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一世读后感 西方那一块土读后感(汇
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那一世读后感篇一

《西方那一块土》用通俗语言讲述西方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历
程，同时也是一部浓缩版的世界史，分析鞭辟入里，干货满
满，因为是课堂讲义，所以阅读流畅易懂，很是享受。

人类文明的起源

人类起源东非大裂谷的分裂，一边仍然是森林，一边却成了
草原，人、猿自此分野，为了生存抢食，人类解放了双手，
并学会了创造工具（注意不是使用工具），由于冰期来临又
结束，植物不适应新环境大量减少，可猎取的动物减少，人
类为了生存开始驯化植物（或者说是被植物驯化），农业把
人束缚在土地，开始定居，定居导致人口增长，需要扩大农
业，于是出现了协作，协作产生领导者，领导者领导组织，
组织演变成国家，出现文明。

四大文明

最早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然后是埃及文明，随后是印
度文明，最后是中国文明。苏美尔文明之后是巴比伦文明，
然后是亚述人，之后产生新巴比伦，最后被波斯所灭。埃及
文明，经历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历经20个王朝，背后
被波斯所灭。



欧洲文明的起源

欧洲文明由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日耳曼蛮族文化组成
（来源《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首先是古希腊神话
时代，也就是古希腊青铜时代，从克里特文明到迈锡尼文明，
到蛮族多利亚人入侵，开始黑暗时期，直到古希腊时代。古
希腊又民主制度的起源，有丰富哲学、艺术、政治等文化，
最后灭亡，直接原因是蛮族马其顿入侵，根本原因是死于早
期民主制度，经历希波战争（雅典：马拉松战役，斯巴达：
温泉关战役）、伯罗奔尼撒战争。马其顿在亚历山大灭亡波
斯死后分裂成3个王国：托勒密王朝、塞琉西王国、马其顿王
国，马其顿王国被罗马所灭。

古罗马

古罗马经历了所以得政体形式，唯独没有民族制。（个人认
为和经济基础有关：罗马以农业为主，希腊以经济为主），
从早期王政时代到共和国时代都是（贵族制），到屋大维开
启帝国时代（君主制），五贤帝的黄金时代后，罗马开始衰
落，军人强人政治统治者戴克里改革，东西罗马分裂（导致
基督教分野），西罗马被日耳曼蛮族入侵灭亡，东罗马帝国
后变成拜占庭帝国。罗马灭亡原因：内战、腐败、奴隶枯竭
导致经济下降、蛮族入侵（直接原因）。罗马对欧洲文明的
贡献之一：罗马法，是大陆法系的起源，民法、万民法、自
然法。东方的法是统治者个人的法，西方的法是自然法。

基督教文明

基督教起源于希伯来人，最初在两河流域的乌尔，祖先是亚
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子以撒带领族人迁居迦南，为了更适合
生存又迁居埃及，被迫害，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出埃
及记）想返回被腓尼基占领的迦南，与上帝订约确定一神教，
建立以色列王国想抢回迦南，经历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
王，以色列分裂成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不断被外族入侵，亚



述人灭以色列国，巴比伦人灭犹大国。后被波斯人、希腊人、
罗马人压迫，救世主耶稣降临，形成新约，耶稣被犹大出卖，
基督教产生与犹太教分野。君士坦丁堡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东西罗马分裂，形成天主教和东正教，后来天主教又经历宗
教改革形成新教等多个派别。宗教起源的原因：人开始有自
我意识，并意识到外部自然界强大力量，恐惧和感恩，形成
宗教。基督教成为欧洲人的主要意识形态，因为日耳曼蛮族
占领欧洲定居后的精神和文化需要。

中世纪

蛮族迁移征伐，导致封建制的形成，国王需要贵族帮忙打仗，
分封贵族，贵族需要下面的人打仗往下分封，权力跟着土地
走，权责只在于贵族与农奴之间，所以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
义。农奴制，束缚农民，黑死病和农民起义导致农奴制解体。
教皇为了加强神权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主要动机;
宗教信仰（god）、东方财富（golden）（个人补充：荣誉如骑
士，glory，形成3g）。十字军东征促使欧洲从中世纪醒来，开阔
眼界，向往东方财富（大航海）。交换的需求导致城市和商
业兴起，形成城市与国王联盟，对抗贵族，一方面加强王权
直接统治（直接纳税），另一方面促进城市民主自治兴起。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个人从宗教中解放，导致神权衰落（个人观点：
王权增强），同时，民族的独立战争和长期的国家间，王权
增大，专制王权形成，（个人补充：促进民族认同，想象的
共同体），重商主义，近代国家形成，推动欧洲走向近代，
形成早起的资本主义。

