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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创造历史》

内容概要

"雅利安人的故乡在哪里？北方蛮族的疯狂入侵是为什么？气候变化的周期有多久？玛雅人由数百个城
市大出走的原因是什么？尼安德特人是消亡了还是被融合了？阿勒曼尼亚又为什么被称为“十分之一
之地”？这是一部人类的大历史，作者从气候变迁的角度系统解读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全书格局
宏大，鞭辟入里，内容则涵盖地质、气候、生物、考古、语言、政治、军事、人类学与历史学等领域
。作者深入浅出，在信息量巨大的前提下保证了可读性，穿插了很多精彩的小故事，其间还就许多历
史悬案给出了大量推理和研判，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作者最后感慨：“小冰川期为需求而战，气
候最适期为贪婪而战，气候创造了历史，但人类的痛苦永远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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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创造历史》

作者简介

许靖华（Kenneth J.Hsu）1929年生于中国，1953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
曾在美国的石油公司（1 953-1 963）和大学（1963-1967）工作，其后前往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学院
（ETH）担任实验地质学系主任。退休后从事商业开发。作者为当今知名的地质学家，曾获得欧洲及
北美地区地球科学界的最高荣誉沃拉斯顿奖章（1 984）和彭罗斯奖章（2001）。此外还当选美国国家
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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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创造历史》

精彩短评

1、还是比较欠严谨性，可以作为一种开拓思路的因素看待
2、第四章开始感觉有点乱了，前三章写得还不错，如果对世界地理和世界史有较深的认识读起来应
该会获益良多。总体来说不太适合一般读者，很多语言晦涩难懂。
3、一个“爱憎分明”的实在人，虽然频频中枪，但也忍不住欣赏。“将绘画融入写作”让人有共鸣
，而“我认为历史上的气候变迁不完全是温室效应造成的，而且发现它与太阳有关”这个非主流观点
也有价值。
4、扯一堆。
5、书的名字应该叫《我用古地质学的方法在多个国家研究气候变化的那些年和搜集的八卦》
6、王朝的更替 玛雅人的去向 气候在这些现象的背后起到了非显而易见的作用 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7、比较基础的科普，学科间交叉也有意思，就是读起来很像托福阅读。
8、感觉评分应该也有8以上，本来自己想给4星的，看到偏低的评分，决定给5星。
虽然，整本书的结论最后是一个猜测结果，有人批评结论归于一个猜想。问题是，这个猜想不同于相
对论是可以马上验证的。这个猜想需要经过世纪为单位的实验才能获得验证。
环境论者，直接都给1星，我实在是觉得太过分。对于一个在多国有严谨学术成就的学着，用自己杂
志上看到的简单环境理论就直接判定他是错的已经是很不负责任了。
9、增加了气候成分在历史进程中
10、值得一看，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历史的变迁，涉及的内容广，但又不晦涩、难懂
11、前两百页在讲历史，后两百页在讲气候，所以没看过的看后一百页就够啦~~
12、Climate change is just a hoax topic. 
13、收获颇丰
14、稍显艰涩的文字，不像新知文库经常的有趣。20150803
15、作者说他写《气候创造历史》的目的是援引历史，主张近年来的全球暖化不是人类造成的，气候
变化是一种循环形态。我认为这个说法在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很难成立。喜欢本书关于迁徙和人
种变化这部分的论述。
16、幸好没有买回家，看看就行了，还是深奥的
17、作者确实才思敏捷博览群书，有独创想法与学术勇气，在排外的欧洲学术界崭露头角也令人钦佩
，但此君混迹欧美数十年，其著作却丝毫不具备西方学者的严谨与冷静（参见威廉·H·麦尼尔和埃
里克·霍布斯鲍姆），充满了一惊一乍的个人感慨和回忆（此人的任性和散漫完全不像瑞士学者），
最雷人的是夹杂了好多儿童读物风格的卖萌对话，东拉西扯婆婆妈妈，严重影响了总体的学术风格和
说服力（此书在德文亚马逊上也被多人差评）。其实此书信息量很大，叙述也引人入胜，第2、3、4
和7章的古代迁移史尤其精彩，读完还是让人获益良多的
18、作者是行业里的大家，上学的时候零星听过他的很多观点，这本书把观点写得挺清楚，但是行文
还是有点乱。作者最后感慨：“小冰川期为需求而战，气候最适期为贪婪而战，气候创造了历史，但
人类的痛苦永远挥之不去。”
19、作者在学术上很大胆很有见地，他的特殊身份也使他的行文语言既有西方式的去政治化色彩也符
合中国人的读书习惯
20、好书, 就是微学术了点...
21、冰河期为生存而战争，温暖期为地盘而战争
22、作者的观点很不错，可是描述实在太啰嗦，反复论证欧洲历史的部分实在是乏味。
23、我觉得挺好的！⋯可能是因为这是第一本我读的关于气候的书
24、气候影响历史的进程而已。
25、杂乱无章
26、理论很新鲜，然而不懂历史装什么中国人╭(°A°`)╮
27、读前几章以为是标题党，读完觉得还是挺有趣的，略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去掉这一层，本身也足
够支撑他的体系
28、小冰期 1200年周期 迁徙 考古语言学
29、超！有！趣！的书搞地质的，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类、甚至政治。地球在记录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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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创造历史》

