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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解析》

内容概要

《文明的解析》按文化起源和地理分布，历数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成就卓绝的天才人物，通过严谨的历
史计量学分析的方式，编制了文学、音乐、艺术、哲学和科学各领域的名人录（全世界共4002人），
经过量化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创造力的分布如此不均衡：多见于西方而非东方，多见于
男性而非女性？为什么多见于犹太人——-而且又以哲学、科学而非艺术见长？为什么我们现在感觉到
创造力的衰退？ 最后，作者详细分析了产生卓越人物、卓越成就的各种必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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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解析》

作者简介

查尔斯·默里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专攻文化与自由的W.H.布雷迪学者。其名
下另有七本著作，包括《失去土地》（Losing Ground）及与理查德·J.赫恩斯泰因合著的《钟形曲线
》（The bell Curve）。

Page 3



《文明的解析》

书籍目录

答谢前言第1部 成就的概念第1章 时间的概念第2章 谜团的概念第3章 地点的概念第4章 惊叹的概念第2
部 识辨重要人物和事件第5章 卓越及识辨卓越第6章 洛特卡曲线第7章 重要人物之一：重大人物第8章 
重要人物之二：巨人第9章 重要事件之一：重大事件第10章 重要事件之二：超级发明第3部 规律与轨
迹第11章 正视近代欧洲的作用第12章 ⋯⋯及已故白人男子第13章 欧洲成就的密集分布第14章 计入人
口：成就率第15章 解释一：和平与繁荣第16章 解释二：模型、名城与行动自由第17章 还有什么有待解
释？第4部 论成就与兴衰第18章 亚里士多德原理第19章 动力之源：目标和自主权第20章 内涵之源：组
织结构和先验物质第21章 人类成就是否每况愈下？第22章 总括附录1 为认定自己对统计一窍不通的人
编写的统计原理2 一览表和知名度指数的编制方法3 一览表依据的参考书4 地理和人口数据5 重大人物
资料简括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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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解析》

章节摘录

　　第1章　时间的概念　　人类取得成就前，必须先进化成人。人类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
约在500万年前，地球上先有了二足动物。此后大约250万年，二足行走动物学会了制作一些粗糙的工
具。掌握火的使用方法又用了大约l50万年。　　经历了难以想像的漫长岁月后，这种二足行走动物仍
然不过是直立人。它的智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动物，但仍没有进化成人。直立人看上去不像人，
脸部凸出，行走笨拙。尤其是它不像人那样思维。直立人的大脑只相当于今人的2／3，且思维极其迟
缓。　　古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而我们称之为人的这种动物大约出现在20万年前。此后某个时候，
人类才开始了成就的历程。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是不是应该把人头一次说话的那一刻作为起点？或是
头一次作画？或头一次唱歌？毋庸置疑，给出一个具体时间和试图准确说出人类何时不再是直立人，
而开始进化成智人一样主观。如果非得说出人类成就起于何时的话，公元前8000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年份。原始时期　　就地形和气候而言，公元前8000年的世界和我们今天了解的世界十分相似。更新
世的最后一次大冰川连续几百年逐渐退缩。当时欧洲覆盖的冰雪并不比后来的欧洲更多。莱茵河、塞
纳河和多瑙河已经在我们今天可以认出的原野上流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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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解析》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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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解析》

