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国崛起读后感(大全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
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一

德国，一个盛产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国度。约
翰.克里斯朵夫，很自然的想其了他，这个性格有点古怪却充
满人性的形象是我认识的德国人中的一个。爱因斯坦。歌德。
席勒。说起德国，想起来的却是一些零星的片断。饱受古典
音乐的影响散发着古典哲学的理性光辉，以惊人的破坏力伤
害了世界也伤害了自己，而这一切都源于这个民族对长期战
乱的分—裂的集体记忆，统一和强大，成为德意志发展的最
大动力。

两百年前（1806）勃兰登堡门上的.和平女神当作战利品被来
自法兰西的皇帝拿破伦。波拿巴取走带回了法国，这使得德
意志的惨痛记忆被唤起。这个民族的到底曾受过怎么样屈辱。
我想或许每个民族总有自己辛酸沉痛的历史，但是重要的是
他是如果走过坎坷，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繁荣。当拿破仑的军
队在1806年悍然入侵时，这个所谓的帝国根本无力抵挡，帝
国中两个最大的邦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遭遇惨败，普鲁士还
被—迫割让了一半的国土，支付1.5亿法郎战争赔款。德意志
神圣罗马帝国轰然解体。

当这片土地上连一个名义上的国家都不复存在时，人们想起
了德意志诗人席勒的一声感叹：“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
不到那块地方。”席勒的朋友歌德则干脆地说道，没有一个
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
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奥地利；如果我



们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德意志在
哪里？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拷问着每一颗德意志的心灵。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奔走游说终于让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呈
现出曙光。然而，最后他却已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铁血宰相俾斯麦不得不提，1862年9月30日，刚刚被任命为普
鲁士首相的俾斯麦走进议会，发表了一段强硬的讲演，他说：
“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以及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
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
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从此俾斯麦被世人称为“铁
血宰相”。

由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黑暗、
最惨痛的一页，无数生命和家园在战火的劫难中消亡，这是
全世界都不会遗忘也不能遗忘的历史。而如何对待自己不堪
回首的过去，是这个曾经失去理性的民族必须面对的一次考
验。二战中被杀害的600万犹太民族的冤魂在等待，受到伤害
的欧洲和世界在等待。

1970年的一个萧瑟冬日，刚刚上任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
来到了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二战中，波兰有250万犹太
人在集中营里饱经痛苦、绝望的折磨，最终无助地死去。在
冰凉的风中，勃兰特一步步走到死难者的墓碑前，在全世界
的注视下，这位二战中反纳粹的英勇斗士，做出了一个令所
有人震惊不已的动作：他跪倒在地。德国人诚恳地接受了自
己历史上沉重的一面。他们讨论但是没有激烈争论，没有否
定自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推卸自己应该对犹太人
大屠杀所负的责任，没有否认自己经受了12年的纳粹独裁统
治。诚恳地回忆自己的错误，帮助德国人大大地减轻了民族
复兴的困难。

1990年10月3日，勃兰登堡门上的和平女神又一次见证了国家
命运，分裂了41年的德国再次统一。这一天，被确定为德国
的国庆日。



德国再次统一了，凭借的不再是铁与血，而与120年前相同的
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德国人再次创造了经济奇迹。经过一
代人的努力，这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重创的国家，发展成为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作为欧盟的重
要成员国，它也找到了通过振兴欧洲来壮大自己的强国之路。
德意志，它在哪里？也许，近两个世纪执著的寻找已经有了
答案。在这一漫长的寻找中，所经历的大悲大喜，不仅已成
为德意志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且也为已经崛起和正在崛起的
大国，书写了一段不可忘记的历史。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二

现在的世界是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不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
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一个人若
想在各种比拼中脱颖而出，就要总结、吸取自己和他人的经
验和教训；一个国家若想在在如今这强国林立的世界中崛起，
也必然要借鉴他国崛起中的经验和教训。一书介绍了15世纪
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反应了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9个大国成功
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早期的大国，即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真可谓是勇敢的探险
者、拓荒者。他们勇于向未知挺进。当其他欧洲国家的活动
范围还仅限于欧洲本身时，葡萄牙、西班牙已开始了对欧洲
外的土地的探索与争夺。于是，世界第一次被瓜分、地理大
发现等都成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杰作，这两个国家也从外部
掠夺来了大量财富。而最终，他们衰落了，因为他们的贪心、
享乐之心等等。

