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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故事》

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为什么生命中真正了不起的经历学学是这样简单得出奇呢？
小时候，我就把巴拿马运河的故事听得滚瓜烂熟。50年代初，祖母的一个兄弟移居巴西。他挨过了黄
热病和革命的折磨，攒下了不少家当。我六七岁的时候，他回到了荷兰，还带来了可爱的一家人——
包括几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女儿。他们在我们的荷兰小镇激起了轩然大波，没多久就不得不逃到巴黎和
里维埃拉去了。比起呆在家里，同某个陌生的表兄弟度过一个简单愉快的夜晚，那里的怡人情调更适
合她们浓郁热烈的拉丁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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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故事》

作者简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1944），美国作家，1882年出生在荷兰，他是
出色的通俗作家，在历史、文化、文明、科学等方面都有著作，而且读者众多，他是伟大的文化普及
者，大师级的人物。
房龙青年时期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房龙在上大学前后，屡
经漂泊，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和播音员工作，在各种岗位上历练人生，刻苦学习写作，有一度还曾
经专门从通俗剧场中学习说话技巧。1913年起他开始写书，直到1921年写出《人类的故事》，一举成
名，从此饮誉世界，直至1946年去世。房龙多才多艺，能说和写十种文字，拉得一手小提琴，还能画
画，他的著作的插图便全部出自自己手笔。
许多青少年就是在房龙著作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房龙著作文笔优美，知识广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的手笔，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在茶余饭
后，得到一点科学常识。他为世人留下了30多部作品，而且每部书都由他自己画了插图，这些房龙风
格的插图也是宝贵的遗产，并影响着后来的科学作家。例如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美国的盖莫夫
，也是学着房龙的样子，为自己的作品画插图。
他的著作包括《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
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贯穿其中的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
标是向人类的无知和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尽知的常识。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房龙的名字对我国读者就不陌生了。他的不少著作，如《人类的故事》、《房
龙地理》等书，都已有了中译本，风行于我国读书界尤其是青年读者之中，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其选题基本上围绕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本质的问题，其目的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普及知识与
真理，使之成为人人所知的常识，因而具有历史不衰的魅力。房龙的作品不仅是用青少年都能看懂的
语言讲述了成年人也同样感兴趣的内容，他实际是大文化思想普及的先驱者，他也是用文艺手法宣传
科学的大师。正如郁达夫所说：“房龙的笔，有这样一种魔力，但这也不是他的特创，这不过是将文
学家的手法，拿来讲述科学而已”。 应该指出，房龙对科普宣传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苏联的
伊林，他的《黑白》、《几点钟》、《不夜天》等，可以说是以房龙作品中点到的内容为题，进一步
作了充分发挥。伊林的名著《人怎样变成巨人》应该说是苏联版本的《人类的故事》。
《房龙地理》（即《人类的家园》)，此书是美国的房龙于一九三二年所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它的宗旨是“把所有的高山、城市、大海统统放进地图里，只告诉我们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的情况，告
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居住在那里，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把人类关心的故事写进地理学”
。换句话说，此书注重的是人文地理，他所讲的只是“告诉我们生活在那里的居民情况，告诉我们他
们为什么会居住在那里，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把人类关心的故事写进地理学。”一经他
的渲染，平常我们看来很枯燥的地理知识，里面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就显得栩栩如生。
历史发展到现在，已经注明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是太小了。“环境保护”是现代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才提出的，房龙在书中多次指出，地理环境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反过来人类生活又会影响地球的环境
，并用历史事实反复提醒人类应如何与地球友好相处，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他的这些观点都
有相当的超前意识。
《房龙地理》出版后的第二年（1933年），我国就出版了中译本。《发明的故事》、《圣经的故事》
也陆续出版了中译本，影响了当时一代的通俗作家，特别是科普作家。虽然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
，但今天读来仍是那样的有新鲜感，是那样的引人入胜。由此可见房龙作品的魅力。
房龙以其广博的知识、独特的视角和娴熟的表达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地理知识的范本。地理知识是公众
所共同拥有的，为什么能冠上房龙的名字？房龙地理自有其不同于别人之处。房龙也是分国家来讲述
地理，但他并不像杂货铺的老板那样，满足于陈列一个个国家的人口、面积等，他有意识地将人在地
理中的活动贯穿在知识的介绍中。这个国家的气候、地势如何，人们是怎样来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继
而改造自然的；特定的环境中，人们选择了怎样特定的生活方式，继而是如何影响当地的风俗、历史
的，最后形成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家和民族的。如果说以前的地理教科书是幻灯片的话，那么《房龙地
理》就是一部活动的电影，里面的一切都栩栩如生，可触可感，呼之欲出。
《发现太平洋》，喜欢探险的人可以读到15至18世纪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中的所有重要的探险活动
。从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首次环海航行，到1642年至1643年艾贝尔·塔斯曼航行至澳大利亚、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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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故事》

