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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5-12-06。一个月之前看过的吧，其实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历史，很多时候其实看的就是故事，
这么大手笔的浓缩之后，很多有趣的细节都没有了。真正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规律，似乎也没有。
2、看到新闻，特意把书找出来了
3、比《全球通史》文风更有嚼劲，但具体哪本更好，我的学识不能支撑我的辨别力。
4、大格局
5、要看懂这本书，要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可是这又是一本入门书，如果对历史有了解了，还来看
它干嘛⋯⋯这种高度概括的文字，适合来当大学教材，然后慢慢补充，根本不适合自己一个人默默地
看。
6、终于在回学校之前读完这本书。作者关于二战前的世界之间的勾连分析的非常有意思，也是我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外看到的新的东西；20世纪末，作者站在他的写作时代对世界局势的预测也很让
人一言难尽。
7、刚读了开头，翻译很烂，中国在四大古国上被形容的无足轻重，可见作者的狭隘
8、太扯了⋯⋯不要看啊不要看！！
9、很棒
10、推论多余例子，逻辑较杂，看得不开心
11、大框架，宽视野，就是翻译有点差。
12、说实话，我不太看了懂
13、站在宏观的视角解读世界历史的变化
14、世界史，让人更全面直观的看人类社会。中国教育中更多的是把中国自己的历史翻来覆去讲的透
透彻彻。然而认识中国史最好的方法是读好世界史。
世界历史上灿烂辉煌的时期数不胜数，他们也是人类灿烂文明的一部分。（尤其欧洲史很是值得研究
一翻）
15、不只要关心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更要读懂人类历史如此发生的原因。
16、世界史的简单读本，太简单导致越读越不明白。
17、一个优势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影响，以及其他文明对其所采取的态度。讲的是文明之间的互动，有
些地方着重讲，有些一笔带过。很棒的一本书，作者很有见地。
翻译不太喜欢，英语文化中定语后置的习惯竟然照原样翻译了→_→
18、书籍最终定稿与上个世界，但是很多内容却具有预见性，甚至成真。作者能够以几乎冷血的视角
看待整个社会实属难得，只不过大陆翻译还是有不少问题，有些章节读起来很不通顺
19、认真读过还是会有收获的，看历史就是看小说一样看完了，多看几本相互联系触类旁通就记得差
不多了。通本读完作者的思路还是可以大致了解的  。
20、总觉得读的像历史课本，果然是课本。关注的不是历史事件的节点，而是各个文明各个事件间的
联系和互相作用。
21、是为数不多的  从绝对客观的角度看人类历史的变迁 也是自己第一次在短时间读完最厚的一本书 
让我想到一个字“和”万事都是相互影响的 感叹人类的伟大 
22、还是蛮不错的，可以配合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一起看
23、印象比较深的是作者对事件因果和影响的简洁描述，词语精炼准确，这是学者的一项重要训练。
记住了锡克教的创立起源，伊斯兰教占领印度后世俗文学的衰落。
24、非要牵强地认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是联系的，说服力、证据力都不强，主观太多，等看过别的世界
史再来评价
25、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大作。
26、2016.6.12 看完。前面感觉还好，后面不知所云，也许是翻译的烂，浓浓文科白痴ZB气息。结尾还
好。
27、1、副标题是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主要侧重于各文明间交流与冲突，因为作者认为世
界史只有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2、全书收录109张精彩图表，附标记人类文明历程的历史年表，特
别推荐了进一步阅读的书目。恩，确实有，在第四部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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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对于世界史本不清晰的人来说，架构有点乱
30、比全球通史好读
31、内容出乎意料的丰富
32、  总算看完了，中途还换了个kindle。除去拗口的翻译外还是挺不错的，让我这小白把伊斯兰世界
的好多东西有了个了解。还有世界史这个宏观思路真的是让人激动，尤其是结尾，简直有了哲学的意
味在里边。
33、读了的感觉非常棒。将各区域各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尽管这是些在显意识层面很难发觉的联系
，但至关重要。人类就是这么愚蠢，明明是一体，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还党同伐异。
34、对历史的论述简洁且精准，我觉得比世界简史要稍微深刻些⋯但感觉稍微有点乱，不编年，看着
有些糊⋯
35、读过之后，我便愈发觉得每一个当下的自己都与正无限远的某一个人如此相像。
36、按照文明的维度讲述世界史
37、翻译不是一般的渣。亮点在于以文明为单位，着重叙述了文明间的相互影响。一个非常宏大的史
观。amazing
38、麦克尼尔的贡献和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世界史只有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他不断书写文明间
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以文明为单位，书写全球文明的互动，让之
前隔离、孤立的世界史，变成动态、交互的世界史，绘制了一幅人类文明的交互网络图。这被认为是
世界历史研究的真正开始。
39、这个通史不错，一些观点很独特！
40、很棒的一本書，條理清晰、提綱挈領。縷著書中脈絡，把這幾年看過的許多歷史讀物串連起來。
讀來很是舒爽。唯一的缺點是，後期的擴展閱讀太多了。呵呵，抽空還會再讀幾遍的。
41、翻了一遍，算有个大概的认识。
42、有观点 有论据 有视野。其他的没法评价，因为我没有比他更了解。但从他的视角看中国、印度、
日本很奇特。描述同一个事情，同样的事实，他的表达方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化的，
43、这本书不是为小白准备的。没有基本历史和地理知识的人比如我，读起来相当晦涩和枯燥。而且
不知是不是翻译问题，有些句子读起来就是不通。整本书限于篇幅字数，所以极简，比较难读。
44、不同点角度来概括人类整个历史，各地宗教的演变以及全球一体化影响点各地兴衰。 
45、强烈推荐，不仅帮助了解历史，而且开阔读者的视野和看问题的角度
46、听说是世界史的开山之作，梳理得很清楚，把整个世界放在一个体系下来讨论
47、2016-12-3读完，继续着迷历史，哲学与天文
48、终于读完了⋯好吧，我还是偏爱中国古代史⋯
49、历史知识，视角和视野
50、已购。这就是一部世界历史的纲要~~里面的多地区并列年代表很有用~~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翻几
页就哗哗地过去了，看完觉得真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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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世界史》的笔记-第62页

