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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

内容概要

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
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很有帮助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它能使读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
一些了解，本书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
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往往相当优秀的文献资料。
    我在本书中设法想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
纪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在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
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如历史的专门化往往强迫我们以为它是)
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
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又为什么连在一起。
    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
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
它，可是读者必须自己判断这个企图是否成功。
    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即使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掠夺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
法向这些年来我从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他们自
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乎如此。然而，我还是
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
院(College de France)开了一门13次演讲的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
出这一邀请的拉杜利(Emmanuel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勒伍豪信托(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
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礼拜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
谢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派克博士(Dr．Jenna Park)。赫斯凯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山恩(PatThane)校读了有
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希福林(Andre Schiffrin)以一位朋
友和典型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
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
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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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

作者简介

作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者：贾士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
受推财富的近代史大师。    1917年，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
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往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受创至深的德奥
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1947年
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取得该校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头衔，1982年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纽约社
会研究新学院，是该院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十四岁于柏林加入
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
派学生交往甚密；在一九五二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
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间
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
以十九世纪为主，并延伸及十七、十八和二十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广至拉丁美洲。除
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
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影响学界甚巨；而
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一般阅听大众。　　如《新左评论》名编辑安德生
所言：霍氏不可多得的兼具了知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
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
代》、《极端的年代》、《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霍
氏现居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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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序言序曲第一章 百年革命第二章 经济换档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第四章 民主政治第五章 世界的
工人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第八章 新女性第九章 文艺转型第
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结语

Page 4



《帝国的年代》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先进的地区支配着落后的地区，帝国主义的世界业已形成，但人类的灾难就此降临。    在西方，
这大致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和平岁月；在西方之外，这无疑是一个空前的战乱时代。然而，自由主义的
社会正向死亡步步迈进，有识之士已隐约感到巨大灾难的降临，1914年将彻底破灭一个世纪建造的神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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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

精彩短评

1、依旧很多看不懂⋯⋯QAQ 需要静心阅读做笔记的一本书
2、Pax Britannica的黄昏和Pax Americana的黄昏并没有太多差别
3、记不起什么东西了
4、重读一遍，写得真好。大手笔。
5、在圣诞节前读完了这本宏观著作，有些部分个人感觉略微高大上，而且跳跃的很快，欧洲来回十
几个国家每章都在变。到了结尾就开始熟悉多了，也许是因为俄国部分有了一定的积累吧。到了最后
有一段描述很感慨，“乌托邦”太久，需要通过战争来解放和发泄来调剂平和的社会态度，民族+战
争的形式现在还不是继承发展的如火如荼。
6、只能说是浏览过吧⋯⋯
7、大二读的很爽
8、我感觉这一本比前两本有意思。
9、欧洲世纪尾：工业化、城市化，政治民主化，教育平民化，女权运动+性解放；门罗主义暗示已孕
育着的美国世纪。国家世纪：先进地区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由统一国家、独立主权、自由和代议制的
单一政体和各种法制保障；民族主义伴随着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斗争逐渐诞生、普及并被投机分子利用
走向极端，两次大战催生数量众多的国家，而且此后民族问题似乎只能诉诸独立主权国家解决。伴随
国际权力版图变化、财富增长与转移、劳资摩擦、民族矛盾，政治和经济博弈恶化为两场世界大战。
其中一个细节在很多年后才对我有了明确意义：1872 年以前的许多年间，金价和银价都稳定（大
约1:15），然而，渐渐，全球性的黄金短缺和白银的产量大增，使黄金成为世界支付体系的唯一基础
；当时只有不包括在核心国家之内的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主要是以白银为基础。
10、听亲历者讲述历史往往让人对于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吃惊。
11、感觉翻译不好
12、四星半
13、2011-03-04;下载了电子版。
14、热时代
15、一部略带有年鉴学派的宏观历史，从战争、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演变叙述了这一段“帝国主义”的
巅峰，垄断经济和军工复合体的交织、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的形成，乃至民主制度对于“贵族”的“
压迫”，而女权解放与平等诉求也在齐头并进。不安分的世界里革命的先声蠢蠢欲动，俾斯麦退位后
联盟体系的形成对于危机处理的协调丧失了回旋余地，现代战争机器的强势崛起和对战争形式的错误
估计导致了人们对于战争警惕性的松懈，1905年之后国际关系滑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16、不如革命的年代好看。。。
17、各种角度 非常好
18、2014/7/3 15:34:13
19、“漫长的19世纪”(1776-1914)——“美好的时代”；帝国主义的不可逆性、必然性；法国大革命
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进步”；欧美生产集团——垄断的形成；先进vs落后（帝国的世界）；劳
工状况；民族主义运动与工人阶级；妇女解放；艺术；中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把宫廷厨师解放出来；
20、作者提及的都是学术圈里的核心问题，但以一种平易、贴近大众的方式传达出来了，所以比一般
世面上的通史要高一个档次。
21、巨著。
22、超级好看！
23、跳跃性很强又极具丰富的征引和论述，不过受限于翻译的句法以及一些例证的遥远，有些地方的
逻辑只好模糊过去了。第5章到第8章如行云流水般的论述充满哲思又事实饱满，读下来淋漓畅快!1914
年之前的黄金时代其实从未走远，只是有阳光的地方自然也会有阴影存在。
24、翻译一般～
25、19世纪太过漫长，以至于常有依旧生活在其中的感觉。霍布斯鲍姆他爸妈居然是在亚历山大认识
的⋯⋯读完决定买一套，但是不喜欢精装怎么破⋯⋯
26、如诗和哲学一般的历史，非常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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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

