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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故事》

前言

房龙，荷裔美国人。他是一位才艺卓绝的博学之士。房龙的人生经历异常丰富，曾经从事过各种各样
的工作，先后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和播音员。他一生创作了大量饮誉世界的作品。在写作中，他善
于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撰写通俗易懂的历史著作。自20世纪20年代起，凡是他发表的作品，都在美
国畅销一空，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深受各国年轻读者的喜爱。在他众多的畅销书
中，就包括这部独树一帜的地理学著作——《地理的故事》。房龙的这部著作保持了其惯有的行文风
格。他用诙谐幽默的文字把枯燥的地理知识描述得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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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故事》

内容概要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地理变迁永无止歇。然而，这变迁展现的仅仅是一种自
风情吗？当然不是。在房龙的笔下，世界地理远非如此，它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人的”地理。在这部
地理学著作中，房龙以幽默睿智的文风，用一个个小故事，将每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历史发展与地理
环境的关联娓娓而来，为读者打开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的窗户，使枯燥的地理知识不再乏味。跟随
着这位伟大的文化传播者和出色的通俗读物作家的笔触，读者既能轻松愉快地了解人类漫长历史的来
龙去脉，也会在掩卷之后回味沉思，久久不忍释卷。
--------------------------------------------------------------------------------
一人类与家园
二什么是“地理学”
三地球的特点、规律和状况
四地图：万水千山寻路难
五地球有四季
六海洋中的大陆
七发现欧洲
八希腊：连接古老亚洲和新兴欧洲的桥梁
九意大利：地理造就的海上霸主或陆上强国
十西班牙：非洲与欧洲交锋之地
十一法国：应有尽有的国家
十二比利时：几页文件决定了它的命运
十三卢森堡：遭遇历史的捉弄
十四瑞士：四个语言不同的民族和睦相处
十五德国：建国太迟的国家
十六奥地利：无人喝彩的国家
十七丹麦：小国在某些方面胜过大国的典范
十八冰岛：北冰洋上一个有趣的政治实验室
十九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王国和挪威王国的属地
二十荷兰：沼泽上崛起的帝国
二十一英国：小小岛国人满为患
二十二俄罗斯：欧洲之国还是亚洲之国
二十三波兰：自家的土地别人的走廊
二十四捷克斯洛伐克：《凡尔赛和约》的果实
二十五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件作品
二十六保加利亚：最正统的巴尔干国家
二十七罗马尼亚：一个有石油有王室的国家
二十八匈牙利：或者匈牙利的残余
二十九芬兰：勤劳和智慧战胜恶劣环境的又一明证
三十发现亚洲
三十一亚洲与世界
三十二亚洲中部高原
三十三亚洲西部高原
三十四阿拉伯
三十五印度：人和自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三十六亚洲南部半岛的主人
三十七中国：东亚大半岛
三十八朝鲜与蒙古：前途未
三十九日本：野心勃勃的岛国
四十菲律宾：原墨西哥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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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故事》

四十一荷属东印度群岛：小人物掌大权
四十二澳大利亚：造物主的随意之作
四十三新西兰：珊瑚岛屿的王国
四十四太平洋群岛：不耕不织，照样生活
四十五非洲：矛盾重重的大陆
四十六美洲：最幸福的大陆
四十七创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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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故事》

