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类简史读后感(优秀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帮助!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一

《人类简史》，这本书并不简单，在全世界是非常出名的一
本书，被翻译成了很多很多版本，从石器时代讲述智人的演
化到了现在，从全方面分析了人类。我觉得身为人类，我们
都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了解，也
是人类的一个自我反思，推荐大家阅读。

人类，一种没有什么特别的动物。我们演变了那么久，很多
人还认为这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人最为特别，我们是最聪明的，
独一无二的，但从演化学来看，并不是这样的。目前在现代
的世界里我们唯一存活下来的人种是智人，但是除了智人，
之前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种，就像其他的动物一样，比如
猪，猪有美国的猪，有中国的土猪，也有野猪等等。我们人
也是一样的，据统计，在历史上存活的人种数不胜数，我们
人并不是一条直线型的进化，比如先从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
然后再到智人，而是同一时代有很多的人种是同时存在的。

宽容并不是智人的特性，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有同样的自私基
因，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物，所以将其他的人种
赶尽杀绝，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加入了智人的`群体，智人在
过去的三万年里已经太过于适应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
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就是造物主的极致。
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在提出我们智人其实也是另一种动物的
时候，有人会大发雷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有一种人
种。这就是我们自私的基因，我们自恋的原因。



但是成为那么聪明的生物是要付出代价的，人类的脑容量是
全物种最大的，现代智人可以达到1200~1400立方厘米，但消
耗了身体25%的能量，而相对于其他的猿类，只有8%。那就更
不用提其他动物了，更少。如此聪明的大脑和脑容量换到的
只是肌肉的畏缩，和更多的精力消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
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比如说大猩猩，
可能跟你比赛sat它考不过你，但是可以在几秒把你撕成碎片。
那么这样的选择和策略是好是坏呢？没人知道。

举一些例子，澳大利亚，是智人第一个受害者，当时的澳大
利亚有着与其他很多大陆不同的生态链，也有很多不同的巨
型物种，比如双门齿兽、袋狮、巨型蜥蜴等等，都陆陆续续
的灭绝了，而它们灭绝的时间正好是人类登上澳大利亚的时
间。虽然有人会为智人脱罪，说这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但周
围海洋生物的繁衍和恰巧的时间推翻了这个理论和说法，巨
型动物的灭绝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是它们放松了对人类的
警惕，一个小小的猿类无尖齿和利牙，自然不会对他们构成
威胁，还有一个就是智人掌握了火的使用，将灌木和树都烧
了，留下草来吸引这些巨兽，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巨兽的
繁殖速度非常的慢，怀孕时间长，怀胎不多，间隔长，就算
几个月人类就只杀一只双门齿兽，几千年也会慢慢的灭绝。
所以如果智人并没有登上澳洲，那么我们可以确信那里的巨
型生物也不会灭绝。

同样的情况发生于美洲的猛犸象、驯鹿、犀牛、巨型地懒和
剑齿虎，都惨遭毒手，并且灭绝的时间也是人类第一次登上
那些大陆的时间，这些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美洲和澳洲，同样
发生在很多其他的地区，马达加斯加北极都没能幸免。

我们人类现在还在一步步的毁灭地球，如果我们并没有入侵
到其他的大陆，那些巨型生物也不会灭绝。现在的严重工业
化和过度开发都是在一步一步的毁灭地球，很多的物种也在
灭绝的边缘。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本书更像是一本人类的自省，我们因
为自己的自私和生存对整个生态和地球造成了那么大的损伤，
我们应该感到愧疚，也同时感恩这整个地球为我们提供的资
源。读到这一部分，让我收获最大的一点就是大智若愚，人
类过于聪明，导致这个聪明进化成了灾难，反而那些脑容量
并不是很大的动物们，对地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在我们
过度滥用我们的优势时，同时也伤害了很多，夺走了很多。

