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简史读后感(优秀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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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一

人类简史不同于其他历史书，它不以罗列历史事实为基础，
而是结合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心理学、宗教学等领域
的只是考诉你，那些历史事实为什么会发生。全书以不同于
普通历史书的高度俯瞰历史长河，开篇便把整本书要讲的告
诉我们了，即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三大革命，认知革命、农业
革命、科学革命，以及这三大革命是如何改变人类和其他生
物的。赫拉利按照时间顺序，述说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
类融合，以及科技革命与作者对人类未来的展望四个主要模
块。如果按照一般的历史书的套路，这段漫长的历史长河，
一定有许多要讲的知名的人物，但这本书并没有这么做。赫
拉利用一种宏观的视角解读历史进程，他更关注的，或者说
想引起读者注意的，是隐藏在人类历史背后的一系列运行机
制。这种运行机制让智人从诸多人类中脱颖而出，也让诸多
彼此不熟悉的智人们共同协作，形成地球上最危险的物种。
而一切运行机制的起点便是认知革命。

认知革命告诉你人类最独特的功能是语言，由语言创造出了
想象构筑的秩序。这是想象中的秩序为现代的宗教，法律，
金钱奠定了发展的基调，想象中的秩序可以让素不相识的一
帮人为了一个彼此认同的想象中的目标去合作。这一切在交
通不便的年代里逐渐形成了文化，不同的文化对人类的'行为
做出了种种限制，规定了男人该如何，女人该如何，不同的
阶级又该如何。然而“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文



化为人类带来的种种束缚是否影响到了人类的进化？农业革
命则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驯化和养殖，究竟我们驯服了小麦
还是小麦选择了我们？人类从流浪的采集者到有固定住所的
生产者，究竟是否获得了更多的快乐？在作者看来这一切都
是否定的，原本自由自在的人类被束缚在了农田里，原本多
样的食物来源也开始变得单调，人类原本适合于采集者的基
因反而因为农业革命带来了许多新疾病。科技革命带来了生
产力的提升和人口的爆炸，同时也将人类束缚在了更长久更
繁重的教育里，同时医疗和物质条件的提升也让在自然界中
本不应留在种群里的基因延续了下去。人类追求更轻松的沟
通引发了认知革命，人类追求更轻松的采集带来了农业革命，
人类追求更高效的生活引爆了科技革命，这一切释放出了一
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但最终的结果却南
辕北辙。

全书讨论的核心话题是到底是什么是快乐，究竟什么是自然。
所谓的快乐，很可能只是让个人对意义的错觉和现行的集体
错觉达成同步而已。只要我自己的想法能和身边的人的想法
达成一致，我就能说服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而且
也能从这个信念中得到快乐。如果你喜欢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的书籍，这本书绝对适合你。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二

作者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火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
约30万年前，人类祖先对于火的使用已经是信手拈来了。火
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也是对付狮子的利器。由于火的
小心利用，人类把原本无法穿越的贫瘠灌木丛变成了充满猎
物的原野。大火烧完一片地方后，留下了烧焦的动物、坚果
和植物的块茎。

但火最重要的作用是烹饪。黑猩猩咀嚼消化生的食物需要5个
小时。而人类由于学会了烹饪，花费在咀嚼消化上的时间大
大减少，更重要的是，烹饪杀死了食物中的细菌和微生物。



烹饪的出现让人类的食物选择范围大大增加。一些学者也认
为，烹饪使得人类的肠道长度缩短，促进了大脑的发展。

火也让人类和其它动物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其它动物纵然有
强壮的肌肉，巨大的牙齿，宽大的翅膀，但也只能利用自然
的力量，却不能对其控制。而人类学会使用火，可以选择在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点火来完成特定的任务。而且，使用火
的力量和人自身的身体构造、形态和力量没有关系，即便是
一位形单影只的女性，也能点燃大火烧光整片森林。火的.使
用意味着很多事情都会接踵而来。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三

