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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缉思    读完本书译稿，掩卷长思，第一个感受是：这种观点的书，在国内久违了。
    近十来年在国内读到的美国历史，以丹尼尔·布尔斯廷的三卷本《美国人》为代表，多以自由主义
价值观即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贯穿始终。
虽然许多著作不乏客观描述和批判性的评论，但作为整体的美国历史，是从“正面”叙述的，以积极
、开拓、创新、繁荣、自由、多元、吸纳、包容等等为主体词，以总统执政时期为年号。
华盛顿睿智开国，杰斐逊开明制宪，汉密尔顿远见卓识建银行办工业，富兰克林多才多艺倡科学兴教
育，林肯勇敢坚定解放黑奴统一国土，小罗斯福力挽狂澜推行新政战胜强敌⋯⋯似乎美国历史就由这
些总统伟人的业绩所代表。
直到当代，20世纪60年代以黑人民权运动为先锋的“反文化”运动，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回潮，世纪
之交高技术推动的所谓“新经济”，如果不是归功于肯尼迪、约翰逊、里根、克林顿这些总统，至少
也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时期相联系。
    本书呈现的，是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美国史，大有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之势。
在这本书中，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资本家是元凶，政客是帮凶，“英雄总统”多为配角、丑角。
主角则是许许多多遭屈辱、被迫害、受剥削的印第安土著、黑奴、妇女、劳工，还有逃犯、起义者、
拒服兵役者、游行示威的群众，以及饱受美国军事侵略和占领的外国老百姓。
他们才是讴歌的英雄，同情的对象。
    简言之，《美国人民史》是一部“另类”书。
它从美国下层人民、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中挖掘了“另类”史料，是揭露和批判美国的阶级压迫和剥
削的生动教材。
    作者霍华德·津恩是美国历史学家、剧作家，波士顿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
他反对基辛格的名言“历史就是国家的记录”，拒绝“从统治者、征服者、外交家、领导人的视点来
叙述历史”，而要描绘从上流社会以外的人民眼中那个充满着侵略、暴力、饥饿和剥削的世界。
    津恩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揭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资本家
和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与被压迫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
”所谓“美利坚合众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代表着全体人民一致利益的共同体，而是统治阶级掌握的
政府通过政治、文化手段，把人民笼络起来的一张大网。
“政府的目标就是平息上层社会的争执，抑制社会底层的反叛，保持现行制度长期稳定。
”    本书开篇即详细描述了英国人人侵北美，对原始部族进行残暴的屠杀和掠夺的过程。
欧洲移民以内心深藏着的虚伪和狡诈为驱动力，弱肉强食，以怨报德，用印第安人的鲜血为代价，换
取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美利坚文明。
    美国不是“生来自由”的，而是生来就有奴隶和自由人、主子和奴仆、佃农和地主、穷汉和富翁之
分。
《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并不包含印第安人、黑人、妇女。
宣言发表后第4天，在波士顿征兵广场上，富人掏钱免除了兵役，而穷人只能人伍出征。
传统的美国历史书强调的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团结反抗英国侵略，从而掩盖了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
“《独立宣言》的真正内涵在于：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层阶层需要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人，但他
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150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
”开国先父们的种种神话该揭穿了。
他们不是追求真正平等的正人君子，他们只是在统治势力之间建立权力均衡关系，而从来没有在阶级
之间建立均衡。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被推翻后，美国人继续西进。
1828年当选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在津恩笔下是“一个土地投机者、批发商、贩卖奴隶的商人，也是
美国早期历史上印第安人最凶恶的敌人”。
通过欺骗和掠夺，美国侵占了墨西哥的大片领土，在广袤富饶的西部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
    本书痛斥美国的海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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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恩指出，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在驱使美国一次次地发动和参与海外战争；同时，海
外冒险活动也有利于统治阶级缓和国内罢工和抗议活动的冲击，虽然美国政治精英未必是有意识地策
划了战争，去平息国内阶级冲突。
在他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极端行为就是战争”，“爱国主义向来不失为一种把阶级仇恨淹没在维护
国家团结的口号中的方法”。
    津恩甚至认为，不但美国对菲律宾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义战，连反法西斯战争都未必值得
