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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的叫个什么玩意儿啊
2、201627 越看越悲观⋯
3、《新女性》、《文艺转型》、《理性与社会》写得三章最为杰出，观察深刻敏锐！
4、书是好书，只是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翻了点，还在看⋯⋯
5、趁着这次shift 读完了霍氏的年代四部曲， 感觉这个老左派，党龄80年的共产党员对自由主义有着
显著的偏见， 但是我喜欢全篇洋溢着的真诚而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 这就是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
”吧。
6、永远断裂了过去，却又直接联系着现在——这就是历史
7、感谢让我深入接触了Hobsbawm，但真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中间还好前后太绕了。
8、中信这本读了半天才发觉少了注释，很不习惯。以后要找有注释的再看一遍
9、（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我喜欢的史学家之一；（2）浮躁的1914，想想看已经过去100年了啊
；（3）被社会抛弃的底层居民如何逆袭；（4）回首2008的天朝，满满的都是1929美帝的影子
10、帝国的年代写满了矛盾的扩张和死亡故事
11、所谓的艺术、人文、科学，不约而同都将抽出一部分为政府和权力服务，随之而来的是文明的，
自我意识的膨胀提高。人们不满足于政府领导，强权统治，不同阶层不同诉求，然而底层--往往占据
多数---集结成一团，撼动上层阶级。这便是多数战争的由来，也是民主化的开端。政治的民主化将统
治阶级推上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被迫采取部分保护主义措施。随之而来与企业或者其他稳固政
权结为同盟，这便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序幕。
12、除了技术的进步，100年前的社会，似乎和当下没有本质区别。人类之所以常怀有希望，可能是因
为人类是一种热爱希望的生物吧。
13、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来书写现代世界的历史，关注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工人运动、阶级意识
的递嬗更迭，左翼立场尽显。
14、匆匆翻过 叙事散乱 论点繁多 读不下去
15、[017]（⋯⋯为什么先读完了这本
16、和平的时代，充满自信的资产阶级文明、财富日渐增长时代，以及西方帝国的时代，如何在其体
内孕育了战争、革命和危机时代的胚胎。这个胚胎终将使它毁灭。
17、最后的和平年代，自由主义的死亡
18、比较无聊的一本
19、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 殖民扩张
20、图书馆完全废
21、翻译跟屎一样 都是什么鬼都是什么鬼都是什么鬼 能不能说人话能不能说人话，感觉像是看了一个
历史博士生的大学论文，说话轴着来。能不能把语言捋顺了用正常人的话说，感觉像是用谷歌翻译翻
的，信达雅只做到了信！达雅去哪里了？
22、尽管不适应没有注解的历史，但是这一套书还是有其重要价值的，不同于其他罗列一般史实的著
作，这套书专注于其他史学家很少提及的方面（从目录即可见一般）。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至少前三
册书几乎就是欧洲史（而非宣传的世界史）；其次，如果没有详尽的欧洲史知识储备真的很难读进去
这套书；最后，因为这套书不罗列要点，涵盖面过于宽泛，所以需要读者有很好的分辨整理能力。
23、当世界瓜分完毕，资本主义自由也正式死亡
24、四部曲中最无聊的一本
25、要看懂一战，则必须要读懂帝国主义的形成。
26、太可怕了这个翻译。看得下去的人中文理解力真的很强。
27、毫无监管的资产阶级自信膨胀的年代，孕育着辉煌的伟人，也埋下了灾难的伏笔
28、听说下一本700页。。这垃圾翻译得看死我啊
29、十九世纪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由于已经习惯了作者的思路，并没有读第一部时那么激动，但还是
很受益的。十九世纪三部曲的关键在于详细地展示出现代性在各个方面是怎样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
30、算是雲裡霧裡的讀完了，但總算對這段歷史有了一點了解
31、读到70%，实在读不下去了。。弃。。我要打死说霍布斯鲍姆这一套好懂的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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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山雨欲来
33、勒勒2号线高头读忒额，很磅礴的视野全景展示了一战前的种种矛盾，并为下一步极端的年代做好
了铺垫。
34、这本总体感觉是⋯⋯枯燥。大段的抽象表述、数字罗列，前文尚在振振有词，后文“然而”“但
是”又马上将之推翻因而使观点不甚明确（不过，作为学术却又实属必要），使这本书不易被把握。
翻译和校对更是差劲，本杰明本雅明前后不一，协约国同盟国张冠李戴，还犯了在这里吞下几个字又
在别处吐出来的毛病。作者招牌式的微妙讽刺手法也一点没有体现出来。
35、自由主义黄金时代的衰老
36、在這個沒有註釋和參考文獻的書裡發現兩個有趣的點：1 運動與階級的定位；2 機械與婦女的解放
37、翻译太纠结⋯⋯
38、很好的入门读物，关于帝国这一概念，其实大部分人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作为帝国，只是在以另
一种方式继续而已吧。
39、年代四部曲都是神作不解释
40、“快跑，国家来了”-意大利母亲对儿子说
41、勉强归到国际关系史的目录下，其实世界史更合适。内容真是庞杂啊！中信又删掉了全部的注释
，也不知道史料的运用到底如何。书内各章，看来看去还是社会学那几章比较有趣。目测《非凡小人
物》要比这书好看许多。
42、真是一段玫瑰金色的年代啊。。（读完这个我kindle就丢了 TT
43、2016已读56。霍布斯鲍姆的书就是这样，在一大堆冷僻细致的材料和数据间偶尔插入几句犀利的
点评，此等炫技文风加之译者的撇脚翻译令人欲哭无泪。这一本主体都在讲讲19世纪最后20年的欧洲
政治，自由主义的巅峰与没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妇女权利之争取，帝国主义之扩张与竞
争等等。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学会依靠天启生存下去，相对19世纪，20世纪虽有发展但谈不上进步。霍
氏显然对21世纪并不十分乐观：既然悲观没好处，不如相信人类会进步，只要自己不作死。啧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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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151页