看完了人类简史，我觉得人类应该更加爱护我们的地球和生
态，请为我们的生态和地球多多考虑，珍惜它爱护它。把自
己自私的想法放下，我们其实和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不同，我
们也是地球的一份子。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二

本书简述了人类从动物通过不断的进化演变，变成至今食物
链最顶端的高级动物（上帝）的过程。通过认知革命、农业
革命到工业革命，演绎出人类一步步的变化。其中，书中有
几个观点，比较触动人的思考：

1、 关于人类体格的进化。作者把采集狩猎阶段人类的体格
与农业社会阶段相比较。由于农业耕作的需要，人类的体型
与采集狩猎时期相比相对没有那么健壮及灵敏。这不禁让人
想起了现代的科幻片中的画面，试想随着计算机等科学技术
的日益发展，体力等粗重活都由机器人所代劳，繁琐的事情
都由计算机来处理。人类只需开发和创造更多的程序及机器
人即可。由此推导，将来人类的大脑将越来越发达，身体四
肢将越来越羸弱。或许到了后期，人类的存在形式只需要有
一个大脑即可了。

2、 关于信仰的力量。人类从单个的个体到群体再到部落到
现在变成了国家、社会。为了维系社会秩序，产生了宗教、
制度、法律等，也形成了道德和文化，当然还有信仰。若信
仰缺失，人们就会失去精神上的约束，失去对事物的敬畏之



心，而如果思想无限膨胀，就会做出许多伤害自然、伤害他
人的事情。如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有酒驾、儿童拐卖以
及当街砍杀等现象。当然，若信仰过分被强调或被利用，也
会出现危机，如早前法国遭受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
等。信仰是一把双刃剑，必须使用得度才能国定家安。

3、 关于虚构与想象。书中有很多的观点都会提到，制度是
人虚构出来的、金钱是人虚构出来的、宗教信仰是人虚构出
来的其实，除了我们的实体以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人虚
构出来的，换句话说人类就是生活自己创造出来的想象之中。
而如果这些“虚构”出来的东西都成为了我们共同认可的东
西，或者说成为一个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那这些虚构
与想象就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巨大的约束和影响。但有时人
类却为了虚无缥缈的名利追逐，去伤害自然、伤害身边的人，
甚至是迷失了自己。

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在在改造客观环境的同时，为世界
带来了人类文明，也成为了全球的霸主。未来人类的脚步将
如何在地球上继续走下去，回头想想，功绩、名利、金钱真
的这么重要吗？这些重要，或者只是我们觉得重要而已。

综上所述，，智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世界，。如今，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是等待自然的筛选而灭亡还是进入一个新
的进化阶段？这都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共同维护这美丽的
地球以及发挥祖先留下来的智慧。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三

思考的代价。题目很有意思，思考事情需要什么代价呢？编者
（夏老师）认为，这是在说在250万年前，人类处于食物链的
中游，获取食物比较困难。那就只有通过减少自身消耗来减
少食物需求。而人的大脑需要大量营养来维持，导致食物需
求上升，而人类相对于猛兽，抵抗能力不足，因此狩猎采集
工作难度加大。这就是思考的代价。



作者举例说明人和其它动物大脑的区别。60公斤重的哺乳动
物大脑的平均容量为200立方厘米。而25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
大脑容量约600立方毫米。而现代人类的脑容量在1，200到1，
400立方毫米。这就是说，人的大脑进化了。但这种进化并非
不费力的（no—brainer）。

作者认为，为了维持大脑能量消耗，人类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找食物，同时肌肉萎缩。

大脑为什么能量消耗大？现代人的大脑只占身体总重量的2%
到3%，但身体在休息的时候却要消耗整个身体所需能量的25%，
而其他类人猿则只需要8%。

那为何肌肉会萎缩？编者认为逻辑是这样的：人类相对于其
它凶猛动物来说是没有战斗能力的，因此人类只有减少活动
才能避免被猛兽袭击，虽然生存了下来，但人类肌肉因此而
退化萎缩。作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无尾猿可以轻松地将
一个人撕成碎片，就如同撕一个布娃娃一样。（编者注：人
类不仅面临猫科大型动物的猎杀，还有同属于人属下的其它
人类！）

