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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史》

内容概要

《20世纪史》抛弃传统的治史思路，绕过每天见诸报端的战争与危机，直接深入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
，对自1900年以来人类最重要的思想和活动领域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本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权威历
史学家撰写，既是研究20世纪历史的一个界碑，也可以作为读者构筑自己的20世纪史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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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史》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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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史》

书籍目录

作者介绍
前言
第一章 上层文化
第二章 通俗文化
第三章 “妇女问题”
第四章 宗教
第五章 体育：比赛与政治
第六章 种族与种族制度
第七章 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化
第八章 民族主义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第十章 国际秩序
第十一章 战争：无秩序的机制
第十二章 工业与商业
第十三章 货币与经济变化
第十四章 技术与发明
第十五章 农业：谷物、牲畜和农民
第十六章 通讯
第十七章 运输
第十八章 科学思想
第十九章 发现的路径
第二十章 20世纪的医学
第二十一章 生态与环境
第二十二章 城市
第二十三章 人口统计学与人口流动
跋： 21世纪
重要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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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史》

精彩短评

1、封面脏有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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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史》

精彩书评

1、第一章 上层文化第二章 通俗文化理查德·W·布里特我对所谓的文化实在提不起兴趣，这两章我
都不知所云。不过第一章中有个观点挺有意思：艺术评论家、博物馆馆长、大学的评论专家之类的群
体至少是影响着——如果不是指导着的话——上层文化的走向。按照作者的话来说是：上层文化和通
俗文化之间并无大的区别，它们的差异本质上是一些团体专断的结果，这些团体直接或间接地依赖艺
术赞助人的慷慨大度，因而倾向于根据他们认为比其他标准“卖”更高价格的准则来判定价值。第三
章 妇女问题罗莎琳德·罗森堡二十世纪的妇女史就是一部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不过什么才是“
平等权利”，看起来连妇女自身也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以前妇女们要求的是类似“女士优先”那
样的优待，但是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要求真正的平等。无论如何，这些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显
然和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尤其是二战中男性前往战场之后，妇女们在后方承担了大量劳动
，更加促使妇女地位提高和女权意识的觉醒——这两者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而一个反面的例子则在
各地的农村反复出现：没有经济地位的女性依旧不得不接受自古以来的歧视对待。这就是初中时政治
老师反复跟我们强调的，但是那时候还小，理解不了。另一方面，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男性的
我来说，很难意识到妇女遭遇的歧视。在我印象中，女性唯一的劣势大概是出现在这几年找工作的时
候。但是本章的作者指出，女性要河南形成但一样的工作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因为女性要负担生育的
义务，而男性则不必。显然，作者并不赞同“真正的平等”，其实这种真正的平等也是我不赞同的。
和妇女相关的还有生育的问题。中上层生育率下降与下层生育率居高不下的现象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忧
虑。这种生育率的差别不但出现在阶级与阶级之间，也出现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今
天看到的报道中还提及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目前很难预料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拭目
以待吧。第四章 宗教札卡里·卡拉贝尔宗教神权、世俗政权、民族主义，这几个词汇足可以写出二十
四卷本的论著来。而本章则集中于列举历史事实，于是有效的控制了篇幅，但是读起来就很乏味。其
中只有一点是我吸收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欧洲和北美的世俗现代主义未能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感
到充实，即便富裕国家人民的精神需求也未能得到满足，于是人们转而求助宗教，并表现为宗教原教
旨主义的兴起。另外，作者还有一句话值得抄录：随着千禧年的到来，空前庞大的人群虔诚地信仰世
俗社会所否定的东西、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力量、现代技术不能考证的神灵、以及现代国家不能包容
的思想潮流。第五章 体育：比赛和政治让—马克·兰·奥本海姆奥林匹克最初的设想是希望在比赛中
建立一种兄弟般的情谊，然而这项活动演变到现在，它已经成了政治手段、经济工具、宣传机器、或
者其它任何一种东西，但是它绝对不是、也一直都不是兄弟情谊的展示舞台，而且在今天甚至也没有
一个人会再想起这种念头。第六章 种族与种族制度 J·保罗·马丁第七章 帝国主义与非殖民化 安斯利
·恩布里第八章 民族主义 詹姆斯·梅奥尔这几章的内容相近，所以放在一起。相对于种族，民族的
概念更加晦涩难辨。就拿我们国家来说，汉族、回族、满族等等都可以算作种族，但是他们都认同于
中华民族的称号。可是中华民族究竟是什么？它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些问题值得好好研究。第十
二章 工业与商业威廉·N·帕克这一章没太认真看，也就没太看懂。摘录一个问题：全球化会不会在
融化经济差异和政治主权的同时，也融化所有种类繁多、色彩斑斓的人类文化，从而形成单一的、千
篇一律的、灰色的、事务性的和股份制的现代社会？第十三章 货币与经济变化威廉·C·麦克尼尔金
本位制的背后是有关个人行为和政府职责的信念：个人权利高于社会需求。所以当两次世界大战导致
人们的普遍观念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一制度的崩溃也就容易理解了。战争作为原因之一，导致从前的
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对资本放任自流的政府一去不返。由于个人无法保护自身免于现代世界的暴力，所
以（通过选举权）迫使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社会生活。这种观念的转变对于货币体系所产生的后果就
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但是，现在的货
币已经成为国际权力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于是IMF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显然会导致人们对国家主权丧失
的担忧。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对各国的压力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还有两个人：亚当斯密，自由资
本主义的代表；凯恩斯，政府干预的积极推动者。最后如作者所说的，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我们
并不清楚是否已经真正学会了（在货币的强大力量面前）控制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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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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