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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大趋势》

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开始，系统梳理其发展的过程和内在脉络，并将中华文明与西欧、日本进行了
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提出“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为何落后于西方”这个核心问题，并给出了自己长
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人类文明发源于中东地区，中华文明也是在中东文明的影响之下才发展起来的，
相较欧洲中华文明距离中东更远，从源头上说就“落后”于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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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年度人物”，其代表作为“破译飓风系列”（共八册），其中《向东向东、再向东》（04年
出版）与《汉字起源新解》（2010年出版）曾分别获得香港凤凰卫视特别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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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反正我觉得很好，跟自己想法对位
2、标题哗众取宠，和大多数畅销书一样，按自己极其主观的想法整合了资料自圆其说，就是这个档
次了。这种流行的做派真是看怕了看够了。但这种定位的书本身不应该期待太多。另外毕淑敏居然读
后盛赞？是否有自降档次之嫌？
3、地理决定论，同矮大紧的逻辑一样，不论正确与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维角度。
4、評分：0/10。

节选几章，试读了几段，太过武断，经不起推敲。思路是：“我怀疑”，所以“我以为”，故“所以
是”。我说，有怀疑心没错，但是论据要足，要经得起推敲的啊！

本来挺有兴趣，碰到她这思路完全跪倒。
另：文笔甚俗。
5、无知者博出位，真是民科
6、读过发现并没有什么观点，实在是各种小标题的堆积，举例都是广泛常见的历史，允许作者有不
同的文明观点，但这本书逻辑结构内容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7、按照维基的做法，该画出来然后加上HOW WHERE WHO WHEN WHY.......
8、是本不错的历史类读物，有一定的自己的见解。
9、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垃圾!不知道怎么还有七分的!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10、推荐推荐推荐！绝对颠覆世界观！大家别被这屎一样的封面误导了。好书，可读。
11、论据论证不是很客观，但是观点比较有启发
12、鲜卑和希伯来人有关系？
13、跪舔文
14、由于观点太过特立独行，河南北漂女学者苏三极具争议，其作品在豆瓣的分数都明显偏低，这部
《文明大趋势》应该是她集大成作品，我读起来觉得非常精彩（尽管对她的一些观点并不完全赞同）
，6.9分绝对是不公正的，文字吸引力超强，信息量巨大，观点表述大胆直白，具有体制内学者罕有不
可能有的真诚与坦率，字里行间的思想亮点不计其数，充分体现出民间女学者特有的聪慧与灵性，真
是天赋异禀，才气逼人，尤其是对中华民族多项缺点的直言不讳（通过数据对比，说明与犹太人和日
本的巨大差距），读了令人倒吸冷气，在国内出版界绝对罕见，当然也不乏明显缺点甚至槽点，例如
对英国文化和基督教文明过于崇拜，显得不够客观深刻，但瑕不掩瑜，总体还是值得细品的一流史学
与文化学佳作
15、內容豐富，脈絡清楚，角度和歷史課本不同，有自己的見地，適合作爲普通人對世界文明史的入
門讀物，能讓讀者把中國史和世界史知識這兩條在歷史教學中人爲剪斷的線橫向接合成网狀來思攷。
本書和作者其它一些較多原創性的作品相比，語言平和，內容實在，無過多臆測性結論，容易被人接
受。
16、关于经济发展史的有些观点，不太同意。
17、不知所云。说的理论似是而非，没有相关的考古依据，出处没几个，一直再说希腊罗马，但我怀
疑作者有没有看过最基础的《希腊史》。如果想看完吹吹牛皮尚可，想学到一点东西，算了吧。
18、那个疯人院里出来的，打个电话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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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350到1600年，虽然这个发现美的时代，划分的时间有分歧，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于文艺复兴这
个发现世界之美，人性之美的时代的喜欢。《文明大趋势-中华文明及其命运》，苏三在初稿中坦言：
我相信“西来说”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这本书就是要证明,在西来说角度下，人类文
明有了新解，中国文明也有了新解释，无论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你的世界都将因阅读这本书而得以
改变。 不得不说，这本书给我一股新的气息，一种新的对于发现美的时代的解读审视。众所周知，文
