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报告 枪炮病菌
与钢铁读后感(实用5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
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报告篇一

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于第一次发表小说《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并且借此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以及众多
学者的关注。

作者在小说内通过生物，地理，及其他领域的科学仔细探究
了人类社会文明于历史的发展走向并且揭发了现今社会动态
的根本缘由。

为什么西班牙殖民军会如此简单的占领美洲?为什么欧洲的'
经济与人文发展能够超前于别的社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现代
社会的不平等??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试图从
人类最原始的时候开始通过生物及地理学的知识来解释所谓的
“西方优势”。

作者在小说中强调了欧亚大陆所拥有的优势—多种类的植物
以及可驯服的动物，以及这些优势对古代文化发展所造成的
影响。因为拥有了足够的资源，社会渐渐开始精英化。例如
在中国，欧洲和中东等地区的发展相比于美洲及澳洲要快速
许多。但是由于欧洲大陆的地理分割，使得欧洲的政权极度
分散化，这样使其文化发展变得更加自由。

相较而言，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地貌平坦，政权集中，统
治者更倾向于闭关锁国，导致了行为思想的发展缓慢。在小



说被发表之前，社会普遍认为是欧洲工业革命造成了现代文
化的差异与不平等,甚至一些理论含有种族歧视的成分。这本
书的发表改变了世界对历史与社会的简介。

对我而言，这本书使我学会了如何抛开历史中具有误导性的
原因，去寻找事物发生的根源。根据这本书的总结，我在读
完以后经常会把地理及生物的结论延展到更多事件上，比
如—研究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政治系统—甚至可以试图去推
断现代社会以后的走向。

在阅读完一本长达五百页的逻辑推断以后，我学会了如果有
效的在平时讨论中使用证据和推理，在生活琐碎的阅读—新
闻，报纸，小说，课本—中找到异曲同工的地方，以及有效
的分解一件复杂的时间从而找到造成事物的起因。这些生活
中的智慧在我的成长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让我意识到了
单单一本书带有的内涵和能造成影响的能力。正如林语堂所
说，看书就像是吃饭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爱，也会从
不同食物中得到不同的营养。

的确，读了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就像慢慢地吸收了一碗浓浓的鸡汤，不但在品尝的时候觉得
味道鲜美，喝完过了很久也依然回味无穷。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报告篇二

世界的历史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了成就的历史。

《枪炮、病菌与钢铁》成书于1997年，是一部展现人类13000
年以来发展变化的，知识涵盖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
的百科全书。作者开头抛出了一个新几内亚人的问题：“为
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
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作者围绕这个问题，分析了
纷繁复杂的各种因素，最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同社会
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根源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



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这一论断有力的驳斥了种族主义的
历史观。本书内容知识涉及广泛，逻辑严密，虽不是对各类
史料旁征博引，但是注重引用事实痕迹进行比对和分析，从
研究历史中获得普遍原则，思维严密，全面性、科学性和可
读性很强。

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源自这些民族本
身的天生差异，而是源自他们环境的差异，这包括动物和植
物的驯化、语言的发展、地理环境等等。动植物的养殖催生
了群体定居生活，定居生活催生了政治组织的诞生，政治组
织的诞生使这部分人类可以把技术和人力资源集中起来进行
发展，而这种逐渐产生的经济优势造就了枪炮、病菌和钢铁
的征服。

语言和文字的发展催生了经济文化技术的交流，动植物、科
学技术和宗教文化在亚欧大陆内部传播与迁移，这种交流带
给了这些人类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源动力。亚欧大陆宽阔
的跨度、相似的气候和基本处于同一纬度的地理优势促进这
一地区动植物的快速传播，而这种传播在南北差异大的美洲
和非洲就显得困难很多。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报告篇三

科普类书籍中比较有名气，很早以前看的，算是我从文学类
转向社科类阅读的拐点，当时作为小白补习到不少人类史知
识，但记得阅读感受很平常，够不上吸引，也不算无趣，现
在再回头看，才明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乱感是为何。

接着围绕第二点，凭空提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有些植
物在一个地区被驯化了，在另一个地区却没有，还列举了很
多北非、欧洲西部、地中海的“实例”，究竟是不是真的，
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说。