精彩书评

1、对人类文明成就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是：极权政治体制。无数国家和科学家的命运证实了这一点
。呵呵，该书该观点直指天朝制度根本啊。
2、历史学是一门假借的科学，本书就以计量史学的态度，试图以数学的形式展现人类的艺术与科学
成就。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给人以深刻的认识。
3、是什么让一块土地上的人创造力倍出，而另外一块土地上创造如此贫瘠？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导游
给我们车上看《大国的崛起》这个我一般都会拒绝看的片子，被看以后我思索的问题就是标题上提出
的问题。最好的社会、制度、国家就是一个让其民众创造倍出的社会？决定的因素是哪些呢？
4、天才那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
。——爱迪生前些日子有本书叫做《国家的品格》，其中给国家品格设置了四个指标：独立不羁，道
德水准，美丽田园，天才辈出。人人都希望自己是天才，但大家都知道天才不是那么容易成为的，当
然不排除有一小撮已经自认为是天才了。所以，更多的人只能对天才羡慕，嫉妒，甚至打击(我就不对
扼杀天才的中国教育制度讽刺挖苦了 ╮(╯▽╰)╭ )。无论是社会还是科学，所前进的每一步，几乎
都能看到天才们的足迹，在各条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路标，让后人能够跟随。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通常的理解其实是对牛顿原话的误读），实质是不停的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如此反复。没有那些天才
，有些捷径会推迟数百，上千年才被发现，甚至永远不会出现（尤其是艺术领域），你期待贝多芬以
外的人来谱写《第九交响曲》吗？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去绘制梵高的《向日葵》？不得不承认，有些
事情，是只有天才能带来的。把天才捧的这么高，那我们最广大人民群众又置身何地？究竟是“天才
史观”还是“群众史观”，说起来“天才史观”就是伟大领袖带领我们向前进，而“群众史观” 则是
伟大领袖顺应了劳苦大众组成的浪潮。都有道理，所以，按照学术上的惯例，折衷一下来个“综合史
观”就能兼顾两个理论了，就这么容易。回到开头，有上一两个天才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天才辈出
才是“国家的品格”。按照查尔斯·默里的说法，“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有人胆小如鼠，有人胆大妄
为，都有敢想敢干的人。但对于夹在两个极端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文化规范或促进或阻碍了个人的
自主权。”简单的说，一个国家的文化可能会促进天才的产生，同样也可能会阻碍天才的产生。这就
可以解释我们的过去，在古代中国有那多发明创造，有《九章算术》，有《齐民要术》，有《本草纲
目》⋯⋯足以令世界侧目（见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但为何没有产生系统性的科学，这就
是李约瑟难题。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人，总有人能够脱颖而出，在科技史上有所建树，但就整体而
言，社会环境，制度构建都不利于天才辈出，只有零星天才能够闪耀照人。我们的传统（广义），阻
碍了成就的产生。这很令那些做天朝旧梦的人失望，但就是这样。好古的国人总喜欢提我们的历史多
么多么悠长，我们的传统多么多么伟大。但历史究竟留给我们什么？我们的传统究竟是什么？鲜有人
愿意做进一步阐释。从地理上讲，我们所处的东亚适合农业的发展（农业文明），而农业的发达必然
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这就与希腊的商业文明产生了差异，而这点差异就让两个文明分道扬镳。农
业文明强调稳定，每年打交道的都是门口的那片土地，希望像往年那样风调雨顺，“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远方”，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里，父母的权威是与生俱来的。试想一下，地位不平等的前提
下，怎么可能去与长辈或者是前辈公开辩论，怎么可能会有“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的说法。缺
少这么一种辩论的前提环境，科学知识的大厦很难被建立起来，虽然会偶有神来之笔。简单的说，我
们的历史和传统并没有天才辈出的土壤，把我们的成就放到世界范围内，对比下其他文明的成就，其
实我们并没有我们历史课本上的那么耀眼，不能妄自尊大。要知道，埃及领先世界建金字塔的时候，
我们还在半坡捞鱼呢。天才辈出需要土壤，我们已经经历了充分的“世界化”，但问题是，我们把那
天才辈出的土壤带来了吗？还是说，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天才呢？From 花间半壶
酒http://shiyuhang.org/blog/582.html
5、【读品】罗豫/文亚理士多德同时在哲学、美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纵横捭阖；达·芬奇不仅画了蒙娜
丽莎，在工程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如雷贯耳的大名“莎士比亚”，可能就是哲学家培根的马甲⋯⋯这
样的传奇已经一去不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事迹，是写作为生的前物理学家C.P.斯诺气焰嚣张地指责
人文文化“搔首弄姿，怨天尤人，离群索居”、“自恋”；是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解构自己根本弄不懂
的科学大厦基石，结果被科学家索卡尔兜个正着。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做的一次著名演说中，提出
的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之说，挑起的争论至今余波未息。其实，并非没有人意识到学科融合的重要性
，但为人津津乐道的成功例子，总是文化遗址的价值由碳14测定一锤定音之类的老套故事。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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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解析》