大航海时代

重商主义促进地理大发现，（个人补充：动机包含3g)。宗教
改革，加尔文派认为人成功就是获得上帝启示和拯救。海上



霸权转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海上马车夫）-英法-英国
（日不落帝国）。

大革命

英国光荣革命：新教意识形态，结果形成君主立宪制（个人
观点：封建制与宪政的长期积累：金雀花王朝）。法国大革
命：三权分立。

英国法国区别:法国，计划目标不妥协。英国：遇到问题解决
问题，走到哪里是哪里。

启蒙运动：科学、理性。工业革命起源英国：宽松的政治经
济环境，产生自由主义。

美国崛起

美国传统来自英国（包括自由主义），英国移民美国原油：
土地、宗教迫害、政治理想。美感崛起原因（个人补充外因：
两次世界大战）：南北战争，走上工业化道路，赶上工业革
命，出现组织形式的变化（垄断）、管理方式（科学管理）、
发明创造（创新）。

世界大战到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作者也讲得简略，我也就
不写了，本书虽好，但也有缺陷，比如对某些问题分析简单，
比如中世界城市兴起的原因。又比如思想太正统，比如对帝
国主义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但整体是一本难得西方文
明史好书。

那一世读后感篇二

《西方那一块土》用通俗语言讲述西方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历
程，同时也是一部浓缩版的世界史，分析鞭辟入里，干货满
满，因为是课堂讲义，所以阅读流畅易懂，很是享受。



人类起源东非大裂谷的分裂，一边仍然是森林，一边却成了
草原，人、猿自此分野，为了生存抢食，人类解放了双手，
并学会了创造工具（注意不是使用工具），由于冰期来临又
结束，植物不适应新环境大量减少，可猎取的动物减少，人
类为了生存开始驯化植物（或者说是被植物驯化），农业把
人束缚在土地，开始定居，定居导致人口增长，需要扩大农
业，于是出现了协作，协作产生领导者，领导者领导组织，
组织演变成国家，出现文明。

最早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然后是埃及文明，随后是印
度文明，最后是中国文明。苏美尔文明之后是巴比伦文明，
然后是亚述人，之后产生新巴比伦，最后被波斯所灭。埃及
文明，经历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历经20个王朝，背后
被波斯所灭。

欧洲文明由古希腊文化、日耳曼蛮族文化组成（来源《你一
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首先是古希腊神话时代，也就是
古希腊青铜时代，从克里特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到蛮族多利
亚人入侵，开始黑暗时期，直到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又民主
制度的起源，有丰富哲学、艺术、政治等文化，最后灭亡，
直接原因是蛮族马其顿入侵，根本原因是死于早期民主制度，
经历希波战争（雅典：马拉松战役，斯巴达：温泉关战役）、
伯罗奔尼撒战争。马其顿在亚历山大灭亡波斯死后分裂成3个
王国：托勒密王朝、塞琉西王国 、马其顿王国，马其顿王国
被罗马所灭。

古罗马经历了所以得政体形式，唯独没有民族制。（个人认
为和经济基础有关：罗马以农业为主，希腊以经济为主），
从早期王政时代到共和国时代都是（贵族制），到屋大维开
启帝国时代（君主制），五贤帝的黄金时代后，罗马开始衰
落，军人强人政治统治者戴克里改革，东西罗马分裂，西罗
马被日耳曼蛮族入侵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变成拜占庭帝国。
罗马灭亡原因：内战、腐败、奴隶枯竭导致经济下降、蛮族
入侵（直接原因）。罗马对欧洲文明的贡献之一：罗马法，



是大陆法系的起源，民法、万民法、自然法。东方的法是统
治者个人的法，西方的法是自然法。

蛮族迁移征伐，导致封建制的形成，国王需要贵族帮忙打仗，
分封贵族，贵族需要下面的人打仗往下分封，权力跟着土地
走，权责只在于贵族与农奴之间，所以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
义。农奴制，束缚农民，黑死病和农民起义导致农奴制解体。
教皇为了加强神权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主要动机;
宗教信仰（god）、东方财富（golden）（个人补充：荣誉如骑
士，glory，形成3g）。十字军东征促使欧洲从中世纪醒来，开阔
眼界，向往东方财富（大航海）。交换的需求导致城市和商
业兴起，形成城市与国王联盟，对抗贵族，一方面加强王权
直接统治（直接纳税），另一方面促进城市民主自治兴起。

