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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大地母亲》

内容概要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套装共2册)》为汤因比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一部从全球角度
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作者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
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
统介绍了上自50万年前下迄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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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阿诺德·汤因比（Toyntee A.） 译者：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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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大地母亲》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人埃及时，在
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
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接踵而来的
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
上。假如那样的话，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
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
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已经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与路程相对短得多
的陆路旅行相比，反而更便捷。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
样具有合理性，但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
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
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
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
半岛，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
仅转瞬即逝，而且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
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美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
绝不是模仿苏美尔文字的。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
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
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
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古庙塔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
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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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大地母亲》

编辑推荐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套装共2册)》凝聚了作者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具有很高的
学术参考价值。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而且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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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大地母亲》

精彩短评

1、讲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描述了世界各地区文明的起源以及生存模式
2、汤因比此书，高屋建瓴，文笔优美，读得让人荡气回肠，上下两本书，即将人类的历史勾勒出。
作为了解世界史的基础读物，能让读者对于世界史有了大概的了解。但也有弱点：其一，对于西方之
外的历史，汤氏很注重，但也能看出其不熟悉；其二，历史学家总是想站在现在去预测历史，拉开一
段距离，可见其预测基本不靠谱；其三，此书由多人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地名人名前后不一
致。
3、人类与大地母亲
4、 本书的作者阿诺德·汤因比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写成了这本具有很强可读性
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书中文辞优美，生动展示了人类与大地母亲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全过程。 
　　 对于这本书，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是作者对于技术革命的探讨。将旧石器时代同新时期时代对比
，与现今社会类比，强有力地推导出“旧石器时代发明的速度跟不上传播的速度”这一结论，是读者
能够理解远古社会的文明变迁，感慨人类祖先的智慧才能。 
　　 书中对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等古代文明均有提及；对于东汉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罗
马帝国等古代强国也有详细描述；对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发展，作者也化枯燥为生动，为读者细
细阐述。可以说，阅读汤翁的这本书，对于我们学习与了解世界历史是由极大帮助的。 