        公元前1000年代真正有影响的思想不是在古代中东文明两大中心的任何一个产生的，而是在两个
边缘地区：巴勒斯坦和伊朗。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它的居民了解两者的文化传统
，但是没有全盘接受任何一个。同样，东部的伊朗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新兴印度文明的文化分水岭。因
此，在巴勒斯坦和东部伊朗，当本地环境刺激人们试图重新解释宇宙的运行时，他们面对着的不是一
种而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思想体系。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同化，或者把文明社会的神话进行适度调整，
以适应当地的需要和传统，这两种做法都不太令人满意。相反，更自由和更激进的宗教启示倒成为可
能。在这两个地方，严肃而敏感的人不再依赖现成的、自成体系的、极其古老的教义体系，而开始探
索人类生活的永恒问题。

2、《世界史》的笔记-第7页

        7    文化演化超越生物演化，人类历史的开端
11  刀耕火种农业

3、《世界史》的笔记-第370页

        「另一方面，日本也没有完全脱离中国，不惜冒完全被纳入中国文化圈的风险。因此，600～1000
年，日本欢迎佛教、儒家学说和其他任何方面的中国文化。他们满怀热情地引进外国事物，后世也经
常这样做，这赋予日本历史急剧变化的特点。因此，奈良时代（645～784年）日本历代天皇迅速并系
统地建立以中国大唐宫殿为样板的小规模宫殿。」
「西藏利用位于中国边疆，接近印度的地理优势，综合来自两边的因素，宗教取自印度，世俗文化主
要取自中国的中原地区，但是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地方特色。例如，西藏的宗教就融合了当地的苯教与
佛教观念，创立了喇嘛教。」
「从蒙古征服者引人注目的新奇事物中，中国人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崇敬的东西，在最初比较顺利的阶
段，他们振作精神，力图抛弃一直被认为是外来的东西，摆脱蛮族的枷锁。因此，蒙古统治（元朝
，1260～1368年）留下的痕迹非常少，」
「日本与中国、西欧与拜占庭。日本和欧洲都表现了鲜明的尚武精神，且这种尚武精神以其他文明民
族所未知的方式深入社会各个阶层。这赋予他们面对更优雅的邻居时一定程度的强大力量，使欧洲人
和日本人向这些邻居借鉴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优越感和文化特性。」
「日本城市兴起也意味着新的社会环境出现，中国礼仪和日本现实两极之间都能表现自我。市民迅速
创造了比粗鲁武士尚武理想优雅得多的日本高级文化。根据武士宗族和战争队伍的战争故事改编而成
的戏剧就是这种互动的产物。日本绘画风格的发展是另一方面，它与中国风格有关，但又不同于中国
风格。武士行为把这种优雅提炼为茶道，丝绸服装的运用是第三个方面。」
「日本的宗教历史反映了和中国同样的本地化独立发展的趋势。佛教的禅宗最初从中国引进，但是在
日本土地上，禅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先例的方式与武士道结合起来。年长或战败的武士常常遁入
禅宗寺庙，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顿悟的形而上学教义，作为其冷血的军国主义世俗生活的弥补。」
「直到大约1850年，传统方式和制度的决定性崩溃才发生，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大清帝国、日
本帝国在短短10年里相继瓦解，或者发现自己被迫从熟悉方式的避风港中走出来，以期能够乞求、借
鉴或窃取西方人强大力量的秘诀。」
「没有必要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拒绝严肃考虑来自遥远欧洲“南海蛮夷”的学术和外来思
想模式。当国内组织制度机构运行正常时，何必需要贤明、镇定而负责任的人们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浪
费时间呢？当帝国在海外威力强大，国内一派太平、富庶、风调雨顺、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
学说的原则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当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实时，为什么还需要任何人
都更多地注意外国呢？因此，几乎毫无例外，中国人遵循常识，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稣会传教士带到
中国的新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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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界史》的笔记-第65页

