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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丹麦人沉溺于静谧的书斋，而西班牙人则热衷于广阔的天地？为什么日本在近代要向外扩张，
而国土同样狭小的瑞士却保持中立？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发展与其地理环境有何关联？在简要
地介绍了基本地理知识之后，《人类的家园》按国别分别讲述了各国的地理环境，侧重于分析地理对
国家的历史演变、人群性格的形成的影响。它主要以人的活动为主线，阐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
怎样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载体，人类的活动又是怎样影响地球。此外，作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
趋势也都坦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人类的家园》是一本关于“人”的地理书。房龙从地理的角度来讲述各国的历史演变，分析不同
人群的性格特征，阐释人与地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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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亨德里克&middot;威廉&middot;房龙(Hendrik Willeto v&amp;n Loon，1g82―1 944)是荷裔美国作家和
历史学家。生于荷兰鹿特丹，1 911年获得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在其求学前后，曾先后从事多种
职业，并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房龙在写作方面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1913年第一部作品问世到1944年去世，房龙写了二十多部作品。其主要作品有：《荷兰共和国衰
亡史》、《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发明的故事》、《宽容》、《圣经的故事》、《与世界
伟人谈心》等。房龙的作品饮誉世界，先后在荷兰、德国、法国、瑞典、日本、丹麦、希腊、印度、
中国等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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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第一章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第二章 地理学的定义以及其在本书各章中的应用
第三章 地球的特性、规律和习性
第四章 地图——章节虽短，却涉及了一个大而有趣的问题，并对人们如何逐渐学会在地球上生存做了
一些观察
第五章 四季及其形成
第六章 地球上的小块陆地以及洲的由来
第七章 欧洲的发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第八章 希腊——东地中海的岬角：联结古老亚洲和新兴欧洲的桥梁
第九章 意大利——地理位置造就的海上霸主和陆地强国
第十章 西班牙——非洲与欧洲的交锋之地一
第十一章 法国——应有尽有的国家
第十二章 比利时纸条约建立的国家，丰衣足食但缺乏内部和谐
第十三章 卢森堡——历史奇迹的缔造者
第十四章 瑞士高山中的国家，拥有出色的教育说四种不同语言的民族和睦相处
第十五章 德国诞生太晚的国家
第十六章 奥地利无人赏识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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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地球上的小块陆地以及洲的由来　　地球上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居住在岛屿上。但是
有些岛要比另外一些岛大得多，因此，我们把大的归为一类，称为“大陆”。大陆“拥有”或“连结
”的面积要比一般的岛屿大，如英格兰岛、马达加斯加岛或曼哈顿岛。　　但划分标准却并非严格统
一的。美洲、亚洲和非洲是地球上最大的连续性陆地，它们的面积很大，所以被称为大陆是当之无愧
的。而欧洲，如果从火星上看，更像是亚洲的半岛（可能比印度稍大一些，但大不了多少），却总是
自称为大陆。假如有人敢说澳洲这个岛面积还不够大，人口还不够多，不配称为大陆，澳大利亚人肯
定会为此而去拼命的。格陵兰人则相反，尽管他们所处的陆地是地球上最大的两个岛屿——新几内亚
岛和婆罗岛——总面积的两倍，但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被排除在大陆之外而计较，很满足于作为平凡普
通的爱斯基摩人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南极的企鹅不是如此谦卑、温顺，它们会轻易要求人类承认自己
是生活在大陆上的动物，因为南极地区确实与北冰洋与地中海之间的所有陆地一样大。　　我不知道
这些混乱是怎样形成的，但是，地理科学在数百年间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在那个时期，地理学资料的
主体上附生了许多概念，就好像附在废船身上的那些藤壶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愚昧无知的黑暗时
代持续了约1400年），藤壶不断地增生，最终竞可能被认为船体的一部分。　　但为了不制造新的混
乱，我个人倾向于坚持公认的观点，把大陆划分为五块：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和澳洲。亚洲是欧
洲的4.5倍，美洲是欧洲的4倍，非洲是欧洲的3倍，而澳洲比欧洲要小几十万平方英里。因此，亚洲、
美洲和非洲在地理手册中都应当排在欧洲之前。但是，如果我们不单单考虑面积的大小，而且考虑到
一个地区在近代地球发展史上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我就必须把欧洲排在首位。　　我们先来看地图。
事实上，我们应当多看看地图，而不是多读文字性的东西。学地理没有地图，就如同学音乐没有乐器
，学游泳没有水一样。通过看地图——如果有地球仪会更好些——你就会注意到，欧洲半岛被北冰洋
、大西洋和地中海三片海洋包围着，恰好位于一个半球的中心，那里拥有最大面积的土地。而澳大利
亚，孤苦伶仃地处在另外半球的中心，那里却拥有最广阔的海面。这就是欧洲占有的最大优势，当然
还不止这些。亚洲的面积几乎是欧洲的五倍，但它四分之一的陆地太炎热，还有四分之一的陆地位于
北极地区，除了驯鹿和北极熊，没有人会选择长期居住在那里。　　欧洲拥有其他洲所没有的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意大利的足尖部，即最南部的突出点，虽然非常温暖，但距离热带还有800英里。尽管
瑞典北部和挪威靠近北极圈，但墨西哥湾暖流正好流经它们的海岸，带给它们温暖，而同一纬度的拉
布拉多岛却是一片冰天雪地。　　此外，与其他大陆相比，欧洲有更多的半岛和深入内陆的海洋。想
一想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丹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爱琴海、马尔马
拉海、比斯开湾和黑海，把它们的情况与非洲和南美洲相比较，你就会发现，非洲和南美洲的半岛和
流向内陆的海水最少。在欧洲，几乎每一部分大陆都与海洋相接，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温暖宜人的气候
——冬天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他们的日子不轻松，但也不怎么艰难，因此他们既不像非洲人那样
游手好闲，也不像亚洲人那样不堪重负，能够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能恰到好处地把工作与休闲融合在一
块。　　然而，欧洲人能成为地球大部分地方的主人，生活自给自足并略有余裕，并不只是气候这一
个因素。1914年到1918年发生的这场不幸的内战，扼杀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主宰地位。同时，地理
环境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这纯属偶然，绝不是任何个人的功劳。但他们同样得益于凶猛的火
山喷发、大规模的冰川入侵和可怕的山洪泛滥，这一切造就了这块大陆的内部环境，山被安置在最容
易被当成国境的地方，河流把内陆的每个地方与大海直接连接了起来。在未进入铁路与汽车的时代之
前，河流是使商业与贸易繁荣的主要通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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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师推荐买的，但个人觉得不如地球的故事翻译的好
2、用人文的角度来讲述地理。听说这本书已经小二十年了，感谢掌阅，今年终于看到了电子版。写
的、翻译的都很好。
3、很好，很喜欢的地理书
4、有趣有洞见，看原版会更好，不过众多翻译版中，这版还算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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