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通史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全球通史读后感篇一

最近在读《全球通史》，还没读完，因为这本书很厚，十六
开的纸有上千页吧，我只读到中世纪。不过也从中发现了点
道理，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对进化论的观点。很多质疑进化论的人
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现在的猴子没有进化成人。我的观点是，
其实进化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史前是这样，古代是这样，现
代也是这样。我们人类在变化着，从身体素质、智力等方面
都在变化着。与此同时，我们身边的动植物也在变化着，有
的物种要灭绝，有的物种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之所以用变化
这个词，是因为现在很难说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最终会是
发展还是堕落。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达尔文对物种进化的看法。人类
的发展也适用于这种变化。史前人类其实是有四种人：印欧
人、蒙古种人、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当时他们还都是原始
人，过着采集食物的生活，被称为食物采集者。但是，他们
采集食物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印欧人和蒙古种人的效率更高，
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也就有能力向外拓展。而俾格米
人和布希曼人效率低。这种差别的结果就是现在世界上存在
极少数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绝大部分人为印欧人和蒙古
种人。我们中国人就是蒙古种人的分支。

生产效率导致人类进化这种观点在我国历史教育中很少被提



到，在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中更是鲜见。绝多部分史书说一个
朝代的灭亡是君主失德，失去了上天的庇护。这种论调，我
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回避了发展经济这个主题。朝代更
迭的真实原因是经济，而不是道德。每个朝代建立后经过一
定时间的稳定，官员数量会大幅增加，这意味着国家开支会
大幅增加，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这时农民作为主
要生产者需要缴纳的赋税也会提高。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通
常做法是把地卖给有钱人，自己只负责耕种，缴纳租子。而
这种方法也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民的压力，随着国家需要的收
入增加，封建社会生产效率并没有发生过突增，因此最终转
化到农民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实质减少。于是，我国历史上反
复上演的农民起义就如海浪般一浪高过一浪。

读《全球通史》的另一感受是，西方人并不是天生的慈善家。
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欧美的富豪捐出自己的家产成立基金会
或者捐给其他基金会，他们关注贫困人口、关注艾滋病以及
环境问题。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公益的发
展，使很多因历史原因致富的企业家关注社会公益。但是我
想说的是，西方人并不是天生的慈善家，争强好胜是他们的
本性，这一点比我们东方人要强烈很多。欧洲并不是物产富
饶的地方，而且欧洲大陆上的民族并不少。因此，中世纪的
时候，我们看到欧洲是一片混乱的景象。突厥人、日耳曼人、
维京人、高卢人等等为了争夺土地混战不休，这种历史背景
下成长起来的欧洲人怎么可能是乐善好施、一副菩萨心肠。
所以“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才会从他们嘴中
说出来，所以在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他们会偷偷修改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欧洲人并不值得信赖，当然还有美国人。
所以，我说这些的目的，是希望很多人不要一谈到西方人就
讲他们有多好，充满了尊敬。他们在历史很长时间里都是**。

先说这些吧，因为《全球通史》还没有读完，希望早点读完，
与大家分享。



全球通史读后感篇二

在我们老家的高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农村的孩子
数理化方面的成绩要优于文史方面。很多人都认为农村的孩
子不善于学习文科课程，更善于学习理科课程，所以在高二
文理分科的时候，大部分农村来的孩子都选择了理科，我就
是其中一个。我们村与我同一年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大概有七
八个，无一例外都选择了理科。事实上，我们高一的时候文
科课程的成绩也确实一般，根本没有办法与城里的学生竞争，
选择理科也应该是非常明智的决定。直到前一段时间我读斯
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之前，我都下意识地认为我不
是学文史哲的料。尤其是历史，在此之前我始终觉得这个东
西非常枯燥无味。

然而，《全球通史》却完全改变了我这种非常幼稚的想法，
我认为农村的孩子文科成绩不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
是农村中学教育不重视文史教育，这是一种误导；二是教材
本身的原因，传统的`历史教材缺乏必要的逻辑阐释。农村的
孩子从小接受“重理轻文”的思想，习惯于逻辑推理的方法，
所以在遇到一些缺乏逻辑的教材时，不免产生厌烦失掉本应
有的兴趣。然而真正的历史远非如此，例如为什么中国会出
现唐宋元明清这些王朝的兴替，并不是下一个王朝拥有比上
一个王朝更先进的制度，而是因为旧有的王朝经济的繁荣往
往伴随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即意味着人均资源会不断的下
降，由于缺乏技术进步，人们的收入也会不断减少，人口的
增加最终会迫使人们的生活维持在生存水平状态。此时如果
再有乱臣贼子，再加上天灾人祸外邦入侵，内忧外患之下邦
国必然分崩离析。当然，多数情况下历史并不是只有合理的
解释，历史更不是要告诉你鸦片战争爆发在哪一年，而是要
解释为什么会爆发鸦片战争，为什么鸦片战争不是在更早的
一个世纪中发生，为什么不是更晚的一个世纪。为什么在春
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甚至遭到各
国的唾弃。然而自汉以后，儒家思想又重新得到了青睐，并
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思想，以至于有人将其称



之为“儒教”，为影响世界文化最重要的思想。为什么会发
生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北欧，为什么没有在更早的一
个世纪发生，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希腊、印度、中国这些
文明古国发生？这才是历史！

全球通史读后感篇三

社会制度之协作：

旧石器时代指人类主要使用打制石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往往需要生活在团体中，通
过协作来获得足够的维持生存的食物。尽管团体之间也会因
为争夺食物而产生争斗，但由于人数的限制和工具的匮乏，
大规模的战争还没有产生。