简单来说，这本书应该还是作者世界观的一个总和，个人感
觉对于大学生会有比较大的开悟，还是值得阅读的书籍，但
是其实观点上过于泛且散，这也是科普类读物的必然吧。

再来说说读这本书最大的感悟，是关于人性。

以前，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丧失了人性。比如罗翔老师说
某些人，读法律读到没有人性了，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在我
看来，也是如此，很多人，读书读到没有人性的，包括很多
精英或者所谓绝对理性，在考量中，向来是不把人性考虑在
内，只作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计入考量，这才是最可怕的
地方。

政治，还有宗教，其实都是人性的部分集合，特别是政治。
政治其实就是能够满足大多数人人性的抉择，只有这样，才
能将绝大多数人聚合在一起，才有所谓的凝聚力。而保持人
性，也是我们与动物，或者书中写到的下一个超级物种，之
间最大的差别。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四

尤瓦尔·赫拉利对金钱的看法。不论我们来自哪里，信仰如
何，钱永远是全世界的共识。它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而这个信任，书中所说，不同于宗教的“源于本心”，而是在
“其他的人都信任”这个巨大的前提下达成的。

另外关于钱，其实书中也有一个论点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
现在的我们看种姓制度、奴隶制度，只觉得那时的人没有伦
理道德可言，无知而且傲慢。其实现在这种阶级歧视并没有
被消除，而这个歧视就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富人永远
可以用钱享受特权，而穷人不可以，就如以前白人孩子能够
去上学，而黑人孩子却不能进入同样的学校一样。

但总有值得开心的地方：只有穷与富的差异，是可以被我们
改变的。肤色无法改变、民族无法改变，但有没有钱，是所
有人能力范围之内的，不过需要的努力程度不一样罢了。

这是我们智人现在做到的微小的，但非常重要的改变。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五

当你在沙漠中发现一个天真的小孩向你走来，如果他笑，如
果他有一头金发，如果他在别人问问题时不会答，那么他，
就是小王子。

蛇吞象的画面一直无法在大人的眼前出现，他们只认为这是
一顶普通甚至陋无比的棕帽子！但没有童心的他们错
了！“每个大人当初都是小孩，但只是很少人记得。”没错，
但小王子看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有一颗纯粹的心！还记
得那玫瑰、那b612、那小绵羊吗？还记得这句话吗：“如果
你驯养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

那为什么大人仰望星空是就不会想到小王子呢？就不会想到



星星发光的原因呢？答案是，他们只会有数字说话，没有一
颗真正的心。

我觉得一定不会再有比这更纯洁又孤独的书了，也不会再有
比这更美好得让人心碎的书了，也绝不会再有比这更简单，
如同苍穹一样的书了。

从现在开始，有一颗天真善良的心去感受世界吧！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六

就算有这种“没素质”，我想也不会像当年八国联军抢劫圆
明园那样，更不会像美国侵略伊拉克，舒利亚那样的“有素
质”。当看了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就更能了解欧
洲的整个发展史，便明白欧洲的发达强大和所谓的素质是怎
么来的。也就能知道现代欧洲人表现的“所谓的素质”都是
在他们祖先野蛮杀戮建立起来的。其实他们的身体里依然存
在着侵略别人的基因。

从郑和下西洋得以证明，当时的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
真正让他们胜出的是他们的贪得无厌，不断探索和征服的野
心。虽然在过去中国有能力到达很多国家，但是中国从未试
图征服过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等其他国家。

但在当时的西班牙，英国，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家每到
一个地方，就会把当地人灭绝，然后征服这块土地。有一个
这样的故事或者传说来讽刺这些欧美国家征服印第安人土地
的行为。

“要带什么话”航天员问。这个老人用族语说了一串，并让
航天员背到滚瓜烂熟。航天员问：“这是什么意思”。

“啊，这是族人和月亮上的圣灵之间的秘密”。等到航天员
回了基地，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懂这个语言的人，让他翻译出



来，这个翻译简直笑翻了。翻译说：这些航天员费尽心力背
下来的这句话是：“不管这些人跟你说什么，千万别相信他
们。他们只是要来偷走你的土地的。”

