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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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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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龙以其诙谐、睿智的语言，站在历史的高度来阐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
园，如果毁坏了这个家园，人类必将走向灭亡。
因此，人类只有团结合作、互敬互让、爱护地球、珍惜地球，才能维护它的生命，让它生生不息、永
远转动。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独特的视角，才使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全书字里行间无不贯穿了房龙对人类的关怀，因此，读起来会有一种很厚重的历史感和亲切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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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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写怍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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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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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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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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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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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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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