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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历史有个约会》

内容概要

本书面向年轻人，讲述了作者在其自身成长过程中如何认识历史、怎样培养观察历史能力、怎样看待
当今世界。作者着重讲述了自己与历史的缘分，学习历史、面对历史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认识现代
世界时，历史视野能给我们提供一把重要的钥匙？着重强调了人与人之间跨越国界的连带关系，对于
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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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入江昭（Akira Iriye，1934—  ），当代美国杰出历史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Charles Warren讲座教
授、历史系主任。1978年出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主席，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1988年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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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于他领导推动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
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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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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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历史有个约会》

精彩短评

1、文字非常简洁平易，介绍了作者几十年来接触历史的经历和思路，非常给人启发
2、粗略翻过~日本人真是太谦虚了，这履历写这种回忆录竟然没有一点“我很牛逼”感，能感受到的
只是对身为历史学家的自豪~
3、凝练质朴的文字透露着牛逼的人生中低调的华丽，对当代史的认识最有洞见，大师大视野啊
4、。。。
5、从一个学者推荐的书目就可以反映出他（她）的知识视域与思想来源
许多学者光是列个书单，需要你去揣摩，而入江昭在本书附录的书目推荐则已经自己道出了其中的奥
妙。
6、对好的学者来说，研究是对人生问题的回应，学术是生命的邂逅与积累。
7、根据自己日记写回忆录很有意思
8、简要的交代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和部分生活~告诉了大家他的国际史和文化转向的思考~然后...后面的
历史入门书目真的大丈夫吗...
9、挺有启发，天资、努力、机遇、名师指点、有韧性等，治史者，一个不能少。。。
10、书很薄，历史很厚。
11、过分谦虚了 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
12、叹为观止的人生
13、先吐槽一下书名：我和历史有个约会⋯⋯无语⋯⋯要不是跟一堆史学书放一起，我都不一定翻一
下⋯⋯改成《我与历史的际遇》如何！  

国际视野，抛弃个人，国别的偏见。追求历史的真实！
14、值得一看，尤其后半部分。译者把行会翻译成 基尔特组织 让我瞬间觉得在看民国老译著233
15、前面的小小自传不错，后面主要是关于治“国际关系史”的心得。
16、容易读，有启发。已做笔记。
17、还可以，但不够好！
18、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入江先生的道德文章，温润大度，辞旨敦厚，史学
后辈如我者，必当虚心学习镜鉴。
19、推荐秦博士读物。
20、很平实，对国家主义主导的史学反思以及未来的展望很值得一读。特别是在国内的语境中，这本
书应该推荐给高中生和本科一二年级的学生。
21、翻译要减两星。。。【译者不是中国人啊。。。】
22、想到东大当老师，必须是东大毕业~~
23、早在七十年代，日美之间已经缔结出庞大的学术共同体，其规模远胜日中，日韩。又一，东大老
师必须是东大毕业生。
24、浏览。
25、历史观介绍，体会作者的思想
26、尽管入江昭是著名历史学家，但这本小册子真的太简洁了，感觉什么干货都没有，学术讲得浅，
八卦也没有（这么一讲我都想打两星了⋯⋯）。作为回忆录，不应该是八卦的最重要来源么？！全书
只简单地平铺直叙他的一生，学术方面也只讲了最基本的内容。不过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退
休了还想把已经忘光了的俄语捡起来，不愧是学术大家啊！
27、第84页：“国家歪曲过去，以国家利益为由向国民强加历史，是违背自由原则的，历史学者应予
反抗。这时最主要的是，要用超越国家的视野去研究过去。” “国家解释历史这一做法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国家解释历史常会用来进行国内统治，或是进行外交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历史认识
，往往没有一贯性，有可能随时根据需要随意解释。”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仁义之人，其言蔼如。
十五年五月廿九日记于湖大院办。
28、总的来说有些失望
29、优越的童年教育。受到尊重的青年求学。乐zuo观b的学术工作氛围。您承认自己对政府战略决策
过程的无知。我知:表的漂亮的外交记录优雅，然而里的情报活动绝不优雅。终，您传达出自己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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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历史有个约会》

