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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汤因比说：“一个人如果能身处在历史感悟之中，他就一定是获得了真知的人，因为历史的经验是最
为丰富的一座智慧之库。
”历史蕴含着经验与真知，它记录了人类社会的成功与失败、兴盛与衰退、辉煌与悲怆、交替与更新
，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
世界历史源远流长，有人类的起源，有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不同的国家沿着各自的脚步前进
，然而世界历史并不是各国分散而孤立的历史的简单罗列，而是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历史集结。
各地区间从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耐人寻味的过程
，既有古代文明的繁荣和辉煌，也有革命时期的曲折与艰难。
而在这漫长的时间流转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历史人物更是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各种事件扑
朔迷离。
正史的记录，野史的传说，戏剧的编排，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
众说纷纭。
然而历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客观的存在，许多历史的真相并非在正史记载之中，那只是一
半历史，真相隐藏在另一半的细节之中。
因此，只有注重历史细节，把那些被遗忘、疏漏、润色或掩盖的鲜活而不容置疑的细节揭示出来，才
能够感受到有血有肉的真相及其延伸出来的思想意义。
    历史知识是丰富的、有趣的，绝不只是史料堆砌和年份列表，同时，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知识不仅能
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还能指导人们的现代生活。
    本书以时间为序，通过“文明兴起之前的人类”“世界古代文明”“古代文明的兴起与传播”“中
世纪文明的开始与衰败”“两次世界范围的战争”等篇章的内容．勾勒出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和
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
在描述帝国更替、社会变迁以及“宏大叙事”的同时，更侧重于历史的另一半，关注历史的细节与碎
片。
从细微之处人手，搜寻历史的蛛丝马迹。
同时，在对众多史料进行甄选的过程中，遵循一个“真”字．运用历史逻辑对其进行解构和重塑，力
求见微知著、去伪存真。
    本书是一面历史的放大镜和显微镜，于细微处呈现大历史之风貌，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活剧，一个个
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最大程度地触摸历史，勾勒出一幅真实、生动、立体的世界历史全景图像。
使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掌握历史的脉络，提升自我素质，更好地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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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间为序，通过八大篇章的内容勾勒出世界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
在描述帝国更替、社会变迁的同时，更注重历史的细节，还原历史真相。
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增长知识，提高历史修养，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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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的起源    开始直立行走    在大约350万年到400万年前，地球上除了羚羊，这些用四肢走路奔跑的
动物，又逐渐衍生出了一种新物种。
    他们个子十分矮小，大约只有1米多一点，体重约30公斤。
无论是对一些食肉或者是食草的动物来说，他们实在是太没有攻击性了。
    这种物种和猿猴长得差不多，其实可以说，他们就是由古猿猴进化而来的。
他们有着后倾的前额、凸起的眼眶、扁平的鼻子、突出的大嘴。
他们直立行走，用前肢进行一些活动。
而不是像其他的动物那样，是爬行的。
    这就是人类最初的状态。
    在探索人类起源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掘出最早人类的化石，认为他们是属于南方古
猿的一种，并为其起了“露西”这个名字。
    “露西”的横空出世，让人类看到了自己的老祖先原来是从非洲大陆上衍生发展的。
说起人类的祖先，是一种充分发育的两足动物。
南方古猿虽然在外表上和黑猩猩很相像，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区别。
    当黑猩猩在树上啃香蕉、睡大觉的时候，南方古猿已经开始用两条腿踱步，而且渐渐开始学会思考
。
而不是像黑猩猩那样，没事就用大胳膊把自己吊在树上晃来晃去；发脾气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达，只
会捶胸部这样一种单一的动作。
    从树上来到地面上的南方古猿，开始用头脑为自己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寻求生存的希望。
在古猿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地球的气候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冰河时期逐渐过去，四季开始变得分明，气候干燥了，雨林减少了。
这使得古猿更加脱离了树木，开始在陆地上生活了。
    开始直立行走的古猿，把双手解放了出来，他们可以去从事其他的劳动生产。
后来，这些古猿在不断的进化中，也不是只局限在非洲大陆，而是逐渐迁移到了欧亚大陆——人类的
足迹开始慢慢地蔓延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到公元前230万年前后，古猿已经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之为“能人”。
“能人”是一种既食草又食肉的生物，他们的大脑容量比南方古猿大50%而且这个时候的“能人”，
已经渐渐脱离了猿的体态特征。
他们身上的毛发变少了，也不再有猿那么突出的前额了。