5、印刷、纸张质量很差，希望改进
6、　　《人类与大地母亲》是阿诺德·汤因比的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著作，完成于作者逝世前两年
（1973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书中所反应的观点是作者倾其一生学术研究的总结--尽管汤因比
更为人所知的著作是早十多年完成的洋洋洒洒12卷本的《历史研究》。总的来说，对一个非历史科班
出身、对历史只有一定程度的兴趣的读者来讲，如果是想了解全球人类从古至今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
事情，这本书是首选，或者至少是优先选择者之一。不过我的感觉是，如果只想从世界的历史进程中
了解一些总结好的观点，而对于各个文明的发展历史并没有特殊的兴趣，那斯诺夫里阿诺斯的《全球
通史》，甚至是戴德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似乎更能达成这个目标--后面的两种更加强调文明之
间的联系和引发各类文明变革的原因，较之这本似乎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对于非历史出身的人也更容
易有观点上的革新。
　　
　　所以这本600多页的书读的比较跳跃，没能去细细研究每一个具体的文明在某一个时代所发生的具
体的事情。相信如果能够沉的下心去，可以收获的更多，但我对历史的兴趣好像就止于这个程度了
。&quot;以史为镜&quot;，我还是更关注从历史中可以得到的认识，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所以还是
偷懒了吧。
　　
　　记录一些心得。
　　
　　人类是迄今所出现的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我们谈到道德、善恶，都是建立在人类
所特有的意识和意愿基础上的。如果缺少对自己行为的认识，或者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那么对
行为的后果就不应该承受道德评价。这个原则甚至可以推广到法律上面去--精神病人无法受法律制约
，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不受自己自由决定。
　　
　　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所具有的力量更为邪恶
。
　　
　　人类首先与其他的各种无机物和有机生物一起，在物质上存在于汤因比所说的&quot;生物
圈&quot;--地球上飞机所达的高度和钻探所达的深度之间的很薄的圈层中，像其他的动物一样降生、
成长、死亡，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人类同时又存活在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有意识
和意志--这后面的一点将人类与所有其他的无机和有机物严格彻底的分割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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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大地母亲》

　　
　　如果将人类的诞生之初认定成人类从生物的进化树上分支看来，然后毫无其他分支可能的转变到
现在的人类的那个时候算起，那么已经有两千多万年了--在人科中只有现代人类生存下来了。然而汤
因比认为，如果从一个更为宏大的角度，融合了物质和精神的角度去考虑，人类的诞生的是以他的意
识的觉醒为标志的。在此之前，整个世界没有善恶；在此之后，世界划分为了物质和精神的两个世界
，在后一个世界里，只有人类在起作用。这个说法要比说人类从丛林来到草原，或者开始使用和制作
工具要更有说服力。当然，如果把语言的诞生看作是人类的起源，这与意识的觉醒似乎有异曲同工之
妙。但意识的出现比语言的出现要早的多。
　　
　　大约在公元前600至前480年的120年间，欧亚大陆上同时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知，他们是中国的孔
子（儒教创始人），印度的佛陀（佛教创始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祆教创始人），以色列的以赛
亚第二（身份未知，部分圣经章节撰写者）和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汤因比有专门的一章详细对比了
这五位先知，值得一看。
　　
　　中国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跟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大概出于同一个时期。
但中国的哲学与希腊的哲学，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个不同之处，最关键的是，中国争鸣的百家，大多
都倾向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实用主义的特征明显；而希腊哲学则看中单个人的理智和精神，热衷
于哲学思辩。这可能也是中国的集体主义和继承希腊哲学的西方的个人主义的差别由来。
　　
　　中国古文明与古希腊、苏美尔人、古印度，并成为人类的四大古文明。苏美尔人的文明是人类文
明的始祖，古希腊文明孕育了现在称霸世界的西方文明，而中国古文明的称道之处（至少是学校里的
教育是这样）是唯一不间断保留至今的。然而&quot;历史久远&quot;这一条是不是就算是伟大，还值
得商榷；唯一保存下来了也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也许正是这种不间断的历史所带来的太过重视历史
传承反而禁锢了活的思想；死水一潭能存万年，但又有什么意思呢。
　　
　　人类的发展是文明史，也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史。从历史的发展看，各种教派谁胜谁负很难说就有
什么先天注定，那么不同的教义又怎么能够说是哪一个是唯一正确的呢？
　　
　　对于历史事件的结果，看作是各种因素作用的必然，还是受很多不可抗因素影响的偶然，或者是
揉合一定程度的偶然和一定程度的必然，这影响对整个历史的看法，也同样的是一个人的世界观的一
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不太会有精确的量化了。
　　
　　北方蛮族入侵是整个旧大陆在过去的数千年都要面对的事情。蛮族对比他们更先进的文明的征服
，是一种文明的倒退，然而却有它的道理--在冷兵器时代蛮族更容易有更强悍的战斗力，这个战斗力
并不特别依赖于思想的发达。只有在最近的几百年，定居居民技术上的大规模进步，才使得他们有了
相对于蛮族战斗力上的优势，而欧亚大平原上的蛮族也随之无法存在了。
　　
　　1973年的汤因比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关心着人类的前途往何处去。他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然而同时也存在着政治、经济、人与自然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危机。人类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可以毁
