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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内容概要

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了不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特定地区，而不
是出现在其他地区？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至今仍停留在依稀隐约之间。诚然，农业与放牧出现在局
部地区，只是对不同族群的不同命运的部分解释，但发展水平超过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就有可能发
展出文字、技术、政府、有组织的宗教，同时也更有可能发展出凶恶的病菌和战争中的强大武器。
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为何越过大洋进行
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各族群间的生活差异为何如此
之大？对于现代人类、国家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史学家往往存而不论，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为许
多大家熟悉以及想当然的答案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精）》中，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
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
基础的人类史理论。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
叙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本书在2005年国外原版的基础上修订出版，新增“日本人乃何许人也”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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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作者简介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年9月10日－），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地理学
家以及非小说类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发表于1997年，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
和英国科普图书奖。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
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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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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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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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上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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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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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历史上的穷与富
粮食生产开始时的地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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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地区的族群未能驯化植物
第九章 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为什么大多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没有得到驯化
第十章 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粮食生产传播的速度不同
第三部分 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病菌的演化
第十二章 蓝图和借用字母
文字的演变
第十三章 需要之母
技术的演进
第十四章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政府和宗教的演变
第四部分 在五章 中环游世界
第十五章 耶利的族人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历史
第十六章 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东亚的历史
第十七章 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南岛人扩张的历史
第十八章 两个半球的碰撞
欧亚大陆与美洲历史的比较
第十九章 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
非洲的历史
尾声 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日本人乃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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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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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精彩短评

