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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世纪亚洲是世界的中心，了解亚洲，从极简亚洲千年史起。
2、中世纪的亚洲，就开始了与世界的联通。宗教也好，贸易也罢，都是对闭关锁国的突破，都是全
球一体化的初始。同时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着，各个帝国王朝兴衰更迭，形势变化莫测，曾经辉煌的国
度如伊拉克现已行将朽木
3、和那边的八旗文化神同步，鼓掌。咱们这儿非要蹭极简这种译名（20万字也确实简），其实内容并
不low。一个周末两个晚上肯定能看完，不会困。应当归入历史写作，偏漫谈的形式，构思几个典型话
题，引述一点点文献，简单分析，再收束串联一下，历史频道纪录片即视感，争分夺秒节奏控。但不
是我想找的类型，太蜻蜓点水了，生怕讲多了你会跑那么极力少讲，初衷可能也是怕西方读者没耐心
看。哪怕500页呢，就有希望精彩了。
4、说是亚洲，其实中国部分很少，大部分是讲中东的穆斯林世界。从蒙古部族首领到平凡的穆斯林
商人，用POV的手法写历史，穿越千年横跨欧亚，让人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其实最有价值
的书后的延伸阅读，让我想看《大唐西域记》了。
5、基本上在罗马帝国到新航路开辟这段，亚洲在世界史上是被遗忘的，本书填补了这部分的空白
6、很喜欢这种类型的书
7、还行，就是有点浅
8、果然叫“极简”的都没好书，作为推广常识的书却连常识都不严谨，裁剪亦混乱
9、台版的译名是旅人眼中的亞洲千年史啊，真是被这个极简千年史的译名给骗了。没有脉络，只有
过目即忘的片段，不是很喜欢这种写法。
10、非常有趣
11、肇始于闲谈，以五十本传记做底，衍生出绚烂夺目的中世亚洲。取径社会网理论，发现契约、职
业军团、民族国家⋯⋯诸要素为欧洲独有，其在大航海时代以降的崛起，说到底还是制度的优越性。
尾章在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深耕一层，彰显作者功力了得。台版译本，翻译流畅、优雅，品味独特
，毫无违和。
12、题目其实不太恰当，大概是为了蹭极简欧洲史的热度，叫“旅行家眼中的亚洲中世纪”大概更恰
当一些。不过书确实很不错，在那个时代视角最为辽阔的大概就是书中那些人，从北非到中国，轰轰
烈烈的政治博弈，贸易竞争，宗教求索讲几千里的路途激活，点亮了一座座城市，书中不会单单对旅
途进行叙述，那个时代的四房交流似乎在不经意间被作者娓娓道来。展开他们走过的地图，我觉得这
些人即使生在现代也算得上是人杰了。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本书的格局比《丝绸之路》似乎还要大一
些。
13、时常学到那段历史
14、中世纪亚洲的珍贵片段，从个人的记录，结合其他史料，推导出令人信服的中世纪亚洲政治、经
济、科技、军事和宗教文化概貌。
15、相当不错的一本书，视角比较独特，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
16、喜欢这种语气和风格写的历史！
17、听说最近“极简史”很吃香⋯⋯
18、从几个典型人物的独特视角看亚洲的千年，的确生动鲜活。这种方式可惜还不足以理清亚洲这千
年的脉络。
19、喜欢这种调调
20、等快递时 无聊溜达进书店买的 没想到还蛮好看的啦 哈哈哈 清扫了一下我这个文盲 
21、以小见大的历史，像讲故事一样串联在一起。喜欢胡椒好伙伴和血与盐的故事，有情有感有血有
肉，画面感很强。像一台巨型机器一样运转，交流和联系，亚洲人天生就以贸易为生。美中不足的是
太简史了，基础太薄弱的人看，比如我，会缺乏整体认识。
22、古人游记集
23、本世纪又是个亚洲时代吧，很想看看如何
24、朋友圈推书：滥觞肇迹，最近闲读不少，独独对亚洲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极简亚洲千年史
》，没有刻板的文字，没有冗长的故事，以小见大，用类似人物传记的方式，将千年前那个最辉煌的
亚洲呈现在我们面前。灿烂的文明在亚洲大陆上，如星辰闪耀，在时间中交织，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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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时代。僧侣，使者，帝王，船队，探险家，浩瀚的沙漠，千年的古国，永
恒的大海，伊斯兰，华夏，佛，游牧，胡椒，血与盐，这是亚洲独有的诗篇，因为亚洲即世界，世界
即使亚洲。 （写在三月底）
25、POV写法的历史书挺创新的，适合没什么基础的人以及西方人士（这方面他是成功的）。不足的
地方是实在太过极简，内容片段式散乱，实在是不能阅读到whole picture，其实去用那么短的时间段可
以写的更详细些，但是硬要选择那个时候的亚洲也是太挑战了一些。
26、少印的旅程图 还单独印出来放在扉页 哈哈可以 翻译蛮好
27、亚洲风土人物志
28、出差来回程读完。不知道是地里概念缺乏还是什么原因，对于整个500到1500年的感知还是根深蒂
固的中国发展史，可能真的是故事体，断代的描述场景，对于本来意识不足的人，强化感知上达不到
。
29、原版书名，when Asian was the word，这个名字更直接一些，世界的中心在亚洲而亚洲的中心在大
唐。当整个欧洲处在“黑暗时代”，作者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讲述中世纪亚洲文明对整个西方的影响
。书里没有大段大段的记录性的文字，却充满信息量。值得一读，说了这么多，全是我猜的。
30、以回忆录、游记、书信内容为源，透过僧侣、学者、商人、官员、帝王和欧洲殖民者的视角，深
动地描绘了公元500——1500年这一千年里，亚洲广袤地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军事的巨大联
系网络，以及盛开于其上的朵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31、看过深刻广博的书之后再看浅显的书，真是不能看。
32、如果只用一本书了解中世纪的辉煌亚洲，本书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33、切入点不错 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传体 通过代表地区的传奇故事组合在一起 比如玄奘
34、就如同书名，这本书的内容的确是“极简”，去掉后面的注释和延伸阅读就不到200页，是一部小
而精的亚洲史。与一般史书不同的是，本书作者选取商人、帝王、使者等几个人物，用类似纪传的方
法来写个人史，以小见大，进而反映这一时期亚洲的整体面貌，并在最后一章总结出亚洲在当时世界
的中心地位。
35、打着“极简历史”系列的招牌，但其实只是从小人物的笔记的角度切入，关注一定历史时期的风
土人情，都是片段，支撑不了观点
36、文明核心在于交流，又以贸易和宗教为两大驱动力量。结合另外一本《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
界史》，对于陆上和海上丝路都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这本小书举重若轻，写的都是片断，但能显出
整体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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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世纪时期可谓是人类发展史上最迅速、思想碰撞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了吧，而一般历史学家往
往会十分重视欧洲国家的发展与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却略微忽视了亚洲国家对世界发展的积极贡献和
影响，美国作家斯图亚特·戈登著、冯奕达译的《极简亚洲千年史》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大洲在这千年
之间发生的大事儿，让我们通过文字来了一场千年之旅。客观易读。想要写好一本历史类图书绝非易
事，因为它不仅需要作者的文字功底好，还要求作者要熟知所写国家或者事件的详细情况，且不能加
入任何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要保证文章的客观性，否则会因为自己的主观喜好而影响读者的思考与判
断。正如作者在序中写的一样，“这本书并非一部传统的亚洲史”，读者“通过诸如使节、军人、商
人、朝圣者或哲学家的双眼，对中东、中亚、中国与印度所拍摄的一系列街头摄影”，在每一个照片
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一段思想的发展过程，仿佛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在听故事一般。内容广泛。
我们在阅读中可以发现，本书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人物众多。作者沿着时间线，先从我们中国人最为
熟知的唐僧“玄奘”开始说起，一一像我们讲述大亚洲的各类往事。为什么从玄奘开始本书内容呢，
我想可能是在当时，宗教信仰的影响力吧，在那个时候，宗教也许都会影响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稳
定性，而玄奘，在佛教发展史上显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路困难险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医学、贸易、食物发展程度都对国家发展有着其重要的影响，有需求就会有贸易，有贸易就必然会产
生沟通、交流甚至纷争，在纷乱中发展，在发展中磨合，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亚洲发展格局。此外，为
了能够让读者更加理解文章内容，书中还加入了大量的插画及地图，从这些地图中，我们可以更加直
观地了解到当年的“旅行者”经过了哪些国家、城市、地形地貌，在自己的大脑中放一场与古人之间
的旅行。熟知地理知识的读者也许更喜欢在地图上“走一遭”，看看那时候的人们都走过了现在的哪
些城市。历史的曾经，对于我们来说太过久远，但它却切实的存在着，有着它非同凡响的意义，影响
了那时的他们，也影响着现在的我们；亚洲曾经发生的故事影响着这个区域的人们，也逐步扩散到了
欧洲、美洲等地，历史就是这样充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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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极简亚洲千年史》的笔记-第2页

