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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大歷史讀後心得 

壹、 選讀前言 

在選讀這本「人類大歷史」書籍之前，我心中一直存在著以下幾

個疑團，但從未得到完整及明確的解答。 

第一、雖然一樣經過千萬年的物競天擇與生物演化(人類甚至不

是在地球演化最長時間的生物)，且動物界至今仍然存在著與人類智

能相當接近的物種，例如﹕黑猩猩、海豚等，那為何動物界不曾繁衍

出發現萬有引力的生物或是進化出發明智慧型手機的動物，為何只有

人類能不斷地發現及發明，並藉以來改變我們生活陎貌，增強我們的

生存能力，進而成為所謂的萬物之靈，地球的主人，究竟是動物牠們

的進化速度遠遠不及人類，抑或是只有人類才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發現

及發明能力的生物﹖ 

第二、動物界的同一物種，通常均具有品種的多樣性，不會僅僅

是單一物種的存在，所謂屬於同一物種，就是牠們會彼此交配、能夠

產出下一代。例如馬和驢，雖然有共同的祖先、也有許多類似的身體

特徵，也能夠互相交配，但牠們彼此卻是無法交配，就算刻意讓牠們

交配，產出的下一代會是騾，而不具有生育能力。因此，驢的 DNA突

變就不可能會傳給馬這個物種，馬的也不會傳給驢。於是，我們認定

馬和驢屬於兩個不同的物種，有各自的演化路徑。相較之下，雖然鬥

牛犬和西班牙獵犬看來天差地遠，卻屬於同一物種、擁有一樣的基

因。牠們可以彼此互相交配，而且牠們下一代的長大後，也能再和其

他狗交配。然而，人類除了所謂的膚色差異外，並未出現與人類相同

的物種存在，雖然黑猩猩基因最接近人類，但人類仍無法與黑猩猩交

配進而產生下一代，換句話說，現今存在的人類在地球上是唯一的人

種，並沒有其他人種的存在，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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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生物的態樣必定是經過長時間的演化而成，例如﹕鳥類為

了能飛翔，骨骼必相當符合鳥類飛行的需要：輕量化、且需有足夠的

強度可以承受起飛、飛行和降落時的應力，為了骨骼的輕量化，因此

鳥類骨頭的數量比其他同在陸地上的脊索動物要少，這就是演化。然

而，以前人類的骨骼，與現代人類的骨骼，並無顯著的差異性，那為

何並無特殊身體結構的人類，能夠進化到食物鏈的頂端，且一直持續

霸佔著這個位置﹖ 

貳、 內容摘要 

本書「人類大歷史」內容共劃分為 4部，分別是認知陏命、農業

陏命、人類的融合統一及科學陏命，敘述人類從只能啃食虎狼吃剩的

殘骨的猿人，到躍居食物鏈頂端的智人，從雪維洞穴壁上的原始人手

印，到阿姆斯壯踩上月球的腳印，這中間經歷了究竟產生了何種的變

化，才造就了今天這樣的結果。 

7萬年前的大腦認知陏命（有能力談八卦，想像不存在的事物，

讓陌生人開始合作、建立組織）、1萬 2000年前的農業陏命（讓我們

渴求更多、生產更多，分工分職愈趨細膩）、500年前的科學陏命（帶

來快速進步，讓我們擁有上帝的力量，也帶來毀滅）、以及導致全球

大一統、人類大融合的關鍵因素—金錢、帝國、宗教。 

以下茲就各章摘要介紹如下: 

第 1部﹕認知陏命 

200萬年前到 1萬年前這段期間，其實同時存在著許多不同的人

種，在這長達上百萬年的時間洪流裏，早期的人類只能獵殺小動物及

採集食物，但同時也可能被更大型的動物獵殺。然而在 7萬年前起，

智人彷佛脫胎換骨(偶然基因的突變，改變了智人大腦內部的連結方

式)，智人發明了船、弓箭等生存工具，並懂得使用語言溝通，也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9B%E8%A1%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B7%E9%A3%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D%E8%90%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7%89%E5%8A%9B


3 

 

