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欧洲雁有营养 极简欧洲史读后
感(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欧洲雁有营养篇一

《极简欧洲史》将欧洲定义为一个“怪物”，一个包含并且
能坚持强多元的文化混合体，全文反复阐释、证明着这一点。
而这个多元的混合体，大致发轫于爱琴海沿岸的希腊雅典，
文中第一章就如此说到。欧洲拥有10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而该书却仅以爱琴海沿岸地图为封面，这也能从侧面说明
作者认为希腊思想指引了欧洲千年历史的奔流。

通览该书之后，我的心中也久久萦绕着这样一个想法，欧洲
为何无可争议地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为何弥漫上下5000年
历史智慧光辉，经济文化发展同样繁茂的泱泱中华一直只得
望其项背。其原因或许并不在教徒的控制蔓延，并不在无休
止的战争及其带来的文化冲击，甚至也不在思想多元化。而
在千百年来欧洲人民脑中无法磨灭的古希腊思想印记。 我认
为，古希腊思想大概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古希腊思想是对民主的.不屈坚守。这体现在很多方面，
无论对于国王，还是教皇；无论面对暴君还是“第一公民”，
王权始终受到较大的限制。无论是雅典民主，还是罗马共和，
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权利法案”也都体现出人民对民主
的忠诚。“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国王的”成为一种永恒的主流
思想，相对应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也是一种连统治阶
级都认可或者必须认可的概念。



这种对封建体系的限制应该说对经济文化发展是非常非常重
要的：物权私有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而民主带来的民智则
为文化的进步输送活跃的思想火花。

反观中国，自嬴政扫六合，称皇帝起，尽管此后天下分分合
合，在或大或小或统一或分裂的国家领域内，王权始终是至
高无上的。《诗经》中普遍流传的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说明这一点。共产主义革命之
前的所有革命，仅仅是革除某人的天命，鼓吹缔造另一个人
的天命而已，农民起义之后后继的是则是另一个拥有绝对统
治力的君主，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明代的中国，出现了纸
币，出现了银行的雏形“钱庄”，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
芽，但是也止于此，究其原因，就是无法确切保障物权私有。
并且，这样过度集权的封建体系下，民智确实很难有所发展
有所作为。譬如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十分接地气的俚语，“当
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甚至到现在还偶尔在官
民出现分歧时被引用。然而这却实实在在是非常十分可悲的，
因为不应当是“当官为民做主”而应当是“当官为民办事”，
为民做主，做主人的，只能是人民自己。华夏子孙已经习惯
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而不是自己手中。在
这样的情况下，中华不可能出现民主，“民智未开”也是必
然的，进一步说，文化发展的脚步也必将受到桎梏。

观来说也成为了局限人民思想爆发力的枷锁，遮蔽了无数先
贤探索的眼睛。明代“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则加剧了浮云
遮望眼的病症，直到战争的硝烟刺痛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
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思想究竟落后了西方人几百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人民当家作主，让思想兼容并包，
只有做到这两件事，才能真正让中华民族由“后进生”成
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欧洲雁有营养篇二

这本书的是讲述从希腊文明到罗马文明再到蛮族入侵，进入
中世纪，再开始新教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工业革命
的一段发展史。整个文明的进程层层递进，希腊文明奠基了
哲学、科学，罗马文明保存了希腊文明并举国支持教成为国
教，而北方蛮族与东方伊斯兰的入侵让罗马帝国名存实亡，
罗马帝国从此以宗教权威延续，进入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

中世纪主要分为农民、贵族、国王、教皇，国王与教皇不断
争夺权力，如果国王胆敢公开反对教皇，教皇开除国王的宗
教籍，国王的统治合法性降低，贵族就有不听命国王的可能，
教皇本身没有真正的统治权，所以最终教皇与国王没有哪一
家可以独大。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新教开始独立，新教主张上帝在自己
的心中，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解读圣经，虽然同样信奉上帝，
但是教皇、主教的地位高速降低，以英国为主开始真正宗教
独立，此时浪漫主义开始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雏形。

不知道是宗教改革的原因，还是日心说的普世，宗教开始逐
渐不再成为人们的核心，像希腊科学，以及很多古典的东西
变成主流，文艺复兴兴起。

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牛顿的万有引力，直接打开了科学革
命的魔盒，从此主流观开始从，古典是最好的到未来是最好
的。

间接推动了人权主义，从而有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法
国大革命（我的理解是，由于宗教的削弱，导致了王权的不
稳定，所以推翻王权成为了合理的借口）