默里这本《文明的解析：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倒让人眼前一亮。默里是胆
大心细型的研究者，他把人类两千多年的文明成就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又是严谨细致的科学统
计分析，结果为人类非凡成就的许多悬案提供了有趣的意见。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默里用了正文近
一半的篇幅做铺垫，介绍了正态分布和洛特卡曲线在研究文明成就时的重要作用，并将自己划分时间
和地理位置、辨识“文明成就”的标准和理由清晰地呈现给读者。进入后半部分，当各种数据和结果
以图表的方式聚合到一起时，很多猜测得到了证实。犹太人到底有多优秀？默里用扎实的数据展示了
犹太人在文明成就中做出的与自己人口极不相称的贡献。乱世出豪杰吗？默里发现，战争年代确实更
容易涌现重大人物。社会财富的积累也有利于文明成就的产生。而在默里关注的战争、财富、城市、
人口密度和政治制度几个因素中，对产生文明成就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是极权政治体制。苏联和东
欧大量艺术家、科学家的命运也印证了这一点。当代的艺术在衰落吗？默里在综合了人口、艺术人力
资源和艺术消费市场的众多因素后发现，19世纪，人类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状况已日益恶化，进入20
世纪后，恶化步伐日益加快。在默里看来，这一现象不是源于文化衰落，而是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
革。19世纪中产阶级崛起，20世纪的经济繁荣进一步惠及蓝领和农民。“欣赏流行剧本、书籍和音乐
的人数急剧增加。新出现的这一日益扩展的市场必然吸走了部分优秀人才。而在另一个时代，喜爱高
雅艺术音乐的贵族囊括了所有的艺术人才。”20世纪艺术的衰微确实存在，而且默里认为，考虑到时
代偏差和人口增长，这种衰微其实超过了人们的一般估计。尽管默里已经用了尽可能生动、简洁的文
笔，但强调个性和感性、对数据和公式望而生畏的后现代读者还是有可能跳过、进而错过这本书。默
里的研究方法或许并不是最好的，他对文明成就和重大人物的认定标准或许有待商榷，但他延续了“
科学文化”的优点，将这一过程清晰地表现出来，供读者批评改进，对结果的解释和分析也展现了自
己丰富的人文积淀。不管结果是预料之中还是荒谬绝伦，默里的这一研究都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
让人看到了建立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的可能。
6、这种严肃的书，好像放在书店里没有要。可惜了。中国人读书的风气不好。我是2010年底在书店里
有幸买的，8折，一看，已经是2008年出版的老书了。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我读的时候，在书上
写了很多笔记，发现书里有个别小错误的地方，很正常。我读完了书以后，也在我的博客里写了很多
笔记和感想。这本书，也许是我要买的最后一本“新书”了。如果以后还要买书，都是“资料书”，
我知道结果的“老书”了。也许，我的评价太狂妄了。但我的感觉就是如此。其它书，好像“新”不
到哪里去了。
7、据作者自己说，从世界大量的各种权威的相关书籍里面查找资料，列出了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的重
要成就，时间截止于1950年。对中国人来讲，本书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轻易地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
光荣，又以中西文化对比的观点，轻易地写出了中国的文明成果种种令人费解的原因。对人类文明成
果的出现，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总结，非常具有价值。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之一
。http://dengzhengyu.blog.163.com/blog/static/71608872011320102825622/
8、总的思想是不错的，但书中有几处并不准确，以数学为例，Gauss在数学巨人中只排到了第4，这有
些低估他了。Poincare竟然没有进入数学巨人榜，这显然是荒唐的。作者认为数学在19世纪下半叶后不
再是建立体系的时代，而且是衰落的，这不太准确。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才是近代数学的伟大开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体例证方面存在问题。但总的分析思路和大部分观点都是很有启发性的，绝
对值得一读。
9、Human Accomplishment----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800BC to 1950很久没有一口
气读一本快400页的大厚书了。在《心理》上看到推荐，在图书馆借到，整体读完感觉它很有新意：用
计量方法研究人类文明史，这样的书不多见，感觉一方面有实证的科学感在，不会因为繁复的文字论
述而读起来很痛苦，另一方面，数字揭示的一些思想和结论也很有新意，很有味道。用数字图表等冷
峻形象的方式来解释科技和艺术史这种历史选题，如同吴晓波用纪实文学笔法写商业史一样，实在是
很符合我的读书兴趣。我觉得呢，读完这本书，我获得这些方面的启示和提醒吧：1. 对于人类成就分
布类似洛特卡曲线（Lotka Curve）的思考原书通过文献计量学，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人类社会的
成就在个体中的分布呈现一个很极端不平衡分布的形态，类似指数分布，极少数人取得了大量的成就
，而大多数人则成就平平，正像Lotka在研究科学家发表文献数量分布时发现的一样，也正如我们所说
的“马太效应”。但是有趣的是，对于个人的技能（原文中作者以高尔夫球手的各种击球技能为例）
，在人群中整体上是一种类似于正态分布的钟状曲线分布（作者探讨的成就，是指硬科学、数学、哲
学和艺术，其他的没有研究）。作者给出了难度说和累计优势说两个相辅相成的解释：取得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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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解析》

