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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前言

　　出版说明　　今日的中文阅读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从学者、企业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领、高校
学生等普通读者均赞誉有加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无疑是最热门人选之一。　　1982年5月，中华书
局出版黄仁宇先生首部中文历史作品《万历十五年》，带给人们非常震撼的阅读体验，提供了思考社
会与历史的另一个维度。这本书风行近三十年，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和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
书，屡获佳评：《新周刊》《书城》&quot;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quot;、《中国图
书商报》&quot;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quot;、第九届深圳读书月&quot;30年30本
书&quot;、2009年搜狐&quot;读本好书&quot;经典好书奖&hellip;&hellip;　　自《万历十五年》之后，黄
仁宇先生的系列作品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quot;黄仁宇旋风&quot;成为中文读者的阅读盛宴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2006年8月、2007年1月，中华书局重新校订《万历十五年》，增补相关文字，分别推出
《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和增订本，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短短数年印行近30万册，见证了黄仁宇作
品长盛不衰的魅力。　　目前大陆出版的黄仁宇作品，或号称&quot;黄仁宇全集&quot;，其实并非全
璧。由于种种原因，黄仁宇先生尚有一些单篇论文及随笔散见于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以及香港、
台湾等地区的报刊杂志，为大陆读者所不易搜寻。对于喜爱黄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读者朋友来说，这
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我们在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方途径搜集整理
黄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编成一册，作为&quot;特别的礼物&quot;呈给众多的黄仁宇作品爱好者。黄仁
宇先生曾坦言&quot;我是自己雇用自己的记者，为一般读者大众而书写&quot;，我们相信本书的形成
亦算符合他的宗旨。　　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一直是黄仁宇先生念兹在兹的关注主题。他说
：&quot;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quot;，&quot;我开
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
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quot;。又说：&quot;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
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quot;黄仁宇先生
早年经历动荡，从军抗日，中年负笈美国，其间数十年遍游世界各地，考察先进国家进入现代化之程
序，并反观中国取得突破之契机，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可鉴。在他的作品里，主张摒弃意识形态或道德
上之争执，注重考察实情实事，&quot;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quot;，体察历史发展的真实背景以及
未来的真正趋向。本书辑录的文字也正体现了这一特色。是故，我们拟名为《现代中国的历程》，而
且获得了黄培乐先生的首肯。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耿立群女史编纂的《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堪称
编者搜寻黄仁宇先生作品的指路明灯；她还惠寄编辑部多篇黄仁宇文字的复印件，使本书得以成全。
这是我们必须特别提出致谢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对本书的编辑也
予以关心和支持，特此致谢。陈时龙先生翻译了《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quot;现实主义&quot;》、
《16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明代的财政管理》、《中国社会的特质》四篇英文论文，在此致谢。
编者需要一一致谢的尚有：庄惠薰、洪丽珠、马昕、王瑞玲、李静、祝安顺、胡永华、余瑾等多位女
士与先生，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促成了本书的问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编文字多发表于不同
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类报刊，其用字、表达习惯都跟如今不尽相同。编校过程中，一般不作统一修改
，以保存原貌。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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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内容概要

