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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美国发现历史》一书从约稿到初稿、二稿，再到定稿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作者们的热情、坦诚、认真和严肃使我们两位编者深深感受到这本书的份量。
这些篇章决不只是即兴而发的感怀和拾遗，它们凝聚着一群在特殊历史时段和空间中走到一起的中国
历史学人的磨难和思考，记载着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奋斗与成长。
这里记述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精神——为追求学识知难
而进，为追求真理在所不惜。
历史性的机遇合编回忆录的想法肇始于2008年。
那年春天，《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一个小范围讨论会，
纪念中国留美历史学会（The 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HUS）成立和学会期刊出版二
十周年。
讨论会的论文登出后，在学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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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出国浪潮中，本书的作者们背负着理想、期待，以及改变
命运的渴望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们为了生存、尊严和追寻真理而挥洒血汗。
当他们以“成功者”和“过来人”的目光审视那段苦乐参半，异彩纷呈的人生历程时，他们渴望讲述
，渴望为往昔留一点纪念，给后来者一点启迪。
　　他们创造历史、他们撰写历史。
三十一位历史学者用浸透人生感悟的史笔，记录了自己在美国求学与工作的经历，对美国理想与现实
的解读，书写了一份因真实面精彩的历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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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
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历史系终身教授。
曾任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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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1980 　“出”与“入”/巫鸿 1981 　惑中做史/叶维丽 1982 　从边疆到边疆/刘晓原 1983 　出版的学
问与学术的出版/李小兵 1984 　火的洗礼/王希 　路漫漫其修远兮——学史人生三十年之回顾/张信
1985 　历史，你在哪里？
/陈勇 　走进多元文化社会——一个历史学人的留美经历与思考/李洪山 　澳美留学就业记——兼论美
国学术出版/熊存瑞 　西方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我在美国的学术生涯/余茂春 　学海无涯，有容乃大——
我在美国求学治史的经历/翟强 　学史之道——兼论史家的“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朱孝远 1986 
　从“二战史研究”到“冷战史研究”——我从中国到美国学术经历的若干片段/陈兼 　学而不优则
仕——美国大学职业转轨散记/洪朝辉 　西方唱盛中国——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历史翻案问题/卢汉超 
　当孔子碰到耶稣——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执教散记/孙绮 　我在美国求学，教学与治学/许光秋 1987 　
从小镇走向大洋——突破和创新/邵勤 　近代中国体育——范畴类别与体制归属/王冠华 　我们究竟应
该怎样学历史？
——一个圈内人的“圈外话”/王晴佳 　求学治史，感悟人生/萧知纬 1988 　从手指湖到落基山——我
的导师和我的学史历程/田宪生 　在美国发现第三种历史——从“本历史”到“它历史”再到“大历
史”/魏楚雄 1990 　浮生三记/徐国琦 　大洋两岸史海探寻杂感/杨志国 　求史三记/姚平 1991 　充当中
美学术间的“二道贩子”/王笛 1992 　他山寻石，攻玉以理——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求学记/丛小平 　
游学北美十八年/单富良 1993 　重新认识乡村中国——兼谈我的治学经历/李怀印 1998 　在美十二年—
—我的学术经历/夏亚峰 附录一 回忆创办留美历史学会的日子/高王凌 附录二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大事
记(1987—2010) 附录三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理事会(1987—2010) 附录四 留美历史学会期刊大事记(198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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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①罗威廉认为“公”不仅是相对“私”而言，也是相对于国家政权（“官”）而言，即介于国
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
这一点他在有关汉口的书中已发挥了。
②汉代《礼记》中所说的“天下为公”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大公”，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概念。
在十八世纪以前，公和官的界限并不明显。
到了十八世纪，在陈宏谋这样的为政者心目中，“公”有了非常具体的内容，例如“公事”、“公益
”、“公举”、“公论”等等。
很明显，这里的“公”不仅是相对“私”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相对“官”而言。
举例来说，在法律上“归公”和“归官”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前者为集体或地方社区社团所有，后者为官府所有。
这里“公”的概念就和“民”的概念相连，一件东西“归公”，这件东西还是“在民”，而非“在官
”。
所以在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有私、公和官三角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一些中国人常用而司空见惯的词语做的一些分析有时虽不免牵强附会，但
也往往是旁观者清，能言人之所未言；罗威廉就属于后者。
最后，在众所周知的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下，陈宏谋对个体主义（包括个人思想的表达和对个人的尊
重等）以及个人的欲望、需求和个人对团体、社会网络和等级制度的适应看作是一种“义”和“欲”
的关系，认为“人情”、“私情”也是一种社会需要。
陈宏谋心目中有关“人”的概念可以分成四类：人作为一种天然的动物，即人类；人作为家庭和社会
的一个成员，例如作为儿女、作为臣民；人作为某种类型或团体之成员，例如男人和女人（性别），
富人和穷人（地位）、汉人和满人（种族），等等；最后，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从对“人”的概念出发，陈宏谋的个体主义思想大致可总结为五个方面，包括救世思想、个人的尊严
、良心和天良、社会责任、个人利益等。
在陈宏谋看来，为自我、个人求得利益是人的天性。
人类所需者是在市场动力和社会控制、个人私德和儒教的大道德之间求得平衡。
陈宏谋这类士大夫将本阶级看作是有救世责任的或以天下兴亡为己责的阶级，而非特权阶级，故遇事
先求诸于心，然后才求助于法律和政府，在地方上则处处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并身体力行的“有心乡绅
”、“有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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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每个历史研究者都面对着“两个历史”：一个是他所研究的过去的历史，是他所希望重构和解释的对
象；另一个是他所属于的学术史，他所作的历史重构和解释不可避免地是这个还在持续着的历史的一
部分。
一个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应该对这两个历史都作出贡献。
　　——巫鸿我意识到自己具有的多重身份，我既是“里面的人”——在中国长大，又是站在外面往
里看的人——我的困惑和问题意识，和我在西方的生活有直接关系；我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是历史
的研究者。
多重身份有时会造成不同身份之间的“紧张”，但也有助于超越单一身份可能带来的局限，有利于从
不同角度来看问题。
　　——叶维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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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这些作者）从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大学教授的成长经历充
满了鲜为人知的失败与成功、痛苦与光荣、博弈与创造的故事。
《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的许多篇章是他们作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历史学人对人生经
历的社会学式的观察与思考。
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生故事不但激人意气，而且耐人寻味。
——王希、姚平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美国发现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