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模
板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一

人类还是不懂人类？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
疑惑。人类作为地球上的智慧生物，有着几千年的文明。自
古以来，人类从未停止对宇宙万物的探索和研究。今天，人
类已经能够在太空中遨游，潜入海底深处，科技水平相当发
达。连人类都不了解自己吗？带着疑问，我好奇地打开了深
蓝色的封面。

不知道看不看，吓一跳。《人类还了解的人类》揭开了人类
起源的古老话题，解释了许多困扰人类的谜团。作者用包罗
万象的笔和心灵探索真理，吸引我如饥似渴地阅读。

奇怪的故事展开，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格列佛游记》。
在这陌生的旅途中，我的思绪起伏不定，时而城市海边，时
而豁然开朗，又突然陷入更深的迷茫。几乎每一章都让我深
思：人类从何而来？是猿进化了，还是海猿，还是它们结合
了？美人鱼真的是海底的亚特兰蒂斯人吗？深海真的有比陆
地更高级的`文明吗？蓝皮、绿皮、怪眼、腹语是什么样的部
落？有梦游，超能力，灵魂，ufo.这在书中有所解释，或尽可
能真实地记录下来。但是科学界没有共识，所以很多问题还
是个谜。但我相信，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会揭开这些
神秘面纱，找到正确答案。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二

写文字我还是偏爱在电脑上打字，喜欢键盘发出的“滴滴嗒
嗒”的声音，喜欢打开word新建文档时候页面简洁清爽，喜
欢加快打字速度然后心里默默骄傲“我打字真快”。更重要
的是，端端正正坐在电脑前，泡上一杯浓郁的咖啡，器械的
敲打键盘。才是想象中该有的写作的样子。

每年大大小小的节日一堆，特别是情人节。要真的讲究起来
每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而情人节的“套路”也大致相同：
提前几周就会有营销号开始发一些“情人节给女朋友送礼”、
“七夕给喜欢的男孩子送什么好？”的内容。也会有小情侣
开始询问“200元以下情人节送什么礼物好？”到了情人节前，
单身狗开始哭泣“坐等情人节吃狗粮”、“谁的男朋友更有
钱大赛开始”。异地恋情侣甜蜜地抱怨不能相聚。而早有打
算的小情侣在偷笑；到了情人节，秀礼物的秀礼物，没礼物
的秀聊天记录…情人节过后又该干嘛的干嘛了。

千篇一律。不过是满足大家对情人节的想象罢了。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不都是单纯为了满足一种想象吗？自己
的想象，父母的想象，社会的想象。

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养儿防老……

为了满足自己的想象，我们做了很多多余的事情，却不自知。

为了满足父母的想象，我们有苦难言，一举一动得听父母指
挥，我们违背了自己的感觉。

为了满足社会的想象，我们审视自己的言行，承担着社会压
力，怕被人议论。我们活在体制下，努力在个性化和体系化
中找平衡。



诚然，想象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可也正是想象，成了我们彼
此之间的枢纽。以色列的一位历史学家在《人类简史》这本
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正是我们智人独有的共同想象，才使我们种群脱颖而出。若
非是我们的这种共同想象，智人就不会因为相信某个故事，
想象某个主观意识上的存在而凝聚在一起。

最大“自然”团体是150人，超过这个数字，就不能靠着彼此
认识，互相了解而运转这个团体。而我们靠着共同想象，突
破了这个限制，只要我们都相信一个共同的故事，即使我们
之间根本不认识，我们也能共同合作。

十字军东征便是一群陌生人相信凡是参加远征的人都可以赦
免罪过，死后直升天堂。而使西欧许多阶级的人投身于这场
征服战争中。

国家也是一种想象，只要我们都相信这个国家主体，国土确
实存在，我们就会为了国家而付出。公司也是一种想象，公
司不是由它的员工，它的大楼，它的资金而构成的，就算这
些都不存在，公司也还是在那里的。公司并不是一个实体对
象，而是我们的一种共同想象。

民族是国家的想象社群，“消费大众”是市场的想象社群。
其中的成员不可能像过去村落一样彼此熟识。它们努力说服
我们是一伙的，有着共同的过去，共同的利益和未来。而这
些都只是一种想象。民族和消费者都只是一种主体间的现实，
只存在于我们的集体想象中，却有着强大的力量。只要13亿
的中国人相信有中华民族存在，同样认同国徽，同样相信中
华民族的故事，就能凝聚在一起。而消费者彼此都是陌生人，
因为有着相同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就能相信大家都是一
伙的。

