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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地理 上下》

内容概要

这是出自房龙之手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书。它打破了常规地理书的写作方式，紧扣“人”的观念
，将人的活动和重要性提升至首位，自始至终关注的是“纯人”的那一面——科学、艺术、商业、宗
教和政治，从历史的高度阐释了人与地理以及地球的关系，生动地演绎了“人文地理”这一概念。同
时，在历史的叙述中还穿插回顾了人类与自然相互协调和适应的漫长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发
掘自身潜力并努力探求与地球——人类这惟一家园和谐的最终方式。    房龙在此书中贯穿了其惯有的
行文风格，该谐幽默的文字化枯燥的地理知识于无形，使人在轻松愉快之际不仅领略把握了人类厚重
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且能在掩卷之际获得不少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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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地理 上下》

作者简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1944），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1903年开
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早年混迹社会，作过教师、编辑、记者
和播音员等等。这位体重两百磅，粗壮结实的荷裔美国人于1921年出版了《人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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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地理 上下》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在深入阅读之前，我会教你怎么使用这本书第一章　这个世界还生活着其他人第二章　定义
“地理”以及我对这个词的应用第三章　我们生活的行星：它的特性、风俗和习惯第四章　地图和航
海技术第五章　季节的产生第六章　洲的由来第七章　欧洲的发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第八章　
东地中海的石堡：希腊，亚洲与欧洲的桥梁第九章　意大利：能扮演海上霸主或地上霸主的角色第十
章　西班牙，处于欧洲和非洲的冲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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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地理 上下》

精彩短评

1、原来地理书也可以这样有意思～！版面舒服，手感不错，很喜欢～值得阅读，收藏
2、求最好译本
3、作者预言轻松幽默，书中配有大量清晰、色彩鲜明的图片、照片，是一本很好的图书。
4、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看过。
5、没有枯燥的数字和术语，一篇清新有趣的小散文
6、浙图借阅。写得好，记得一些内容，买了另外的版本。
7、小贵，不过值得一看~~
8、很好
9、我要是高中时看过这书就好了。
10、图书馆看到过的，彩色图片，算是房龙地理里配图片最好的一本了。当当有，但几次订货都被取
消了。
11、超喜欢他的
12、没有一张现代的地图是最遗憾的一点
13、让我想写自己的游记
14、主题和表现形式都很棒！只是翻译太差了怎么办~
15、因为它 想走遍世界
16、果断要学好英语啊。不好看，是因为翻译有问题。坑人嘞。
17、应该是历史地理，不同的视角
18、虽说是经典 但是有点拖沓
19、本书的插图可以说是完整的表现了房龙所介绍的地理景观。。。
20、我找了好多版本，唯一这个版本很精致。尤其是后编进去的彩色插图！就是贵了点，99元。
21、同事推荐的，说是不错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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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地理 上下》