作者没有继续讨论一下，而是话锋一转，讨论起人类的另一
个优势，直立行走。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的双手，也让人的双
手得到巨大的发展。最终，人可以用双手完成非常复杂的任
务。比如制造出精密工具等。

但直立行走也有其缺点。人最初是四肢爬行动物，要实现直
立行走，患上了背疼，脖子也变得僵硬。

而女性付出的代价更大。直立行走需要盆骨更窄，因此繁衍
后代受到了影响。死亡率变高。孩子生得越早，由于其头部
比较小和柔软，因此母亲更容易活下来。这就导致孩子早产。
作者说到，人类幼崽需要依靠大人多年的照料，才能独立。
而小马驹刚生下来就能跑能跳，小猫仅仅在生下来几周后就



能离开妈妈觅食。

因此，人类培养出非凡的社交能力，也产生了社会问题。
（编者注：因为人类只有相互合作才能生存下来，所以产生
了部落，也就是社会。）作者强调，人和其它动物不同，人
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作者接着说道，虽然人具有较大的脑容量，会使用工具，高
出其它动物一等的学习能力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但在200万
年中一直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100万年前的人类生活在被肉
食者追杀的恐惧中，也捕捉不到什么大型动物，主要靠种植
植物，采挖昆虫，偷捕小动物，吃腐肉为生。直到40万年前
人类才开始捕猎大型动物，10万年前人类才位于食物链的顶
端。

不过作者指出，人类之前其它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其进
化是漫长的，持续数百万年，而人类进化太快，整个生态系
统无法逐渐调整，人类自身也不能很好地自我调整。人类长
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于保持在食物链顶端的地位充满恐
惧和焦虑，这让人类变得凶残和危险。而人类历史上的许多
灾难，从伤亡惨重的战争（编者注：英法百年战争，一战二
战等）到对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破坏的浩劫（编著注：因气候
变化而导致的海啸，物种灭绝等），都是由此而来。

编者对最后一段的真得觉得很赞，不愧是历史学家，从历史
进化的角度剖析人性，观点独到！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四

春节假期读完这本书，看到作者最后提到人类有了神的能力，
却不负责任，甚至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确实是莫大的危险，
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忍不住重读一遍序，高老师序写的非
常好，基本上写出了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说这本书是历史著作确实算是非主流的奇书，能成为畅销书
无疑是抓住了现代智人心中一直有的困惑，应该说，这样一
个篇幅描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图景，看问题角度，表述
人类社会发展关键要素的深度实在让人佩服，特别关于资本
主义教条，写的`真是精彩，很短的文字让人对金融的本质，
资本的力量有了深刻的认识，虽然按照作者提及的，没有太
大的生物学差异，但是，人和人的差距咋那么大呢！

电视上在播着最近大行其道的美食节目，大约也同样反应出
人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成佛太难，还是顺从自己的内心
比较容易，就像拜年时说的恭喜发财，好运啥的，说白了就
是期待不劳而获，都是顺从自己内心的人，到一起就会有冲
突，所以才需要规则。

基因技术是神一样的技术，外化的人工智能也可能制造一个
神，这种趋势依旧不可逆转，但是这方面的规则远没有技术
发展的快。看起来我们能在人类革自己命之前活着实在是幸
运！起码社会种种不公平还没撕破人人平等的温情面纱，也
还没有像我们看动物一样看人类的超级新物种让我们不知道
明天是否还能看到太阳。