原始的平等之团体成员间的平等：

团体（也称部落）的组成单位是家庭，存在的目的采集、狩
猎以获取食物。因此，狩猎本领高强的人往往会被推举为部
落首领，但此时还没有出现制度规定的公权力，部落中的任
何人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

在部落中，男性主要负责狩猎，女性则负责生育子女和采集
包括植物根茎、果实、昆虫等在内的食物。由于狩猎的不稳
定性和危险性，因此女性采集的食物往往多于男性。女性对
于团体食物的贡献至少不低于男性这一事实，造就了在旧石
器时代女性和男性地位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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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读后感篇四

本书连起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采用跨学科的全球视角
还原真实的历时，全书大处高屋建瓴，小处曲径通幽，整体
气势撼人。

我们这一代，从初中的历史知识到高中阶段的中国历史篇章，
大概地了解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现从一个外国学者对
中国文明的理解，对深层次认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起源于发
展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作者把中国文明与同样是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的印度相比，印度文明是松散与间断的，中国文明
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

中国人统一文字，形成独特的现实主义，惊现政治上的统一，
作者认为与印度的宗教职责不同的是：中国人强调人在社会
中的生活，尤其强调君臣关系（等级观念），从而加强了政
治组织的稳定与坚固，这是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领先西
方20xx年的原因。作者特别推崇我国历史上的'圣人孔子的儒
家思想，解决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实用性道德体系。

孔子学说强调是礼仪、社会责任和尊师重教，之后的道家学
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道
家学说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
回归大自然。

作者阐述了与孔子学说、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法家学说，法
家人物都是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奉行力
量、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从而建立帝国，法学一贯无情，
没几年被推翻，儒家学说成为永久的正统信条。

道教学说则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
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作者在中国文明的历史
中提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从而统一度量和货币，实行经济集
中化，统一文字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



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作者对秦始皇在中国文明史的作用非常推崇。帝国的衰落，
作者归结了封建王朝内斗堕落而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纷
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整治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
情况相似。

作者认为，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
是让史学家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史书的组织结构则
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
础上。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一观点和我们以前观点一样，只是客
观评论和还原历史真实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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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读后感篇五

《全球通史》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
《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和《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两



册。作者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
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某一国家或
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本书对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作了高度的概括，它不同与一般的
趣味性史书，它是用一种定论性的话语将人类历史几千年来
的有关文明与发展、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等等问题做了
一个总结性的阐释。因自身阅读能力有限，我只能从中截取
部分感兴趣的内容走马观花。下面就谈一下我在读后的感受。

一、两性间的不平等两性间的不平等是源于新型农业太繁重，
女人终于不堪负重，所以只能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吗？我的
认识是这种不平等虽然在新型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的，
但不是因为太繁重，而是因为生活得需要所产生的越来越多
的工具提高了劳动力，在同样的时间里，照料同一块地不需
要男女都下地干活就可以生产出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粮食。这
样一来就有空闲的劳动力回到家里。那么为什么是女人回家
而不是男人回家呢？那不过是因为女人的生理能力决定的，
因为孩子总是女人生的，过去因为食物采集，无法多生孩子，
现在口粮够了，女人可以多生几个，保证种族繁衍。

于是女人理所当然地留守家中，只是后来的发展却不是一开
始可以预料的。虽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同样辛苦，但是没
有产出，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漫长的几千年，女性沦为第
二性。这一幕甚至现在仍在上演：无论开始是怎么受千万宠
爱所以做全职太太的，过个5年8载，便成为多余的人。当然，
带着丰厚嫁妆嫁到夫家的不在此例。还是那句话：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二、文化的力量在人类社会迈入近代以前，人类的各种群族
在各大洲自顾自的繁衍和生存，各种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明、
文化也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
种力量又继续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
后，人类的好奇心衍变为强烈的野心，并逐渐对自己的生存
空间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于是人们再也不像以前一样随



遇而安平静地生活在自己的那一片土地上，以各类“交流”
为幌子，开始了永无止境的争斗。放眼望去，创造了一直到
今天我们都引以自豪的灿烂文化的远古时期所发生的战争远
远比近代以来的世界要少得多，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
和丰富，人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强，战争也越来越多，这不能
不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偏离了人类历史正常的发展
轨道，反思我们当下的思想理念是不是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
考验。

时至今日，这种力量的转换还在继续，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竞争”、“发展”之类的话语，于是
世界各国大多都在拼命发展经济，希冀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
度，在所谓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这种“竞争”
越来越形成一种怪圈，说白了就是“物质第一”、“一切向
钱看”，这是我们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都不会找到的场景。

三、日益剧增的危机感《全球通史》在最后说“人类还从未
看到在他们面前如此灿烂夺目的前景，但人类也同样从未见
识过潜伏在这种景象后面的蘑菇云。”作者以及现在众多的
历史学家都认识到了科技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希望中孕
育着危险，美好中承载着毁灭，也许真的有那么一天，人类
会发展到穷凶极恶的最高境界，将那些所谓智慧结晶的恐怖
武器搬出来施加在对方身上，或者说某些国家、某些民族试
图创造出更具有科学含量的威慑力量，例如现在的朝美两国，
不停地研发新式的武器，日益剧增的矛盾，可是他们却没想
到如果在试验或是检验、尝试的过程中，科学突然和人类开
了一个玩笑，发挥了它的威力，那么我们在看到结果的过程
中也结果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