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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房龙对于世界地理的解读，不仅限于讨论地球的自然特征，他没有罗列枯燥的数字，没有堆砌深奥的
名词，而是把人作为重点，来探究人的生存命运，试图寻找到人类幸福的共通之路。
房龙用文学手法赋予知识以灵性，把自然地理的规律和人文地理的千姿百态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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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荷裔美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
他善于用轻巧俏皮的文字撰写历史、文化、文明和科学等方面的通俗著作，一生出版了三十多种著作
，单枪匹马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
其代表作《宽容》、《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房龙地理》、《发明的故事》、《太平洋
的故事》、《人类的艺术》、《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几乎本本畅销，影响了几代人。
 
    房龙的作品基本围绕人类生存发展的最本质问题，向人类的无知和偏见挑战，将知识和真理普及为
人所共知的常识。
 
    郁达夫曾说，房龙的笔有一种魅力，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
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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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假设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6英尺高、1.5英尺宽、1英尺厚（这要比
实际上的人大一些），那么这些人（按最新统计资料，目前地球上大约有20亿人）可以装满一个长、
宽、高各半英里的大箱子。
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怀疑这种说法，可以自己算一算，你就会发现这一计算是正确的。
　　假设这个箱子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一处低矮的岩壁上，而后让一条被称作小精
灵的德国种小猎犬轻轻碰一下这个箱子，箱子滚下石壁，一路上撞击着岩石、低矮的灌木和高大的乔
木，不断传来轰隆声和开裂声，大木箱掉在河堤上，随后落入水中。
　　于是，一切声音都平静下来。
渐渐地，人类被遗忘在死亡之箱中。
　　而大峡谷和以往的岁月一样，沐浴着风霜雨雪。
　　地球则在深邃的太空中，循着原来的轨道运行。
　　毗邻星球上的天文学家，竟不曾发现地球上这一事件。
　　一个世纪过去了，大木箱被茂密的草木覆盖上，成了一个小土丘。
　　这就是整个故事。
　　有一些读者也许不太爱听这个故事，他们不愿接受人类会有如此可悲的下场，对此我完全能够理
解。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类的数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人类的躯体
是多么孤单无助。
于是，这个故事就有了深远的意义。
　　在地球上，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软弱且少有防卫能力的哺乳动物，从我们诞生在这个漫游在茫茫宇
宙的行星上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注定用我们脆弱的身体去斗争，为生存而斗争，直到消失在冷漠宇
宙的黑暗中，为了生存，我们只有坚持下去。
　　我们静静地旁观我们的祖先用后肢走路，尽管十分笨拙，却不再依赖树枝或手杖。
　　经过了几千世纪，人类成为每一块土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且现在又有可能把大气层和大海划
人自己的财产。
而地球上曾有的统治者中，有的以展品形式出现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有的以皮毛、蛋和身上的肉来
换取人类的欢心，或者为人类劳动；还有的在荒野中四处游荡，因为人类还不想占有它们的那块土地
，至少现在还没有这种必要。
所有的这一切竟然都是由数亿人实现的。
看来，除了理智，人类还拥有比其他生灵更大、更多的优势。
　　也许我在此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严格意义上的高级形式的理智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掌握在一部分
人手中，他们便成了领袖，无论其他人怎样不满，也只能服从。
无论人们做出怎样的努力，在每个时代，真正的领袖只能有一个。
　　人类前进的道路将通向何处？
依过去4000年的经验，我们今后将获得不可限量的成就——除非我们自身的残忍将我们引离正常的发
展道路。
事实上，这种本性使我们残酷地对待同类，而我们从不曾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过一头牛、一条狗甚至一
棵树。
　　人支配着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一旦发现任何未被控制的地方，人就会用他机灵的大脑去谋划它
，用先进的武器去占有它。
　　人类的家园是美好的。
它赐予我们丰富的食物；岩石、泥土和森林向人类提供了建筑材料；牧场上的羊群、亚麻和中国桑蚕
等，为人类提供了遮蔽身体的原料，挡住了冬季的寒冷和夏日的曝晒。
地球就是人类美好的家园，它如此慷慨，每个人只需稍作投入就可获得丰富的回报。
　　地球给予我们恩惠，从不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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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要求我们适应它的规律，这些规律既是公正的，又是不讲情面的。
　　在只能承受10万人的地方生活100万人，就会造成拥挤、贫困和痛苦——这只是我们所犯的错误之
一。
在其他方面，我们对地球母亲的伤害更加严重。
　　地球上现有生物中，只有人类才会同类相残；作好充分准备，随时防备邻国的入侵，成为每个国
家的头等大事。
这种行为会将我们引向灭亡的绝境。
如果人类不能或不愿表明自己是所获得的一切的主人，那么我们的敌人——个由猫、狗、大象或一些
有严密组织及严格纪律的昆虫控制的世界，就会比拥有大量军舰和加农炮的星球更具优势。
　　人类该如何摆脱这种可悲可耻的状态？
有没有一条使我们走出迷宫的道路？
　　本书就是作者寻找人类走出迷宫，找到出路的一种尝试。
　　我们需要花千百年的时间来接受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一条获救之路。
这条路让我们知道所有人都是这个星球上的伙伴。
我们必须了解并认清这个事实：无论怎样，地球都是人类共有的家园，是我们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
我们必须彼此尊重和相互关怀，这样我们就迈出了解决这个可怕问题的第一步，而且是最关键的一步
。
这个问题是人类所处困境的根源。
　　作为同一星球上的伙伴，我们祸福与共、休戚相关！
　　请记住我的话，这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我们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就要
共同承担责任，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的福祉。
　　第二章　地理学的含义　　在这一章里，我将对“地理学”的含义作一番解释。
　　1931年版的《简明牛津辞典》第479页有这样一段文字：“地理学：研究地球表层形态、自然特征
及政治区域、气候、物产和人口等的学科。
”　　在我的地理学中，我会强调和突出其中的某些内容，简化另外一些方面的内容。
本书将把人作为重点，不仅仅是讨论地球的表面形态、自然特征及自然区域等，更是研究人的生存和
生活活动，寻找适合的并不断改善的自然环境，来获得人的舒适、健康和幸福。
　　在我们的星球上有一些不寻常的古怪同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表现出令人厌恶的习惯。
20亿人，即使这个数字不再增加，也是可观的。
在这么多人当中，有形形色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试验，我认为，这些试验应该得到优先重视
。
在人看到或登上一座山峰前，在它的山坡和山谷被一辈辈饥饿居民占有、开垦之前，毕竟只能称作一
座山。
　　13世纪初的大西洋，同今天一样宽、一样深、一样潮湿，含盐量也没有变化。
但是人类使它成了连接新旧世界的桥梁和沟通东西方贸易的通道。
　　几千年来，俄罗斯平原一直向斯拉夫人奉献着食粮，但如果是日耳曼或法兰克人的居住地，俄罗
斯决不会是今天的面貌；如果现在让已湮灭的塔斯马尼亚人居住在日本列岛，他们根本养活不了6000
万的本土人；如果英伦诸岛不是被北欧那群永不满足的斗±所征服，那么，它们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帝
国的中心——这个帝国的面积是它母国的150倍，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总而言之，我的地理学侧重于“人类”方面。
　　这本地理学中最先体现的是人。
　　而后是生存条件和生存背景。
　　如果篇幅允许，再谈一些其他内容。
　　第三章　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的特点、风俗和习惯　　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定义：“地球是苍茫宇
宙空间中的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圆形体。
”　　实际上，地球是一个“椭圆体”，它的两极稍扁，其北极位于深海正中，南极则处在满是崇山
峻岭的高原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房龙地理>>

