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光荣与梦想 光荣与梦想开场
白(实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光荣与梦想篇一

第一，它能够帮助普通人塑造更正确的史学观和新闻观。

这是这套书最重要的价值，即便如raymondwang所说可能在
政治观点上有所倾向。

在我们的历史观念里，已经习惯了被告知宏观的概念，习惯
看有标签的故事。进步和愚昧、正确和错误、腐朽和革新，
在这些名词之后，才是哪些人发生了哪些事。但事实都是错
综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两句话的评书、也不是一两个人的小
品。

在我们的新闻观念里，我们也习惯了被煽动。在我们新闻里
很难分清哪些是形容和比喻，哪些是臆断和推测，往往是观
点失焦、细节失真。在书里对诸多事情的描写同样细腻，但
永远是分毫不差，用稳当健朗的笔法、前后妥帖的讲述，让
你觉得荒谬不妨碍其真实，而不是像我们的社会新闻里的当
事人都全是神经病。

第二，它的文笔太棒了。

虽然这个版本的翻译还是拗口，但多多少少能够分辨出原著
的犀利。不仅是用词，用典也是手到拈来、收放自如，信息
量大得可怕。



让我想起《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书，甚至《管锥编》这样的
神作。

第三，它是了解美国政治和文化的宝典。

在一些人心里，美国就是乐土，那里国家富强、人民善良，
哪哪都好。但翻开史书，可以知道几十年前他们也有民生凋
敝、路有冻死骨的惨况，也有莫名其妙的政治迫害和残酷的
社会运动。

让美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美国，不是靠着18世纪那部宪法，
不是靠着健全的制度，也不是靠着人人聪明善良，而是靠着
美国人对一些基本信念的理解，和长久以来面对问题时解决
它们的智慧。与其说美国像暴发户，倒不如说他是勤恳的创
业者。这本书讲的就是他创业以来最艰难的四十年。

下面放一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几处文摘，寥寥几笔，画面
跃然。

1.描写百姓失业、民生凋敝：

有人在华盛顿州的森林放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受雇帮助扑灭
大火。

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儿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
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

一位芝加哥寡妇为了不让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动的蛆虫，总是
会先摘掉眼镜。

2.描写市场波动时大家抢着取钱、取黄金：

布朗克斯区曾出现一个出租婴儿的母亲，她把婴儿租给排队
取钱的人，每次25美分，因为抱孩子排队享有优先权。



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如果市民在2月1日后提取过黄金，而
下星期一没有按约定将其退回，那么银行行将把他们的名字
公之于众。(注：这个方法效果极好，后来黄金几乎都退回来
了)

3.描写飓风：

一个长岛人几星期前在纽约的商店买了一个气压表，9月21日
清晨被寄到，气压表指针读数显示低于29英寸，刻度盘显示为
“飓风和龙卷风”。他无法相信，拿着它摇了摇，最后把它
向墙上掷去，指针读数都没有任何改变。他气急败坏把它重
新安装好，驱车前往邮局打算把它寄回原店。然而就在他新
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房子被大风刮走了。

4.描写杜鲁门春风得意：

他回到白宫时，你能听到两个睾丸碰撞的声音。

5.描写战后美国人的形象：

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一副主人的样子;美国人则在地球
上昂首阔步，根本不管谁是主人。

6.描写法国人害怕美国文化的入侵：

虽然法国还没有从空运行动中恢复过来，但巴黎的国民议会
还是以366票对202票通过了一条限令：“禁止在法国、阿尔
及利亚和法属殖民地进口、生产和销售可口可乐。”

7.摘取60、70年代美国小孩子对黑人同校的看法：

如果上帝想让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就不会创造出白人和黑
人了。

8.描写一次历史上的意外：



在那一刻，在宇宙中的某一处，某架机器的齿轮转动了一下。

9.描写一次暴动中的混乱场面：

警察看到黑人记者被攻击时所表现出的软弱，让这些人以为
寻衅闹事可以逍遥法外。他们一时找不到新的攻击目标，索
性对白人记者也动起手来。

10.描写某些地区对黑人的歧视：

在特拉华州，一名女服务员要求两名西装革履的黑人离开饭
店。此事令国务院十分难堪，因为其中一位是加纳的财政部
长。

11.描写美国卫星发射失败后苏联的得意：

在联合国工作的苏联人咧嘴笑着，建议美国人申请苏联向落
后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

12.描写美国启动登月计划后美国人的心态：

有人问美国人到达月球时，会在上面发现什么，爱德华·泰
勒冷酷地答道：“苏联人。”

13.描写一次针对古巴的秘密行动的混乱：

像那些与此次行动有关的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是到后来才看
清整个局势的。而身处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
尔·卡斯特罗、弗吉尼亚州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
兰克·本德、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
以及在马德里山下咖啡种植园里受训的勇士们都处于困惑之
中，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光荣与梦想篇二

