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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青山》

内容概要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
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
，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黄仁宇作品系列·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
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
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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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青山》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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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
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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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青山》

书籍目录

编者说明
本书和作者
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
中国内陆
印度与缅甸
上海
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
普林斯顿，新泽西
安亚堡，密西根
密西根：更多的回忆
没有特定地点：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反省
剑桥，麻省
剑桥，英国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
新港，康涅狄格
纽约，纽约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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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青山》

精彩短评

1、意外的好，学术生涯的部分比《斯通纳》更精彩，戎马生涯的部分也不赖。总而言之，即使不谈
学术观点的对错，黄仁宇先生的执着、专注、真诚也配得上我们这些个凡夫俗子的尊敬。
2、到了今天，可算是读完了。前面读的飞快，最近几天完全没有读书的心情，于是这本书用了21天才
读完。这本书必须是五星好评，书中不仅包括了黄仁宇的生平细节，在这些细节中夹杂了大量的议论
，让我可以真正地去领略他的大历史观，其中让我最为震撼的两点，一是他非常客观地评价了蒋和毛
两位，都是改造中国的两位伟人。二是在最后，他写道：“目前东西方的冲突不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世
界的对立。本质上来说，这两方都是不完美的体系。⋯⋯也许最后的摊牌可以避免，前提是双方都决
定不再宣称自己的一方具备道德上的优越，而是以坦诚和互助来解决实际问题。”那时候才是80年代
初，就有这样的眼光，实在了不起。
3、少年投笔从戎，抗战结束继续求学，入美帝刷盘子，游走在哈佛剑桥，谈笑鸿儒。
4、有点翻译的味道  不过算是比较真实的回忆录啦  普通人的抗战经历 融入美国生活 进入欧美学术圈
子  -----大概人上了年纪对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纠结  虽然很接近真实不过作者文笔极为随意 看事情有
点任性 似乎总有一股得意或者不平之类的气息在字里行间
5、第三本黄仁宇的书。觉得这本最好。个人命运与20世纪中国交织在一起。改变了我对毛蒋的认识。
看到Ray晚年被解聘，突然觉得好悲凉。文人艺术家，在现世的社会还是弱的，但他们身后总是留下
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6、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不管在哪儿的学术圈都差不离
7、认识中国必读。
8、活在宇宙的螺旋中
信念无法主宰人类前进的方向
9、黄先生的大历史的观点形成演进有了一些了解，非常敬佩黄先生笔耕不辍，勤奋向上的精神。
10、和《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对照着读
11、黄仁宇老先生的回忆录，记录了在重庆在缅印在东北在日本在美国在英国的历程，写了和故友和
长官和师长的故事，还有其大历史观的形成过程，这是一本了解黄仁宇的不二选择，书中也有作者在
美任教出版的不愉快经历。重点在于看到其对中共对林彪对土改的独到见解。
12、拖拖拉拉， 扭扭捏捏，满纸的流水账。给两星是因为书中有些观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13、黄仁宇南开大学退学，投笔从戎十年，流亡美国刷盘子，34岁再入大学，学术上也是坎坷不平，
最后终于在历史领域获得不小成就，与现代中国史交织不断，真是传奇的一生啊
14、书本的内容不错，然而中译本的翻译糟糕得让人要吐了，想问问译者的英文有没有过四级？
15、读起来颇有趣味性，可能我也想写回忆录的缘故，但是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书籍创作，在万历十
五年走红之前遭受的冷眼，看出来对蒋还是比较公正，无失偏颇。
16、与其说是回忆录更像是一部私人化了的历史著作。黄先生的人生经历丰富而带有传奇性。
17、从退学从军到万历十五年的出版。他对国共双方的评价还是蛮客观的。似乎本书被审查的不多，
希望这种开放也能越来越多。
18、学术吐槽录。大历史观分析方法有问题，被美国史学界不接受程度较严重。槛外人读完一方面觉
得好像他自我太强烈一方面他在很多问题上又表现得非常有胸怀和眼界。同时强烈感到历史总在重复
，人类没有长进似的。哎。
19、历史学家的抱怨和牢骚都这么有趣可读。真正的将个人史与大历史结合在一起，得知了大历史概
念的形成背景。
20、跳着看的，主要看的是对国共历史的经历和评价部分。作者算是比较客观的了，对双方都有比较
客观的评价
21、看作者的一生，青年从军，历经抗战和国共内战，壮年留学他乡，生活清贫，学术上颇不得志。
也看作者的思考，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相适应的文化和治理方式；历史不断
前进，历史人物置身其中不过是在扮演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片面教条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取
，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路径；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不同国家都应形成数字上的可管理⋯⋯以及
，我猜测翻译工作是通过百度翻译之类的先英译中，然后再修改语言，甚至可能连修改润色这个环节
都没有，太多太多的地方不合中文用语习惯，整部书最后的译后记简直讽刺，这个译本是彻彻底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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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青山》

对不起黄仁宇先生的在天之灵。
22、书很好，翻译不行
23、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有些观点确实不错，就是有些太过啰嗦，且是东拉西扯。毕竟是回忆录。
24、这几年一直在寻思，为什么中国走不出朝代更替的怪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总是在受苦？为什么
中国在19世纪面对世界的挑战时会一败涂地？为什么我们的法治社会建立的这么艰难？我知道这一切
不能归之于道德，但到底是为什么呢？找不到答案。《黄河青山》给了我一个答案，即使这是一家之
言，但其能做到自洽，是我见到的最好的解答。又：现在想来，答案其实早在我看过的《五历十五年
》中，可对于鲁钝的我来说，不看《黄河青山》根本无法了解《万历十五年》的深意。————||—
——— 如果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分成两个阶段，那可以说中国正在跨过第一个阶段——底层的货币管
理，而第二个阶段——法治社会的建立——确是任重道远，现在看来是远未开始。————||———
—不，其实已经艰难的开始了。但法治社会不是指法律条文的制定，更多的是法律意识。
25、2017.1.28-2.24 只能用啃来形容，能力不够，学识不够，没办法打分，最后10%没有认真读，一向
喜欢善始善终，终究不想难为自己了，也许以后会懂，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懂。
26、历史学家应是可以预见未来的格局，把自己融入历史，他看到的更远，从后面往前看，往往有中
上天注定的味道⋯⋯
27、至今读过最厚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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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青山》

章节试读

1、《黄河青山》的笔记-第375页

        我认为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
出现?"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关心的更是直接的问题:"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如此才能更接近问题的核
心。

2、《黄河青山》的笔记-第259页

        1937年，他带领中国打一场没有计划的战争，就好像禅宗一样，以美感和本能去面对问题，依赖
灵感的忽然涌现，而非精心的策划算计，他在大方向中摸索，让后果来决定细节。每当他缺乏执行工
作的工具时，他就用决心来填补。幸运的是，对手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因为日本人并没有长期的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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