        ⋯⋯但是在一个遥远的君主和起源于几百英里外的无法预见的事件能深刻影响当地事务的世界里
，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够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时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适应一般常识
和日常经验。传统的崇拜仪式显得虚伪空洞；只有希伯来人能够全面表达对宗教普世主义的普遍需求
。因此，他们对民族一神教的定义就成为古代中东文明最伟大和最持久成就之一。

5、《世界史》的笔记-第157页

        艺术对新视觉经验的反应远比文学对于其他学术传统交流的反应敏感得多。这是因为在陌生人和
局外人能对艺术作品做出反应的情况下，它的移植才是必要的。相反，对没有想象力[疑为误译]的人
来说，用文字表达的文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与希腊雕塑的接触，刺激印度艺术家在很短时期里就完
善了他们独特的雕刻风格，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6、《世界史》的笔记-世界是同一张网

        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就突破了国家和王朝的传统历史模式，以优美的文笔
编写了一部统一的世界史。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令韦尔斯“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
遍动力惊叹不已”。这部划时代的《世界史纲》问世于1920年，被译成多国文字，销量达数百万册。

稍晚一个时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几乎重新改写了“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他说
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的”。这部被称为当今社会的“救世箴言”和“经典中的经典”的史书
体现了近乎完美的现代历史观，整个人类世界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它从全球的角度（
而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各种人类历史事件既
是局部的，又在整体上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这部通史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运用全球观点，囊
括全球文明而编写的世界历史。

从《世界史纲》到《全球通史》，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基于历史全局观的分析史学已经彻底取代了
叙述史学的传统模式。麦克尼尔堪称与斯塔夫里阿诺斯比肩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历
史的全球化，或者说，将历史带进到一个全球化时代。作为这本《世界史》的姊妹篇，麦克尼尔的另
一本世界历史著作干脆叫做《世界之网》，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很大
程度上，我之所以写作《历史的细节》，也是受到了麦克尼尔、威尔斯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历史学家
的影响。

7、《世界史》的笔记-第98页

        这种历史观为孔子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得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
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8、《世界史》的笔记-第41页

        亚洲季风气候地区水稻种植的成熟的形态与中东谷物农业形态有三个重要的差别：第一，水稻植
株是从特殊的种苗移植而来（即像对待根茎作物或其他可以通过移栽旁枝进行繁衍的植物一样）；第
二，在耕作过程中，畜力不是人力的必要补充；第三，无论在水田还是在梯田，在水稻生长期，在几
个月内都必须保持有一层浅水覆盖。这些差异意味着东南亚的耕种方式比中东更精耕细作、更耗费劳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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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界史》的笔记-第470页

