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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动呈现近500年的历史，讲述海上帝国兴衰，从人种到作物世界的大融合
1 国内第一本完全以海洋为主题，讲述近代世界历史的著作。
2 亚洲视角，颠覆西方中心主义。书中特别强调欧洲航海建立了强权秩序，带来了殖民和伤害。而中
国和亚洲，非洲目前的“一带一路”设想就是要恢复印亚的和平往来，矫正500年以来的霸权秩序。
3 除了讲述霸权历史，作者生动地介绍了文化、人种、物产的交流细节，大量图片和故事，使本书可
读性很高。
各个文明的扩张和贸易，崛起与衰落，都和对海洋的控制直接相关。可以说，谁主宰了海洋，谁就主
宰了世界秩序。
《深蓝帝国》讲述的正是中国、阿拉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如何进行远洋航行、并扩张势
力的故事。但作者强调在欧洲海航扩张伴随着极端的暴力和征服，给其他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征
服海洋不但能够对其他文明取得控制权，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人种、物产和文化的空前交流。这是世
界历史中极为丰富和引人入胜的细节。
海上霸权时代的遗产，不论好的坏的，我们都必须在深刻的反思中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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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完之后特别想翻翻马可波罗行纪
2、只有引用孟席斯那段是微疵
3、仍然有一种胜者为王的殖民思维，只不过由欧洲中心转为了他处。史料方面有不少可读内容：亚
洲的海洋、大航海、奴隶贸易、金银流动、茶、陶瓷、武器、语言、宗教、生态环境⋯⋯
4、唯一的优点是目录不错，正文基本没法看，显然是对西方同类作品囫囵吞枣的结果
5、个人觉得还是很精彩的。书的排版和字符大小不错，看得很舒服
6、近世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和工业文明在世界
各大洲开枝散叶的过程。欧洲中心说的迷信在费正清那代学人的时代已经被破除，否认欧洲中心说绝
不是说东亚文明曾经是世界历史的主导者，实际上中华文化圈对于世界现代文明的贡献屈指可数，以
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尽管已经将农耕技术推进至极致，但是大陆国家取之不竭的资源优势让郑和止
步于非洲东海岸，即使如英国船长孟席斯提出的假说郑和最早发现了美洲，其实对于世界历史也不会
发生任何影响，东亚儒家文明最强大的文化特质就是内向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理论的背后就是理论支撑就是儒家的天下四夷观，在朝贡体系运行下的东亚文明更多的是对礼的
遵从，或者说是秩序的遵从，朝贡与贸易正是儒家文明与商业文明两种文明的分野。
7、看了评论发现我还是读书少咯
8、还可以吧，科普级别
9、从亚洲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海洋时代和全球化，引入了多元化思考：世界贸易、货币流通、文化
交流、传染病传播等等，让我们明白，世界史不是简单的欧洲列强殖民史，更是世界各处文明的碰撞
史！“武器、基督教、传染病，是欧洲殖民者对其他文明不断取胜的三要素”
10、当做闲书读来  还是很不错的   打发时间
11、图文并茂，还算不错的历史科普书。
12、以前看过韩国的纪录片-东亚生态大勘探，感觉韩国学人真是心怀亚洲放眼世界。就凭疆理图，韩
国人确实可以写海洋。
13、喜欢这个主题，但这本书讲得并不好。
14、可以，补点知识
15、全篇的海洋史，是以原始而野蛮的暴力贯穿起来的各大洲的联系和全球化。看到第六章介绍亚
洲1543开始使用火枪一节的时候，觉得我们的邻居韩国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等等的认知甚
是细致详尽得多。
16、韩国人写的，可读性还可以。
17、怎么做得那么像青少年读物
18、新意不足，偶有创建，不过体系还是建构完整了
19、韩国人眼中的大航海时代，有韩国人的视角，但是观点大多用的是近几年的成熟观点
20、普及读物，故事性比较强。
21、难得看到韩国人写的大航海时代史，虽然也还是历史上的那些条条框框，但是角度更加东亚化，
比如严肃地探讨了泡菜的起源及和大航海时代的关系
22、“就像用滚烫的熨斗压平皱褶，用抹子把水泥刮得平平整整，世界上总有些人企图通过一劳永逸
的方式，让一些麻烦彻底消失。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被打扮着、穿上整齐的制服、拴上飘扬的红领
巾，被捆绑着、眼睁睁看滚烫的蜡油滴落。可我还是受不了，总有些人，在被捆绑和滴蜡的时候，不
但没有感到屈辱和荒谬，反而发出了快乐的放浪的呻吟。他们迫不及待地主动要求被拴上、被捆上，
并且还热心地帮着手持皮鞭的主子去捆绑别人。他们甚至比手握皮鞭的主子更卖力，卖力到连主子有
时候都觉得莫名其妙。而有另一些人类，则始终致力于把直立行走的生物都变成整齐划一的肉棒槌。
这不仅是人类的悲哀，也是这个星球的悲哀。所以我永远都怂恿唱反调、怪调和跑调，怂恿各人支配
个人的自由意志、支配自己的身体和声音。就这样乱糟糟不和谐到极点，我觉得这才是最美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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