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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莹之（Sunny Y. Auyang），女，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科学学家。197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
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美国惠普公司供职，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主要从事固态物理与科学哲学研究
，特别是复杂系统理论研究，著有《复杂系统理论基础》、《工程学：无尽的前沿》等。近年来转治
文史，第一个成果就是《龙与鹰的帝国》（英文版The Dragon and the Eagle，已由M. E. Sharpe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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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有趣的题材，不过把汉帝国的没落大部分归罪于儒士的脱离实际不太苟同
2、作者对儒家没什么好印象。
3、不管是因为满足个人权利欲望还是稍许带些救民于水火，秦始皇所创的功绩都是开天辟地的，废
封建、行郡县、书同文、车同轨，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基础。不过他尊崇的法家跟儒家的价值观冲突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整个历史以及舆论都被儒家操纵，必定会扭曲法家的成就，所谓法制
亡秦，也将秦始皇定性为暴君（管他呢，反正我崇拜你就行了）。书里有个观点，自汉以后，中国历
朝历代都是外儒里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比较赞同！如果能够重返春秋战国，吾必师从法家！神
烦儒家的家国国家。罗马帝国太乱了。。目测现在欧洲各国，可见一斑
4、作为东西方比较历史的著作，本书史料详尽，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各领域横向对比。可能
是这个课题太庞大，这本书显得有些散。作者想要涵盖方方面面，但碍于篇幅无法做更细致分析。
5、我就说一点不足，汉语应该不是作者母语，阅读起来太不通顺了，就那种用谷歌翻译英文的感觉
⋯⋯应该作者写完以后找编辑或者他人润色一下，再用作者定稿就能好很多⋯⋯
6、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问题在于对于观点的阐述来说，整本书显得太面面俱到而失去重点，
太史料众多而又不够深入。有点像网络时代的百科写法。
7、#2016064#
8、《龙与鹰的帝国》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可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
失》等量齐观，有过之而无不及。欧阳莹之先生言辞犀利，思想深刻，对熟知中西方历史，于不经意
处常有惊人之语。假以时日，必成一代经典。强烈推荐！
9、一本关于东西方文明对比的不可多得的好书！欧阳莹之先生用理科生的严谨逻辑思辨能力，结合
其学贯中西的底蕴，将中西方两个帝国搬到客观的舞台上演了“关公战秦琼”的一出好戏。全书走笔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尤其是欧阳先生对法儒两家的评价，以及对罗马式民主的剖析，读来真是大快
人心！
10、一本出色的比较史学著作。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而秦的统一废分封设郡县。作为中西方文化的
源头，作者对罗马和秦汉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做了细致的比较研究。多达1500多条的参考
文献可见行文之严谨。
11、麻省理工物理学博士撰写的历史书。比较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共存的两个帝国。把两个帝国的
兴起、发展、灭亡做比较，很多观点还是很可以接受的。大到欧亚大陆的地缘关系，政治制度的异同
，灭亡的方式。但由于涉及很多方面，难免论述得比较散，但好处就是不会以偏概全，所以，各取所
需就好了。另外，作者是法家蜜。
12、史料扎实，叙事生动，比较深刻，太好看了。
13、物理學家寫作的通俗歷史讀物。雙線並行，對比秦漢與羅馬的政體、國防軍事和文化傳播等面向
。唯一覺得遺憾的是敘述有些散，史料太多，想說的話也太多。
14、作者提出的儒生坏事真是深得我心。当然我认为就算不是儒术取得了独尊地位而是其他的什么思
想，只要不与时俱进、不能对抗既得利益者对于社会流动的阻遏，那么最后社会崩溃的锅就是你来背
。所以儒家的支持者真的没什么好洗地的，欧阳先生的论点很有力，就是儒生与士族/土豪的结合体抑
制了汉朝的实干精神和社会活力。这种抑制是如此的成功，足以证明儒家学说在皇朝的衰落中的责任
重大。另外欧阳先生还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如此多次的农民大起义引发朝代更迭，却并没有带
来什么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变更（一些细节上的改良不算），儒家思想长期把持中国唯一的政治正确和
道德高地对此难辞其咎。由此说来，秦国在战国时代依靠法家思想成功变法并且彻底改封建为郡县真
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但这么多年遭受暴秦恶名，实在是对于后世儒生的虚伪更加多了一分厌恶。
15、给姐姐跪了⋯⋯
16、2016年第46本書。歐陽瑩之先生幼冲受私塾教育，長大在美受現代科學教育。學冠中西，以物理
為生，卻以歷史聞名。這部《龍與鷹的帝國》充分顯示出歐陽先生的學養，條理清楚，邏輯清晰，用
物理學家的視角闡釋了中西兩大帝國的異同。羅馬与秦漢對地的著作並不算少，但歐陽先生自有其獨
到之處，觀點新穎、言之有物。也有觀點偏激處，但終能自圓其說，值得反復細讀。
17、 罗马的对应是安息萨珊 没边缘货什么事
18、感觉两种帝国的比较，盛衰之间的比较，人口的分级比较，各种比较，让我清晰的认识东方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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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帝国的方方面面。
19、精彩!
20、统一后发生暴乱不稀奇，奇的是内部不能平息它。传统解释将秦亡的原因归咎为体制的残暴无度
、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但人们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统治手段越残暴，镇压也就越严厉。秦以法
家思想治国，制度在当时相当先进。穷兵黩武不比春秋战国更甚，它的突然陨落可以说是透支，提前
透支国力，使得生产不敌国之开销。
21、还行，物理学家写的罗马与汉对比的通俗书籍
22、经过罗马与秦汉的对比，可以明显发现中西方政治体制与文明发展的轨迹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语
言浅显易懂，但分析并不俗套，看不出是出自一位物理科学家之笔。
23、本书系统比较了秦汉与罗马的建立衰亡，虽有少许偏颇，然不失佳作。
1.据《春秋左转》，贵族的政治应酬赋诗频繁，显示为什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
，无以立”更不用说了。《尚书》是有关古代帝王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诗》、《书》、《礼》、《
春秋》，加上占筮的《易》，成为儒家五经。
2. 恺撒与共和国格斗，终于不敌。秦始皇镇压封建贵族复辟，身死则事败。奥古斯都与汉朝承继他们
的事业，成功奠立稳定的君主集权体制。一位经历过拿破仑时代的德国大哲，回顾恺撒父子说： “纵
观世界历史，政治革命若反复重演，即会获得民心认可⋯⋯首次革新，人们以为不过意外偶然。再来
一次，人们目睹事实，认为理所当然，欣然接受。”
3. 罗马帝国取缔民主选举，但保持共和国的三大权力基柱：军、财、法。
4. 据社会学，权势
24、严谨规范
25、1 作者是名物理学家，数据对比方面应该比较强，但是读完感觉不明显；理科生的思维还是不突
出，还是沿用文科生的思维，丧失自己的优点。
2 把好多重要东西放在附录，有点失策，具体的历史年代、地形图；
3 讲述两个帝国王朝，横向对比明显，纵向对比少；
4 总结性的观点太分散，每个章节都有，每个章节都不明显，反而觉得没有总结；
5 包装一般，作为精装书，真是愧对精装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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