荷兰、俄罗斯两国人民的坚强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荷兰在
独立前的抗争着实令我叹服；俄国人在强敌临近之际的英勇
无畏令我对其深表敬佩。但是荷兰成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活例子，苏联最终也未脱出僵化的模式。



英国、法国、德国都曾拥有强大的，同时也有强大的综合实
力。若是和平地、与时俱进地发展，他们不仅不会成为明日
黄花，而且还会使世界人民少受些磨难。但他们的野心决定
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将所学来的东西快速、充分地消
化利用的国家，可他们唯独没有学会与人为善，并最终葬送
在自己的野心和缺乏远见上。

美国从独立到现在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间运用了各
种手段，极力地使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虽说美国崛起的
手段没什么值得赞扬之处，但是其维护主权的坚定、与时俱
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从这9个大国的兴衰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崛起的过程
中全部奉行扩张政策，而这扩张政策也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
的衰败埋下了祸根。不论是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还
是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
决不能重蹈列强们的扩张政策的覆辙。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
的，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是当今世界维护世
界和平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崛起要不损害世界人民的
利益，同时要为构建和谐世界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在我们和
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应学习那9个大国在扩张中体现出的探
索未知的勇气，善于学习和借鉴的品质，也要注意跟上时代
的步伐；那些大国曾有过的贪婪、野心以及取得些许胜利后
的得意忘形，则是我们要严防出现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只有
在努力维护和平的前提下的锐意进取、团结、独立、自主并
不断创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
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喜人的成绩。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进步，因为国家是由一个个个人组
成的。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爱好和平不仅仅是对国家的要
求，它们同样也是个人应做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一颗爱
国、进取、和平、创新之心。只有我们每个人不断进行自我



提高，我们祖国的实力才能逐渐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才会
不断提高。当然，我所谓之人人进取等并非是说每个人都要
按同一种方式去做事，而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怀着强大祖国的
理想去为祖国的发展而拼搏，并在此基础上发扬自己的个性。
我认为，发扬每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因为人的个性得到较
为充分的发扬，是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
重要前提。

既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有所启示，也对我们个人的发展有很大
的帮助。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三

不知道大家看了中央2套最近播出的《大国崛起》这部记录片
（或书籍）没有，这部记录片根据历史事实描述了自15世纪
开始，500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成为超
级强国的历程。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
外交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是一部真正的强
国文明的进步史。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强国
梦，为国人树立怎样的思想，不得不向强国学习，而是学习
世界列强，不是向阶级弟兄学习。

看了这部纪录片，让我想起了中国近代可悲的闭关锁国政策，
正是中国传统的自闭，导致了中国从此落在了强国的后面，
而且是一溃千里。不由得让人想起汉武帝出兵讨伐匈奴，唐
太宗兴兵击退突厥。在局限性和平的谎言下，国人的强国梦
又被蒙蔽了。但这不电影是唤醒国人的一个起点。传统的居
家过日子思想已经过时，势力的扩张才能换来强盛，这部呼
唤扩张与竞争的影片，第一次给了帝国主义列强一个公正的
定位。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而这部记录片恰恰又说
明了文明的重要性，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句话：“我宁



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思想的
控制下，人民才能统一信仰，信仰决定了文明的统一。这样
才能使国家通过输出自己的文明，从而决他奇特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

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面积92391平方公里，
2003年时人口约1010万。这个国家的面积和资源还不如中国
的福建省、在世界地图上还不如一粒葡萄干大，15世纪时不
到100万的人口，打破人类传统的亚欧非三块大陆的传统。当
初仅仅是为了获取香料（即胡椒粒，用于保存食物），为了
这个简单的愿望，葡糖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
在恩里克王子的率领下开辟了南美洲，而恩里克王子这位伟
大的航海家，却从没有一次远洋的经历。