，从1728年白令穿越白令海峡，到1768年至1779年詹姆斯·库克先后三次环海航行。喜欢地理的人，
也可详尽地了解太平洋的经纬。
在选读房龙的著作时，虽然《发明的故事》的科学内涵，相比之下会更多一些，但其作品在世界上影
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成名之作《人类的故事》。房龙的成名之作《人类的故事》，是写西方文明发展史
，主要对象是少年。这本书在1921年11月推出，立即成为畅销书。房龙因此书曾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
和美国儿童读物协会颁发的两枚奖章，以表彰他在美国儿童读物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这本书的
主要读者定位为少年儿童，实际上远远超过未成年少年儿童的阅读水平。
房龙写《人类的故事》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没有深入人心（尽管爱因斯坦早在1905年就提出相对论
，但即使他在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人们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相对论的价值），许多人都认为
经典物理已经达到科学的顶峰，人类社会也已经发展到了某种极限，而房龙却这样预言未来：“到了
公元10000年⋯⋯他们（指我们的后代）会把拿破仑⋯⋯和成吉思汗或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混为一谈。刚
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会被他们当作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长期商业冲突⋯⋯甚至值得我们骄傲的医院、实
验室和手术室看上去也不过是稍加改进的炼金术和中世纪医生的工作间。”因此现代人并不值得骄傲
自大。房龙揭示了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他提出，我们时代的发展特点是物质文明远远
走在精神文明前面，“科学家们开始制造钢铁、化学、电的新世界，却忘了人类思维比那个谚语中的
乌龟要迟缓”。于是“这个笨拙的中世纪机构突然应时代要求去处理机械、工业世界的高度现代化问
题，它就被迫根据数世纪之前定下的游戏规则尽其所能地去做了。”
《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宽容》并列为房龙的三大名著，自出版以来，一直饱受赞誉，
传读不衰。
房龙在《美国的故事》中，以其渊博的学识，简洁、流畅的笔触叙述了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20世
纪30年代在北美大陆上的风云变幻。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诞生和发展叙述颇详。对历史事件，西
方文明、科技发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都有祥尽的阐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涉及
范围广泛、知识量大，非一般美国历史书籍所能及。本书文笔生动、活泼，写人述事，栩栩如生，不
乏奇文妙语，读来饶有趣味。
《天堂对话》一书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政治、音乐、地理等知识领域，同时，时间跨
度也是相当大的。在《天堂对话》一书中，作者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不拘时空限制，采用古今对
话的形式，介绍了几十位在人类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这本书通过对邀请历史人物出席晚宴的情景
描写，生动地烘托出了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房龙的《天堂对话》
写作风格很独特。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铺述基础上不露声色地表达出自己的人生观和针对现实社
会问题的思考，可谓《天堂对话》的最大特色。从文学的角度看该书确有一定的研究与欣赏价值。并
且，读一读这本书，既可以大致了解一批著名历史人物的情况，了解一些他们生存年代的社会背景，
又可以补充人类文化学方面的知识。
读房龙的书，对他亲手绘制的插图断不可视而不见。相反，它们是房龙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字
难以替代的内容。房龙的作品不仅是用青少年都能看懂的语言讲述了成年人也同样感兴趣的内容，更
重要的是他把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结合来讲述。他实际上是大文化思想普及的先驱者
。他也是用文艺手法宣传科学的大师。正如郁达夫先生所："房龙的笔，有这样一种魔力，但这也不是
他的特创，这不过是将文学家的手法，拿来讲述科学而已"。应该指出，房龙对科普宣传和创作有着深
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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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故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巴拿马运河
第二章 在达连长椅上的沉思
第三章 史前时代的太平洋
第四章 更多的猜测
第五章 波利尼西亚最早的历史
第六章 第二次发现太平洋
第七章 探索南方未知的大陆
第八章 塔斯曼把新荷兰标在地图上
第九章 雅各布·罗杰费恩
第十章 英国皇家海军詹姆斯·库克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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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故事》

