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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上）》

内容概要

全书共2册，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文明初始、天各一方、大航海·全球化、工业文明
、百年风云、未来之路共6章，总计102节。书中全面展示了人类社会的源流、发展、演变，充分展示
了各地区跌宕起伏，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作者秉持科学历史观，将中西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置于全
人类文明演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历史事实和逻辑分析，进行对比、总结，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令
人耳目一新，是一部学习了解世界史的最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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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上）》

作者简介

丁舟，“科学公园”网站专栏作者，善于从科学的角度观察历史问题。作者自七年前开始本书写作，
经过反复修改，三年前开始用笔名“丁不二方舟”，以“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为标题，在“
科学公园”写作和连载该书的内容，受到了众多网友的追捧，“新语丝”和很多网站均进行了转载，
受到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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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上）》

书籍目录

引言“言必称希腊”的来历
第1章 文明初始
1.1四大文明古国是怎么论的
1.2上下五千年是怎么算的
1.3画地为牢的古文明
1.4古希腊文明另有其源
1.5海洋文明对决大河文明
1.6先抹橄榄油，再饮葡萄酒
1.7青铜器熔点低，陶器可塑性强
1.8造船下海，不只为捕鱼
1.9货币的用途和利润的来源
1.10波斯帝国的扩张和古希腊人的抵抗
1.11缺少正义的古希腊内战
1.12一支雇佣军的远征变成远逃
1.13雅典民主的成长过程
1.14亚里士多德理性的目光
1.15不同的庙里住着神仙和祖先
1.16不断扩建的古代大剧场
1.17现代人可以参与的体育和艺术
1.18不易分清的移民和殖民、城邦和邦国
1.19师出同门的国王腓力和谋臣商鞅
1.20脆弱的古希腊不堪一击
1.21游历述史和凿空探险
第2章天各一方
2.1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
2.2长寿的石头和短命的木头
2.3农业与商业的轻重选择
2.4混合融合间难以跨越的障碍
2.5当北方外族成为主人翁
2.6如果早期基督教和佛教的传播范围对调
2.7后来居上的伊斯兰教
2.8怛罗斯之战的重要历史意义
2.9在欧洲另起炉灶的法兰克王国
2.10阿尔卑斯山和秦岭淮河
2.11欧洲城堡多，中国长城长
2.12不能大一统，退而求其次的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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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上）》

精彩短评

1、在科学公园上连载时叫“言必称希腊还是言必称中国”，比现在的书名好；那时作者的网名叫“
丁不二方舟”，比现在的笔名好；上册比下册好。
2、真有点羡慕丁不二方舟
3、    一直在网络上看先生的文章，仰慕已久。这次听说出了实体书，赶忙订了一套。还是纸质的拿在
手里看有感觉，嘿嘿。
      希望能看到先生更多更好的文章。
4、不过是作者个人对世界史的一点重述，没有任何深度。
5、适合大众的历史普及读物，有些观点不是很认同，特别是关于宋朝的评价。
6、“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非常重要的思维能力。对待波澜起伏、错综复杂的人类文明和历史，更应
如此。很欣赏作者的科学历史观，更感谢作者为此书付出的努力。
7、用了不到一周零零散散的翻了一遍，作者很是博学，对一些事物有自己的观点，可是这本书总体
来说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很是浅显。读读可以，不适合珍藏
8、比看一般的世界史一类的著作强多了，适合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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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上）》

精彩书评

1、这是作者潜心7年的力作。自2年前在网上连载以来好评如潮，转载者众多，被誉为通俗版的《全球
通史》。作者文笔隽永，功力深厚，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作品构架宏大，结构严谨，横贯东西，包
罗万象，博采众长，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史诗。精心设计的版式，数百张珍贵照片、图表和脉络清晰的
地图，使本书在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著名科普作家太蔟有云：“一次远游，引发一场关于世界和
人生的深思考，并催生出洋洋洒洒大作，我能想起的另一个例子，是达尔文和小猎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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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上）》

章节试读

1、《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上）》的笔记-第3页

        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万里路和万卷书

一次远游，引发一场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深思考，并催生出洋洋洒洒大作，我能想起的另一个例子，是
达尔文和小猎犬号。

把达尔文和名尚不见经传的本书作者丁舟拿出来并列，似乎有些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但前者对后者
的思想的确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者的通过理性选择的社会进化观点，就是达尔文基于自然选择机
制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的引申。

