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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觀給我們帶來的樂觀與勇氣 

——讀《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二十一世紀》有感 

 

《全球通史》是我書架上最顯眼的書，我從未這般饒

有興致地反復談論和思考一本史書。所以每當這書中

的歷史內容浮現在我腦海時，我便要深情地望一眼書

架正中間的位置，任它再一次帶我隨著作者的視角，

穿梭於歷史時空，鑒往知來。 

 

每當翻開這本書，開始咀嚼書中的文字時，人類的過



去猶如一幅由遠及近的畫卷，緩緩展開在我眼前，書

中的文字為我擦去了歷史之鏡上由時間留下的厚厚塵

灰，那些被拂淨灰塵的歷史折射出的智慧之光將把現

實照得通透而明亮。這裏有由人猿到人類的進化、地

中海沿岸文明的嬗變、東方古老帝國的興衰起落、伊

斯蘭教的影響與傳播……作者的文字不會將人禁錮在

遙遠的過去，也不會將人束縛在這紙張油墨間，作者

用自己那具有強烈而深刻的現代意識，將歷史上的變

革與現代社會時事聯繫起來，讓我的視角與思維穿越

時間的洪流，在歷史與現實、足下與遠方之間馳騁。 

 

「思接千載，視通萬裏」，世界更新需要史學更新，

這本史學書為新的時代探索新的答案，「全球史觀」

貫通整部著作。作者為新世紀所需的新全球化史觀吹

響號角：「世界上每一個地區的每一個民族和文明都

處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權利要求對自己進行同等的

思考和考察，不允許將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經歷作為邊

緣無意義的東西加以排斥。」這樣的價值觀怎樣影響

我們的生活呢？如同不能從某一特定時代給某一特定



民族評價與定性一樣，我們需要在對對方做出評論

前，從更多角度去思考，好比閱讀，不是讀完一本書

的內容就作罷，而是需要查找不同方面的評價以及背

景資料，這樣有廣度且深度地閱讀，才能讓我們更全

面地了解書籍本身以及背後的意義，而對待社會事

件、他人舉動等也應如此，需要從不同的角度理解、

觀察、考量，公平公正地作出客觀評價，這樣，一些

慣然形成的偏見便能夠被打破。 

 

其中最為震撼我的是全球一體的闡釋手法，它恰似一

位「棲身月球的觀察者」，對我曾經自以為無比熟悉

的地球進行考察，這便自然而然打破了種族與區域的

局限，可謂跳出廬山方才知其面目。與身居在巴黎、

北京或者新德里的觀察者不同，世界史以這個地球作

為考量單位，淡化了國家與國家間複雜的牽絆因素，

直視人類在數萬年中生存與進步的過程。種族本身不

存在優與劣，只是在時代的推進下展現了不同的特

性。在古代文明的數千年裏，中東一直是創始力的中

心，但到了古典時代，中東除宗教領域外的優勢漸漸



消失；古典時代形成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從原先較

邊緣的地帶發展起來的產物。人類的生存從遊牧漫長

地轉變為農耕，歷史的進程再從古代推進到古典時

期，一切的動力來源於人口的增長和技術的開發。然

而其中我們卻不難發現，每一個時代所依賴和適用的

新興生產技術都並非需要來自於前一時期站在舞臺中

央的民族，反而更有可能是相對而言較為「邊緣」的

地區。 

 

所以我們並不需要羡慕與較量，而應該保持自身的優

點與自信，蓄勢待發。讀史教會我們不要單一地看問

題，所以我們也別把自己看得太重，縱觀宇宙，我們

如滄海一粟，應如英國作家培根所言「永遠追求謙卑

和仁慈。」正確審視自己，不要驕傲，善待他人，做

好自己，足矣。 

 

近代歐洲能夠飛速發展也是一個例子：歷史舞臺的中

心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古典時期時，各地偉大的

文明中心都曾受到了遊牧民的入侵，然而這樣的衝擊



所造成的結果卻因地區而異——中國與印度的統治相

對穩定；拜占庭和波斯足以擊退侵略者；然而在西

方，極盛之後停滯不前的羅馬帝國結構及其古典文明

遭到致命打擊。曾經更為富裕、強大、穩定的文明，

卻被過去的榮耀、輝煌所束縛和牽絆著，在內部進行

著英勇卻極具牽制性的鬥爭，進而迅速隕落。相比之

下，過去若較為原始、無足輕重的地區卻仍然可以在

受到慘重打擊之後重振旗鼓，用開放、包容的心態朝

新的方向奮進，發展新的技術和制度。 

 

而相對開放包容的今天，我們這輩人又如何看待一日

千里的「資訊時代」呢？雖然書中「入侵」、「革命」

這樣的字眼聽上去與我們相距甚遠，可事實上變革時

時刻刻地都在發生。想一想從 chat GPT 出世至今，

短短數個月，超級人工智能已成為人盡皆知之物。它

是人類發展進程進入互聯網時代的矚目成果，然而也

是議論與懷疑所集結之處。許多人不願意接受人工智

慧「入侵」生活，批評它恐怖的圖謀和對現有秩序造

成不可想像的嚴重後果。這樣的輿論影響著許多人對



AI 的態度，他們有的會對新興科技有所忌憚。然而

世界總是千變萬化，人類科技技術也必然會隨著社會

的發展而進一步精進，chat GPT 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

種人工智慧，而更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堅定、積極而明

智的態度。如果我們都像古時的東羅馬帝國的人一般

被過去的輝煌與秩序牽絆著，沉醉於自己曾經的一

切，對勢不可擋的新興科技不聞不問，那我們總會被

時代拋棄。所以如果一日，在成山成海的言論中感到

迷茫，不妨讀一讀全球通史，你便能獲得一種如斯塔

夫里阿諾斯一般開放而好奇的心態。 

 

所以這本書教會我的有很多很多，我們要學會用「全

球史觀」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要客觀公正對待事件、

要樂觀積極地用心發現自己的優點，要用開放的心態

去接受新事物等等。 

 

那麼，朋友們，你們是否願意與我一同鑽進此書，隨

著歷史光影流轉，審視現實社會，並用開拓的視野及

全局觀的態度迎接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