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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

内容概要

天才史学家的通俗读本！
被费正清誉为“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入江昭的全新史学著作。
抛弃陈旧的大国史观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进程！
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从何时开始，又将走向何方？谁能左右全球局势？还会有下
一个超级大国吗？哈佛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又一力作！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部关注我们当下生活、探索人类文明未来的史学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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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

作者简介

入江昭

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198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迄今为止仅有的担任过此职务的日裔学者，2000年荣获日本天
皇颁发的荣誉勋章。
入江昭以其卓越的学术创新能力被费正清誉为“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其学术贡献不仅仅在于提
出了关于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诸多新解释，更在他的领导下，推动了美国外交史研
究的范式转变。其学术思想和著作在美国、日本、中国和欧洲具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多年来一直致
力于跨文化理解，倡导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以及从文化视角阐释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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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怎样看待历史
1历史学家眼中的现代世界
2为何对历史的看法变了
3“现代”的起源
第二章  摇曳的国家
1国家的存在
2由“大政府”到“小政府”
3新兴国家的选择
第三章  非国家性存在的抬头
1非国家组织
2非国家身份认同
第四章  传统的“国际关系”已荡然无存
1权力游戏的界限
2区域共同体的诞生
3国际主义的挑战
第五章  普适性“人类”的发现
1改变世界的人类观
2多样性人权概念的冲击
3跨国主义
第六章  环球性结合的不可逆趋势
1大规模的人口移动
2海外交流的践行者
3融合的世界
4行星意识与环境问题
5能源问题
结语  现代历史与记忆
后记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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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

精彩短评

1、迎合快餐阅读
2、当今的全球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共同体，人的流动、物的流动让人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入江昭
从自身的经验与多年的国关史研究出发，强调国际主义、跨国主义与国际组织兴起对人类社会带来的
变革，带有很强的自由主义视角，可以说，还是有很多的理想化成分。全球化的趋势的确是一种现实
，可是只要军队和国家政权依然存在，真正的全球化就不会到来。自由主义的缺陷就在于太相信非霍
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了。
3、不够优秀，许多话题浅谈辄止，本来想给3星的，但是看在这是我读过的唯一一本翻译了书名的日
语译作的份上，给四星吧。
4、我们当下生活的史学入门，通俗性读本，但很好读，作者本人是哈佛史学家
5、这书挺好的啊，可以配合基辛格《世界秩序》看。世界秩序是过去现实主义者的世界观，本书是
新时代正在形成的全球价值观。
6、简洁有力；但好像只关注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面向。
7、已读过，推荐一下，这里可以免费读到。http://baidu.nu/ea
8、极大启发性的一本书
9、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对现代历史的开始和发展进行一系列的讨论，其核心理念是以“联结”作为一
个基本的切入点，整本书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讨论的，虽然看似简单，还是值得一读的！
10、选择开始读这本书，是因为这是一本日本人写的历史书。读来才发现，作者入江昭从上世纪六十
年代开始留学美国，在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书中文笔不掺入作者的个人感情色彩，仅是用最平实
、理性的语言来描述作者对于历史观察后的体会和思考。作者对于摆脱国别史的限制，在全球化的视
角下重新审视全人类的历史，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很值得一读。然而在2016年，随着英国脱欧以及孤
立主义代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书中关于全球化的部分观点，是否偏于理想化，还需历史验证。
11、很惊喜，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正在拜读先生的其他作品
12、已购。三星半，中规中矩地强调着国家的边界将被打破，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人口流动、共
同记忆、共同困境等因素，使得人类势必进入以普遍人类观念为基础的新历史阶段~~不深刻，但通俗
。中信一如既往得坑，其实就是一本小册子的量，搞那么贵。。。
13、包装比内容好看
14、论文报告即视感，泛泛而论吧，重点是强调非欧美中心文化论，可是已经显而易见，所以看起来
好乏味。
15、对于圈外人或者国内的学者也许有启发，但从SOAS的角度看全球史观并不新鲜，并且其中一些观
点其实是假全球，真first-world
16、作者的学术关怀和立场的变化过程有所体现 
17、我觉得我把看过的用自己的话优雅的说出来我就满足了。
18、面向日本读者的全球史观推介册
19、中信永远是这么个傻多速套路
20、常识读物吧
21、觉得入江昭和郎咸平长得很像。另外希望这本书的翻译不会像《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那么渣。
22、超越“国家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可能性
23、很有见地的一本小册子，把国家、近代社会、现代社会、身份认同这些话题做了很清楚的梳理，
但这种书的尴尬在于，想看的人早都对这些有所了解且乐于接受，不想看的人，是绝不会看也绝不会
去试图理解的。
24、内容不多的一本小册子，简单明了的交代了当下世界的脉络和方向。
25、看见俞敏洪推荐了本书，为啥有种黄晓明推荐了本书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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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

