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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

内容概要

《发现者》是一部描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文明史的杰作，在美国出版后即不胫而走
，畅销不衰，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 
    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说不完的故事，整个世界仍是个新大陆，在人类知识的地图上，仍有许多
未知的领域等待着我们去填写、去发现。 
    《发现者》全书分四卷：“时间”、“陆地与海洋”、“自然”和“社会”。 
    在第一、二卷中，作者通过历史上翔实而有趣的故事，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人类初始各种伟大的发现
。为什么说人类第一项伟大发现是时间？为什么一星期有七天？时钟是怎样发明的？陆地与海洋是怎
样发现的？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现”欧洲和美洲？为什么人们要经过那么久以后才知道地球是环绕
太阳运行的？等等。作者以独特生动的笔触将伟大的发现者和发明家的传奇经历再现在我们面前，栩
栩如生。 
    在第三卷中，作者翔实地描述了从眼镜到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等拓宽人类视野的新发明，从用于茫茫
大海的引航到探索深邃无垠的天宇乃至洞察肉眼所不及的微生物机体的奥秘，从而开辟了航海学、天
文学、微生物学、胚胎学等知识领域的新前景。作者还生动地叙述了发现家不畏千难万险寻觅新奇罕
见的物种的探险活动，而由此建立的动植物分类学又为人们进一步揭开了大自然的奥秘。 
    在第四卷中，作者另辟蹊径叙述了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从古老的人类起源、原始人的冲突人手，
叙及人类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风采，并探索了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的关系。同时，作者以流畅的
笔触独具慧眼地介绍了人类一切智慧之母，即记忆术和印本书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记忆术和印
本书籍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和进步的保证。作者还叙述了温克尔曼和谢里曼等先驱者如何艰难地发掘
古典文化遗址，发现了古希腊和罗马等地辉煌的建筑物和古物宝藏，开考古学之先河。最后，作者以
渊博的学识阐述了人类学，对人类社会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作了系统
的评价。 
    《发现者》堪称一部展现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史的巨作，不仅广采博引，资料丰富，而且贯通古今
，颇具独到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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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

作者简介

丹尼尔·J·布尔斯廷是美国著名文学派史学家，也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人》三部曲的作者。1989
年，布尔斯廷因其一生对文学的卓越贡献，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他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达12年
之久。
    早年，他就是著名的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美国历史，成绩卓著；后来曾
任罗马大学、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英国剑桥大学还聘他为该校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并授予文学博
士学位。
    他的一些著作已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日文和中文。特别是《发现者》一书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
影响甚广而又脍炙人口的巨著《美国人》（3卷本）和《发现者》的姐妹篇《创造者》、《探索者》
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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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

书籍目录

致读者
第一卷 时间
第一编 天体之国
1 月亮的诱惑
2 星期:通向科学之门
3 上帝与占星家
第二编 从日光计时到时钟计时　4对夜间时刻的计算
5 均等小时的起源
6 使时间可以携带
第三编 传教士的钟
7 叩开中国大门
8 机器之母
9 为何发生在西方
第二卷 陆地与海洋
第四编 想象中的地理
10 望而生畏的群山
11 描绘天堂与地狱
12 对称的魅力
13 基督教教义的束缚
14 地平之说,旧调重弹
第五编 通向东方之路
15 朝圣者与十字军门
16 蒙占人开辟东西方通道
17 传教使节
18 发现亚洲
19 陆上大幕重降
第六编 世界倍加宽广
20 托勒密学说的复兴与修正
21 葡萄牙的航海先驱
22 航越险岬
23 往返印度
24 阿拉伯人为什么不西航?
25 中国人向外扩展
26 一个无所求的帝国
第七编 美洲的意外发现
27 到处漂泊的北欧海盗
28 到文兰为止
29 风的力量
30 “印度群岛的冒险事业”
31 和风、软语和幸运
32 乐园得而复失
33 为未知地命名
第八编 海路通向四面八方
34 海洋的世界
35 保密至上
36 知识成为商品
37 反发现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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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