德国在公元1805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了义务教育，距今已
有200年的历史。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国家中仅柏林洪堡大学就
有29位科学家加冕过诺贝尔奖。在国民素质整体提高，科学
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使得铁血宰相俾斯麦发动三次王朝战
争，在攻陷法国首都巴黎后，德军总参谋长毛奇自豪的说道：
“德国的胜利早已在小学生的讲台上决定了！”

苏联为了尽快成为世界强国，把重工业列为国家的首要发展
目标，直到今天我们对俄罗斯的航母、潜艇、驱逐舰和先进
的导弹都耳闻目染，但是在这个重工业发达的背后，充分暴
露了轻工业的薄弱，使得现今的苏联加盟国都普遍缺乏生活
日用品。这几天网上又盛传俄罗斯人口快速下降，2050年可
能跌破1亿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我一个东北的朋友对我说
过，俄罗斯并不是养人的地方，由于极度寒冷，北亚地带普
遍生育率地下。另一个侧面因素，俄罗斯男人酗酒成性，使
得很多俄罗斯妇女更喜欢嫁到中国。

上面三国家的进步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强国要
崛起必须先唤醒整体国民的整体愿望。总而言之，任何一个
国家想要崛起不仅仅是休生养息，更学要高层决策者的思想



一定不能落后。片子里这样强调过，二战前的强国，不论胜
败，无论输赢，无论受到怎样的重创，战后依旧是这些战胜
国与战败国的世界。德国与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也受到了毁
灭性的打击，但是他们早已有了先进的社会体制，所以在战
后几十年又可以迅速恢复，依旧是世界强国。

中国一贯自称是不结盟国家，而这部记录片第一次首肯了结
盟是强国之路必须走过的历程。阿盟、欧盟、非盟、东盟等
一些联盟的建立，本来是视作小国联合对大国的惧怕，但实
际上区域的一体化的形成，已经证明了结盟对经济、政治等
多方面因素发展的巨大优势。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已经看到这
一点，虽然不能说有绝对的同盟，但局域上的联合已经体现
出富国强兵的好处，上海合作组织也许就是战略结盟的开始。
也许结盟战略是将来中国发展的更大优势，我们期待中国真
正盟友得出现。

中国人迫切渴望能恢复的汉唐王朝时期的那种荣耀，前几年
还只能是抱怨下岗，就业再就业问题，如今看了中央2套《大
国崛起》这部片子，使我对现今中国的发展思路有了新的认
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九个国家的强大无一例外都是
依靠对外扩张而实现，而现今把这九个列强的发展告诉我们
国人，便是要把中国从一个闷头固守的国家，变为一个扩张
性的强国。增强国民意识，扩张国家实力的新强国思维已经
在沉睡多年的中国诞生。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四

日本告诉了我们：要使国家崛起就需要不停地学习，扬长避
短，不停地完善自己； 中国当局对于中日关系的描述往往有
两句：其一曰“一衣带水”，其二曰“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这两个说法倒也恰当。第一句话讲的是两国地理位置
接近，容易交流并相互影响。第二句话意义就比较复杂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日本可以说是从中国获益最多的国家却同
时也是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



首先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日本前
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
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
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
及和发展。”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
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
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 日本重视教育的历
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
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五

前段时间去看了《厉害了，我的国》，看到对中国高铁的介
绍，当时就想着要找个机会好好的了解一下中国的高铁，因
此找了《大国速度》来看。

《大国速度》作者自称高铁见闻君，通过此书讲述了中国高
铁从无到有、从有到新的创新发展之路。结合自己的专业有
几点感受：

近期在进行产业小镇的研究，发现在国外很多产业小镇都是
由一个企业带动起来的，比如说德国沃尔夫斯堡由大众汽车
而闻名于世，美国的好时小镇因好时巧克力而广为人知，法
国的依云小镇因依云水而声名远扬。一个优秀的企业足以带
动一个区域的发展，同样一个优质的产业足以带动一个民族
的崛起。

