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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的。
当然永远不会改变。
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却在不断变化。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可以成为更好的佐证，历史学所经历的变化近乎于一场革命。
历史学家一度把过去看做是伟人的经历和非凡时事的展现.如今，他们却倾向于讲述多层次的故事——
融合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故事、普通人生活和名人生活的故事、众口一词的故事和众说纷纭的故
事。
新的历史学一时间似乎不成一体，试图要比旧的历史叙事涵盖更多的人类活动领域。
这经常令人担忧，因为事实在展现成功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失误。
但无论如何，新史学同时也更加丰满、更加完善，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各不相同的自身和纷繁各异的世
界。
这本书最早诞生于几十年前。
像当时大多数普通史学著作一样，这本书起初主要着眼于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的不断扩
大。
目前的第十版仍注重讲述这些重要事件，但同时也讲述许多其他故事。
此最新修订版反映出最近二十多年来不断改进的过程，力图不仅展示传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故事，而
且讲述历史学家们最近发现的新鲜故事。
此第十版特别增大了美国文化史的篇幅，既在整个内容中融人文化历史的内容，同时也增添了一系列
新的章节.比如“大众文化模式”，对美国历史上的男女个体如何消遣、交流、娱乐等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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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10版)增加了美国历史上一直被争议和关注的话题,关于“前哥伦布时期”美洲人口的总数；关
于“大萧条”时代、“麦卡锡主义”以及二战之后冷战的成因；关于“水门事件”的再评价，关于“
美洲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有日渐被关注的机动车对美国自然生态的影响。
此外还特别扩展了美国文化史的篇幅——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美国社会的各个群体是如何消遣
、娱乐和交流的。
这是一部洋洋百万言之巨的著作，这也是一部可以“娓娓读来”的史书。
大概是美国人的性格使然，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他们一些能将枯燥的科学著作写得妙趣横生的书，也可
以读到他们能把严谨的教科书写得让人手不释卷，古尔德的《自达尔文以来》是一例，威廉·曼彻斯
特的《光荣与梦想》是一例，《美国史(1492-1997)(第10版)》又是绝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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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美国史教授。
布林克利教授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
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获约瑟夫·利文森纪念教学奖）、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市立大学
研究生院和牛津大学。
主要论著有：《抗议之声：休伊·朗、库格林神甫及大萧条时代》（1983年美国图书奖）《未完成的
国度简明美国人民史》《改革的终结：萧条时期和战争年代的新政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情绪》等。
邵旭东，文学硕士，曾先后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副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副主任
等职。
主要译作有《文学的例证与哲学的混乱》《南希与里根》等。
1988年至1990年在美国孟菲斯大学做访问学者。
1993年再次赴美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之后专注于研究、翻译，并从事信息系统管理工作。
现定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珊瑚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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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然而，南美地区土著人口的大批死亡并不纯粹是由于无意中染上疾病。
征服者刻意制定镇压和灭绝土著人的政策，同样造成了人口大幅度削减。
征服者的残暴行径，正是欧洲人冷酷无情地在全球各地发动战争的一种反映。
人口灾难的另一原因，是征服者相信土著人“野蛮”，认为他们是不完全属于人类的未开化民族。
荒谬的是，某些土著社会向高层次发展的一种结果同样未能免遭残暴的对待。
如果土著人真像欧洲人想象的那样原始，就没有必要置之于死地。
但土著人一旦被纳入强大帝国，便对征服者的野心构成了威胁。
这最关键的一点，构成西班牙企图毁灭土著文化的全部原因。
他们摧毁城市，拆除寺庙，推翻一切纪念性建筑。
他们烧毁文件记录（现代史学家无法找到土著部落史料的原因之一），有计划地屠杀印第安武士、领
袖和牧师。
总而言之，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消除现存印第安文明的隐患，以完全控制印第安人；他们努力去除任何
可能的障碍，以传播基督教教义。
1540年代，在欧洲病毒和军事残暴的综合作用下，墨西哥帝国和南美洲对西班牙的抵抗势力几乎不复
存在。
对土著人来说，并非所有的交流都是灾难。
欧洲人向美洲引进新的作物（其中包括甘蔗、香蕉）和家养牲畜（猪、牛、羊），还有独具意义的马
匹——这种在冰川时代就从西半球消失、16世纪又随西班牙海船重新落户的牲畜。
西班牙人进口这些东西原本是为自己所用，但印第安部落很快就学会了种植新的作物，欧洲家禽竟也
繁殖迅速，在土著村落广为饲养。
氏族部落原来除了狗以外没有任何家畜，马匹的引进特别成为许多土著人生活的中心，并进而对部落
的变迁造成了深刻影响。
交流对欧洲人来说同样重要（而且更有好处）。
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南美，白人从土著人那里学到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比他们从欧洲带来的技术更适合
新大陆的地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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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坐在美国的家中翻译美国史，的确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一种对历史和社会的贴近感。
出其家门，书中描述的历史遗迹、文化传统、地理景观和风土人情，都以可触可及的形式生动地展现
在眼前。
历史和现实交融，我好象不仅在翻译历史，而且在体验历史和见证历史。
贴近感的产生主要还是和原著有关。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出发点，即从人民史的角度着眼、从通俗（多）文化的视角出发。
美国的历史是多种族文化和多国家移民共同参与和见证的历史。
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历史发展对各民族的影响，自然是美国史的主要内容。
作品恰当地把握着这一主题，同时也更多地从人口增长、移民趋势、物种引进、种族融合、自然景观
、消费模式等方面，认真观察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普通人的活动，颇有多元文化史的特点。
书中记录的许多生活侧面一一引进猪马牛羊，战时棒球比赛，酒馆的聚会、演讲，城乡的休闲、购物
——大多都是普通人参与的社会活动。
可谁能说这些内容不构成美国历史？
谁能说这些文化侧面不比重大史实重要？
作品从贴近各种族普通人活动的角度书写历史，在读者心目中唤起了更多的体验和共鸣。
我还喜欢原著能够将史实记载和合理分析有机结合。
历史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只需记载史实，就没必要写那么多史书。
大量史书的存在正是因为（如作者所说）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在变，分析也有不同。
这本书在通俗解释和合理分析方面有很多特色。
我们知道美国的外国移民，看了分析才了解移民有那么多的宗教因素，我们知道美国的地图规整，看
了分析才知道为什么有方格式地域划分，我们常讨论美国的种族关系，看了分析才理解种族冲突也纠
缠着经济利益，我们对美国流行音乐并不陌生，看了分析才注意到产生“狂热”的特定土壤。
书中（和历史上）的很多道理并不深奥，但读过分析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坚守“持中”的分析立场，没有对美国的历史和现状表现出过
度乐观，对国内、国际问题的看法也很少显露出明显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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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史(1492-1997)(第10版)》：建国只有200年，却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又一
直雄踞世界强国之首他们是如何走来⋯⋯他们的未来又将是怎样⋯⋯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我们应该从中
思考些什么，借鉴些什么⋯⋯美国最受欢迎的历史教科书从欧洲人探访美洲写起，一直写到20世纪末
。
内容涵盖历史、政治、文化。
经济等各个领域，堪称一部“美国百科全书”。
历史永远不会改变，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却在不断地变化。
历史学家曾一度把历史描述成伟大人物的经历和非凡事件的展现。
如今，他们却更倾向子讲述多层次的故事——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故事。
普通人生活和名人生活的故事，众口一词的故事和众说纷纭的故事。
　　——本书作者艾伦·布林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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