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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插图中国史》

内容概要

这本中国史探讨了中华文明形成的诸多基本问题，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艺术、文化、经济、社会、对
妇女的态度、对外政策、移民以及政治等方方面面。尤其侧重考察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及其对普通人
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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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在东亚研究领域，她著
述颇丰。著有《中华文明史资料》、《中国唐代和宋代的宗教与社会》等著作，其中《屋里人：中国
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于1995年获得约瑟夫·P. 利文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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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只能说还行吧⋯⋯外国人写的，跟自己以前看过的差别自然有，视角不同的嘛！就是有点儿简单
吧⋯⋯
2、这本书我看完了没= =。。。不过我记得看到好多雷人的东西。。。中文译者也时不时在下面吐槽
。。。果然不同文化间么。。。。。。
3、有图才看得出来过去和现在的差别，虽然共和国政治严重干扰生活，但是确实完成了中国从农业
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说明时代潮流不可逆转
4、从一个美国的研究中国的学者眼中看中国历史，很有意思...
5、真一般，难道出版时也被阉割了？
6、谬误很多，就是图不少
7、元朝的历史观念被改变，书中给了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角度。
8、翻了两章，不怎么喜欢这种译作的特定语气...读着起闷，没趣
9、快速复习高中课本w 重点是附录的参考书籍、插图和译者补充(吐槽)
10、不错的一本书，印刷精美，见解新颖。
11、多轶事
12、华而不实，但插图还是不错的⋯⋯对于改革开放也有客观的评述
13、兼容而又有新见
14、言简意赅吧。但只入门。
15、看完了书，有了书的三分之一厚的笔记
16、少了一些东西，却看到了更多
17、写的浅
18、简单介绍中国通史
19、快速了解中国史读物。图片精美
20、201564 花一个多小时翻了翻⋯图还是不错的，内容确实是浅了点，问题也不少，校正过可做通史
读物
21、宏观简明的中国史，对脱离中华文明中心论有一定的疗效
22、后记和参考书目很有启发。
我们认为伟大的时代因为未曾经历过所以可能实际并未发生过。
23、粗制滥造
24、漏印错印稍多，对不起这纸啊
25、不同于国人写的通史，重点不再是政治沿革和帝王将相，而是地理位置、社会变迁、经济发展、
文化传承、民族融合等。换一个角度、宏观远眺这一片土地上的历史。另全书最后的推荐阅读书目很
强大。
26、从别人眼里看自己的历史，感慨万千
27、补标
28、refreshing our history!
29、与本国的历史书还是有些出入的，而且有些东西是国内课本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比如期中有一页
关于清朝的社会风气的描写里面提到了同性恋行为在清朝所受到的律法的约束，而这种现象在明朝其
实是非常常见而是且公众所接受的。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里面还有许多能够让人深思的地
方
30、其中一星给插图。本书老实讲不像一本史书，更多的带有科普色彩。行文和考据并不严谨，个人
看法较为强烈。但是作为一本外国人看中国的史书，作为中国人读起来还是别有一番趣味。
31、本身只是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史。不过有2个有趣的问题：1、如何评价中国的治乱循环？书中认为
南北朝、五代的分裂减弱政府控制，促成唐宋的经济繁荣，是否从经贸史上给出不同的答案？2、如
何评价清末以来的思潮？我们说当时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否在当时人权、民主从来就不是一个重要
的课题，而是完全服从于国家强盛的目标？事实上，后发国家建构、整合旧帝国遗产、形成完善的资
本市场，无不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可能印度是个反例，但印度有完整的市场么？），所以民主在当
时不是个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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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大局观挺好,,
有几页被n代学长画得面目全非。。
33、深入浅出，力荐
34、带剑桥二字的，都懂得。
35、很好。很客观，很简要
36、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知识（当然有，比如唐代制度史方面的专家杜佑，之前从未听说过
），甚至有些细节并不很精确。但是她胜在用西方文明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过去发生的事情，会穿插