　　极地是扁平的，地球两极之间的地轴长度只比从赤道处测量的地球直径短三百分之一。
这个事实对于那些想去极地探险或想深入研究地理学的人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
就本书而言，这些内容也已经足够了。
　　众所周知，地球是一颗行星。
行星这个词是从希腊语流传下来的。
他们将观察到（或以为观察到）的在天空中不停运动的星称为“行星”或“流动星”，而将静止不动
的星称为“恒星”（由于没有发明望远镜，他们当时无法观察到“恒星”的运动）。
“星”这个词，似乎与梵语中转变为动词“撒”的词根有关，星星就是“撒”在天空中的朵朵小火花
。
　　地球以太阳为中心运转，吸收太阳的光和热。
太阳有700个地球大，表面温度接近6000℃，不停地向外发射光和热。
　　地球只得到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在古老的年代里，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块小而平的圆盘形陆地，四周全是海水，
悬浮在空中。
一些有智慧的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首批没有神父批准就进行自我思考的人）认为这个理论错了。
经过数百年的执着思考，他们得知：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形的；既没有平静地悬浮在空中，也不是
宇宙的中心，而是在天空中以较快速度绕着一个叫太阳的物体运行。
　　他们还认为，那些被称为“恒星”的闪光小天体，和地球一样是太阳的孩子，遵循和我们一样的
日常行为法则。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200年中，那些有思想的理智之人承认了这个假说，并把它作为真理。
然而，刚进入4世纪，教会成了世界的主宰，这种思想，尤其认为地球是圆的，与教会教义相背，因
此被禁，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也成为危险人物。
最早屈从的人，大多属于那些几乎不接触新知识的社会阶层。
他们坚定地认为，地球的末日即将来临，耶稣将再次现身，在万众瞩目的荣光中重返人世，如果地球
是圆的，耶稣就必须出现两次——为东西半球的人各出现一次，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教会不断强调，地球是一个平坦的圆盘状物体，是宇宙的中心。
虽然，在知识界从不曾彻底抛弃古希腊的思想，但是却从不敢公开讨论它。
随着时间的推进，几乎所有教会的人都被迫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在15世纪末，这种思想得到了
大多数人的认同。
这种思想以这些观察为基础：　　第一，当我们从远处接近一座大山或一艘船时，我们最先看到的一
定是山峰或船帆的最顶端，然后渐渐看到其他部分。
　　第二，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所看到的四周景物似乎都形成一个圆圈。
　　第三，发生月偏食时，映在月球上的地球阴影是圆形的，而只有圆球才会形成圆形阴影。
　　第四，其他行星和恒星都是圆形的，我们的地球怎么会是亿万星球中仅有的一个例外呢？
　　第五，麦哲伦的船队一直向西航行，最终又回到了出发点。
　　最后，如果我们一直向北极点行走，一些熟知的星座就会越来越低，最终没入地平线；当我们返
回时，它们又升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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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著名人文主义大师房龙代表作。
　　他用文学手法，赋予知识以灵性，把自然地理的规律和人文地理的千姿百态民现在你的面前。
　　这是一部以通俗的手法描写以人的行动与发展为中心的世界地理巨著。
它是由荷兰裔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房龙编著而成。
在简要介绍基本地理知识之后，作者按国别或特征地理地区分别讲述了其地理环境，侧重于分析地理
对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演变、国家或地区性格的形成、民族特性等影响，因此这是一本关于“人的”地
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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