颂扬。
希特勒德国固然可恶，但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的政府同希特勒德国并无本质差别。
他举例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关押迫害，同法西斯行径如出一辙。
美英苏对即将战败的德国狂轰滥炸，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都应归入战争罪行一类。
    二次大战之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照旧存在，而且变本加厉。
美苏两国以远胜于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机器，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
“它们也都谋求对自己的人民实行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只不过各有各的办法——在苏联更野蛮一
些，而在美国则更老练一些。
”    对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越南战争和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作者也进行了类似的道义
谴责，对越南和伊拉克的涂炭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重彩描绘了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
    美国民主的虚伪，在津恩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揭露。
民意调查明明显示绝大多数的选民赞成增加对百万富翁的征税，但轮流执政的共和、民主两党从来对
此都是置若罔闻，因为它们的后台是大公司大老板。
从水门事件到同大财团相互勾结，政界丑闻接连不断。
共和党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是津恩眼中最无耻的当代政客。
对民主党领导人，津恩还相对手下留情。
他讥讽道，美国的总统选举，就是公民每4年去一次投票站，在两个性格不令人生厌、观点正统、肤
色白皙、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后裔中间做选择。
    百分之一的美国人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财富，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事实。
在穷人队伍中，黑人、拉美裔、妇女仍然首当其冲。
美国正在分裂成巨富和赤贫两个阶级，而没有一位主流政治家会谈到这一点。
政府面对贫困群体的抗议声浪，一手拉拢——用经济诱饵把少数穷人吸纳到现存制度之中；另一手弹
压——用暴力驱散抗议的组织。
监狱人满为患，当然是穷人居多，因为富人不需要犯罪就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法律永远
偏向富人一边。
    津恩描绘的日益深重的美国危机还有药可救吗？
他的结论是悲观的：只有出现一场伟大的、全社会的公民运动，把反奴隶运动、劳工运动、反战运动
、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
)、环境保护运动等等力量统统联合在一起，才能把美国带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谁能领导这样一场运动呢？
津恩没有指出来，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人民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国家改革党”。
    本书的中国读者大概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持津恩这种观点的左派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处在什么位
置，有多大影响？
简单的回答是：美国左派学者人数不多，影响却不算小，而“异端思想”在美国社会所起的作用，也
十分值得分析。
    本书多次引用两位前辈美国学者的思想和成果。
一位是黑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杜波依斯(1868—1963)，他一生追求黑人的自由和平等，不在强权
和利诱面前低头。
另一位是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1874—1948)，他因1913年出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而名噪
一时。
该书对美国立国进行经济分析，大胆揭露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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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德被称为上个世纪之交“进步历史学派”的代表，同弗·杰·特纳创立的“边疆学派”一起，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学界几乎独领风骚。
他们代表的思潮，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反映了那一时期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反托拉
斯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
    尽管“进步历史学派”近几十年来受到保守派和五花八门的新史学思潮的强劲挑战，左派思潮至今
在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名牌大学课堂上仍占有一席之地。
这本《美国人民史》自1980年初版以来，已经25次再版重印，总发行量达42万多册，在美国可以算十
分畅销了。
①不过要提醒读者的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材往往反映不同观点的相互对立，但代表主流观点的教材，
仍然会居于主流地位。
    本书的观点，对于80年代以前读过美国历史的中国读者来说，也许算不上新鲜突兀，因为那是中国
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