        「让中国人感到惊奇和沮丧的是，英国的炮艇能够突破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结束这场战争的《
南京条约》（1842年）几乎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所有条件。除了广州外，还有4个港口对英国开放贸易，
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英国领事被允许进入条约中开放的港口。」
「中国从18世纪的帝国强盛走向衰落是突然的，但是非常符合古代的先例。其他王朝也以惊人相同的
方式走向衰落。所以，直到1850年后，中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从根本上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无论外来灾
难是多么痛苦，但也是传统的，因此，似乎不需要超过传统的医治方法。」
「由于艺术家尝试了来自中国、西方和日本本土的传统，所以艺术风格呈现了以前曾经被分离的各种
风格的融合。」
「对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一批日本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学习西方和中国文化。德川幕府曾经把新
儒学定为官方哲学，禁止对其他哲学的研究。」
「知识界的情绪和反抗浪潮的真正重要事实是，他们倾向于融合起来，互相支持。因为西方学术不仅
自身能够被评价，而且它强调了新儒学思想无可置疑的缺陷。所以，反对幕府将军、尊重天皇、日本
人的爱国主义、对西方学术的热情等，共同形成了一种知识基础。」
「换句话说，日本的开放就像离弦之箭，势在必行。它本身的确没有使这个国家发生急剧的变化，但
它允许反对集团掌握权力，在恢复天皇和祖先合法权力的名义下，这些反对派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技
术。没有任何其他亚洲民族像日本那样准备利用与欧洲文明接触提供的机遇，因为此前没有其他民族
知道文化的二元性，也不存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盛行于日本的两种思想的激烈竞争。」
「没有哪个民族对西方的优势的反应像日本人做得那样尽力和成功。」
「在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欧洲人以一队炮舰或一支哥萨克骑兵就能轻易地在亚洲大帝国中执行遥
远的欧洲政府的意愿，而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的内部衰落而非欧洲自身的强大。」
「由于朝鲜与帝国首都距离较近，所以中国把朝鲜视为一个最重要的附庸国。然而，19世纪70年代日
本对朝鲜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使朝鲜政府沦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当中国试图干预时，勉强适应西方新式
武器和管理模式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击败了中国军队。和平条约迫使中国全部撤出朝鲜，并将台湾和中
国沿海的一些小岛割让给日本。日本还获得了巨额赔款。」
「孙中山（1925年逝世）将道德说教、社会空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简单结合真实地体现了企图一口气
消化西方知识文化的第一代学生那种十足的困惑。尽管孙中山的思想杂乱而激进，但他仍然成为国民
党的创始人。」
「很显然，虽然中国社会被大量的农村所包围，并且深陷于政治动荡、人口过剩和严重贫困之中，但
是同时知识精英们仍然接触着外国的思想和信念。」
「纯粹追求利润从来不是日本企业的目的。日本公司常常争取荣耀和威信，工厂管理者认为有责任为
国家服务、服从上级并培养和保护下级。这种态度直接来源于统治日本很多世纪的武士道精神。英勇
、忍耐和忠诚等古老的武士道品质在建立、管理新钢铁厂、纺织厂、造船厂及类似的部门中找到了广
泛的发挥空间。」
「公司和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往往也是以武士和农民这种古老的关系来塑造的。即工业管理者发号施
令和进行指导，工人服从，但是作为回报，管理者维护并照顾工人一切生活。在经济萧条时不会解雇
工人，反而会为工人寻找新的工作或是将工作分摊给所有人。回报是期望工人绝对忠诚和严格服从，
并且做到几乎永远可靠。经常扰乱欧洲国家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动荡在日本几乎不存在。」

10、《世界史》的笔记-第201页

        “贬异”应为“贬抑”，错别字。

11、《世界史》的笔记-第147页

        特别是，神性与人性归结于一个人是希腊人完全熟悉的观念。耶稣基督既是一个人，又是上帝之
子因而也具有神性的观念，对具有希腊思想和讲希腊语的皈依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基督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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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得到了更多地强调。同样，希腊人的逻辑推理习惯要求“上帝”与“圣父”、“上帝”与“圣
子”、“上帝”与“圣灵”之间的关系必须更明确地予以界定，因为圣灵一直下凡并鼓舞基督教徒集
会，正如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圣灵曾经到耶路撒冷向使徒们显灵一样。三位一体的精微交易就是
由此衍生出来。

12、《世界史》的笔记-第18页

        苏美尔祭司仅仅为了准确记录谁缴纳了或谁没有缴纳给神的债务所做的努力，的确催生了迄今为
止所知道的的最早的文字形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保存和减缩精确信息的能力。

