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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起草《独立宣言》那章精彩。。
2、另一个角度的美国独立，他诠释了每一场成功的革命都是因为一系列的意外促成的，所以更该珍
惜。
3、不错 推荐看下
4、该书以小见大 从“1776年夏天”这个时间断面梳理出了历史脉络的走向 同时对特殊处境中的历史
人物的刻画也充满了人性的鲜活
5、阅读体验非常棒的一本书。独立革命伊始洋溢着的浪漫想象在短短的一个夏天的转瞬之间，随着
纽约的溃败变成了对持久作战的无奈面对。今人后世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讶异于诸多不利政治
与军事因素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竟是对美利坚异乎寻常的幸运结果。世人皆知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在其
建立之初便堪称奇迹，而在这奇迹之前却是早已另有奇迹。God bless America.
6、主讲了曼哈顿一战。
7、所以哩，作者写这个意义在于？
8、埃利斯尝试叙述1776年夏军事和政治这两条线索下，北美是如何走向革命的，可以看出作者驾驭史
料的能力和叙事能力。美中不足的是翻译个别地方不够严谨和通顺。
9、伟大有时候只是偶然造就，偶然也是必然。
10、1776年那个关键的夏天在埃利斯的笔下显得特别清晰，政治与军事的交织，使得美国这个伟大的
国度得以诞生。
11、华盛顿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完美，但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他在努力鼓舞收手下的士气，勇敢面对
完败的命运，虽然面对的方式有几分迂腐。相比之下他手下的军官更伶俐可人。比如格林。     沙利文
就是个蒋干，比蒋干更可怕的是竟掌握了那么大的兵权。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其他出场人物都有各种不完美，但正是这些不完美的人成就了美国。他们无愧先贤的称号
12、“他的目标不是赢得这场战争，而是不要输掉。”
13、感觉一般，我还有一套上译的《美国人》没看。
14、内容还算清晰，但思想和观念层面上的探讨显著不足，损害了很多问题的理解深度
15、副标题很有误导性。实际上这书对于起源的介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篇幅都是在介绍1776
年这个美国独立运动的生死存亡之际。总的来说存在大陆会议和纽约之战，政治和军事两条线索。可
以看出北美独立实际上一连串幸运事件的产物，如果威廉豪一鼓作气的打一场无节制的战争，可能其
独立进城就要再延长几十年了。
16、历史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有些人却明了方向。
17、2016-9-7
18、算是提供了战争前的很多细节，交代了一些事情的原因，但是行文实在一般，感觉实在有点没什
么滋味，关于战争描述部分，最好有一些独立战争的历史基础知识和地理知识，否则读起来实在没什
么空间感。
19、同样一段历史，对比《1776》，其视角更宏大，当然叙事之生动会略逊一筹
20、全书真的只写了1776年夏天的事情，从北美人要求自主，到英王发兵，再到大陆会议对独立不再
存有异议，很好看，激动人心的建国史。然而仅有崇高理念的北美民兵，是无法抵挡大英帝国的精锐
海陆军的，于是发展职业军队成为北美独立的关键。神话都是不可靠的。
21、美国人、英国人同宗同源，如果美洲还是土著的地盘，大概会一路碾压，什么星星之火都给灭掉
了。乔治三世的失败，不仅在于他低估了美洲的抵抗程度，还因为他在政治上丢失了舆论支持，政治
的不统一也就表现为军事上的犹豫，让华盛顿和大陆军保存了力量，终至于在政治上也减少了收回统
治权的砝码。
22、想起来之前看的《民主的奇迹》，美国不仅在立宪的过程里充满了侥幸，在建国的过程中更是如
此。称美帝为侥幸之国，妥协之国，诚哉斯言。
23、又一次让我觉得英雄史观的正确性。如果不是豪兄弟俩的指挥，如果没有那么多好运气，再坚定
的信念能直接导致美国的独立？
24、每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背后总会有些不为今人所知的阴暗面。历史任人涂抹打扮，哪里都一样
25、与《奠基者》一书相比，虽然写法，视角甚至主旨截然不同。然而同一作者的史观与态度隐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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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我很赞同这种“不以现境通往昔”的这种观念。美中不足的是叙述能力尤其是军事战史的代入感
和专业性不足。
26、十一期间读完。记述了北美革命之初政治和军事两条线的发展和彼此沟连。
27、读历史读得不亦乐乎！！！
28、配合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看更好
29、三本同时阅读效果好，《1776》《革命之夏》《奠基者》。
30、精炼小书
31、真正了解美国革命。历史课本上讲的简直就是误导人。
32、果然只是起源而已
33、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观点的作品
34、一个关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绝妙的历史再现，从政治军事，英国美国两方面分析了独立的根
源。原本同根的人群为何会分开？舆论宣传的有意无视和虚构是如何改变真正的历史，新闻诚实几乎
被认为是叛国罪行，无知或者说消息蔽塞反而对战局能够最终扭转提供了条件？一场惨败如何被从地
缘政治、神学甚至历史的角度，转而论述为这是命运对美国天定论的证明？不比之前对同一历史事件
机械的论述，本书提供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情景再现的视角，从多个历史参与者的身上理解美国独立
战争。
35、全书没有什么亮点，可以不用读了。
36、英国因政治原因无法获胜，而美国则因军事原因无法获胜，美国独立战争后来的发展还是都停留
在1776年夏天所形成的战略框架之中。
37、事實上，不管哪個國家尋求獨立，一開始的愛國主義熱情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愛國主義熱情只是
發端，卻不是維持運動長久的基礎，而且愛國主義極容易因為一次失敗就毀滅殆盡。相信軍隊、全心
協助和意志力堅定的政府，以及在政府控制之下、優秀且強大的軍隊，才能把事業不斷地堅持下去。
美國革命最終逐漸構築出上述的主客觀因素，但戰場瞬息萬千，許多仍然仰賴老天的保佑，例如長島
戰役敗北後，大陸軍的撤退有著天候的影響，或許是華盛頓等美國人信仰的上帝給予幫助吧。在這樣
的情況下，最後美國獨立運動能夠成功，不可以不說是天定命運，畢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38、3.5
39、★★★☆不一样的角度，这个作者讲故事能力一般，但是评论确实很独到。
40、责任
41、1776年，一边赢得了战争搞不懂民心，一边赢不了战争却坚定了信念。军事史胜过政治史，但不
及作者的《奠基者》一书精彩周全。
42、最初的民主政府的革命之路，贵在坚持，在失败的时候坚持撤退。
43、英美太幸运了，在民兵还能打赢常备军的年代靠前者奠定了横向和/或纵向权力分立的宪政架构
。19世纪起军事技术和战争动员的规模化好像就阻绝了分权内生出现的机会。转型只有靠美国爸爸的
外部干涉了。
44、感觉还是有些独立战争的预备知识再去看这本比较好。
45、看的时候一直很狂躁，完全看不进去
46、也许写的很好，但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
47、叙述流畅，节奏把握完美，对于美国内部观点的统一与分歧、英军内部政策的分化的分析一针见
血。以小见大的框架式叙述，有一种看万历十五年时的一目了然感
48、不够详细，且略混乱
49、1776年夏天，历史的关键点上的美国故事，以及人物。
50、美国国父群像，要是那个夏天华盛顿死在了纽约，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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