继续努力，也好好享受生活吧！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五

我很努力的记住了作者名字，然后开始认真地读这本书。

智人从亚非大陆到席卷全球，一路上做了很多“伤天害理”
的事情。作者把物种毁灭定罪给智人。

我承认在人类征服各种生物到达食物链顶端的过程中，很多
生物因此灭亡。但是试想一个场景：一群智人迁徙到了美洲
大陆，这里有很多巨型动物，有脖子很长的，有尾巴很大的，
有腿很粗的。智人和这些动物一样还不会创造资源，只能利



用现有资源，资源有限，混吃等死的智人估计都不够这些巨
型动物塞牙缝。动物都有渴望生存的本能，巨型动物有，智
人也有。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环境中智人胜利了。巨型
动物死亡了。然而人类被作者形容为毁天灭地的洪水。我觉
得对人类来说不公平。

有时候，我们为达到我们的'目的，损害了别人的利益，然而
这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认知革命下，智人有了意识，有了
情感，有了生存的能力。智人尝试驯化狗，养鸡，杀大型动
物，让自己的孩子顺利长大，让自己的部落明天依然可以看
到日出日落。随之狗被驯化成宠物，鸡进化的肥肥的，大型
动物灭绝。显然人类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是为了杀戮而杀
戮，而是为了生存而做选择。

后来人类不再需要和其他生物竞争资源了，那就转为内斗了。

首先，人有互信才产生金钱，有了金钱置换资源，人们就开
始追逐财富。

其次，人类通过想象构建出阶级，宗教构建出神，上层阶级
构建出国家，人们就开始追逐权力。

然后男性战胜了女性，白人战胜了黑人，富人战胜了穷人。

人类在追逐财富与权力的过程中，欧洲人通过革新技术创造
武器征服一个又一个新的大陆，并且顺便改变了人类对地球
的认知，还提高了航海技术等等。当然，上层阶级的地位是
不稳固的，被压迫的人们不断反抗，成功的下层阶级会成为
上层阶级，帝国本质未变只是至高权力的椅子上换了一个人
而已。在这样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人类为了巩固和平现状学
会了设计制度、设计规范约束、设计法律。为了达到平衡制
约，人类学会了博弈，让利益双方共同遵守约定。随着技术
的发展，人类发明了可怕的毁灭性武器。随着战争成本提高，
战争利润下降，现在的地球出现了空前的和平状态。



似乎当人类在做恶事的时候，也会伴随着人类的进步，技术
的提高，世界的发展。

作者认为人类的历史从无正义，在这场你死我活的人类演进
过程中，感觉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斗争，然而我认为生命的意
义在于敬畏。

我们敬畏生命的短暂所以珍惜，智人为了子女和自己的生存
敢于对抗强大的对手。

我们敬畏群体的力量所以依附于群体，建立秩序发明规范有
了文明。

我们敬畏自然的神奇所以创新，我们利用资源，我们用热能
转化动能，我们用人工智能替代自己，我们在改造自然。

或许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并不重要，从宇宙大爆炸产生
原子到构成分子再到结合成有机体演化成智人发展成人，我
们经历了太多，无法追溯过去，无法想象未来。站在每一个
岔路口，我们的每一次选择没有神力预测，我们也并不知道
会带来什么，但我们走过，都留下痕迹，又都找不到边际，
但是这都是人类走过的路啊，都有意义。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六

好久没有这样一口气把书看完了。尤瓦尔赫拉利，从上帝的
角度，没有国别民族的区分，没有宗教意识形态的桎梏，从
十万年前谈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地呼应了当下人们的
某些普遍需求和焦虑。向大家推荐!主要有几点感想：

1.人类的存在是无数竞争的结果。十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
智人由东非大裂谷出发，在地球发展数万分之一的时代里，
占领了生命的高峰，同时代的尼安德特人、北京人、蓝田人
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智人消灭。



2.动物行为的'动力都是由其基因驱动，人和生物只要有利于
生存和繁衍的行为，生物的神经系统就会悄悄地用愉悦的感
觉来回应，种族竞争的本质是物种数量的竞争，计划生育不
应该只是减量的计划，也需要增量的计划。

