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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

前言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 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
国历史也是世界 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 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 
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 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
人对世界的了解还 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 影响到中国发挥世
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 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
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 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
的历史传统，中国 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然而在
这几十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 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 
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 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
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 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 的
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 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
智慧，是训诫，是 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 现实的老师，昨天
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 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
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
的历史，因为 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 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
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 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 能再继
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 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
世界史教 育，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 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
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 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 课程只占
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 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
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 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
编写这套 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 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世界。
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 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 希望这
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 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
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 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 曾经
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 史知识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中，“小丛书
”受到无端的批 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 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
人忘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晗 被平反，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
至它出版近500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 了，“外国历史小
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 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
更 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 旧。我们编辑这一套“轻松阅读·
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 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 工作继续
向前推进。 2008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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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

内容概要

《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内容简介：国家为着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实现而运用海上力量（主要是海
军）去控制海洋，称之谓海权。古希腊、古罗马曾率先创造了以海权为核心的蓝色文明，它们的木桨
风帆曾驰骋于地中海的水域，促进了欧、亚、非三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15世纪地理大
发现的时代，刚刚从中世纪的沉沉暗夜中醒来的欧洲国家更是凭借着风帆火炮对海洋的探索与征服迅
速地走上了近现代化的道路；而随着工业革命所带动起的动力革命，西欧诸国更用大舰巨炮开启了一
个辉煌的蓝色文明时代，把资本主义的体系输送到了全球，海运与海权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关
键因素，尤其以二次大战各海权国家的主力战斗舰更达到巅峰，但随着空权时代的来临，超大钢铁巨
舰慢慢地弹出了历史的舞台，对海权的争夺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时代。《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以生动
的笔法，精彩的图片资料，演绎了一段围绕着制海权的船舰演进与发展的宏大历史。某种意义上，它
就是一部大国崛起的历史，海权与文明演进、历史发展、国运兴衰的内在关系引人深思。张炜，海军
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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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炜，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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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木桨风帆时代·海权之初  一、大河文明中的船文化    1、黄河长江上的一叶扁舟    2、尼罗
河上的瑰丽方帆    3、两河流域的造船航海天才    4、印度河畔的神奇船坞  二、地中海文明中的船文化  
 1、克里特的商船与战舰    2、古希腊的三层桨帆战舰    3、从牛拉桨叶轮到罗马舰队  三、海权意识与
海上战争    1、海权的诞生    2、以剑代笔的历史    3、缺失海权的大河文明第二章 风帆火炮时代·海权
争斗  一、拉开海洋争夺大幕    1、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2、“教皇子午线”    3、无敌舰队的命运  二、
你死我活的兴衰更替    1、海上马车夫    2．英、荷逐鹿大洋    3．大英帝国“日不落”  三、东方大国的
败落    1、郑和下西洋    2．禁海400年间    3．“坚船利炮”的困惑第三章 蒸汽铁甲时代·海权理论  一
、彼得大帝的“两只手”    1、俄国需要出海口    2、俄罗斯走向世界    3、海军使俄国振兴  二、美国的
海权理论    1、两代马汉    2、海权理论真谛    3、美国的崛起  三、日本天皇的“明”与“治”    1、“
黑船”事件    2、“向明而治”    3、拓万里之波涛  四、中国近代海军的“自强”    1．再次面临机遇   
2、甲午年大悲剧    3、“伤心问东亚海权”第四章 机械化时代·海权对抗  一、大舰巨炮的对决    1、
德国的后发优势    2、英德造舰竞赛    3、日德兰海战  二、崭露头角的潜艇    1、潜艇的诞生    2、“无
限制潜艇战”    3、德意志“狼群”  三、航空母舰的雄风    1、第三维作战空间问世    2、太平洋世纪战
   3、海权“是”与“非”第五章 导弹核时代·现代海权  一、海上冷战    1、海上核威慑    2、古巴导弹
危机    3、戈尔什科夫海权新论  二、美国全球海上战略    1、重申海洋控制权    2、600艘舰艇计划    3、
全球海上部署  三、悄然变化的海权    1、从海上对抗到“海上协定”    2、低强度战争理论    3、新的海
洋权益之争结语后记参考书目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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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两河流域的造船航海天才 亚洲西南部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被称为两河。这两条河 都发
源于今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的东托罗斯山，从西北缓缓流向东 南，最后合流注入波斯湾。希腊文的美
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两 河流域由此而来。两河流域居于古代西亚的中心，东接伊朗，西连 小
亚细亚和叙利亚，南达阿拉伯与巴勒斯坦，并成为一个总体上被 里海、黑海、地中海和波斯湾所包围
的地域。 两河流域与西亚文明的关系，与尼罗河之与埃及有相似之处， 其早期文明按照时间顺序，
从苏美尔文明开始，其次是阿卡德，再 次是巴比伦，最后是亚述，由南而北循河而上，显示出大河文
明的 典型特征。但也有不同之处，古埃及文明由于沙漠的阻隔相对独立， 而西亚地处亚、非、欧三
洲连接处，与陆上联系比较方便，自新石 器时代便是民族迁徙和信息交换的热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
族接触 频繁，交互作用，王朝更替和民族变异使西亚历史格局更为动荡。 苏美尔和阿卡德时期（公
元前3600-前2100），两河流域便有 了利用芦苇造船和渔猎的文化，先民们在波斯湾捕鱼，与波斯湾费
拉卡岛及印度半岛的印度河流域居民进行商业往来。公元前3000年 前后，苏美尔人开始用木料造船，
不但有十进位的计算方法，而且 创造了六十位进位法，将其用于数理天文计算，形成今天仍在沿用 
的时间和圆周计算方法。据记载，苏美尔人已采用岸上的篝火来为 夜间返航的渔船指引方向，这是已
知人类历史上最早为船只设置引 航灯塔的雏形。 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前1595）统一了苏美尔
和阿卡德 时期各自分立的诸小国，成为两河流域的大一统国家。古巴比伦王 国以后，先后有亚述帝
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859-前538）的 兴盛，这大约1400多年，是西亚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创造
了辉煌 的科学技术。古巴比伦完全继承了苏美尔文明的天文历算，并将其 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古巴
比伦人对五大行星（火、水、木、金、土）的 运行轨道观测得已经相当准确，并将肉眼能够看到的星
辰划分为十 二星座；他们测定的太阴月持续时间为29日12小时44分又1／3秒， 比现代测定的数据只
多3秒；他们根据对月亮盈亏规律的掌握，制 订了太阴历，发明了测定时间的日晷和水钟。到亚述帝
国和新巴比 伦时期，人们还根据月相周期变化把一个月分为4周，每周7天，分 别用日、月、火、水、
木、金、土7个星神的名称来命名。古巴比 伦的数学家不仅掌握了算术的四则运算和分数的演算，而
且还是代 数学的奠基者，能求出平方根和立方根，能解出有3个未知数的方 程式。在古巴比伦的碑石
中曾发现过乘法表、平方表和立方表。在 几何学方面，他们已能运用商高定理（勾2+股2=弦2）。古
巴比伦 在物理学、化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手工业也很发达。在巴 比伦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
（公元前1792-前1750）制定的著名的 《汉谟拉比法典》中，曾提到当时的制陶、织布、冶金、木作、
皮革、 造船、制砖、建筑等10种手工业行业，其中造船已经成为一种重要 的行业，占据重要地位。 
从古巴比伦到新巴比伦王国的十多个世纪里，小亚西亚、叙利 亚、巴勒斯坦还出现了众多具有较大影
响国家，如赫梯、腓尼基、以 色列等。其中，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沿海的腓尼基城邦国家，成为 西
亚海洋文明的先驱者。 公元前3000年前后，腓尼基地区先后出现一些奴隶制小国，采 取城邦形式，每
个国家都以一个港埠为行政和经济中心，彼此相连 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王国。腓尼基所处的地
理位置东通巴比 伦，西临地中海，南连埃及，北接小亚，在海上扼西亚、北非、南 欧航运枢纽；腓
尼基地区的山区盛产雪松等珍贵木材，沿岸平川适 于种植橄榄、葡萄，特别是海产中有一种当地独有
的、可提取名贵 紫红色染料的海贝，“腓尼基”是希腊人的称呼，意即“紫色之国”， 就是从这一
特产的染料演绎而来的（还有一说是对长期航海、皮肤 黑红的腓尼基人的戏称）。得天独厚的客观条
件，使腓尼基人成为一 个独特的海上民族和商业民族。他们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船，他 们最早走
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他们经营于沿地中海周边的 亚、非、欧广大地区，进入了黑海，成为时
间最早、覆盖范围最大 的海商。到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已经造成了船首、中、尾、底部 都呈圆形的
船（图1-11），有粗大的龙骨、肋骨和艏、艉柱，装单 桅方帆，主要推进动力是风帆，配有辅助划桨
。P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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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道》