作者简介

房龙，荷裔美国人。他是一位才艺卓绝的博学之士。房龙的人生经历异常丰富，曾经从事过各种各样
的工作，先后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和播音员。他一生创作了大量饮誉世界的作品。在写作中，他善
于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撰写通俗易懂的历史著作。自20世纪20年代起，凡是他发表的作品，都在美
国畅销一空，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深受各国年轻读者的喜爱。在他众多的畅销书
中，就包括这部独树一帜的地理学著作--《地理的故事》。瓣 房龙的这部著作保持了其惯有的行文风
格。他用诙谐幽默的文字把枯燥的地理知识描述得活灵活现，使读者在轻松愉快之际不仅了解了人类
漫长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且能在掩卷之后获得不少启发。世界地理在房龙的笔下，既非气象风云的
亘古变迁，也非沧海桑田的物换星移。他所写的地理，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人的”地理。因为他坚信
，世界上任何一块土地的重要性都取决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以科学、商业、宗教或某种艺术形式为全
人类的幸福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贡献。
为什么丹麦人偏好静谧的书斋，而西班牙人则热衷于广阔的天地?为什么日本总是千方百计想要扩张，
而瑞士则想方设法追求中立?为什么亚洲国家总是安于现状，而欧洲国家却总是强调改革?一个国家的
民族性格和历史发展与其地理因素究竟有何关联?房龙在这部书中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房龙在本书中摒弃了枯燥乏味的科普说教和传统填鸭式的内容灌输，而是以一种清新活泼的方式讲述
世界地理知识，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让地理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与此同时，他在书中对一部分
国家的地理环境进行了浓重的描述，并从中分析出地理对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和一个民族的性格形成
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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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故事》

书籍目录

一　人类与家园二　什么是“地理学”三　地球的特点、规律和状况四　地图：万水千山寻路难五　
地球有四季六　海洋中的大陆七　发现欧洲八　希腊：连接古老亚洲和新兴欧洲的桥梁九　意大利：
地理造就的海上霸主或陆上强国十　西班牙：非洲与欧洲交锋之地十一　法国：应有尽有的国家十二
　比利时：几页文件决定了它的命运十三  卢森堡：遭遇历史的捉弄十四  瑞士：四个语言不同的民族
和睦相处十五　德国：建国太迟的国家十六  奥地利：无人喝彩的国家十七  丹麦：小国在某些方面胜
过大国的典范十八　冰岛：北冰洋上一个有趣的政治实验室十九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王国和挪
威王国的属地二十　荷兰：沼泽上崛起的帝国二十一  英国：小小岛国人满为患二十二  俄罗斯：欧洲
之国还是亚洲之国二十三  波兰：自家的土地别人的走廊二十四  捷克斯洛伐克：《凡尔赛和约》的果
实二十五  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件作品二十六  保加利亚：最正统的巴尔干国家二十七  罗
马尼亚：一个有石油有王室的国家二十八  匈牙利：或者匈牙利的残余二十九　芬兰：勤劳和智慧战
胜恶劣环境的又一明证三十　发现亚洲三十一　亚洲与世界三十二  亚洲中部高原三十三　亚洲西部
高原三十四　阿拉伯三十五  印度：人和自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三十六  亚洲南部半岛的主人三十七
　中国：东亚大半岛三十八　朝鲜与蒙古：前途未卜三十九　日本：野心勃勃的岛国四十　菲律宾：
原墨西哥的领地四十一　荷属东印度群岛：小人物掌大权四十二  澳大利亚：造物主的随意之作四十
三　新西兰：珊瑚岛屿的王国四十四  太平洋群岛：不耕不织，照样生活四十五  非洲：矛盾重重的大
陆四十六　美洲：最幸福的大陆四十七　创造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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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故事》