高铁作为一个产品，它的形成从产业链上来说，既需要铁轨
建设，又需要车辆研发、生产，还需要大量的周边零配件支
持；从产业使用上来说，对物流、服务业从很大的带动；从
带动效应上来看，降低了区域间的时间成本，提供了大量的
就业岗位；从产业销售来看，对外输出，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所以，作为产业规划从业人员，我一直认为，产业规划是一
个非常重要且非常慎重的事情，一个好的产业规划，会改变
一个区域的发展。

看这本书，其实就是在看中国高铁的发展史，而这每个参与
其中的人，都在创造历史。在高铁发展阶段，有众多知名学
者参与，并因为观念不同，支持的高铁产品不同，产生过很
多分歧，因各种原因也让中国高铁走了不少弯路。但事实证
明事情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如果自
己不能成为推动历史车轮前前进的支持者，那最起码不要成
为阻碍者。

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要小看自己的作用，因为有可能你正在
创造历史。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六

《大国崛起》为我们讲述了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
它们分别是：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金融资本
家荷兰；十八、十九世纪的强国法国、英国；二十世纪热衷
于扩张领土的日本、德国；目前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

在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它们探索整个世界，
不仅完善了人们对我们生活的星球的了解，西班牙还获得了
美洲加利福尼亚成片成片的金银；葡萄牙则获得了非洲大量
廉价的劳动力，亚洲迷人的香料。可这一切，却并没有给这
两个国家带来多少利益。葡萄牙自身的问题非常之多：人口
少，只有150万人，无法派兵分配到大量的殖民地；财富大量
流失，随着香料的传播，各国的商人也从地中海开辟了航道，
地中海的航道不仅成本比经过好望角的航道低，速度也更快；
国内享乐之风盛行，葡萄牙人只顾着手中的金钱，却不顾生
产，很少有除了香料的其他财富来源。而西班牙则犯了与葡
萄牙人一样的错误，贪图享乐，导致了金银所造成的价格革
命，使国家迅速衰弱。



荷兰的崛起源于它很早就采用了民主的政策，使它在贸易中
迅速崛起。但失败往往比成功容易得多，荷兰将大部分资金
投资在外国，又往往收不回来。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发起
的战争彻底摧毁了荷兰的经济体系，很快，荷兰便走向了衰
败。

而英国的崛起源于它工业、海军的快速发展，在打败了西班
牙的无敌舰队后，更是到达了巅峰，可是，英国却在紧要关
头止步了，使自己的工业化发展大大低于德国、美国，很快
就衰败了。法国的衰败恰恰与英国相反，英国使止步于工业
发展，而法国却是不停地扩张领土。拿破仑一世登上皇位后，
便开始发动了战争，由于对待俄罗斯、英国、西班牙等国家
的失误，导致了称霸一时的法军迅速溃败。而拿破仑三世重
登皇位后，又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对待普鲁士、意大利，有了
普法战争的惨败，加上后来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就再也没
能东山再起了。

德意志和日本的失败取决于他们的错误扩张，他们都想称霸
世界，一个入侵欧洲，一个入侵东南亚，最终，结局证明了
一个想和整个世界对着干的国家注定是会失败的。

那正在崛起的中国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

1、要积极参与国内的生产活动，不能过于依靠进口货；

2、投资的眼光要准，要在重要的方面投资；

3、不能止步于现状，成为现实“龟兔赛跑”的兔子；

4、知足常乐，不能一味地扩张领土。希望中国可以以史为鉴，
一直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恒烨）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七

沿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北上，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
北角处，自东北至西南分布着一列弧形的岛屿，与亚洲大陆
隔海相望。这就是日本——“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

我要谈论的就是《大国崛起》的日本。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国土面积仅37万多
平方公里，不仅矿产贫乏，而且经常遭受地震、火山和台风
的袭击。但是，它又是一个封建色彩浓重的典型东方国家。
因此，日本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在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
出、后来居上，迅速具备足以同世界强国抗衡的实力，成为
成功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唯一一个东方国家，确实令世界为之
震惊，也着实值得世人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至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文化开始摆脱对中国
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自身
特色的“国风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７至10
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时所说：唐朝三百年间，
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
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
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
消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
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宋、元时代，中国曾出现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而在当时的
日本，中国钱币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联系和民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即使
是元代，在蒙古大军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1247年、1281
年），导致两国官方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民间的商贸联系依
然相当频繁，甚至超过了宋朝。