中国传统循环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和欧洲历史直线发展理论等的对比，会引导读者反思我们对过去
朝代、人物评价的倾向性如何随着距离远近和史料而变化，特别关注社会生活变迁及背后的价值观的
转变，并且虽然是非常简要的概述，但经常体现出对“人”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
37、浪費時間啊。。。
38、在中国人看来很简单的一部中国通史
39、尚可吧，能浓缩到这么短也是难为她了，第一次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史，确实很奇妙
40、读着没啥意思。。考究性也不强
41、准学术作品，言简意赅，特别是图片好看。
42、美国女学者的视觉给我们全新的感觉，更多地从文化、文明的角度讲历史，而不是通常的关于政
治体制的断代史。更有精美的插图。可惜文字校对太差，错误很多。
43、美国人写的中国史甚至要比中国人自己写的更好，多讽刺啊。书中不仅仅是历史，还有政治，宗
教信仰，经济，艺术文化等等。比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深入浅出得多，不见那些高深的理论、大话。
而是以翔实的数据，科学的分析方法，客观的准则分析一段段的历史，不隐瞒不夸大，这才是做学问
。
44、美国人的中国历史观。最近对英国感兴趣。只是直觉。
45、上班时间看完了 补了下历史 接下去争取把唐宋和明清的给找来看看
46、相当不错的书
47、因为那十来幅彩色地图，特别加一星，入门级历史书通常都是地图太少。。。
48、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本着普及中国历史，增进外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的目的，作者编写了此书，
虽然并不是学术著作，但这本书对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一读，外国学者的观点也有新颖之
处。
49、一己之力，很不错了。表现出作者的宋以后衰败说
50、全书透着一股老大日不落帝国的高高在上和一小部分西方的科学理性，但是大部分仍然是对中国
历史典籍的不信任。
51、好書，但翻譯校對水平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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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就正确性和观点而言，中外的观点还是有些差异的，了解这些差异能够使我们更客观的审视我们
自己的历史。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看了后反而有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感觉。
2、如同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自己听家族历史和外人眼里看到的本族演变都有很大出入一样，看看
外国人眼里中国的历史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且大长见识。四年前，我从总部位于上海的贝塔斯曼
网上书店订购了这本《剑桥插图中国史》，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所著。最近才认真阅读，收获多多。我记得听到不止一个人，同学或朋友向我谈起中
学时特别讨厌历史课。说有那么多枯燥的历史事实要背下来。考试的时候就更恨中国历史如此的漫长
，要是像美国似的，才200多年历史，该省下多少时间啊！我那时也是很不喜欢，因为实际上，在一个
十几岁的小孩子眼里，历史：社会发展、政权更迭是距离自己生活那么遥远的问题，也是毫不关心的
事情，对一件和自己认识上没有关联、意识上不想探究的科目，学起来一定是很痛苦和费力的。而且
回头看，那时中学的教科书打上了太多的时代的烙印，篇幅集中在王朝的更换和革命上，历代百姓生
活涉及很少，而且人文艺术成就也是蜻蜓点水，一笔代过。没有突出的人物性格特征和简练的概括，
缺乏对时代框架的提纲挈领式的总结，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现在回头去看，梳理记忆，发现绝大多
数史实都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依稀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脉络在记忆的风雨中飘摇着。上大学时，记得
有位年轻的讲授世界历史的老师，他好象是高干子弟，讲起历史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思想
解放和开放的程度让我闻所未闻，大开眼界，给我思想上很大震撼。还有一位讲授国际关系史的老师
，当年是翩翩青年，曾经迷倒台下许多女学生的芳心，前些日在中央台以专家身份出来接受采访，潇
洒不再，泯然中年矣。工作之后，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才惊讶，原来历史研究也可以写
得这样好看？等到前几年读德国人爱德华·傅克斯写的一套《欧洲风化史》三卷（《文艺复兴时代》
、《风流世纪》、《资产阶级时代》）时，我简直被五彩斑斓的史实迷住了。固然，人们说，历史是
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是，如果掌握资料足够的丰富和翔实，也可以更加趋于真相吧！尽管什么
是真相呢？天知道！渐渐发现，法国人在写历史方面很有天赋， 勒内·格鲁塞撰写的《草原帝国》场