章节摘录

插图：人类与家园我们可以对人类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倘若我们都有6英尺高，1.5英尺宽，1英尺厚(
很多人还达不到这样的标准)，那么，将全世界的人装在一起(当时世界人口有20亿人——译者注)，如
同装沙丁鱼一般，只需一个长宽高各半英里的硕大集装箱即可。这个假设听上去似乎荒谬绝伦，但计
算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很确切。北美洲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是自然界鬼斧神工的杰作，它由智者之
手在沉静中创造而成。我们可以挑选它来作为人类最后的长眠之地。它的景色是那样壮观迷人，为了
防止人类因惊诧其美景而扭断脖子，我们巧妙地把那个挤满人的fj=型集装箱安放在低矮的悬崖边上，
让一条极其乖巧的德国小猎狗用它那棕色的小软鼻轻轻地推了一下那个集装箱。于是，这个塞满人类
的巨型箱就一路跌跌撞撞，并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从山岸一直滚到谷底。随后传来一声轰然巨
响，一片巨大的浪花飞溅起来，人类就投入了科罗拉多河的怀抱之巾。不久，一切又同归平静。地球
很快就将落入科罗拉多河中的人类遗忘了，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任凭阴晴圆缺，大峡谷依然还是原
来的样子。而在这个神奇的宇宙中，地球仍沿着它原有的轨道运行着。星际间人类的亲朋好友们，以
及其他星球上的天文学家，即使天天观测宇宙，也难以发现地球上的这一变化。一百年后，人类的那
个巨大宫殿周围可能已经爬满了绿色植物，它就是人类存在的唯一证明。此时，人类的故事就到了尽
头。我知道，把目空一切的人类贬低到如此渺小的程度，许多人会因为触及到人类的尊严而愤恨不已
，并对此产生憎恶之感。貉很明显，我与这些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人类的身体十分娇弱，数量
也很少，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人类的确有许多值得夸耀的地方。因为这些娇弱的少数，在短短的时
间内成为了地球的主宰。缓不错，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充其量只是一群哺乳动物——卑下
低微，且孤立无援。人类自诞生之日开始，四周就有数不清的其他物种。在优胜劣汰的自然界中，它
们比人类更适应环境。人类有许多形态各异的邻居，这些邻居中有10HD英尺长像小火车一样的庞然
大物，有披着像中世纪骑士盔甲的外壳、好吃懒做的家伙，还有长着像圆锯那样锐利的牙齿的猛兽。
还有一些生物，人类无法用肉眼观看到，但繁殖速度却令人震惊。实在应该感谢它们的天敌，是它们
的天敌用同样惊人的速度消灭了它们。否则，用不了一年，这些生物就将在人类的地球上称王称霸。
很明显，在任何自然条件下，人类的邻居们都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即使是面对寒冷的高峰、浩瀚的大
海，它们从未退缩。与这些生命力极强的邻居相比，人类就自惭形秽了。人类只能生活在最适合的环
境中，只能在高山与大海间那块温暖的陆地上选择栖身之地。有权威研究证明，有些昆虫能在石油中
愉快地玩耍，有些昆虫能生活在悬殊极大的温差下，而处于同样的环境中，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死亡
。更奇特的是，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棕色小甲虫(它们总在人类的书柜中忙碌奔波，仿佛很酷爱文学)，
它们即使缺胳膊少腿，也依然能生活得很自在。但换作人类的话，就是一根刺扎入他的一只脚趾，都
有可能令他行动不便，更有甚者，还会久病不起。因此，人类自出生之日起就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个
残酷的宇宙里，为了免遭灭亡之灾，为了存活下来，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在冷酷的现代人看
来，当年祖先们脱离树枝、手杖的支撑开始用后肢学习走路时，其姿态一定很滑稽。但是，正是南于
这笨拙的动作，人类才得以迈向辉煌灿烂的文明社会。那些昔日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凭借自身的蛮横
粗暴和卑鄙狡猾占领着地球上两亿平方千米的大陆和海洋，现在它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这些统治者
们大部分已经永远地消失在地球上。也许在自然博物馆中，现代人还能通过它们的遗迹感受到其往昔
雄霸天下的威风。它们之中也有一部分存活下来，但只能卑躬屈膝，成为人类的家畜，为了孝敬主人
，任劳任怨地献上自己的蛋、奶、皮毛以及肌肉，甚至还得代替人类去做一些粗重的力气活儿。另外
，还有一些动物则干脆远离人类，在那些人类不愿涉足的地方一代代地繁衍生息。人类认为争夺那些
地方不值当，就准许这些动物们暂时生活在那里。总之，人类只用了2000个世纪(在时间长河中，这只
是弹指一挥间)就成为了地球上当仁不让的主宰者。如今，大气和海洋也被纳入人类的版图之中。这样
辉煌的成就，只需几亿人类就创造了出来。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有些夸大事实。实质上，只有一小部
分人类才能拥有这种神授理智和考虑自身利益的能力，而其他大部分成员则不能享有这种特权。因此
，这一小部分人理所当然地主宰了另外一大部分人，成为他们的主人。虽然大多数被统治的人心中有
许多不情愿，但也只得乖乖顺从。人类的前进是这样一个奇特而反复的过程。无论大家多么努力地争
斗，但在芸芸众生巾只有一个人能成为真正的先锋。人类前进的脚步会把自身引向何方呢？这一切都
无人知晓。人类继承了祖先的野性，因此，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远比人类对动物或树木更暴虐(这种野
性导致人类文明的发展偏离正常轨道)。但往昔4000年的文明之光，还是能引导人类创造出更加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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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故事》

