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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演变》

内容概要

作为当代人，该如何理解诸如民众加入纳粹组织、白人贩卖黑奴、原始社会的暴力残杀，亦或是其他
现在看来不合理，但在当时确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历史事件？伊恩·莫里斯在他的新作《人类的演变》
中，从宏观视角，选取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重要阶段：以狩猎觅食为生的采集者社会、以农耕为生的
农业社会，以及使用化石燃料的工业社会。通过分析这三种社会形态，以及分别带来的人的生存状况
与价值观念，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从数万年历史中提炼出了一幅人类演变的大图
景，并告诉我们为什么过去与现在的想法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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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2014年度中信致敬作者。已出版《西方将主
宰多久》《文明的度量》等多部著作，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其中《西方将主宰多久》，荣
获《纽约时报》年度杰出图书、《经济学人》年度图书、美国笔会/福克纳奖图书、“益得书摘”国际
图书奖、英国奥威尔图书奖（入围）、FT中文网年度荐书等，入选首期“解放书单”；《文明的度量
》入选“中国大众好书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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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 价值观缘何而来？
导 论
第一章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
第二章 采集者时代
第三章 农耕者时代
第四章 大工业时代
第五章 人类的演变与未来
第六章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演变
第七章 人类究竟走向何处
第八章 永恒的价值观，不断发展的价值观，以及自我的价值观
第九章 灯火阑珊处：文明崩溃之后
第十章 我对一切事物的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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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可以 稍微废话多了些
2、为解读不符合当下普世价值观的事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譬如绿教极端主义，远洋渔船上的
蝇王事件等等等等。不论作者观点正确与否，很有趣。
3、这书就是莫里斯被吐槽与反吐槽的过程，哈哈哈。上半部分是莫里斯的理论，然后出来的“对手
”都很厉害啊：西福德、科尔斯戈德、史景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后莫里斯又对四位作了回应
。另外，这书部分观点来自于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作者）。有点意思。
4、讲真，中信出版社总是很有魄力。
5、内容上是《枪炮病菌钢铁》的重复，写法上比较枯燥无味。论据和论点说服力很弱。
6、老外写书有的时候真是...好的方面一本书就说一个道理，看完就明白记住；坏的方面就是说那么多
废话来铺垫一个观点。莫里斯这本书就一个观点就是人类获取能量的方式决定了社会组织形式，而特
定的组织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价值观。然后莫里斯将人类社会区分为觅食者、农民和化石燃料使用者三
个阶段，于是相应的三个阶段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如对于平等和暴力的看法不同。然后书后面附了小
半本争议，主要也就两个争议，一个是道德形成的原因和道德是否有持久性；第二个是纷繁复杂的历
史现象能否简化成三段论。对于莫里斯的能量决定理论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是这种观点将
历史放进了太大的周期，动辄几千上万年，这种区分方式其实对于理解现实太过于宏大了，而且不能
深究细节。
7、很热闹，很有趣，很取巧的一本书。
8、价值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契约。人类作为生物种类的一种，或是说高级物种，
其本质上是脱离不开弱肉强食的，甚至可以伪装成种种进行弱肉强食，亦可美其名曰种族进化，为了
避免弱者的集体反抗，就自发形成了教育，在农夫时代的农业社会，教育大部分是属于精英的，基层
生存下去的人是靠着家族教育，口传心授罢了，可以感觉孔子是多么伟大啊，洪荒的儒学所形成的仁
和礼，深入到每个角落人的骨子里，避免了接受不了系统的精英教育，但是也以普世的正向价值观去
传递正能量，当然各朝代也裂变出孝、忠等。然而作为工业社会的现在，理论上讲价值观应发生变化
，现实中也确实发生的改变，然而农夫时代以儒为核心的价值观却没能很好的传承下来，这样一下子
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的淋漓尽至。
9、人类如何演变，有多少流派就有多少种言论。
10、凌晨四点医院门口读完的书 人类如何演变 都难逃生老病死
11、将人类变化多端的价值观归因到三种社会形态很牵强，作者没能解释清楚这之间存在什么因果关
系。我支持第二位批判者。不过作者对社会科学进行定量分析的努力值得肯定。里面提到的书大都看
过，越来越觉得这种研究没什么意义，史前社会和未来社会都只是推测，无法证伪。
12、融合了很多人的观点，但还是觉得不完善，如果没有后面四篇评论及反驳，会觉得不新颖不耐读
。最大收获是长草一堆提到的书，有机会都补补
13、大概了解，古人是如此贫穷，竟然吃不饱肚子
14、时间的纬度够长，变量又设置的挺有意思，结论虽然有点仓促，大体上能自圆其说，挺好的书
15、主动接受
16、李老师推荐的
17、2016年4月2印本
18、获取能源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价值观的不同...反驳的文也在里面，大体上还是同意作者的看法。好
奇试图脑补星际旅行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哪天核聚变成为第一能源的话...现在纠结的一些事在以后的
人看来就不是个事了吧...
19、总体来说就是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过程
20、观点非常牵强附会。。。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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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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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31页

