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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说明
2014年是个历史“大年”，而且几乎都与战争有关。从5月开始，陆续迎来了诺曼底登陆七十周年，太
平天国运动失败（天京陷落）一百五十周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
周年。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当然很重要，《上海书评》不久前也刚刚编选了《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一书；但
相对来说，一战百年似乎就是一个离中国有一点远的事了。不过，我们相信，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一部
分，一战作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全方面的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也必然深刻地影响着
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我们的这本小书中，会有文章来告诉您一战对中国何以重要，比如说徐国琦先生的《第一次世界大
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吴芳思先生的《被出卖与被背叛：中国与一战》，但我们更想向您
描绘一战的世界图景，读书，格局始终要大一点，就事谈事，就中国谈中国，我们永远也得不出想要
知道的答案。
这一点，正如中国外交部年初时说的那样，“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2014为什么不会
是1914，2014为什么不能是1914，和当下的世界一起思考这场属于昨日世界的大事件，答案会有的。
《上海书评》编辑部
201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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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约翰·韦斯顿·埃文斯历史学家、英国学院会员。著有《奥地利、匈牙利与哈布斯堡家族—
—中欧研究（1683—186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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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面几篇较好，讲英国的贵族，英德海军竞赛和劳伦斯的不错。
2、适合地铁上下班路上看
3、部分文章网上有。几篇论文集，邀请了中外大牛们来谈谈一战。通俗但不媚俗，而且有中国视角
，市面上这样的科普读物还是很少的。不过外国作者的几篇文章，翻译的不大顺。
4、一战欧洲有点春秋战国的味道，各种结盟背盟，了解那段历史对理解现在也是很有帮助的。另外
，特别是@战争史研究WHS 写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特别有意思
5、很好的地铁通勤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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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该书优缺点二、一战印象与再认识三、一战与中国四、收录文章的概览一、该书优缺点：２
０１４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００周年。这本书，乃是《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为了纪
念一战，邀约国内外大牛发文出版的文集。　　　　它的优点，是有一定学术性，同时也兼顾了通俗
性、科普性，干货多，历史细节丰富；缺点则有两个，一是文章大多就事论事，缺乏历史纵深感；二
是国内精通一战史与了解一战语境的人才匮乏，导致约稿的文章关联不大、专题分散，让读者有意犹
未尽之感。　　　　所谓意犹未尽，可以举这么几个例子：　　　　（一）两篇谈海战的文章很不错
，刘怡和章骞都是国内的顶尖海军史专家，但某为读者若想看看一战的坦克大战、飞机大战、堑壕战
是怎么回事，这本书就无法为我指点迷津；　　　　（二）再如阎京生，文笔极佳的内地军事史大牛
，提供了两篇很不错的编译文章。其中《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篇人物小传，涉及很多近中东的地名
，可惜全文没有搭配战区地图，导致看起来好累。　　　　（三）还有开头的“编者说明”，是非常
搞笑的。编者显然是想装逼的，不但没有介绍约稿过程，更夸大了编辑的初衷，声称要符合世界性，
不局限于中国。可是呢，收录于书中的文章，明显是偏向纯史学性质的，并没有对世界的关照。在此
，不妨对比一下大洋彼岸。2014年，纽约时报出版了特辑《回忆百年一战》，明显要比《一战百年》
给力。纽约时报邀约的文章（大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记者），很能体现历史的纵深感，把一战的
历史细节与现实的问题紧密缠绕，影响着当今的世界政治格局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十分精彩！看了纽
约时报的书（我买了电子版），才知道：  卧槽，原来普林西普之于塞尔维亚人，类似于安重根之于
韩国人；卧槽，原来一战塑造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民族意识，怪不得是世界大战呢；卧槽，劳伦斯
原来是个吹牛逼的主，和阎京生笔下的性格不一样啊，还有呢，在电影《阿拉伯劳伦斯》出来之前，
英国间谍格特鲁德·贝尔女士更得中东人民的爱戴，这么好的素材，不知道《代号D机关》或者《刑
警803》有么有利用过啊。当然，瑕不掩瑜。我知道，中文知识的积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好比江河