《光荣与梦想》这部美国叙事史读来不像寻常记忆中历史书
的枯燥乏味，布满一条又一条时间线，是如小说般的情节跌
宕。读罢后，心中是疑惑、震惊。

震惊这竟然是美国，震惊强悍如美有这样一段低迷、黑暗、
迷茫、脆弱的时期;疑惑这样的美国历史怎么叫做了“光荣与
梦想”，究竟何来的光荣，梦想也不过是奢求。正如威
廉·华兹华斯在首页所言“那如幻的灵光逃到那儿去了?那光
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对美国，情不自禁有了理解。

从一开始补偿金远征军游行开始，阶级性显露无疑——生活
优越的，事不关己;死里逃生的，水深火热。为了逃避责任显
示出冷漠、自私，在铁铮铮的事实面前编织谎言。那就是实
打实的“一战”老兵身份，被诬陷为想要不付出劳力、白白
分一杯羹的流浪汉;那就是一群“胡闹”的制造**分子。即使
胡佛心中犹豫，麦克阿瑟代替他下达命令：士兵们对老弱病
残的“远征军”进行打击镇压，伴随着催泪弹大量投掷、军
棍劈头盖脸的砸下，河岸边的远征军流浪者们的营地是一片
火光。这一群，只想要取得本属于自身利益的人遭受到如此
的待遇。麦克阿瑟时候却并未受到严重的惩罚。在股市崩盘、
大萧条盛行、到处都是失业的流浪汉时期，胡佛依然发表演
说表示如今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衣食富足的生活，美国有一
个美好的未来。政治家就可以和阴谋家、权术家画上等号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就职可谓临运而生、临危受命。期初，
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因小儿麻痹症变成跛子的'总统。他是真
正想要为那些失去所有希望的农民、工人、中下层阶级的民
众们做出改变的。他上任后，推出连续的法案，却因为高等
法院的保守派思想，最终一一被否决。经济慢慢有了起色，
道琼斯工业指数也重回三位数，大家的钱袋鼓了起来、孩子
们又可以重回学堂。社会上对罗斯福的批判却愈演愈烈，评
论家大骂他的假面、媒体新闻指责他无所作为。舆论下的事



实弥足珍贵，民众的双眼却是雪亮。即使共和党拥有在罗斯
福努力下活跃起来的经济中聚集起来的多出一倍的竞选预算，
即使有众多信徒的库格林与天才般的魔鬼休伊·朗，罗斯福
依然以1100万票的差距力压竞争者。因为他无时不刻放在身
边的电话随时接受民众的抱怨、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他每
一次亲和、温暖的炉边谈话通过电波送到每家每户，因为他
的政策都是真真正正为了穷人的利益，大家将他视为黑暗中
的唯一昼光。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人民的上帝。

光荣与梦想篇三

从1932年罗斯福新政到1972年尼克松垮台，《光荣与梦想》
生动地描述了近四十年的美国历史，涵盖了美国经济、政治、
军事、娱乐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能让我们意识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成为所谓的“天选之国”并不
是一建国就有的，它也经历了种种的危机和矛盾，也有公众
对政府的不满和积怨，甚至濒临破裂的边缘，美国的发展历
史为我国的现有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本。

首先，该书描述的并非是经历，而是人性，意思是说，作者
威廉。曼彻斯特会站在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视角上去分析他的
所作所为的理由和顾虑，正是他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让我们
感受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他们也有正常人的七情
六欲，罗斯福会有极度自负的时候，杜鲁门会因为女儿的受
侮辱而大发雷霆，肯尼迪明知登月计划费时费力但是为了国
家的脸面还是要进行。我们会意识到，每个人做出的事情和
选择都是有限理性的，区别在于伟人会在关键时候坚持自己
的理性不会轻易放弃，而我们容易轻信别人，变得随波逐流。
只有拥有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力，我们的事情才会最终开花结
果。

其次，美国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感到似曾相识，
的确，这正是在我们国家发生的现实。从青少年对现实的不
满，对政府的议论，到中产阶级对老板和普通平民迥然不同