在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



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
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日本的各种文化，经济使人深思，为什么一个曾经落后的国
家如今是世界上的强国之列。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八

日本告诉了我们：要使国家崛起就需要不停地学习，扬长避
短，不停地完善自己；中国当局对于中日关系的描述往往有
两句：其一曰“一衣带水”，其二曰“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这两个说法倒也恰当。第一句话讲的是两国地理位置
接近，容易交流并相互影响。第二句话意义就比较复杂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日本可以说是从中国获益最多的国家却同
时也是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

首先日本崛起，得益于重视教育和重视人才的培养。日本前
文部大臣荒木万夫曾经指出：“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
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的发展非常惊人，
为世界所重视，造成比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
及和发展。”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战后日本
物质资本存量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的重要部
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还大量存在。”日本重视教育的历
史可上溯到明治维新时代，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
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比美国早4年，比法国早10年。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九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书店，在那里我又偶然地看到了一本
书：《大国崛起》。我一见到这本书就欣喜若狂，我终于找
到了一本符合我胃口的书，从此以后我以惊人的速度读完了
一本又一本。



下面我与大家分享这本书吧。这本书讲了当代强国的.过去的
种种变故与发展，以其强大的cctv摄制组诠释了一个大国的
辉煌历史。比如我看的系列丛书之一《日本》。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150年前，日本被迫开国，遭遇了巨大的
生存危机，这也是日本的一大转折点。这时，日本所学习了
几千年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输给了英国，于是日本便开始学
习欧洲列强，先后派出几百人去了法国、英国等国家。西方
的工业、教育程度另他们震惊，于是他们回国后大兴教育，
发展工业，后来重视军事，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世界第一
个摆脱西方大国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为一个挤入
列强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过殖民地的亚洲国
家。在明治维新百年之际，日本的经济总产值仅次于美国、
苏联，现在，它已是世界第二大强国！

是什么力量让一个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国如此强大？
我想是他们喜欢学习，他们懂得如何让国家发达。当清朝中
国还在花巨资买舰船时，日本人已在学习如何造舰船。

是什么让日本人如此好学？我想是因为他们的国民有高素质，
求知欲望强。

是什么让日本人有高素质？我想是因为他们政府重视教育，
要知道，当时日本国民教育普及率达59％！对一个国家来说，
着非常困难。

我想正是因为日本人好学习、求知欲和重教育成就了一个具
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强国

要想让中国成为世界性的强国，须从自己做起，认真学习，
让中国成就大国之梦！



大国崛起读后感篇十

我通过学习历史，了解到英国在中世纪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
家，被誉为日不落帝国。尽管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却
认为，在如今社会的发展中，它的历史也仍有作用。我们将
从它由"快乐的英格兰”到“日不落帝国”再到“衰落”的巨
大跨跃的探究中，将得到很多的启示。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首先，英国位于欧洲的西北部，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北
海和英吉利海峡将大不列颠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四
周围绕着海洋使他们的家园显得易于防守，天然的海曾帮助
英国人成功抵御了来自大陆的入侵者，如十六世纪的菲利浦
二世，17—18世纪的路易十四和十九世纪的拿破仑……同时
海也为不列颠人带来了开放的价值观，英吉利海峡使英国既
容易保持孤立。同时又避免了岛国的常见问题，如孤立，封
闭和滞留，也正是因为其先进的文明与优越的地理环境，才
使一个小小的岛国成为世界近代化进程的领头羊。

如果说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移民史，那英国的历史就像是一部
入侵者的历史。在11世纪之前入侵者把不列颠群岛作为了自
己的家园，甚至开始反抗其它入侵者，也正因如此，英国人
很难完全自称是能离于大陆的独特民族，那么就是在这样一
个乱世之中。英国是如何做到统一的呢？答案就是—英语作
为官方语言的确立，无论是底层阶层还是统治阶层，大部分
人都可以听懂并且会说英语，到13世纪末，英语在官方场合
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由此可见，语言统一的重要性不仅体
现在政治统一上，更是体现在了民族统一上，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的殖民者要求本国殖民地学习本国语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