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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
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历
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
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
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
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
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
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
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
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
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
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
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存在就一定合理么？
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
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
纲，着重东西的汇合。
”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
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
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
点而不及其他。
“大历史”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
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己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
。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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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
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
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震撼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该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但最早出版的却是中
文版。
1980年其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其老友廖沫沙特地题笺，印在封面。
这部书的英文版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特地在《纽约客》杂志撰写推
荐文章。
《万历十五年》一书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提名。
后来，台湾出版人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由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并亲自为这本
书作书评附于书后。
从此，黄仁宇在两岸三地成为知名度颇高的历史学者，文章时有见报，并集结成多本专书，其作品被
各方追捧，真可谓是史学界之异数。
探究其原因，这恐怕与黄仁宇先生的文风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作品，首先建立一个大的历史架构，然
后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在抗战中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的体会，以及在美国生
活多年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从而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

读。
写作格式不拘成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因而吸引了广大读者。
尽管黄先生的书受到了读者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在学术界先生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没
能获得一致的肯定。
正统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先生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
合于一瞬，总让他们觉得过于冒险，把历史解释得过于简单化了。
在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也屡屡提及他撰写的书在美国是如何如何的难以出版，以及他与费
正清、亚瑟·莱特等知名汉学家在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方面意见是如何如何的相左。
实际上，先生半路出家不假，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史，确实是下过苦功的。
他曾用两年半的时间，把卷帙浩繁的《明实录》阅读完，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由此可知其用功之勤、
功底之扎实。
台湾影响颇大的《中国时报》曾组织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并分别安排了专题
演讲与综合座谈会，“业内人士”与“业外人士”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成为史学研讨会的一大奇观
。
有学者说，随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出版，“不仅显示出黄氏以财政制度解析社会
结构的史家慧识，更蕴含着黄氏多年苦读全套《明实录》巨帙的心血结晶。
那些总喜欢批评黄氏“空疏”的学者，若能早些看到这部明代财政专书，可能亦不会如此“勇敢”。
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愈来愈狭小，出版的作品也愈来愈细屑，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大
量纷繁而琐碎的史料所淹没，史学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
，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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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
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
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
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
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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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
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
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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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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须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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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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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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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虽然决定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却是下面将要论述
的几个方面。
◎影响统一的主要因素：地理条件中国在公元之前，而且自赢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
理的力量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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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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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是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依据，通过作者本人对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理解，将
大师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疏理成通俗文字的一种尝试。
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处，就在于他始终
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读者往往在面对大师博大精深的著作时而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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