    不但如此，“能人”还有了自己的谋生手段，例如刀耕火种，打鱼狩猎；而且他们也有了自己的语
言，彼此之间能交流。
“能人”也走在向现代男人和现代女1人进化的道路上了。
之后人类不断发展，主要的代表有“直立人”。
“直立人”出现在距今大约150万年前，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中国的“北京人”、德国的“海
德堡人”等等。
后来还有出现在大概十几万年前的“智人”，例如德国的“尼安德特人”、中国的“丁村人”等等。
还有“晚期智人”，他们的代表是法国的“克罗马农人”等等。
    这些不断的进化，能够看出人类智慧的不断升华。
他们捕捉猎物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他们自身的条件也越来越深厚。
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智商，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适者生存的进程    人类属于灵长类，除了我们人类之外，灵长类动物中还有类人猿、狐猴等。
而生命从最早的非生物进化到哺乳动物，则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在地球刚刚形成的45亿年前，任何生命的迹象都不存在，大约在15亿年以后，地球上才有了最原始的
生命，也就是单细胞生物。
微生物、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生命从低级向高级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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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进化史告诉我们一个铁的真理：适者生存。
地球曾经经历过的几次大的环境更新和变化，让不少生命无法适应，从而走向了灭亡。
而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并在地球上做了统治者，也正是因为人类适应了环境。
更重要的是，人类能够开发和利用环境，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人类有一个可以思考的大脑。
    据科学家们的探索和研究，灵长类动物早在两三百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非洲南部的热带草原上了。
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进化为人类的祖先。
我们祖先的智力水平比我们低很多，大约只是现代人的三分之一，就连类人猿也要比他们聪明。
不过据现在科学的研究和假定，人类和类人猿的祖先都是古猿。
    非洲的热带草原气候非常适合灵长类动物生存，因为天气温暖，所以不用考虑身上的衣服是否穿得
暖和的问题。
当然，草原上有充足的水源，这也是保证生命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一点原因。
此外，草原上养育着很多其他生命，而灵长类动物又可以以其他动物为食，这又为生命的延续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
    大约在150万年前，直立人形成。
他们是由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有着现代人三分之二的智力水平，他们的生活也因为智力的提高而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例如，直立人已经学会了制作工具，他们懂得把石头做成斧子，然后再用斧子去获取他们想要的食物
。
历史的遗迹是他们智慧最好的证明，因为很多动物的化石已经被发现，而且可以证明这些化石上被砍
的痕迹就是直立人用他们自己制作的石斧留下的。
    智力的提高不仅改善了捕猎工具，而且让直立人的交流也大为改观。
他们开始通过语言来商量如何捕获更多的食物，然后集体采取行动，通过协作来得到更好的收获。
不仅如此，直立人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以后，他们还发明制作了一些饰品来佩戴，一些兽牙的化
石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然，以上我们列举出来的有关直立人的功绩在发明用火这一事实面前显得都是那么次要，因为火
的使用影响了整个人类日后的发展。
自从发明了火，过去一些生冷到不能吃的食物在经过火烤熟以后就可以食用了，这在直立人食物紧缺
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在寒冷的日子里，火源还可以让直立人的身体保持一定的温度，而不至于在冰河世纪被冻死。
    工具制造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制造锋刃石器    技术只能前进而不能倒退，这是生命进化的规律。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时候的人类已经制作出了利刃很长的工具。
这些利刃的长度从300厘米到1200厘米各不相等。
然而倒退到直立人时期时，他们手里石器的利刃大概也只有100厘米左右。
若是再往后退，灵长类动物所制作的石器，利刃也就是5厘米的长度。
从5厘米到1200厘米，随着利刃长度的增加，现代人在一步一步地形成，人类的大脑和智慧也在不断地
增强。
当然，石器利刃的材料也经历过从单一到多元的变化，例如一些新型的石器，其利刃有的是用兽骨制
成，有的则是用燧石，另外一些也会用木头来作为材料。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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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价值在于真实。
如此才能够“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
历史的真实多存在于细节之中，因此，只有注重历史细节，把那些被遗忘、疏漏、润色或掩盖的另一
半历史揭示出来，才能够感受到有血有肉的真相及其延伸出来的思想意义。
    韩佳媛编著的《别笑这是另一半世界史》摒弃严肃枯燥的讲述方式，兼顾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鲜活
，以新颖独特的视角，用活泼浅显的文字、妙趣横生的语言，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深入历史的另
一半，解开历史事件背后的玄机，在把握历史脉搏的同时深度挖掘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剖析人物内
心，从细节中洞察历史，还原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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