3.三种力量推动全球一体化，金钱、帝国和宗教。而金钱可
能是目前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关系的纽带，市场经济配置
资源追求金钱最大化的方式成为大多数政府的选择。单纯意
识形态的宗教正在最后的挣扎，如伊斯兰的isis们。

4.人类社会关系正在变革，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
和市场替代，我们成了相互疏远的个体，个人的生存不再依
赖家庭，微信、facebook等等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
对公司而言信息革命势不可挡。

5.社会主义在未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科学使人获得了神的
能力，当基因改造使得长生不老、智力增长成为现实时，人
类社会阶层的永久固化将会来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减少这
个差异，保证人类万民生物学特征的永续。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七

《人类简史》前一部分讲述的是，世界上的秩序是依托于想
象所建立的。

农业革命后人类形成了大型的村落，再形成城镇，最后成为
都市。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农业革命之后短短的
几千年便出现了城市，王国，帝国，在时间上不足以让人类
发展出能够大规模合作的本能。所以，如何构建秩序建立大
型群体之间分工与合作就成了首要的课题。

合作网络的建立是建立在虚构的故事和真正的相信者基础之
上。书中讲到，许多我们现在以为合情合理的概念与事物都
是依托想像建构的。



公元前1776年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和公元1776年的
《美国独立宣言》都是虚构的故事，人人生而平等与人权等
概念，也只不过是虚构出来的，这几乎颠覆我以往的认知。
但作者又从生物学和科学角度去论证了这一论点，只不过是
由于多数人都正在相信这些虚构的故事是真实客观合理的存
在，才使得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觉然。

这让我不禁想到我们是先相信才看到，还是看到才相信？

先相信才看到是智者，斗士会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如《汉谟
拉比法典》和《独立宣言》的创立者，看到才相信只能是更
从者，永远瞻仰别人的荣耀。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八

对于快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或许，快乐在于追求幸
福；或许，快乐在于有目标，有理想，并为共奋斗终生……
但在《人类简史》这本书中，我找到了它的真谛！

现在许多人只看了我们表面的发展，却没有深究：我们是否
真的比祖先过得快乐了呢？《人类简史》讲的是智人7万年的
进化史。其实，我们自认知革命以来，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幻
而缥缈的世界中，所谓的金钱、帝国、宗教都是源自人类的
想象。这些想象使我们得到了发展，却也让人类的野心愈发
膨胀，进而跃入欲望的深渊，无法自拔。欲望不仅会给人带
来压力和痛苦，更有可能会使人类因此而灭绝！

子曰：富贵于我如浮云。在我看来，我们何必要因那些功名
利禄而约束自己，迫使我们劳累终生呢？我们缺乏的只不过
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心态罢了。书中写道：“现在埃及人民比
他们的祖先有更完备的医疗系统，更舒适的房屋，但却仍有
许多人在抱怨生活的贫苦，命运的不公”，原因正是在于他
们有一颗永远也无法满足的心，不断给自己施加不必要的压
力。



事实上，我们不仅要学会满足，更要寻求本真，做一个真正
的自己！我们无需因成功而欣喜，更无需因挫折而悲伤，这
样只会耗费心神。我们根本就不必要去追求那些主观上的感
受。长此以往，自己的心灵就会变得澄净明洁，即不受外界
喧嚣的污染，也不受所谓“快感”的影响，自然也不再有什
么痛苦可言。