灭它所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的物种，这个现实让汤因比的展望带了些悲观。不过在我看来，至少从短期
来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差不多是人类诞生以来最好的时代了。我们有珍贵的和平，物质生产
是有史以来最为丰富的，科技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大多数人类也享有了更多的个性的释
放。要知道，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虽然似乎是向上的，但远不是直线上升的--比如古希腊城邦的毁
灭、欧洲的中世纪、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是就必然应
该比过去要好。
　　
　　而且，隐忧也无处不在。下午出去转了一圈，就看到了俄罗斯大使馆前叙利亚人对俄国介入叙利
亚内战的抗议示威、海德公园里对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所引起环境变化的宣传抗议和在伦敦繁
华的诺丁山大道边的乞讨者，这些是我们这个世界国际政治冲突、环境灾害和社会不公等的绝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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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人类有足够的智慧，你我有足够的幸运，让汤因比的担忧不会成为事实吧。
　　
7、本书刚一出来即荣获2012年上海书展十大好书，绝对实至名归！有人说，汤因比的历史观和他的史
学方法早就过时了。从历史学的发展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看看现在史学界流行的是什么吧：要么
是被划成一块块小菜园，耕耘者只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埋头耕作，不敢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
出来的都是严重碎片化、不忍卒读的历史。要么广采社会科学的所谓统计方法、结构分析、制度理论
、模型分析等，结果造就只见物不见人的历史；要么跟随时髦的后现代理论，对史学的求真目的丧失
信心，写出让人一头雾水艰深难读的理论。如果说这就是潮流，那我宁肯不跟这样的潮流。再看看汤
因比吧。作为一位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他严谨勤奋，博学多才，胸怀世界，心系天下。他的研究范
围从时间上上起于50万年前，下至他最后所在的20世纪70年代，从空间上涵盖整个地球各文明各国家
。他研究历史最终是想为通过考察各文明的发展兴衰从而为人类找到出路。因此他的视野极为开阔，
并渗透出极强的问题意识、先知气息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写法上，他旁征博引，谋篇井然有序，精
于造句，行文畅达，可称史家的典范。这样写出的作品怎能不打动我们？就这本书来说，作为他最后
一部作品，可以说是《历史研究》所提出的历史观的具体化，比《历史研究》更具可读性。它不仅为
读者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而且展现了独特的历史视角。书中对文明归宿的睿智分析和对人类命运
的深切关怀，...体现出作者一贯持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再加上流畅典雅的文笔，足以令人不忍释卷
，堪称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书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的全球史观，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尤其是从人
类文明兴衰和全球文化激荡的角度认识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样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推荐推
荐！ 阅读更多 &rsaquo;
8、对于古代地理和人名的翻译确实是吃力的。然而只要熬过前二十四章奇异的名字们就仿佛开启了
另一个充满精神、力量和趣味的世界。
9、不错的东东！很好的东东！
10、汤因比的著作都是经典之作。
11、很喜欢这本书。推荐给大家看。
12、这本书的翻译...实在不敢恭维...如果你对全球史毫无概念，靠这本书的翻译和内容入门是不行的。
里面有些资料需要更新，但是精彩之处实际上是开头的那几章，对于人的本源的理解，不管什么年代
的人都有共鸣，而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已步入晚年，所以真的受益匪浅，看到了作者对于生命和宇宙的
深刻理解。后半部分的内容由于世界各地区的文化已百家争鸣，所以必然是有些杂乱的了。
13、很好看的书，按时间维度全景描绘人类文明发展，可参照易中天文明史对照阅读，
14、读完突然喜欢历史了，搜索其它书单中
15、这是我读过最有野心的一本书了。以完全历史白痴的身份，跨越14,15年，20多天的时间里发生了
很多状况，也多次（因为身体不适、实在弄不懂各种地名等原因）想过要放弃，但凭着一股不知从哪
里来的“一定要读完”的劲头，终于在今晚成功看完最后一页。感慨就是：太了不起了！
16、历史是什么？这是这两年我开始思考的问题，从最早看《明朝那些事》到意外的看到了金观涛、
刘青山两位先生的书籍，从书里又了解到了黄仁宇和汤因比，在不断的阅读中，才明白，原来我们中
学在学校学到的历史完全就是一家之言，纵然这些人的著作也难免有失偏颇或者不一定就是历史的真
相，但是他们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视觉。我个人推荐。
17、还没读完，皇皇巨著，慢慢品味
18、　　这本世界历史和我们学校里面学的历史着重点完全不同，他在宏观范围内以人类各个文明，
而非各个国家，为叙述主线，提供了一个从宏观范围内观察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本书文笔流畅，适
合对历史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汤因比的另一本书《历史研究》过于专业，一般读者可能读起来吃力。
19、12年印刷的，纸张好差，跟世纪集团前几年的质量差得太多
20、汤因比的好书
21、符合预期，值得推荐。
22、电子书网站下载下来，读的时候一直以为是《历史研究》，读完一查发现不对劲，才发现是这本
。真是够乌龙的。不过依然是非常牛逼的史学巨著。对全球各大宗教和文明的诞生和成长都有着鞭辟
入里的论述。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身心疲惫，必须重读。
23、汤因比最后的一部作品
24、　　该书以叙述体的形式讲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通过对同一时间不同地区发生的不同事件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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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比较来讲述历史，清晰明了。汤因比将史料叙述与个人看法相结合，有较强的说服力每一节的大致
