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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明的发展史，而文明史又区别于通史，它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
世界文明史更关注各个地区和民族中的精华部分和有代表性的文化成果，集中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典型
、最深刻、最精美的独特的文化成就，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解剖，抓住世界各个民族发展中最精髓
的内质。
历史之美，在于其博大、雍容与神秘，恰似长夜的星空，而文明史就是这星空中最动人的星群。
虽然文明的发展有没落。
也有倒退，但世界文明史并不回避像法西斯这样的人类悲剧，而是直面人类内心的困惑和黑暗，以此
感悟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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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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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岛与迈锡尼城荷马史诗与荷马时代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庙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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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式教堂十字军东征哥特式教堂欧洲大学的起源意大利自然主义画家乔托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三杰但
丁与《神曲》水坡威尼斯与威尼斯画派北欧文艺复兴关术家丢勒伊拉斯谟及其他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欧
洲三大航海家命运多舛的日心说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文明欧洲芭
蕾艺术牛顿与万有引力定律巴洛克艺术与罗可可艺术欧洲古典主义艺术墙根与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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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书摘1    欧洲启蒙思想家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如火如荼。
在一些启蒙思想家的引导下，法国开始进入了一段重要的文明进程。
在这些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和休谟是代表性人物。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卢埃，1694年出生，因为大肆抨击封建制度两度被判监禁，后来
在他女朋友的庄园里隐居了15年，在174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土。
伏尔泰著有悲剧《俄狄甫斯》、《穆罕默德》等，哲理小说《天真汉》和《老实人》等。
伏尔泰的名言是：“我不同意你说的一切，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则常用谐谑笔调和荒诞故事揭露现实、阐明哲学观点。
《老实人》描述—厂在德国男爵家中长大的老实人甘比德，认为自己所在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善的，
满怀希望，却遭受打击，饱受苦难。
    他认为工作是幸福的，可以免除烦闷、纵欲和饥寒的苦恼，从而表达出“通过自身的行动进行自我
完善”的主题。
    孟德斯鸠是一位男爵，他的著作是《论法的精神》。
在书中，他竭力探究地理、历史、文化环境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他认为人力无法左右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人类活动。
他认为最好的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即行政、司法和立法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从而使民主得以实
施，人民的权利得以保障。
美国的宪法就是根据这一理论修订而成的。
    狄德罗是《百科全书》的主要作者，他生于1713年，曾因批判宗教受到监禁。
《百科全书》    作者除了孟德斯鸠外，还有伏尔泰和卢梭。
这套全书有17卷，还有11卷插图，于1772年出版。
卢梭和伏尔泰在书中竭力体现反宗教情绪。
譬如狄德罗在“圣餐”这一条中，就写“参见食人俗”，结果遭到宗教人士的抵制。
但该书甚为畅销，广为流传。
    在启蒙运动思想中，让雅克·卢梭的观点与其他几位亦不相同。
他强调“天赋人权”，认为褫夺自由是不合法的，人们争取自由人权只能依靠革命来实现。
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思想家，因而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更加彻底。
他在《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认为，自然的状态中人是最平等的，后来因为个体
财产有多有少，才影响了社会的平等。
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人们可以采用契约，树立公民民主。
则《忏悔录》也是他对建立平等人权的辩词。
在卢梭流放的日子里，他心中依然充满了神圣，而且向往着美好的大自然。
他的这种愿望在《漫步随想录》中显而易见。
其中的第五篇则把亲近自然的思想表述得淋漓尽致。
    在除法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启蒙思想家中，吉本是英国历史学家，他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苏格兰的大卫·休谟则使笛卡尔的怀疑论得以进一步发展。
他的著作是《人类理智研究》，提出“任何知识都是感觉”的理论。
他致力于类似伏尔泰的“铲除丑行运动”。
在英国，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倡商业的平等竞争。
在德国，莱辛则认为，宗教与崇高的性格并不相干。
他强调的是宗教上的宽容性，莱辛的著作有《汉堡剧评》和《拉奥孔》等。
康德是德意志的伟大哲学家，他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书。
他批判了休谟的怀疑论，认为直觉的知识是由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
感性认识必须与理性认识相结合才能认识世界，只有掌握了知识，才能改造大自然。
这一点又与伏尔泰的思想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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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劳动成果已经影响到人类的文明史，如美国的独立和19世纪全球性的废奴主义运
动，都是以他们的思想作为指导核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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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明的发展史，而文明史又区别于通史，它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
世界文明史更关注各个地区和民族中的精华部分和有代表性的文化成果，集中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典型
、最深刻、最精美的独特的文化成就，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解剖，抓住世界各个民族发展中最精髓
的内质。
历史之美，在于其博大、雍容与神秘，恰似长夜的星空，而文明史就是这星空中最动人的星群。
虽然文明的发展有没落。
也有倒退，但世界文明史并不回避像法西斯这样的人类悲剧，而是直面人类内心的困惑和黑暗，以此
感悟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从人类的第一个祖先在非洲大草原直立行走开始。
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繁衍生息了几百万年。
在这个漫长而又短暂的发展过程中。
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从埃及的尼罗河到西亚的两河流域．从南亚的印度河、恒河到中
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四大文明古国构成了人类神往的文明标志；爱琴海沿岸星罗棋布的岛屿．孕育
了古希腊人的浪漫主义气质；而绵延千里的安第斯山脉则化成了玛雅、印加人的精神象征；佛教、基
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促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艺术和体系庞大的神学思想；虽然欧洲经历了上千年
的中世纪禁锢．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又使欧洲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几百年里成为世界文明
的中心；更为震撼人心的是，1776年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二百多年间创造了一个现代的古希腊神话
。
这些光辉的历史成就。
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作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者，不仅要了解本民族的文明发展，更应该了解世界文明的发展历史。
从世界文明的兴衰演变中体会生存智慧，小而言之，对个人是修身齐家的需要；大而言之，对国家是
立于不败的前提。
学习和研究世界文明史即为实现了解世界，汲取营养，为我所用的重要目的。
特别是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对世界文明史的学习和研究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此我们组织出版了这部图文并茂的图文版《世界文明史速成读本》。
本书按地域编年的形式进行编排，以通俗易懂的散文化表述和丰富的图片相配合，追求一种和谐而有
趣味的阅读快感，力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科学性与人文性完美结合。
结构上采用整合串缀、散点透视的方法，有机地把世界文明史中特别耀眼的闪光点组织成绚丽多彩的
画卷；每篇文字约千字左右，避免过分的学术化；内容上举凡哲学、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科学
、宗教诸方面，皆有涉猎，把握文明发展的脉络。
　　当世界迈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比以前更迅速，更广泛、更深入。
我们特将此书推荐给读者。
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世界、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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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明的发展史，而文明史又区别于通史，它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叙述。
世界文明史更关注各个地区和民族中的精华部分和有代表性的文化成果，集中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典型
、最深刻、最精美的独特的文化成就，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解剖，抓住世界各个民族发展中最精髓
的内质。
历史之美，在于其博大、雍容与神秘，恰似长夜的星空，而文明史就是这星空中最动人的星群。
虽然文明的发展有没落。
也有倒退，但世界文明史并不回避像法西斯这样的人类悲剧，而是直面人类内心的困惑和黑暗，以此
感悟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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