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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是“头号中国通”、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领域的泰斗费正清唯一的一本个人自传。
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里，费正清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缘，讲述了他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有
关的生活与工作，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
风趣、清新的笔调，将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对读者而言，《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将不仅仅是
一本简单的个人传记，而是读懂中国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
正如余英时评价的：“作为史学家的费正清，费正清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在中美关
系中所持的立场。三个方面，三条线索，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是费正清的主要业绩所在，主要思
想观点所在。”费正清长期观察中国问题，并且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重要人物有交往。
他的研究和观点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
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他既是历史的观察者，也是历史的亲历者。
----------
【编辑推荐】
◎全球最权威中国问题专家、“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的唯一自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他取中文名“费正清”；麦卡锡主义横行，他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人之一
；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傅高义、余英时等全部出自他的门下⋯⋯他创立了美国的当代中国学，
创建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他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决策。了解现代中国，从阅读费正清开始。
◎一部个人化的现代中国史，一部看懂现代中国无比重要的著作
费正清曾五度来华亲历中国变革，接触、结识宋美龄、孔祥熙、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尼克松、
基辛格、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费孝通、龚澎、乔冠华等上百位中美政学重要人物，见证
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奋起与失落，此可谓空前绝后。这是一个“头号中国通”最完整的传奇人生记录
，也是一部个人化的现代中国史。
◎对近现代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为什么“延安访问团”没能扭转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
革将会走向何方？中国将如何走向公民社会？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
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同时对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进行了透
彻的解读。任何人想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所认识，从阅读这本书开始。
◎中国重要政治、文化人物的独家观察评价，极具看点
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适、林徽因、梁思成、郭沫若⋯⋯和中美政治、文化人物的亲
密接触、个人交往，让费正清对他们有着更深切的理解与认识。在这本书里费正清对这些重要人物有
着独到的评价，极具看点。可以说，这本书和基辛格的《论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陶涵
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
【评论】
和他的谈话改变了历史。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前国务卿）
在哈佛的中国研究领域中，费正清是伟大的奠基者和机构缔造者。他的继任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
群学者。⋯⋯如果没有一位自信的不懈的斗士，开垦拓荒并创建我们的“东亚王朝”，我们无法像今
天这样欣欣向荣。
——傅高义（Erza Vogel，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作者）
我对他心怀崇敬，就如对待一位在你刚起步的时候关注你的长者。对他和他的力量，我从来都仰慕不
已。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著名历史学家、《追寻现代中国》作者）
作为历史学家他极不寻常，因为对他来说，历史一直延伸到昨日。也许，正是这一点鼓励着他与美国
及中国的公众人物保持着极其广泛的联系；当然这也使他知道并关注在国民党及共产党政府统治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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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
——谢伟思（John S. Service，美国前驻华外交官）
作为史学家的费正清，费正清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所持的立场。
三个方面，三条线索，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是费正清的主要业绩所在，主要思想观点所在。
——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
费正清一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演变，来分析、评论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对我
国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
——萧乾（著名翻译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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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
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外
交官、政策顾问。主要代表著作有1948年初版并经多次修订的《美国与中国》，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
德共同主编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与赖肖尔合著的《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以及临终前交付
出版的《中国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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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言
第一部分　负笈求学：在五个地方接受教育（1907—1931）
第1章　为何我将目光投向东方
第2章　了解中国
---------
第二部分　我们首次发现中国（1932—1935）
第3章　来到北京
第4章　开始观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第5章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眼中的中国
第6章　哈罗德·伊罗生与恐怖行动
第7章　蒋廷黻和现代化
第8章　成为专家，任教清华
第9章　我们的中国朋友
第10章　访问最早的通商口岸
第11章　首次离开中国
---------
第三部分　学会当一名教授（1936—1940）
第12章　拿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第13章　开始在哈佛执教
第14章　战争与政策问题
---------
第四部分　华盛顿、重庆和上海（1941—1946）
第15章　来到华盛顿
第16章　战时前往中国
第17章　立足重庆
第18章　玛丽·梅乐斯和战略情报局
第19章　学术中心与美国利益
第20章　1943年——蒋介石开始失去人心
第21章　接触左翼
第22章　与华盛顿的战时新闻局一同工作
第23章　战后中国
---------
第五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余（1946—1952）
第24章　中国政策和地区研究
第25章　与麦卡锡主义战斗
---------
第六部分　开展中国问题领域研究（1953—1971）
第26章　创立研究中心
第27章　研究领域的组织工作
第28章　在世界各地参观与访问
第29章　越南和美国—东亚关系
---------
第七部分　渡过难关（1972—1981）
第30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与昔
第31章　与俄国人交往失败
第32章　作为中国友人的波折起伏
第33章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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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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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美国“现代中国学之父”，基辛格、傅高义、史景迁、余英时推崇的史学大师费正清唯一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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