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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仁宇先生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
，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本书作者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基础，深度解析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集中勾勒了黄仁宇“大
历史观”里面关于中国文明的源流、统一与分裂、均田制以及官僚体制的特征等理论问题。
书中还附有黄仁宇先生的小传及其著作概述，可以让读者更全面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思想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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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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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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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地理条件
文化凝聚力不可夸大
中国社会演变的动力：均田制
中国古典的政治模式：官僚主义
第二章 中国历史发展的轮廓1
制度与文化的奠基：从周公到孔子
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一帝国
社会的重新整合：长期的分裂
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第二帝国
收敛与退缩：第三帝国
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中国长期革命
第三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
封建制度的确立者：周公
从“克己复礼”到“百家争鸣”：孔孟思想的流变
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李悝变法
第四章 第一帝国——秦汉（上）
开创中国政治的早熟：秦始皇
并非商人参政：汉武帝
外戚的最高典范：霍光
第五章 第一帝国——秦汉（下）
毕竟是书生：王莽
最成功的人士：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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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长期的分裂——魏晋南北朝（下）
与自然力量对抗：南朝北伐
中国再统一的工具：孝文帝改革
文教体系的产生：分裂中的积极因素
第八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上）
不了解自己的地位：隋炀帝
帝王将相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
史学家的为难处：武则天
沉重的隐患：开元盛世
第九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中）
两种体系的冲突：安史之乱
新旧交替的代价：藩镇割据
推动历史的工具：黄巢
政治与国防重心的东移：五代十国
第十章 第二帝国——隋唐宋（下）
权力的重塑：赵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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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商业化：王安石变法
农业国家的现代化困境：贾似道买公田
第十一章 第三帝国——明清（上）
文化冲突的尴尬：忽必烈
彻底的“复古”：朱元璋
被夸大的改革：一条鞭法
明清无“资本主义萌芽”
第十二章 第三帝国——明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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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的巅峰：康乾盛世
不明智的退缩：闭关锁国
第十三章 未完成的长期革命
长期革命的准备阶段：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
高层与低层的脱节：辛亥革命
悲剧性的过渡人物：蒋介石
创造新的低层：土地改革
第十四章 世界资本主义
商业系统=资本主义
简单化的数字管理：威尼斯的经验
进取与保守的统一：荷兰的兴起
改造英国的高层：光荣革命
附录 传记及著作概述
黄仁宇小传
黄仁宇学术著作概述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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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　　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
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mdash;&mdash;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读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听黄仁宇先生讲中国历史，在
脑海中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那就是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是什么。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一般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很虚无缥缈，没有办法讲得清、道得明。
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大凡真正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有自己对整个历史的看法，有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和
看法，又会不可避免地浸润到他的历史著作中去。
黄仁宇先生也是如此，只有真正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史学思想。
　　黄仁宇先生是一个经历丰富而又坎坷的历史学家。
他出身戎马，早年四处奔波的军旅生活，使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底层情况，对于中国社会有了更理
性的认识；其后赴美求学，除了获得不少书本上的知识外，还实际体验了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
黄仁宇先生也自称，他的历史观是与众不同的。
正是由于有了开阔的视野，其文章才能经常察人所未察，言人所未言，慧眼独具，发人深思。
　　那么，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是什么呢？
这就是他所反复指出的&ldquo;大历史观&rdquo;。
即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
的真实面目，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
　　黄仁宇先生所关心的，是那些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
他欲通过历史研究而探求的，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所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将
会决定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因素。
　　&hellip;&hellip;　　◎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地理条件　　中国在公元之前，而且自嬴秦之后，以
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mdash;&mdash;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地理条件对人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是历代
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因为关注和思考这种影响，实质上就是在关注和思考人类
自身文明的起源问题，而这正是历史研究的永恒命题之一。
　　众所周知，人类的文明古代形态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比如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
非洲文明、俄罗斯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等。
以研究文明形态而享誉全球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甚至将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有影响的文明
划分为26种。
面对众多的文明形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各种文明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原因当然会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不少人将其归结到地理条件上。
比如，有的学者分析，由于希腊半岛多丘陵、少平原，故而形成了彼此互不统属的各个部落，难以存
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同时，由于内部资源严重不足，加之靠海，又顺其自然地迫使它走上了海外殖民
的道路。
还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非洲人之所以个性独特，乃是
由于非洲地处热带，不仅当地土著居民的皮肤被晒黑，高温也改变了他们的血液成分，使得他们疏懒
而不愿意工作！
这可就带上了种族偏见的有色眼镜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曾经轰动一时的是前苏联学者列&middot;谢&middot;瓦西里耶夫的《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来自西域，即&ldquo;文化外来说&rdquo;。