然后让人措手不及地跳到了下一个问题——怎么评估一个地



区整个植物群驯化的可能性？看得我直挠头，怀疑中间看漏
了一万字......然后又是“实例”——新月沃地（世界上最
早的粮食生产中心），从气候条件、祖先作物种类繁富、自
花传粉植物比例高等有利方面“论证”了新月沃地之所以为
新月沃地。

下面的剧情发展就脱离掌控了，我已经搞不懂为什么跳到了
前面说的第一点——民族文化的.影响，对于狩猎采集族群能
否利用好人种生物学知识“操心”了好几页，再经新几内亚、
美国东部、墨西哥的变脸节目，最后以印第安人的苹果谢幕，
我就彻底晕菜了。

我是谁？我在哪？我看这本书干啥？这一章要论证的是啥？
结果是啥？

评分这么高，大概是因为作者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大量“研究
数据和事实”之上，这些“数据和事实”在时间、空间上都
离我们那么遥远，能判别这些数据真实性的人微乎其微，基
于此制造出“权威感”便能让人心悦诚服，直呼“受教
了”“学习了”吧。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报告篇四

作为我最认可的社会学（？）科普作品之一，还是要好好评
述一下的。

我读这本书时已经比较晚了，接触过了相当体量的对人类历
史进程的研究，所以初读的时候，不太觉得有很多收获。作
者所阐述的观点，是任何一个有基本世界史功底的人自然能
理解的——哪怕他并不能明确地总结出来。

作者的写作方式，也说不上有多么独到之处——他写得很好，
系统、详实、论据充足，非常地酣畅淋漓，非常雄辩，但任
何一本普利策奖获奖书籍都是如此。



然而，审慎地正视并分析文明的差距并得出人种无优劣的结
论，与以政治正确之名禁谈差距的存在，片面强调结论本身，
不但本质不同，而且影响迥异。联想一下现在的难民问题，
就能体会这本书的可贵之处。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报告篇五

作者看来是常年在东南亚到大洋洲那附近的岛屿国家（波利
尼西亚群岛？）做研究，因为他列举了很多的当地土著的案
例，其中一个吸引了我的注意，也让人深思：新西兰岛上的
毛利人和它旁边的另外一个叫做查塔姆群岛上的莫里奥里人
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同一个族群的，只是后来在移民的时候选
择了不同的去处，一部分人去了新西兰的岛上，另一部分去
了查塔姆群岛，这两部分人最随后的历史里各自独立演化，
在几百年间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
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毛利人生活的新
西兰岛，人口稠密，已经有了稳定的农业和一定的政治组织，
这样也有了生产力上的闲余可以供养战士、手艺人、首领、
组织机构等等，而且岛上的生存环境竞争也要激烈得多，这
使得毛利人形成了好战嗜杀的传统，而一旁的莫里奥里人生
活的岛屿则无法发展农业，可能是气温太低的原因吧，只能
维持一种靠采集、捕猎之类的很原始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社
会形态就形成的是一种原始的相对温和、平等的部落形式的
组织。

当有一天，毛利人偶然发现这个物产丰富而岛上的人基本上
毫无戒备之心时，莫里奥里人的悲剧便出现了。二者在几百
年前尚属于一个族群，几百年后却任意杀掠、征服，正是本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作者用这个社会实验告诉我们，整个地球上的人种分布以及
相互之间的接触与碰撞就是这个社会实验的放大版。几百万
年前走出非洲以后，各自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演变，有的如
温带就比较适合发展出农业，进而有了更多的剩余生产力可



以供养起整个国家系统，从而产生出一个个的帝国与文明；
而有的区域则不适合发展出农业，但是物产却很丰富，这样
人们便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没有天敌，只有一种原始的
平等主义理念；总的来说，相对闭塞的环境基本上就会比较
落后，因为缺少这种文明之间的碰撞和相互的影响；而欧亚
大陆则因为地处温带，又在地理上相互联通，则成为了这个
地球上文明最为繁盛的区域，当这种文明从农业文明进一步
演化到工业文明之后，尤其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让本来
彼此隔阂的文明产生接触时，一些带着血腥的激烈冲突就难
免了。同一个起源，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演化
进度，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差异的“势能”，当这两种具有
不同的势能落差的能量体发生碰撞时，处在较低维度的、低
势能体必然会受到巨大的能量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