制度或是其艺术，则
毫无怜悯可言。无论18世纪的西方人曾经怎样真心实意地赞美中国的装饰品，西方人热衷于购买中国
的陈设品、瓷器、墙纸以及丝绸品的“中国工艺品”时期，随着沸腾的、一日千里飞速发展的早期工
业革命以及铁路时代的来临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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