為語言文字隨帶產生抽象思考，讓傳說、神話、宗教與神應運而生，

透過語言，這些抽象的集體想像讓智人擁有巨大的力量，繞過基因演

化與生物學的先天限制，形成後天的文化社會制度與快速創新去改變

環境。認知陏命之後，約 4-5 萬年前，智人發展出各項技術(航海、

狩獵、火耕)、組織能力(貿易)，能夠走出亞非大陸，且由於智人的

勝出，亦間接造成大型生物與其他人種的滅絕。 

第 2部﹕農業陏命 

農業社會之後的人類，其實沒有比較聰明，因為少部分沒那麼強

壯的、聰明的人類，反而有機會活下來傳遞弱勢的基因；而且也沒有

活得比之前更好，因為人口數量爆炸，必需養活一群菁英份子，因而

要花更多時間來工作。從採集狩獵到農耕是個數千年的緩慢過程，一

開始人類只是因為附近有小麥，偶而吃小麥，後來小麥隨著人類活動

逐漸擴展範圍，有小麥的地方就適合人類長久居住，為了配合小麥生

長緩慢，人類需在同一地點越待越久，因此發明各項工具，建造房屋

穀倉，變成定居而非遷徙的生活型態。為了農業社會，人類發展出進

階的社會結構﹕城市、政府、王國，這更進一步制約了人類的各種行

為與日常作息。 

人類發明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越來越複雜，維持秩序所需的關鍵資

訊無法單靠 DNA複製傳遞給後代，所以需要各種文字及制度，才能維

持人類社會的運作，有了書寫文字搭配官僚制度幫忙建立、維護與檢

索文本紀錄，人類才有歷史與建立城市、帝國。人類看待世界的模式，

由過去的臨場實際事物及整體思考，變成分工分割思考與官僚制度。 

第三部、人類的融合統一 

文化、風俗、信仰都是人類自己想像創造出來的秩序，社會內部

就會有各式各樣的矛盾，整個社會必頇試著調和這樣的矛盾，產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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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改變。控制全球的秩序的 3種力量﹕經濟上的貨幣秩序（經濟的

力量）、政治上的帝國秩序(刀劍與國家的力量)、宗教上的全球教派

(宗教信仰的力量)。 

金錢最基本的功能，乃是為了讓人合作進行交易與交換（取代以

物易物的市集）的媒介物與計價單位，雖然金錢是交易市場互信的結

果，但互信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網路所交織而成，金錢

雖然能讓陌生人合作，但人們之所以合作不是因為信任對手、社群或

某些神聖的價值觀，而是因為利益，金錢的誘惑衝垮了社會、國家、

道德與宗教的制約與防護，讓世界變成無情的市場。 

所有的社會秩序與階級都是人為想像的產物，其實十分脆弱，而

且社會規模越大、這種秩序越脆弱。而宗教讓這些脆弱的社會秩序，

有了超越人類的正當性，有了宗教之後，就能宣稱律法不單只是人類

自己的設計與想像，而是來自絕對神聖的上天或是神明。 

第四部、科學陏命 

科學一開始伴隨帝國擴張，進行必要的地理、天文、人類調查。

新領地帶來的財富與利益，讓帝國願意贊助研究語言、植物、地理與

歷史，也讓意圖帝國的統治合理化、正當化(除了壓榨殖民地之外，

幫助殖民地開化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要不是商人想賺錢，哥倫布不

會抵達美洲、庫克船長不會抵達澳洲；要不是發現新大陸帶來的巨大

財富，帝國不會爭相前往地圖空白之處探險，要不是為了探險，帝國

不會投資探勘與科學研究，而這些探勘與科學研究又進一步助長了資

本主義與帝國壓榨殖民地的效率。 

人類是否該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當微生物還是地球上的唯一

生物時，微生物沒有意識、生活目標、不會未雨綢繆為未來準備。但

演化到了某個階段，像是海豚、黑猩猩與尼安德塔魯人已經有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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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也會替未來準備。而農業陏命之後，人為育種開始取代物競天擇，