在美国学术界，从研究“大人物”转向反映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妇女、少数
族群的生活和要求，也早已成为一股潮流。
但是，今天我们一些人在介绍美国、研究美国以至整个世界时，阶级观念似乎日益模糊，精英意识(特
别是渴望从平民步人“上流社会”的意识)潜移默化地占据了人们的头脑。
大款、明星、“领导”，成为社会的主角，追逐的对象。
“留学美国”，成为众多青少年的向往，好像那里既然是精英的天堂，也就是普通百姓的乐土。
《美国人民史》这部书，可以成为我们的一服清醒剂。
    一些中国读者很容易想到的是，像津恩这样的学者，并不以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来衡量社会的进步。
他们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公正。
他们敢怒敢骂，以揭露罪恶为己任，但却很难提出什么建设性的主张。
这种激进言论，对社会发展能起推动作用吗？
津恩的回答是：“穷人的哭诉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要是听不到他们的哭诉-，你就永远不知道公平是
什么。
”    激烈地攻击美国政治家，同现行内外政策大唱反调，甚至尖锐批评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这样的著
作，在美国居然还能受到宽容，被用作教科书，也许有些费解。
津恩对此间接作了解释。
他写道，自然资源富饶、人才济济、劳动力充足、财源滚滚的美国，能使众多的公民愉快生活，它当
然可以容忍那些不愉快的少数人，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充当持不同政见者。
对美国人造反的压制，主要是通过精妙无比的制度完成的。
美国操纵和控制社会的机制，通过不断变革，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发泄渠道，最大的回旋余地，使不
同领域的造反者相互隔绝，各自为战。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忠诚，也是反对派难以逾越的障碍。
    正像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知识阶层天生就是批判型的，本能地对商业文明抱有抵触，而更多关
心平等与公正。
像津恩这样的美国学者，为纠正社会不公而大声疾呼，其主观目的，无疑是要彻底地推翻和改造现存
制度。
然而是否可以说，他们的社会批判，客观上却起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小骂大帮忙”的作用？
诚如津恩所言，美国政治上“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只是在一个阶级内部的权力约束。
但是在社会上，还有知识界舆论界人士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监督政府，表达“社会的良心”，到处
揭政府的短，批政策的弊端，相互攻讦，各种意见激烈交锋。
无形之中，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通了气，情绪得到宣泄，矛盾得到缓解(虽然只能暂时缓解)，总危机得
以避免，政治社会的大船在左右摇摆中仍然能够行驶而不致倾覆。
这个道理，在资中筠等先生的新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中已有深刻的阐述。
    照理说，美国左派思想家如此关心社会平等和公正，应该为国家之间的平等多说几句公道话。
中国读者更容易想到的还有，既然津恩等人描述的美国人权状况如此糟糕，他们也应当认识到美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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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力对他国内政指手画脚。
但是，津恩在本书中所表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
他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旗帜，反对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家和政府，更是苏联(他称之为“假社
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强烈抨击印尼、伊拉克、一些中美洲国家的“专制”和“暴
政”。
在他看来，美国资本家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赚钱，牺牲了这些国家劳苦大众的利益，形成了全球范围的
剥削网。
同时美国政府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不愿得罪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人权在这些国家里受到粗暴践踏
的现象充耳不闻。
照这个逻辑，美国人对他国人权管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各国“人民”应该联合斗争，向各国政府争自由，争经济权利。
    由此联想到，在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张就人权问题制裁中国的美国人行列里，是少不了
一些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左翼人物的。
美国的思想政治阵线，原来如此复杂而又单一。
批判“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家，其实是赞成这一原则的，只是指责美国在实践上没有将平等原则贯
彻到底而已。
个人的自由权利在理论上高于国家权力，社稷是为人民而设立的，因而人民对他们所不信任的政府有
权予以推翻。
这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观念，其实也是本书作者和美国其他批判家奉为圭臬的原则。
    美国人终究是美国人，不管是精英还是异端，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
    本译文依据的是1997年的教学版，删除了其中专涉教学的序言、思考题以及同这个版本对应不上的
索引，将它还原为一部通俗的学术著作。
②几位年轻译者都在国内重要的研究和教学单位工作，要我代为中文版序。
读到这样有激情和冲击力的著作，这样流畅生动的译文，我又对照译文翻阅了原著的一些段落，也发