章节摘录

　　为什么生命中真正了不起的经历常常是这样简单得出奇呢?　　小时候，我就把巴拿马运河的故事
听得滚瓜烂熟。50年代初，祖母的一　　个兄弟移居巴西。他挨过了黄热病和革命的折磨，攒下了不
少家当。我六七　　岁的时候，他回到了荷兰，还带来了可爱的一家人——包括几个黑眼睛黑头　　
发的女儿。她们在我们的荷兰小镇激起了轩然大波，没多久就不得不逃到巴　　黎和里维埃拉去了。
比起呆在家里，同某个陌生的表兄弟度过一个简单愉快　　的夜晚，那里的怡人情调更适合她们浓郁
热烈的拉丁风格。而这位生性像斯　　巴达人般质朴的表兄弟，面对这样过分慷慨地展现的女性美和
魅力，未免觉　　得有些手P1足无措。　　可惜这些法国游历并不是十全十美。因为有一天，这些巴
西姑娘们遭受　　了极大的侮辱，从此再没能完全恢复过来。她们对自己漆黑的头发非常骄傲　　，
梳成几条及地的长辫。一个晴朗的早晨她们挤上公共汽车去往枫丹白露。　　车上很挤，姑娘们被推
来搡去，等到了目的地一看——啊，多么可怕的发现　　!——她们的长发不见了!　　当然，在上个
世纪80年代晚期，头发被偷是件常事。头发是制造假发髻　　所必需的材料；假发髻以真发织成，用
来戴在当时一种稀奇古怪的时髦小帽　　下面。这种帽子销声匿迹50年后又卷土重来。由于假发的供
应有限(那时的　　中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在有生之年去掉自己的辫子)，一班职业盗发贼的生意　　就
兴旺起来，不仅在巴黎，欧洲大陆上每个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踪影。这几个　　可怜的巴西姑娘轻而易
举就被暗算了，锋利的剪刀飞快一挥，20年梳洗侍弄　　的成果瞬间就化为乌有。　　不知为什么，
这件事在我少年的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我意　　识到存在着一个叫做法兰西的民族。当
时正值巴黎召开盛大的世界博览会，　　我从墨水瓶、挂表链和镇纸上认得了埃菲尔铁塔，这更增加
了我的兴趣。最　　后，慷慨大方的叔叔婶婶们带回了野牛比尔赠送给博览会的印第安人服装送　　
给我，终于使我变成了热心的亲法分子。　　唉，当时我惟一借以证明自己情感的方式(我时年7岁)就
是全心全意地　　学习高贵的法语。我勇敢地和j’ai，j’eusse，je fusse搏斗，还要应付　　各种令人
困惑的语言问题，其复杂性比起我的母语荷兰语来真有天壤之别—　　—大家知道，上帝正是以荷兰
语写就了我们新教规正宗的教义问答。很快，　　我对这种奇特的语言就有了相当的掌握，足以使我
从书店每周送来的纸盒里　　抽出巴黎的《画报》，并把那些精美可爱的图画边较简单的标题文字翻
译过　　来。就这样我知道了一个叫做费迪p2南·德·雷塞布的人的许多事迹。他开　　凿了苏伊士
运河，又立下雄心要在巴拿马地峡重复这个功绩，可是不知为了　　什么神秘的原因竟被拘在了法国
的监狱里不能踏出一步。　　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巴拿马丑闻”的细节，不过当时至少我了解
　　了不少关于那条分隔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狭长地带的地理知识——这个国家似　　乎由人迹罕至的
高山深谷组成，主要的居民是野蛮的土著和更野蛮的鳄鱼。　　你了解这种儿时的回忆是怎么回事。
它们像园子里的野草一样顽强。你　　可以用铲子挖，用毒药喷，用火烧，只要几天工夫——瞧!它们
又若无其事　　地回来了。所以，差不多有半个世纪，我心中的巴拿马地峡一直是这个模样　　——
高耸的山峰、茂密的森林、野蛮的土著、更野蛮的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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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故事》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房龙系列图书，是人类迄今为止奉献给一个悲惨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之一。那么枯燥无味的科学
常识，经房龙的神来之笔，让每个大人小孩在不知不觉中娓娓忘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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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
2、房龙
3、很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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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故事》

