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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探险史》

作者简介

作者：(苏联)约·彼·马吉多维奇 译者：屈瑞 云海马吉多维奇（1889-1976），苏联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曾在莫斯科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任教，教授《地球人口》、《不列颠帝国》、《意大利》、《巴尔
干半岛》、《非洲》、《南亚与东南亚》等课程。他著述甚丰，出版过多种地理学著作，其中影响最
大的就是这部《世界探险史》。除了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卓有成就之外，他还是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和经
济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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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探险史》

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世界探险史》再版序译者的话致中国读者序言第一部分 古代人的发现第一章 古代中国人
的发现第二章 南亚、北亚和北非古代人的发现第三章 古代希腊人的发现第四章 罗马人的发现第五章 
古代地理学家在以后地理发现史上的作用第二部分 中世纪的发现（至哥伦布）第六章 诺曼人在北大
西洋的发现第七章 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商道及其发现第八章 13世纪前往蒙古的使者第九章 马可·波罗
和他的书第十章 14—15世纪游历亚洲的欧洲旅行家第十一章 俄罗斯人对北欧的发现和对西伯利亚的首
次远征（12—15世纪）第十二章 葡萄牙人对西非的发现和捕捉奴隶的活动第十三章 对几内亚和南非的
发现以及葡萄牙人对通第三部分 地理大发现时期 第一阶段（至16世纪中叶）第十五章 哥伦布的 第一
次探险、西印度群岛的发现第十六章 哥伦布的 第二次探险及对小安的列斯群岛第十七章 哥伦布的 第
三次探险和发现南美的开始第十八章 哥伦布的“对手们”对南美海岸的发现第十九章 对通往亚洲西
北路线的探索和对美洲东北部沿海区的发现第二十章 哥伦布的 第四次探险和环球航行的计划第二十
一章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与亚美利加洲名称的由来第二十二章 瓦斯科·达·伽马与通往印度海路的
发现第二十三章 葡萄牙在南亚的扩张第二十四章 西班牙人对南海和佛罗里达的发现第二十五章 对墨
西哥和墨西哥湾北部海岸的发现第二十六章 麦哲伦与首次环球航行第二十七章 科尔特斯与对墨西哥
的占领第二十八章 新西班牙疆域的扩大第二十九章 对秘鲁、智利的发现和占领第三十章 “黄金国”
的传说，对北安 第斯山脉、奥里诺科河以及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发现第三十一章 对亚马孙河和拉普
拉塔河流域的发现第三十二章 对北美腹地的首次发现第三十三章 16世纪法国人在北美的发现第三十四
章 麦哲伦的首批追随者第四部分 地理大发现时期 第二阶段（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第三十五
章 对东北通道的首次探寻第三十六章 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的远征以及叶尔马克之死第三十七章 
对西伯利亚最后的征服第三十八章 俄罗斯人对叶尼塞河河口、泰梅尔半岛以及勒拿河的发现第三十九
章 东西伯利亚的俄国大陆旅行者以及对鄂霍次克海的发现第四十章 迭日涅夫和波波夫的探险以及自
北冰洋至太平洋的首次航行第四十一章 俄国人对阿穆尔河流域的远征有关阿穆尔河的最早消息第四十
二章 在大洋洲的新发现以及西班牙人对南部第四十三章 英国与西班牙在海洋上的斗争第四十四章 英
国人对西北通道的探寻以及在北极西部区域的首批发现第四十五章 英国对纽芬兰和北美大西洋沿岸地
区的殖民化第四十六章 17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北美的发现以及对加拿大的殖民化第四十七章 在南美腹地
的发现第四十八章 荷兰人对东北通道的探寻第四十九章 荷兰人向南部海洋的扩张⋯⋯第五部分 新时
期的发现 第一阶段（自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第六部分 新时期的发现 第二阶段（自19世纪至20世纪初
）第七部分 最新的发现（自1917年至1955年）附录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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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探险史》

精彩短评

1、很不错的书，前半部分更好，后半部分平平
2、不可避免地 太偏重俄国人的成就了
3、这本书对世界各地的初次发现讲得很详细,内容很全,足足有五六十万字,值得收藏.
4、[PKU/E2-1]K90-09/5.1出版质量真糟糕。
5、毛子各种自吹，又没有图。看着奇累。。。就是内容还算全
6、内容上有点追求全，所以每一个事件本身分析比较少。看看还不错。

Page 5



《世界探险史》

精彩书评

1、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有一些人会被史学家们摆在特殊的位置上，比如说军事家、科学家、探险家
等等。对于历史的记录者与书写者而言，无论他们对历史进行了怎样毫无虚张的假设抑或情感支配下
的偏倚，在他们的笔下诸如此类的人物总是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并且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辩地情况下给
予相当高的评价与详细的记录。对于这些“历史关键人物”的记录无疑会增加历史的可信度与曲折性
，从而使现实与历史的对比显得更富有沧桑感与使命感。在这些“历史关键人物”当中，探险家是最
富有传奇色彩与迷人魅力的一个。“人类的历史首先是探险史”，这从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活动中即可
得出，在农业生产没有出现之前，不停地迁徙成了人类赖在生存下去的基本方式，这多是出于获取食
物的需要，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充满危险与新奇的，对新的地域与环境的认识直接激发了人们对生存条
件的改善欲望。正是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人类的脚步开始慢慢地迈向文明，而在这一过程当中，探
险家的出现成为了一种必然，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探险不仅是对自然的认识
和探索，也是对人类自身心灵秘密的探索。从这个角度来讲，探险家的魅力可以得到更好的诠释，探
险家是“一些举世无双的人物，在以不落窠臼的思想和行动与命运进行抗争”，他们的探险之路，也
是自我认识之旅，这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也是认识自己的一种原始回归。同样，对于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来讲，失去探险精神就会失去希望，失去自我拯救的勇气，并可能由此而衰落直至灭亡
。当人类在用一种探险的方式认识世界、寻找历史的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文明的脚
步始终是向前的。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哪一种探险对人类的影响更大，无论是地理大发现，还是对人
类精神世界的探索，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那些对探险执著甚至近乎偏执的探险家们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思考与行动。他们在自己所处的
时代可能永远都被争议、讽刺、嘲笑包围着，他们的生命也面临着随时可能停止的危险。但对于整个
人类，他们却是文明的最大贡献者。这样例子比比皆是：发现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库克船长在一次
毫无防备的交战中被澳洲土著乱剑刺死，但他却在英国权威的旅游杂志评选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十位探
险家中名列榜首；英国探险家斯科特在抵达南极后因为准备不足在回来的路上被冻死，但南极“极点
”上唯一的考察站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忽视了探险家，
如果没有他们，历史将永远是一个慢吞吞浑身充满政治与战争味的老人。当然，我们不应该跳出历史
本身去评价那些探险家们，更不可能从现实的角度对他们的行为做过多的假设与猜想。毕竟，在人类
探险的征途中，不可避免有一些细节、一些人会被我们忽略。在对人类探险历史的解读中，大时代的
痕迹是无法抹去的，美国探险家享利克劳曾经说过：在人们对探险家的发现惊奇不已时，人们真正关
心的并不是发现本身，而是时代究竟可以向着哪个方面发展。这其实也是我们在阅读任何一种历史时
，应该思考的问题。
2、初中的时候看过这本书的50年代版本。翻译的不好，内容很无聊，将近1/3的篇章是在吹嘘俄国人
的探险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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