面宏大，史料丰富。尤其对中国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来回拉锯，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的作用的论述
给我很大启发。（格鲁塞在四十多年中完成了许多著作，如《蒙古帝国史》、《亚洲史》、《远东史
》和《东方文明史》等。在20世纪中叶，他把欧亚大陆的历史加以整理，成为《草原帝国》一书。《
草原帝国》一书之后，欧亚大陆史才成为一种系统的学问。 《草原帝国》一书，其范围除大中亚外，
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还有草
原近邻的许多高原山地。西起多瑙河，东达贝加尔湖，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现
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编的《中亚文明史》（六卷本）包罗的地区，正是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范
围，可以窥见格鲁塞这部著作影响的一个侧面。）去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
化生活五百年》 ，它是美国著名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写的，雅克·巴尔赞也是法国人啊！回到《剑
桥插图中国史》，它开篇谈到西方人对中国的两个最大特征的归纳：巨大和连续性。我想，现在中国
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种种历史思潮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设想，都不能离开这两个基本特征。殷海
光所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就论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知识分子，太急于批判，断开中国传统文化
上的传承，导致政局的大动荡、大分裂了。《乌合之众》一书的作者古斯塔夫·勒庞也在20世纪初就
敏锐地观察到中国革命的狂飙突进，他预言，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会报复这种卤莽的决裂的，后来几
十年的发展，果然验证了这一点。整部书，用精当、翔实的资料，简练的语言描绘了西方学者透过种
种典籍和史料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解与描述。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对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论述，以
及1989年前后历史的介绍，毕竟，这部分是目前教科书里没有的。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无论是
对何种学科感兴趣，追根溯源，旁征博引都是必需的吧？2005年8月24日伦敦雾
3、小女喜欢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但她却去了国外读史。我的同事朋友听说后都大感惊异，怎么
去美国学历史？其实，我对他们的惊奇有些大不以为然，在中国就能学到历史吗？我们现在所阅读并
能带来阅读趣味，同时也能让你深思的中国历史著作，又有几本写自国内的历史学者？中国是个史学
大国，我们写作历史的传统那是无人能敌。每个朝代都会为上个王朝提供官修的历史，同时还有更多
的史家，也在以着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写着通史或者断代史。民间还有更多的历史研究者，他们
认真地考察着每个历史的细节问题。我们有着史记，有着资志通鉴，有着煌煌的二十四史。我们的典
籍汗牛充栋，我们的史料也是浩如烟海。我也喜读历史，特别是对于中国历史，更是有兴趣，毕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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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斯长于斯，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我都怀着强烈的兴趣去了解。近来，也看了不少此方面的书
籍，不过回想起来，甚少国人所著之书，多为国外汉学研究者所写的著作。并非我崇洋，而在于现实
就是如此。国外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让你熟悉的无比国内的多得多，对于在历史方面如我之辈稍有
了解者，知晓国外的汉学大家名字，也肯定多于中国的学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国内学者对于历史的
研究，有成就者恐怕都在四九年之前，之后的能够数得着的，大多也是在港台及海外出版。而在国内
影响较大的中国通史方面的书，印象中只有两本，一本是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另一本是范
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此二书基本统治中国史学界数十年，一般中国大学的中国通史教材，差不
多选用的都是这两本书。他们均是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来梳理中国的历史。所以，生活于四
九年之后年代里，凡是读过书的人，关于中国历史的记忆，差不多都来自于这两本书，或者更简单一
些，来自于取材于这两本书的中学历史教材。翦先生的纲要曾经消失了许多年，而这些年重要占据了