1、其实不必这么拖沓的
2、人类社会的命运被一种可以归纳总结规律的力量左右着。地理环境和天赋资源决定了哪个社会优
先发展出发达的农业，而后进化出先进的政治文化经济力量，借以枪炮病菌钢铁进行人类社会的更替
兴亡。再看一眼跟前柴米油盐的生活，只不过是历史浪潮里的点点水沫。
3、新增一章，论述了日本人来自朝鲜，欧耶
4、虽然挺枯燥的⋯⋯但是读下来感觉还是很让人满足
5、核心问题：现代世界的巨大的差异（财富、权力、文化、政治）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为什
么不是别的存在方式？例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或非洲人征服欧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6、理解我们栖居的世界的第一本教材
7、赞
8、读后发现初、高中的历史地理学了还是有用的
9、实在是读不下去了，专门研究人文的可以看看。文章太拖，或者说写的太细，整一篇论文。
10、作为我人类学长期的普及读物，在修订本中将历史指向现代，将地理环境在人类演进中的影响和
大尺度上的决定作用凝结为“最优分裂原则”，据此给出了中国近代落后一个不落俗套的解释，并迁
移到工商管理，了得。跨领域会跨上瘾那，只是步子不宜过大⋯⋯
11、从地理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发展。上帝的这盘棋永远不由人类而定。我们猜对了开始，最终的结果
却全因他的初始设定。
12、人类史就是一部地理史。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命运。这本书告诉我们，运气很重要
。
13、地理最重要，能有的吃，养的起足够多的人，当然了还要最优分裂。文化不好说，个人先忽略。
14、原来文明系列的游戏都以它为蓝本
15、翻译不知所云
16、这是一部让种族主义者闭嘴的书。其最后的现实意义能归纳到竞争还是协作 效率高的问题上我还
是十分佩服的！
17、今天的世界格局原来只是个偶然。
18、本书视野宏阔但是总结起来:不同社会和文明在不同的大陆有着不一样的发展，原因是地理环境的
差别，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那么问题来了，人类的生物差异会不会和文明的发展相互影响呢？
19、《第三种黑猩猩》第四部的扩展和具化，增添了大量证据和讨论，以环境决定论重述人类史，精
彩绝伦。
20、读了一半，作者的思路很清晰，每章节开头都会抛出一个很诱人的问题，接下来娓娓道来，给出
自己的答案。这本书的格局很大，非一般人能写出来，读第一边有点懵，重读是必须的。给四分是因
为还没读完，先持谨慎态度。
21、太多笔墨浪费在驯化动植物的细节上
22、贯穿始终的理论基础，就是有些啰嗦。结尾几章比较有启发性
23、从地理的角度看问题（。
24、细致的解释。
25、年纪大了会对社会的形成以及很多现象的出现产生兴趣，这本书对一些人类，种族发展的探讨还
是不错的，但是这种类型的书注定读起来趣味性相对低，需要坚持
26、换个角度来看世界的历史，可以发现，很多我们认为想当然的事都是错误的。
27、开卷即有益。比较美国看电视长大的孩子，与新几内亚野地里长大的孩子，结论有趣
28、从根本上分析了人类为何发展成现在的政治经济格局，简明扼要又通俗易懂，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29、1.环境因素决定了是否能进行（大规模）粮食生产和驯化哺乳动物（家畜）；再决定人口多寡和
是否能把部分人从生产活动中分离从而成为政治家、艺术家等等；再决定政治集中化（或多个核心区
），经济生产专业化；再决定枪炮病菌钢铁的优先权。       2.文化和技术是否能传播至落后区决定于地
理因素（东西轴线还是南北轴线，地形，气候）           3.把生物学、地理学、语言学当作研究历史学的
硬技术支撑。      4.总结：地理环境决定论。
30、地理决定经济与文化与人种无关。看书的名字以为很无聊，读了才发现还是比较引人入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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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31、打开有两年了吧，最近终于看完了，还是拜iOS的阅读屏幕功能。整本书让我对人类文明的演化进
程有了基本的认识，中东和非洲对我来说不再是漆黑一片，虽然对于小亚细亚在哪里还是不太清楚。
32、因为渣翻译扣两颗星，找本原版的再看看。
33、“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字、技术和中央集权
的政治组织。”读完更觉得人类个体太微不足道了，历史的一切进程归根结底都是由环境差异推动的
。
34、从世俗的观点来看，阿塔瓦尔帕、查尔库奇马、蒙特朱马以及其他无数的被欧洲人欺骗的美洲土
著领袖之所以判断错误，是由于当时新大陆没有任何居民去过旧大陆，因此他们当然不可能对西班牙
人有任何具体的认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觉得难以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阿塔瓦尔帕的社会对
人类的行为有更多的经验，他本来是会产生更大的怀疑的。
总之，文化修养使西班牙人继承了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大量知识。相形之下，阿塔瓦尔帕不但对西
班牙人本身毫不了解，对来自海外的其他任何入侵者毫无个人经验，而且他甚至也没有听人说过或在
书本上读到过之前在何时、何地、何人也曾遭受过类似威胁。这种在经验方面的巨大差距，促使皮萨
罗去设下圈套而阿塔瓦尔帕走进了圈套。
35、姑且称之为“地理决定论”（不准确）的文明发展模型一直是我非常认同的理论，更不用说书中
令人叹为观止的旁征博引为这一理论站台了。最后关于日本人起源的新章节也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观
点：所以说现代日语=高句丽语+南岛语+汉字书写系统？？其实这样看来日韩之间仍然不能说谁属于
谁，毕竟可溯源到高句丽vs新罗啊⋯⋯
36、感觉粮食决定一切
37、感觉。。看了探索与发现一样。地理决定论贯穿了全文，看的我一会赞同一会反对的。其实说实
在。。我对这个问题，根本不care阿。。。好尴尬
38、历史的非单一、单向性，偶然性
历史地理学、环境因素论
时空跨度很大
还有一股浓浓的马克思主义气息扑面而来
39、优势与劣势，迁徙与安居，统一和分裂
40、历史地理学
41、与《人类简史》会成为将来我孩子的启蒙读物，里面对中国人的中国一章，启发比较深。可能是
我们大一统的时期太早，北方统一对南方多样性的破坏，塑就了鲁迅所言的劣根性，直至今日依然如
此。
42、很喜欢从这种角度展开的解读，一切都是环环相扣不会独立存在的
43、可以再读的书
44、《文明6》延伸读物。读完后，就会明白为什么你被甩在一个没有马、钢铁、煤和石油的地方就会
分分钟被秒。本书最终结论是地理决定一切，随后有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翻译是渣渣！
45、这个书，好费脑细胞..
46、好书，但有些过誉了。核心观点只一个，不必挥洒出这么多篇章。作者显然对自己熟悉的部分反
复描述，另外有为论点找论据之嫌。不过其宏大的结构和丰富的细节值得称道，值得一看。
47、很有趣
48、公知们几乎都会推荐的十佳之一，再版了。
49、环境不仅会影响一个人，还会影响一群人，甚至影响一个种族的人。
50、这是一本会让你在现代国家贫富原因乃至人类学发展历史茅塞顿开的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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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

