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大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篇一

一本1996年写的书，备受瞩目，受到比尔盖兹等诸位商界大
佬推崇。经过20多年的时间洗礼，现在看起来也是拍案称绝。
书中关于为何人类发展历史是由欧洲人殖民统治全球而不是
其他地区的人们给出了是由地理环境而非人种决定的理由。

对于具体地理环境的决定程度有多大我还是有所怀疑的，但
对于作者的研究思路，即通过因果链一层层回溯的方法还是
深感认同。作者同时对于为何是欧洲而非中国发展既而统治
全球有着简单的解释，虽有失偏颇但是也发人深省。其中地
理环境的因素和历史发展的积淀或许也是中国近几十年的发
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理论研究解释。

对未来中美竞争的发展趋势的展望，在地理环境相差不大的
情况下，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或许是最终能够有机会
胜出的终极原因之一。同时作者对于区域一统和分裂孰优及
对于技术发展创新的影响的解释也是值得警醒的。其中有利
有弊，放在更大的一个周期看，哪种组织方式更佳仍还不能
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上海译文出版社版本的翻译实在太差，让人几乎读不下去。
但是书中尾声和后记中关于作者的研究方法的解析和对商业
领域的启示却又让人觉得值回书价。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篇二

优秀作文推荐：为什么是欧洲大陆征服了美洲和非洲，为什
么不是印第安人等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作者认为决定各地
区的发展的因素与人种无关，而是与生存的环境有关。

不同的气候决定了可以驯化的植物种类和数目的多少，从而
又决定了可驯化的动物种类的多。足够多的驯化植物和动物
提供足够多的卡路里，使得粮食有大量的剩余，促进人口的
大量增长。圈养的粮食与动物又决定了人类从狩猎游牧的方
式逐渐成为定居聚集的生活方式。人口大量增长，粮食有剩
余使得供应专职人员成为可能，于是，技术发明、中央集权
的政治组织，文字得以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人口的增加。
文明由于环境的南北轴线或者东西轴线不同，使得传播的难
易程度有所区别。

由于人口稠密且聚集的生活方式，加上人与动物亲密接触，
这为致命病菌在人群中流行提供基础。欧亚大陆人口的基数
大，一次次致命病菌的接触产生的免疫力，这成为了以后摧
毁屠杀各种土著人的重要原因。

当欧亚大陆的文字、战马、枪炮、病菌全都准备好的时候，
印第安人等存在的新大陆就这样被占据，土著人被无情宰割。

本书通过大量的论据论证作者的观点，可读性强。作者提出
一个问题之后，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事例与对问
题的深度剖析，引导读者跟着作者思考，最后再得出结论。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篇三

一句话总结本书：作者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的不平衡发展有
主导作用。（不是决定性作用，书中也提到了一点不同民族
自身努力的影响。）换句话说：“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
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



物差异。”

“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
公元前8500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
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
会特征。

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
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
中在全球9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
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
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
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过去10000年间的主要历史进程：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
或是拥有较早的技术和军事优势的人类群体，以牺牲其他群
体为代价进行扩张，直到后者被取代或者大家都开始分享这
些新优势。”

作者用了四大部分共十九章论证这个观点。例证很多，数据
丰富，交叉引用了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一系
列学科的研究成果。

个人认为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重复的内容太多。当然这是
来源于很多西方学者层层递进的严谨论证习惯。但是从对一
本书的内容呈现来说，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每提出一个新
论点，就要把前面所有的观点都重复一遍。这样一层层推进
到最后，对读者来说是一遍遍的重复。二是读外文书籍要撞
运气的翻译问题。这本书的翻译很不利索，各种莫名其妙的、
没有锤炼过的、不通的长句子。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篇四

毫无疑问，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是研究人类史的书籍



中非常值得阅读的一本，我甚至想推荐给所有人阅读此书。

总的来说，本书就论证了一个主题：为什么欧洲孕育出了辉
煌的工业文明，而不是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在反对了一
些错误的理论之后，本书抛出了自己的结论，而几乎所有的
章节，都是围绕着这一点逻辑展开：

地理条件决定了文明的发展，决定了能更快地驯化动植物，
继而让古文明摆脱刀耕火种、狩猎采集的生活。

什么样的地理条件堪称优越？本书的回答似乎并不仅仅只有
一条河流而已。可以培育出更多种类动植物的地形的多样性，
才是本书推崇的孕育文明摇篮的主因。发展文明的土地不能
太肥沃，也不能太贫瘠。太肥沃的土地不至于让人类放弃狩
猎采集的生活，也由于动植物种类太过丰富而不利于古人类
的生存；而太贫瘠的土地让动植物本身的发展都受到限制，
就更别提人类的繁衍了。

至于动植物的驯化，则是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螺旋上升的——
有可供人类大量食用的植物，以及提供额外蛋白质、以及额
外劳力的牲畜，则是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两环。有了这两点，
才有农业的发展，才让人类定居、发展出城市和更密集、复
杂政治实体的大前提。

另外，本书还点出了为什么同样的条件下，有些国家或者民
族更能成功的秘诀——更能接受创新的社会，和更加包容和
鼓励发展的制度。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何中国在科技上能够
领先历史上大部分时光，却在最近五百年停滞不前、逐渐落
后的主要原因。

总体来说，本书为人类历史上所有事物的发展、文明的衰弱
变迁、国家兴盛与灭亡提供了合理的、经得起推敲的解释。
当然，本书的所有论据都是以举例为主，未免有些说服力不
足。作者丰富的知识令人惊叹，但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显然不



够深入——作者自己也承认中国是人类文明史当中极为特殊
的意外。不过，瑕不掩瑜，本书的论点仍然引人思考，发人
深省。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篇五

2、欧洲的某些种族主义者喜欢从生物学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
题，从而得出一些种族主义的结论，作者通过这本书反击了
种族主义的思维：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
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3、这本书算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呢？我感觉这本书的综合性
很强，有历史学的一些东西，也有人类学、社会学的东西，
还有着地理与生物的演进的内容；我突然想到一本或许还有
点类似的书，即《人类简史》，但是我还没有看过这本书，
但是从很多地方也听说到一些书中的内容，其中的一点就
是“农业革命”，而本书中也谈到了人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
阶段经历了从“采集、狩猎”过渡到“种植、养殖”的阶段，
这就是农业的出现，或许两本书在有些问题上是有着共同点
的，或许更进一步地想一想，或许后来者即《人类简史》的
作者或许是参考了本书的一些东西也说不定呢，毕竟这本经
典书籍出现时间更早，而其影响力也大得多。

4、耶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也想弄清楚，为什么这个世
界上的不同种族、民族或者其他的共同体，他们的实力会分
布得如此的不一致，从维度上来看，这个维度差大得惊人，
这种维度差就类似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看到我们的文
明并且产生的感觉是类似的，就在一个地球上，一些区域已
经到了探索外太空的文明阶段，而一些区域还处在原始部落
的阶段，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是何种原因导致？我
想通过这本书或许会找到一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