可以名垂史册的成就需要战胜心理压力成功克服无数困难，自然只有少数人类社会；而如果获得一些
初期的优势，则会具备巨大的心理优势，进而容易获得最后的大成就。我不从基因的角度想，但是还
是觉得这可能源于长久以来存在的生物进化论“物竞天择”的这种环境和生物博弈得到的基本结论：
只可能有少数生物能够在环境变化中获得适应性的基因生存下来，进而把这些基因惠及族群。人类社
会，不过是把基因换成了“智慧”、“知识”等等，并建立了一套比较好的传播机制（这一点也是传
统中国社会不及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地方，下面再详述），从而我们每一代人，都能享受先人们少数
绝顶优秀的个体创造的，并由众多群体不断改善和留下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这些优秀的人物的创造，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内心不由得有一种深深的崇敬感。没有孔子，哪
有悠久的中国文明。小时候接受的唯物主义的教育倾向于教育人们：历史是人民撰写的，英雄出于时
势。但我们也不妨多一种思维角度：历史也往往主要是靠一些优秀的个体几笔勾勒出来的，而大多数
人只能为他们做注解。与其说不知是政治目的还是没有目的而空虚的崇拜“人民”，不如现实的思考
，如何塑造一个能够孕育大师的社会。2. 面对“欧洲中心论”这个问题唉，我觉得可能小时候受到的
“爱国主义”或者“中国文化主义”太多了，它们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原来是多么的NB，中国GDP在清
代前期占世界的1/3，元朝时疆域是多么广阔，告诉我们八国联军是多么的十恶不赦，我们的文明受到
了多么大的屈辱和践踏。教育孩子这些事实，这是好事，但是却缺乏了对“为什么”的追问和探讨，
即使有探讨也都是把不知道谁的想法印在教科书上统一背诵，更不用说让这些新鲜的思想对未来“如
何”进行设想，探索，实践了。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不得不承认，用作者的思考方式、假设、样本
和模型（而且我在价值观上赞同他的这些东西），会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在-800年～1950年这
段时间内，1400-1950年之间的科技和艺术成就占压倒性优势，实现了一次飞跃；而在这些成果中，欧
洲又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或者说，当今我们人类所取得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中，大多数是在文艺复兴
至今这600年间，欧亚大陆西北角的一小群人类翘楚们为我们创造的；与之相比，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
什么四大发明圆周率小数点后7位什么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其实在全人类学的尺度上讲，不过如此。
在冰冷而精确的图表面前，我感觉到了一种长期被自大情绪占据头脑的虚妄。虽然是作者一家之言，
但至少可以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作者是美国人，也犯不上什么讨好欧洲人，关键是我实在找不出这
种研究方法的逻辑漏洞，唯一可以指责的，就是作者的样本素材（以各国各语言人物大辞典组成）对
非欧洲文明覆盖得不够。但是作者也特意提到自己也耗费了很多努力来找资料，基本能用的努力都用
了，如果你还是觉得作者太欧洲中心论，那请“举出收到忽视的大批重要的亚洲和阿拉伯科学家和数
学家的名字，或解释一下为什么数千欧洲人的词条不算数”。I can't.我观察，大多数出国的中国同学
到了国外都会有一个对自己文明的反思过程，这个过程又还可能是一种比较痛苦的，令人沮丧甚至有
耻辱感的。可惜的是，有很多人往往认识到了之后，撒手不管全心全意投入新环境，同时在原来的朋
友面前划清界限标榜自己是新华人，实在是损人不利己。更加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祖先不过如此不是坏