章节试读

1、《帝国的年代》的笔记-第359页

        资产阶级的世纪，主要是以两种方式造成其边缘地区的不稳定：一种方式是逐渐破坏其经济的古
老结构和其社会的平衡；另一种方式，是摧毁其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

2、《帝国的年代》的笔记-第338页

        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看到侵略的本能受到抑制，然而阶级意识却予以解放。马克思说明了文
明如何使得侵略的本能合理化；借助了解压抑的真正原因，也借助适当的组织。
——阿德勒，1909年

3、《帝国的年代》的笔记-第91页

        19世纪的新奇之处，是欧洲人愈来愈把非欧洲人及其社会视为卑下、不可取、薄弱、落后， 甚至
幼稚。它们应该是被征服的对象，至少应该是必须接受真正文化教化的对象；而代表这个唯一的真正
文明的，是商人、传教士和一队队携带枪炮、烈酒的武装士兵。在某种意义上，非西方社会的传统价
值观，在这个唯有靠武力和军事科技才能生存的时代，显然不太具有力量。

4、《帝国的年代》的笔记-第208页

        根据社会学理论，非领土派几乎无疑是对的。“非领土”指的是非男男女女（增减少数几个游牧
或散居的民族）不牢牢地附着于他们称为“家园”的那块土地，尤其当我们想到：在历史上的大半时
间内，绝大部分的人都属于根植于最深的人——靠农业为生的人。

但是，那块“家乡领域”并不等于现代国家的领域，正好像现代英文“fatherland”（祖国）一词中的
“father”（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时的“乡土”（homeland）是彼此具有真正的社会关系
的人类的真实群落所在地，而非在成千上万人口（今日甚至成亿人口）当中创造“某种连结”的虚构
社会。

上万年来，人们生存着，并没有民族家国的概念，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恒久不变的维系和风俗。当社
会发生剧变，这种维系和风俗已不能面对和解决新的事物，随着传统的这些东西的式微，“民族国家
”填满着一空白。

5、《帝国的年代》的笔记-第27页

        当那些生活在中西欧，处境优越、受过教育而且业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和富人，面对从东欧
贫民窟逃向西方的250万同胞时，便会有此感觉。这些野蛮人真的和“我们”是同一种族吗？

由于进步世界内外的野蛮人，其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进步只局限于极少数人当中，少数人可以控制野
蛮人而使文明得以维持的人当中。穆勒不是说过：“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改进野蛮人，则专制政府便是
对待野蛮人的正当政府形式。”

但是，进步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难题。它会把大家带到哪里？

当人们毫不犹疑的去拥抱进步，这条路的终点是在哪里？大家谁也没有主意。

6、《帝国的年代》的笔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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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

        可是，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时代
，然而，它也造成了一个同样无与伦比的世界战争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费吹灰之力便
可征服并统治庞大帝国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边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这些力量终
将吞噬这个时代。⋯⋯
⋯⋯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已经延伸到（或形将延伸到）
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涵盖了妇女。但是这个延伸的代价，却是迫使其中坚
阶级 （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退守到政权边缘。⋯⋯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是一个可深刻感受到身份危
机并且必须转型的时代。⋯⋯
这样的矛盾无穷无尽，充满了整个帝国年代。事实上，如本书所记，这个时代的基本模式，是资产阶
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和世界，逐渐朝其¨离奇死亡¨迈进。它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刻死去，成为所有矛盾
的最大牺牲者，而这些矛盾都是因其前进而产生的。
⋯⋯新殖民主义⋯⋯
⋯⋯帝国的年代一方面创造了培养反对帝国主义领袖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
开始回应其呼声的环境。
⋯⋯即使是勤奋工作而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只会导致衰败的¨靠地租
≤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这便是打扰¨美好时代¨睡眠的噩梦。在这些噩梦中，帝国的
梦魇和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合二为一。
由于它们永远是反对党，未受统治阶级的污染，他们可以在多民族帝国中吸引受压迫的民族，这些民
族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才集合在红旗之下。
1933年的欧洲，还有多少民主国家存在？
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进步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概念。至于文化和道德领域的情形，则似乎越来越使人
感到迷惑。什么样的时代能塑造出尼采和巴雷斯？他们在20世纪成为年轻一辈的精神领袖，而这些年
轻人的父辈当年在思想上却是受斯宾塞和勒南的指引。
他们心甘情愿地》甚至热切地跃进地域。
⋯⋯性乌托邦⋯⋯
到了20世纪d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众人心知肚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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