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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编著的《地理的故事》撰成于1932年，几个月内在美国即销售近14万册，一
年间始终居“非虚构作品”销量之最。
英国版首发13万8千册，另有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葡萄牙文、瑞典文等版本面世，
销量无法统计，被视为人类出版史上之“奇迹”
。
1933年，此书被引进中国，当年就出了三种中文译本，此后《地理的故事》又不断被重译出版，还没
有哪一部地理著作，拥有如此众多的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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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荷裔美国作家。
1921年写出《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饮誉世界。
他是出色的通俗作家、伟大的文化普及者，一生出版的书籍达30多种，他以人文主义的目光，通过睿
智的语言将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几乎全部复述了一遍，他的绝大部分著作均是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房龙多才多艺，精通10种文字，拉得一手优美的小提琴，还能画画，他所有著作的插图全部出自自己
手笔。
他的主要作品有《地球的故事》(又译《房龙地理》)、《宽容》、《圣经的故事》、《与世界伟人谈
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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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人类与家园
2.什么是“地理学”？

3.我们的地球：特点、规律和状况
4.地图：万水千山寻路难
5.地球有四季
6.海洋中的大陆
7.发现欧洲
8.希腊：连接古老亚洲和新兴欧洲的桥梁
9.意大利：地理造就的海上霸主或陆上强国
10.西班牙：非洲与欧洲交锋之地
11.法国：应有尽有的国家
12.比利时：几页文件决定了她的命运
13.卢森堡：遭遇历史的捉弄
14.瑞士：四个语言不同的民族和睦相处
15.德国：建国太迟的国家
16.奥地利：无人喝彩的国家
17.丹麦：小国在某些方面胜过大国的典范
18.冰岛：北冰洋上一个有趣的政治实验室
19.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王国和挪威王国的属地
20.荷兰：沼泽上崛起的帝国
21.英国：小小岛国，人满为患
22.俄国：欧洲之国还是亚洲之国？

23.波兰：自家的土地，别人的走廊
24.捷克斯洛伐克：《凡尔赛和约》的果实
25.南斯拉夫：《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件作品
26.保加利亚：最正统的巴尔干国家
27.罗马尼亚：一个有石油有王室的国家
28.匈牙利：或者匈牙利的残余
29.芬兰：勤劳和智慧战胜恶劣环境的又一明证
30.发现亚洲
3l.亚洲与世界
32.亚洲中部高原
33.亚洲西部高原
34.阿拉伯
35.印度：人和自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6.亚洲南部半岛的主人
37.中国：东亚大半岛
38.朝鲜与蒙古：前途未卜
39.日本帝国
40.菲律宾：原墨西哥的领地
41.荷属东印度群岛：小人物掌大权
42.澳大利亚：造物主的随意之作
43.新西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理的故事>>