编辑推荐

《地理的故事》作者房龙笔下的地理，把注视的目光更多地投在了以人为重心的发展和活动上，所以
说它不是一本普通的地理书，而是一部充满人理人情的作品。书中的奇妙见闻淡化了原本教条般的内
容。读者得到的，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为什么丹麦人偏好静谧的书斋，而西班
牙人则热衷于广阔的天地？为什么日本总是千方百计想要扩张，而瑞士则想方设法追求中立？为什么
亚洲国家总是安于现状，而欧洲国家却总是强调改革？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发展与其地理因素
究竟有何关联？房龙在这部书中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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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故事》

精彩短评

1、这个⋯明明就是历史嘛～
2、年代久远 翻翻
3、一直都喜欢房龙的书，地理闲书
4、不错,用另外的方式解读地理.
5、曾经为我的地理知识的积累做出了贡献
6、一直都很喜欢他的文风,尤其是读了他的《宽容》以后，就对他写的东西情有独钟了。只是很惊诧
他的知识面如此宽广。
7、很好的一套书，质量很好
8、年代有些久远，语言很好懂，适合茶余饭后消遣。
9、内容没什么深度  比较简单的描述了一下而已
10、买回来给老爸看了 貌似还不错
11、比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好多了。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太垃圾，而是和商品介绍的很有出入，
连个图也没有，印刷的既不清楚，纸张还差劲，价钱还不公道。
12、培养兴趣点的地理入门书籍~
13、房龙写的总是那么的好
14、没读完的书 也许跟自己的地理知识太缺乏有关
15、好！
16、这本书大体不错，知识性比较强。适合驭高年级的孩子阅读。
17、作为一个概况了解一下还不错，尤其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籍荷兰人是如何看待东欧以及亚
洲人，特别是中国，短短的篇幅了解一个国家，穿针引线的作用吧
18、久仰作者大名,但不能回避的是本书的知识背景距今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有些知识并不是特别的
新颖.但作为青少年的课本读物还是非常适合的.很可惜,不能全部读完,只是挑选的感兴趣的章节.但有时
间的话一定会读完的
19、只是，内容写于1920年左右的，似乎有些太老了
20、孩子爱看书比什么多强。
21、对于地理白痴而言还是可以一读的。
22、看过觉得地理和历史应该跟语数外并列为必修课。
23、质量非常好！封面很漂亮！拿在手上感觉超棒！尤其对于文科生，是一本有营养的书！值得一看
！推荐！
24、很不错 虽然年代久远离了点
25、我喜欢房龙的作品！这本书纸张和印刷也不错
26、好读且有趣味。
27、童书
28、房龙在1932年写的。即便是我这种地理白痴也好喜欢看！
29、翻译的是在太恶心了。王希发，我记着你的名字了。永远不会再买任何一本你插手翻译的书。你
以为你是书的原作吗？你以为你可以改变擅自改变作者的口吻吗？隔三差五的加上一个括弧（以上仅
代表房龙个人观点），平均每三面出现一次。不显烦吗！？不写上，我们会认为是你的观点吗！？？
你有那能耐吗！？？我不想看到诸如“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此类的主观色彩浓重的语言出现在