从尤瓦尔.赫拉利提供的数据就能看出这些现在有素质的欧洲
人祖先的残忍和野蛮。

在1769年，当时的英国库克船长远征后的一个世纪间，数百
万的欧洲人殖民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的土地；
把最肥沃的土地掠夺，原住民不仅人数锐减到90%，幸存者也
严重受到种族歧视迫害。库克远征队带来的几近毁天灭地的
灾难，至今尚未复原。读后感·他们征服在原本遗世独立，
生存繁衍长达上万年的塔斯马尼亚岛原住民时，在之后的100
年时间里，几乎把他们灭族，有组织有计划地杀害所有原住
民…..

整本书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政治学、
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阐述人类如何从一个狩猎的群体
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发达城市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
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只有知道历史，了解
历史。才能了解人性。现代的人和几千年前的人一样。贪嗔
痴慢疑从来没有改变过。

总之这是一部“奇书”，读了《人类简史》我们每每会为作
者非同寻常的想象力而赞叹。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七

首先谈第一个体会，智人的进化充斥着残酷与征服，不管是
对于同属人属的其他人种，还是一些动物。

然而在最初，与其说智人的胜出是“天选之子论”，不如称



其为一次偶然。人类由猿类进化而来，这里的人类并不等同
于智人，也包含了其他人种（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
人），但随着智人的迁徙，所到之处即伴随当地其他人种的
消失，是因为智人的身体更加强壮？还是更能适应气候的变
化？都不是，是因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
脑，让其可以用新式语言来沟通。此时，已经学会使用火与
工具的智人，已经习惯于把自己当做独一无二的生物，所以
发现其他与自身有些微差异但又确实不同的人种时，用一个
现代的词语来形容——也许心态崩了？便将其赶尽杀绝。也
许有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便是，每当智人到达一个新地方，
便伴随着当地人类的灭绝。但回到起点，假如这次偶然的基
因突变发生在其他人种，那么，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也许，依然是多种人种共存。

无独有偶，同样地事情也发生在动物身上。海洋的隔绝让每
一块大陆的生物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演化，有了独特的外形和
习性，然而学会航海和探险的智人打破了一切。人类首次登
上澳大利亚大陆时，就给这片大陆的动物带来了毁灭性的灾
难，当地特有的有袋生物——袋狮、巨大的无尾熊等在短短
千年中全部灭绝，随后，伴随着人类的活动，新西兰、弗兰
格尔岛等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从这点来看，智人可以
称为是连环生态杀手。

其次是第二个体会，读完这本书，让我对身边一些理所应当
的事情产生了一些虚幻的感受。

宗教是想象的，公司是虚构的，金钱和阶级理论可以通用是
因为其他人相信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只是存在于概念
中的，而这些所构成的“文化”，在作者的笔触下，仿佛是
一种寄生虫，寄生在一代代的智人身上，指挥着不同文化
（王朝、国家）间的战争，导致了一代代寄主（智人）的死
亡，剥削了一代代的智人，却又让自己不断进化延续。这个
概念新颖的让我的三观产生了震动，但震动之后，却又回到
了原处，虚幻而无力，深埋在心底。



关于生命的延续，如果将生存和繁衍当做最基本的演化标准，
那么小麦则是最成功的的植物，饲养的鸡、猪等也是远比智
人成功的动物，与其说智人驯服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驯服
了智人，让智人为其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其基因得以大批的
复制延续。有人提出，这些人工养殖的动物从心理上讲是不
快乐的，他们的生命是为智人提供价值的，但如果从快乐来
进行分析，现代的智人并不能说就比万年前的智人更加快乐，
因为快乐是由血液中的多巴胺等物质决定的，多巴胺等的产
生与基因相关，并不是由这些外在的事物、金钱等来控制。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八

开智系列。以一种类上帝的视角，串联起以前学过的知识，
外加很多对我来说很新奇\的观点，叙述了智人是谁，从哪里
来，现在怎么样，又会往哪去。

智人如何从一种普通的动物到统治地球，是各种偶然还是必
然，书中罗列各派观点，这过程描述得有趣如小说。同时也
能让自己跳出来想，作为一个智人，有什么从娘胎带出来的，
自己平时都没察觉的属性。

