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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共三篇十二章，论及的问题极为广泛
。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
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
选择、军备竞赛、和平战争，一直到未来的世界大同，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当代世界所有最迫切的
问题，并对未来世界作了预测和展望，还谈了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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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作者简介

阿诺尔德·J·汤因比，生于1889年4月14日，卒于1975年10月22日。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毕业。曾
任该校研究员（1912-191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英国外交部情报部工作（1918）；战后作为英
国代表团的成员出席过巴黎和会（1919）。二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伦敦大学教授（1924），皇家国际问
题研究所部长（1925），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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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编：人生与社会
第一章 人类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1 人类的动物性一面
2 关于遗传与环境
3 精神与肉体的关系
4 深层心理的探究
5 理性与直觉
第二章 人类周围的环境
1 人类与自然
2 天灾与人灾
3 现代城市的种种问题
4 从城市转向农村
5 关于世界末日论
6 为了防止地球的污染
第三章 智慧的生物——人类
1 学问、教育的理想状态
2 文学及其作用
3 知识分子与大众
4 知识分子、艺术家参与政治
5 科学思维法的限度
第四章 为了健康和福利
1 医学中的伦理观
2 关于器官移植
3 普通医生与专科医生
4 发展老年人的福利
5 是国民总生产还是国民总福利？
6 关于母亲这种“职业”
7 节育与家庭人口
第五章 社会动物——人类
1 新型人工运动的理想状态
2 面对增多的业余时间
3 组织机构与价值观念
4 来自多重组织的挑战
5 代沟与体制
6 宣传工具的中立性
7 关于信教的自由
8 出版自由的限度
9 关于废除死刑
10 自杀与安乐死
第二编：政治与世界
第一章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
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2 美利坚合众国
3 开发宇宙的竞争
4 日本与英国
5 帝制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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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6 地方国家消亡论
7 民族重建与共产主义
8 爱国心与人类爱
第二章 军备与战争
1 经济发展与战争
2 和平利用原子能
3 代理战争与亚洲
4 “和平宪法”与自卫
5 未来的世界警察部队
6 战争的本质及其未来
第三章 政治体制的选择
1 领导者的条件
2 防御法西斯的堡垒
3 目的、手段与权力弊病
4 民主主义与独裁制
5 民主主义与能力主义
第四章 走向一个世界
1 要求新的国际通货
2 东亚的任务
3 中国与世界
4 日本作出贡献的道路
5 从两极时代向多极时代发展
6 统一世界的课题
第三编：哲学与宗教
第一章 事物的现事与本质
1 生命的起源
2 生命的永久性
3 关于宇宙
4 与其他天体的交流
5 物质的终极是什么
6 时间与空间
8 佛法对事物的看法
第二章 宗教的作用
1 文明生机的根源
2 近代西欧的三种宗教
3 向多神教的回归
第三章 善恶与伦理实践
1 性善说与性恶说
2 欲望的克制
3 关于人的命运
4 什么是进步
5 爱与良心
6 爱与慈悲的实践
7 爱的领域的扩大
8 至高无上的人的价值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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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精彩短评

1、高一翻，内容全忘，那时大概也就听了些大词。感谢春晖图书馆。
2、dia～
3、收了三个本子。
4、错别字太多。一个佛教徒，一个清教徒，把宗教当成了最后救赎的灵药，晕
5、池田大作和Toynbee是對超級大侃爺，縱貫古今，橫跨全球。從宇宙天體、生命起源、宗教哲學、
道德倫理、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環境保護、國民經濟、社會福利、政治制度、領導選擇
、軍備競賽、和平戰爭⋯⋯一直聊到世界大同，可謂左三右四，九淺一深，看過之後對幼小心靈造成
不可磨滅的印象，從此改變世界觀人生觀⋯⋯二十年後再看其對未來的深刻預見性，真可謂牛逼到爆
。

這本書難以速讀，也難以寫筆記，因為有太多背景知識。但對於有一定知識面的人來說，可以是一種
昇華式地總結和點撥。
當然，什麼都有時代的局限性，書中所論事實也有一部分今天看來值得討論。
不過我相信：熟讀此書原版，一定可以加深智慧。
6、Totally agree with their opinion on how to get better future,but totally disappointed with what human is doing.
7、有些问题到了二十一世纪也解决不了，进步与否，科技也不是钥匙，关键在”克制“，实现从”
小我“到”大我“的跨越。
8、智者见智
9、东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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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精彩书评

1、一直觉得宗教很神秘，被马克思教导宗教是精神鸦片。。。。这本书来自清教徒和佛教徒的对话
，从人生、社会、政治、世界和哲学多角度讨论宗教的重要性，看得很吃力，也纠正了一些偏见怪不
得全世界有几十亿的教徒呢
2、大一的时候，一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推荐的。为了给我们加深印象，他一边读、一边让我们记笔
记，至今仍对这样的话记忆犹新——“将来统一世界的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这样的话还有好多，我就不摘了。一位是卓越的历史学家，一位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两位
共同的特点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和对和平的向往，还有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推崇。身为一个中国人
，看到“外国人”对自己国家有如此的重视，骄傲之余，感到更多的是责任。学校的图书馆只有一本
，借来之后胡乱的摘抄了很多。没敢私自把它留下来，这个念头是动过的⋯⋯后来买到了一本，喜不
自胜。我读的那本是黄色封面的，和这个不一样。
3、1992年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这本书的，看完后，发现买不到。为了得到这本书，我做了这辈子不多
的有点卑鄙的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宣称书丢了⋯⋯这是一本对人类对文明对历史对人性对社会对
未来无所不谈的对话录，3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对现在和将来有启发的作为。当时，它是我世界观的
启蒙，让我第一次突破了自我意识去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从那时候认识了池田大作，没想到在11年后
，因为创价学会，我重新和这个名字发生关系。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4、中文版的书名严重误导了我，我开始以为是什么烂书呢！从图书馆借来的，一翻，哇塞！差点被
书名误导了。其实这本书所涉猎的范围是如此之广之深！补充，英文版书名是《choose life》（对生命
的选择）。好书，不知道有没有新版，书的文字看起来稍微有点累，建议应该让三联出版。毕竟，如
此好书真是太少了。
5、中文名的翻译是《展望21世纪》，估计对于出版时候的19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是具有足够吸引力的
。但当我在维机百科上面一查英文名为Choose Life: A Dialogue with Arnold J. Toynbee，并且在国外多次
再版。所以此书应该翻译为《对生命的选择》通俗一点就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此书的对话时间
在70年代，但至今可以受用。里面很多设想都可在现在找到相应的对应，具体就不说了，反正是不错
的一本书。
6、刚刚看完。书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发现上面几乎只要是与中国有关的地方，都被人做了标记，
尤其是那些称赞中国的地方，不但有标记而且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语，反过来赞叹作者如何高明，而其
他与中国无关的地方则几乎是崭新的。一本好书，不该就这么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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