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类简史读后感(实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一

从动物到上帝，其实这个书名很有讽刺的意味。

本书一步步的推倒，从几千年的时间来看，每个时间段我们
都觉得自己是上帝，支配者，却支配的.还是自己。并用一个
想象的共同体维护着，作者并没有说这个想象共同体（依靠
文明货币民族法律等等）是好是坏。但也推导出了，在这个
共同体中逻辑的矛盾（美国独立宣言对比汉莫拉比法典）以
前看罗辑思维中说人类社会是个想象共同体，使大家拥有一
个可以想象的社会轮廓，并使人类进步，貌似很有道理。今
天看了这本书，作者真实想表达的就是人类就是个动物，还
不如蜜蜂社会。因为人类为了营造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杜撰
了自由民主博爱这宽泛概念。

但支配人的是人自己创造出来钱这个概念，这个想象最大推
动世界一体化（非领土），但作者从文明的角度再反过来看，
世界一体化又摧毁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明（包括中华文化，
不可逆）并朝向单一稳定的价值观。但这个价值观本身又是
矛盾，缺乏逻辑支持。从作者证明了证明人类进步的一些表
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观点来看，我认为作者认为无论技术和
科技的进步，都无法改变这个阶级的社会，因为总有人把自
己打扮成上帝，把别人当成动物，而人根本没有办法彻底解
决。



对此我认为作者是悲观，从牛被关进笼子象征人类被自己束缚
（虽然牛数量达10亿只）再写到小麦发展出农业社会，农业
社会也没使人过得更好更自由，反而......所以我判断作者
最为羡慕的是采集社会（绳文文化）哈哈...最后说句，逻辑
思维没逻辑。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二

在原始社会时期盛行的母系社会，逐渐没落变成了父权社会，
可是如果仅仅是因为男性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有良好的体
力保护群体吗？这或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往往女性能做的并不比男性差。就如同书中所说的女人往往
在田里、在工厂里、在家庭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不是从
事一些不需要体力的工作。这明显不因为历史遗留的原因造
成女性被不平等对待的，而是一种观念女性被弱化的概念，
这种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们脑海里，尽管女性可以和男
性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也被人们所否认。

不可否认，男性在力量，雄心，好强这些方面比女性更占有
优势。那难道女性就应该被区别对待吗？我觉得女性也有她
们独特的优势：她们更懂的发展社交技巧，学习如何合作，
给予彼此抚慰，最主要的是她们对后代的关爱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女性不应该被区别对待。

最近热播的印度电影《神秘巨星》讲述的`是一个印度少女尹
希娅突破歧视与阻挠，坚持追寻音乐梦想的故事。然而最让
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主角尹希娅，而是她母亲。整个电影都在
男尊女卑的背景下进行，女性生活在印度，似乎就注定了悲
剧的一生，就像电影中，尹希娅父亲的姑妈对其所说的那
样“你妈妈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你生下来。我妈妈最大的错
误，也是把我生下来。”因为在印度每个女人的www。bkzsw。
net人生，都像是一场重复。没有尊严、没有地位、没有梦想，
只是男人的生育机械、家里的保姆，乃至可以随意打骂的对
象。尹希娅的父亲一有不顺心的事情就对尹希娅的母亲拳打



脚踢，把工作上的不满发泄到尹希娅母亲身上。尽管尹希娅
母亲被这样不公平对待，可是她对女儿的爱是不变的，当全
家人知道尹希娅还没出生是女生时，是她坚持生下尹希娅，
在尹希娅希望成为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她是第一个站
出来支持的人。最后因为对尹希娅的爱使她生平第一次反抗
了丈夫，带着尹希娅走向颁奖典礼。如果不是因为母爱，尹
希娅不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所以女性并不是一无是处，我
们不应该提倡男尊女卑，而是呼吁男女平等。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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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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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五

如果说有些书适合通过纸质书，而不适合通过电子书阅读，
这大概就是其中一本了吧。

虽然书名是简史，但是整个文章思路与常见的历史类书籍不
同。作者的关注点，不是各种文明的碰撞，不是朝代的更替，
而是真正的人类进化，如何从处于食物链中层的普通动物，
一步步发现到今天这样可以改变自然法则的物种。这个历史
不是上下五千年，而是更远，远至几百万年前，作者在行文
中自带上帝视角。

全书主要分为四部分，解答了人类如何进化至今的问题。第
一部分认知革命，让智人慢慢产生了有别于猿类和其他人类
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语言来沟通，还有虚构的故
事和想象的规则，让人类有了文化及传承的雏形。第二部分
农业革命，是人类从游牧型的采集部落慢慢演化成永久固定
群落，人类也开始慢慢能驯化其他物种（植物和家禽），慢
慢形成大规模合作网络，慢慢产生了文字和阶级。第三部分
人类的融合统一，人类慢慢产生了金钱、帝国和宗教。第四
部分是科学革命，这部分使人类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可以



操纵甚至创造的自然资源更多了，全球化进展也得到了飞跃，
甚至可以改变原本的自然法则。

据说作者的这本书，在每个国家出版之前，他都会做点微调，
所以在阅读中，以中国做例子的点还是挺多的。也是十分用
心了。

我看电子书总是犯困，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好书，推荐
阅读。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六