于历史长河确实存在的大一统叙事——好似选择复礼终成独尊的孔子。您这种选择走向阶级叙事的史
官，我不承认。
30、啊～以前就是因为这本书非常想学历史呢（笑）
31、本科的时候，+3送的生日礼物。刚入门的时候喜欢看各种治史心得，越看越有激情。我觉得一本
心得体会能给后人带来借鉴的同时又能激起后人的使命感，这就算是很成功的。就像入江昭所说，这
本书就是世代之间的一种对话尝试。
32、不错。
33、不含任何政治因素~学者是好学者，就是太日式学者回忆录了~
34、昨晚连夜读完，还是稍显平淡了一点。
35、历史是研究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是相遇积累的历史
36、入江昭先生学养应是不错，然此书实在无甚干货，读罢感觉反不如封面一瞥给人印象深刻。
37、写得很浅显，但翻译得差强人意，许多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说法，译者硬要自己翻译一个自己的说
法，这又是何必？提前做点功课不是很好吗？
38、第一部分读来让人感动，作者从儿时写起，写到求学时老师们对自己的照顾和影响，仿佛走上学
术研究这条道路是水到渠成冥冥注定一般，让我不禁想起对历史产生兴趣的研究生生活。第二部分讲
作者的史学观点，最后讲治学方法和参考书籍，都是平和宽容而又实在可行的。这本小书可读性强，
读完有裨益。
39、没什么营养，看完前半部分人生回忆以后就不想看下去了
40、太爱这样娓娓道来，无比诚恳的论述。//!!杀回武汉就看，记得入江昭是徐国琦的恩师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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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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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历史有个约会》

章节试读

1、《我与历史有个约会》的笔记-第127页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古往今来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学者实际从事政治活动、参加政权的实
为少数，但也不可能一点不关心显示的国际、国内形势。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或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
一员，被期待应对社会有所贡献，以至于即使纯中立性的发言，有时也会被带上政治色彩。

然而，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也必须保持学术独立原则。失去独立性的学术，就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
存在 意义。

特别是历史学者，应该禁止职位本国利益去解释过去。美、中、日三国都有这样盲信爱国主义历史的
势力，把抱有除此之外历史认识的人都视为“卖国贼”加以谴责。为了不被这种势力所折服，需要跨
越国境来捍卫学术自由，需要进一步加强这种连带意识和组织。

2、《我与历史有个约会》的笔记-第84页

        “国家歪曲过去，以国家利益为由向国民强加历史，是违背自由原则的，历史学者应予反抗。这
时最主要的是，要用超越国家的视野去研究过去。”

“国家解释历史这一做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国家解释历史常会用来进行国内统治，或是进行外交
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历史认识，往往没有一贯性，有可能随时根据需要随意解释。”

“历史学者需要不局限于相互国家的国情和民族主义，最好是超越国境交换意见为好。以东亚关系为
例，最好不要完全依靠政府的历史认识，而是民众团体、历史学者一起协作去追溯过去，建立彼此之
间可以接受的认识框架。即使结果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产生了复数的认识，也不会成为问题。”

——诚哉斯言！入江教授的上述三段论述，对于当下的中日关系、东北亚关系中分歧和冲突的解决，
有着多么深刻的启示！

3、《我与历史有个约会》的笔记-第121页

        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有必要跟现行国家方针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为了避免成为政府的御用学者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学者就总是因跟政府唱反调。国家的方针政策若是符合“历史潮流”或是能推
动这种潮流，并且这种“潮流”也是正确的话，完全可以与政府的方针政策保持步调一致。若是这种
“潮流”不正确的话，就要采取批判政府的立场。

4、《我与历史有个约会》的笔记-第1页

        1953: Haverford College (Quakers创办)；毕业论文《18世纪英国的牧师》（！）；

1957:入Harvard历史系读新开设的美国、东亚关系史；

1961: 在Harvard历史系教书；

1966: UC Santa Cruz历史系；

1968：U of Ro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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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U Chicago;

1988: 返哈佛；

2005：退休。

Page 9



《我与历史有个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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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