我们被自己的想象绑定着，由共同的想象而连系着。你要怎



么理解想象？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三

人类还不了解人类？我看到这本书时，心中充满了疑问。作
为地球的智慧生物，人类有着几千年的文明。从古到今，人
类一直没有停止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探索研究，积累到今天，
人类已经能遨游太空、深潜海底了，科技水平相当发达了，
难道连人类对自身还不了解吗？我带着疑问，好奇地掀开那
张深蓝色的封面。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人类还了解的人类》从人类起
源这个古老话题拉开序幕，娓娓解释了许多困扰人类的谜团。
作者用包罗万象的笔和探究真相的心，吸引我如饥似渴地读
下去。

一则则匪夷所思的故事展开，我仿佛经历着一次真实的“格
列佛游记”。在这奇异的旅途中，我的思绪起伏不定，时而
疑云重重，时而豁然开朗，转瞬又跌入更深层次的困惑。几
乎每一个章节都引发我深深地思索：人类从哪里来？是古猿
进化的吗，还是海猿，或者是他们的结合体？美人鱼真的是
海底的'亚特兰蒂斯人吗？深海里真的存在比陆地上更先进的
文明吗？蓝肤人、绿肤人、怪眼人、腹语人又是怎样的部族
呢？还有梦游、超能力、灵魂、ufo......书中作出了解释，或者
说是尽量真实的记录。但是，众说纷纭的科学界并没有一致
认可的答案，因此，许多问题还是个谜。不过，我相信，随
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一定会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找到
正确的答案。

《人类还不了解的人类》这本书里讲述了很多超乎寻常的事
情，虽然它们的真实性有待人类去考证，但我宁愿相信是真
的，因为通过这本书，我感受到科学的神奇，对科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我将努力为科学的发展贡献微薄的力量。不过，
有一件事我希望它只是个传说，就是玛雅人关于地球毁灭的



预言。毕竟20xx年已经来临，如果人类还来不及真正了解人
类就要归于轮回，岂不是深深的遗憾啊!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四

成吉思汗说过一句很威武雄壮的话：“雄鹰飞过的地方,都要
变成蒙古人的牧场！”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统统都是
我大汗养牛养羊的'地方。如此看来，这些被蒙古人打败欧洲
骑士，汉人南人们，可以说是间接地被牛羊给控制了。

大国之争，本就是不见血光的暗战。去年先是中兴被卡了脖
子，接着华为又被抓了cfo。这说明啥？说明这个世界的控制
权还是在以川总为核心的老美手里嘛。

去年初，一堆人咋咋呼呼厉害了我的国，到年底却哀叹股市
药丸楼市药丸全部药丸。今年一开始，我的国就连发几个大
招，一边放水一边减税，群众们就又激动起来了。

不怪他们，吃瓜群众本来就不需要有什么明辨是非的能力，
更不要去思考了。

就算思考也没什么用。

毕竟，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五

《人类简史》由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著，是一部讲
述人类历史的推进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社会学著作。“从动
物到上帝”也是此书的副标题，作者跳出人类中心论的思维
束缚，用通俗有趣的语言和客观的视角讲述了人类如何从非
洲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动物族群发展成为地球的主宰，站上
生物链的顶端，并汲汲追求成为拥有永恒青春和毁灭一切力
量的神。



《人类简史》这本书讲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因此向前一直
延伸到数百万年前，然后一直讲到现代，并在结尾迎来的全
书的高潮，那就是人类的可能的未来，最后的部分给人的感
觉才是最震撼的。作者从远古生物进化，讲到农业革命，从
帝国主义讲到资本主义，一段段历史娓娓道来，并在不同的
人类发展阶段加入了作者自己视角，剖析分解，在很多方面
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我们读历史，最重要的不
是弄清楚那些历史事件，看历史的热闹，而是要看历史究竟
给予了我们哪些启发和思考，历史无法改变，但是历史给予
我们的思考价值却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并让我们有机会创造
更好的世界。

250万年前人类还是一群在东非草原上与动物无异的古猿。一
直到200万年前，人类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迁徙之旅，从东非出
发，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每一寸土地。在欧洲和西亚形成了
称为“尼安德特人”的种群，在东亚则称直立人。在印尼则
住着梭罗人，在另一个不远的弗洛里斯岛上，人类则经历了
一场侏儒化的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人种——弗洛里斯人，身
高不足一米，体重不超过25公斤，完美的适应了在在岛上食
物匮乏的生活。这一过程持续了约200万年。这些人类共同生
活在欧亚大陆上，直到智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大
约15万年前，长得与我们现代人无异的人出现在了东非高原
上，之后开始了他们征服世界的里程。到大约1.2万年前，全
世界仅剩智人这一种人类了。