精彩书评

1、最近集中读了两个人的书，王赓武3本，入江昭3本，很开眼界，相当有收获。两个人都是世界级史
学家，都有80多年的人生阅历和60多年的学术积累。国内同龄的历史学者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众所周
知，这代人都经历了30年的思想禁锢和与世隔绝。本书是讨论全球化的。“入江昭的全球化”不同于
以往的全球化，以往的全球化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是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普及化，这
在入江看来都是霸权的，而且是过时了的。入江的观照超越了西方、东方，国家、民族，名目繁多的
各种主义；他倡导的是世界的，人类的，星球的。本书是作者30年思考的成果，虽然观念有些超前，
有点乌托邦，可是对乌托邦的需要正是人类区别动物的根本所在。本书小32开，10万字左右，印装精
美。
2、《我们生活的时代》这本书让我很有感触的，是作者无意间提及的美国老年生活。作为一位八十
高龄的历史学家，他与老伴偶尔去老年公寓住，这本书也是在老年公寓完成的。在他的叙述中，老年
聚居区的老人都能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那里汇集了历史学家、建筑师、音乐家等人群，时不时举
行演讲会、音乐会等，他们会去做志愿者，也对世界时事保持关注及探讨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老年愿
景，无疑是令人羡慕的。中国目前的养老院，从见诸报端的新闻看，纵火、虐待、自残等负面新闻令
人心有余悸，去养老院仿佛成了被抛弃的代名词，这样的老年生活是令人后怕的。等我们这一辈老了
，能达到美国老人那样的生活场景吗？我最近和婆婆说起一个话题。我觉得他们这代人恐怕是最后一
代奉献子孙的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老年生活的核心就是照顾孙子，在照顾子孙吃喝拉撒睡中度过
余生，而对于个人生活，缺少经营也无暇经营。而我们这一辈，由于生活时代的变化，全球交流加深
，更可能在意自己的生活。养育儿孙，可能未必成为我们老年的核心。到时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出资
，让专业的机构协助年轻夫妇带娃，我们提供有限的帮助，之后旅行、运动、读书等，侧重自己的生
活。这样虽然看起来不近人情，却避免了隔代抚育的矛盾，专业机构的崛起将是关键。他们能否专业
、仁爱地履行任务，十分关键。好吧，回到此书，以下是几点不错的摘抄：陈腐的权力游戏框架认为
，世界是以国家为单位在运行，尤其是任大国摆布的，这种古老的意识，对于理解现代世界是毫无用
处的。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以及其他宗教，都有众生平等的教义。但这只是理念上的众
生平等，实际上他们都排斥与自身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或者长期致力于让异教徒转而投向自身的宗教
运动。现代世界与过去有着质的区别世界已不再是几个国家的集合，而是通过横向联结、融合正在向
“杂种文化”生活方式接近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追求的不是以国为单位的国际利益，而是地球全人
类的生存、利害和福利。
3、最初从《乡土中国》认识了费孝通，又通过费孝通知道了入江昭这个史学家。于是就去读了《20世
纪的战争与和平》，对于入江昭还算熟悉。《我们生活的时代》这本书能够出版，也是和他全球化的
史学视角一脉相承。部分与整体的辩证说明看待一国历史并不能孤立。每个人都知晓，但是想要摆正
并非易事。尤其是皇汉主义思维严重的我们。仅凭自己武断的解释来判断自己国家的历史并满足于其
中，不仅助长了狭隘的国家主义的繁衍，同时也增强了从现实世界孤立出去的意识。世界主义，与片
面追求国家利益的国家主义恰恰相对，世界全体以共同繁荣是终极追求目标。在入江先生的眼里，传
统的“国际关系”已消失殆尽。入江先生的世界主义别出一格，将地球看作众多行星中的一员，不是
以国家为单位，而是包含着追求全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意义。给我一种美国科幻大片的感觉。入江先生
看待蔓延全球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颇有趣。不管有多大年纪，尽可能地度过长寿的人生是公认的社会
伦理。在人口中占有很高比率的高龄者，开始被看成是组成社会的重要部分，而不是例外的存在。高
龄者不是仅仅等待死亡的存在。因此，作为社会，必须像研究孩子的教育以及青年人的就业政策一样
，将高龄者作为有着个性与梦想的珍贵的社会成员来对待。入江昭的看待问题的广阔视角启发先生进
一步对把性爱观念放在人类文化的背景中去思考。正如先生所说，学问与真理，不分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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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

章节试读

1、《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笔记-第113页

        这是旅美日本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著的关于历史与现代社会的书。行文风格很像一片论文，文字没
有作者的主观感情的渗入，而是客观地、理性地看待和分析作者进行了五十年以上历史研究之后对于
今日世界的思考。读这本书让我在头脑中原本模糊的一些概念变得清晰了起来，仅在此摘抄其中一小
段，请大家体会一下。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国家，国家就是有着“固有文化”的疆域。虽然人们对国家拥有这样的印象
，但是，若考虑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非国家认同”形成的话，那么，就会明白仅从抽象的国家概念
是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

Page 7



《我们生活的时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