        整个亚洲的商人与统治者都不愿意信任相去千里或缺乏亲戚关系的人。这种心态在今日亚洲仍然
随处可见......现在的企业家经常无意间了解到中古王侯深有体悟的事——最狡诈、最强大的敌人常常
是最亲近的人。

2、《极简亚洲千年史》的笔记-第30页

        牧民需要城镇供应铁、衣物与食物。城镇则需要柚木民族养的动物来拉车与提供肉品。哥哥城镇
也会将放牧的动物的毛皮制成毛毯和不了。只是双方虽然如此依赖，但在阿拉伯与欧亚草原上，游牧
民族与城镇之间仍然经常发生战争。

3、《极简亚洲千年史》的笔记-第44页

        就伊斯兰信仰而言，政治权力、道德权威和宗教信仰的密切关联让“权力的正统性”成了信仰里
最核心的议题。什叶派质疑所有非穆罕默德出身的哈里发有继承权；由于什叶派质疑11世纪从巴格达
政权的哈里发拥有正统性，也质疑那些早于巴格达政权的哈里发国，诸什叶派的人几乎从根本上就是
反抗的中心。

4、《极简亚洲千年史》的笔记-第4页

        佛陀......找到了答案，人受苦的原因就是欲望，特别是那种注定会失败，想去阻止人、我、人我之
间甚或是万物无常变化的欲望。

5、《极简亚洲千年史》的笔记-第10页

        草原游牧民族养育了中院社会上层与军队需求不断的马匹，他们的牲口对定居农业而言同样重要
。中原地区则生产着谷物，而产丝的也只有中原。这四样物品就是战争的主要起因。凯旋的汉人军队
从败在他们手下的游牧民族那里抢来牲畜与马匹，而战胜的游牧民族也同样会劫掠中原，带回谷物和
丝绸。中原王朝为了中介游牧民族的劫掠，时不时就尝试和他们领袖和亲，这时丝绸跟粮草就成了和
亲的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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