13、《世界史》的笔记-第102页

        更西边，说凯尔特语的部落利用可以骑乘的马匹，扩大了对西欧广大地区的控制。凯尔特人散居
的中心是今天德国的南部地区。这是欧亚草原最西端，即匈牙利中部平原各部落聚居之地，这些部落
不得不适应新的、森林密布的环境。主要问题是草原民族的常规武器弓箭在森林地区无法发挥全部威
力，因为树木的枝叶阻挡，常常使箭头偏离目标。古代凯尔特武士通过发明一种大型的左右两手灵活
使用的剑来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是在马上也可以使用。用这种大刀刃武装起来的凯尔特人征服了法国
、西班牙、不列颠、爱尔兰和意大利北部的早期居民。他们甚至偶尔远至希腊、小亚细亚、意大利中
部地区进行劫掠。

14、《世界史》的笔记-第22页

        

15、《世界史》的笔记-第18页

        

16、《世界史》的笔记-第127页

        苏格拉底死于公元前399年而不是339年，此处出现错误。

17、《世界史》的笔记-第18页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祭祀的权威-楔形文字
军事组织-君主历史学家把文字发明作为划分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标志

18、《世界史》的笔记-第162页

        公元235~284，罗马内战，蛮族入侵
儒家中国：220，汉朝被推翻
中东伊朗抵御了草原骑兵入侵。在此背后的印度和波斯得到发展。

笈多帝国
320年~535年，笈多时代印度历史上的高峰。
印度教主张，《吠陀》是最高权威，气候依次解释《吠陀》的经典著作，圣人，最后才是个人爱好，
即国王或其他权威的法令
《摩奴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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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学术
王宫，神庙（湿婆神，毗湿奴神），书院
门徒跟着圣人学梵文，复活了梵文。

笈多时代的艺术
印度教大多被毁
佛教有一些被流传，后市无法比及的完美
印度教明确的教义一直到商羯罗（公元788~850才确立）

印度文明向东传播
印度文化传播依靠商人和僧侣
林珈 
主要影响东南亚，依靠商人取得的地位统治一方地区
主要宗教是印度教

佛教僧侣到达远东
佛教进入中国，200~600传播到朝鲜跟日本
时期，汉朝遭到入侵，政府开始失去控制力，儒家开始失势。
中国从印度吸取佛教，于600发展成自己风格的佛教。
372~528，朝鲜各国把佛教定位国教。
552，进入日本。

印度对西方的影响
嗯。。没重大影响。。

19、《世界史》的笔记-第570页

        「无论以何种标准，1854～1945年间日本在应对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方面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同样经历了非凡的转变。尤其是在日本自我转变的早期阶段，全盘引进了西方的思
想和模式。日本派遣使团到欧洲和美国，学习并带回一切看似有用的东西。学生出国留学掌握了一门
又一门西方学问，之后他们回国成为专家并非常系统地将他们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其他日本人。」
「但是与众不同的日本艺术素养没有消失。事实上在30年代以军队为中心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强调日本
的一切，并且轻视外国的模式和风俗。传统艺术、戏剧、国内建筑和备受欢迎的神道教仍充满活力。
」
「而欧洲人和具有欧洲血统的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扮演着推动革新的主导者，从各个文明中心在欧洲和
亚洲诞生以来，他们的主导角色在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
「对一些（但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背离了共产主义平等的思想。因此，1997年邓小
平逝世后，政府感到自身处于一种权衡之中，即一方面保持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另一方面，要
允许自由市场以及设法避免类似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国内所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和政治压力的批评。」
「因为苏联将大部分的工业成果和质量管理人员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生产中。结
果与苏联统治者自信地预测他们可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远远落后；苏联
人民慢慢地再也不相信政府为他们所许诺的美好未来。」
「在这种条件下，自命不凡的威权主义政权显得特别脆弱。当保存和散布文字和影像变得廉价和极易
获取时，控制公共舆论的审查制度和其他传统方法就失去了效用。到70年代，磁带录音、影印机和计
算机网络都在官方为防止新闻和思想传播而设置的屏障中发现了无数的漏洞。」
「人类社会总是在接受改变和保持现状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运输和通
信技术使由来已久的选择比以前显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增加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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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60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
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
「结果，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无法再维持下去。关于生活的新观念让乡村的年轻人急于享受在电视中
所展示的舒适的城市生活。这种新躁动和人口快速增长让孩子不可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即使他
们愿意，也没有足够可供耕种的土地。以新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进行集约耕作有时是可能的，但是
移居到城市显得更简单，而且通常也更有前途。因此，城市得到了迅速扩张，而且现实可能是半数以
上的人们都不再从事农业而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中。」
「人类是否可以真正在城市环境并在缺少地方和熟人社区支持（和约束）的情况下生存或许将成为21
世纪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
「没有人知道，全球世界主义的诱惑将会如何同捍卫文化多样性的努力相互影响。但是在所有的交往
中竞争推动着相互借鉴，」