房龙的书中。倒胃口！！仅仅是翻译，不添加个人感情色彩，按原作翻译不行吗！？？有能耐，自己
去写书呀！原本很幽默的语言，都不知倍翻译成什么了。建议读者还是选取负责人的出版社的书，要
么就看原著吧。
30、大师写的东西就会让人从人类的角度思考地球。
31、作者想把每个地区的地理情况、历史沿革都时分详细地向读者作出说明。这种初衷是很好的，但
问题一是地理介绍得过于细致，地名太多，书中又不给地图，导致读者即使百度了地图也难以看懂，
时间一长难免兴味索然；二是1932年写的书，年代略为久远，作者的一些结论在现在看来有失偏颇，
这对于熟知各国地理历史的读者还好，但对于初学者就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历史部分介绍得也不够清
晰完整，需要另读他书。本书建议跳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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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初看觉得很有意思 对主要的大陆、国家从地理入手对文化、性格等方面也有介绍，一直零零碎碎
没看完，这次又补了一部分，但已没有那些热情与兴趣。有一点我倒是一直赞同，地理决定了发展的
道路。作者的观点不见得都经得起推敲，也有不完美之处，但作为通俗科普是尚好的 
33、送人的,还不错!
34、很不错啦。概念太多了至少要读完高中的地理才看唷。
35、通过这本书，你将看到房龙是一个多么可爱而博学的人。房龙好像是为此书画了插图的，不过这
本上的是另外加的，一点也不好。
36、正版图书，孩子喜欢。。
37、儿子刚上四年级，读起来有点吃力，上初中后应该可以读
38、读的是英文版的额，艰难
39、人文内容太多 不好看
40、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41、好书，很适合孩子读。
42、其实，从小就看了许多的地理知识书籍，对于书中所述的知识要点总体还是了解的。房龙的这本
书再次为我们还原了世界的基本面目，虽然书中所述的都是他那个年代的所见所闻，但不妨作为一本
世界各地的历史和现在的世界比较，从中也是可以得到许多的乐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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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近，刚读完房龙的《地理的故事》。房龙是荷裔美籍人，多才多艺，写的书范围很广，涉及历
史，艺术，地理，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他的书文笔生动有趣，见解深刻独到。《地
理的故事》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虽然过去了八十年，但是，现在读起来还是很有新鲜感，
一点也不过时。有些见解恐怕现在的中国人都没有。我们中国非常缺乏这么睿智的人和书，现在的好
书非常少。许多畅销书，网络小说都是讲的虚无缥缈的事，莫名其妙的事，淫秽不堪的事。若是谁迷
上了这类小说，会变得精神不振，恍恍惚惚，做什么事也会没精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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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地理的故事》的笔记-第1页