大学的讲坛。范先生的通史，刚应该是流传最广的，八九十年代，大学里只要开设了中国历史课的专
业，基本上都是以它作为教材。这两本书改变了中国史的写作模式，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大陆人
的历史观。从具体的事件叙述上，此二书还是很精当的，逻辑清晰，有着自己的见解。但其所失，在
于其历史观，那是国内当时最为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充满着斗争与阶级观念的历史观，先用
这种历史观将中国的历史设定了一个模式，然后将所有的历史事件往里套。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
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充满了剥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都有着深刻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
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定义了，因此不符合此定义的史实，只能被这样的历
史书所忽略。在这样的历史书中，历史丰富的血肉没有了，只剩下了骨架，而这种骨架还是被人强行
套入进去的。因此，读这样的历史书，只会觉得枯燥无味甚至厌烦恶心。这样的历史教材，确实摧毁
了许多孩子对于历史的兴趣，也让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有了一种割裂感。作为这种历史民族的后人，
你并不觉得你会有何种自豪感，你只会觉得我们的先人只会不停地斗争不停地打打杀杀。虽然历史少
不了刀光剑影，少不了密室阴谋，但历史实则和现实一样，是丰富多彩的，有着各种有趣的故事，也
有着各式的人性。我也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成长，直到进入大学，能够自己直接阅读史记这样的著作，
才发现中国的历史其实并非教科书上那样干枯无趣。随着一本本海外汉学研究著作引进，也才发现中
国的历史也可以这样写，有血有肉丰富多彩。在他们的笔下，中国的历史不再那样的黑暗，不再那样
的血腥，相反也是一群生活于阳光之下的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有着自己的感情，有着让人惊
羡的发明。这本《剑桥插图中国史》即是这样一本书，由美国伊利诺依大学的伊佩霞教授所著，写得
很浅显，是专门给大学生的读物。但一旦拿上手读起来，依然是兴味盎然。读者可以顺着伊氏的思路
，将中国历史重新扫描一遍。同时，你也可以发现，在这本由外国教授所写专门针对外国学生的书中
，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讲法与我们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叙述的手法，关注的重点，同时是整个
的思路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书很重趣味，不像我们的历史书那样枯燥无味，注重历史细节的展
示，靠具体的事例来说话，而不是将分析重点放在前因后果及其重大政策的表述之上。同时，该书非
常重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在读完此书之后，能让你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个基本的了解。它
的关注重点不在于朝代的更替，更不在于人物的褒贬之上，而在于事件与人物本身对于中国历史与文
化的影响之上。看完此书，我们可以发现，以前我们在中国的历史教材上重点强调甚至连篇累牍详尽
描写的史实，在本书中都是一笔略过。而以往我们所忽略的史实，则在这本并不厚实的书中被作者津
津乐道。当然，任何写史者对于历史的叙述，都会有自己的取舍标准，但从这种取舍中，我们却可以
看出更多的东西。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书中，我们的都有着差多的一致性，我们更为关注着政治与制度
，关注着王朝更迭，有着自己的宏大叙事。而国外的史书之中，却更为关注文化关注细节，关注普通
人的命运。两相对比，谁对读者更有吸引力，自然不言自明了。再加上近几十年来，政治对于历史的
大规模侵入，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历史整个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以这样的目的去写作的史书，要能
有吸引力才怪了。近些年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们也开始变化角度，放低自己的身段，不是站在政治的
高度去俯视历史，而是将自己置入历史情景中，从小事入手，从普通人的命运起笔，重写着中国的历
史，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将平时不读史的普通百姓，纳入历史书籍的读者群中，对于培养读者的历
史感，让读者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点确实是功莫大焉。但这些历史书趣味是有
趣味了，但毕竟戏说的成分很大，作者亦非专门的历史研究者，对于历史缺乏严肃的态度，也更少一
份历史学家的识见。因此，这些书只能作为历史八卦来阅读，而绝不能当成真正的历史书籍。恐怕我
们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得靠阅读国外学者所写的中国历史。这些历史书能给我们阅读的快感