即便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富五车且名扬天下的学者，提出一个新的社会理论，试图发现历史发展
规律，对包罗万象的人类历史作出大一统的解释，都是很危险的。客串历史学家的多面手科学家戴蒙
德和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就遭到不少诟病，被冠以地理决定论的大帽子。对一个自谦“没有受
过学术方面的专业训练”、以“历史读后感和随笔集”的方式、“不涉及专业考证论述”但不小心指
点了历史的作者，更是如此。从这点来说，本书作者的勇气很值得激赏。历史不是谁的禁脔，完全是
可以指点的。指点对了，启发同代及后人。指点错了，大家一起争鸣辩论便是。

把观点先搁置一边，我们就不得不为作者深广的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赞叹了。作者旅游过的希腊和罗
马自不必谈，对世界其他主要区域（当然包括中国）的历史和地理，作者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万
里路和万卷书的互补，在作者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即便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书中展示的丰富
知识也值得我们阅读此书。

有深厚的人文知识并对历史发展有自己一套见解的学者或非学者作家，并不在少数，但令作者与他们
区别开来（也因而显得珍稀）的，是作者对科学的推崇。三观之中，世界观最为重要，此观不正，其
他两观很容易就歪到爪哇国去了。没有比科学更正的世界观了。作者三观很正，所持史观为科学历史
观，在大方向上我视之为同道。这也是我愿为本书作序的重要理由之一。

以科学看待人类历史，就很容易以一种超然的态度俯视之，不被感性的民族情绪影响，把自己的母国
放在整个人类大历史背景下，与其他地区纵横对比，持比较历史的方法，以期归纳出超越个性特色的
普适规律。本书的题目《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就透露出这种思路。书中许多章节，如《海洋文明对
决大河文明》《师出同门的国王腓力和谋臣商鞅》《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阿尔卑斯
山和秦岭淮河》《欧洲城堡多，中国长城长》等也是如此。作者不被民族情感左右理性思考，在涉及
古代中西航海技术对比的几篇文章中体现尤其明显。作者不仅描述了西方航海与现代科学诞生之间的
关系，还以逻辑和事实戳破了“中国古代曾是海上强国”的肥皂泡。这是很容易招惹民族主义情绪高
涨人士的忌恨的，也体现了作者发自理性的勇气。类似的还有《“技术领先世界”的宋朝总受欺压》
一节，对“宋朝技术领先世界”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民族主义的反面，是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作者也没有掉入这个陷阱。在《从小地理到大地理的
古今同型》一节中，作者对“希腊模式”（分权／独立模式）和“中国模式”（集权／统一模式）进
行了对比剖析，指出两者各受自身的地理环境影响，各有优缺点，不能简单地厚此薄彼，人类未来可
以同时从两种模式受益。我平素不甚喜集权大一统模式，但从作者的条分缕析中，有所触动。

作者既然秉持科学历史观，对科学技术进步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进作用自然应该浓笔重彩，深入剖
析。事实也正是如此。技术进步是此书的一条主线，尤其在近现代的部分。作者用大量史实向我们展
示在科学指引下，技术进步在短时间内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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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称希腊还是中国（上）》

自从接触了西蒙及后来的卡尼曼等人的行为心理学及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再结合自己多年参与批判
宗教、哲学及中医的论战经历，我深刻认识了人类内禀的愚昧，对“理性人”“理性选择”等字眼很
是敏感，所以在看到作者社会进化的理性选择观点（详见《自然选择下的理性选择》一节）时，自然
不免戴上了有色眼镜。经仔细阅读及与作者的交流，我发现应该先摘下有色眼镜。作者了解西蒙的研
究，在《人口优势和人口陷阱》一节中提到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管理人”，并解释道“这里的理性是
指在利益驱动下，受能力和环境限制所能达到的有限理性，不能等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理性。” 这提法
在我看来仍有些乐观。要是我，会半开玩笑地把“有限理性”换成“非理性”。当然，这是个博大而
沉重的话题，需要无数人进一步的探讨。对理性乐观总是一件好事。

本书所涵盖内容甚为广泛，此序所涉及不过冰山一角。更多精彩内容还等读者诸公自己去开卷。当然
，作者初出茅庐，一出手就是长篇，书中疏漏自然难免。读者诸公在阅读时也该不吝指正，与作者共
同提高。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科普作家   太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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