艺复兴被认为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序曲。苏三认为：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是对古典文艺的
复兴，但实质上这个运动更多地具有解放人类思想的“气质”，文明创造不断、思想生机勃勃是这个
时代的主要特征。同时，他还认为，从更宏观的地缘方面来讲，文艺复兴是亚、非、欧三地文明的融
合与结晶，也是整个地中海文明长期积累沉淀的结果，于此同时，他认为，当时中国文明板块与印度
板块都孤零零地被隔绝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内，中国人唯一可以对话的另一文化人群是日本人，
但这与当时的环地中海文明根本不可相比。由此，得出结论，从“文艺复兴”诞生前后的条件看，欧
洲的崛起已属必然，而东方的没落也没有悬念。苏三的见解是独特的，解读这个发现世界之美，人性
之美的结论就能看的出来。全书各处的观点都洋溢着“苏三范式”，即罕见的视角，颠覆性的学者态
度。纯粹独立于当前大多学者的看法，这点是值得纯学术亦或是学习者推崇的。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视角。文艺复兴，是当时宗教极端发展，人们冲破封建枷锁，释放内心热情，呼唤
新的时代的到来，同时在新大陆发现，自然科学的发展，手抄书的发展以及交通的发达都促成了人们
开始了解世界，通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美的人性追求通过雕塑、绘画、音乐、壁画、建筑、诗歌
等传向全世界。由此开启了一个美的时代。苏三的《文明大趋势-中华文明及其命运》上篇是《从文明
传播角度看中国历史，中篇是《欧美现代化过程》，下篇是《学生变老师：日本的崛起》，全是正如
作者本人所言：大文明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远古截止1950年的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文明发展，暗含对
于近代中国问题的思考。从传播的角度，究其根本推动力：信息积累与传播所产生的效应。这个观点
是具有颠覆性的，也是给我们现在这个缺少发现美的时代一个新的视角。当代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被大力提倡，应对的是哪些浮躁、信仰价值失范的现象，由此，重新审视解读中华文明，再次重
拾文明的价值，我想，这一点，苏三的《文明大趋势-中华文明及其命运》，在通读全书后，一定跟我
有很多一样感受的读者朋友们吧！
2、由于人类长期存活在险恶的环境中，技术创造发明很慢，财富积累更不易。但政制的创新倒很多
，从希腊城邦直接民主到波斯帝国共和制，北欧异教徒议会制到南欧的君权神授，以及远东的帝国专
制等等不一而足。说白了这些政制是分配财富的不同手段。其中控制人口的政策由来已久，在资本主
义到来之前人类的苦逼生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人类对于认识资源的思维方式是静态的。因此控制人
口论成了基本国策。我国的计划生育当然也是这种思维和思想的产物。只有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人类
的物质生产发生质变，创新、组织化、产权保护等等才使得积累财富成为可能。随着资本主义创新越
来越多，人们开始意识到资源其实并非一张饼，众口啃完就等死。古代的人们对于如何应用石油是无
知的，今天石油成为很重要的生产资源。朝鲜的地理环境不错，农耕技术也不赖，人人在劳动，为何
还是贫穷？除了专制的盘剥外，对朝鲜的制裁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没有石油可用。袁隆平的技术即便
在朝鲜推广，也无济于事。没有农药和饲料，亩产就是低，不足以养活人口。袁隆平的杂交米有多少
人吃过？其口感之差，连农民自己都不愿意种了吃。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多少杂交米的印象，市面上很
少卖杂交米。但笔者的焦点并非在质疑袁隆平是否真正养活了中国人。是什么使得人类生活质量发生
质变？还是资本主义。我们当中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盘剥穷人。一个以自愿原则交易的制度怎么能够
说是盘剥呢？许多人把自己生活的不利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认为不打工就得饿死，逼不得已
才去打工。而这种所谓的“不得已”竟然成了某些人口中的“被剥削”。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荒谬的言
论，是懒人骨子里赤裸裸的贪婪。而这种心态被有意识形态目的政治机构拿来利用，煽动对资本主义
的仇恨。这一煽动是为了让群众服帖地遵从政治分配。这一政治分配以平等主义（平均主义）为特色
。早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平均主义思想。由于“公民”人均有份，那么人
口越多对于资源的分配就越紧迫，所得越少。自然而然，在每个人眼中，其他人就成为多余的。除之
而后快。平均主义是会杀人的。杀人的平均主义和过去野蛮部族的杀婴、吃战俘、活人祭没有本质的
区别。他们都认为人并不是资源，人只会消耗资源，而食物始终是稀缺的。在奴隶制国家，人就是财
产，可以拿来买卖交换。华莱士认为奴隶主会鼓励奴隶生育，这样对主人有利；休谟认为奴隶主会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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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奴隶生育，因为他们消耗更多的资源。可见，资本主义之前的历史当中，鲜少有对权利的认识，但
不是说讨论权利的著作没有。即便在欧洲，大部分人尊重生命主权、尊重财产权也是在基督教训导之