近代科技发展异常的迅速，出门打车用手机，叫外卖用手机，
手机本来是我们打电话的工具，随着手机智能化，网速的升
级，现在我们已经离不开手机了，不管是地铁，餐厅还是洗
手间，甚至开车的时候都有人在看手机，已经对社会产生了
危害。有专家预测了几百年后的人类由于手机的存在发生驼
背了。多少年前就有人担心，机器人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真
的控制人类，当他们真正学会人类的思考，还真是一个未知
数。享受科技革命红利的同时，我们也渐渐被它们奴役了。



当我们以“智人”的身份存活于世时，我们应以感恩与卑微
的心情再次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奥秘才会像一朵美丽
的花，静静绽放于希望的阳光之下。阅读历史在于让我们牢
记过往，牢记那些经历的挫折，利用积累的宝贵经验去发展，
但是我们也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六

前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起因是某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爱情这个东西是如
此的虚幻，以至于我开始怀疑其是否是真实存在的。于是我
开始四处搜索关于爱情的资料，看了许多关于爱情的书籍、
电影，还去问了很多人，可依旧没有找到我想找到的答案，
甚至到了最后，我越发地相信，爱情这个东西，其实根本就
不存在。所谓爱情，只是由于人类多巴胺分泌所激发的一种
原始的生殖冲动，只不过，被人类文化所粉饰成为一种区别
于其他生物的行为而已。

接着，我又开始怀疑，既然爱情这种东西都不存在，那么我
们周围的其他事物就一定是存在的吗?经过一番思考与求证，
我惊骇地发现，原来我们周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人类文
明的一切都是构建在一种想象的基础之上的，什么金钱，荣
耀，道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便于管理人民而捏造出
来的谎言而已。

我就这么，深深陷入了怀疑论的漩涡之中。

也许真的有命运这种东西，就在这个时候，骆大的五月读书
活动选择推荐了《人类简史》这本书。

其实《人类简史》这本书我很久之前就买了，但由于各种原
因，我当时只是草草翻了一两页便一直放在书架上积灰。处
于对知识的渴求(好吧其实是为了找骆大报销书费)，我又重



新拿起了这本书。

一个星期之后，当我翻过本书的最后一页的时候，一种从未
有过的通透感在我的体内流淌。

严格来见，我觉得这本书说是历史书更像是一本哲学书。

但从史实的角度讲，本书并不算十分优秀，我也读过比它更
加具体详实的书，但此书与其他书都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
高度，它将人类作为一种普通的动物进行剖析，从宏观上分
析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并预言了人类的未来。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是站在一种旁观的上帝视
角观察历史的发展，如果这本书不是当代学者所写，我甚至
可能会认为它是由外星文明所写(手动滑稽)。

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读到农
业革命之前，我心中的想法愈发地坚定。没错啊，我们周遭
的一切就是被虚构出来的啊，我们一直就生活在谎言之中啊。

这一切都是因为：想象力。

人类与其他物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会讲故事。

人类通过制造并相信一个又一个的虚幻而又神秘的故事，构
建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相信同一个故事的人们即使相
互不认识也可以相互合作，遇到困难时互帮互助，遇到猎物
时一起捕杀，遇到危险时也不会一哄而散。每一个人类社会
的规模也从十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个人上千人，现在天朝的人
口甚至达到了14亿。

同样，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壮大，人类的的故事也不断地变
得丰富而复杂，金钱，道德，宗教等等应运而生。这些故事
保障这人类社会这一庞大机器的有序运转，人类社会也在发



展之中不断产生新的观念，新的故事。他们相辅相成，使得
人类这一物种能不断地向前运动。

然而，归根结底，这些毕竟是只是人类自己编出来的，既然
是编的，那就几乎一定会有漏洞，也一定会有人不相信这些
故事，于是才有了犯罪，才有了金融危机，才有了诈骗等等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但就因为它们是虚构的我们就要否定它吗?以前的我认为，是
的，正因为它们是虚假的，我们就应该否定它们，拒绝接受
它们。可现在我觉得，这种想法有些天真了。

纠结于事物的真假与否，只是单纯的思维游戏而已，我们关
注的焦点，应该是这些事物对我们，对他人，对整个人类有
没有益处。有些东西虽然是虚构的，可是正因为有了它们我
们才会有现在这种生活：有了金钱，我们才能如此方便地买
卖东西;有了法律，我们才不会担心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有了道德，我们才能在自己想要做恶的时候及时收手。

