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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近年来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日益加快，世人都注意到一个富强的中国正在崛起，许多人甚至预言着
一个“中国世纪”的到来。
本书收集了在美国选用较普遍的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分门别类加以介绍点评，有颇强的可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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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毅,原籍广西，早年受业于北京大学，在美国华盛顿州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曾执教于圣马丁
学院、华盛顿州大学塔可玛分校和太平洋路德大学，现任塔可玛学院历史系终身教授。
主要著作有《宦海浮沉：轮船招商局的建立与早期运行》，英文原版于2002年由美国艾德文，穆伦出
版社出版。
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是近代民族主义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2003年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赞助，在罗马美国学院和罗马大学做研究。
同时也涉猎其他文化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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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伊拉克战争结束，萨达姆就擒后，美国上下一片欢腾，道琼斯指数当天就上扬了一百多点。
保守派人士们更是得意忘形。
主流媒体巨头之一《时代周刊》登载过一篇文章，其中心意思是，如果越南战争时期由小布什来当美
国总统，我们就不会打败仗了。
这篇文章反映了今天美国人的一种微妙的心态，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就一直觉得很窝囊：
朝鲜战争好像是打掉了一颗门牙却要硬往肚子里咽；越南战争不但一事无成而且伤筋动骨，在世界上
丢尽了面子；头号对手苏联最后是解体了，不过却没给美国人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第一次打伊拉克
时的效果简直是隔靴搔痒。
只有在这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得痛快淋漓，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
不过这篇文章同时还反映了美国人心中很普遍的一种假定：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英雄史观”。
文章的作者还说，当时美国也并不是非要打伊拉克不可的，因为萨达姆纵有千般不是，也没有来惹美
国人，就国内民情来说战与不战也是平分秋色；是小布什一意孤行，于是成就了一段新的历史。
    美国人的这种英雄史观，在好莱坞以及其他大众媒体上经常得到充分表露，也    P279有不少论者注
意到了。
比如说“007”系列片，几十年来一直按照身手不凡的邦德单枪匹马扭转乾坤的思路来编造故事，观众
到现在居然仍是百看不厌。
按照美国人的这种思路，他们讲到中国的故事时自然也会对其中的人物很感兴趣。
除了英雄史观外，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如何取舍，也常常为当前流行的一些新潮理论所左右。
一个很明显的规律似乎是，如果教科书的作者是女的，就会采取女权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历史上的重
要女性渲染一番。
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还常常受制于整体的历史观点，诸如对国家和民族等问题的各种假定。
还有不少的作者对人物背景中的野史成分很感兴趣，倒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些野史传说，而
是因为今天历史教学中的一种很实在的需要：那就是怎么样才能激起学生的兴趣，或者至少不妻让他
们在课堂上打瞌睡。
本着这些五花八门的目的来写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还真有几分“他山之石”的味道呢!    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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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各种媒体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有关美国人对中国的不友好言论的报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又会经常遇到一些友好的美国人。
为什么我们的认识会有些落差？
美国人到底是如何认识我们中国人的？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
本书试图从美国的教科书入手，来为解决这一认识上的落差提供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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