        这对马克思的亡灵是有点不公平的，因为打着他旗号的西方无产阶级各政党，其最显著的特点便
是马克思对他们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其领袖和好战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
激进左派如出一辙。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即使不是完全没听说过，以前也是知之甚少，他们的
政治思想有哪些？代表人物有哪些？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不同？求参考书目⋯

2、《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343页

        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必须担忧舆论和其他选民的政府，通常会小心防范军队射杀人民的可能性
。士兵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往往很坏，而士兵拒绝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甚至更危险，如1917年的
彼得格勒事件。

3、《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356页

        当时局势的新奇之处在于：借助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即使是将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和平划分为若干
“势力范围”，也无法平息国际上的敌对竞争。1871~1889年间，俾斯麦曾以无以伦比的技巧处理这种
敌对竞争。如俾氏所深知的，控制它的关键在于刻意限制目标。只要各国政府能够精确说明其外交目
的——如边界移动、王朝婚姻、从他国获得的“补偿”——便可能通过评估和安排来解决。

这段非常有教益，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坑蒙拐骗和强抢都已经成本太高成功率太低的博弈局面里，你达
成自己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搞清楚自己想干什么，并且让别人清楚你想干什么，然后一件一件去办。
含混不清和遮遮掩掩只会自取其辱。

4、《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196页

        一位德国银行家在1884年劝告一位刚起步的工业家要摒除理论和大学教育，他认为理论和大学教
育只是休息时的享受，就像午餐后的一支雪茄烟。他的建议是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领域，找一个财务上
的赞助人，观察美国并吸取经验，把高等教育留给那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师”——企业家将来会用
得着这些技师。

5、《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126页

        工会是怎么回事？它产生的历史是怎样的，与社会主义有什么样的关系，与行会又有什么关系？
这本书中工会似乎一瞬间就壮大了起来，而在上一本《资本的年代》中，工会只是稍微提了那么一小
句。位于埃森（Essen）的克虏伯军工厂，在1848年只有72名工人，1873年已增加到几乎1.2万人工人力
量壮大，最主要体现在人数的增加。到了帝国的年代，工人阶级在相当多的地区已经成了多数。
其次是工人的同质化，即机械化的发展使熟练工匠的需求减少，大多数工人是非技术工人，工人之间
的差异减小，团结的意愿增加。
即使这样，书中仍然着意强调了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差异性，但社会主义者以意识形态有效地组织他们
，更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使国际/区际主义更加现实。
为什么工人团体在北欧和中欧更加活跃？这一时期，世界工业的中心已经从英国转向德国和美国，而
这两个地方工人运动的形势竟然如此不同？这时的北欧工业并不发达，为什么社会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直到今天？尚未找到答案。

6、《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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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的逻辑便是要求各种利害团体向理论上应对他们相当敏感的全国性政府和议会施压。

7、《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108页

        在分权的国家，如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民选议会的，不过也很可能因权力的制衡而
瘫痪。欧洲式的代议政府，其政府在理论上必须依靠民选议会，因此其各种问题更是难以克服。事实
上，这些政府好像进出旅馆的旅行团一样来来去去——一个国会的多数党崩溃，另一个就继之主政。
⋯⋯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持续，边自然是掌握在常设的、非由选举产生的和隐形的官僚人员手中。至于
说腐败⋯⋯即使它为实际上没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它也表现的更为明显，因为白手起家的政客必
须用种种方法兑现他们对商人或其他利益团体的支持或反对。

8、《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1页

        大纲整理：
1.百年革命-工业技术。并在经济和政治上给予强化。
2.经济换挡-农业革命。看不见的手转化为看得见的手。第三类经济显著增长。大萧条时代。
3.帝国的年代-门罗主义。小部分国家瓜分世界。自由分工扩张殖民地。关税和扩张共同成为统治阶级
的诉求。
4.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而大众整体而言是贫穷的。罗马天主教兴起。爱尔兰民族运
动。压制社会主义，教化，温和改革派。
5.世界的工人-劳动力赚工资人数增加。工人阶级政党增加。工会社会主义民主党：劳工和社会主义运
动出现在双元革命国。
6.民族与民族主义-构成政治活动的底层。领土性。移民间互助和互保。有助于其民族主义成长。自由
主义危机出现政治右派运动。
7.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政治民主化。资产阶级家庭结构日益松弛。热切希望跻身资产阶级人数增加。
新兴阶级引发分界模糊。
8.新女性-社会自由。教育地位。教会。
9.文艺转型-当代和现代文艺分歧，介入公共事务。平民艺术。科技艺术崛起。电影。
10.确定性的基石：科学-科学与直觉分离。数学解放。科学与社会之间联系促进科学影响社会学。例
如达尔文进化。
11.理性与社会-核心研究。人类如何由原始状态发展到现在状态。以及对现在理性诉求。社会衡化。
12.走向革命-奥匈帝国、摩洛哥。1.逐步破坏经济结构社会平衡。2.摧毁其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生存能
力。
13.由和平到战争-军备竞争，赋税，资本主义企业，政治势力理应随着经济发展无限增加观念。

9、《帝国的年代：1875～1914》的笔记-第196页

        "19世纪之前，正式的教育对一位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是从事公务或学术工
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学术人才，再加上为年轻的绅士提供饮酒、嫖妓或运动的适宜环境。"

这段在各种方面都让我有种莫名的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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