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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荣与梦想》作为经典传世图书，客观、精彩地记叙了美国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到1972
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水门事件的四十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体现
出历史发展的波澜起伏。此外，本书也着重体现了报纸、广播作为当时主要大众传播手段，对美国政
治、生活所起的作用，所造成的影响。自出版以来，不仅仅在美国，对于中国读者，尤其是在知识分
子、记者有深远的影响、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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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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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如故事一样痛快的历史，把历史书变成了“轻松读物”。美中不足的——倒不赖作者译者——是
那些美国姓名，大部分都太耳生了，影响了“故事”的精彩程度。
2、终于看完了，40年在历史长河只是一瞬间，于美国而言则是波澜壮阔，一盘散沙的联邦制农业国，
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实现了“美利坚民族的伟大复兴”。
3、四个月时间，总算囫囵吞枣的读完了这套以前只会在豆瓣上标记“想读”的书。读的时候，总让
我想起自己很小时候在家里翻过的另一套书，里面记载的是二战时期的各国名将的故事。记忆比较深
刻的是，在书的目录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名将晚年遭遇都很“不幸”，书里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么。而我一直以来的问题是，记得的始终没有忘的多。关于本套书中所记
载的1932到1972年的美国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怕我也只能记得一星半点的标志性事件。所以让自
己所知道的东西相互关联，是我今年有意识去做的事。就比如曾看过的电影《阿甘正传》《守望者》
，以及接下来打算读的林达美国系列，只为能加深一点点的印象。入世的肉体本身就是一枚脆弱的沙
砾，只有当灵魂注视着那些过往的星空时，仿佛才感受到一些存在着的意义。
4、花了四个月只是囫囵吞枣看完，有时间再看一遍
5、越战、肯尼迪遇刺、黑人的民权运动、水门事件etc 是这个十年美国的历史，也贯穿了一些垮掉的
一代，思想和文化极大的解放（当下看不是好事），全书4册框架是好的，但其实没有太多围绕 光荣
与梦想 这一主题，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原因 还是因为书的历史久远。
6、  《光荣与梦想》第四册，主要讲到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黑人的民权运动，毒品泛滥和垮掉的
一代（话说昨晚还买了一本《在路上》送人，那本书很经典很带感），中美建交，一直到水门事件结
束。那么问题来了：从这套新闻记者写的历史书中，到底可以得到哪些东西？我个人感觉，首先，了
解新闻或者文章中经常故作神秘出现的历史名词人物事件的始末，比如猪湾事件和东京湾事件总不能
混淆，沉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也不能搞错，古巴导弹危机和水门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等等。就算
记不住，总能混个眼熟，说不定下次吹牛撩妹写八股时能把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教训给加上，这叫
有B格的生活技能。其次，想一想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天朝，可能会变成一种什么处理方式或者结果
？为什么美帝的处理方式会和我们不一样？你更加欣赏更加倾向哪一种？你会为你不赞成的事情投
7、“我们总是失败，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降低失败的程度。”整本书里，拉尔夫·纳德的此语最得
我心。同样，当我们在追逐一个理想中的国度时，这或许也是唯一可能的姿态与觉悟了吧。
8、对于我这种历史小白来说 是必须要读的 头脑中根本没有概念 即使读的过程未必觉得如何如何 但真
正读完了 又觉得 确实是值得一读 所谓的经典 意义就在于此吧 婴儿潮的一代 带来了性解放 迷魂药 摇
滚主义 垮掉主义 整个国家的人口太年轻了 连文化政治艺术宗教等等 统统都要“讨好”这些人
9、如果太平洋加了盖，又会怎么样呢？
10、终于囫囵吞枣地读完这部巨著
11、这一本讲述了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时期的故事，给我的感觉也是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最混乱
的时期，种族问题，青年人的叛逆骚乱，越南战争。四本书读下来，对美国有些许更全面的认知，自
罗斯福开始，美国的总统权力越来越大，而四年一次的大选,又让谋求连任的总统们，要么成为战争贩
子，要么成为公众骗子。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相互攻讦，也让美国的政策缺乏
连贯性。就这套书而言，个人觉得结构条理不够清晰，翻译的也一般。但还是有不少收货的。
。--2017年2月6日于北京
12、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读完了整套书籍，间或有分神但算是终于坚持读完。因为对这段历史的
不熟悉，所以读的异常艰难。个人认为作者的笔法有些类似流水帐，对于我只能说是管中窥豹的了解
了下1932至1972年的美国历史。
13、动荡的六十年代，美国战后的转折时期。
14、把历史当成许多方面的细节组合起来，从更多的角度看待那一个个教科书上的历史事件，那一次
次的总统选举，那种原本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神秘感和距离感就没有了，原来历史和我们的生活没有那
么大的差距，许多的相似处，还有人们在面临选择时候的坚持与无奈。
15、比前一册要好一些，各个方面有所兼顾。本身这一时期资料相对比较庞杂，组织起来难度也比较
大。作者对亚文化的稍显轻视还是让作品在分析与结论上有些欠缺。但瑕不掩瑜，四卷读罢，确实堪
称经典。人的历程，总要有人详实地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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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果说上一个十年是与共产主义的外部矛盾，那么这十年就是以黑人问题为首的各种人民内部的
矛盾。作者事无巨细地讲故事，实际上写了一本厚重的美国总统的光荣与梦想。总算看完啦！
17、建议改名美国总统史
18、没有罗胖介绍的那样精彩，各种事件穿插或罗列，架构可谓宏大，却缺乏整体的逻辑上的分析归
纳，有流水账之感。
19、终于看完咯，不容易，写的大部分其实挺有趣的，不同方面的内容分段明显，不太喜欢关于越南
战争的部分，就跳着读了。对了解美国很有帮助，会再读。吐槽下，人名太难记了。
20、经典，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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