下。感谢整个中古世纪，没有这个时期欧洲人不会变得更文明。笔者发现，对自然权利的广泛讨论还
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因为市场交易需要权利规则的保障。其实资本主义早在中
古世纪的伦巴第联盟自由城市中萌芽。这些城市沿着河港、海港分布，参与国际贸易，实行商业信誉
制度。欧洲圈地运动开始，失地农民纷纷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这是资产阶级壮大的前奏。在英国光
荣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胜利空前绝后。他们保障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当我们再把目光放回中国。
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也无从谈起制度化的资本主义。清末买办崛起，工商业繁荣，可惜好不容易萌
发的资本主义被扼杀在革命中。长期战乱和左翼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就此走上另一条道路。我们不
能说这段历史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不可逆转，而每个时代有自己本身的历史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并
不妨碍我们追求普世规则。如果我们足够文明，就应该有自信接受批判，何须捶胸顿足？当笔者针对
中国的落后提起批判，所遭遇的并非中国人引以自豪的雅量。你敢骂骂中国文化试试？然而事实就是
事实。不接受现实就只能被麻痹、被追打。反思是进步的前提。没有理性，只有感性，乃至只有情绪
，是不可能有所进步的。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我们自己应该很清楚。我们最喜欢讲以史为鉴，那就把
目光从自己的历史移开，看看别人的历史。不要一味地陶醉自己建构的历史中（没多少真实含量），
去看看真正的文明世界的历史。这样，你才能成长！
3、你很难不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被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它太，太，颠覆人生观了。一直以来，
中国都以文明的古国自居，盛唐文化，世界臣服。但是苏三说，那不过是中国人的自大心理在作祟，
就如同现在的韩国老说，啥啥是韩国的一样。事实上，人类的文明在西亚，而远离西亚核心文明的中
国，事实上一直以来处于一种长期落后的状态，不过，地理上提供的相对独立安稳的环境也给中国创
造了发展的机会。因此相对于全球文明，中国文明如同成都文明之于中原文明，富裕而饱受，但也自
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没有先进过，却也落后不到哪里去。苏三认为：文明与地缘，地理有着直接
的关联，人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无论多么伟大或恶劣的政治家，都是在他所处的时代活文明基础
上有所作为，更是在他所处的不可更改的地理条件下有所作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甚至
有时候，这些政治家压根没有作为，而是借助于人民的文明水平在顺水推舟，而人民则借助于地理，
地缘，以及时间的积累在作为。一般而言，传统的历史书籍，更多只有时间的唯独。而苏三的历史是
有空间维度的。想起以前高中地理老师，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苏三恰恰是地理环境绝对论的
忠实粉丝。在这本书里，她立足于地缘说，将文明的发展展现给了读者。她巧妙地将中国文化与世界
文明子宫——中东、西亚——等地之间的神秘文化联系起来，同时将文化探索与新兴的DNA生物技术
结论的暗合，使得世界文明史豁然开朗。看完这本书，我不禁深思，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地理
决定论确实是成立的，那些大城市多发展于有水，交通发达的地区。可是今天，有了互联网，一切都
可以用一根网线去传递，地理决定论是否会打破呢？当然，只是业余历史爱好者的我是无法回答这个
问题，希望苏三会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然后贡献出一本互联网时代的《文明大趋势》。PS:真的不是替
铁葫芦打广告，但是铁葫芦出品，都是精品，反正今年和去年看的铁葫芦的书都相当不错，《鱼王》
和《光荣与梦想》都超级赞。
4、苏三写的这题目就一股浓浓的民科味。姑且先不论他写的如何，先只评论这个观点。苏三说中国
一直是落后于西方的，那方面落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让我们来揣测一下，可能苏三想说的
是这四个方面落后。科技的话，在农业社会，近代科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凭经
验办事，搞发明创造，搞研究，既然是凭经验，那么一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来搞。这时
候，我们再来揣测一下，苏三说的西方应该是指欧洲，特别是西欧。好吧，西欧和中国虽然在差不多
同一个纬度带上，但是气候环境的地理环境差别非常大，水文情况差别也极大。在农业社会，这种差
别会使得双方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科技的发展上会有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来评价是
否落后的，只能用是否合适来评价。而现代社会西方文化是主流，是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当你站在
