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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是美国著名作家房龙1932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
出版后仅数月，仅在美国就销售了138，000册，第二年就出现了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
文、瑞典文和中文等14种文字泽本。
我们这个译文是根据1939年经房龙修订的伦敦版译出的。
这本书以《房龙世界地理》的中译本书名在1933年介绍到我国后，很快成为大中学生的喜爱的读物。
现在，相隔半个世纪，知道这本书的我国读者已经不多了。
曾使房龙享誉世界的这本书，本书尽管写作于半个世纪以前，许多数据也有了变化，但是就整体来说
，仍然是一本提供丰富的人文知识的有价值读物，其价值不令是将枯燥的历史地理内容演绎成饶和兴
味的生动文字，而且让人强烈感觉到历史这个大舞台竟是如此恢宏，地球这个人类大家园竟是这般奇
妙，斗转星移，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抚今追昔，能不为人类社会发展之迅速而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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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荷裔美国著名人文主义作家和历史学
家。
1903年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
房龙多才多艺，有二十多部作品在全世界出版，并畅销不衰。
代表作包括《荷兰共和国衰亡史》、《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发明的故事》等。
他的著作文笔优美，知识广博，深入浅出。
其智慧的妙语和真知灼见更是让人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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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第二章 “地理学”一词的定义及其在本书中的应用第三章 我们的星
球第四章 地图第五章 四季的形成第六章 关于这个星球上的几小块陆地，为什么其中一些被称作洲而
别的却没有第七章 欧洲的发现，生活在这个大洲上的民族楔子第八章 希腊第九章 意大利第十章 西班
牙第十一章 法兰西第十二章 比利时第十三章 卢森堡第十四章 瑞士第十五章 德国第十六章 奥地利第十
七章 丹麦第十八章 冰岛第十九章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第二十章 荷兰第二十一章 英国第二十二章 俄罗斯
第二十三章 波兰第二十四章 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十五章 南斯拉夫第二十六章 保加利亚第二十七章 罗马
尼亚第二十八章 匈牙利第二十九章 芬兰第三十章 亚洲的发现第三十一章 亚洲对世界的意义第三十二
章 中央亚细亚高地第三十三章 亚洲西部的大高原第三十四章 阿拉伯半岛第三十五章 印度第三十六章 
缅甸暹罗和马六甲第三十七章 中国第三十八章 朝鲜、蒙古、“满洲国”第三十九章 日本帝国第四十
章 菲律宾群岛第四十一章 荷属东印度群岛第四十二章 澳大利亚第四十三章 新西兰第四十四章 太平洋
岛屿第四十五章 非洲第四十六章 美洲第四十七章 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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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通常在开始一段航程时，我们多多少少都得弄清我们要驶往何方，又该如何才能抵达目标。
翻开一本书的读者也应该得到一点类似的信息，因此有必要给“地理学”一词一个简短的定义。
    我的书桌上正好有本《牛津简明辞典》，和别的辞典一样好用。
我要查找的词在1931年版的第479页。
    地理学有关地球的地表、形态、物理特征、自然和政治区划、气候、物产、人口等等的科学。
    我并不指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定义，但我要强调这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忽略掉别的方面，因为我打算将
人类置于中心地位。
本书不仅要探讨地球的表面及其物理特征，而且还要讨论它的自然的和政治的疆界。
我更乐意把它称作对人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寻找食物、居所和闲暇所作的研究，也可以看作这样一
种尝试，看看人们是怎样或者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或者改变自然条件，使之舒适、富饶和怡人，以与
他自身有限的能力相适应。
    确曾有人说过，在热爱上帝的人中，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家伙，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星球上
居住着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旅伴。
他们中的许多人乍一见就似乎有着令人生厌的个人习惯，他们有些性格特点我们可不想在自己孩子身
上看到。
可是20亿人，如果在装进木箱时数目不大大减少的话，仍旧为数可观。
这么多人中，当然就有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来进行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性质的试验。
在我看来这些试验是最值得注意的。
因为一座山只有在人的眼睛看见了它，人的脚步踏过了它，只有在十几代饥肠辘辘的定居者占领、征
服和开发了它的坡脊和峡谷之后，才终究成了一座山。
    大西洋在13世纪初时和以后一样宽广深邃，多雨而盐度很高，但是经过了人的探索才使它成为今天
的样子——新旧世界之间的桥梁，东西贸易的高速通道。
    几千年以前，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平原就在等着有谁种下第一粒谷物而奉上丰硕的收获。
但是如果不是一个斯拉夫人，而是一个日耳曼人或一个法兰克人用铁锹犁开了第一道沟垅的话，今天
的这个国家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无论是被日本人还是由今天已经灭绝的塔斯马尼亚人来居住，日本列岛都会是一样的多震，但如果
是后者的话，那么几乎不可能会养活8500万人。
英伦诸岛，如果是被那不勒斯人或柏柏尔人所统治而不是被来自北欧的永不满足的武士们所征服的话
，绝无可能[在十世纪初]成为一个比母邦大150倍，占全球人口1／4的帝国的中心。
    总而言之，我的注意力更集中于地理学中纯粹的“人”的一面，而较少地注意到在一个大规模生产
的时代至关重要的商业性问题。
    经验告诉我，无论你在讲述进出口项目、煤矿和油田的产出和银行储蓄时如何娓娓动人，读者在翻
开下一页书时还是会什么都记不住。
无论什么时候他需要这些数字，他都能在一打有关商业统计的互相矛盾(经常还是自相矛盾)的手册中
查找到。
    这本地理学中首先要讲的是人。
    然后讲人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
    剩下的才是空间中别的东西。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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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什么丹麦人沉溺于静谧的书斋，而西班牙人则热衷于广阔的天地？
为什么日本在近代要向外扩张，而国土同样狭小的瑞士却保持中立？
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发展与其地理环境有何关联？
在简要地介绍了基本地理知识之后，作者按国别分别讲述了各国的地理环境，侧重于分析地理对国家
的历史演变、人群性格的形成的影响。
这是一本关于“人”的地理书。
房龙从地理的角度来讲述各国的历史演变，分析不同人群的性格特征，阐释人与地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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