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訪中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採訪中國》

13位ISBN编号：9789573268406

10位ISBN编号：957326840X

出版时间：2011-9-1

出版社：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页数：452

译者：楊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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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中國》

内容概要

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
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
方興的古老中國。⋯⋯阿班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
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
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
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
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
、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
，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
外交方略。
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
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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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又譯為亞朋德，1884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卒
於1955年，一生未婚，無子嗣。他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當起
了實習記者。來華前，已在美國報界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1926年來華，1929年之後任《紐約時報》
駐華首席記者，1941年離開，一待就是十五年。與中國上層人士關係密切。著述頗豐，作品包括《苦
難中國》（Tortured China）、《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
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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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譯者序
卷一．中國蘇醒了
一、隻身來到動蕩的中國
二、帝國主義的前哨
三、孫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從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導報》的醜聞
六、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京津備戰插曲
八、濟南慘案獨家報導
九、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遭國民政府驅逐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營救胡適
卷二．日本發動戰爭
一、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二、征服滿洲只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日軍蠶食華北
六、被公開叫賣的秘密協議
七、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中國時局
八、獨家新聞：西安事變
九、與莫斯科的雙重關係
十、蔣介石聽從意見了
十一、南京路的死亡與恐怖
十二、日本惡魔第一人
十三、日軍在上海的暴行
十四、引狼入室
卷三．世界進入戰爭
一、日方要員登門警告
二、和平的一線希望
三、日本高官的試探性接觸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全球率先報導日德談判
六、橫遭日本便衣毒手
七、日本憲兵隊偷襲的內幕
八、美國的幻滅與沮喪
九、中國人的中國
十、戰後並非太平盛世
結語：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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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另外的角度
2、挺不错的，第三方的视角，微观细节和宏观场景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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