现代的角度来看过去，自然是不合适的，典型的上帝视角。至于政治和军事，西欧各国直到近代才建
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那么到底是谁落后？军事上，西欧和中国的同样面对着极大的外部压力，
军事发展直到热兵器革命之后差距才逐渐拉开。而且西欧和中国在古代从来没有过正面的大规模交锋
，孰强孰弱根本无从判断。而中原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则是互有胜负，同样无法判断谁是落后的。综上
所述，我认为苏三的这个观点，实在是太扯了。
5、日本、韩国等国在使用了象形文字之后，很快更新为更为便捷的字母文字，甚至连越南也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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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过程中使用拉丁字母，今天在越南几乎看不到汉语了，到处都是字母。中国在20世纪有过革除
象形字的呼声，这一切的开端应该在1919年前后。其缘由就在于象形字的落后性，认为这种文字是阻
滞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问题，当时设想的主要出路是文字罗马字母化。汉字改革的曲折大家都看到了
，字母化没有推展开，但却实行了几次简化，继续保留了汉字的传统模式。有一个稍显武断的推测是
，这个国家太大，而中国的统一又是2000年前就开创的局面，只要统一，就必须利用统一的文字。所
以汉字一直承担着沉重而怪异的政治功能，因此才得以保留下来，这便成为许多人眼里中国文明从未
断绝的光荣。另外，汉字一直使用了3000多年，尤其是从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积累了大量的文献，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文学作品。中国文字一旦更改为字母文字，那些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都将成为废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将成为不能阅读的外语，这对于中国文化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从以上的史实
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象形文字得以保留的原因，简单地讲，是因为一种文明发展时间的错位，西方在
文献尚不发达的时期更容易替换文字体系。另外，当时的社会阶段更为野蛮，战乱频繁，而不同的国
家又混杂在中东附近，它们的文明程度又都很高，都有自己的文字体系。所以换个统治者就换一种文
字语言，最终就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筛选机制，在这种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字母体系是最合理的
。在远东地区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整个远东地区由于相对偏远，汉字一家独大，即便是周边少数民
族入主中原都得向汉字学习。但明显接近西部的地区则不同，比如西藏与西域都到中东附近去学习，
最终新疆地区接受了阿拉伯文字，西藏采用了印度的梵文体系。中国东边的国家无一例外都学习它们
西边的中国汉字，如日本与韩国等。在古代，地缘文化学习现象非常普遍。学习与创制语言文字看似
是个简单的活动，但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地理便利是个问题，对于语言文字的科学认识更
是普通人不会想到的问题。所以，从古至今很少有中国人会意识到文字需要改革。其实20世纪初的人
们之所以提出激烈的文字改革意见，就是一种“科学思维”的体现，这是一种高级认识，并且是从西
方引进的思维。象形文字的不利因素有很多，首先是笨拙，学习成本太高，“扫盲”变得极为困难。
汉字的复杂不仅影响到教育普及，而且直接影响到后续科研队伍的形成，也不利于传播。西方人认为
，汉字不利于进行理性思维与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正是科学思维。他们认为中国人对于文字的理解
，尤其是文字性较强的诗歌等，建立于视觉之上，这就要求中国人的思维也必须是象形的，而非抽象
的。因而这种语言文字之下的思维也会一直处于一种低级状态。任何符号系统，越简明、越抽象就越
高级，比如西方人研究出来的五线谱或简谱就是如此，现在各个民族中那些复杂的记谱方式几乎已全
被淘汰。数学符号亦如此，正是因为数学符号的简化，人类的科学才开始飞速发展。文字系统也不例
外。总之，用简单而规范的符号记录复杂的思想，一直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很明显，中国文字
这方面几乎停滞不前，中国人除了在秦汉时期有一个规范之后，就再也没有质的发展。20世纪在西方
思想影响下，中国人提出了各种有关语言文字的改革方案，其中的最大成果可能是摒弃了需要翻译才
能领会的古文，有了白话文的出现，汉字简化提上日程，并行的拼音系统开始使用。文字符号系统的
演进与发展，从繁复到简单，“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文字符号在和平时期的演进从
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从象形文字体系到字母体系是一种飞跃，中国不具有这种文化土壤，所以只能接
受目前的妥协局面。从另一方面来看，烦琐意味着落后与改革不够，这本身还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文字
系统本身的“科研落后”。西方发展到今天的简明字母文字系统，是经过几千年演化变迁的结果，并
