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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发生的历史》

内容概要

《未曾发生的历史》是一部以严肃的学术态度、从新颖的切入角度深入人类历程的历史著作。它对历
史决定论垄断性的盛行加以反思，并赋予偶然性以恰如其分的地位，为历史还原其真实面目。藉此，
迷失于目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人类终于得以面对质朴的历史细节本身，并对未来作出不再被误导的展望
。
书的内容是对世界历史进行一系列假设分析研究，包括“没有克伦威尔的英国”、“英国的北美”、
“德国皇帝的欧洲联盟”、“希特勒的英国”等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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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未曾发生的历史：关于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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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发生的历史》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美国独立战争、纳粹德国的兴衰、二战的爆发、苏联的成立与解体⋯⋯混沌世界中有否规律可循
？我们如何才能在茫茫史海中辨出神秘的命运航线？也许，揭开秘密的关键只在于视角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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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以“如果”开头的历史分析，并不都是没有价值的。在坚实的考证基础上“虚拟”未曾发生的历
史，较之于空洞的意识形态下“虚构”已然发生的历史，可谓高下立判。
2、知我
3、角度非常好，序言不错，就是有点掉书袋，正文一般了
4、第四章最精彩
5、没看完，不打分了。书选取的角度还是很有意思的，对于查理一世的战败还有美国独立战争的偶
然性（只看了这两个历史事件），类似的观点以前也看过，这本书做了扩充介绍，并且推理了“如果
没发生”的后续历史。没看完的原因，一个是冗长，光序言就有一百多页；另外一个是自身对历史背
景了解不够深入，看起来吃力。
6、如果⋯⋯只能是如果
7、大二时候读过
8、序言很有启发性，值得一读，但是仅此而已。
9、Counterfactual
10、不好看，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感觉是本装B失败的书。。。
11、看的是新版本《虚拟的历史》，还是认为《未曾发生的历史》这个译名好。
12、导言值得一读，但是，较为艰涩~
13、虚无历史主义的蝴蝶效应
14、历史充满偶然性，世界的发展充满了各种可能，偶然的机遇影响了历史的轨迹，就像人生一样。
15、完全没有兴趣读完。。。只是看了一个开头而已
16、序太不错了。
17、看过苏联解体那一段  其他的历史不熟  没看  有点信息量（即八卦量）
18、有点看不懂
19、是我见过的最为透彻的论述偶然论的著作，让你跳出必然性的桎梏，解放你的思想。
20、前言好于正文 最后一章很有参考性
21、语言太枯燥
22、尼玛这书再版了，还贵的一笔。。。
23、大部分章节写的很枯燥，但观点还是值得一看
24、本书最大的萌点是二战纳粹德国胜利之后建立的那个类似共产国际的国际国社组织~~
25、序言好
26、感觉弗格森的书最好看的一直是前言和结语，可能因为这两者更接近论文形式，旁征博引，并提
出了有趣的问题，不时有精妙论断
27、20120722，晦涩的好书。从理论角度讲述了未曾发生的9个大的历史事件的可能演变情况。看题目
很吸引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希特勒的欧洲等等。但是，过于专业的引经据典，看起来着实费
力。我们想要的，其实是可能性的分析的结果，以及未曾发生的历史的演说，而不是历史素材的堆挈
。
28、论文集意味质量参差不齐。第一篇还成；第二篇美国独立战争一节啰嗦且不得要领；第三篇史料
；第四篇出自弗格森之手，结论一气呵成；关于二战的五六两章质量中上；第七章是个伪命题；第八
章算比较精彩的章节、对破除迷信有益；第九章苏联解体前因后果倒挺清楚但有些偏题。——所以最
赞的还是前言。
29、其实就是yy小说高级版。。。
30、序很神，最后更神⋯⋯
31、: �
K107/5044
32、序章占了约1/5，不过非常精彩，二战前西方历史不了解，之后才渐渐有点感觉
33、对待历史的态度,便是对待人生的态度
34、确实很严肃，逻辑很严密
35、有这么囧囧有神的题材，即使身为学术读物，也还是会很好玩的，反正是触动本人的笑点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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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发生的历史》