快乐就是知足常乐；快乐就是静观花开花落，笑看云卷云舒；
快乐就是寻求本真，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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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也站在动物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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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是人类前进的永恒旋律。人类从低级动物经过数百万年
的进化才逐渐成为当今的现代智人，虽然现在人类是整个生
物链条的最高级物种，但并不意味着进化已经结束了，相反，
人类也许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进化。进化真是始于人类在大脑、
身体、以及心理等不同层面的不完善，也恰恰是因为现代人
身上仍然存在这种不完善，认知偏差和谬误导致了很多现代
问题，丹尼尔·卡尼曼的书中对此做了很多很好的描述。未
来人类还将不断进化，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和认知
上的偏差，只有才能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

历史的发展交织着很多偶然性因素。人类和黑猩猩拥有共同
的祖先，而数百万年前基因的偶然突变导致人类这个新物种



的诞生。基督教的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一样有其偶然性，
罗马皇帝偶然发现了这个当时籍籍无名的小教派，并发现通
过宗教能够更好的统治国家，也因此在罗马帝国的强力支持
下，基督教一举成为世界上大教派。而近代科技革命的发展
更是充满了偶然性，很多科技发明都是偶然的因素导致人类
有了新的发现。

时代的进步夹杂着局限与包容。远古时代，由于人类对大自
然的认知有限，人们信仰各种神灵，通过神灵来解释大自然
的种种现象。农业革命之后，由于粮食供给的大大增加，开
始有人可以从事一些更高级的工作，因此在这期间，哲学，
政治，艺术以及其它各种思想文化都大大发展，但是我们可
以看出仍然有其时代局限性，比如儒家强调君权，父权等，
再比如古代一直到中世纪，男女的地位始终是不平等的，直
到近代才有了男女平等，更有女权主义的出现。现代社会对
待同性恋的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人们渐渐认识
到，人类这个物种还有其他生物物种都存在同性恋现象，这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也由此使得人们能够以更加开放和
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同性恋这种现象。未来人们也一样会以更
加开发和包容的态度对待那些我们现在认为不对甚至不合法
的现象，实际上很多所谓不对或者不合法的行为都是受我们
的意识形态所扭曲的价值观导致的。

如果你平时很少读社会发展史类通俗读物，尤瓦尔·赫拉利的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这本书可以说让你脑洞大开，倍
感惊艳。 其中充满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例如公司，国家，
民族 人权等都是想象的现实。

农业革命是历史上的最大骗局。让我们快速看看这本书说了
什么，这本书以三个重要的革命脉络分篇章展开，人类历史
从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正式启动、一万两千年前的农业革命让
历史加速发展。到了大约不过500年前，公元1500年让历史另
起新局。



人从哪儿来，是科学哲学社会学不可避免思考追寻的问
题，(很有可能就是与我们最最相近的亲戚黑猩猩，在600万
年前，有一头母猿产下两个女儿，一头成了所有黑猩猩的祖
先，另一头成了所有人类的祖奶奶。)

目前科学家多半同意，大约15年年前，东非有了跟我们几乎
一模一样的智人。大约7万年前，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
然后6万年前到了亚洲，4.5万年前到了澳大利亚，1.5万年前
左右到了美洲，也许冰河世纪大陆之间有连接， 台湾两三万
年前也有智人同期的化石，智人征服了全球。

人类，这种没有什么特别的动物，从大约200万年前到大约1
万年前，整个世界上存在着至少6种不同的人，200万年前，
不同的物种，魁梧肌肉发达适应欧亚大刘冰河世纪寒冷气候
的尼安德特人，适合热带丛林的梭罗人，为了适应环境侏儒
化弗洛里斯小矮人，东方亚洲直立人，直立人也成北京猿人，
和1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是不同物种，例如马和驴是不同物种，
交配的骡子会不能生育。山顶洞人属于晚期智人种类。

智人迁移有两种不同理论，第一种是混种繁衍理论，第二种
是替代理论，其他物种人类被智人赶尽杀绝，智人怎么将其
他人类物种赶出世界舞台? 这些是未解谜团。

智人10万年前，第一次与中东霸主尼安德特人冲突，赢家是
尼安德特人，大约7万年前到3万年前，智人仿佛脱胎换骨，
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是正是认知革命，发生认知
革命的原因为何? 目前也没有办法知道， 普遍认可的理论是，
某次偶然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链接方式，让他
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

