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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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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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它出版近五百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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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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的古文字是现今所知道的世界最早的文字之一。现在所知道
的最早的苏美尔图画文字泥板和石板是在南方的乌鲁克城和中部基什城附近的捷姆迭特那色等地发现
的，属于公元前4000纪末的乌鲁克文化末期。它是由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苏美尔人所创造的。 
苏美尔地区位于两河流域下游冲积平原，盛产芦苇和粘土。因此，对应中国的纸和毛笔，粘土泥板和
一头削尖的细木棍或芦苇杆就成了本地特有的书写工具。苏美尔人用木笔或芦苇笔在软泥板上刻画出
一个个图画符号，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每一片书写完的泥板要被晒干或烧制，于是这些有文字
的泥板变得坚固，不能涂改，也不会腐烂，成为人类文字史中最有特色的、除非砸碎否则不会朽坏的
“泥板文书”。 和中国汉字和埃及古文字一样，苏美尔文字也是由图画符号发展而来的。从早期的图
画形状的文字符号（象形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楔形符号的原型。最早的书写是用象形符号来记录农
牧业产品的种类、数量、所有人和分配等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信息。图形符号发明后，苏美尔人为了
提高书写效率和规范符号形状，不断简化文字符号。经过500多年的发展，约公元前2600年，苏美尔人
在舒如帕克城（现代Fara）完成了第一次重大的文字体改革，象形字体从此发展成了楔形字体：原来
的象形文字中几乎看不出楔形的圆笔划变成明显楔形的横、竖、斜和拐等几种简单笔划，字型基本上
变成了方形，和汉字的笔划构成类似。公元前19世纪，古巴比伦人大大简化了各个楔形字符的笔画，
完成了第二次文字体改革。到公元前10世纪，在北方的亚述帝国，发生了第三次文字体的简化改革，
这里的楔形文字发生大的变革，新亚述楔形字体从巴比伦楔形字体中分化出来，其字体的笔划达到了
简化和规范的顶峰，但也最不像原型的象形字。最后的波斯帝国的楔形文字不但简化了字体，而且把
表意文字变成纯音节文字，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楔形文字了。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楔形文字中一
个字符从初始的象形体演化到最后的简化字体的过程。约公元前3100年，在两河流域南部生活的苏美
尔人开始用文字记录各种谷物和牲畜。对于两河流域最重要的庄稼大麦，书吏用带尖木杆在软泥板上
刻画下大麦的形象，并将这符号读为Se。这就是Se最早期的象形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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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完全就是一群学生该毕业了攒出来的小破书（摔，凑字数的痕迹清晰可见啊！
2、好书15本一套，我买了10本。推荐给大家
3、开本太小，可憎的是里边的插图，不是马赛克，就是模糊不清，很难让人把它跟北大出版社联系
在一起。当资料看吧。
4、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上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的方方面面，读过之后受益匪浅。作者从原始文
献出发进行研究，并参考国际相关内容主流观点。许多观点很有独创性。
5、虽然简单，但本来苏美尔文明史料就不多，对于远古文明已经是很详细的介绍了！
6、大陆中东学的研究还需提高。
7、内容明显是好几个人拼接而且写成的，同一个人名，翻译都不一样，内容也有重复，有点看不下
去，都不知道作者自己有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一般。
8、我不知道为啥会有人说是什么凑字数之类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书在科普苏美尔文明上做的挺不错
的，挺全的，扣掉一分也只是因为内容太少了....真是不知道都怎么想的！
9、非常痴迷，希望有机会去亲眼验证~~
10、第一章 讲两河流域去往地中海沿岸的路线那一面催眠的字都可以用一张图解决 
11、也太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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