精彩书评

1、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的技术分化与演变是由地理决定的。当然，也存在一些偶发因素。但总
体的分化，已经演变规律是由于地理决定的，我也很同意这个观点。我一直是一个地理决定论的支持
者。当然，一些偶法因素包括，一些伟人，一些文化传统等等。本书，也不单单是一个枯燥的学术文
章，文中摒弃了学术文章使用的引用某某作者的研究结果的陋习。使得可读性提高了很多。也不会进
行阐述的如何考究和大量引用各个学派之间不同的比较。属于很好的科普性专业文章。
2、一本多少页的书对你来说算“砖头”？市面上畅销的单册小说一般是200到300，有实力又有勇气
卖500+页数小说的作者属于有读者基础或过硬水准的。假如500页左右的一本书不是小说，是历史类的
呢？看这本书之前，我也略微头疼：副标题为“人类社会的命运”的这样一本书，可能会破坏我秋冬
季节才读大部头的预想，并且直接导致本周最漫长的一次阅读体验⋯⋯“新几内亚的从未驯化过西谷
椰子和山露兜树的土著，却知道怎样来增加这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产量，他们使用的办法是清除掉
与这些植物争夺地盘的树木，使生长西谷椰子的沼泽地里的沟渠中的水保持清澈，以及砍掉成熟的西
谷椰子树以促进新苗的生长。还没有达到种植薯蓣和种子植物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却能预先考虑到
有关耕作的一些原理。他们用畲田的方法来处理地面上的蔓枝杂草，以促进烧荒后长出来的可供食用
的种子植物的生长。在采集野生薯蓣时，他们把可食用块根的大部分切下来，但把茎连同块根的上端
重新埋入土中，这样块根就又可以重新生长了。他们挖掘块根疏松了土壤，并使土壤通气，从而有利
于块根的重新生长。如果他们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他们只需把茎连同剩下的块根一起带回家，
重新栽在自己的营地里就行了。”前几天“不幸”又读到一些充满戾气的文章，不太能理解那种“绞
死异类”的呼号。朋友也说，信息太多，你还没抵抗，就被淹没。于是我进入了这样一本书，在很多
章节里又回到了高中生物与地理课堂，字里行间，蓝色星球的历史变化与运动轨迹徐徐展开，在波澜
壮阔的生物圈风云里，对于人类倾轧的失望感消退下去⋯⋯“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
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如果你认为你以前读到过和这差不多的字句，那你就说对了。只要
稍稍改动一下，那就成了托尔斯泰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
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
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
重大问题。在所以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
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这个原则推而广之，可以用来了解婚姻以外的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对于成
功，我们往往是寻求容易的、单一因素的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重大的事情来说，成功实际上需要
避免许多个别的可能的失败原因。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说明了动物驯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对人类
历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许多看似合适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如斑马和西貒，从来没有被
驯化过，而成功驯化的动物几乎清一色地出产在欧亚大陆。”
3、在室友的推荐下看了这本书，一开始是抱着看故事的心态，但是看完了才发现这是一本有关人类
学和社会学的著作，虽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奇怪的案例，但是作者所阐释的观点的确很有说服力。总
的来说，作者就是认为决定了人类不同民族之间差异的是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有一些地理决定论的
意思，不过在作者的论述中更有说服力。也许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是欧洲大陆征服了美洲非洲等其
他大陆，而不是相反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种族差异，但作者认为这只是民族生存环境带来的差
距。
4、【批评】研究目的是探寻人类社会差序格局的成因，但是推理上偏重自然资源，欠缺对人体生理
自身的剖析，所以严格地说，结论对种族主义的驳斥不严谨，甚至可以说由于存在重大逻辑缺陷，论
证失败。【下面是颂扬】我们自小听闻的马列主义历史观，原始封建资本共产隐含的论题是人类普世
社会的演化过程只有早晚之分，托庇阶级历史观之下，也就怠于思考是不是沿着这个方向就会条条大
路通罗马，是不是不论前后所有人都会在巴黎城外的土耳其浴室会合。这本书可怕的副产品指出，限
于资源，有些人类可能永远停留在较低文明层次，虽然戴蒙德安慰我们如果不是欧洲人入侵他们也会
侍弄农桑打铁放牧贵贱云泥，显然这只是漂亮话，可以茹毛饮血八千年，就可能在下一个千年里继续
或消亡，进化者都是百里挑一的幸运儿，人当畏天变。我们以为自己徜徉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信步踏
上曲径，柳暗花明之间总能到达彼岸，事实上生存本身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成为当前的面
目并非出于无意的选择，而是因为只能如此，歧路之外遍布荆棘，还可能是条不能回头的死胡同。读
到如此残酷的社会达尔文图景不禁悚然而惊，想象史前的战争迷雾中星星点点文明各自明灭，泯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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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无闻，暂存者朝不保夕，就能明白在欧亚大陆上先民部落知晓第一个外人存在时获得的心理激励
，不论敌友，同伴的存在可以证明自身的存在。
5、我们今天所能够使用的一切，都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而取得的。即使不说今天科技日新月异，即