精彩书评

1、作者是个美国人，在20世纪初写的本书。虽然无法象现代社会那样，但确实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水平。浮光掠影的对世界各地的居民和地理风貌进行了生动的描绘。由于翻译的缘故，有点晦涩，不
过读完之后还是能够对上个世纪的全球状况有个大致的了解。各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是
深深受到该地区地理情况的影响的。这一点确实从书中的文字间透漏出来。在作者写该书的时候，交
通和通讯还不如现代发达，因此很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变化远没有现代这么快，各个地区
之间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也更大。现在进入21世纪，随着交通的改善，通讯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
相互影响和变化越来越快，地区间逐渐趋于均衡发展，但还没有达到理想的情况。地域和地理影响仍
然存在。但是，受到地理因素影响的各个地区的人的心理和习惯、素质则远没有跟上，这才是影响各
个地区发展不均的另一大因素。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赞颂一下互联网，果然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也是应世界发展之需而发明。她大大加快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快速改变了各个地区人们的认知、
心理和习惯，在互联网条件下长大的一代，将会更加趋同。更加加速地区间的交流。地理差别将仅仅
是地理差别！～
2、《房龙地理》这样的书，原本是摆书橱用的。闲来翻看，却不觉读得津津有味，尤其关注作者对
中国的评论部分。由于早早地确立了科举取士，加之动不动就翻天覆地的革命让血统贵族没有生存拓
展的空间，使得中国人对于政治的热情非常之普及，与之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热情要理性和淡漠得
多。房龙将中国和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作了比较，于是有了很有趣的发现。他说，中国人秉承“心到
神知”的态度，对于宗教，只将很少的财富花费在建筑庙宇和圣殿上，而与之相比，印度人吝啬于生
活、生产设施的投入，“奉祀天神却以数百万”计，这体现了两个文明在文化气质上的巨大差异。他
还提到，前往中国旅行的人，往往找不到任何可以与印度的大型宗教建筑相媲美的庙宇，中国人有着
无与伦比的现实主义，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夫子就已经教育中国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对来世的期望上了
，所以中国的最大的社会财富往往是花费在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浩大无比的公共设施上。比如长城，
运河，黄河大堤，以及无数的，广袤的农业灌溉基础设施。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位美国人的著作停顿
在1932年5月，那时候的世界和那时候的中国，都还有激荡跌宕的未来等待发生。但是客观地说，他对
中国的观察是准确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虽然这样的儒家训导不见得对所有的统治者对所有的时
间段见效，但是却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民族在整体上陷入宗教迷乱，同时教会了中国人用最实用主义的
态度去把宗教当作最实用的简单工具。房龙下定论说，孔子，孟子和老子“肯定都不是宗教的创立者
”，他们不宣扬什么行善才能赎罪之类的信条，他们提倡的是一种“世俗的，断然的实利主义”，而
且他们的所有思想是在人们能够接受，能够实施的前提下的一些道德标准，“非常容易理解，任何人
都能够听懂”。这就使得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的生命力、统合力，使得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摆脱了
宗教迷途，中国的读书阶层秉承着这样的实用主义构造和搭建中国政治的管理结构，不依托神怪魔诋
，不仰仗上帝佛陀，只尊崇自然天道，迷信道德高义，当然，如此的弊端是，也不依赖和迷信自然科
学和技术手段。对此，房龙不无崇敬地评说道：“相对于恒河河谷的居民来说，古代的中国人是一个
拥有巨大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种族，因为他们总能在付出极少的情况下得到巨大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从尊崇自然，道法自然这一点来说，还引申出有趣的一点：“令人惊奇的是，相对印度艺术而言，西
方人却更喜欢中国艺术。在欧洲和美洲家庭中，到处可见中国的绘画、雕塑、陶瓷和漆器，而伴随这
些物品而来的印度的匹配物却不得他们喜欢，他们轻视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匹配物扰乱了物品的整体
协调感，甚至连当地的博物馆都这么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美感恰恰来源于摆脱了光怪陆离的想像
世界，而是寻求写实基础上的写意、对称、平衡、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和熔融。在这样一种文化特征之
下，百姓也一样用实用、实利主义去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形形色色的魔怪神仙只是继续红尘生活的某
种依托，是现实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的映射和影像，中国人尊崇、敬畏自然但绝不顶礼膜拜，骨
子里的现实主义使得他们相信人和人造就的政治力量要远远超过神仙们的法术魔力，人定胜天这样的
豪言壮语绝不是没有来由。毕竟是美国人，房龙所没有看准的事情是，中国人如钱穆所说，富含“政
治脂肪”，微妙的人际斗争，权利均衡和官场的进退，以及如何跟风和自我保全，就是中国人寄托本
该用在宗教上的精力之所在，对中国人而言，政治即是宗教，这是房龙这样的老外所想不到的。 澹言
20070703
3、也不知道房龙这个名字是哪位中国人给起的，挺有意思！房龙是一位作家，写历史。有点像普及
教育。因为他写的历史可读性很强，趣味性很强，有些像小说。最早接触的是《宽容》，从来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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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地理 上下》

历史可以这样写。说他是写历史的或许有些“贬低”，因为在他的笔下，所有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是
有哲理意味的！某一个特定的事件与人物必然有其产生的原因，同时会有导致下一个事件与人物出现
的缘由，就是这样。我由衷的钦佩房龙。他不光要熟知历史，同时他要将其融会贯通。纵向的历史，
也就是按年代排列的东西，死记硬背也可以，但是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
且，历史还要横向分析，也就是某一个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出现同时，世界上其它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需要功力了！其次，枯燥的历史是很乏味的，房龙要将它写成有趣的作品，那是写作的本领
。反正我所学过的历史课没有这么生动。最重要的是，房龙的作品是深入浅出，他还要告诉读者许多
道理，所以，如果你将他的作品当成通俗读物来对待，就错了。其中许多道理很深刻。应该说，房龙
涉猎极广，哲学、历史、艺术统统在他的笔下成为生动的教学材料。如果有一天，他的作品可以成为
中学生必读，绝对是件造福的事情。我记得，因为《宽容》，我找到了《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
事》（都是三联出的）。后来，随着房龙热，内地又出了《发明的故事》还有像伦勃朗的传记，什么
与名人交谈（名字忘了）之类的，一大堆。统统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读者对这个世界的人生观。历史
是不能忘记的，就像《东邪西毒》里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他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
忘记！”过去的事情无法重来，我们也只有在历史中重现曾经的一切，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可以让我们
客观的看待过去发生的一切。必须客观，还要详实。房龙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原谅我写作能
力的低下，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放弃了对房龙的关注。我正好是一个反面教材，我的缺乏文采，我的词
语匮乏，刚好映衬房龙的妙笔生花！！！当然，如果房龙的作品让你对历史或者说对人生产生了更大
的兴趣，那，光看房龙就不够了。在我眼中，房龙的作品就像是引人入门的教材，入了门，房龙的任
务也就完成了！剩下的要看自己的造化了。就是这样！
4、房龙的文字很恳切我最喜欢他的插图尤其是诙谐地带着自嘲式的自画像房龙一般先画插图再写文
字最近还在看他写的关于伦勃朗的小说虚拟中的伦勃朗周围生活的小细节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待传世画
家的悲怆晚年
5、这本书的文字内容是毋容置疑的，特别是相隔六七十年后，一本人文地理著作更酿造出愈发浓郁
的历史意味，让其增值不少。但此插图珍藏本，缺点却恰恰在图上。出版商更像是为一本旅游指南在
配图，都是艺术品，现代风光。。。而一本地理书竟然连一张与文章内容关联的现代地图（那些可作
为文物艺术品的古地图不算）都没有！据说原版书籍至少都配有房龙当年给作品手绘的简易地图，不
知是否都给出版商“错手”替换了，有幸的话，还是重金购阅外文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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