事，但是也不要感到自卑，而是既要感谢中华文明先辈的努力和坚忍，使古中国文明绵延千年，不断
兼收并蓄而不绝；但是一定又要感谢所有其他文明先贤们的创造，使我们获得了如此丰富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同时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走出民族主义的桎梏，以全球化的眼光，进行新的创造，为人类
文明增添新的力量，产生更多的大师恩泽人间。而天天以为天朝圣明老子第一在网上骂人，实在是浪
费光阴，徒增烦恼。3. 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社会那么现在回到这样一个命题：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造
就人类文明泰斗的现代中国社会？或者把“中国”一词去掉增加普适性，如何在“人口成就率”不断
下降的今天，重新打造这样的现代社会或者后现代社会？很抱歉，这个命题过于宏大，而对于我等芸
芸众生来讲，能做的仅仅是给这建设添砖加瓦，少做些缺德事耽误进程，但是随着岁月的累积，所产
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别忘了还有“英雄人物”的作用呢。我这里可以引述的，是作者利用计量模型研
究1940-1950年的欧洲文明，引入虚拟变量得到了这样的一些基本结论：1)“ 一般来说，历史上的战乱
并没有打断人类成就的涌现”2)“艺术科学成就因国民财富的不断增加而得到发展，无论就可用于扶
持艺术科学事业的资金而言，还是就经济活力对文化活力产生的间接扩展效果而言”3)“随着新的科
学家和艺术家不断推陈出新，成就消息源源不断”4)“人类成就的溪流因城市的存在而潺潺不断。城
市是人力资本的中心，为艺术和科学提供了观众和赞助者”5)“潜在的艺术家和学者得以享受事实上
的行动自由的政治体制促进了人类成就的不断涌现”很有趣的一些想法。产生于欧洲和美国的知识创
新体系（言论集会等自由，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把技术转换成现实财富的VC和金融市场，各种越来越
便捷的沟通方式，大学、实验室、工作室等等）就建立在这些因素上，如：相对丰富的财富，多元而
又有活力特别是有知名学府的城市，个人的行动自由和拥有创造氛围的群体（想想贝尔实验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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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学习和采用的呢？不管是宏观的社会上层建筑，还是微观的家庭（作
者特意描述了高产重要人物的犹太人家庭），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尝试的方向。4. 同样从先
贤的成长中，怎样成就个人作者在这里没有再用数据来做模型（做这么多烦不烦啊），而是直接表达
了他的看法：“发挥一个人个人才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愉悦。”而实现愉悦，则需要内在的目标感
，“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天职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超越常人的勤奋，和外在的来自文化的自主权，
“鼓励一个人可以大有作为，而且赋予人这种能力。”整体上说，与过去的中国社会比，我们现代人
拥有的自主权还是大了很多，但是其实还远远不够。而和过去比，也许我们的目标感反而丧失的更多
。也许这样一本书从宏观到微观，写在最后的，也往往是最容易践行的，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吧：通过
个体的努力，获得更多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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