使往前推到工业革命前，很多人感叹的所谓田园诗歌的日子，那时的所谓低科技，也是饱含了无数的
先人的劳动。按照本书的描述，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以上话语，不是平淡的一句话，而是实实在在的
内容在里面。比如在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大举入侵美洲，把印第安人灭的几乎亡国，在历史书里可
能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这一事件，已经需要很多解释了。比如说，当时西班牙人的作战装备是枪
炮、骑兵，而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最致命的还有病毒，西班牙人及其他欧洲人带来的病毒可以让他们
数万人的部落在数周内死亡超过90%。而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最早，人类（主要是新月地带）在
无意识地情况下进行了植物的选种，慢慢改良了麦、稻等植物，并慢慢开始种植，让人们可以产生足
够的粮食，而不需要再整天狩猎。狩猎的最大问题在于食品的不稳定，从而限制了部落的人数。当种
植的粮食有富余，首先开始的是动物驯化，然后开始出现了职业分化，可以产生政体、工匠。动物的
驯化主要是大型哺乳动物，在欧亚大陆出现了牛、马、羊等，提高了种植技术，提供肉食以及毛皮，
进一步拓宽了人的居住地。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动物长期与人类共存，带来了大量的病毒，在经过了
人口密集的地区的被动筛选之后，欧亚人对于大量病毒有了抗体，同时也是病毒的携带者。工匠的出
现，慢慢使得金属能够在生活中使用，最开始是铜，然后是铁。而政体的出现，尤其是欧洲政体的零
散性（基本上没有统一过），对于技术的竞争发展是有利的（相较而言统一帝国不鼓励技术发展）。
而美洲那里，由于缺乏以上的各个条件（美洲唯一的大型哺乳动物是羊驼，已经驯化），所以在1500
年时，还是非常原始，而欧洲人已经带着病毒、枪炮、钢铁和先进的政体打过来了，一边倒的屠杀。
以上，即使我们是1500年的印第安人，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能在那个时候存活，是经过了无数先人的
结果，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那些称赞伟大的大自然，觉得人类的能力局限的说法，我是看不起的
。例如去美术馆看图画不如去看大自然的万千景色的这种说法，我感觉他站在一副画前，只能够觉得
画面带来的内容，比如画的树绿不绿，画的天蓝不蓝，画的人像不像之类，但是如果他站在画（比如
克里希那穆提站在他同时代的画家的作品）前，能够看到这幅画之所以能够画出来，是从石壁上的那
种原始画，经过了数百数千乃至数万的画家不停地创作、改良、反复、批判、传承，才能够画出那个
时代的画，而为了这数百数千数万的画家能够画画，背后还有数万、数十万、数千万的人提供了食品
、建筑、工具，而这些食品、建筑、工具背后的传承早在数十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而那个时候仅仅是
一群走出非洲的猿人，唯一的长处是能够站立走路，他还会这么说吗？
6、光看书名的话大家可能并不清楚这本书是关于什么内容，实际上书名和内容也没有多少关联。很
多人应该会有这样的疑问，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什么从近
代开始被欧洲文明所超越。针对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有给出他自己的一家之言，中国统一的政治制度
或许是一大重要原因，皇帝可以支持郑和七下西洋，也可以一声令下闭关锁国，统一的政治制度有着
许多优点，但不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反观欧洲一直是许多个分裂国家的状态，哥伦布、麦哲伦都是先
被葡萄牙皇室拒绝后，转而投向西班牙皇室从而得到了远洋航行的资助，从而开创了大航海时代，促
进了世界贸易的繁荣，带动了资本主义和技术革命的产生。不过这个占全书很小的一部分内容。全书
从主要更广泛的空间和更久远的时间角度，说明了一个观点：不同社会文明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
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地理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各大陆的地理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文
明的发展轨迹。书中从好几个方面来对这个观点进行详细论证，我只列举两个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
的方面：第一个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欧亚大陆可驯化的物种最为
丰富。可驯化的植物具体指的是粮食作物，粮食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得人类从狩猎社会向农耕
社会转变，可以形成众多的人口，并且能积累剩余粮食用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才，从而进
一步发展出技术和政治上的优势。可驯化的动物具体指的是大型哺乳动物，比如牛、羊、马，从这些
家畜身上发展出许多感染人类的流行病病菌，而这些病菌在欧洲殖民新大陆时发挥了重大影响，绝大
多数的原住民都是死于这些殖民者所带去的流行病。第二个就是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地理因素，不
同大陆的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的形状，导致作物和牲畜在同一纬度
的气候下可以很容易传播，同时欧亚大陆也没有太大的地理障碍，战争、贸易等活动使得各个国家之
间的文化、技术可以迅速交流。而传播的速度在非洲就比较缓慢了，而在美洲就尤其缓慢，这是由于
这两个大陆的南北向的主轴线和地理与生态障碍所造成的。本书的部分章节是作者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的论文，整本书的行文风格感觉比较枯燥，因此推荐给那些十分感兴趣想详细了解的人阅读。

Page 9



《枪炮、病菌与钢铁》

Page 10



《枪炮、病菌与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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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