它的历史，一切的一切摆在人类面前，提供各种猜想。
30、作者历史观有问题。后面的内容也挺民科。
31、想表达的内容很多，体系的庞杂并不能掩盖其内容的独特之处，气候变化特别是冰川期的周期性
来临直接异致种族迁移与历史更替，这是第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尽管对温暖期的变化完全归于人
性恶似乎有点站不住脚，雅利安人的演变是个纯西方问题，不太感兴趣，但最后对于冰川期周期的影
响因素分析却很令人惊叹，生物进化种类只是地球自组织控制二氧化碳含量的工具，人类仅属于暖化
工具之一，还有用音乐共振与差频理论推导出太阳黑子的高频周期对冰川期低频周期的衍生猜想，实
在令人拍案叫绝，最后在破除达尔文进化论迷思后提出二氧化碳含量与气温升高的不确定关联性，指
出环保人士的意识形态严重性，令人大开眼界，总之论点很散，但认真海边拾贝，会有不菲收获
32、书中指出“中世纪温暖期”和“小冰川期”分别对应于东西方历史繁荣时期与战乱灾变之时，正
是恶劣气候导致的需求压力，造就了世界格局的动荡与规模战争，而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也决定了人类
数量有规律增减、文明时序衰荣；指出达尔文进化论片面，不过作者时时自述似无必要
33、有点看不下去，感觉比较无聊而且叙述太过繁复，不如作者的自传那本吸引人。
34、怎么说呢...开始看的还行，可是后面开始夹带私货了，就好像前面科普后面买药一般...其实主要是
我一读这本书就开始犯困了...
35、本书建议配用世界地图食用更佳哦。有很多时候看人种和看地名的时候会弄混或觉得有些难读，
所以有耐心或想验证作者所述观点的读者，参考地图。
36、购于南昌图书城。
37、作者提供了一种如何看待人类和世界的角度。并且以深厚的学术为基础，为你打开一扇认知世界
的大门。
38、文笔的覆盖面倒是略（铺散）了一些，元朝小冰川时期那段很有意思。
39、作者有个看法“人类寒冷时代为食物而战争，温暖是因贪婪而战争”。中间几章有很多欧洲地理
和语言学的知识，看不懂
40、姑且看之，有东西就好，评论过于偏颇
41、私货太多，即使真像后记里引用的奥威尔的话那样，作者的讲述方式也让人不舒服。
42、一直喜欢新知文库的这套书，作为科普读物很好，后四章专业性略强一点儿
43、最近好像在历史方面才开窍,本书中因有一些地质学名词晦涩难懂,但静心读完,收获还是颇丰.
44、前半部分貌似和书名没什么关系，都在讲人类进化史
45、视角不错
46、科学家深入浅出讲的故事比起国内某些sb民科写的哗众取宠的书有趣多了
47、气候对历史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这给我看历史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我们说圣上无德遭天谴
什么的，真不能相信，很有可能就是倒霉催的遇上了小冰河期。同理，苛政猛于虎，如果足够风调雨
顺的话，我们也还是能忍的。
作者说的内容太多，书的整体感觉太散乱。《崩溃》、《气候文明史》也许会更好一些。
48、通过复盘历史周期气候变化，来对温室效应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质疑。
49、meh. 其实知识点不多。而且前言后记和最后几章有些点也真是⋯⋯so 2000ish，可惜现在已经2015
，IPCC都出AR5了
50、暑假第一天，清晨大雨中翻完了最后一百页。如果忽略他的叙述方式尤其是那些对话，有些内容
还是值得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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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创造历史》