本书辑录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美国、德国以及港台地区发表而未收入大陆《黄仁宇全集》的
论文、随笔、书评等14篇文字。黄仁宇先生的文字一如既往地保持了纵横中外、从容讲解的风格，以
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给人带来重要的历史启迪。
【本书特色】
1,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畅销经典《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先生文字最新结集，全部文字均为第
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2， 以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纵横中外，畅谈古今，全书浸透着黄仁宇独特的大历史观精神
，给人带来重要的历史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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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
时代却不允许有这样的机缘；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于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
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中国少了一个拿破仑，却多了一个以其睿
智打开人们视野的历史学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他传奇性的一
生以及大历史观的由来详见自传《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他的作品《万历十五年》畅销中文阅读界近30年，是高校师生以及企业家、作家、学者、艺术家、新
闻记者和官员等社会各界人士常读常新的经典作品，频频出现于历年报刊杂志的阅读推荐榜单，并斩
获诸多荣誉：
《新周刊》《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中国图书商报》“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出版科研所 “新中国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
第九届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
2009年“读本好书”经典好书奖
《东莞日报》“影响新时代的60本书”
南京大学百名教授推荐“十大好书”
湖南首届“读书月”社区推荐书目
⋯⋯

【黄仁宇自述 】
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为
一个完整的世界史。
【名家评论】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的中国人看的，时代感
特别强，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高王凌
20年来，黄仁宇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一位学生对我说过，黄仁宇是使他真
正发现了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的学者，人们常常可以在史学新秀的作品中发现黄仁宇的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功秦
我发现，历史学者文风的改造固属不易，在扎实的史料功夫基础上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则更难。由此感
到，黄先生实在不是一个易得的人材，不信，请在今天的中国史学家中找出这样一个来！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世瑜
黄仁宇以充满魅力的笔调、独特的措辞和丰富的想象力掳获了广大读者的注目，他是20世纪中国历史
学家中的一个异数。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　林载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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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的特质
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
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
16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
明代的财政管理
什么是资本主义？
蒋介石
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站在历史的前端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思考
关于蒋介石日记之二三事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卷尾琐语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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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社会的物质早期的统一与中央集权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沿岸,的确意义非常重大。那条大
河在大片的黄土层之间出入。由风吹来的沙土密集堆积而成的黄土层,厚度通常超过300英尺。结果,黄
河的淤沙含量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河如果含沙量超过4%到5%,就已经相当高了。然而,
