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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与大地母亲》为汤因比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一部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
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
作者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
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上自50万年前下迄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
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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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阿诺德·汤因比（Toyntee A.） 译者：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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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人埃及时，在
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
了。
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接踵而来的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
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
假如那样的话，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
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
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
我们已经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与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相比，反而更便捷。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但也同样无法证
实。
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
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
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
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
航阿拉伯半岛，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只是影响而已。
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
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美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
的发明，绝不是模仿苏美尔文字的。
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
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
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
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
其他外人。
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古庙塔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
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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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套装共2册)》凝聚了作者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具有很高的
学术参考价值。
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而且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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