文艺复兴：个人从宗教中解放，导致神权衰落（个人观点：
王权增强），同时，民族的独立战争和长期的国家间，王权
增大，专制王权形成，（个人补充：促进民族认同，想象的
共同体），重商主义，近代国家形成，推动欧洲走向近代，
形成早起的资本主义。

重商主义促进地理大发现，（个人补充：动机包含3g)。宗教
改革，加尔文派认为人成功就是获得上帝启示和拯救。海上
霸权转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海上马车夫）-英法-英国
（日不落帝国）。

英国光荣革命：新教意识形态，结果形成君主立宪制（个人
观点：封建制与宪政的长期积累：金雀花王朝）。法国大革
命：三权分立。

英国法国区别:法国，计划目标不妥协。英国：遇到问题解决
问题，走到哪里是哪里。

启蒙运动：科学、理性。工业革命起源英国：宽松的政治经
济环境，产生自由主义。



美国传统来自英国（包括自由主义），英国移民美国原油：
土地、宗教迫害、政治理想。美感崛起原因（个人补充外因：
两次世界大战）：南北战争，走上工业化道路，赶上工业革
命，出现组织形式的变化（垄断）、管理方式（科学管理）、
发明创造（创新）。

世界大战到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作者也讲得简略，我也就
不写了，本书虽好，但也有缺陷，比如对某些问题分析简单，
比如中世界城市兴起的原因。又比如思想太正统，比如对帝
国主义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但整体是一本难得西方文
明史好书。

那一世读后感篇三

开学第一天，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在山的那边》。“我”小
时候一个不经意的想法：走出大山去看海。竟成了我一身的
追求，成了我的理想。这首诗歌表达了一种信念，蕴含了一
个哲理，诗人以大海比喻理想，用群山比喻困难，用爬山必
要重重困难，用爬山比喻艰苦奋斗，从而也告诉人们通往理
想之路是漫长的。崎岖的要不怕长途跋涉，才能达到理想的
境界。我想，几乎每一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有一些“隐秘的
渴望”，而诗中的这种对“山那边”的渴望和幻想。

定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走出城墙到更大的城市去——在今天
看来还真隐秘的影响到了我。

文中有一句话让我震惊：“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
的海。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每次看
到这句话我心中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是啊！山的那边
是海，海不就是人的信念吗？后面一句我想了很久才明白，
哦！理想境界的到达，实现理想后的那种惊喜，喜悦，兴奋
的心情让人振奋。

我想起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名字是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那



篇文章也是将关于理想的追求。与这篇课文相似，也是想走
出大山去看海，只不过他没走就放弃了，因为旅途是多么的
艰难，他抱怨为什么自己的祖先没有想到走出大山，那么此
时他就不会站在那了。这篇课文中的主人公是一种消极的想
法与这篇课文截然不同，在山的那边告诉我们，有信念就有
成功，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念和理想他不能做成功任何一件事。

《在山的那边》使我相信路就在脚下，要靠自己去走，这如
文中所说的：“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只有
去走，去勇敢地闯才能看到“全新的世界，一瞬间照亮你的
眼睛”！

那一世读后感篇四

不仅仅是简单梳理了一遍西方文明，这本《西方那一块土》
其实是十五次课时的讲稿整理，所以段落分得挺清楚，遣词
造句也比较口语化，易于理解。西方文明自然是相对于东方
文明而言的，本书从人类刚刚出现讲起，直讲到当代，时间
跨度很长，但讲述起来，倒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很有重点，
也有亮点，还时不时纠正一般人对于文明文化认知上的误区。

有些问题上，钱乘旦教授不会仅仅转述通常的观点，比
如“劳动创造人”这个大家都知晓的道理，但在钱教授这边，
他就在逻辑上深挖下去。比如看到一个东西在劳动，那他就
是人了，因为只有人能劳动。但那人已经在劳动了，那劳动
又怎么去“创造”他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劳动创造工
具，从而创造人，这一描述有点太表层化，更准确的说法
是“站”解放了双手，才会让人类创造工具，劳动起来，成
为可能。

虽然是讲西方文明，但实际上它还是起源于东方。苏美尔文
明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产生的，离现在大约5500年，这是
最早的文明，埃及文明出现在大约5000年前，接着是印度文
明，离现在大约4500年。中国有据可考的远古文明离现在不