黄河河水的含沙量却曾经有过46%的观测纪录。它的一条支流的含沙量,则高达前所未闻的63%。黄河
河道的最后500英里,注入的支流不止一条.因此,黄河的河道经常淤塞,堤坝被冲溃,以至于今天黄河的河
床要远远高出邻近的华北平原.在帝制时代以前,各自修建的治水工程经常是彼此分开的封建国家之间
发生纷争的原因,因为这类水利设施通常会给邻近的国家带来问题,并加剧祸害。早在公元前651年,相关
的诸侯国就举行过一次联合大会。会议中,参与者们郑重承诺,决不改变黄河的河道,以免给其他国家造
成麻烦。然而,承诺是无效的。随着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初至公元前3世纪末,争霸的诸国
甚至会故意决堤,来淹灌敌对国的领土。直到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出现,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样,
虽然一些人可能言之过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防洪、灌溉以及后来的散装运输所形成的对水利工程
的需求,有利于帝国的统一。不仅如此,这一环境背景,同样还是解释为什么中国实行传统官僚制而非贵
族制的最好理由之一。水利控制及其管理,总是会跨越封建诸侯领地的边界,而只有由一位君主及其各
级官僚才能够掌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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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媒体关注与评论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的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
别强,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高王凌20年来,黄仁宇在中国青
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一位学生对我说过,黄仁宇是使他真正发现了历史学的美感与魅
力的学者,人们常常可以在史学新秀的作品中发现黄仁宇的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功秦我发现,历史学者文风的改造固属不易,在扎实的史料功夫基础上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则更难。由
此感到,黄先生实在不是一个易得的人材,不信,请在今天的中国史学家中找出这样一个来!　　——北京
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世瑜黄仁宇以充满魅力的笔调、独特的措辞和丰富的想象力掳获了广大读者的注
目,他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中的一个异数。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 林载爵我的主
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为一个完
整的世界史。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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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的历程》：黄仁宇作品最新结集，以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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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精彩短评

1、作者对明史的研究很深，尤其是明朝的财政，写得很深入，列举了大量的数据，让人觉得说服力
很强，很客观。受益匪浅。
2、黄仁宇的零碎见解也有其价值。
3、多读些这类历史书，才可以真正鉴往知来。。。
4、对普通读者来说读起来太累了。
5、没想到黄仁宇的随笔也有被收录成书，得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兴奋，之前看过两本仁宇先生的书，
很是敬佩。对他的大历史观也甘心翘首称赞。这本书我看的极为艰辛，中间涉及到了太多的数据，人
名，我个人对历史向来记了又忘，所以有种啃青萝卜的感觉，又硬又辣。我是很想读完，所以就硬着
头皮看下去了，虽然有些不严谨囫囵吞枣，但也收获了甚多。尤其是关于蒋先生的那几片，又带我换
了一个视角看这个人，原来他有那么多得无可奈何。多希望每一个治学问的人都能有如此鲜明的观点
，能带普通读者从各个角度理解这个世界。太多人云亦云了，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觉得，咦这和我之
前看的XX好像诶。其中失落自是随之而来。此前一直很惋惜仁宇先生是美籍华人，连书都是用英文写
成再被翻译到中国，这很讽刺。但想了一想，国内的风气再把仁宇先生带坏了可咋整，忧桑⋯⋯
6、三星半，很多观点已经不新颖。
7、2014 10 3 帕米尔读完了
8、黄仁宇先生的名言： 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
近人情。 
9、这本书是一个类似论文和随笔的合集，笔者对于里面明代的军费那篇很感兴趣。
10、很不好读，相当乏味，读完整本也没什么印象。
11、黄老先生的文章真是经典之作，尤其是那篇《明代的财政管理》让我对中古时期的中国行政管理
有了全新的认识。
12、是黃仁宇先生全集外的一些“漏網之魚”
13、个人最受益的是这样一个概念，数目字管理。在<什么是资本主义>等文中作者都有提及，但未见
全面论述。有趣的是，在<蒋介石>一章中有一段阐述，看了会比较清晰:在数目字上管理即全民概归
金融及财政操纵。政府在编制预算，管理货币，厘定税则，领发津贴，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时即已普遍
的执行其任务，而用不着张三挨打，李四坐牢，用"清官万能"为宗旨，去零星杂碎的权衡各人的道德
，再厘定其与社会"风化"的影响。这是黄仁宇眼中现代化的重要要素。