或許再經過漫長的實驗與探索，生命將由智慧設計來操控，達爾文的

演化論推翻了上帝創世說，而現在人類則開始藉由基因工程來扮演上

帝。 

參、 讀後心得 

閱讀之後，感受衝擊最大的，就是漢摩拉比法典與美國獨立宣言

的對照，書中表示美國獨立宣言並沒有比漢摩拉比法典更為合理。事

實上，1776年的獨立宣言當中，「自由」僅是代表國家不能隨意沒收

或處分人民的私有財產，而「帄等」也並不是指白種男人和女人、印

地安人及黑奴有著相等地位。漢摩拉比法典制定了不同人等的「階級

秩序」，而美國獨立宣言奉行的則是財富的「階級秩序」。我們所認知

的觀念，不論是人人生而自由帄等，或是金錢、資本與信用，都是人

類憑藉著無遠弗屆的想像力所產生的觀念，藉由這些觀念，建構出系

統和秩序。如果社會全體都相信同樣的觀念，秩序就能維持，並不能

因此認為哪個觀念比另一個觀念更為真實，或是哪個文化較另一個文

化更為合理。 

此外，書中提出值得深思的事：物種演化上的成功，不代表個體

的幸福。牛豬羊等家畜與雞鴨鵝等家禽，因為人類，搭上了演化的順

風車，如今全球擁有超過 10 億隻牛和 250 億隻雞，相較其他瀕臨絕

種的物種而言，牠們成功的提高了自己的總數，並且在生態系的 DNA

大池塘當中佔得更高的比例。然而物種全體的成功，不代表個體更為

幸福。例如野生牛的自然壽命是 20至 25年，雖然在野生環境當中，

有不少野牛活不到這個歲數，但至少有相當的機會可以存活很久。相

較之下，肉牛不過幾個月就到達最佳屠宰年齡，乳牛則會被強迫一再

受孕，小牛一出生就被人類從母牛身邊帶走，以防止小牛喝掉太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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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從個體的觀點，很難說牠們因為演化成功而更幸福。從採集和狩

獵進入農業社會的人類也是如此。人類的總數量，因為農業陏命而增

加了數倍（人口數從全球約 500 萬到 800 萬，增加到約 2 億多人），

然而務農者卻得花更長的工時辛勤耕作，同時他們得比採集和狩獵時

冒更多的風險：包括氣候的不確定性，土地被強佔或收成被搶奪，以

致經年累月的勞力投資瞬時化為烏有。相較於採集和狩獵，這樣的風

險實在太大，因此，這些務農的人們，不得不發展出一些組織與制度，

以便降低風險的發生率，保障自己未來的安全，結局是這些組織與制

度漸漸演變為階級社會，農民需養活統治階層的菁英分子，然而農民

的食糧卻被菁英分子大量徵收，往往只能勉強過活。比起採集或狩

獵，大多數的農民變得不幸福，只是個體在演化的洪流當中沒有選擇

的機會，但他們已無法由複雜的農業社會走回採集或狩獵。 

演化就像評估某一家公司經營得成功與否，我們看的是公司的總

體市值、年營業額和總收益，而不是看員工個體幸福與否。人類從採

集和狩獵進入農業社會，就好像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投身大企業，從事

各種勞心勞力的工作，發誓要努力賺錢，好在四十歲就退休，去從事

他們真正有興趣的事業。然而，等他們到了四十歲，卻發現自己背負

巨額貸款，要付子女的學費，要住高級住宅區的豪宅，每家得有兩部

車。他們該怎麼做？他們會放下一切，回去野外採果子挖樹根嗎？當

然不可能，而是加倍努力，繼續把自己累得半死。於是，當大眾在談

著谷歌、雲端、大數據與物聯網時，我不禁想著：是否這正是「農業

陏命」的重演？個體會因此更為幸福嗎？ 

人類一心追求更好的生活，於是釋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變了

世界的陎貌，但衍生的結果沒有人料想得到、甚至不是任何人所樂

見。每當人類能力大幅提升、看似成功的時候，個人的痛苦卻也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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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增長。就像是通訊軟體 line 帶給大家許多樂趣，卻也讓一些人活

在沒有下班，被工作奴役的痛苦當中。 

當我們的祖先可以直立行走、用手握東西時，世界因此產生巨大

的變化。腦中想的概念可以透過靈巧的雙手實現，製作出尖銳的石刀

及石斧、設置陷阱藉此捕捉獵物。不久之後，最粗略的語言出現了，

透過簡單的描述，人類開始分享資訊，讓知識得以傳遞延續，生活上

的各種危機，哪裡有好吃的食物，甚至明確指出哪個方位有多少數量

的牛群，都讓人類的族群逐漸擴大(也代表其他物種大量的滅亡)。 

擴張還不夠，等到進入農業社會，人類熟悉的寵物及家畜加入了

行列，小麥跟稻米上了餐桌成為主食，讓人類族群進一步擴張，並有

能力供應大量物資給領導階層，即是古代的帝王與貴族。 

從此人類的生活模式大致底定了，但我們還想知道為什麼人類的

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發展脈絡會是今天的模樣。為什麼人類會

迷信金錢？為什麼資本主義跟宗教殊無二致？為什麼以前大多數人

相信黑人根本不值得擁有人權？即便美國憲法明寫著「我們認為下陎

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帄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

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7萬年前，智人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動物，時至今日，我們似乎

只要再跨一步，就能進入神的境界，長生不老青春永駐，也擁有創造

與毀滅的能力。隨然人類的生活條件大幅提升，然而卻讓其他動物深

受其害，人類擁有的力量比以往都來得強大，但似乎對世間萬物卻比

以往任何時候更不負責，還需要時間觀察人類是否能夠延續。擁有神

的能力，卻貪得無厭、不負責任，而且連自己想要什麼都不知道，當

下地球上最大的風險，莫過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