且最初人们能够利用字母系统，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的体现，是一种抽象思维的成就。所以，若要论语
言文字方面的“科学成就”，在文明出现的那时起中国就已经落后了，后面几千年的状况更说明了远
东地区与外部沟通交流困难的特殊文化格局。从语言文字角度很容易看出中国文化的整体特性是如何
形成的。从长远看，中国语言文字变革的空间很大。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想短期内进行大幅度改革
恐怕也不现实，但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并且，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将汉字的缺陷降到最低是可能
的。今天通过电脑文字输入技术，人们只要会讲普通话，懂拼音，实际上就等于会写汉字了。借助电
子技术，象形文字的复杂问题顿时减去大半，局面为之一变。因为电子化的发展，汉字短期内被“拉
丁化”的风险大大降低，汉字的改革问题很可能将在这种状况下被搁置相当长一段时间。另外，与西
方世界的交流使西方字母文字在中国大兴，在部分发达地区，字母文字将会逐步逼压汉语空间。双语
双文字系统会在大约50年后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特征，中国大陆有可能发展为香港那样的社会。或许
再过一两百年，中国将会再次掀起有关汉字问题大讨论的高潮，或曰中国语言文字新方案的高潮，而
不只是20世纪那种简单的拉丁化方案或简化汉字的呼声，人们讨论的将是结合当时社会的新议题。社
会在发展，语言文字一定会产生变革。中国在未来的100年里一定会高速发展，所以语言文字并不会保
持不变。我的一个长远预测是，将来汉语可能会被无限边缘化，当字母文字占据主动以后，汉语也不

Page 11



《文明大趋势》

会废除，但会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保留下来。汉语最终将成为今天的“古文”，最后“自然死亡”。但
或许会出现一段时间类似日语使用汉字的局面，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文明不停止发展，文
字的变革就会继续。
6、看了试读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公元前1000年，全球总人口接近五千万，公元前500年接近一亿，
以今天中国人口占据世界大约五分之一的比例来计算的话，商周时期的总人口为一千万。假如商周文
明吸引了中国地理上一半的人口，那么实际控制地区应有大约五百万人，其余广大边远地区散布着大
约五百万人。春秋战国期间这个人数再翻一番。以春秋时期来论，假如将人口按照今天中国的约30个
行政单位来划分，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约66万人。而现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级行政单位就能达到50
万人，百万人口的县级单位更是屡见不鲜，以今天行政区划的约2000个县来计算，春秋时期每个县域
的人口大约是一万，所以“荒无人烟”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地区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今天，中国的人
口密度太大了，已经超出了环境承载能力，这个状况还引发了过度的竞争，造成生态失衡；而北欧一
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稀少，其密度接近中国古代。人口在古代是财富，在现代则几乎成了累赘。”我
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元前一千年，全球总人口接近5000万”这个数据是从何而来，从后面苏三还
用中国人占世界五分之一来推算中国当时人口来看，这个5000万应该是直接得出的总数而不是把当时
全球各地人口相加，请把做出这个结论的历史学家介绍给我，这是神一般的操作。第二个“假如将人
口按照今天中国的约30个行政单位来划分，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约66万人。”我特码要请问苏三春
秋时期中国的范围有多大？连湖南都没怎么开发，东三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都还是野人满地跑呢，非
地域攻击，我老家江苏那时候北边淮夷南边百越，上海还在海里呢。居然拿三十个省来平分人口，请
问苏三到底有没有高中级别的历史常识？第三个“以今天行政区划的约2000个县来计算，春秋时期每
个县域的人口大约是一万”，先不说春秋能有两千个县（汉代才1100~1500个县），中国县域的人口可
以参考《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一户的人数大约4~6人，请问苏三放着资料不去参考，非要自己设数字自己算是不是闲得无聊？
苏三这种民科还真是挺有勇气的。转自知乎贺仙
7、绝对传播论，西方一百年前都不玩这个理论了。苏三呀，你还当宝。 苏三呀，你读了几本书，就
想讨论文明。呵呵，也就挣点稿费吧，这样的垃圾，真正的学者看都不会看的。 如果你没有对一个问
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不要胡乱说文明。特别是涉及到古代文明的时候。苏三，你根本不懂中国史前
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与研究，看了几本西方的书，就来胡思乱想，凑合成一本书。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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