叙述与个别问题讨论兼有，且探讨较为深刻。并且对问题的产生有独特见解。总之是一本学术性很强
的历史巨著，一般读者很难理解吸收。
25、最近收到的包裹即便是7、8本书，也都是塑料包装袋，而且没塑封，边角很多都砸坏了。让人换
也不是，不换也不是。
26、非！常！精！彩！的人类通史读本。
27、比较简略的叙述了世界史
28、　　这本书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观察，可读性非常高。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除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以外，本书的文笔也非常优美、风趣，有读小说的感
觉，总会让你忍不住想读下一篇。其中第九章法老埃及就写得非常精彩，不容错过哦！
29、和我看过的任何一部历史书的观点都不同，而且很有启发，很客观，另外注意这是部70年代写作
的历史，也就更佩服作者。
30、着眼点于文明的跨国传播和发展，值得再读。再次证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相互屠杀的血腥史。节
选：1、农耕文明从未对游牧文明取得压倒性胜利；“农业既是经济活动又是宗教活动，农业宗教的
主要目的是使农作物和家畜丰产丰收、人丁兴旺”，相反“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
役的后勤，游牧生活本身就为流动战争自动训练着实践者”；马的驯化在游牧民族的征服中居功至
伟2、文明被蛮族侵扰实为家常便饭，早在公元前1250年，蛮族就对旧大陆进行过有组织的移民，导致
文明版图大震动，一些古老帝国覆灭，连埃及也屈服，进入第二间歇期。3、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因商
业和工业革命成为经济统一体，却也证明经济统一与政治分裂不可能长期共存。4、西方征战美洲劫
掠来的财富“第一次”引起通货膨胀，扰乱西方社会秩序。5、中国历史细节最具颠覆意味
31、2014.1
32、非常学术，没有基本的世界史基础并不适合，等看过全球通史回头再补一遍吧。
33、这是汤因比继《历史研究》之后的又一部经典学术作品，也是生前最后一部总结性的整体史作品
，恢弘诗性、充满深沉博大的情愫。
34、很厚，很大，我还是高估了自己
35、　　作为一部叙事体的世界历史书，它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
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它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而且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虽有些资料和史实有所出入，但仍
为史学界的一座丰碑。
36、汤因比晚年之作，延续了历史研究中对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碰撞的叙述，还加上了人类与大地母亲
的互动。读罢此书有种与爷爷一番畅谈之感，与父母关系类似，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长子何尝不是一
直在滥用自身力量，不断伤害大地母亲呢。人类的物质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到改变一切，但与之相对的
在精神方面却未能随之增长，小儿持利器，不知其所止。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抚今追昔
，增强精神思辨，方能以史为鉴。
37、2012
38、　　      本书的作者阿诺德·汤因比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写成了这本具有很强
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书中文辞优美，生动展示了人类与大地母亲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全过程
。
　　    对于这本书，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是作者对于技术革命的探讨。将旧石器时代同新时期时代对
比，与现今社会类比，强有力地推导出“旧石器时代发明的速度跟不上传播的速度”这一结论，是读
者能够理解远古社会的文明变迁，感慨人类祖先的智慧才能。
　　    书中对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等古代文明均有提及；对于东汉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
罗马帝国等古代强国也有详细描述；对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发展，作者也化枯燥为生动，为读者
细细阐述。可以说，阅读汤翁的这本书，对于我们学习与了解世界历史是由极大帮助的。
39、第一章：“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
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当然来
自上帝。
40、虽然还没开始看，但是应该很不错
41、这是一本需要细细看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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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汤因比的书非常值得拜读.......
43、　　这是一部编年体史学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
，发展以及相互融合的过程，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讲了人类起源，古代文明以及宗教的发展，帝
国的更替，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而且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独特的历史视角，书的安排
线索也非常清晰，目录明确。
44、翻译的有点笨，照搬过来的语言结构看的迷三道四，人名地名翻译一本一个样儿，这是要闹那样
⋯⋯不通原文只能读译本的真心伤不起
45、写作重点似乎是在文明兴起、交替，王朝更迭等这些产生转折和变化的时间点上，对这些变化本
身、变化的原因、影响也说得十分清楚，但是除此之外似乎就只是一部通史啊，叙事体和人类与大地
这种东西没怎么看出来- -#
46、这本写的不太行啊
47、嗯，搞来看看
48、感兴趣的章节粗读了一通
49、还没看 不过老师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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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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