编辑推荐

　　《大国之道：船舰与海权》编委会由国内一流世界史学者组成，阵容强大、人员整齐；丛书选题
别开生面，各册写作生动活泼；作者都是专业世界史学工作者，他们用严谨的态度、轻松的笔法向读
者奉献一本本小书，力求以鲜活的方式表现历史，传播知识，弘扬理念，让人回味，引人思考。丛书
希望帮助读者培养必需的世界历史素养，培育当代公民不可缺少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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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一套15本已经出版，我买了10本
2、这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史丛书，题材广，角度新，详略适中，不妨一读
3、很好。我儿子还要我帮他买这系列其他的书。
4、好书，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海权的重要性，拓宽知识面了！
5、封面我就特别喜欢，内容也一定精彩
6、这本书写的简单，基本功却挺扎实，值得一看。我这种现代历史盲头一次知道86年美国都收拾一遍
利比亚了。
7、权当海权启蒙读物，过于片面阐述海权的重要性，部分内容有误，对于大东沟海战的论述不准确
，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兴起的原因未有准确阐述
8、作者以海权为轴，历次介绍了风帆时代，铁甲舰时代以及现代舰艇时代的大国称霸世界的格局。
可以作为了解世界海权变化的入门书籍来看。
9、很多要整理的材料，只能再借了。
10、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均始于“地理大发现”。没有舰船，历史将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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