的态度，再到上层阶级很多违法的事情，这些正是社会阶层
进行流动和分层的真实体现。随着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这
个社会的结构会因为适应不了现实需要而进行解体，从而出
现新的社会阶层。而当社会发展缓慢时，阶层出现固化，人
民不满情绪增加，矛盾会大量出现，这个才是考验一个政府
执政能力的关键时期。人们都希望用一个简单的思路或者方
法去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他们会对残酷的现实感到愤懑
和绝望，政府需要做的是引导社会的舆论和思想，不能让别
有用心的人对社会不满情绪进行误导，削弱社会结构，造成
社会混乱，同时还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让老百姓享受到
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最后一点令我忧心的是，作者提到的大学生教育的问题，读
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大学生在象牙塔里养成了良好的怀疑态
度和研究方法，但是进入现实社会却要求这些学生放弃自己
的怀疑态度去接受现实的条条款款，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情。因此在60年代的美国有很多青年人对现实感到绝望，沉
迷于毒品、性交、暴力等事情，形成了所谓的“嬉皮士”一
代，还有大量的青年人加入了分裂势力，如穆斯林的“黑豹
党”等，青年人对现实社会的反抗严重削弱了整个社会的活
力和潜力。

因此我们在大学生教育中一定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让他们对竞争激烈的社会充满希望而
不是绝望，否则学生群体的不断庞大一定会对社会的稳定性
产生严重影响。教育不能当做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不能被
宗教化，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学生教育，让学生真正找到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抱有功利的心态去追求“成功赢家”
的人。

光荣与梦想篇四

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有它的发展历程，《光荣与梦想》记叙
了美国如何摆脱困境、走出萧条，进而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



的历程。《光荣与梦想》是美国的一部断代史，勾画了
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
水事件的四十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
全景式画卷。作者对这四十年间发生在全世界，尤其是与美
国有关联的方方面面都给予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第一次看《光荣与梦想》是在我读高一的时候，当时只是通
读一遍，并没有对它有更深的理解。但现在因为进入历史专
业学习，将它作为研究资料再来看的时候，却有了相当不同
的感触。

作者威廉·曼彻斯特作为一个马萨诸塞州工人的儿子，他切
身体会到了经济大萧条的痛苦。他的第一本书写于27岁，书
名为《和平的打扰者》，《光荣与梦想》则是他的第十部著
作。

《光荣与梦想》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应运而起》，
从1932年在经济大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写
起，一直写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部：《牺牲与变
化》，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一直写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
发。第三部：《种下恶根》，从i951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
总统任期结束的十年时间。第四部：《必得恶果》，包括肯
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在任期。第五部：《尼克松终于上
台》，从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写到水。这五部分的划分，
可以看做是作者对近四十年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个粗
略的分期。

在书中，‘美国的六十年代’被威廉·曼彻斯特称为“必得
恶果”的时代——他在书的末尾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
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
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

冷战的冰凉铁幕，国外干预的尴尬结局，使那个时代的美国
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观。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观的作用



下，作者才奠定了本书的结论和结构：伟大的美国梦的破灭。

《光荣与梦想》带给我的感受是嘈杂与混乱，用一句在论坛
上看到的话说‘这分明是一部美国版的《激情燃烧的岁
月》’，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再次读完它之后最深刻的体会。
它其实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只能说它是那个年代
美国的一部‘历史文学’。

光荣与梦想篇五

每一个理想都是双隐形的翅膀，虽然看不见，却在茁长成长。
当丰满的羽翼可以承载说有的梦幻时，我们便展翅高飞，搏
击长空。

光汇聚在星眸里，即使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到它温暖，梦交织
在蓝天下，不管走到哪里都如影随形;爱融合在每一颗炽热的
心中，永不间断的清泉，给我们希望和甘霖，从此，我们将
永不寂寞。

珍珠的闪耀是沙子持之以恒的渴望，雪莲的绽放是雨水阳光
夜以继日的积累，雄鹰的展翅是雏鹰折断翅膀的剧痛，任何
曾经在我们视线里发光闪耀的东西，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在黑暗中挣扎出来的明星。上帝给谁的都不会太多。真理之
所以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是因为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而才能守得云开见明月。从而那些明星才能历经风雨依旧
璀璨。

不要小看任何一颗种子的力量，因为它们在默默地储存能量，
等待突然长得一天。

我曾跟它们一样，都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种。我们跟它们一
样都曾经为了达到某种境界而拼命的挣扎，我们曾经或现在
都具备和它们一样的能力，只是现在或曾经的能力转换了一
种方式，于是我们便高出一筹了。



也许我们的双臂曾经有一双翅膀，一双可以飞翔的翅膀。当
我们拥有这双翅膀的时候，我们自由的飞翔，可是我们却只
知道在我们视线盘的上空盘旋，而渐渐的迷失了方向，忘却
了生命真正的意义！于是明智的上帝对我们施了魔法，让这
双翅膀隐形，好让我们知道心灵的渴望和立项远远超出翅膀
所不能达到的境界。现在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的理想可以
潜入上帝居住的宇宙可以深入冷暗缺氧的海底，可以跋上涉
水，可以飞檐走壁，可以掠过翅膀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于是，
上帝笑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人类仅仅用双脚就能在广
袤无垠的大地以及更远的太空留下自己坚定的足迹，翅膀让
理想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今，那双隐形的翅膀依然存在，
只是他不在生长在我们的双肩上，而是在每一个渴望超越自
己、放飞理想的人心中。