现翻译是准确的，自然欣然从命。
我不是美国史专家，对美国社会也谈不上多少了解，不揣冒昧，谨借此机会写下一点学习心得，期待
这部好书在国内拥有众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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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呈现的，是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美国史，大有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之势。
在这本书中，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资本家是元凶，政客是帮凶，“英雄总统”多为配角、丑角。
主角则是许许多多遭屈辱、被迫害、受剥削的印第安土著、黑奴、妇女、劳工，还有逃犯、起义者、
拒服兵役者、游行示威的群众，以及饱受美国军事侵略和占领的外国老百姓。
他们才是讴歌的英雄，同情的对象。

简言之，《美国人民史》是一部“另类”书。
它从美国下层人民、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中挖掘了“另类”史料，是揭露和批判美国的阶级压迫和剥
削的生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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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哥伦布、印第安人和人类的进步    肤色黄褐的阿拉瓦克族的男男女女们，一个个赤身裸体、满
怀好奇地奔出村落，跑到海岛岸边。
有的人还跃人大海，想游近这只陌生的大船看个究竟。
当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手提长剑，操着一口陌生的语言一登上海岸，阿拉瓦克族人便带着他们的食品
、水和其他礼物跑上前去迎接。
在后来的航海日志中，哥伦布写道：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鹦鹉、棉花球、长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并用这些东西来换我们的玻璃念珠和鹰铃，他们非常乐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拿来交换⋯⋯他们体
格健壮，身材匀称，相貌堂堂。
他们手无寸铁，而且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武器，因为当我向他们展示我的长剑时，他们竟然愚蠢地用
手去握那利刃，结果可想而知，他们”的手被割破了。
他们没有铁器。
他们的短矛是用竹竿做成的⋯⋯用他们作奴仆一定会很不错的⋯⋯只要五十个人，我们就能把他们全
部征服，供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
    巴哈马群岛上的这些土著居民与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非常相像，他们以热情好客、信仰一致而著
称(欧洲的观察家们都一再这样说)。
这些品质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是很难看到的。
此时欧洲正处于教会神权及封建君主的统治之下，标志着西方文明到来的拜金主义开始泛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第一批探险家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们动身前往美洲。
    哥伦布写道：    当我一到达“印度”，站在它的第一块土地上，站在我自己发现的第一个岛上时，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抓了几个当地人，因为他们十有八九了解这里的一切并且能够把自己了解
的一切都告诉我。
    哥伦布最想知道的是：哪里有黄金？
他是在说服西班牙国王和女王出资赞助他的远航探险之后才踏上这片土地、这个富饶之邦的。
他一直期望的是：在大西洋的彼岸(印度和亚洲)能够找到黄金和香料。
因为在当时，像其他略通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只要他驾船一直向西，他就一
定能够到达远东。
    此时西班牙刚实现统一不久，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像法国、英国、葡萄牙一样，它的绝
大部分人口是贫穷的农民，他们供养着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2％、却拥有95％的土地的地主贵族们。
西班牙人笃信天主教，他们驱逐犹太人，赶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
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也在寻找黄金，因为这时黄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财富象征，它的价值
远远超过土地。
只要有了它，什么都能买得到。
    几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以及其他一些陆路探险者，曾给人们带回无数的奇珍异宝，所以，人们
一直相信，亚洲遍地都是黄金，更不用说丝绸和香料了。
但是现在，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东地中海地区，控制了通往亚洲的陆路交通，所以亟须开辟
一条海上路线。
葡萄牙人当时正驾船绕过非洲的最南端。
西班牙人也不甘示弱，决定冒险横穿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大西洋海域。
    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王后向哥伦布许诺：作为回报，不仅将把此行获得的10％的财物(黄金和香
料)赏给他，还要把新发现陆地的统治权赐予他，并授予他世袭的海军上将头衔。
哥伦布是来自意大利热那亚城的一个商人，同时又是一名纺织工人(他是一个熟练纺工的儿子)和出色
的水手。
于是他率领三艘帆船(其中最大的一艘叫圣玛利亚号，长约100英尺，有39名船员)出发了。
    哥伦布把世界想象得小了点。
