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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赞！！！这本书，关于英国对欧洲的外交战略以及战争，如英国对欧洲的均势战略对如何瓦解
拿破仑帝国的步骤，还有英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变革，如新阶层的崛起和民主国家的建立，这两个大
方面是这本书写的最详细而明了的地方，也是最吸引我的两个关键点。
2、欧洲各个国家的历史类似各表亲的纠缠史
3、最好的莫过于作者每段都会提出自己的问题 待读者思考
4、基本上是名词解释
5、写的非常好，还傻乎乎的找上册哈哈哈
6、大学的第一个寒假里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的书，第一次那么认真的看一本书，还认真的记笔记

Page 3



《英国史：1688年至今》

章节试读

1、《英国史：1688年至今》的笔记-第七章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改革

        《英国史：1688年至今》的读书笔记-第七章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改革

http://www.douban.com/note/205951751/

为什么英国19世纪的贵族和王室，愿意主动顺应社会变迁选择改革？英国19世纪四十年代和六七十年
代的两次选举制度改革，逐渐将选举与被选举权向下交给更多的老百姓的改革，几十万拥有选举权=
的人变为几百万。同时政府也承担起为底层百姓提供更多社会福利，和约束资本家剥削工人改革。比
如小学免费义务教育改善城市卫生和禁止使用童工还有每天10小时工作制等等，这些都是19世纪的英
国就已经做到的。社会虽然不时有些动荡但总能一点点的改进，社会就能在稳定中得到发展，所有人
都免去了大动荡带来的折磨。而法国的贵族和王室多半保守僵化，很多矛盾得不到解决，宁愿拖到大
革命人头落地，才被迫接受一些变革。

这一章就是将19世纪的英国，是如何将更多的政治权利向下转交给更多的老百姓的。这一章叙述了这
一政治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为什么相对法国会那么顺畅，依然不是太明白。

或许有以下几个原因可以作为解释：

1，英国18 19世纪的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工人阶级在英国作为一个有教养有组织的建设性力量
，主动推动各种改革。英国繁荣的经济，以及可以供英国人移民的广大殖民地，舒缓了国内底层老百
姓的生活压力，避免因经济大动荡导致社会的大动荡，大动荡导致的又是保守派的复辟。

2，工业革命和与英国广大殖民地经商贸易的结果，导致英国除传统的土地贵族和地方乡绅外，又出
现一批靠经商办工厂发财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作为工人阶级之上的一个阶级，主动而且往往对
实际的政治，产生更多的促进。由于中产阶级相对工人阶级对于贵族阶层来说，不那么具有破坏性，
双方利益也有所互补，所以他们的政治诉求往往优先得到满足。

3，英国的统治权力在19世纪的两次议会选举改革前，是由地方乡绅和少部分资产阶层以及贵族组成的
上下议会掌握，国王越来越不掌握实权。而议会中又分别由惠格挡辉格党托利党分享权利，所以总体
政治权力并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于是最高权力的运行也充满灵活，相对更能够适应改变。

4，英国整个社会风气是面向海洋的自由开拓进取的风气，言论和出版向来自由，因此社会自身有其
强大的舆论力量。而洛克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为自由主义风气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民间的风气促使
上层不得不思考如何改革。

5，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一段极端保守的压抑时期内，加上工业革命对传统秩序的冲击，使得各种矛
盾不断被激化。激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呼吁改革的民间诉求。议会选举改革前，乡绅和贵族虽
然掌握了最大一部分权力，是社会变革最大的一个妨碍，但是他们不具有绝对的权力垄断，最后在王
权和民间呼声下共同击败了他们。

6，英国有强大的海军，但常备陆军并不多，这是由于岛国的地理形势决定的。这就导致英国不大可
能有军事独裁者，或者政治寡头依靠军队而妄为的局面。

英国19世纪四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的两次选举制度改革，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降低，使得
更多的人能够参与选举。原本只有几十万人可以参加的选举制度，到后来虽然也不是完全的民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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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到几百万人，这确实是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同时改革选区制度的不平衡，改变过去只有几千人的
城镇和十几万人的工业大城市，拥有同样数量的议席这一不公平的现状。这一选区改革，使得少数贵
族更难以操纵选举。其结果就是，议会中充满了更多的中产阶层，而贵族以及农村拥有土地的乡绅逐
渐没落。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腰身，兼顾了上下两方面的利益，腰身的强壮稳固了社会避免了动荡。

2、《英国史：1688年至今》的笔记-第七章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改革

        本来想写点关于英国19世纪，是如何将选举和被选举权逐渐向中下层民众开放，以及政府是如何
向更多的百姓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但还是觉得，不如直接看《英国史：1688年至今》：第七章 保守
主义自由主义与改革。这一章写的很详细，不如直接看这一章，如果我要写，至多也不过是简要的缩
写而已。

3、《英国史：1688年至今》的笔记-第十一章 危机起伏的时代

        英国工业是如何被美德等国超越，最终破败的

http://www.douban.com/note/206965368/

《英国史：1688年至今》的读书笔记-第十一章 危机起伏的时代

19世纪晚期以来，曾经辉煌的英国工业被美国和德国超越，英国的工业乃至最后破败。一方面是是由
于英国的工业家资本家已经缺乏了开拓进取的精神，美德等国在工业技术上不断创新，而英国却总是
因循守旧。虽然老技术带来的利润不高，但在英帝国广大殖民地提供的市场下，依然有利可图，也就
没有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得过且过。虽然英国在二十世纪初面对美德等国强烈的竞争，总量上依然很
大，但在世界经济的份额中不断的减少，难以抵挡美国德国的竞争。

同时英国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也越来越有声势，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与资本家不断的斗争，导致
许多财富与社会权利逐渐让与了工人阶层。因为工人阶层的压力，政府为民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福利
，这使得政府越来越臃肿，臃肿的政府对社会经济管制也越来越多。这让英国的资本家工业家企业家
，更加缺乏激情与资本用来投资和创新。

英国的资本家，似乎主动放弃了他们难以玩转的工业，而转战金融业的高额利润，靠大量海外投资带
来的高额回报过活。他们任工业和工人阶级自生自灭，直至撒切尔夫人，给英国的传统工业以最后的
致命一击，曾经靠工业革命而辉煌的英国中北部，被玩金融的英国南部超越。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美
国，当时都是靠英国的投资大大发展了他们的经济。虽然这造就了金融业第一的英国，但这些投资终
究是繁荣了他国不属于英国，等于为他人做嫁衣。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英国用大量的海外资本换回海外的援助，英国的国力因此大伤元气。而
他狭小的国土落后的工业，不可能让英国再来一次工业革命取得翻盘的机会。英国由此再也无法维持
他那庞大的殖民帝国，从而分崩离析，这让失去了广大市场的英国工业更难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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