20、《世界史》的笔记-第125页

        哲学家接过了悲剧作家不再进行的工作。被假定为柏拉图的大多数著作的对话形式就证明了这一
点。哲学对话的最大优点是它无需符合陈旧的习俗，也不必对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
悉阿缇卡半岛希腊人的、爱探究事物性质的、善于思考的、有空闲的人都能读懂柏拉图的著作：他可
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阅读或反复阅读对话，或者弃之如敝屣。但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需要依
靠大众的同意，或主管传统宗教仪式的官员的赞成。而戏剧诗人却受到这些约束。因此，当雅典的广
大民众与最高级的思想家之间劝导性的、基本和谐的关系不在普遍存在时——已经妨碍了欧里庇得斯
悲剧创作的一种情况——那么进一步研究人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只能通过更私密的、更个性化
的哲学对话媒介来进行了。

21、《世界史》的笔记-第12页

        当人类不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掠食者时，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人类不再是一个相当稀少的种类
，其数量之多足以彻底打破动植物的天然平衡，这种平衡的打破，部分是有意识地，部分是无预见地
和无意识地。

22、《世界史》的笔记-第339页

        赫尔德错写成 赫德尔

23、《世界史》的笔记-第98页

        孔子认为贵族身份不必世袭。相反，他似乎认为适当的教育能够使年轻人变成君子，即使他的父
辈出身于卑微的社会底层。因此，建立在人性倾向基础之上的教育也许为那些有抱负和能力的人打开
了道路，他们希望由此步入社会上层。这将变成传统儒教非常突出和重要的一个方面，标志着与西周
时期的贵族世袭制度的决裂。

24、《世界史》的笔记-第51页

        铁器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
由于专业分工的优势在中东社会底层体现，文明第一次全面而牢固的扎根了

25、《世界史》的笔记-第152页

        历代西汉皇帝都实行与中国社会支配力量——地主阶级联合的政策。这些地主家庭子弟接受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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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为主的教育，被招募进入帝国官僚体系之中。这建立了官员与地主之间的普遍和谐关系。他们常
常联合起来，压迫农民和社会其他底层人民，让他们安分守己。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标志就是围绕这
些问题的知识争论减少，而这种争论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秦始皇被认为是法家，法家
强调国家权力高于一切，但汉朝皇帝很快便把儒家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他的学派都被压制，更多
地通过官方的否定，而不是通过知识界的否定，直到帝制中国受过教育的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统
一的观点为止。

26、《世界史》的笔记-第7页

        在完全意义上的人类与他们之前繁衍的类人的生物之间，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人类有更长的婴儿
期和儿童期。这意味着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时间更长，同事长辈给后代传授生活技能的时间也相应地更
长。从孩子的角度来看，缓慢的成熟以为着塑造过程的延长和学习能力的大大提高，使得有意识地保
护那些发明和发现——可以推测，或多或少是偶然获得的——的行为更为频繁。⋯⋯当文明演化超过
生物演化而占据首要地位时，严格而恰当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便发端了。

27、《世界史》的笔记-第35页

        文明在雨水灌溉地区繁荣所需要的条件不难概括。首先，农民必须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粮食。其次
，一些社会机构必须把剩余粮食从从生产它的农民手中转移给一批专业人员，以便专业人员有条件钻
研完善高级技术和补充专业知识，而不必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花费大多数时间从事田间劳动。

28、《世界史》的笔记-第20页

        