44.太平洋群岛：不耕不织，照样生活
45.非洲：一块矛盾与对比重重的大陆
46.美洲：一块最幸运的大陆
47.创造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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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冷漠的现代人来说。
当年人类的祖先抛开树枝、手杖而努力学习用后肢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一定是滑稽可笑的。
然而，正由于有了这笨拙的行走，人类才开始了从原始向文明的迈进。
    而那些昔日的主宰者，它们曾凭借野蛮暴力和阴险狡诈对地球上两亿平方公里的大陆和海洋进行过
至高无上的统治．如今它们的命运又怎么样呢？
    它们中的大部分在地球上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在自然博物馆中，现代人还能看到它们曾称雄一
世的蛛丝马迹。
还有一部分生存下来了，但它们不得不降尊迂贵，做了人类的家畜，为了讨好人类这个主子，只好把
自己的皮毛、蛋、奶，以及肋间的肌肉，无偿地贡献出来，甚至由于人类的懒惰。
它们不得不替人类拖拉一些人类力所不及的重物。
另有大量的动物干脆把自己放逐到远离人类的地方．而人类也认为那些地方现在还不值得一争，就允
许这些可怜虫暂时在那里生息、繁衍。
    简言之，人类使自己成为这个星球上每一块土地不容置疑的主人，只用了2000个世纪（在时间之河
里，这只是一瞬间）。
而且，大气和海洋眼下又将被人类纳入自己的版图。
如此显赫的业绩。
几亿人类成员就创造出来了，但是，除了神奇的理性之外，人类所具有的优势并不比竞争对手更多。
    即便如此，我还是有点夸张。
实际上，尽管这种神授理智和为自身利益考虑的能力是以最高贵的形式出现的，但也只是人类中一小
撮成员拥有的特权，其他大多数成员并不被允许拥有这种特权。
于是，这一小撮人顺理成章地成了大多数人的主人。
不论对这一状况多么不满，那些被领导的大多数人也只能屈从。
    人类的进步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奇怪而踯躅的进程。
不管大家斗争得多么努力，但真正的先锋只能在成千上万的芸芸众生中出现_个。
    人类前行的步伐会把自身引向何处呢？
这谁也无法预料到。
尽管人类从祖先那儿传承下来的野性，使人类自身之间的杀戮比人类对动物或树木更加残暴（人类文
明的进程因这种野性的行为而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但在往日4000年文明之光的引导下，人类还是能
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来。
    人类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地球的每一块土地，人类几乎掌握了地球上的每一份资源。
纵然还有洪荒旷野，但凭借卓越的智慧、深远的见地和手中的枪炮。
人类也会获取对这世间万物的使用权。
    地球是我们的美丽家园，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
她生产出丰富的食物，让人类不饥饿；她奉献出充足的土石和森林，让人类建房御寒安居；那牧场上
的羊群、兰花盛开的亚麻田和中国的桑蚕编织物，让人类抵挡住酷暑严寒。
人类的家园是美好的。
大自然供养着人类，一代接着一代，只需人类随便做一点投入，在未来的岁月中就能够坐享其成。
    但是，大自然也有她自身的法则。
她的法则既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无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大自然无私地关爱着人类，同时，她也要求人类必须遵守她的法则，必须服从她的旨意。
    在一块牧场上，如果只能容纳50头牛，而放养的却有100头，就会出现一场灾难，这是每个牧场主都
清楚的常识。
那么，在一片土地上如果只够生活10万人，却居住了100万人，这就意味着人满为患，贫困和痛苦就将
会在这一地区出现。
很显然，那些主宰人类命运的领袖们却忽视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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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在人类犯下的许多错误中还不是最为严重的。
对大自然的法则，人类还在以另一种方式违忤着：在现存的物种中，敌视同类的唯一生灵只有人类。
狗不吃狗，虎不食虎。
甚至最凶残的鬣狗也能与同胞相安无事。
可是，人类却是互相仇恨，互相杀害。
今日世界，为了屠杀邻国而作出最快的反应，这就是每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同类之间和平共处，友善相待，这是大自然的首要法则。
人类却公然违抗这个法则，使我们不得不忧心忡忡，人类有可能面临种族灭绝的噩耗，因为人类生存
竞争中的敌人在时刻觊觎着。
假如人类不愿意或无力继续主宰这个世界，那么将有成千上万的候选者等待把人类打倒，自己登上地
球之王的宝座。
同战舰和重炮层层密布的星球相比，一个由猫、狗或者大象或者其他什么高级物种统治的星球还是更
有价值一些。
    因为祖先的愚昧与无知，人类误入了歧途，身陷危险悲惨之境。
人类到底何去何从呢？
人类怎样摆脱这个可悲可耻的困境？
这本小书试图拨开迷雾，为人类自己探求光明的前途。
    需要时日，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需要循序渐进、缓慢而痛苦的自我教育历程。
才能寻找出真正的自救之路。
人类将会觉悟到：在这同一个星球上，大家都是同行者，都是邻居，都是旅伴，更是朋友。
当我们明白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共同的家园，除此之外，再无其余的栖身之地时，我们就会像火车或
者轮船上的游客，学会互相尊重。
我们是同一个星球上的旅伴．应该荣辱与共，同舟共济。
    称我为梦想家吧，称我为幻想家吧，或者干脆就称我为白痴。
可以去叫警察把我抓走，或者去叫救护车把我送进疯人院，使我不再有机会散布这不受欢迎的异端邪
说。
但是。
请把我的话记住，在人类最后的大毁灭到来之时，请把我的话记起。
人类将不得不收起发动战争的那些玩意儿，把快乐的钥匙移交给更有资格的地球新主人。
下面这句话就是人类获救的唯一希望：我们只拥有一个地球，我们是伙伴和朋友，所有人都应对人类
世界的幸福美满肩负起责任来。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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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说：“房龙的笔，有这一种魔力”，“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
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由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编著的《地理的故事》包括：希腊、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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