到4000年，跟通常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说法有点距离。因为夏
王朝缺乏考古证据。

要说西方文明的源头，得从希腊神话讲起，而近来的考古发
现，神话中有历史的踪迹，而不仅仅是怪力乱神。而罗马人
又非常推崇希腊文化，同时又有自己的创造，比如政治制度，
除了民主制之外，人类各种政治制度都在罗马出现过。

接着是无法跳过的黑暗的中世纪，但钱教授认为中世纪也有
光明的一面，就如同这时的教会，虽然已经特别强势和极端，
但在继承和传扬文化，艺术上还是有应该值得肯定的功绩。
黑死病的肆虐，在造成生灵涂炭的同时，也让农奴制崩溃。

然后因为地理大发现，以及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让欧
洲在很多方面都发生巨变。钱教授在书中的很多地方都强调，
政治制度本身没有简单的好坏之分，关键在于适不适应当时
的社会环境，这是他最为看重的观点，所以他对于美国的日
裔学者福山的一些观点，比如历史终结论等，都不能苟同。

工业革命前后，西方世界难以抑制扩张的野心，欧洲诸国各
显神通，彼此较量。一百多个西班人就征服了印加帝国，当
然这不是因为西班人太强悍，也不是美洲土著太懦弱，而是
因为西班人身上还有各种病菌，而土著因为之前不跟外界接
触，没有抵抗力，于是纷纷死亡，因为劳动力的缺乏，从而
导致黑奴贩卖的开始。

最老牌的殖民国家英国，到后期也不要殖民地了，因为那不
合算，他们要的是无形帝国，不要占领，不需派军队和官员，
只需要强制而来的所谓自由贸易。但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
别的强国如德国美国实力也赶上了，加入进来一起瓜分世界，
于是无形帝国让位于有形帝国，英国也只能重新加入。接下
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崛起，又让世界格局重新洗牌。



那一世读后感篇五

这是给了我很大惊喜的一部西方文明史。它相对客观且不回
避历史与文明的局限性；它能够正视西方文明，不盲目崇拜、
吹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它使知识储备量不那么丰厚的我们
能够掌握大量的历史常识，较为清晰地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展
脉络；它也带给我们许多独特的思维和新知。

钱乘旦先生以其成熟的观点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地为我们呈
现了西方文明从开始到现在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们
都说写欧洲通史总是离不开希腊、罗马、中世纪、现代这一
条主线，钱先生却从人类的出现、农业的出现和欧洲文明的'
起源写起，而且指出西方文明的源头来自“东方”，即中东
地区，包括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都来自这个“东方”，
这些为之后几章清晰的历史叙述做了铺垫。读完这本书，我
们的确感觉到了钱先生的一个体系，即使他没有刻意去说这
个体系本身。

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言，他除了介绍基本知识，还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这与我们教科书的一些观点很不相符。比如初中课
本的观点是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钱
先生的观点则是这是一场以推翻君主专制为目的，以宗教意
识形态为分歧和阵营的王权与民权的抗争。我们的认识虽然
十分浅显，但仍能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历史事件来作出粗略
的判断。

但的确，钱先生多多少少会从自身的意识形态出发去理解历
史。如他曾写到：“巴勒斯坦裔美籍学者赛义德指出，西方
在很久以前就学会了制造“他者”（the other），然后把他矮化、
丑化、妖魔化，从而为打压和欺凌他人寻找意识形态基
础。”钱先生却认为，这是理解西方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视
角。这很容易让人认为他对西方历史有一定的偏见，但其实
每个人的意识形态不同，这样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那一块土》使我了解了“西方文化”关键的部分，在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对这一部分历史的认识中的缺漏和不足，
而且加深了我对已掌握知识的理解。

“西方文明的确有许多长处，值得他人学习，但也有不少短
处，须被他人引以为戒。我们观察西方文明的最大优势，就
在于我们不在‘那山’中，可以看得更清楚。”钱乘旦先生
如是说。的确，全球化不可逆，本土文化的内涵与自我更新
能力逐渐模糊与丧失，人们的价值取向随之改变。许多人盲
目崇拜所谓的“西方文明”，钱先生则用本书告诉我
们，“它”并非“普世价值”。历史的魅力在于它总有新的
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挖掘，总能让我们认清去向，且不忘
来处。

初次阅读本书，体会不够深刻，研究也不甚深入，以后随着
知识的不断积累，再读此书时一定会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