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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些演说能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演说的前因后果。
其实，正是这些前因后果——未必是演谠-一才使得每个演说都意义非凡。
    特里·格尔威挑选出49篇演说，这些演说之所以能改变世界，其根本原因在于演说中纯粹的力量。
从摩西到曼德拉及其他人，上下数千年，纵横东西方。
格尔威还为每篇演说撰写了见解独到的短文，将读者带入特定的历史环境。
不仅如此，他还以独到的见解剖析演说造成的影响。
格尔威借此使我们洞悉这些演说的真谛所在。
我们在这里能接触到耶稣、西塞罗、伯里克利、克伦威尔、华盛顿、乌尔班二世、温斯洛普、肯尼迪
、裕仁天皇、芭芭拉·乔丹、胡志明、罗伯斯皮尔、帕特里克·亨利、伊丽莎白一世、林肯、曼德拉
、罗斯福、希特勒、邱吉尔、奥巴马，等等。
这是一部极具历史意义的大作。
格尔威不愧是天才的故事人，他为我们打开一扇扇窗户，透过这些窗户我们可以洞悉历史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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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特里·格尔威是《美国传统》《波士顿环球》和《纽约时报》的撰稿人，他还著有《为使其他人活下
来》《生活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为自由事业》《爱尔兰造反者》《华盛顿将军》《公民同胞》及《
让每个国家都知道》。
他现在生活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枫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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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沃尔姆斯议会，1521年托马斯·莫尔面对指控伦敦，1535年7月7日伊丽莎白一世：“我来当你们的
将军”蒂尔伯里，1588年约翰·温斯洛普的“山巅之城”1630年6月克伦威尔解散国会：“以上帝的名
义，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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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彻斯特，1852年亚伯拉罕·林肯在库珀学院的演讲纽约，1860年2月27日加里波第号召他的士兵“大
家都拿起武器来！
”那布勒斯，1860年9月苏珊·安东尼：一个女性的选举权“难道女人不是人吗？
”门罗镇，1873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与黄金十字架芝加哥，1896年7月9日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特不
怕德皇的威胁布鲁塞尔，1914年8月4日帕德里亚哥·皮尔斯：没有自由的爱尔兰不会太平海伦·凯勒
：打倒战争纽约，1916年1月5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建议华盛顿，1918年1月8日甘地论非暴力与不合
作印度的阿布马达巴德，1922年3月18日孙中山呼吁用大亚洲来抵挡西方帝国主义日本神户，1924年11
月28日海尔·塞拉西呼吁援助他的国家日内瓦，1936年6月30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体贴穷人华盛顿
，1937_年1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嘲笑拿雨伞的人魏玛，1938年11月6日劳·格里格，“地球上最幸福
的人”布朗克斯的美国人体育馆，1939年7月4日温斯顿·邱吉尔作为首相的第一个演说“鲜血，辛劳
，泪水和汗水”伦敦，1940年5月13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登陆日祈祷“他们作战是为了结束战争”华
盛顿，1944年6月6日裕仁天皇的停战诏书“以为万世开太平”东京，1945年8月15日胡志明宣布越南独
立Ba Dinh Square，1945年9月2日温斯顿·邱吉尔的铁幕演讲约翰·肯尼迪在柏林“我是柏林人！
”柏林，1963年6月26日芭芭拉·乔丹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的发言“今天我是检察官”华盛顿，1974
年7月24日安瓦尔·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上的演说“朝着崭新的地平线大胆挺进”耶路撒冷，1977年11
月20日伊利·韦塞尔请求罗纳德·里根“总统先生，你的地方不在这里”华盛顿，1985年4月19日罗纳
德·里根就“挑战者号”悲剧发表讲话“挣脱大地无理的束缚”华盛顿，1986年1月28日玛格丽特·撒
切尔在山上的布道“我们一定要劳动，用我们的才智来创造财富”爱丁堡，1988年5月21日纳尔逊·曼
德拉的就职演说“将光荣与希望送与新生的自由”比勒托利亚，1994年5月10日巴拉克·奥巴马面对种
族与宗教问题“更完善的联合”200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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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说　　雅典，公元前430年　　战士的死与百姓的死有所不同。
战士和百姓都可能死得很早、死得很悲壮，但战士的死通常有更大的象征意义，他们的死可以激发出
慷慨激昂的演说，象征高尚的事业。
　　公元前433年，作为希腊重要城邦的雅典正面临来自斯巴达的挑战，这在历史上并非唯一的一次。
公元前460～446年，这两个冤家交过手，但双方谁也没有欢呼胜利或承认失败。
此后30年平安无事，但这之后局势骤然紧张，伯里克利开始为雅典备战，因为他认为一场战争是不可
避免的。