14、书是好书，不过这浓浓的翻译腔行文，看起来真是太累了
15、书很难读，嚼不烂，但是读完能得到一些观点或者其他东西
16、书质量很好，物流很给力！！！
17、2015-3:2 从地理环境来分析历史的发展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至于财政和税收等方面，作者强调的
“数目字管理”部分，有点不是太理解，而且有些观点可能有待深入推究。
18、纸质太差劲，内容还不错
19、换一个角度看中国
20、我有些讨厌这类选编的书，但又想看看这些编辑如何自圆其说。世上无非有读书人和替人读书人
，且看看吧！
21、浮躁的时候不宜读此类书
22、还没看呢，帮朋友买的
23、做人不能刚愎自用啊，即便是做了皇帝。重八的顽固，构建了一套静态的治理体系，僵化到不能
随机应变，居然还能延续两百多年，也算个奇迹了。
24、黄先生没出过这么一本书，本书内容为黄先生散落的文章，本书也作交代。可本书名为现代中国
的历程，实为编者杜撰，夸大收集内容，看其目录一目了然，文章集中在明朝，岂能谈中国的历程。
为了一点蝇头之利，欺骗读者，实为可悲。
25、质量不错，是正版，价格也十分实惠
26、几篇不相关的文章拼起来的书⋯⋯
27、对中国社会特质、资本主义有了新的一些认识。这个论文集子还是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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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

28、逻辑性挺好的一本书。值得阅读。
29、学会一种新的历史观，不看一时对错，而是把考察的时间放的更长来观察，得出必然的趋势。所
有的一切都是有机联系，没有事物估计存在。
30、老公喜欢读书，他选的书，错不了
31、纵横中外，畅谈古今
32、偏向数字管理和技术角度去分析社会发展的进程，应该仍旧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论去研究问题。比
如说为何中国社会化的进程没有产生技术层面的资本主义，而在这个进程中蒋的民国起到了什么样的
作用，本质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条件产生什么样的社会，而什么样的社会又注定如何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爆发是必然和偶然的。缘起归结都在李约瑟的那个问题。
33、书不像是正品，包装垃圾，封面很脏
34、黄仁宇的一本算是杂文集，写的比较杂，但是算是可以的。作者以自己的历史角度解读历史。
35、不如万历十五年震撼。。
36、无中正则无毛邓。
37、黄仁宇先生的作品集，内容比较专深，更像是本论文集，不是很好读进去，对于研究明代历史和
想了解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的人来说是个好的参考书。
38、论文合集，不及《万历十五年》
39、好書，是黃仁宇論文集子，很有啓發性
40、黄仁宇的书一定要看，有深度
41、过时的遐思
42、有点不连贯
43、还是写明朝的这几篇有看头，细节入骨。
44、好玩的
45、花了7天看完了。很值得再看一遍。包括书里提到的作家和书，也值得看看。已经准备再买几本费
正清和吕思勉，陶希圣的书看看。
46、很不错的啊。。。值得买啊
47、非常喜欢黄仁宇的书，以后接着买
48、政治得看不进去
49、封面上写明了是作品“集结”内容是从他的好几本书里面摘的，资本主义与21世纪，蒋介石日记
那本，还有明朝的财务税收等等好几本所以如果已经买了黄仁宇其他的那些书，这本就不要买了
50、很有意思的历史书，值得一读
51、好书需读
52、大概是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上学期所读，讲蒋介石那几篇印象深刻，其他篇目也颇有启发。补标记
。
53、对历史不是很了解的话，读起来是有些吃力的，从几大方面浓缩了历史
54、这本不太好，编得很烂，一点儿也不系统
55、深感几千年来史学之衰退，且不论春秋左传，浩繁24史实以史记为颠峰，三国志次之，宋史等不
堪，到了所谓25史的清史稿已呈惨不忍睹之态。资治通鉴有足道之处，但文学性不可与史记同日而语
。钱老国史大纲最精彩在篇首，被热捧的黄仁宇则严重名过其实。（2013）
56、相比万历十五年，还是少了点惊艳。大部分的笔墨还是放在明代时期。提出了一个观点，明清的
衰败，本质是财政、货币体系无法支持帝国运转，没有数字化，现代的管理制度、原始粗糙的体制但
是在中国农业社会的大环境下，跌跌撞撞运行了200多年，终于在内困外患的情况下走到了尽头。朝代
更迭，并没有制度的创新，决定了近代中国悲剧的命运。
57、读起来有点枯涩
58、黄仁宇老师的作品，最经典的还是关于明代及其财政问题的书目。当眼光和笔法放大以后，反而
有点局促有点古怪。
59、内容当然不必再说，喜欢就是好，不喜欢就是不好。说下书的质量和包装，是不错的。希望买家
继续努力，会有更多人光顾
60、看看真正的历史，尤其推荐其中描写蒋先生的文章，性格剖析透彻。
61、太难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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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现代中国的历程
63、黄先生总能从细枝末节处发轫，其文史修为真叫人叹为观止
64、本要给高分，但是碍于本书里面的内容前后有重复，错别字很多，所以给了4分，再版希望高分。
65、用全球史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之路
66、蒋介石构建上层结构，毛泽东则是在下层着力
67、对于刚刚大一的我还是有点生僻 权当再读。
68、包装很细致，纸质看起来很舒服，价格也很实惠，内容没的说~
69、值得学习的历史，独到的见解。
70、能自由的讨论蒋介石的功过是非，没有立场的限制，确实是很大的进步了。
71、视角独树一帜，和马恩史观比有趣多了
72、黄仁宇是有自己思想原则的人，视角对于我们常规的教育还是更特别一点的，能让我思考得更宽
，想得更深刻。
73、秉承黄仁宇先生的观念，里面写倪元璐和蒋介石的文章有些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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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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