         两万年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觅食者。到500年前，践行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只剩下不到1/10，
他们被迫退守在仅占地球1/3的区域。而如今，觅食者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1％。这少数遗
族大多被禁锢在农耕者们不待见的蛮荒之地，如卡拉哈里沙漠和北极圈，或是人类仍未征服的神秘疆
土，如亚马孙和刚果的雨林。然而，就算是这些偏远的领地也会引发化石燃料使用者的经济或政治野
心，也就是说现代政府、市场和品位的影响力已近乎无处不在，除当代最孤立的觅食者之外无幸免。
（1986年在坦桑尼亚，令我最惊奇的一幅景象是一个手持长矛的马赛人猎手喝着可口可乐等待返回营
地的公交车，肩上还扛着他的猎获。实际上这绝非罕见；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狩猎—采集者都过
着借助于化石燃料的觅食生活。）

2、《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152页

        
在第三章提到的阿格拉里亚世界中，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塔利班和博科圣地很极端，乃至误入了歧途，
却并非邪恶组织。一万年来，农业社会经常使用暴力来制止或惩罚对神圣秩序的公然对抗，其中很多
可要比尤萨夫扎伊的行为轻得多。就连开明的雅典人也在公元前399年处死了苏格拉底，罪行是腐蚀年
轻人和信仰本城不信仰的神灵。博科圣地和塔利班依照阿格拉里亚的规则行事，并依照相应的规则来
解释公正、尊重和正派等经过生物演化的人类价值观。关于应该暴力惩罚想上学的女孩这一点，他们
丝毫没有道德败坏的心虚，但他们的确落后于时代了—就像乔治先生一样，只不过乔治先生要温和得
多。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需要塔利班式价值观的时代如今早已逝去。近两百年来，坚持阿格拉
里亚价值观的社会几近灭绝，随着工业化的无情扩张，最后的抵抗者也会消亡。WERD将继承这个世
界。绿教也适用。

3、《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73页

        基本问题在于，近代农场工人的低产出意味着劳动的边际产量，即雇主聘用一个额外的工人所获
得的收益，往往过低，无法支付有吸引力的工资，只要还有其他的谋生之路，人们就不会选择受雇。
这促使人们转而选择亲属关系之外的第二个方案，即强迫劳动，来调动家庭所无法提供的更多劳动力
。使用暴力压低劳动成本，直到雇主获得的边际产量大于零，奴隶制和农奴制遂成为解决劳动力市场
失效问题的显而易见的答案。

在觅食社会，强迫劳动几乎闻所未闻。园耕者常常会在袭击和战争中劫掠奴隶，但这些俘虏（特别是
女人）一般很快就会被并入掳掠者的亲属结构，而在很多更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奴隶是终身制的，永
远是征服者世界的局外人。农业社会之所以转向强迫劳动力，似乎纯属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亲属关
系和市场均无法产生足够的劳动力来建造船只港口、道路、神殿和石碑，没有这些设施，他们（相对
）庞大的人口就无法养活自己或维持社维持社会的运营。

4、《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95页

        然而，这场关于麻木的辩论，其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前文图33所示的情形。觅食者中很少有人能
获取超过5000千卡／人／天的能量，自冰河期最后阶段在公元前9600年结束，其后数千年中，没有一
个园耕者的日均能量获取超过10000千卡。说起来这些觅食者和农耕者一定比任何18世纪的丹麦人或摩
尔多瓦人都穷，但他们一般都会拒绝不平等和奴役。另一方面，在公元前4000～前1年，能量获取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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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番，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却日益根深蒂固。