两个对手先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后来斯巴达于公元前431年向雅典派出信使，又提出新的要求，这时
伯里克利中断谈判，两个城邦再次卷入战争。
　　斯巴达发起焦土战役，攻陷雅典附近的乡村阿提卡。
斯巴达人的狠毒点燃了雅典人胸中的烈火，伯里克利被迫向伯罗奔尼撒海岸派出一支舰队，雅典士兵
开始为阿提卡复仇。
　　大战一年之后，雅典准备为阵亡将士举行公开的葬礼。
这座城邦著名的军事指挥家、政治领袖、艺术赞助人、民主政治的重要鼓吹者伯里克利应邀为阵亡将
士致悼词。
　　他的演讲收入休昔底德的经典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休昔底德告诉读者，在他撰写的历史中很多演讲是他凭记忆重构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书中的言语有
多少是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真正说过的。
　　然而，当时的史学家根据他们对伯里克利和他的时代所作的研究，充分相信他的演说反映出雅典
人对民主的真实态度及城邦的自我形象。
演讲中的重点与其说是阵亡将士，还不如说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简言之，作为雅典人的事业。
伯里克利相信雅典人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信念、对21世纪最为谩不经心的演说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
根据伯里克利的说法，雅典是人类的希望，与穷兵黩武的斯巴达南辕北辙，因为后者所追求的是消灭
个人自由。
如果将雅典换成美国，把斯巴达换成前苏联，那么伯里克利的演说听起来更有冷战的味道。
　　加里。
威尔斯，H．F．哈定及其他作家指出，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讲——也是一篇悼词——从伯里克利那
里继承了不少东西，他们都认为阵亡将士为事业捐躯是高尚的、有价值的，要比个体的生命更为伟大
。
二人的谈讲都将永恒的意义赋予戛然而止的生命，死者高尚的品质是听众所敬仰的。
　　在我之前来此演讲的人，他们大多赞成立法者的建议，因为他们建议在我们的葬礼上要搞一次演
说。
在他们看来，在安葬阵亡将士的葬礼上，有必要将这份荣誉送予捐躯者。
但我更希望，如果他们的行为是勇敢的，那最好还是通过行为来向他们致敬，如你们现在所见到的，
通过公开葬礼的形式来悼念这些死者。
如此一来，很多死者的名声将不会因为言辞的华丽与否受到玷污，也将不会因为演讲者的褒贬，损害
他们的美德。
因为，无论是说得太多或是说得太少，都是不容易的；即使说得不多不少，也很难留下真实的印象。
死者的朋友因为了解事实，很容易认为，演讲者所说的没有他所知道的丰富，因此没有满足他的希望
；死者的另一个朋友所知有限，当他听到死者超出他能力的事迹时，不免要嫉妒，怀疑演讲者在夸大
其词。
每个听众如果听到他力所能及或几乎是力所能及的事迹，那他才能容忍对别人的称赞；如果演讲者所
说的事迹高于听众的行为，妒忌之心油然而生，然后开始怀疑。
然而，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已同意这一做法，所以我必须照办，而且要尽我之所能来满足所有听众的希
望和信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回音>>

　　我首先要说到我们的祖先，因为这在此刻是恰如其分的，我们在悼念亡灵，因此我们应该怀念祖
先。
我们的祖先无时无刻不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靠着勇敢将这片家园代代相传，所以我们从他们
手上接过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但是，在我们怀念祖先的同时，我们更要怀念我们的父辈，因为他们，我们的遗产才变得更为富有，
他们经过无数次战斗，将一个伟大的帝国留给我们——他们的儿子们。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其中大多数人正当盛年，我们还要将事业朝前推进，使我们这座城变得更为富有
，如此这般，这座城才足以御敌，足以生息。
因为我们所取得的军事成果，我们拥有了各种财富，我们或我们的父辈靠着能力扭转战争局面，与其
他人的战争或与野蛮人的战争，对此我都不想赘述；因为说起来话太长，而且你们都耳熟能详。
但是在我称赞死者之前，我想指出，我们遵循怎样的行为原则才成为强国，依靠怎样的制度和生活方
式我们的帝国才变得强大。
因为我认为这些想法在此时此地并非不合适，无数的公民和外人来到这里，他们听听这些可能很有好
处。
　　我们政府的形式与其他国家的制度并非竞争对手，我们的政府并不模仿我们的邻居，而是他们的
样板。
我们确实被人称为民主国家，因为政府是由众人而非少数人来管理。
所有人因私发生矛盾时，大家都能面对相同的正义，但是，我们仍然强调成为一流的公民；如果有公
民卓尔不群，他被推选出来为公众服务，这不是特权，是对德行的推崇。
贫穷不是障碍，出身寒微的人照样可以为国效力。
我们的公共生活里没有排他性，我们在私人接触中从不互相怀疑，我们对邻居的所作所为也不生气；
我们不会将白眼投向邻居，虽然说这不会造成伤害，但毕竟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我们在私人接触中没有清规戒律，所以在公共行为中才能行成相互尊敬的风气；我们尊重权威，遵守
法律，所以我们不担心大胆妄为，我们尤其尊重那些奉命保护弱者的人，尊重那些文字法律，因为法
律能防止违法者践踏众人的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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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回音那些重要的演说时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挑选出49篇演说，这些演说之所以能改变世
界，其根本原因在于演说中纯粹的力量。
　　上下数千年，纵横东西方。
格尔威还为每篇演说撰写了见解独到的短文，将读者带入特定的历史环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回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