成吉思汗说过一句很威武雄壮的话：“雄鹰飞过的地方,都要
变成蒙古人的牧场！”什么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统统都是
我大汗养牛养羊的'地方。如此看来，这些被蒙古人打败欧洲
骑士，汉人南人们，可以说是间接地被牛羊给控制了。

大国之争，本就是不见血光的暗战。去年先是中兴被卡了脖
子，接着华为又被抓了cfo。这说明啥？说明这个世界的控制
权还是在以川总为核心的老美手里嘛。

去年初，一堆人咋咋呼呼厉害了我的国，到年底却哀叹股市
药丸楼市药丸全部药丸。今年一开始，我的国就连发几个大
招，一边放水一边减税，群众们就又激动起来了。

不怪他们，吃瓜群众本来就不需要有什么明辨是非的能力，
更不要去思考了。

就算思考也没什么用。

毕竟，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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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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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十

读《人类简史》已经有近一个月之久了。本是一本通俗易懂
的书，但由于作者扎实的历史学知识，加上独特的视角切入，
导致我读起来并没有一览而过的囫囵，而是“细嚼慢咽”的
边读边消化，这样的一个月下来才读了一半。

对于此书的点评，我想引用封底的话：

下面是一些阅读感受和摘记：

第一部分：认知革命

45亿年前地球形成，250万年前开始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的
人类。250万年啊，这是对于每个人类个体来说不敢想像的数
字，但在人类诞生后的200万年间人类并未有大的飞跃，究其
原因，可能是因为演化所需要的时间线过于漫长，也可能是
需要某个契机。因此在最初的200万年之内，人类进化的进度
与工业革命以来相比简直像是在原地踏步，甚至那时的人类
竟需要以食肉动物进食完的残羹剩饭果腹。推测出这一点的
证据是早期石器最常见的一种用途就是把骨头敲开，人类才
能吃到里面的骨髓。而后在40万年前才有几种人种开始固定
追捕大型猎物。这一切在10万年前智人一跃成为食物链顶端
时才打破了平衡。这一转变不仅让生态系统猝不及防，更让
人类本身也不知所措。以后人类史上的众多灾难，不论是生
灵涂炭的战乱还是生态遭逢的浩劫，其实都是源于这场过于
仓促的地位跳跃。

我们现在全球的人类皆是“智人”的后代，而在250万年前
到3万年前之间地球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种类的人类，已知的比



如：

分布在欧洲和西亚的尼安德特人 距今40万~3万年之间

分布在亚洲的直立人，也是存续最久的人类 200万年~5万年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梭罗人

印度尼西亚佛罗里斯岛的佛罗里斯人，他们是身高不超过1米
的侏儒

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

东非的鲁道夫人 距今200万年

学会使用火，无疑是人类进化中的一大飞跃。火不止会让食
物起化学反应，还会起生物上的变化：经过烹调，食物中的
病菌和寄生虫就会被杀死而且吃熟食也大大减少了人类对食
物的咀嚼时间。从一开始的无意中认识火，到熟练掌握用火
技能，这段时间大约经过了60万年左右。直到30万年前直立
人、尼安德特人及智人的祖先才能熟练用火。

认知革命起源于大约7万年前，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而独立
存在的起点。智人在认知革命期间争霸了全球，消灭或者说
取代了其他所有的人类。智人之所以能够统治地球，我们认
为和智人拥有比较大的大脑、会使用工具、有超凡的学习能
力还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这些巨大优势有关。发生认知革命的
原因我们无从得知，但普遍认可的理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
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来思考，在发展出了语言后又赋予了这个语言最独特
的功能--“讨论虚构的事物”。这种种集于一身的演化使7万
年前智人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整个欧亚
大陆。



讨论和编制虚构的事物，使人类越来越适应于团结合作。最
开始的“八卦”让人类产生凝聚力，逐渐人们编制出更多故
事、规则使得人类群体、村落、甚至国家运行起来井然有序。

农业革命前大部分人生活在小部落里，每个部落少则数十人，
最多不过数百人，人们以采集为生。智人在采集食物和原料
的同事也在不断的增长知识，比如对生存范围内环境的了解、
食物营养与否、有毒和无毒植物的区分、动物生活习性、简
单工作的制作等等。远古采集者由于食物的多样式，使得他
们较少有饥饿或营养不良的问题。

32000年前的“德国施泰德”象牙制狮人雕像；12000年前以
色列北部50岁女人和一副小狗的骸骨；15000~20000年前拉斯
科洞穴的一幅鸟头人身男子壁画；9000年前阿根廷“手洞”
壁画，从这些考古发现中我们推测远古采集者的生活和想法，
可能他们那时已有了模糊的宗教、政治、战争概念，可惜这
幅沉默的帷幕就这样罩住了几万年的历史。在这些年间，可
能有战争和革命，有灵性激昂的宗教运动，有深刻的哲学理
念，有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但即便我们猜测的再接近事实，
也无从得知。

智人称霸全球的过程中，必然会闯入一些以前无人涉足的处
女地。大约45000年前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智人发展处第一
个能够航海的人类社会。在此基础上，就有了第一批移居澳
大利亚的人，正是这些人为当地的大型动物带来了灭顶之灾。
大型动物本身繁殖就十分缓慢，加上他们对人类的袭击根本
来不及防卫，更何况智人抵达澳大利亚时已经掌握了火耕技
术，在他们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下，造就了我们现在的
澳大利亚。桉树植物因为耐火，在灾难中幸免于难，而以桉
树植物为生的无尾熊理所当然的成了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