章节试读

1、《太平洋的故事》的笔记-第181页

        关于库克船长那个时代
但另一位赫然列名于太平洋地图上的法国人已经表示过类似的感觉，他就是著名的拉佩鲁斯船长
。1788年，在他从植物学湾的灾难性的最后一次航行中，他曾向前来送行的英国军官非常伤感地说：
”我还能奢望做些什么呢？你们的库克先生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除了让我羡慕外，没有留下一点
事让我们去做."当然，进入时间未知领域的其他人也都具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和耐力，不然他们就绝不
可能完成其功业。但那些选择太平洋围棋冒险场所的人具有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是
具有某种想象力的人，其中许多人是非同寻常的学者和科学家。或许是由于太平洋在如此晚的时期才
开始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之中，此时许多国家的居民开始为了消遣目的而不是为将来的得救读书——
更具娱乐性的大众旅游文学和绘图小说——因而就可能赋予整个太平洋地区一种纯洁无暇的简朴气氛
和种种原始的优美特质，凡此种种对洛克时代的男男女女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再举一个例子吧。
在16和17世纪，你在公海上碰到的每一位欧洲人都是你的天然敌人。如果你有力量击沉他的船，你就
会悠然的点起烟斗，观赏着敌舰水手在碎船板中为求生而挣扎，或者在他们试图抓住空桶漂浮起来时
向他们射击。但当正在争取独立的十三州殖民地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出使法国宫廷时，他听到詹姆
斯·库克船长启航前往南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的消息后，当即要求向美国战舰的所有指挥官发出指示
：不论在公海任何地方与库克船长或其船队相遇，都应以朋友看待。是的，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彬彬
有礼的年代。这是一个绅士的时代，他们视生存艺术为最高形式的艺术。正是这点赋予太平洋发现一
剧的最后一幕的某种光辉。

2、《太平洋的故事》的笔记-第29页

        挑几个好玩的

P28在整个太平洋上，要和土著居民建立起真正的联系，就必须首先是一个土著（或者至少被看做是
土著）。
P29我完全理解这个有着漂亮的棕色皮肤的兄弟的态度，因为我也曾经常常造这样的孽。年轻时候，
每当那些年龄不详、心地善良但智力可疑的无所不在的女士们光临我可怜的祖国，为了写作《美丽小
巧的荷兰》之类的书寻找“地方色彩",而所有试图告知以真相的努力都告失败的时候，我就讲一大堆
五花八门的鬼话给她们，心里怀着恶意的快感。当土著们注意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无一例外地和
我一样投入这场愉快的火刑仪式，其结果就像著名的荷兰名著《汉斯·布林吉》（或《银冰鞋》）一
般惊人）。自从这本书面世，好心的荷兰人一直苦口婆心地要使美国人相信，书中的记述同真实情况
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好像在一本关于美国的著作里讲头插羽毛的印第安战士在百老汇大街上驰骋，而
美国总统则穿着鹿皮衣从白宫窗口射野牛玩儿。
P60就像这种情况之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些岛屿比其他的衰落的更快。塔希提是社会群岛的中心，
大概也是其中最可爱的一座岛屿，多亏法国官员一套糊涂的管理，现在已经落到了很悲惨的境地。
至于属于法国人的那些岛屿，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P164然而水手们却有一个较直接的原因欣赏他们的存在，因为在这里，在世界最孤寂部分的正中心有
一个岛，岛上生长着一种白菜，即著名的凯尔盖郎白菜（或Pringlea ntiscorbutica),它是治疗败血症的最
佳良药。或许我应该说”过去生长着“而非”生长着“，因为有一天某位”聪明人“产生了一个让人
开心的念头：把兔子引进到这个地区来。他以为兔子能够为因船只失事在凯尔盖朗登陆的水手提供食
物。他的本意非常好，但不幸的是兔子吃掉了大部分白菜，同时并无足够的遇难水手来消费兔子。

Page 9



《太平洋的故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