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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
约大学。
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
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生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
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
誉。
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
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
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
托尼·朱特所获赞誉
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具有传统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无畏的勇者。
——《时代周刊》（Time）
一位顶尖的欧洲历史学家、卓越的写作者和敏锐的思想家。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托尼·朱特文笔流畅，叙事强如海涛，论战笔锋更盛⋯⋯他能够在过去中洞见未来，使其著作充满独
特的时代感。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史学家，也是同代人中最敢言的公共知识分子。
——拉希德·卡利迪（Rashid Khalidi，著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托尼·朱特拥有作为旁观者却仍投身其中的优秀传统，是参与政治事务同时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知
识分子。作为历史学家，他最为独特的成就之一是将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和政治历史相整合，以揭示
一种在思想与现实、理念与行动、书籍与人群之间意想不到的相互作用。
——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
托尼·朱特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看到并传达宏大的图景，同时，还能深入这件事情的核心，大多数
专业学者两者都做不到，他们只在这两者之间飘着。但朱特既能够谈论这个大图景，又能阐释在当下
它为何重要。
——马克·里拉（Mark Lilla，著名思想史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
与自己辩论，尤其是与自己的激情辩论，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的标志。朱特只要一息尚存便从未停止
思索。⋯⋯朱特永远不会声称他给出了所有答案。但是他问对了所有问题。对此我们唯有感激。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政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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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四《旧欧洲 新欧洲1989—2005》目录：
第1章 四分五裂的大陆
第2章 清算
第3章 旧欧洲—新欧洲
第4章 欧洲的多样性
第5章 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
跋：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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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欧洲的挣扎和自我认知的重构
2、四分五裂的大陆（民主德国的消失；苏联的解体1991.12.25，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开）-清算（南斯拉
夫的四分五裂，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招魂）；旧欧洲-新欧洲（比利时的弗兰德人和瓦龙人、
欧盟的整合，全球化带来的4等级：新全球阶层、传统核心雇员、小职业阶层、雇佣工人）-欧洲的多
样性-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2003年伊战爆发时，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发文呼吁美国道路给欧洲国家
敲响了警钟，让后者重新思考共有的身份特征，找回他们共有的启蒙价值，形成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特
殊的地位。欧洲“非美国式”的特质——启蒙理性、民主社会主义而非实力政治、实用主义——正在
迅速成为欧洲人自我身份认同中最普遍的因素。“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并不成功）-跋：来自死者之屋
，欧洲的记忆（种族屠杀，法国承认维系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
3、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苏联解体之后的欧洲史就相对不那么有趣了，充满了太多无关紧要的争执
和细节，撑不起一册书的体量，即便有南斯拉夫内战也于事无补。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无趣
的时代往往才是最好的时代吧。
4、犹太人怎么这么不受待见》
5、拖延半年看完，最后一章最后一页留恋翻过去，舍不得结束啊！同时也在看《野蛮大陆》，相比
较，那本专门揭露恶行，看几章就失去兴趣。虽然有必要刷新年轻人模糊的战争观，揭开欧洲人曾经
刻意隐瞒的罪恶，但是视野应当开阔，批判而行，所以《战后欧洲史》绝对是不可超越的经典著作，
无论是因为比较客观全面的内容，还是寄予希望的出发点。
6、还不错的科普
7、在书的最后朱特说，21世纪将可能是欧洲的世纪。他说的也许不对，但21世纪至少应该是“欧洲模
式”的世纪，世界范围内，超主权的经济组织将日益淡化民族国家的概念，人们也会渐渐习惯这种模