        ---“地图是学习地理最有效的方法”
地球
       古希腊人根据星星在天上位置的变动定义了行星和恒星。并且认识到地球也是一颗行星。但古希
腊灭亡后该学说遭到教会的批判，坚持者可能会面临杀身之祸。原因是教会认为耶稣会在所有人的目
光下重新降临世界，对每个人进行审判。若地球是圆的，那么耶稣就得降临两次才能让所有人看到。
这样的事是荒谬的，不可接受的。 
        地球是圆的其他证据：开阔地视线范围是圆的。往低纬走北极星角度越来越低。      
        人们使用三角函数和北极星（灯塔、教堂顶）来确定纬度（距离）。而伦敦巴黎华盛顿都曾把本
初子午线确立在自己城市。最后由于英国天文台对航海的贡献而选中格林尼治。之后水手们通过六分
仪和经纬仪得出格林尼治时间与本地时间差而计算出经度。
        湾流与拉布拉多寒流汇合区多雾多冰川，泰坦尼克？法国诺曼底渔民最早到加拿大东部岛屿，早
哥伦布150年。
欧洲
        位于北半球大陆群中心，恰好的纬度位置，地形，复杂的海岸线，西风，洋流，恰好的气候⋯⋯
使得欧洲地理环境优越，其文明发源的晚只是由于没有恰好的粮食搭配，但从中东传来后，欧洲便不
可避免成为文明的中心。山脉自然成为欧洲各国的分界线。欧洲人注定成为海洋的主导者，重商主义
，不太富饶的土地使得他们走向殖民主义。
欧洲三大族群：日耳曼、拉丁、斯拉夫。
希腊
       希腊是古埃及巴比伦文明最早传入欧洲之地，现在的希腊人遭多番蹂躏后已不是最早的雅典人了
。三千年前，希腊德尔斐神庙阿波罗神殿前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
意大利
      比利牛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阻挡了西班牙、希腊与欧洲内陆的联系。意大利的波河平原深入欧洲大
陆，所以意大利自是海洋强国也是陆地强国。后来美洲大陆的发现使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贸易中心
，并且意大利缺煤铁使得工业革命开始了其的衰弱。
     意大利许多村庄牺牲交通和水源便利而分布在山上，因火山凝灰岩松软，住山脚易滑坡被埋，想想
庞贝古城吧。波河意大利粮仓，欧洲地上河。
西班牙
      贫瘠的高原，被阿拉伯人占领，教皇发动宗教战争，狂热的宗教信仰，赶走北非摩尔人，发现新大
陆后暴富。
法国
       和中国一样，物产丰富，应有尽有造就一个与世隔绝，自我中心的民族。同样也成为欧洲历史上
一个集权的国家。
德国
        十字军东征失败的产物，条顿骑士团无处可去，来到这只有野蛮的普鲁士人之地。贫困国家的人
养成了缜密勤俭习惯，加上工业革命突然发现煤铁的价值使得条顿民族迅速发展。
丹麦
       冬天寒冷的雨水迫使人待在家里读书。同时牧草茂盛，乳畜业发达。
挪威
       几乎没有适合耕种的土壤和茂密的森林，大西洋暖流和峡湾复杂的海岸线，使得挪威人早期要么
当渔民，要么当海盗。
瑞典
        斯堪的纳维亚山脉以西大陆性气候，和丹麦人一样喜欢待家里读书，产生科学家。
荷兰
        一片洼地的人们从瑞士山区哈布斯堡帝国独立后，接纳自由人，后又被法国统一，再次独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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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商业文明成海上霸主。风车带动抽水机排干洼地的水
英国
        罗马行省管理凯尔特人，而后从德国召来撒克逊人。凯尔特人被赶到落后地区，如苏格兰山区，
和爱尔兰等。而后诺曼底人登陆。威廉一世便是诺曼底人。
俄罗斯
        广阔寒冷的平原上，和温暖的海洋只有狭窄的连接。荒原冻土上的俄罗斯人性格易走极端。
       斯拉夫人被希腊人当做奴隶，同源词？斯拉夫人往西被日耳曼人挡住，往地中海方向有罗马的拜
占庭，只能往东寻找土地。
        俄国人赶走蒙古金帐汗国后继承了其政治制度和性格，好征服夸张，后向东开拓了西伯利亚直至
阿拉斯加。大量流放犯人到此。
波兰
        十字路口，东边日耳曼，西边斯拉夫同胞俄罗斯人，处于两大强国中间，把每个波兰农民都训练
成了职业士兵。高度军事化导致商业落后。
捷克斯洛伐克
        由三部分组成，西部波西米亚的斯拉夫人因受日耳曼影响，更为严谨，其纺织品地毯世界闻名。
中部无关紧要的摩拉维亚隔开了东部的斯洛伐克。
         匈牙利，匈奴人后裔？罗马尼亚，罗马人与当地人后裔。
         准噶尔盆地，是匈奴人（4世纪蒙古地区游牧民族）鞑靼人（北方游牧民族）突厥人（蒙古地区游
牧民族）劫掠欧洲的通道。
        闪米特人，纯白人，阿拉伯人先祖。含米特人，掺杂些黑人血统，如今埃及人。中东四大民族：
阿拉伯，库尔德，土耳其，波斯。犹太教更早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印度种姓制度，最上层信仰婆罗
门。科特迪瓦，象牙海岸，黑奴，黑色象牙。最早黑奴为部族俘虏，因无多余粮食杀掉。黑奴多为黑
人及阿拉伯人卖给欧洲殖民者。
       教皇子午线。以东葡萄牙，以西西班牙，哥伦布为开拓西班牙西部殖民地绕地球一周，到东印度
群岛，葡萄牙不干。南美玻利维亚秘鲁位于安第斯山区多印第安人，智利阿根廷高纬适合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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