针对这种会影响民族自尊心的观点，中国学者纷纷撰文反驳，认为中国文明完全是本土产生的。
后来，随着发掘资料的大量出土，中国学者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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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强大的中央集权道路，这方面的研究更多。
其中影响最大，也能自圆其说的，当属魏复古（KarlA.Wittfogel）博士的观点。
在研究中国史的领域中，魏复古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人物。
黄仁宇先生提到，当自己在密歇根大学当研究生时，主修中国研究的人都常常提到他。
魏复古的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Despotism），主要是分析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
度和中国的古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书中，魏复古说，这些&ldquo;东方文明&rdquo;都隶属于他所设计的&ldquo;水力社会&rdquo;范畴，
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而为了顺利完成大规模任务，对大批的劳动力就必
须施以严格的命令，因此专制主义在这些地方就会无法避免。
也就是说，在魏复古的字典中，&ldquo;水力社会&rdquo;和东方社会是同义词。
　　黄仁宇先生指出，魏复古创造出的这套东西，无非是为了避免马克思的&ldquo;亚细亚生产方
式&rdquo;。
但魏复古为了自己理论的需要，将&ldquo;东方&rdquo;包括了印加帝国（今日秘鲁共和国地区），却
把日本排除在外。
在魏复古看来，由于日本的灌溉工程是片断零碎而非协调一致，所以日本社会是&ldquo;水利农
业&rdquo;，而非完全的&ldquo;水力&rdquo;，由于缺乏集权的需要，因此即使是封建［1］时代的日
本都&ldquo;无法发展战争的艺术&rdquo;。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是否已经成为历史，魏复古说&ldquo;不&rdquo;。
他认为这些东西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相当活跃。
他还认为，苏联是俄国&ldquo;在亚细亚的复活&rdquo;，以工业基础充实其新专制主义；而中华人民
共和国，更是&ldquo;货真价实&rdquo;的亚细亚复活。
　　大而化之的概括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好比街头的算命先生，可以用含糊不清的&ldquo;玄
语&rdquo;唬住有心求得神灵保佑的信客，信之则灵，看你怎么理解。
魏复古的理论看似深刻，但由于他的&ldquo;理论&rdquo;实在太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持，因而很难有太
大的说服力。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曾在《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上，对魏复古的理论进行过
集中地批判。
黄仁宇先生也在《黄河青山》一书中提到，由于魏复古的&ldquo;东方专制&rdquo;理论过于花里胡哨
，引起本来是好朋友的李约瑟先生的批评，认为魏复古&ldquo;否定事实&rdquo;。
总体来说，黄仁宇先生对此问题的思考，是在对魏复古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
　　那么，黄仁宇先生眼中的地理条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如何呢？
他说，&ldquo;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还带着早期统一的永久痕迹，而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则是大自然
的力量。
&rdquo;黄仁宇认为，历代王朝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都是回应地理条件的挑战。
　　在这些地理挑战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整治黄河。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
治水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2000年来政府官员和众多学者不断强调的主题。
黄河流经黄土地带，而黄土覆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疏松，风沙所沉淀的黄土厚度介于30
～100米之间，黄河河水因此夹带大量的淤泥，常常会塞满河道，溢出堤防，造成难以计算的生命和财
产损失。
　　只有一个能控制所有资源、公平分配国内资源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解除人们面临的威胁，提供
所需的安全保障。
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说，人民需要一个能全盘处理水患问题的当局，因而造就中国这个国家的诞生，
可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
　　早在公元前651年，黄河流经的各个诸侯国就召开会议，类似于现在的阿拉伯联盟会议，除了讨论
其他事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证不兴修妨碍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如截断水流）。
　　季风与农业的密切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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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是大陆型气候，中国农产区的雨水量，80%出现于夏季的3个月内，其间主要的风向还会改变。
季风由菲律宾海沿着西北方向吹来，而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吹来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两者相遇后，
其中的水分凝结为雨。
但下雨或不下雨，或什么时候下雨，全靠这两种气流了。
要是它们交汇在某些特定的地区，那里就会产生洪水；如果气流没有交汇，就会产生极度的干旱。
可以理解，这两种天灾常常会同时侵袭不同的地区。
有人估计，在《二十四史》里记载，每6年农作物就会严重歉收，每12年就会出现大饥荒，可见问题的
严重性。
（科学家们根据各个地区每年的降水量的历史记录作统计，发现如果按年降水量400毫米画线，从东北
东部内陆开始，穿过长城中部，弯向西南方，将中国内陆和青海、西藏划分成两边，可以将中国地图
清晰地分为两个部分，所以科学家称这条线为&ldquo;400毫米等降水量线&rdquo;。
）除了季风，还有所谓的&ldquo;400毫米等降水量线&rdquo;。
在这条线东南方，每年雨量相当充足，使得农业兴盛，人口繁多。
而这条线以西及以北，则是游牧民族随水草而居的地区。
　　正是由于降雨量的作用，导致在中国出现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并存的现象，并直接因争夺资源
而留下了很多家破人亡的记录，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入侵已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才会有长城的修建。
中国农业官僚管理制度的兴起，也是回应这种挑战的结果。
　　救饥救荒是历代王朝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很早就能达到统一的另一个原因。
在秦完成统一前的五百年里，中国长时期处于互相残杀阶段，原先的一百多个诸侯国，逐渐减少到13
个；到最后的两百年里，还剩下7个：韩、赵、魏、楚、燕、齐和秦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ldquo;战
国七雄&rdquo;。
七个大国互相争伐，后来由秦国吞并其余六国，完成了统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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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
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mdash;&mdash;黄仁宇　　&ldquo;大历史&rdquo;观的提出者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
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
　　&mdash;&mdash;庄周《齐人物论》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
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
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mdash;&mdash;高王凌《黄仁宇放宽史学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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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仁宇，著名历史学家，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ldquo;大历史
观&rdquo;享誉华人学界，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
　　通俗历史市场大。
黄仁宇先生以&ldquo;大历史观&rdquo;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
堂，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ldquo;玩
物&rdquo;。
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ldquo;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rdquo;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
对于中国&ldquo;国民历史性格&rdquo;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一个真正的&ldquo;平民学者&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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