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13位ISBN编号：9787510425783

10位ISBN编号：7510425786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作者：肖刚

页数：2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前言

社会制度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其制度的优越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前途，尤其是在世界近
现代史中，政治制度是否优越可以说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在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尤
以英国为例，在早期的殖民掠夺中，葡萄牙和西班牙本来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是由于其恪守传统的
封建制度，不久就被英国赶上。而英国能真正称霸世界就在于其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有一个比较开明
的政治制度，它就为工业的发展直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把
战争由冷兵器时代推向了火器的时代，而火器的优良程度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正是
因为在这个方面优异于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在早期的工业革命中，英国不仅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工业革
命，而且还树立了世界霸权。相对于英国来说，亚洲国家是处于封闭状态的，这当然与它们特有的农
耕文明有关，但是外部的影响，尤其是以火器为武器的殖民者根本不会顾及某种文明的类型，因为工
业的脚步只要求有市场和原料即可。早期的中、日两国在英国已经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还在使用冷兵
器，交战失败也就难以避免。日本虽也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封建国家，但是幕府的统治却没有中国那样
集权，所以这个看似松散的体系却也为日本带来了生存的转机。幕府虽然是日本的最高主宰者，但是
其地方大名的实力亦不可小视，当外来文明对日本进行冲击时，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可怕的，因为他们
害怕因此失去已获得的权益，而对于地方的大名来说，这是一个推翻幕府的极好机会，于是地方大名
为了自己的权益而主动去学习西方文明，开始仅仅是为了推翻幕府的黑暗统治，但是发展到后来，他
们便成了抵御外辱的基础势力。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日本的改革远
没有英国那么顺利，且日本的工业化也完全是在模仿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早期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
也不是很彻底，天皇制度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尽管日本也模仿西方实行三权分立，但是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可以看出，日本军人之所以能够执掌日本大权，还是在于日本制度的不完善，给军国主义者留
有机会。日本的工业发展也受到了诸多限制，其最主要的问题是原料的来源。日本是太平洋上的岛国
，资源十分有限，所以要想充分地发展工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原料的来源问题，这也是日本向外扩
张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清朝政府来说，之所以没有像日本那样去改变自己，究其原因，还是集权化比
较彻底，上至中央各个部门，下至地方各个衙门，无不贯彻着一个人的意志，那就是皇帝。封建社会
的中国向来喜欢集权，所以面对改革的时候，统治者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国家，当他们认识到将来的
改革会使自己失去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宁可失去国家也不愿意去挽救危局。辛亥革命算是中国历史
上一次比较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政治制度的改变也比较彻底，可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一开始
就注定了中国在革命后摆脱不了成为殖民帝国代言人的命运。总的来说，虽然中国近代史上几次比较
有名的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坚强的中国人并没有因失败放弃寻找挽救中国的方法，最终共产
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本书结合中、日、英三国近代历史的大
背景，分析了中、日、英三国在近代的几次比较大的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和工业化方面的变革。在
写作本书之前，我查阅了中、日、英三国的一些近代史资料，对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
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做了详细的资料分析后，又结合本人对历史的看法，以严
谨的历史态度去写作，尽量做到史料的真实与分析的详尽。当然，由于时间匆忙，在写作的过程中难
免有疏漏，请大家予以指正。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不管我们持有什么态度，总的来说，英日的变革还
是比较成功的，我们是要肯定的，中国之所以失败，还是在于没有对制度本身进行彻底的改变。我们
有太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岂能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所以感叹之余，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责怪，清
楚地认识自己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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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内容概要

《历史总是令人叹息》主要结合中、日、英等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以翔实的资料分析了中、日、英
等国在近代的几次比较大的变革，尤其是政治制度和工业化方面的变革，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
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以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方面问题。在写作之前，作者查阅了
一些关于中、日、英等国的近代史资料，对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以及日本的明治维
新、英国的工业革命都做了详细的资料分析，在结合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以严谨的历史态度去写
作，尽量做到史料分析的真实与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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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作者简介

