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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黄仁宇先生可谓是近世纪以来史学界的一大异数，他的“大历史观”“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
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大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角度，从
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
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
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
    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
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做次要。
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
些事情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
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
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
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
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所提倡的学习方法。
    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
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存在就一定合理吗？
这是否又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
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
纲，着重东西的汇合。
”其实“大历史观”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
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
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
点而不及其他。
    “大历史观”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
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
。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其思想核心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走出殿堂，让大
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书斋中的“玩物”。
以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的标准来看，黄仁宇先生对于中国“
国民历史性格”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震撼史学界的《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该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但最早出版的却是
中文版。
1980年其中文版由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其老友廖沫沙特地题笺，印在封面。
这部书的英文版是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特地在《纽约客》杂志撰写推
荐文章。
《万历十五年》一书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历史类好书提名。
后来，中国台湾出版人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由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并亲自为
这本书作书评附于书后。
从此，黄仁宇在两岸三地成为知名度颇高的历史学者，文章时有见报，并集结成多本专著，其作品被
各方追捧，真可谓是史学界之异数。
探究其原因，这恐怕与黄仁宇先生的文风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作品，首先建立一个大的历史架构，然
后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作为国民党下级军官在抗战中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的体会，以及在美国生
活多年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从而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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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写作格式不拘成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呈现于读者眼前，因而吸引了广大读者。
    尽管黄先生的书受到了读者的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然而在学术界黄先生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
，没能获得一致的肯定。
正统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先生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
合于一瞬，总让他们觉得过于冒险，把历史解释得过于简单化了。
在先生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也屡屡提及他撰写的书在美国是如何如何的难以出版，以及他与费
正清、亚瑟·莱特等知名汉学家在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方面意见是如何如何的相左。
实际上，先生半路出家不假，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代史，确实是下过苦功的。
他曾用两年半的时间，把卷帙浩繁的《明实录》阅读完，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由此可知其用功之勤、
功底之扎实。
    中国台湾影响颇大的《中国时报》曾组织了一场《与大历史对话——黄仁宇研讨会》，并分别安排
了专题演讲与综合座谈会，“业内人士”与“业外人士”各抒己见，互相争鸣，成为史学研讨会的一
大奇观。
有学者说，随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出版，不仅显示出黄氏以财政制度解析社会结
构的史家慧识，更蕴涵着黄氏多年苦读全套《明实录》巨帙的心血结晶。
那些总喜欢批评黄氏“空疏”的学者，若能早些看到这部明代财政专著，可能亦不会如此“勇敢”。
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愈来愈狭小，出版的作品也愈来愈细屑，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大
量纷繁而琐碎的史料所淹没，史学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
、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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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仁宇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处，就在于他
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读者往往在面对大师博大精深的著作时而望洋兴叹。
本书是以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为依据，通过作者本人对黄仁宇先生的研究理解，将大师的学术思想、治
学精神疏理成通俗文字，帮助广大读者更好、更深刻地理解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及其他相关作
品。

　　目标受众群大： 大众读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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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
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大国控制的资源相对较多，对救灾就会更有效，依附的人也就会更多，因此兼
并就在所难免。
战国时，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也就是说，若是
某些地方有了灾荒，就将那里的人民迁移到别的地方去。
有了这样的经历，他就觉得自己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
尽管后来证明，梁惠王的个人野心没有达到，但他的想法却具有长期的历史合理性。
当然，由于地理条件在中国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面已经有了很充足的论证，在此略去。
由于过早统一，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一套特别的治国之道，将无数的农户置于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
这个趋势持续两千多年，而它所创造的一套官僚体制，对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局面，也起了非常积极的
作用。
黄仁宇先生认为，有些历史学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
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
统一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比如说信息的交流，黄仁宇先生就指出，秦汉的公文传递，就有木简；隋
唐之间则不仅有了纸张，而且出现了木板印刷，所以使隋唐的教育较以前更为普遍，也使得整个文官
集团能向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平，这对于保持管理体制的稳定和确立民族认同
感，实在功不可没。
至于文化凝聚力，话说回来，中国之所以能统一，归根结底是因为与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是
相衔接的，但“我们不把它当做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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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的主角: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编辑推荐：《万历十五年》作者、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全新视
角，教你高瞻远瞩看五千年中国大历史。
黄仁字，（1918年～2000年），湖南长沙人，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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