而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过程，英国率先工业革命，带领欧洲成
为世界的先驱。



我在阅读全书读到的主流内容如上，在此还是需要写一写自
己的理解，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农民，我除了信仰
上帝，每天种田缴税，几乎无事可做。而其实大部分人现在
的生活与中世纪的农民并无区别，我们在一个黄金的时代，
万类霜天竞自由，有很多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想法抱负，有
很多的爱好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明朝那些事》在结尾的
时候说：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
人生，希望大家能真正去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式，在目标与体
验的人生中快乐的生活下去。

欧洲雁有营养篇三

作为一名理科生，一直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但通过读《极
简欧洲史》这本书，让我感觉历史还是蛮有意思。记得18年
前第一次出国，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当时深受
震撼，气势宏伟的教堂、成就非凡的大学、美轮美奂的艺术
品、如诗如画的乡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处处体现出
欧洲厚重的历史和文明积淀。后来看《都铎王朝》《风中的
女王》《权力的游戏》等电视剧，发现自己对于欧洲的历史
知识储备太少了，欧洲为什么那么强大？欧洲为什么对世界
的影响那么深远？通过读《极简欧洲史》这本书，你可以得
到一些答案。

全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一是代表着科技和文化的古希腊罗马学术；

二是代表着政治和宗教的基督教；

三是代表着军事武力和战士文化的日耳曼蛮族。

这三个元素相互影响，相互对立和强化，首先是公元313年，
君士坦丁大帝公开表态支持基督教会，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
的天下；其次是基督教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教义，将古希



腊和罗马的智力成果保存下来；再次是日耳曼蛮族入侵后，
发现自己在科技、政治等方面落后太多，逐渐接受了基督教
文明，最终这三大元素形成了欧洲文明的内核。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自公元1400年开始的近代欧洲史。

通过古典时期三大要素的融合，掌握着先进文明的基督教成
为真正的统领者，拥有了无比的权力和财富，但宗教的腐败
也从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黑暗的中世纪。进入近代欧洲，以文
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为
代表，以各种方式消减了教会的权威，极大促进了科学的进
步和发展，人们的思想和自由更加解放，也造就了更加灿烂
的欧洲文明。

第二部分由六个章节组成，均是一些细节性的描述，从战争、
民主、宗教和政治、语言、平民生活等角度对欧洲历史和文
明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从单位管理的角度，内部控制主要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相
互监督和制约，二是具备完善的规章制度。从国家治理的角
度看，结合本书的内容，以及我国历史的兴衰来看，也要讲
求内部控制，一是要加强民主监督，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
约束。“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是欧洲政府思维的
基石，也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

历史上欧洲的国王比较悲催，既受教皇的控制，又受贵族的
制约，一不小心还容易被送上断头台，所以欧洲的君王大都
谨慎低调。反观我国甚至整个亚洲的历史上，因权力缺乏约
束而实施暴政、纵情声色的君主屡见不鲜，造成国力衰落的
同时，也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二是要依法治国。建立起完
善的法律制度，并有效实施。从书中看，从《摩西十诫》、
《查士丁尼法典》到《拿破仑法典》，欧洲的法治思想贯穿
始终，现代社会的许多法律，几乎均根源于欧洲。



第三次工业革命之所以源自欧洲，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欧洲对
科技文明的重视一直没有间断，从古典时期希腊人的科学精
神开始，到基督教保存古希腊和罗马的'智力成果，再到科学
革命对传统的挑战和颠覆，欧洲的科技文化一直没有间断过。
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也再度证明，科技和创新的极端重要性。

欧洲雁有营养篇四

《极简欧洲史》将欧洲定义为一个"怪物"，一个包含并且能
坚持强多元的文化混合体，全文反复阐释、证明着这一点。
而这个多元的混合体，大致发轫于爱琴海沿岸的希腊雅典，
文中第一章就如此说到。欧洲拥有10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然而该书却仅以爱琴海沿岸地图为封面，这也能从侧面说明
作者认为希腊思想指引了欧洲千年历史的奔流。

今天的欧洲是许多个国家组成的，但在很久很久以前，大部
分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帝国——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的版图
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自非洲北部，
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辽阔无边。

古罗马人虽然打仗一流，但哲学、数学、艺术、文化等还是
要向古希腊学习，这是第一个元素的形成。另一个元素紧接
着也奇妙的开出了花，本来基督是犹太民族中的一支，是个
小众宗教，罗马人不信的，但是君士坦丁大帝公开表态支持
基督会，于是乎罗马人携着古希腊的文化和基督结合了，这
是第一个。