精彩书评

1、作者是科学家，讲的故事非常玄妙，故事非常玄妙，但论据非常充分，一切论据都指向了一个“
反科学”观点：全球暖化不是人类造成的，它只是地球气候的循环变化而已。故事开始特别有趣，从
台湾大鬼湖岩层采集的沉积物芯上有两条白带，被验证是从遥远的大陆西北黄土吹过来的，分别于公
元400年左右和公元1600年左右产生，要吹这么远可不容易，估计风沙特大，这是两个小冰川时期，温
度降低，气候恶劣，农作物歉收，同时大量的战争、改朝换代以及人口迁移。同期欧洲也一样，纷纷
海外谋生，北美地区的殖民地大多就建立在17世纪。作者在瑞士研究湖泊的地质，又有新发现，湖底
的地质表现，和树木一样，也是有年轮的，原来啊，地球引力是一个信息收集驱动器，不同沉积物的
形状与重量在湖水中沉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夏季一个泥沙层，冬季一个黏土层，这构成了纹泥，但
发现最早的纹泥是公元前2000年，之后就没发现纹泥了，为什么呢，因为湖水结冰的话，就不可能产
生纹泥了，这说明公元前2000年，一次全球的气候变化出现了，之前还很暖和，湖水还不会结冰，之
后温度骤降。现在知道，公元前2000年、公元400年和公元1600年分别有一次气候大变化，作者猜想，
这里面存在周期性变化，时间间隔应该是1200年，需要验证的是，公元前800年，是不是发生了相应的
事。嗯，中国历史记载，这时期，寒冷持续了200年，农村奴工反抗，西北外来入侵，最老的长城在这
段时间建造，周平王把首都从西安迁往到洛阳，开始了春秋诸侯争霸大动荡。。。这个研究过程有趣
得很，精彩万分，可是我很警惕科学家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的，要比知道的多得多，这是猜想创造
的答案。意思是说，为了证明我的想法，我只抓取对我的判断有利的证据。继续。这种周期性的变化
是如何产生的呢？行星表面反射太阳辐射热，即反照率效应，是影响地球气候的重要因素。地球的气
候变化主要来自于自组织系统对反照率的调控，气候变热了，地球生态系统就会增加更多反射能量的
物种，渐渐温度降低到某个临界，吸收能量的生态系统又再出现，两种系统交替主导世界，各种物种
兴起和消失，形成了反馈机制。可是，为什么不是一个稳定的机制呢，作者说，因为地球是活的。最
后的答案，还是会回归猜想。
2、《枪炮》一书的观点被姚洋老师称为解释世界历史发展何以如此不平等的最终极解释。人类不同
种族的智商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为什么历史的过程和结果都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居民战胜了其他大
陆的民族，消灭了其他的文明？戴蒙德认为通常以为的原因，例如技术方面的差距、农业生产的不平
等，都只是结果本身的简单说明，而不是有力的解释，真正的根源在于地理方面欧亚大陆的优势：温
和的气候和广袤的地域等让早期智人获得了巨大的优势，直到狩猎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时，这种优势
依然以各种方式，例如农作物的选择、家畜的驯化、病菌的演化，甚至政府机构的组成等，眷顾着欧
亚大陆的民族。历史学家以为自从有了他们，人类社会的发展至少是自知自为的，而上帝抖抖腿，冷
笑一声，小样你们还嫩。《气候》一书印证了《枪炮》理论的正确。何以公元前六世纪时，东西方文
明都经历了繁荣的轴心时期，欧洲有希腊哲学的大放异彩，佛教在印度的起源，以及中国春秋时期老
子、孔子的百家争鸣之风？战乱会极大损害生产力，而哲学思想是有闲阶级的玩物。书中只说了公元
三世纪开始，东西方都开始逐渐陷入了混乱，恰当时全球气候进入一个较为短暂的小冰川期，干旱和
寒冷使作物无收，岁无收则无赋，无赋必有政府腐败，民饥寒又受繁重的压迫和劳逸，势必会揭竿而
起，揭竿并不能带来必然的胜利，因为气候未有好转。为什么经过混乱不堪的后罗马帝国时代，中世
纪欧洲贪欲旺盛的征服直指伊斯兰世界？为什么从东汉末开始的战乱，经历五胡乱华的惨乱、南北朝
的更迭，直到六世纪的隋才告结束？气象记录和考古结果显示那时冰川期刚结束，气候暖矣。回过来
想为什么公元前六世纪为什么人类的文化大放异彩？我想如果有当时的气象记录，一定显示那是一个
温暖的时代。曾见一位历史学家（钱穆或唐德刚？）说中国历史有七个世纪的兴衰更迭，自有他自己
的道理，但终究逃不开上帝的一个哈欠，或者一个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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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创造历史》

章节试读

1、《气候创造历史》的笔记-第267页

          这段文字大概可算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脚

2、《气候创造历史》的笔记-第32页

        关于三国演义 中国人歌颂义，就像西方人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歌颂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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