第三卷 自然
第九编 看到肉眼不能看见的东西
38 进入“反论的迷雾”
39 肉眼的见证
40 一种困惑和意外的视力
41 卷入交叉火力网
42 内在的新世界
43 伽利略在中国
第十编 人体内部
44 疯先知指点方向
45 盖仑的专断
46 从动物到人类
47 体内暗流
48 由质到量
49 “大自然的显微镜”
第十一编 科学走向普及
50 科学家的议会
51 从经验到实验
52 “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
53 争夺优先权
第十二编 将万物分类编目
54 学会观察
55 物种的发明
56 寻觅标本
57 回溯往事
58 寻找失落的环节
59 通往进化论之路
第四卷 社会
第十三编 扩展知识领域
60 遗失的记忆技术
61 知识界的帝国
62 复制的推动力
63 “用机械书写的技术”
64 使用本土语的社会
65 书本形式的变化
66 书籍面向大众
67 自成一统的伊斯兰世界
68 走向世界性作品
第十四编 揭开过去
69 历史的诞生
70 基督教指引方向
71 修正历史记录
72 探索废墟的人
73 “叫死人复活”
74 时问的纬度
75 史前史的发现
76 隐藏的方而:历史作为治病良方
第十五编 考察现在
77 “人类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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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

78 原始人的冲击
79 一门文化科学
80 不断扩大的财富世界
81 从数字中学习
82 无限大和无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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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

精彩短评

1、翻译烂啊，苦
2、书的印制不错。翻译一般，有着浓重的英式中文口味，冗长的从句妨碍理解。内容只能说有点失
望，本来以为是一部人类科学探索的通史，其实不过是发现新大陆等史实的堆砌。没有插图，也是一
点遗憾。不过，说了这么多缺点，是说不够满意而已。期待国内学者写出更好的书。
3、看不懂
4、通过不同的视角来阐述人类科学和认识发展的历史，可以让你知道不少不知道的东西。不过看这
本书需要不少耐性。
5、頗有意思的關注點非獨到卻獨步的人類發展史
6、在图书管找的一本科普书,还是挺不错的,从"时间"的出现开始
7、布尔斯廷当图书馆馆长被要求，上班时间不要看书。
8、人类的探索历程是怎样的?在这条路上我们走了多远了?这本书里都能找到答案
9、简洁明了，分类合理
10、读书虽如蜗牛爬行,但永卜言迟
11、写的很客观，值得收藏~
12、一部人类在历史宗教、人文地理、科技探索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精妙总结。强烈推荐！
13、极为优秀的历史著作，国内同类作品中无出其右
14、一本在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展现在你眼前。
                       ------业余爱好者
15、布尔斯廷，一个伟大的学者，这本书，个人觉得可以读一辈子，它的信息量非常巨大，也非常丰
富而有趣，算是一本极有品位的闲书吧！
16、 为什么是西方，不是中国？
关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的观点
p544-550
17、不愧是大作，包罗万有，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2015.08.14—2015.09.20
18、一本很好的书，值得读值得收藏！！！
19、震撼的一本书，介绍了看似必然的历史进程中一件一件艰辛的偶然。
20、so many interesting points of view
21、适合中学生
22、好书一本，鉴定完毕
23、草草翻过，极棒的书，按理来说应该扎实的看完的，以后肯定得详细的看一遍。
24、nice
25、好书，内容充实，表达朴素。需要有相当的耐性才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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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