入海前，都要涓涓细流地支撑。最近上豆瓣，发现一战的中文书多了起来，虽然大部分是翻译著作，
但也蛮好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作为局外人，希望在翻译的基础上，像该书这样，没有翻
译腔的、一汪清泉式的特辑、文集能越来越多，直至诞生出更好的电影、游戏、专著和文学作品吧
。==================================================================二、一
战印象与再认识：内地大多数人对一战的印象是0，即便知道一战，也大多停留在模糊的几个概念上
：　　　　１.战争的性质：帝国主义争霸战【再认识】这个观点其实是不确切的，还有外交、民族主
义、经济结构等因素，而且美国也不是帝国主义，威尔逊执政时期的美国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２.战争的起因：巴尔干半岛是火药桶【再认识】这个观点没啥问题，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巴尔干为何
这么乱？乱的程度是怎样的？西方是如何处理巴尔干乱局的？实际上，当地乱局一直影响到今天，至
今欧洲最乱最穷的地方仍然是那里。国内关于巴尔干的资料很少，已经亡故的复旦大学金重远教授《
百年风云巴尔干》一书，算是科普佳作。３.战争的方式：现代机械化武器得到大规模运用如坦克、飞
机、机关枪还有潜艇、军舰纷纷出马。【再认识】当时其实还是转型期，坑爹的堑壕战+骑兵+炮兵一
度被认为是主要作战力量。（参见英国电影《战壕》《战马》，另外，《空战英豪》也是一部很好看
的冷门战争片）。４.战争的结局：协约国获胜，三大帝国（奥匈、俄、奥斯曼）奔溃，德国投降【再
认识】关于奥斯曼奔溃后，帝国内部的土耳其在一战中虽然失败了，但是存活了下来，成为了当代世
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比如最近把反恐的俄罗斯飞机打掉）；还有俄罗斯帝国的奔溃，与十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崛起息息相关，其中的细节需要加强总结。５.战争的影响：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
为二战埋下伏笔，同时美国逐步取代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恩，日本在哪里？这两个和约是怎么签
订的？细节是怎样的？1。2。。3。。。4。。。5。。。。。没了
。==================================================================三、一
战与中国：　　　　１.欧洲乱局给了中华民国喘息的机会，同时也增强了日本的国力与称霸亚洲的野
心。　　　　２.中华民国站队成功，成了战胜国。派出了默默无闻十万劳工（电影《精武风云·陈真
》利用这一背景，拍了一段酣畅淋漓地武打戏）。　　　　３.《凡尔赛和约》出卖了中国，中国外交
官顾维钧等人拒绝签字，成为民族英雄；同时促成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变革了大批中国人的思维。
　　　　４.欧洲文化出现倒退，西方人信心有所丧失，以日本－中国－印度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开
始在欧美范围内流行。四、收录文章的概览：1《前所未见的最大浩劫》：�对一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并着重介绍了5本新专著，《梦游者》、《战争倒计时》都出了中文版。2《结束和平的战争》：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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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录，《上海书评》采访了牛静大学的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讨论了一战的起因与影响。3
《一战与贵族的衰落》： 书评，《英国贵族衰落史》的读后感（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4.《阿拉伯的劳伦斯》： 人物小传，涉及中东很多地名。5.《一战前
的英德造舰竞争》： 威廉二世主导下的德国海军发展历程，以及一战前后世界海军力量的变化。6.《
自沉：德国海军之死》：战争后期，困于地势的德国海军指挥部下达自杀式攻击命令，引发海军兵变
，不料兵变引发德意志帝国内乱，最终迫使德皇退位、德意志帝国投降、魏玛共和国诞生；但是，停
战谈判前后，德国海军被以英国为首的战胜国控制、羞辱，引发德国军人荣辱观、廉耻观的觉醒，最
终偷偷自沉，宣告世界第二大海军力量的覆灭。作者在结尾提到，以争霸为目的兴建的海军被干掉了
，而以旁观者自居的美国，却顺势而上，发展出了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其中奥妙，值得玩味。最近，
章骞写的美国海军发展史的书，快要问世了，期待一下。7.《列强的赌注：一战与小国》： 从地缘政
治的角度，简明扼要的介绍了一战涉及的几个小国的命运，我非常喜欢。从巴尔干的小势力（塞尔维
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到西欧的小国家（卢森堡、比利时、葡萄牙），再至亚
洲的暹罗（即泰国）.8.《被出卖与被背叛：中国与一战》：�批驳英国国内纪念一战时的欧洲中心主义
，强调中国在一战时受到的伤害。作者是混血，有华人血统，祖父似乎打过一战，视角比较独特。9.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干货不多，但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是研究一战
与中国问题的专家，对史料有一定的掌握。但是文笔极差，謷牙诘屈的地方好多，可能是中文不太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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