其实亚洲比起他的测算还要远上几千里，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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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他注定将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漂泊下去。
然而，他又是那么幸运，当船队航行到整个航程四分之一的时候，一片海图上没有标明的陌生大陆横
亘在他的眼前。
这就是美洲大陆——它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
此时正是1492年10月初的一天，距他们离开非洲大西洋一侧的加那利群岛正好是33天。
当时，他们看到水面上漂浮着许多树枝木权，天空中有成群的鸟儿在飞翔。
这些都表明前方是一片陆地。
10月12日，天刚破晓，一位名叫罗德里戈的水手，看到了月光下闪耀着片片银光的白色沙滩，他惊喜
地大叫起来。
他们看到的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①，它位于加勒比海之中。
本来有言在先：第一个看到大陆的人可以获得1万马拉维迪的年金。
但是，罗德里戈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笔钱。
它们全都塞进了哥伦布的腰包，因为他当时宣称，还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曾看到过一束亮光。
    接下来就是他们靠近海岸时阿拉瓦克族印第安人跃入水中欢迎他们的那一幕了。
阿拉瓦克族人居住的村落可以称之为农村公社，这里的农业种植技术比较发达，种有玉米、马铃薯、
红薯、木薯等等。
他们还会纺线织布，但是他们不会役使马匹和其他能用来劳动的动物。
他们没有铁器，但是他们的耳朵上却缀有微小的黄金饰物。
    正是这个小小的饰物给他们带来了厄运：哥伦布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们带上船，因为他相信，这些
土著人能带他找到出产黄金的地方。
他们先是航行到了今天称之为古巴的地方，继而到达了伊斯帕尼奥拉(今天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
在地，是一座岛屿)。
他们在那里的河水中发现了少许黄金颗粒。
当地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的首领还赠送给哥伦布一个黄金面具。
这一切都使他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他们仿佛看到了黄金遍野的诱人景象。
    他们从搁浅的圣玛利亚号上拆下船骨，在伊斯帕尼奥拉建起了一座堡垒，这是欧洲人在西半球建立
的第一个军事要塞，哥伦布给它起名叫纳维达(圣诞城)，并留下了39名船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指挥
印第安人寻找和储藏黄金。
他把抓获的更多的土著人关押在其余的两只船上。
在岛上，他们还同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原因是印第安人拒绝交换给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多弓箭。
战斗中，两名阿拉瓦克族人被长剑刺中，流血过多而死。
一切结束之后，尼尼亚号和平塔号扬帆起航，朝着亚速尔群岛和西班牙方向驶去。
当时天气已逐渐转冷，被押上船的印第安人中开始有人死亡。
    在呈送给马德里王室的有关这次探险的报告中，哥伦布极尽夸张之能事。
他极力宣称他已经到达了亚洲(实际是古巴)并在中国(实际是伊斯帕尼奥拉)沿海的一座岛屿上靠岸。
他的描述真假参半：    伊斯帕尼奥拉真是一个人间仙境，这里有崇山峻岭，也有平原牧场，处处富饶
而美丽⋯⋯这里有优良的海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这里有数不清的河流，而且绝大部分河里都含有
金沙⋯⋯这里还盛产香料，有大型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区⋯⋯    根据哥伦布的描述，“凡是亲眼所见
之人，无不认为”印第安人“心地纯朴，在各自的领地里无拘无束地生活。
若有人向其索求物品，从来不予回绝，反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报告的最后，他祈求国王和王
后再给他一点小小的资助，作为回报，他将在下一次远航之后给他们带回“要多少有多少的黄金⋯⋯
要多少有多少的奴仆”。
他以宗教般的虔诚祈祷说：“永恒的上帝，圣明的主啊！
赐福给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们吧，保佑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    由于哥伦布夸大其辞的渲染和重金许诺，在第二次探险开始的时候，他居然拥有了一支包括17艘
帆船和1200名船员的庞大船队。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奴隶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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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勒比海之中，他们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搜寻，见到印第安人就抓。
但是随着欧洲人的企图逐渐昭然若揭，他们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村庄在他们到达之时已是空无一人
。
到达海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原先留守在纳维达城堡的海员，已经在一场战斗中被印第安人全部杀死
了。
原因很简单，他们成群结伙地在岛上乱闯，寻找黄金，还掠走土著的儿童和妇女作为劳动和性奴役的
对象。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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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美国人民史》汉译新版即将付梓之际，需要对这一版的译校工作简单作个交代。
    这个译本是在汉译第一版的基础上，参照原作者生前修订的2005年英文原版进行的补译和校译。
而汉译第一版所依据的则是1997年的英文教学版，只是在翻译时删除了其中专涉教学的序言、思考题
，把它还原成了一部通俗的学术著作。
汉译第一版原由我的同窗好友许先春主持完成。