我们常问，你信什么？相信人人平等？相信个人主义？相信
消费主义？刷新我认知的地方在于作者认为这些相信的东西
是虚构的，想象出来的，智人无法脱离这种想象，并且这种
想象建构秩序和世界深深结合，存在于人与人的连接中，塑
造了我们的欲望。反过来想，我们现在脑子里面的想法究竟
是从哪里来的？比如不开心就去买买买，是不是因为自己相
信消费能带来快乐，比如多去旅游多人生体验，是谁灌输这
种概念？是内生的，还是身边的人也相信，还是各种广告在
倡导？从小被教育对错的东西并不是绝对的，取决于我认为
的对错，和你认为的对错，是不是同一个想象的秩序\，这个
一个很奇妙的规则，这种想象的秩序又直接指导了我们的行
动。



还有很多观点值得再去琢磨琢磨，承认无知，再挑战个人的
三观。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九

《人类简史》这本书在我印象中从发售之起就名声大噪了，
作者是一鼓作气又写了本《未来简史》作为对未来问题的探
讨，也值得我们一读。这本书带我们从智人阶段开shi一直到
现在的科学革命，从刀耕火种到如今的信息时代，时代跨越
非常之大，内容设计之广，对这横跨几千年历史的讲述，是
需要作者的有非常好的大局观和驾驭能力的。在这个方面而
言，这本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于我们为什么要读史，丘吉尔是这样回答的“the farther
back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毫无疑问，历史是现代人类的镜子，虽然各个时代环境
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但是我们人类作为主体并没有发生
变化，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对现今社会的教训和启示。史
书把我们人和人的沟通界限放的无限远，我们甚至可以通过
历史和过去进行对话，从他们那学习知识。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农业革命的由来和智人这个人种是如何
崛起的，在人类从游牧和狩猎中解放开始，在人类从农业中
获取到了稳定的食物开始，我们同其他生物的地位就逐渐开
始凸显，对工具的使用和稳定的食物来源让我们的大脑可以
进一步的发展，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进行进化，这些就是人
类进化的里程碑。但是，这一切都离我们当今社会太过遥远，
那时候的人类更应该被称为动物，这也是我们同其他动物在
起源上并无差异，都是地球中的一个生物，我们更应该爱惜
动物的一个重要说明。

在我们进入有记录的历史朝代的时候，我们对历史的感知变
得具体了起来。一般而言，历史是枯燥无味的，但是赫拉利



的这本书能够让我顺利读下去，也让我能感觉到历史长河中
的残忍和无情。作者对于屠杀和灾难并没有进行隐瞒，这些
屠杀者和遇害者都应该作为人类自己的反思让我们从历史中
学到教训。他还对我们的信念做了探讨，从基督教的起源开
始，到现在大家对信贷体系的信任都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对
这些事物的相信，让我们更好的构建了社会，所以，当我们
的信念发生崩塌的时候，危机也会随之而来。这些都是人类
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虚构的，文明般事物的着迷和相信。这
些事物对于我们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这些，让我
也见证到了自己信念的重要性。

知史可以明兴替，历史的存在就是让我们以史为鉴，学会教
训，反思现在，所以，这本书对我而言受益匪浅，是一本值
得再读的好书！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十

这周，我通读了《人类简史》，不得不为尤瓦尔·赫拉利的
学识所折服。

顾名思义，《人类简史》阐述的是智人从十多万年前萌生以
来，到今天21世纪人类的演化与发展历史。除了线性的客观
历史外，作者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多个
维度来看待历史的发展，输出自己的主观观点。

尤瓦尔把人类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认知革命、农业革
命、人类的融合统一与科学革命。

智人为何能够在十几万年间，从弱小的食物链中层成员，一
跃跃至食物链的顶端？答案便是人类的语言和认知。除智人
以外的动物，也有他们自身的语言，能传递信息，但为何是
智人取胜了呢？原因就在于，智人的语言能够创造出客观物
质世界并不存在的事物，以此来达到智人之间的合作与团结。
从石器时代的壁画、装饰物，就能看出智人那时候就已经创