　　肖刚
　　中国共产党党员，副教授
　　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在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 1986年7月至1997年12月，在原北京市人民
警察学校文化教研室工作
1998年1月至1999年至今，在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培训中心工作在长期一线教学和成人非学历培训教
育工作的同时，对近代中国历史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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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变革与保守—不同的历史命运
　第一节　腥风血雨前的挣扎（中、日、英三国20世纪前的状况）
　第二节　面对历史的抉择（中、日、英三国的变革）
　第三节　迥异的命运
第二章　主导东北亚政治舞台的新星
　第一节　岛国的沧桑
　第二节　没落的政治
　第三节　曲折的新政之路
　第四节　国家走向法制化
　第五节　资本主义的全灌输
　第六节　野心与霸权
第三章　日暮下的东方旧土
　第一节　惊涛骇浪中的帝国
　第二节　关不住的大门
　第三节　站在浪尖的中国人
　第四节　炮口下的民族精神
　第五节　救亡图存的运动
　第六节　甲午风云下的戊戌更新
　第七节　“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革
第四章　小国的大政治
　第一节　一种新的制度
　第二节　遍及世界的战火
　第三节　社会结构的转型
　第四节　“合理”地追求财富
　第五节　走向“世界工厂”
　第六节　开启政党制的大门
　第七节　辉煌的大英帝国
第五章　风云激荡与沉沦
　第一节　疯狂后的没落
　第二节　肤浅的革命
　第三节　迷茫的中国
　第四节　让人叹息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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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章节摘录

版权页:就在此时，日本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这以后的九年，中日关系表面
上风浪不兴，但两国形势却正在悄然改变⋯⋯日本一直关注着中国。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渐渐老
化的北洋舰艇表现出明显的火力弱以及行动迟缓的缺点。1891年后，北洋舰队甚至停止了枪炮弹药的
购买。原因是购买弹药的钱被慈禧太后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冠冕堂皇地说：“光绪帝1875年登
基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
花园养老还不行么？”慈禧太后与明治天皇相比，何等迂腐！1894年7月25日，大鸟圭介命令大院君宣
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驻扎于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
岛海面对中国海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击沉了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扎于牙山的
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最终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8月1日，中日政府同时宣战，中日甲午战争就此开
始。由于日本在武器上的先进性以及中国海军装备的整体落后，中国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致使中国
最终被迫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到了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
，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跃成
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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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后记

在本书即将封笔的时候，我不禁感慨万千。通过写作本书使‘我又一次学习了这段历史。其实从内心
深处来说，我是很不愿意接触这段历史的，我不想在书中看到那被毁灭掉的东方文明。是的，我承认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伟大的，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有如此发达的
文明，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开头，也许还要晚上几年。但是，这并不能为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罪行开脱
。尤其是日本，尽管他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日本在后期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中国的基础上的。尽
管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失败了，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伤痛怎么能够消失？我们可以叹息清朝政府没
有抓住机会去改革，可是对于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血腥掠夺上的工业革命，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是绝
对不能接受的。以侵略他人来满足自己发展的要求，这样的工业革命，也就是像日本那样狼一样的国
家才会为此而疯狂。    写到这里，我最大的感慨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长久地称霸，从早期的英
国开始，到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辉煌，但是工业化
以后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所以势力均衡就成为各个国家
平衡发展的“潜规则”。当某一个国家特别冒尖的时候，也就注定其最终被打压的命运，尽管有一些
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优异的社会制度。“一战”使大英帝国解体，“二战”促使了日本帝国的灭
亡，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靠暴力发展壮大自己终究是靠不住的。    。    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开始
到“二战”结束，英、日两个帝国的兴衰，给予我们深深的警示。客观地去看待英国、日本两国的社
会变革，以及变革所带来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有很大的帮助。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个别国家
的世界了，信息已将我们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了。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想中国应该认真反思。
而对于英、日两国来说，我想他们更应该去反思怎么样去正确地推行他们所发明的优良制度。    历史
不再会改变，历史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其中所包含的宝贵经验，我们可以去感叹英国的辉煌和日本的强
大，但是在其背后所起到支撑作用的政治制度更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早期的中国统治者认为，学习这
些东西无异于背弃祖宗家法，是大逆不道之举，可是却没有看到在制度的推动下，国家将会变得如此
的富强。这就是我们在看清历史以后所要学习的东西。英国的工业革命，一场历史性的巨变，它改变
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命运。面对这场巨变，我们应该是为之喝彩还是惋惜那逝去的文明？所有的一切，
还是留给历史来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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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编辑推荐

《历史总是令人叹息》编辑推荐：1840，腐败的清政府在经历过100多年的闭关锁国后，被欧美列强用
鸦片+大炮撬开了国门。从此，中国人民背上了三座大山，开始了水深火热的生活。国家主权的丧失
，人民的流离失所，战争的此起彼伏，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交错形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网，成为一段
让中国人不忍回顾的历史。翻开《历史总是令人叹息》，和着那段混着的血与类的文字，看着同一时
期日本、英国不同于清朝的崛起，我们要反思自己，谨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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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令人叹息》

精彩短评

1、不是叹息，而是总结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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