棱两可的感觉——被动参与一个由陌生人掌管的实体（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就欧元区问题投过票），这
些经济组织的“公民”仅仅被定义为消费者而不是参与者，它没有国家的行政、军事、税收等一般职
能，它对违约行为可能束手无策，对危机响应迟缓，但是它稳定，因为它拖家带口。欧元区是一个相
对稳定但笨拙的货币同盟，在面对经济动荡时短期内难以宽松货币，只能通过违规举债、增大赤字的
方式缓解危机。朱特写这本书时是2005年，他看到些征兆，但肯定没料到从零八年持续至今的停滞和
衰退。
8、1 苏联轰然倒地，各联盟首脑摇身一变成为去共产化先锋，大肆攫取公共财产，叶利钦成为俄罗斯
总理架空了苏联庞大官僚系统，东欧想尽办法重归欧洲2 波黑战争另一个角度真相3法国德国英国谁是
欧盟之主，欧盟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下的宽松代理机构 4 全球化代替意识形态争论，左右派都比不过
新的民
9、欧洲人生活的纠结
10、“往昔越是接近当下，其往昔性岂非越深刻和越显传奇？” 旧欧洲像理想乡，歌舞升平群星璀璨
引领世界，然而怀旧是真，自我构建的成分里更多是遗忘和美化，“昨日的世界”早已坠入历史深渊
。在自我毁灭的灰烬废墟上再次站起来的欧洲，尽管更苍老疲惫，但确实是新的欧洲。
11、一二章苏东剧变末期和分裂倾向的叙事和第三章对欧洲在世纪之交的分析值得看，四五章看标题
觉得是作者重点，但论点评论过程都比较散而单薄。大概作者写六十年代的革命部分会比较好看。
12、德国统一、苏联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南斯拉夫内战、东欧诸国的“后共产主义”转型、西
欧尚存的分裂主义、欧盟制度建立和独特的欧洲式生活方式。
13、详实、系统，需要静下心来品味、思考
14、没前几卷好看
15、不及前三卷好看 可能是时间轴是写到作者出书的当下2005年的原因 有些素材没有经过沉淀 旧欧洲
破灭 欧盟成立 并且各国民族主义抬头 而不再过于关注姓资姓社 即使是战后 各国依然对犹太人避之不
及 甚至犹太人都不敢说他们是犹太人 长辈在外不敢诉说他们的战时经历 而晚辈在外也不敢说他们长
辈的战时经历 直到差不多60年后 各国才有很多官方正式承认迫害犹太人 反省和认错 之前都尽量模糊
化 甚至有些高官本身就是前纳粹分子高层
16、开年第一本书，极具启发，动摇我身上固化的历史观念
17、欧盟作为由国家政府承担的国际政府，它的各种先天不足势必束缚它的后天发展，新欧洲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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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仍处于一团团迷雾之中。
18、16书95。连着两晚翻完。书是好书，前半本尤好。但对书中所言21世纪可能是欧洲的世纪，俺不
敢苟同。
19、此卷后半部只翻了下，除了前面苏联瓦解和南斯拉夫分裂部分外，变得更具有文化评论的味道了
。四分五裂的大陆（民主德国的消失；苏联的解体1991.12.25，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开）-清算（南斯拉
夫的四分五裂，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招魂）；旧欧洲-新欧洲（比利时的弗兰德人和瓦龙人、
欧盟的整合，全球化带来的4等级：新全球阶层、传统核心雇员、小职业阶层、雇佣工人）-欧洲的多
样性（）-代表一种生活方式的欧洲（足球，与美国的区别）-跋：来自死者之屋，欧洲的记忆（种族
屠杀）~
20、月初就看完了。许多事情离得太近，我必须要努力地将作为新闻的事件替换为作为历史的事件。
21、人类的苦难不能由作恶者的目标来衡量。要追溯过去，依靠的是“历史”，而不是回忆本身。这
里的“历史”具有双重含义，既是指时间的流逝，也是指对于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而后者更为重要
。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份清醒。
22、时隔两个月四本总算统统读完了。感觉一遍只是读的粗浅，是需要耗些气力仔细研习的书作。
23、写的真不错
24、走向一体化。
25、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翻译不好，内容有助于我们换个角度看我们所经历的历史，99年的时候新
闻联播里的东西，可能和欧洲史看那段历史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2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无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愿望，它作为一
个帝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地域跨越十一个时区，囊括了几十个不同的民族。“”太大了，所以无
法归结单一的身份或者一致的目的。
27、巴尔干半岛的混乱，东欧剧变后欧盟对诸国的暧昧态度，欧盟自身的尴尬位置，千禧年前后欧洲
国家意识的转变和对犹太人的漠视。朱特在这一册中预测到了欧盟脆弱的国家安全力量的麻烦，和欧
盟各国在逆境中的矛盾根源。
28、3.5分
29、2005年的欧洲假如还能在“道德”上吹一吹，2015年的欧洲恐怕就只是个巨大的sham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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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书里有一个观点令我印象很深刻，在谈到英国人在欧盟里的角色时，大部分英国人从心底其实并
未完全认同自己属于欧盟的一员，这在他们谈论到自己国家或欧洲其他国家时，他们总是用来自欧洲
来称谓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或事物，而对于他们自己，则直接会提英国；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我也曾与
来自英国的友人提及这一现象，她们表示也很惊讶自己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区别，但这一现象确
实存在，并表示很多时候她们确实会下意识地脱口而出英国而不是欧洲，就像刻在他们潜意识里的符
合一样，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太难被历史尚短的欧盟所影响，这一点对于英国人来说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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