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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

内容概要

作者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从夏商周开始，阐述了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勾画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全
貌。其中涉及政治经济体制、军事战役、艺术思想等方面，而作者更为重点着眼的则是——政治经济
体制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继而形成百年不变的官僚体系
，而维系上下级的管理规则，则是一种以儒家为基础、几经修正的道德伦理的意识形态。此种统治形
态，历经千秋的朝代更迭未曾改变。此种统治形态，产生于夏，基本形成于宋，而极致于明。在本书
中，作者改变了以往历史学家的著述方式，主张用综合与归纳之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
个简明、连贯的纲领，进而思考各历史事件的积极性格及前后连贯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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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
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
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
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
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
，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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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

书籍目录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附 录
中国社会的特质
站在历史的前端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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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

精彩短评

1、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角阐释中国自古以来历史走向的必然性，特别是对经济结构、政治组织
方式的分析，批判了以道德视角解释历史造成的迷雾，不过，作者认为中国无法发育出现代国家模式
的主要原因在于地缘政治。我个人觉得中国历史确实很是沉闷，几千年来基本上维持着一个极为简单
的社会结构，历史人物在这基础上的作为也殊少趣味。黄先生的阐释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答案。
2、除了天才，应该没有人可以论述整个历史，何况为大历史。黄老先生写就此书明显力不从心，甚
至有些无法自圆其说，此书的范围明显超过了他的能力。
3、对于时代中的人而言，即便人事已尽也逃不出地缘框架下的宿命。“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窘境放
在历史的惯性里难以突破。历史总是不可复制地循环往复。
4、黄是只刺猬，语言教我印象深刻
5、不是很感兴趣，未读完
6、黄老的文体真的，带了太多文言体在其中，不是很好读，对于历史，因为是大历史，故而也失在
各段历史的简单略过。不过从书名来说也算文对题！
7、备课读的
8、第一次读黄仁宇的作品，刚开始自然有些不太适应，但是慢慢发现这或许是一种“全新”的解史
模式，甚至是极为重要的一种方式。
9、自看了《万历十五年》以来，还是对黄先生存了几分好感的。可惜，在看《中国大历史》的同时
也在看张荫麟的《中国通史》，顿时高下立见。黄先生最多只是个用西方研究方法钻故纸堆的刻苦好
学生，而张荫麟是天才！看《中国大历史》，最烦的就是“数目字管理”这五个字，说来说去，中国
落后就源于这五个字，这种结论未免太简单粗暴了！！！而且我怀疑这本书是不是英译中啊，很多词
汇拗口得很，洋腔洋调的，邯郸学步了哈。
10、果然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史。很多地方尤其是和西方做对比是完全看的一头雾水，很多地方的
文句读好几遍也看不懂。但是里面的好多观点的确有别于中国主流历史教学，新颖独特，有趣，也发
人深省。
11、大历史虽好，细节太少。15重读
12、此书不重在讲述历史细节，而是给出一个脉络，并结合“大历史观”（文化、地理、税收等方面
）加以联系。
就具体行文说，欧式与文言交杂，莫非是作者亲译？有些用字颇古，译名也不是大陆通用的。另有几
处似脱字。P.166页帖木儿年代写错
13、一种角度而已。
14、黄老先生洋洋洒洒，一气呵成的勾勒出了中国的历史轮廓，他的观点未必正确，但总能给人以启
发。
15、宏观的历史更能看清一些东西
16、总的来讲作者还是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从一个制度和科技都远远领先欧洲数个世纪到近代被
既有的制度束缚而裹足不前，签订各种割地赔款条约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即出于水患防治，救灾，边
疆防御等因素，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了中央集权的诉求。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也的确在宏观因素上起
到积极作用，但是庞大的帝国在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追求的是通过道德教化来取得内在平衡，任何妨
碍政治稳定的不确定因素一概被否定，不需要科技进步，商业发展被限制，私人财产得不到承认，无
从有效调动农村资源。闭关锁国是必然，在皇权体制下无法走向现代国家也是必然。
17、大而泛泛，且无新观点
18、因著述较早（70-80s），有些观念、看法不免陈旧（既是再版何不补充近些年之论述？）。在梳
理历史脉络方面给予普通读者很大帮助，部分论点、细节值得复读、推敲。
19、读起来有一种学者的严谨，非常有意思，可正三观
20、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征概括为”数目字管理“，这和《万历十五年》是一致的。从中国广袤的
土地和过早的统一/政治成熟讲起，确实天下的分分合合似乎是必然的，无法从自身当中孕育出资本主
义/现代化，必要等西方冲击以后才可能，这一个半世纪的路似乎也没有那么长。
21、主要从经济结构上和官僚体制上，做了一个中国古代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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