29、《世界史》的笔记-第145页

        起初，罗马帝国统治使大多数地方制度保留下来了。但是，从程度上看，跨越旧管辖边界的商业
区更加重要，管理这种事务的新法律制度就变得必要了。罗马行政官员在是法律原则精细化方面起了
带头作用，这些法律原则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当皇帝卡拉卡拉企图向更多的人口征税时，
他宣布每个自由人都必须算作罗马公民（公元212年），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罗马法变成帝国境内普
遍适用的法律。
这套法律制度的中心概念是人类关系必须由契约加以约束，这种契约自由地订立，在法庭上具有法律
效力。第二个基本观念是任何形式的财产必须有唯一的、明确的所有者，他拥有订立这种契约处理这
些财产的全权。这显然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一个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变动取决于它所订立
的契约的社会而制定的。第三个原则宣称，政治权威可以任意地制定新法律。这意味着整个法律体系
能够随着时间持续发展，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
罗马法的效率和灵活性的确有助于维持帝国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经济整体，无论公元193年罗马和平被
破坏之前还是之后。虽然欧洲许多地区的习惯法后来取得了司法管辖权，但是每当需要的时候，罗马
法的原则就能够而且的确被复兴。这极大地促进了后来的商业复兴，是罗马帝国留给现代最持久的遗
产之一。

30、《世界史》的笔记-第3页

        文明需要独特的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新宫廷和王城所需，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强迫农民交纳
剩余产品。

31、《世界史》的笔记-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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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史的萌芽时期

32、《世界史》的笔记-第3页

        只有在灌溉地区，丰产的作物才能年复一年地从同一块土地上获得收成；只有在需要灌溉的地区
，大量人力才有必要合作挖掘沟渠和修筑堤坝。可养活专业人员的农业剩余产品，已经设计大量人口
的社会组织习惯，因此有可能，而且的确出现在了中东主要河流的冲积平原上。

33、《世界史》的笔记-第46页

        随着战车作战技术的完善，蛮族的马匹饲养者开始占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即使只有少量战车，征
服战争也变得容易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久已经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周边建立地方性文明的土地贵
族更容易确立统治，因为少数拥有战车的人与其他人在军事力量上已判若云泥。因此，经历了最初仅
仅以破坏（这些破坏降低了印度和克里特文明的水平）为主的阶段后，蛮族征服者开始在希腊和印度
建立他们自己更野蛮、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文明方式。古典希腊和印度文明都起源于这种方式。同样的
情况似乎也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战车武士的到来可能创立了商朝（传统上，按照最短的纪年，商朝是
公元前1525-前1028年）。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商朝是第二个朝代，在他们到来之前，
夏朝为中国奠定了许多基础。但是，商朝战车兵为中国社会和政府带来了重要的新动力和新方向。
因此，战车的发明、战车引入战场从而使骑兵与步兵之间产生的巨大差异，为旧大陆三大边远文明的
新的发端奠定了基础。迈锡尼希腊、雅利安人印度和商朝中国军事贵族政府几乎同时兴起，他们形成
了一种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松散的亲族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间接影响——战车战争正是在其周边地
区最先完善的——也在旧大陆各大文明之间建立了一种虽然遥远但真实的相互关系。

34、《世界史》的笔记-第155页

        但是，抵御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屏障使得农耕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在建立有组织的贸易路线方面进
行合作，这条贸易路线连接中国和罗马，由专职官员管理，正式警察力量维持秩序，向过境的骆驼商
队征收沉重关税。中国丝绸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向西运输到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而返程时运回各种
商品——金属、玻璃和大量钱币。

35、《世界史》的笔记-第175页

        蛮族入侵文明世界的边界，只有伊朗挡住了草原民族的进攻。
中国用了3个多世纪的分裂和混乱后，吸纳入侵者建立了统一帝国。
罗马帝国没能从378~511的蛮族入侵回复过来

匈奴人和西部草原
350不久后，蒙古地区形成新的战争联盟——柔然。
其中一个集团——匈奴人，打败了南俄的东哥特人，跟希哥特人一起进入了罗马边境避难。
410罗马沦陷，西哥特人迁徙到西班牙。
熊人在匈牙利草原建立大本因，453首领死亡，联盟解体。

东部草原各民族
伊朗东部 鞑靼人入侵印度，结束了 笈多王朝。
549，鞑靼内战。
552，中国联合突厥人打败了柔然联盟。突厥人建立自己帝国，572突厥帝国内乱分裂为东西两支。
589，隋朝扫平北方各蛮族。
554，萨珊波斯联合突厥人推翻鞑靼人，最后把东部边界与伊朗其他地区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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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衰落
235~284，罗马内战，外族入侵。罗马变成军事专制主义，军人篡权。
皇帝君士坦丁，在拜占庭建立新城，取名“君士坦丁堡”；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罗马——拜占庭
基督教宣称皇帝为上帝选择，给军事独裁披上华丽的外衣。提奥多修禁止其他宗教，罗马正式基督化
。