然后，更好战的日耳曼人从北方打来了，当时罗马已经分为
东罗马和西罗马，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这一年，作为分
界线，前面是古典时期，后面就跟着中世纪了。中世纪漫漫
一千年，东罗马帝国苟延残喘，欧洲真正的主人成了无知好
战的日耳曼人。无知要学，好战要改，国家要建，但是他们
毕竟是新手，手腕不强，各据一方，没有一个统一的帝国出
现，格局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里出现了第二个，这些国王为了维护统治，首领把占领的
土地分封给他的战士们。这些战士成为贵族，条件是一旦国
王需要军队这些贵族就得供应。但逐渐的这些贵族开始视土
地为己有，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正因为如此，国王
的权力一贯薄弱，而"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正是现代
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所以欧洲搞出了民主，而中国一向专
制。

到这里，还剩最后一个，日耳曼蛮族竟然也支持基督。结果
是罗马帝国虽然覆灭了，但教会幸存了，带着它那套统治天
下的规则，与国王们形成了联盟，当然同时也产生纠葛。直
到1400年，这个怪异的联盟才告终结，近代上场了。

首先是15世纪的文艺复兴，"随着文艺复兴来到，欧洲社会开
启了它漫长的世俗化过程。"

接着是16世界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还只是回望古希腊，宗
教改革却是要革现有教会系统的命。宗教改革其实很简单，
就是以马丁路德为首的信徒，开始从教廷手中抢夺《圣经》
的解释权，加上印刷术的发明，教廷的权威一落千丈。

在这之后，17世纪，科学革命，18世纪，启蒙运动，人们开
始将理性"运用在政府、道德观念、神学和社会的改造上"。
随着思想启蒙，著名的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接踵而至。

同样比照旧时代的中国。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就此成为中华唯一的正统，人民的
思想创造都不能跳出儒家思想的范畴，否则就不可能得到统
治阶级上层社会的认可，不可能实现彼时时代所定义的人生
价值。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智慧结晶，它对中国
乃至亚洲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甚至到如今一些诸如管
理学、经济学等新兴学科都能从中汲取到不一样的养分。然
而，统治阶级手中的儒家思想客观来说也成为了局限人民思
想爆发力的枷锁，遮蔽了无数先贤探索的眼睛。明代"片板不



得下海"的海禁则加剧了浮云遮望眼的病症，直到鸦片战争的
硝烟刺痛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思想究竟
落后了西方人几百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人民当家作主，让思想兼容并包，
只有做到这两件事，才能真正让中华民族由"后进生"成为"一
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欧洲雁有营养篇五

这本书的是讲述从希腊文明到罗马文明再到蛮族入侵，进入
中世纪，再开始新教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工业革命
的一段发展史。 整个文明的进程层层递进， 希腊文明奠基
了哲学、科学，罗马文明保存了希腊文明并举国支持基督教
成为国教，而北方蛮族与东方伊斯兰的入侵让罗马帝国名存
实亡，罗马帝国从此以宗教权威延续，进入长达一千年的中
世纪。

中世纪主要分为农民、贵族、国王、教皇，国王与教皇不断
争夺权力，如果国王胆敢公开反对教皇，教皇开除国王的宗
教籍，国王的统治合法性降低，贵族就有不听命国王的可能，
教皇本身没有真正的统治权，所以最终教皇与国王没有哪一
家可以独大。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新教开始独立，新教主张上帝在自己
的心中，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解读圣经，虽然同样信奉上帝，
但是教皇、主教的地位高速降低，以英国为主开始真正宗教
独立，此时浪漫主义开始开始拥有了自己的雏形。

不知道是宗教改革的原因，还是日心说的普世，宗教开始逐
渐不再成为人们的核心，像希腊科学，以及很多古典的东西
变成主流，文艺复兴兴起。

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牛顿的万有引力，直接打开了科学革



命的魔盒，从此主流观开始从，古典是最好的到未来是最好
的。

间接推动了人权主义，从而有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法
国大革命（我的理解是，由于宗教的削弱，导致了王权的不
稳定，所以推翻王权成为了合理的借口）

而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过程，英国率先工业革命，带领欧洲成
为世界的先驱。

我在阅读全书读到的主流内容如上，在此还是需要写一写自
己的理解，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农民，我除了信仰
上帝，每天种田缴税，几乎无事可做。 而其实大部分人现在
的生活与中世纪的农民并无区别， 我们在一个黄金的时代，
万类霜天竞自由，有很多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想法抱负，有
很多的爱好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明朝那些事》在结尾的
时候说：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
人生， 希望大家能真正去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式，在目标与体
验的人生中快乐的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