造出某种想象的东西，或是神明、或是神兽，将整个部落的
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敌，捕猎巨型生物。发展到今天，
我们会发现，其实维持人类社会秩序的东西，在客观物质世
界都是不存在的，国家、法律、货币、正义、民主全部都是
人类虚构出来的东西，但保障着70亿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序地
生活。不得不说，讲故事，讲虚构的故事，确实是人类非常
重要的能力之一。之前看过其他文章，也说，人类的历史的
发展就是一场宏观叙事，人们信仰这一套叙事，社会就能正
常运行，若这套叙事不能跟上时代了，就会导致礼崩乐坏，
直到新的令人信仰的叙事产生。

渐渐地，人类开始培养农作物、驯养家畜，从之前的采集生
活，慢慢固定下来，开始形成村落群居生活。在这部分中，
我尤其注意到关于人类发展幸福感的描述。作者认为，发展
到现在，虽然从演化意义上来说，人类，甚至那些猪羊牛狗
等被驯化的动物都是成功的，因为他们的基因非常大量成功
地延续了下来，但对于个体的发展和幸福感来说，却远远不
如以前。被驯化的动物基因得以延续，种族得以大量繁殖，
但他们作为家畜来说，却一生被压抑天性，从死到生，无缘
与大自然见面，甚至无缘与同伴玩耍、与母亲孩子相伴，只
过着匆忙地完成任务似的一生。而站在食物链金字塔的人类，
无疑是进化中的巨大成功，但论其个人幸福感，也许大部分
人还没有采集时代高——工作时间加长了、工作任务加重了、
世界变得复杂难懂了。

在人类的融合统一中，作者以帝国、货币和宗教来说明人类
的融合统一，我个人认为也是表达全球化为历史所趋。十四、
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给欧洲诸国带来了对这个世界全新的
认知，他们开始探索新的大陆，但带来的不是和平，而多是
侵占和屠戮。但与此同时，通过帝国主义武力征服，又确实
让不同文化交融（甚至消失），完成了融合。货币，其实是
一种信任的产物，你相信十元能换那么多东西，我也相信，
他也相信，大家也相信，货币就能流通起来，促进了全世界
经济的发展，如果失去信任，货币就等同于废纸毫无价值。



而由虚构搭建出来的社会秩序太过脆弱，所以此时需要一个
看似超越人类的幻想搭建出来，同时要具有普世性的东西来
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宗教便是这样一种东西。但我本人因
为没有什么信仰，我对宗教是否能起那么大的作用起怀疑的
态度。

最后，看了世界的编年史，一开始从亿年算，宇宙大爆炸，
地球产生、生命产生，到智人产生开始从万年算、千年算、
百年算。从时间的维度上看，智人的历史在物质历史中，实
在是过于短暂与渺小。也许千万年后再看，不过是湮没于亿
万年中被忽略的一段。

从微观的个体上来看，读了这本书也获益匪浅。我们所追求
的东西，大多数是幻觉与虚构，我们得到的快乐与幸福，很
多不过是消费主义和浪漫主义下催生的产物，他们既不必需
也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与快乐。人类早就过了最快乐的时代
了，当祖先漫步在丛林采集的时候，他们虽然需要躲避猛兽，
但那时候的世界，没有那么多虚构的概念，他们要想的不过
是哪里的果子好吃，哪里可能有野兔，哪里会有猛兽，等到
天黑时，大家带着寻觅到的食物，一起用餐，一天就这样过
去了。人类发展到现在，想象中的虚构世界与秩序越来越复
杂，而人越来越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又在各种主义的耳濡
目染下，变得浮躁与焦虑。

“人想要离苦得乐，就必需了解自己所有的主观感受都只是
一瞬间的波动，而且别再追求某种感受。”希望大家都能在
短暂的智人经历中，更接近世界的本质，找到内心的平静。

智人很了不起，智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