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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权力》

内容概要

英国最高学术机构不列颠学术院院士全新解读水文明史
每一段文明兴衰都离不开人类对水权的争夺
两千年前，古人用水滋润干燥的人类环境，使之适宜居住；
两千年后，水浪费和水污染将现代人重新置于“水之战”；
两千年来未曾满足的“渴”；
凝聚成一段水、权力与文明的博弈历程。
[ 编辑推荐 ]
在很多情况下，水源控制得以合法化靠的是意识形态——掌权者声称拥有神权进行统治。
权力也是通过水来获得的，因为利用运河可以促进贸易，而贸易一直是社会变革的驱动力。
在历史上水一直都是一种战争武器，今天依然如此。
水已经渗透到古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和神话传说中。与水相关的图案很常见。在过去水景艺术很受重视
。水的声音也很重要。除了能看到、听到水，在古代世界用身体亲自去体验水也非常普遍。
这本书阐述水、权力与人类文明的博弈历史。作者实地考察了肥沃新月地带的费南谷地、古希腊的克
诺索斯王 宫、纳巴泰的卡兹涅“宝库”、古罗马的引水渠和卡拉卡拉浴场、古代中国的都江堰、吴哥
王国的“内陆海洋”、美洲玛雅文明和印加帝国的马丘比丘等10处治水文明遗址，讲述古人如何控制
、利用和争夺水资源以及水如何影响文明兴衰的历史。
水历史研究不仅是国际兴盛的学术现象，而且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本书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且发人深思，是水历史研究领域一部值得推荐的佳作。
[ 内容简介 ]
21世纪比石油更珍贵的资源是水，比核泄漏更严峻的威胁是水危机，比领土争夺更可能发生的是“水
之战”。
本书回顾10处古代治水文明遗址，反思千百年前古人如何控制和争夺水权。书中讲述了苏美尔人通过
灌溉技术创造出第一个人类文明；纳巴泰人在沙漠王国佩特拉建立了一座“水的天堂”；古罗马修建
宏伟的引水渠，在公共浴场大肆“挥霍”水资源；李冰修建都江堰，成为绵延两千年的工程奇迹；吴
哥森林里的“内陆海洋”寄托了高棉人的宗教信仰，这片古老的蓝色国度至今仍能从太空上一眼辨出
。
水资源的管理与争夺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兴衰。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水危机困扰，尤其需要学习人类
管理水资源的经验。本书生动有趣且发人深思，是一部值得推荐的水历史研究佳作。
[ 推荐语 ]
《流动的权力》阐述水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之间的关系，堪称水历史研究的一部佳作。
——郑晓云，国际水历史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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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权力》

书籍目录

序  关于水历史研究  郑晓云
致中国读者
致
第 1 章 渴:事不忘 后事之师
第 2 章 水的革命:凡特水资源管理的起源，公元前150万—前700年
第 3 章 “黑色的田野一片雪白 / 广阔的平原积满了盐”:资源管理和苏美尔文明的兴衰，公元前5000—
前1600年
第 4 章 “水乃上善之物”——底比斯的品达，公元前476年:诺斯、迈锡尼和古希腊的水资源管理，公
元前2100—前146年
第 5 章 佩特拉的“水之天堂”:漠之王纳巴泰，公元前300—公元106年
第 6 章 引水渠与浴场:马和君士坦丁堡，公元前400—公元800年
第 7 章 “拿铁锨的百万劳力”:代中国的水利工程，公元前900—公元907年
第 8 章 “水利城市”:哥国王的水资源管理，公元802—1327年
第 9 章 未孕育的文明:国西南部霍霍坎文化的水利灌溉，公元1—1450年
第 10 章 睡莲怪物的生与死:与玛雅文明的兴亡，公元前 2000—公元1000年
第 11 章 圣谷中的水诗歌:加帝国的水利工程，公元 1200—1572 年
第 12 章 未曾满足的“渴”:找水源，探索过去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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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权力》

精彩短评

1、记得20年前小学生时候度过一个日本人那须圣写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源之战”里面专门写到将
来水资源的争夺，特别是中东；现在尼罗河，也门，印巴，印中，中越都有水资源的争夺，只不过有
些是明争有些是暗斗
2、英国最高学术机构不列颠学术院院士全新解读水文明史，每一段文明兴衰都离不开人类对水权的
争夺。
3、南京。连考古都显得不那么专业，不要说解读文明这一高度了。
4、其实就是考察几大文明中水利工程的痕迹，标题写得太大了
5、水利工程 水资源管理 气候 水与权力，阶级形成
6、未曾满足的“渴”求
7、这本也不太令人满意，水与权力这一核心关系讨论太少也没讲透，每个章节除了遗址不同，都像
是大同小异的考古概要。优点：主题填补空白，对魏特夫虽无理论上的系统反驳，但考古论据俱在，
反驳也算有力；资料翔实；早期文明靠水得以生存发展，其权力主要在于对水的占有、管理、使用和
挥霍，以及以神的名义防止干旱，在集权诞生前，即已发生。
8、在世界史的层面概述世界上古史诸文明的水利考古知识，但并没有得出新颖的结论，最多是普遍
性的现实加以重述。
9、内容比较普通，文字也偏空泛枯燥，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10、没有讨论出社会组织和水利管理的深层联系
11、翻翻，感觉像本水利工程史，本来以为是水与权力的关系。
12、游记+散记，作者浮光掠影的凑了一个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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