，也能让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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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历史写成这样，这要经过怎样的艰辛啊。真的不容易。她的立场、背景与
国人不同，但即使是斯塔福利阿诺斯也难免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这没甚的，可贵的是我们可以试着从
另一个角度了解我们的历史思考我们的故事。虽有许多谬误但难免更多光辉。
5、写得很简要，但是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对妇女的态度、对外政策、移民等方面
的内容。尤其是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及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
6、我是看过万门大学的推荐图书后才看起这本书，阅读过程中心里也是一副对剑桥二字的崇敬和极
端膜拜的心态，虽然第一次接触的剑桥出版物是那本冒充的《剑桥倚天屠龙史》。这部名义上的学术
研究作品实际上仍然是一部普通人皆可读的通史类作品，尤其适合长期接受中国历史教育青年们，因
为书中有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分析视角，以及对历史问题的切入思路，并且很多观点都会改变以往对中
国历史的陈旧看法。首先，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伊利诺伊的伊佩霞教授很快便从中华文明与其
他那些古代人类文明之中找到了区别，苏美尔、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这些如雷贯耳
的名字所代表的文明没有一个像中华文明一样绵延这么长时间，并且在如此大的一个范围内拥有如此
众多民众的身份认同。因此伊佩霞教授贯穿于全书的一个主要观点便是分析中华文明为何成为现在这
样，以及这种民族认同的基础到底是怎样缔造的。她给出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是中国地域的特殊
性，东亚次大陆与天然的地理条件，使得其与中亚、西亚、西伯利亚有着天然的隔绝，并且广袤的太
平洋也使得中国大陆拥有一块非常安然的发展空间，所有中国文明都是在这片陆地上展开的；其次是
中国文明最初的书写形式是汉字，正是这种表意的汉字（而非表音的拉丁字母、希伯来文等）使得中
国范围内持不同方言的人们能够跨越时间穿越空间找到一种归属感与认同感，尽管有些汉字历史上读
音发生过变化；第三便是历朝历代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中央集权，使中国大陆的文明发展更多地归因于
主观的人为意志而并非客观的商品规律等，集权的另一个长处便是思想推行的便利与政策执行的彻底
，尽管这一特点在近代的很多事件（各种文化运动、文革、包括经济改革等）中表现地更加歇斯底里
。其次，本书全然不同与中国人所写中国史的地方在于，中国史基本都是帝王将相史（笔者中学时期
曾经幼稚地沉迷于各种帝王将相的封号与庙号收集），很少触及普通百姓，或者说很少将社会上的人
们划分成不同阶层来分析，而在此书中，几乎每提到一个朝代的历史，总要说说底层人民的生活情况
，同时夹带着政府的税制政策、货币政策等，以图总结当时社会对立情况与人们生活情况。比如提到
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度、唐朝时土地资本化、宋时期士大夫阶层与商业发展、明朝评书文化繁荣等。其
中，朝代与朝代之间不免有很大的相似性。第三，尽管这样说，本书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历史
的全貌，与我们所掌握的历史常识并无二至，因此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自己国家历史发展
的认知。相反，从某些层面来说，反而强化了这种认知。文中提到唐王朝的兴盛，作者也兴奋地探讨
了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卓越地位，兼容并包的气度与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以及百姓生活水平的突出
，各国各民族的拥戴等，犹如当下的美国。又比如，谈起宋朝汉人政府的尴尬地位，作者在同情之外
还有对金朝、蒙元入主中原后的积极改变进行的点评，明朝时期虽然商业贸易曾经有过一度的繁荣，
但是囿于独裁体制下各方猜忌与误会，使得法律政治秩序变得毫无改进，而明朝中后期皇帝的露露威
武作者则归咎于这种中央集权体制的活力殆尽。可以这样说，这本书值得一读，了解我们国家历史的
基础上，更加加深对西方人思维方式与思维角度的理解，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7、适合中国史入门读物，由于中国的历史太长，这样的篇幅很难深入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学哲学思
想，很多都只介绍了皮毛和概念。。适合中国史入门读物，由于中国的历史太长，这样的篇幅很难深
入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学哲学思想，很多都只介绍了皮毛和概念。。
8、当当网上买的这本本书排版漏印错别字太多实在看着生气写了几句书评，没想到给自动换成“内
容深刻，语言又简练易懂插图也恰到好处。无论是搞专业的还是青少年业余一读都是首选。”！内容
是很好的，可惜排版漏印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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