当然，真理重要吗?真理当然重要，人类社会就是在追求真理
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成长的，可当真理与发展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选择真理呢还是选择为了发展稍微放弃一下真理
呢。

我想，历史早就给出了它自己的答案。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七

其实很早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听很多人推荐它，说很值得
一读，一直想读，直到现在才真正读完，感受还是很多的，
所以想记录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时也推荐大家也去读
一读，真的不错！

拿到这本书的第一感觉是，哇，好厚（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



一样，不喜欢度很厚很厚的那种书），内心发怵，觉得可能
读不完，于是没有马上开始读，就安静的放在那儿，每天下
班，会看一眼，但是没有去读......直到后来有机会去无锡
图书馆，才能好好静下心来读这本书，一读就欲罢不能了，
一直看了一个下午，后来就一直断断续的读，直到昨天才读
完。

这本书有点颠覆我的有些观念，可能是我才疏博浅吧，有些
观点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比如里面说，进入农业社会其实
是一种退步，因为在采集社会，大家四处迁徙，不用担心吃
住，过得也开心，疾病也少些，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是也
不能说就是一种退步哈，可能要辩证地去看。

这本书讲的是人类的发展史，其实更多的讲到了社会历史的
发展，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科技革命，一步一步
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产生的一些问题，还讲了社会的历
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了解了这些之后，你会发现，
世界原来那么大，那么丰富多彩，而自己却局限在自己的角
落里，自怨自艾，实在狭隘。

书中有一观点让我又开拓了视野，那就是，人类社会的简历，
就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比如古代的神话，西方
的宗教等等，都是讲一个故事，然后大家都相信这个故事，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制度约束着大家，这个观点很神奇，想想
也确实如此，很多东西只有你相信了，你才会去听，会去做，
会去遵守。所以你的思想是自由的，你需要选择你觉得正确
的去相信，不必要被一些所谓对的观点束缚，让自己的思想
和灵魂变得迷茫。

读了这本书后，我了解到，原来人类能够从那么多生物中脱
颖而出，成为地球的霸主，代价也很惨痛，多少珍稀的物种
遭到了灭绝，包括我们的同类，比如尼安德特人，人类在征
服地球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当时24种体重在50公斤以上的动
物中，有23种都惨遭灭绝，18许多比较小的物种也从此消失。



类似澳大利亚这种生物大灭绝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不
断上演，成千上万的珍稀生物种永远的消失在地球上，实在
令人痛心，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就是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史
上第一波和第二波物种灭绝浪潮，知道智人已经害死了多少
物种，才会更积极保护那些现在还幸存的物种，否则最后，
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
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看着这些可爱的动物，是不是由衷的想要去保护他们，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有一颗想要保护他们的心，并且将这
种观点传达出去。

这本书还写到了我们平时食用的家禽家畜，其实一开始他们
是自由自在的，只有物竞天择，不会像现在这般被圈在一个
比自己身体还小的笼子里任人宰割，自从人类开始圈养牛羊
鸡这些动物后，如今通过先进的技术，这些动物被拼命的复
制，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这些动物确实是成功的，但是
从他们的生存环境来看，恐怕他们宁愿种族惨淡，我这么说，
看得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只是大致的观点，书中描
写的很详尽很生动，让人看后，都想做素食主义者了。

总之书中还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不论对错，总归能
带给人思考和启发，需要辩证的去看待。

太久没有写东西，现在再来写写东西着实有点费劲，但是后
续慢慢会多起来的，也期待你来和我一起交流讨论。

最近还慢慢爱上了翻译，哈哈哈，所以把人类简史的简介翻
译了一下，留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八

本书主线是“三大革命”，即“认知革命”、“农业革命”、
“科学革命”。《人类简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反思人类



的存在和发展历程。通过结合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心
理学、宗教学等领域的知识告诉我们，那些历史事实为什么
会发生。

《人类简史》这本书讲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全书不仅是站
在某个民族、国家或者人类的角度，而且也站在动物植物、
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发展历史。从数百万年前讲起，
一直讲到现代，并在结尾迎来了全书的高潮，那就是人类的
可能的未来，最后的部分给人的感觉才是最震撼的。作者从
远古生物进化，讲到农业革命，从帝国主义讲到资本主义，
一段段历史娓娓道来，并在不同的人类发展阶段加入了作者
自己视角，剖析分解，在很多方面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
觉。

认知革命是指距今7万到3万年，人类出现新的思维和沟通方
式，能够通过语言传递事实和信息。认知革命以前，人类是
灵长类动物的一种，认知革命以后，传说、神话、神及宗教
出现，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虚拟的想象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纽
带，协作和活动范围大幅扩张。认知革命以前，人类只有生
物学上的特征，认知革命后，便产生了历史学，有了文化意
义上人类历史。