究其原因，仍然是每一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在没有化石燃料的情况下，要想让能量获取远
超10000千卡／人／天，唯一的方式便是发展到阿格拉里亚阶段，其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是结构上所所必
需的，而在必要性面前，人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观。道德体系要满足能量获取的要求而对于能量获取
要的要求之一便是接受政治介于10000～30000千卡／人／天之间的社会，最重和经济的不平等。

5、《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75页

        基本定式是，这一新精英阶层的某一位成成员自封为王，但为了保住王座他一定会组织更广泛的
联盟，把潜在的对手变变成支持者为罗致势均力敌的同侪，统治者一般会任命后者为贵族，使其可可
以合法拥有巨额财产，而为了让统治者离不开他们，这些贵族一般会将自己重新新包装为有用的专业
人士，精通宗教、法律、文化或战争等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精英彼此协作，通通过提高税赋、执行
法律、举行祭祀、征战邻国、镇压起义等政府活动来协调大型社会的种种活动，这些也是古代和中世
纪编年史的全部内容。

6、《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149页

         心理学术语WEIRD是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 ( Educated ) . 工业化( industrialized ) , 富有 ( rich ) 民
主派( Democratic )的首字母缩写；一言以蔽之，它是指完全准备好适应因达斯特里亚的那些入（讽世
者甚至会说，大学的全部意义就是确保学生在毕业时体面地归属于WEIRD群体)。

7、《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99页

        尽管平权的呼声似乎越来越大，但当时思维方式的明显局限性是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性别平权
的可能性。女性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并且人们认为妻子不应该和丈夫一样拥有相同的自由。

8、《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34页

        采集者的生存受到所需能量的限制，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人只需要4000 千卡就能满足每日所需热量
，只需要很少的衣物就足以生存。而两极附近则需要数倍于4000千卡的热量

9、《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95页

        然而关于这场麻木的辩论其问题在于他并不符合前文图3.3所示的情形。觅食者中很少有人能获得
超过5000千卡每人每天的能量。从冰河时期开始到公元前9600年，没有一个园耕者的日均能量获取超
过1万千卡。而在公元前4000到公元前一年，能量获取翻了两番，但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却日益根深
蒂固。

 这是由于当时的观念所致，没有，化石燃料的情况下，想要让能量获取职员超1万千卡每人每天，唯
一的方法便是发展到阿格拉里亚阶段，其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是结构上必须的，而在必要性面前，人
会调整自己的价值观。

这一段文字明确的表明，在生产力不能解放人类的时候，人的价值观也是要适应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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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47页

        性别等级的浅表和婚姻纽带的脆弱就像是经济和政治等级的浅表和脆弱一样，似乎是觅食作为一
种能量提取方式的天然性质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女人采集的食物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赤道附近，那里
的植物在多数觅食者的饮食中占很大比例，但分享的风气通常意味着一个群体内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获
得这些食物。比起男性农耕者，男性觅食者一般对控制女人—特别是控制女人的繁殖—不那么在乎，
主要原因是与农耕者相比，觅食者能继承的东西要少得多。对大多数觅食社会而言，每个人获得野生
食物的机会是均等的，无论他们的父母是谁。因此，实质性的成功大大取决于狩猎采集和建立联盟的
技巧，而非实物资产的代际传承，这反过来意味着孩童的合法性问题远没有那么重要，毕竟不是只有
合法后裔才能继承土地和资产的社会。

11、《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79页

        到了农耕时期，个体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提供的物品和热量有富余之后，涉及到财产继承，于
是人们对滥交的容忍度变低，开始重视女子的贞洁，于是欧洲常常是女孩子15岁左右就和30左右积累
了一定财富的男性结婚——这样女性也没有多少机会滥交。

同时也出现了等级制度，而很多时候上层的舒适生活也来源于下层人民的付出，比如奴隶制，这在觅
食者社会中是难以容忍的。

12、《人类的演变》的笔记-第127页

         化石燃料国家内部收入不均的加剧刺激了针对收入最高的％人士的大规模抗议，经济学家托马斯
皮凯蒂预测了可怕的后果：“当资本收益率超过了生产和收入的成长率这种现象在19世纪发生过，看
来很有可能会在21世纪再次发生，资本主义会自动产生专制而不可持续的不均，这将彻底破坏民主社
社会赖以存在的知识精英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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