不论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喊出“小心!有狮子”，甚至还
可以说谎，用“小心!有狮子”吓走同类，获取食物。但是认
知革命之后，智人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
讨论虚构的事物是正是智人语言的最独特的功能。



除了这些俯拾皆是的“洞见”之外，整本书也给人很宏大叙
事的感觉。视野固然足够宏观足够全球，视角也足够“俯
视”，几乎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芸芸众生和凡碌尘世的变
迁，也因此一部人类简史并不仅仅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历史，
同时还是一部自然史、生态史和地质史等等。

在经过近三十年在新史学指导下对小人物、边缘人物的日常
命运和局部的、区域的小历史的“关爱”后，人们渐渐对过
多通过森森细细的细节去填补大历史画卷的努力感到不满足，
就像素食主义了大半天突然想吃肉一样，迫切希望再次跳出
来看人类自身的“大历史”，这也是近年来各种全球史、新
全球史、世界史和简史又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根源所在。

当然，“发现”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一回事，找到一个合适的
结构来展现是另一回事。挂一漏万是可以的，但必须让人感到
“框得住”整个大历史。这时你对历史片段的截取和历史机
枢的聚焦，就真正见功力了：哪些时刻和事件是历史的“奇
点”，哪些趋势真正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哪些工具
承载着历史的驱动力等等。

这其中最重要是找到串联历史的“关键词”，比如伊恩·莫
里斯以“战争”枢纽来串起人类历史，道格拉斯·诺斯则
用“暴力”及其控制来展示社会秩序的演化，而德隆·阿西
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两兄弟则以“制度”及其变迁为平
台来展现国家兴衰的悲喜剧。

就《人类简史》而言，历史主线的拿捏并没有太出人意表，
对于熟稔全球化叙事的我们来说，肯定觉得人类历史就是一部
“大合流”的故事的说法，往好了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和“正
确的废话”，往坏了说还有从现状倒推历史之嫌。尤瓦
尔·赫拉利的出彩之处在于用“三次革命”即认知革命、农
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框架来拢住人类发展进程，并用金钱、
宗教和帝国这三个承载驱动力和凝聚力的工具，来阐释四海
为家的人类是如何走到“天下一家”的。



手握这些颇为新颖的组织性符号之后，尤瓦尔·赫拉利就可
以从容不迫地讲述人类的故事了。而给他的故事添彩的是，
他把学术通俗化，也即把《三国志》白话为《三国演义》的
能力。比如讲到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作为入侵者的雅利安人
为“说服”被征服者认命而“发明”出的一种秩序，让人想
到马克斯·韦伯在《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中的相关
论述。再比如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虽然挣的比从前一个
鞋匠多上许多，但从来享受不到从头到尾完成一个产品的快
感，无疑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异化”的通俗版表达。

尽管尤瓦尔·赫拉利对人类大历史的把握给人以得心应手之
感，《人类简史》的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惶惑不安之情：人类
历史并没有所谓的规律，而是充满了随机的选择，人们更多
时候不是在“创造”历史，而是将错就错。人类的来时路固
然崎岖泥泞，充满因恐惧而生的暴力和自以为是的偏见，未
来的发展也并非全局在握，种种快速演进的科技进步或将给
人类带来种种始料未及的风险。

《人类简史》，类似于《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从宏观尺
度描述整个人类的历史与发展。作者把人类的发展分为了三
个阶段：认知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

认知革命描述了智人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占据了统治的地位，
不仅征服了原本居住在生物链顶层的凶猛动物，而且消灭了
其他智慧生物，比如尼安德特人。其他在金字塔顶端的动物
花费了几百万年登顶，而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达到新的平衡。
人类转眼就登上顶端，不仅生态系统猝不及防，就连人类自
己也不知所措。人类历史上众多的灾难，不论是生灵涂炭还
是生态遭逢的浩劫，其实都源自这场过于仓促的地位跳跃。