中国和伊朗对蛮族的回应
隋朝，对外，外交，贡金，雇佣兵等； 对内，官僚制度，开凿链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能够更加紧
密的控制长江流域，更大规模调动物资。能够为战争或和平事业征调更多人力，物力。蛮族便不再可
怕。
伊朗——帕提亚，允许地主军事阶级，由地主保卫自己的土地。中央缺乏微信，经常地方动乱。

萨珊帝国
226，阿尔达希尔（萨珊家族）取代帕提亚政权占据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
萨珊权利以来伊朗贵族，支持琐罗亚斯德教。
琐罗亚斯德教依赖祭祀跟贵族家族，包括萨珊家族。建立了标准教义《阿维斯塔》
王位与祭坛联盟。
重要性：通过官方宣扬超自然约束力和组织良好的祭祀制度，调和了军事地主与中央政权的利益。减
少内乱。 影响了拜占庭，通过拜占庭影响了西欧。

萨珊王朝的宗教

36、《世界史》的笔记-第103页

        任何已经适应了完全游牧生活的部落都把向东迁徙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从比较
好的草原向较差的草原迁徙。原因是沿着欧亚草原向东到蒙古地区，降雨量和气温都在下降。

37、《世界史》的笔记-第45页

        公元前17世纪战车兵占据的优势也许只有1925~1950年坦克兵进攻孤立无援的步兵时所占有的优势
可比。战场需要的机动性、火力和防御这三个首要因素都有利于战车兵。他们最大的缺陷是战车和战
车武士所需要的装备都很昂贵。青铜武器和盔甲、马匹和制造性能良好的战车所需要的熟练木匠、皮
革匠和其他工匠，都极大地增加了成本。所以战车数量一直比较少。因此，战车时代是一个贵族时代
，军事优势、经济和政治控制权都掌握在极少数精英手中。

38、《世界史》的笔记-第10页

        人类与他们杀死的猎物是怎样一种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神话欧诺个找到解释。也许，岩洞中的仪
式是为了借助动物的神灵促进世上的丰裕和繁衍。

39、《世界史》的笔记-第43页

        虽然我们的信息中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和明显的空白，但很清楚到公元前1700年，人类取得的成就
已经很可观。与较早时期普遍的文化发展速度相比，社会变迁的步伐快得令人吃惊。在不到2000年的
时间里，三个灌溉文明在旧大陆的中部地区兴起；大量更小的卫星文明在降雨地区发展出来，文明成
就的回音波及到北方草原的蛮族战士和地中海、大西洋，也许还有印度洋沿岸的居民。不太复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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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不太发达也不太著名的文化发展也出现于亚洲季风气候地区、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区。
华夏文明被黑得好惨。。。

40、《世界史》的笔记-第96页

        地方贵族以多种土地占有制度占有土地，这些土地很快便变成世袭的。这种制度固有的离心倾向
遭到宫廷学校的抵制，在这些学校里，贵族子弟不仅学习军事技术，如射箭，而且学习礼仪知识，当
他们变成一家之主，肩负整个家族利益时，他们不得不实行这些礼仪。这些礼仪知识也意味着熟悉它
们背后的思想，即政治合法性和人类社会秩序理论，这种理论使“天子”成为人间事务的最高负责人
。适当地举行必要的仪式也要求识字，所以周朝的年轻贵族不得不至少学会艰难的基本中文字符。因
此，他们集统治者、武士、祭祀、书吏的技巧和职责于一身，他们亲自履行这些职责。而在中东，这
些职责从很早时候起就分化给专业人员了。

41、《世界史》的笔记-第139页

        我们过于沉迷于哥白尼的天文学成就，以致也许难以理解人类接受这种天体运动的几何解释的热
情。今天，这种复杂的机械论似乎是根本难以令人相信的；但是当时和后来许多世纪里打动每个人的
是这个体系的数学精确性，它确实能够预测行星的运动。事实上，确定在天空漫游的光的位置的能力
，从而发现自己在未来某个特定时间的位置（或者他们过去所处的位置），这似乎是整个体系正确性
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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