作为译者之一，我曾与许先春和张爱平一起对第一版进行了统校。
这已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但当年三个人冒着酷暑猫在一起逐字逐句校阅译稿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
    2010年7月19日，在庐山上突然接到好友许先春的电话，称上海人民出版社同他联系，商谈《美国人
民史》一书汉译本修订事宜，询问我的态度。
经过简单的电话交流，我们初步商定接手这一工作，主要考虑的是，第一，出版社希望最好仍由原第
一版的译者对第一版进行修订；第二，我们对《美国人民史》一书比较认可，对自己原来的译文也比
较满意；第三，出版社提供的最初信息是：新的英文版与前一版的差别只是增加了两章，其余文字似
乎并未改动，工作量不是很大。
    事非经过不知难。
接手之后才发现工作难度远比原先的设想大得多。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时过境迁，原来一起合作的朋友现在都已成了各自单位的中坚力量，肩负着
繁重的科研和行政任务，再无承担译校任务的可能。
经多方联系和协商，最后确定由我负责牵头另起炉灶把这本书的修订工作画上一个句号。
虽力有不逮，但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
因为在这些朋友里，只有我算得上是个“闲人”了，所谓“责无旁贷”吧。
另外对这本书也确实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等真正动起手来，才发现更难的还在后面，由于距汉译第一版出版已经十年之久，虽经多方努力，还
是无法找到当初翻译时所依据的那个1997年的教学版原书。
国内能找到的旧版是1980年版和1995年版。
以出版社提供的新版2005年版与1995年版进行逐句逐字比对，发现除后面增加的两章和一个后记的内
容外，前面各章内容只有十余处改动，工作量确实不太大。
等拿2005年版的英文原书同汉译第一版进行逐字逐句比对时才发现，原来所依据的1997年教学版实际
上只是原书的简写本或删节本，而且几乎每章都有大量删节。
所以，必须逐字逐句地把删节的地方一一补齐。
同时，因为不是重译，所以在逐句逐段的补译时，还要尽量尊重原译者风格，让补译的字句、段落同
原译文浑然一体。
最后还要根据英文版对汉译第一版的原译文进行重新校对，在尊重原译文的基础上对一些原来译得明
显不够准确的地方进行重译。
结果，这次修订工作，所谓的校译和补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重新翻译整本书的难度还要大得多。
但这时已呈骑虎之势，一方面，随着各章比对结果陆续反馈回来，补译量不断增加，校译任务越来越
重，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这时想另起炉灶重译全书为时已晚。
面对这种尴尬局面，确曾出现过畏难退缩的想法，但最后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等全部书稿校阅完毕，才发现汉译第二版比第一版竞多出了将近23万字，如果再算上对原书30多万字
的逐字逐句的校订，该是何等的工作量！
这些都是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克服重重困难一点一滴完成的。
原计划的进度一再拖延，说来真是惭愧得紧。
    值得欣慰的是，总算是有始有终，没有辜负朋友所托，自己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此时此刻，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如释重负之感。
    这个译本是在汉译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订，所以，首先需要感谢为汉译第一版付出辛苦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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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
汉译第一版所依据的1997年教学版共23章和一个后记。
翻译具体分工如下：第1—6章：詹世明、李靖垄；第7—12章：许先春、裴华；第13—18章：蒲国良；
第19—23章及后记和参考文献：张爱平。
译稿完成后，由许先春、张爱平、蒲国良对全部译稿进行了统校统改。
    汉译新版所依据的英文2005年版共25章和一篇后记。
修订工作的具体分工是：第1—12章校译、补译：高增霞；第13—23章校译、补译：蒲国良；第24、25
章和后记：蒲国良。
译稿完成后，由蒲国良对全部书稿进行了统校。
    先后参加英文版新旧版比对工作、英文版与汉译第一版比对工作、部分章节、段落的最初翻译工作
、汉译第二版初稿校对工作的有董德兵、吴韵曦、张琪、张洁、张毅、李姝婧、詹长沙、蒋卓成、赵
子哲、宋波、王洁、代华东、安腾鹏等，在此一并致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顾兆敏先生一直关注本书的进展，他不时的鞭策和提醒使得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
怠，他对译稿中错漏之处的指正使本书避免了一些不应有的缺憾。
    由于水平有限，对于翻译中所有可能出现的纰漏和存在的不足之处，作为校译者，我理应承担全部
责任，也恳望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蒲国良    2013年2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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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霍华德·津恩所著的《美国人民史(第5版)》从普通人而非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视角来讲述历史，其主角
不是征服者、统治者、政客和资本家，而是印第安人、黑奴、劳工、妇女以及逃犯、示威者、骚乱者
、拒服兵役者，讲述的是那些反对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勇士的历史，是那些为争取劳工权利而领导
罢工斗争的工人领袖的历史，是那些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人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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