哈哈
36、如果，只是如果。
37、少见有一百页这么长的序。书中提供了很多当时的具体信息并据此作出推演。这些信息在现在的
历史中是被提炼后抛弃掉的余渣。然而这本书的风格过于拖沓，或者说条理和层次的安排不好，读起
来缺乏一种畅快感。如某评论所言，历史的规律是后人基于各种原因对过去信息的“重组”。这其实
，和股票理论一样:)
38、内容远远没有书名有趣。
39、读完长得出奇前言后，感觉没有必要再读剩余部分了。
有关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我的观点是：短期而言，历史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历史的长期趋势则
很难被突发事件所改变。
40、有点不理解这种历史观。。。。。。
41、全书三百页，其中有一百多页是序——8过，序很牛逼了，至少值四颗星！正文嘛，不是搞历史的
，不谈～
42、不上不下，半空中。想利用它的论据，分量却嫌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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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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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未曾发生的历史》的笔记-第330页

        内有关于苏联解体一段   西德 美国  政府的看法   都想避免其解体  以至难以收拾的乱局  
blabla

2、《未曾发生的历史》的笔记-第60页

        伯里修正了观点，提出由于人的相对于自然的力量的发展，以及民主制度对个体政治家的限制，
因此“在人类发展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偶然性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听起来疑似穆勒或托尔
斯泰在谈论自由意志的衰落。

3、《未曾发生的历史》的笔记-第72页

        ...将结构提升于事件之上，专注于长久而不是短期的变化——这种把因果关系抛开的做法，对20世
纪修史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味。这在法国或许表现得最为明显，那儿的史学家们首先系统地运
用了社会学方法。所谓的年鉴派的最终目标是书写“总体历史”，也就是说，要考虑特定社会的所有
（或者尽可能多的）方面：其经济、社会形态、文化、政治制度等等。历史定将成为不同科学学科的
混合物：从气象学到法学，每个学科都将对历史起一定作用，理想的史学家会成为无数专门技术的大
师。

...布劳代尔曾对历史的三种层次做了清楚的划分：首先是“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几乎令人察觉不到
其发展的历史，是一种所有变化都显得十分缓慢的历史，一种不断循环往复的历史”；其次是“发展
缓慢却能感觉到其节奏的历史”，是关于“群体及其形成的历史..关于永东不息的经济制度、国家、
社会、文明以及最终的...战争之潮的历史”；第三则是“传统的历史”，是关于“个人”和“事件”
的历史，是“历史以其强大的力量造成的表面的骚动，是关于短暂、快速、不安的波动的历史。” 在
这里，最后一种历史显然是最不值得重视的。
长的时期终会取得胜利。通过消除无数不起作用的事件——那都是些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主流的事件
，因而被无情地排斥到一边——长的时期显然对个人自由乃至偶然性的作用都有所限定。转引自《马
克思.韦伯的历史观》
...很明显，这种将“过去的琐事”贬低到“历史缓慢有力的进程”之下的做法实则一种新的决定论
。...像马克思、托尔斯泰一样，单纯的个人再一次被“无情地置于一旁”，被超人历史的力量践踏于
脚下。

对于这点，有两个明显的反对意见。第一，当抛弃当时的人感受和记录的历史时，布劳代尔实际上抛
弃了大量的历史证据——甚至包括他作为研究基础的经济学统计数据。...毕竟，假如短时间期是我们
的先辈首先关心的问题，我们又有什么权力认为他们关心的事物仅仅是些琐事呢？第二个异议涉及布
劳代尔关于环境变化的性质的假定。在假定长时期的生态变化的不可辨别的性质，以及气候变化的有
节奏、可预测的本质时，他实际上是在提出一种对自然界的严重的误解。

4、《未曾发生的历史》的笔记-第1页

        实际的历史...是一团永存、永动的混沌，其中一个又一个影子从不计其数的因素中凸显出来。这团
混沌...便是史学家要描述和科学地测量的对象！——托马斯.卡莱尔

不存在什么有特权的过去...有的是数量无限的过去，它们全都一样真实...在无论多么短暂的每一刻，
事件之线都象生出双枝的树干一样分着岔。——安德烈.莫洛亚

Page 8



《未曾发生的历史》

历史研究的不朽成就在于一种历史感——一种对于事物为什么不会发生的敏锐理解。——刘易斯.纳米
尔

史学家必须...不断将自己放在过去的已知因素似乎允许不同结果出现的关键点上。假如他谈到萨拉米
斯海战，他就必须认为波斯仍旧有获胜的可能；假如他提及雾月政变，他就必须假设波拿巴仍旧有遭
到耻辱的失败。——约翰.赫伊津赫

Page 9



《未曾发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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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