农业革命指大约1万年前，人类通过种植、驯养等方式，由狩
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通过发展农业，人类获取食物来源更
有保障，为养活更多的人创造条件。人口大量增加，人类开
始定居，农业社会形成，出现了商品交换，出现了统治阶层，
进而出现了村镇、城市、王国。关于农业社会有两个值得思
考和讨论的问题。第一，到底是小麦利用了人类还是人类利
用了小麦?从生物角度看，一个物种繁衍的速度加快，规模扩
大，则意味着这种物种在物竞天择中取得了成功;反之，濒临
灭绝的物种则意味着物种失败。因此，人类大规模的小麦种
植活动对人类繁衍和发展的确有很大作用，但同时，小麦自
身也因此获得物种的大发展。这样看来，人类利用小麦加快
繁衍生息，但从小麦角度来看，却是小麦利用人类扩张到全



球，是共生的结果。第二，人类大规模耕种到底是增加了幸
福还是减少了幸福?一方面，大规模农业耕种使得人类拥有更
多粮食免于饥饿和痛苦，也使人类得以定居并发展出商业和
文化，无疑是好事。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农业耕种使得人类
牢牢地被土地和作物束缚，不得不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
天”进行农业生产，比游牧采集为生的辛劳程度有过之无不
及。这样，原本为了增加幸福而进行的农业活动，反而使得
农民劳累不堪，难言幸福。

科技革命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7、18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
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引擎，科技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使
得人类逐渐发现世界、认识世界并征服世界。如今，科技不
仅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极大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

《人类简史》不是简单地把人类历史此般概述一遍。书中阐述
“想象的世界”这一独特视角，是构成本书独特魅力的绝妙
之处。《人类简史》阐述了人类文化、方方面面都是想象的
产物。想象构建民族、社会和国家;想象构建了社会秩序、政
治秩序、经济规则;想象构建了公司、货币和金融;想象构建
了政治、经济、文化;想象构建了昨天、今天和明天，想象让
人类从动物变成了主宰世界的上帝。

当今社会仍处于科技革命的大浪潮之中，网络化、信息化、
智能化的脚步日益加快。科技的进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在人们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时候，我们也
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要一味的追求科技
带来的“财富”，我们的科技应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造福
于人类，而不是牟取私利的工具。历史从来都是由无数的偶
然造就的，正如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真正的指向是何方。只
有现在，且行且珍惜。

希腊神话故事史前的人类读后感篇九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是由尤瓦尔·赫拉利所著，他



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是目前全球瞩目的新
锐历史学家。他主要通过以人类历史上的三次重大革命使人
类逐渐走向地球生物食物链顶点的时间主顺序进行介绍，并
且写出了自己对历史的一些看法与分析，并辅以目前人们对
历史史实的一系列观点，使读者能够全面的了解历史的发展
历程。

首先，人类只是地球上一种极为普通的生物，处于食物链的
中层，并没有多么突出。但在大约七万年前，智人的出现使
得人类逐渐走上食物链的顶层，并且还将更加强壮、脑部更
发达的尼安德特人踢出了历史舞台，具体是如何做到的，无
从考证。但作者通过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因为
智人拥有独特的语言，可以通过这种语言虚构出许多事物，
使智人能够以一种极为庞大的组织出现，然后表现出一种极
为强大的力量，使智人逐渐走上食物链的顶层。具体表现是
当智人从非洲大陆逐渐迁移到其他大陆时，这个大陆的大型
肉食动物以及一些其他类型的人类都会逐渐走向灭亡。智人
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食物链中层到食物链顶层的巨大跳跃，
这也对后面的众多灾难埋下了伏笔。

而后，人类学会了种植，结束了狩猎采集的生活，生活更加
稳定。作者认为农业革命其实是植物驯服了人类，使得农民
一代又一代的进行着同样的生活，使人类逐渐戴上了一道道
枷锁。但在我看来，农业革命使人类摆脱了四处流离的生活，
有了固定的居所和活动区域，生活更加稳定，进而使得文明
得以发展，是历史之必然。

阅读这本书解决了我内心许许多多的疑问，了解了人类从哪
里来，如何发展，也让我从历史的角度明白了印度种姓以及
美国的种族歧视的复杂性，中东局势的复杂性等一些问题。

在这次的读书过程中，我认识到了自己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不可把书当做圣经，不加思索的将作者的想法移植进自己的
脑中，读书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自己的思想，不断建立自己的



价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