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年日本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年日本史》

13位ISBN编号：9789629966468

出版时间：2014-9

作者：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

页数：540

译者：李朝津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200年日本史》

内容概要

近兩百年來，中日兩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然而，除了「明治維新」、「甲午戰爭」及後來的「抗
日戰爭」等事件外，中文世界對日本歷史，尤其是日本內部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發展的脈
絡，了解甚少。《200年日本史》詳述德川時代以來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是一部極其全面的通史
論著。
自2002年初版以來，本書始終是美國本科生課堂最常用的近現代日本史教材。本書英文版修訂兩次，
吸收近年來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一直寫到2011年的「3.11」大震災及其後果。中文修訂
版依照最新英文版全面增改，逐字譯校，並增補了地圖和閱讀書目，是一本生動、可靠的教科書。

「 本書是迄今同類體裁中最出色的作品，作者戈登對過去二百年日本的歷史，做了豐富詳盡及引人入
勝的分析。」— The Japan Times
「 戈登的題材所描述的包括社會的動盪不安、生活的多樣化以及全球的聯繫。這些處於不同層次的掙
扎過程在日本社會銳變中顯露無遺，本書都撮要地描繪了出來。」— 約翰．道華（美國麻省理工大學
榮退福特歷史學講座教授）
「 本書作者未囿於從美國看日本的立場，涵蓋德川時代日本之『現代性』、『多樣性』及『關聯性』
，描繪了日本社會在世界史中之獨特性，跳脫傳統刻板印象與迷思。⋯⋯本書廣度、深度並重，深具
世界觀，值得細讀。」— 徐興慶（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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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知道是翻译问题还是用词问题，总觉得看完就忘记了
2、涨姿势
3、本书以日本近代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日本近代的改变是由世界（特别是欧洲）历史的演进而
促发的为观点，从社会各方面阐述日本近代发展。全面而简略。
4、写得比较轻松，200年的历程浮光掠影地讲一遍。
对于二战时的日本，并没有过多的探究和指摘。
也对，二战时的日本，只是200年中1/10的光景。
5、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特别是对于不熟悉日本历史的我
6、近現代日本史的入門書
7、可能是美国大学教材，太偏重美日关系，将日本放置在东亚这个概念下与邻国互动的描述太简略
。。。。
8、中规中矩的一本书，叙述方式跟高中历史书很像，但是比较完整的展现了日本200年的历史。
9、随便读读，不是竖版的。
10、注重日本历史与全球化的关系，战争年代描写较简短，对战后岁月的描绘较完整，了解幕府晚期
以来日本历史很好的一本书
11、全方位介紹近現代日本，很適合入門，全球性視野破除日本獨特之迷思，缺點是分析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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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与之前《二十世紀日本 : 從德川時代到現代》内容一样。作者: 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 ，出
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译者: 李朝津 ，出版年: 8/2006。读者购买时千万注意！最讨厌这种，换个书名、
换个封面，当新书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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