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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的历史。
　　人类自诞生以来，迄今已有大约三四百万年的历史。
　　在这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斗转星移，陵谷变迁。
人类用血与肉、智慧与力量、劳动与创造，开拓着自己的历史进程，创造着文明与财富，谱写着伟大
而不朽的历史诗篇，从而使人类自身创造性的活动成为地球这一星体上最为重要、最为壮丽的历史景
观。
　　《世界史纲》（上册）分两编，包括自人类诞生以来到公元15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
两编的划分，大体上以公元1世纪始，直到5、6世纪结束的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历史区间为断
限。
　　史前时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它占据着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长达340多万年。
在这洪古蛮荒的暗暗长夜中，人类不仅经历了从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原始人到现代
人的艰难转变，而且也在步履蹒跚地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人类祖先迈出了东非、南非一隅，走向辽阔的亚欧大陆，而后又踏上南北美洲，甚至驾一叶筏舟登上
了波涛浩淼中的澳洲。
可他们手中所握有的工具却仅是几块简陋的石器，几根粗短的木棍。
茹毛饮血，草果充腹。
人类的先民凭藉着现代人们所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决心，顽强地生存繁衍，维系着人类血脉的万古流传
。
　　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在西亚、东亚和东南亚，中美、南美及非洲内陆，先后形成了几
个各具特色的农业中心。
人类的物质生产出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农业革命”。
这场革命性的飞跃意义重大，人类一改数百万年依附于自然恩赐的地位，通过对谷、麦、稻、稷和玉
米等农作物的培植。
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者，拥有了较为稳定的生存依托；物质生产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和定
居生活使人类开始把握自我命运的伟大尝试。
随之，人类的地理分布亦开始形成新的格局，即农耕与游牧两大世界的鼎足并立。
随着农耕技艺的产生与扩展，亚欧大陆偏南一翼的地区成为农耕世界，而偏北一翼的地区则通过驯化
动物技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游牧世界。
农业革命的历史效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制约着人类生存的质量和
发展速度，决定着人类文明产生与发展。
就在农业革命开始5000年后，即新石器时代之末、金石并用时代之初，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
域、南亚印度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及南欧的爱琴海沿岸等农耕发达地区，先后升起了文明的曙光，
人类由此步人了最为辉煌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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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各高等院校在历史专业的教学改革中大幅度削减世界通史的课时量，以便给学生更多的自学和思
考的时间与空间。
同时，又要加大学生对原始资料和文献的阅读量，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对历史的理解能力。
为探索世界史教学改革的新途径，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编写了篇幅较为适中的《世界史纲》作为
历史专业学生的世界史教材（国家教育部指定“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同时编制了《世界史纲计
算机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作为该教材的配套软件。
 由于《世界史纲》篇幅适中，亦可作为高等院校非历史专业学生的世界史通识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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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代埃及人的生活可谓是两极分化，贫富极为悬殊。
富裕的贵族住的是豪华的别墅，里面有香气袭人的花园和浓荫蔽日的园林。
他们享用着各种各样的美酒、肉类、禽类、糕饼、水果和糖果。
他们使用雪花石膏的、或金银的器皿，穿戴昂贵的衣服和奢侈的手饰。
相形之下，穷人的生活则十分悲惨。
城市的贫民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房子是土坯的茅舍，仅有的家具可能是箱子和几件粗陶罐。
种田的农民则更加贫困凄惨，他们有的甚至没有一块休息的栖身之地。
　　埃及人的家庭是一夫一妻制。
任何男子，包括法老在内，只能有1个合法的妻子。
不过同居在社会上并不被认为是伤风败俗。
妇女的地位较高，女人无需深居内室，而且从来没有离婚的事。
女子可以拥有财产和继承财产，也可以从事商业。
在东方民族中，只有埃及人允许女人继承王位。
另1个特殊的社会习惯是近亲通婚。
作为太阳神之子的法老，为了避免其神圣的血统受到玷污，必须娶自己的姐妹或家族内的其他女子为
妻。
贵族也大都沿袭这个风俗。
　　【农业、工业和商业】埃及经济体系的主要基础是农业。
农业有多种经营，且已高度发达；农田适合种植小麦、大麦、小米、蔬菜、水果、亚麻和棉花。
土地在理论上是国家所有，但法老赐与臣下的私有土地也大量存在。
埃及的工业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颇具规模。
最初是分立的手工行业，后来形成了工场。
每家工场雇佣的工人都在20人以上，工场内部的劳动已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工。
埃及主要的工业部门为采石、造船、制陶、玻璃制造、纺织和奢侈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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