光荣与梦想篇六

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光荣与梦想》以历史的角度对
美国从1932罢工潮的“补偿金大军”至1972年水及其余波的
这40年的国家、社会乃至个人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从罢工潮
到呼拉圈风靡美国、从参与二战到可口可乐在西方世界的兴
衰、从冷战到猫王、梦露们的崭露头角，引领风尚，在作者
的嬉笑怒骂之间，我们仿佛经历了一次遥远的穿越，在美国
探索、改革、前行的路上，感受着星条旗下属于他们的荣光，
在与梦想相依相偎。

从1932至1972年，在这短短40年间，我们不得不惊讶，大洋
彼岸的那个国度走过了多么传奇性的40年。即便是此时此刻，
这40年的喧哗、狂热、幽默、恐惧与彷徨都还余澜未了——
即便是此刻，美国依然正准备着水的40周年反思。同样，今
朝此刻，当代人同样普遍认为，当下成为了对罢工潮、朝鲜
战争等等大事反思的契机。在反思了种种国家、社会层面的
大事之后，纵览这载着光荣与梦想的40年，我们得以略窥那
始终高高飘扬着的漫漫美国梦，以及美国人追梦的身影。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步伐急剧扩大的时代。而美国梦，也
正在此时不断地发芽，生长。正如作者所说，这个时
代，“英国人昂首阔步，仿佛他们就是世界的主人；而美国
人自由散漫，似乎毫不在乎地球谁属”。然而，在看似潇洒
的身影背后，却是凤凰涅盘般的不懈的追寻。而支撑起这高
歌猛进的传奇时代的，正是那一如既往的美国梦。

是的，太阳不用证明它明天会升起，可为了表达它对大地的
爱，却总在嘴上挂满了星星。怀着这个梦，美国人将对民主、
平等、和平、科学乃至光荣与梦想的渴望内化至心底，化作
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幕永恒。从埃莉诺那“总统夫人”光
环之下毫不褪色的慈善形象，到默罗站在伦敦电视塔上直面
马耳他十字的勇敢背影，再到斯波克即使被侮辱为“流浪
汉”也依然坚决反战的执着背影，美国人的特立独行为20世
纪的人类历史抹上了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充满未知的年代里，
人们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而且这只与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先
辈的所为有关。只要愿意冒险，愿意创新，愿意思考，自己
的价值终有被承认的一刻。而对自由的思考，对真理的渴求，
让每个人不惮于口说我心，更无惧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困难，
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尽力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
这一切，都是美国梦的见证。

当然，在火与钢碰撞的火花背后，同样也有不可免的黑暗与
阴影。正如南北战争的双方信仰着同一个上帝，某些人
对“美国梦”的歪曲和误解也有可能导致逆流的出现。就在
罢工潮时，面对着“补偿金大军”的麦克阿瑟曾说过：“如
果谁说笔杆子比枪杆子更犀利的话，那他肯定没遭遇过自动
武器”，小乔治巴顿在这个时候也曾用剑鞘击伤了救命恩人
的头部，矛盾剧烈运动时，像麦卡锡那样的政客们无视了常
人的悲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让人们的心中留下
了阴影。更遑论二战后那“猜疑的年代”，冷战时的勾心斗
角，不顾常识的力量，执意地阶级斗争，执意地争夺利益，
给全人类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然而，我们应当明白，
这并不值得后悔，毕竟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经历的



曲折。关键就在于，我们也要清楚，因为美国梦，因为美国
梦所倡导的精神，星条旗下的社会具有了强大的自我修复能
力，从大萧条时的《社会保障法》、柏林危机时西柏林上空
的雄鹰到后来护卫黑人上学上班的军队，这些不和谐的音符
被人们一一关注、消除。于是，岁月流转，时过境迁，美国
社会的进步从未停止，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因而从未离开
过真正的巅峰。

何为美国人的光荣与梦想？也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最佳的
答案：光荣来自于伟大的传统，梦想源于对自由的渴求。怀
着美国梦，他们不仅瞻仰着先贤们竭力维护自由民主的身影，
也尊重由内心散发出来的不可遏止的良知和灵感。在新时代、
新天地之下，美国人日益奋发，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可以说：
这梦想，不休不止。

纵览全书，我们看见了那坎坷途上的心怀漫漫美国梦人儿，
也看见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为我们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记忆。以史为鉴，也许我们能在对大洋彼岸国度的
反思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书写属于自己的现时梦
想与未来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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