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类简史读后感(大全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
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一

拿到这本书的第一感觉是，哇，好厚（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
一样，不喜欢度很厚很厚的那种书），内心发怵，觉得可能
读不完，于是没有马上开始读，就安静的放在那儿，每天下
班，会看一眼，但是没有去读......，直到后来有机会去无
锡图书馆，才能好好静下心来读这本书，一读就欲罢不能了，
一直看了一个下午，后来就一直断断续的读，直到昨天才读
完。

这本书有点颠覆我的有些观念，可能是我才疏博浅吧，有些
观点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比如里面说，进入农业社会其实
是一种退步，因为在采集社会，大家四处迁徙，不用担心吃
住，过得也开心，疾病也少些，说的确实有些道理，但是也
不能说就是一种退步哈，可能要辩证地去看。

这本书讲的是人类的发展史，其实更多的讲到了社会历史的
发展，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科技革命，一步一步
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产生的一些问题，还讲了社会的历
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了解了这些之后，你会发现，
世界原来那么大，那么丰富多彩，而自己却局限在自己的角
落里，自怨自艾，实在狭隘。

书中有一观点让我又开拓了视野，那就是，人类社会的简历，
就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比如古代的神话，西方
的宗教等等，都是讲一个故事，然后大家都相信这个故事，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制度约束着大家，这个观点很神奇，想想
也确实如此，很多东西只有你相信了，你才会去听，会去做，
会去遵守。所以你的思想是自由的，你需要选择你觉得正确
的去相信，不必要被一些所谓对的观点束缚，让自己的思想
和灵魂变得迷茫。

读了这本书后，我了解到，原来人类能够从那么多生物中脱
颖而出，成为地球的霸主，代价也很惨痛，多少珍稀的物种
遭到了灭绝，包括我们的同类，比如尼安德特人，人类在征
服地球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当时24种体重在50公斤以上的动
物中，有23种都惨遭灭绝，18许多比较小的物种也从此消失。
类似澳大利亚这种生物大灭绝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不
断上演，成千上万的珍稀生物种永远的消失在地球上，实在
令人痛心，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就是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史
上第一波和第二波物种灭绝浪潮，知道智人已经害死了多少
物种，才会更积极保护那些现在还幸存的物种，否则最后，
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
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看着这些可爱的动物，是不是由衷的想要去保护他们，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有一颗想要保护他们的心，并且将这
种观点传达出去。

这本书还写到了我们平时食用的家禽家畜，其实一开始他们
是自由自在的，只有物竞天择，不会像现在这般被圈在一个
比自己身体还小的笼子里任人宰割，自从人类开始圈养牛羊
鸡这些动物后，如今通过先进的技术，这些动物被拼命的复
制，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这些动物确实是成功的，但是
从他们的生存环境来看，恐怕他们宁愿种族惨淡，我这么说，
看得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只是大致的观点，书中描
写的很详尽很生动，让人看后，都想做素食主义者了。

总之书中还有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不论对错，总归能
带给人思考和启发，需要辩证的去看待。



太久没有写东西，现在再来写写东西着实有点费劲，但是后
续慢慢会多起来的，也期待你来和我一起交流讨论。

最近还慢慢爱上了翻译，哈哈哈，所以把人类简史的简介翻
译了一下，留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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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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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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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简史读后感篇六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
偷把我宰了。——伏尔泰

人类之所以优于动物，是因为人类拥有想象的能力，并用以
构建共同的“想象”。

初读此书，这个观点就让我留有深刻印象。

而这正是是作者，赫拉利，一个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对现
今人类社会的解读。

这个观点乍看无理，但却是本书的灵魂，随着文章的推进，



跟着作者思想的脚步，一点点逐步清晰，让人一时间有种恍
然大悟的感觉。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那最初的想
象上，而使这想象成行的，是人类对其的相信，百分百的相
信。

从认知革命开始，人们就开始想象，他们制作并不存在的事
物的雕像，并崇拜它们，信仰它们，这或许就是宗教的开始。
人们因一个共同的想象聚集在一起，互相信任，形成了一个
个部落，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到了农业革命，人类似乎开
始从居无定所的生活中走出，开始驯化种种能为人类所用的
植物与动物，有了更加稳定的生活保障，更是形成了一个个
村落。现今，历史学家们发现一些历史遗迹，也与人类农业
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作者明确的表示了他对农业
社会的不推崇，并将农业革命形容为“史上最大的骗局”，
但从现在来看，这仍旧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发展的开始。
就在这人类发展的源头，人们也在为了一个共同的想象勤勤
恳恳地劳作。

又过了很多很多年，一个个国家产生，世界上第一部法典出
现，社会上也有了阶级划分，人们相信恶人有恶报，而奴隶
生来就身份低微。从这时，人们的“想象”似乎并不都向着
美好的方向了。甚至以前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宗教也发生
了变化，各大宗教的分歧使得神学争论愈演愈烈。但天主教
徒和新教徒彼此杀得难分难解，国家与国家也不停交战，互
不相让时，他们对对方手中的钱币可没有任何抵触的情绪：
一种新的互信系统产生了。金钱正是这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
有效的互信系统。比起任何国家、法律、等级或是宗教，金
钱的魅力让它毫无阻碍的跨过一道道鸿沟，丝毫不受宗教、
种族、性别或是性取向的影响。

读到这里，稍一思考，就发现作者的用意，从始至终在文字
里透出来的，都是对人类社会梦幻泡沫的戳穿与嘲弄。他甚
至不用“人类”这个词汇，他频繁的使用”智人“，这个生
物学意义的词汇。他想做的，只是将人类从高高的食物链顶



端拉下来，把人类从自己的想象里点醒，告诉人类其实他们
不过是“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而人类的“想象”
在“上帝”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这“想象”，造就了
当今的现代社会，使之达到了现在的高度……。我们拥有的
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几乎不知道该怎么使用这
些力量。

“从动物到上帝”，人类是否能够成为上帝？这个问题在我
心中已有了答案。

放下书，脑海里浮现的却是作者在写农业革命时写下的一句
话：

“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早是植物驯化了智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