精彩书评

1、读这本书还是自己情绪尤其激昂，压力尤为巨大的时候，但是每天晚上还是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
间来看书那时单身宿舍，没有电视，听着音乐，开着台灯，喝着茶，悠闲⋯⋯从书中可以学到很多知
识，也能够对人类的起源、发展以及一些相关信息有较系统的理解，比起蹩脚的历史书来，这本书好
太多了⋯⋯还有就是探索的那段时光，太美了⋯⋯当时很有创作的冲动，不过，最后还是忍了下来，
还是抓紧时间，多看看好书吧⋯⋯
2、这是我最爱看的一本书，找了一早上。这里列出作者的三本书，发现者，探索者，创造者。均值
得一读。尤其是发现者。
3、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只存在发现，不存在发明——96年那版没怎么看 就送人了 又买了这版  翻译的太
他妈烂了 还不如google上次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也他妈是上海译文的 更他妈烂 认不认识英文他妈的
4、布尔斯廷用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来形容都显得很苍白，老人家真对得住美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个称
号。他的史书三部曲恣肆汪洋，深入浅出，实为学究探幽博闻广见居家旅行之必备。我加了这么多的
形容词只想说明一点，就是这些书有学术范儿，但不枯燥；有江湖味，但不流俗。这就是馆长的水平
。看的第一部曲是《建国者》，1994年夏天在汉口武胜路新华书店购得，居然反复看到了现在。第二
本是《发现者》。惊叹。首先惊叹布馆长的渊博。西方文化和历史自不在话下，掌故史料信手拈来，
涉及中国的历史文化介绍也是精准到位，决无托大卖弄之嫌。次之惊叹篇章结构之美。《发现者》倒
底是发现什么？布馆长没有走线性叙述的老路数，而是通过篇章结构明确了人类“发现”的四个方面
：时间、空间、自然、社会。人类如何发现和规定时间？人类如何发现和开发所居的空间？人类如何
发现和认识万物生灵和人的物质存在？人类如何发现和尝试解读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结构在
知识层面介绍给我们人类发现世界和发现自己的过程，从更深处去理解，人类向内认识自身所付出的
努力和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努力同样巨大，甚至更为艰巨。与美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小小的一本书里
探讨这些话题，对每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末了惊叹凝练提升之力。黄宗羲
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看很多书，掌握很多信息和谈资并不
难，难在“求于心”，难在免于俗。“求于心”需要有从纷繁信息中凝炼提升的勇气和能力。拨开千
头万绪、历经千山万水，布尔斯廷用一篇予以总结：“历史作为治病良方”，最后以看似玄机重重的
“无限大与无限小”作为结语，反映布尔斯廷宽宏的人文关怀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一本历史文化
读物也由此有了哲学思考的高度。认识世界和自己的同时，突然发现，左手世界，右手自己。
5、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科学的发展与人类的
智力累计相关，缓慢而漫长，其实当伽利略第一次将望远镜转向天空，他看到的就已经足够改变他的
信仰。霍金在他的《果壳中的宇宙》中曾经谈到，事件总是由更早的事件引起，存在一个向过去延展
的因果性之链，假定存在第一个事件，那么它的肇因又是什么呢？科学家们总是无限抽象的思索宇宙
大爆炸之前的状态，其实也可以回到自己本身，想一想为什么肉眼只能看到肉眼所见，呈现在人面前
的世界是这个样子，而不是电子显微镜或者哈勃望远镜看到的世界。假定肉眼就是存在的第一个事件
，它反映了一个人看到世界的原始，但是，为什么就是肉眼呢？夜晚的天空为什么是黑暗的？因为太
阳在我们地球这边的背面。这个答案就是是肉眼的答案。宇宙有无穷的恒星，从理论上讲，我们抬头
望天，整个天空都应该被星星覆盖，或者呢，就是白茫茫一片。之所以大部分区域都是黑暗的，有两
种可能，一个是宇宙的确够大，遥远的恒星发出的光芒还没有走完到达地球的旅程。另一种可能是，
的确存在着引力极大的黑洞，光线经过它也被吞噬。人的内心为什么会迷惑？从理论上讲，世上存在
的道理足可以让我们清醒，之所以还是觉得迷惑，也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成长的时间还不够，道理还
无法照澈内心。另一种可能，就是人性的确存在漏洞，道理是道理，遇到人性的漏洞完全被忽略。世
界逐渐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过程，就是我们能够不断的看到更小或者看到更远的过程。令人沮丧的是
，即使我们看到足够小或者足够远的时候，我们解决的仍然只是当下的难题或者疑惑，等我们高兴一
阵之后，我们发现，事情其实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似乎在告诫我们，满足你的肉眼吧，事件存在因果
性，但我们不一定要问清楚为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问清为什么，
获得的可能只是永远的沮丧，就像我们永远也无法克服我们人类的缺点一样。科学家不断的向外探索
世界，同样也可以挖掘自我内在的历史。这就是可怕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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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者》

章节试读

1、《发现者》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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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9



《发现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