农业革命，则是“史上最大的骗局”。农民的生活比采集者
更加辛苦而且饮食更差。人类以为驯化了植物，其实是植物
驯化了人类。但也正式农业革命，使得人类有了多余的食粮，
从而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与哲学，为科学革命打下了基



础。

科学革命的不同，在于人类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以观察和
数学为中心、取得新能力。欧洲之所以在科学革命中统治全
球，在于现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建立在钢铁基础上被
商业无尽野心驱动的西方文明压垮了在竹木基础上受限于精
英政治自我封闭的东方文明。

虽然是一本严肃的专著，不过作者在书中的一些小幽默也提
升了本书的可读性。节选一段：“如果大卫王穿越时空来到
今天最正统的犹太教堂，却看到信众穿的是东欧的衣服，讲
的是德国的方言(意第绪语)，不断争论由巴比伦文字写的教条
(犹太法典)，相比也是十分傻眼。”

宏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希望在中学学习历史之前的学
生都先看看《人类简史》与《枪炮、病菌与钢铁》两本书。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十

20xx年冬，我企图啃完一本大部头著作，这本著作的名字叫
《宇宙历史哲学》，很宏大的一个名字，内容也是包罗万象
博大精深。奇怪的是知道这本书的人并不多，而且似乎没什
么人重视这本书。那时候，我很是怀疑作者的观点是不是太
扯淡了。因为如果他说得很有道理，他应该很出名才对。那
时候，我判断一样东西好不好，依然会受到身边的人的影响。
那本书是真的太厚了。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还厚。《存
在与虚无》已经够难啃了，这本书更难啃。读这本书，你得
了解很多科学常识。我最后还是没能把这本书读完。但是通
过这本书，我建立了自己的上帝观。我说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并不是因为我读了《圣经》，而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这本书
用推理的方法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但这种方法不像《百年孤
独》里的用照相机照出上帝的验证方法，这种方法非常理性，
而且是毫不含糊的。



我在那一年冬天写了一篇散文，名字我记不清了。中心思想
就是人类属于宇宙，而宇宙就是上帝。我说皈依不是主观的
事情，是客观的事情。不是你想不想皈依上帝的问题，而是
你本来就属于上帝。去年，我和武总、谢总吃饭，我们一起
探讨信仰的问题。我把我的这种奇怪的信仰说出来，然后他
们就联合起来攻击我。他们觉得我的信仰不算信仰。因为但
凡是信仰，你就得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不仅如此，你还得
有一定的戒律仪式、修行方法。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

我们辩论得非常激烈。谢总有事先走，临走前丢下一句话：
小李，在这件事情上，我坚决站在你的对立面。

我估计我到今天也依然无法说服他们。我也不想说服他们。

他们可能以为我经常读佛经和圣经，所以我指的上帝就是宗
教意义上的上帝。但其实我们说的完全是两码事。

写这篇文章，我不想就我自己认为的上帝是什么样子作过多
阐述。我是想说，人这种动物，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
思路跳得有点远。

前几天，听罗胖子说，认知越进步，人的地位就越低。哥白
尼出来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于是人的地位就降格了。达
尔文说人其实就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是由其他动物进化来
的。于是人降格成了动物。到了凯文。凯利那里，他觉得生
命只是按照宇宙的方式去进化，机器也算是生命。人呢，和
机器也差不多。我赞同凯文。凯利的观点。不然我也不会啃
完他的《失控》。

《失控》真正吸引我的，是它对生命的描写。和庄子的齐物
论非常非常像。

宇宙诞生，生命诞生，人类诞生。这三者，没有前者，就没
有后者。



以上的胡言乱语，算是我读《人类简史》的一点点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