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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8 經典名著書籍：《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上了大學一年多以來，感覺自己已經有很久很久沒有閱讀課外書的習慣了!每天不是一

直在追趕著學校各科進度，就是難得有休閒時間時又被球隊練習及課外活動塞滿滿自己的

行程，真是令人喘不過氣。閱讀一些教科書以外的讀物可以培養自己的興趣、增廣見聞，

讓自己的學習不會過於狹隘而跳不出專業。這學期我希望可以充實自己課外的知識。 

槍砲病菌與鋼鐵是賈德‧戴蒙的作品，簡單來說它是敘述歷史，但是這裡所敘述的歷

史和我們從小到大學的卻截然不同：以往我們總是根據課本敘述做記憶，聽老師的解說幫

助組織歷史並應付考試，而本書著重的重點是解釋歷史為何如此發展。 

作者賈德‧戴蒙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研究鳥類的演化時與當地的政治領袖亞力對談，亞

力對賈德‧戴蒙問了個問題：「為什麼是白人製造出這麼多貨物，再運來這裡？為什麼我們

黑人沒搞出什麼名堂？」這個問題讓作者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最終促成了本書的問世。

本書之所以定名為：槍砲、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而書名的由來便是因為作

者認為各大洲的族群在現代社會目前的位置，正是由槍砲、病菌與鋼鐵所決定的。 

     從人類起源的分佈講到農業的發展，比較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一樣是人類，是歐

洲就很早發展出文明，然後向全世界輸出文明，而不是從亞洲、非洲或美洲開始?人種的差

別又在於那邊? 」看完這本書後，其實問題的答案都可以找到，以下做一些整理。 

食物。人們必須獲得更多的食物，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才有餘力發展更多其他的技

術。想一想，如果連三餐都無法溫飽，怎麼會還有餘力去想其他事情?一開始世界各地人們

的生活都是採集、狩獵的型態，隨後部分地區發展農業，農業可以產生更多更穩定的糧食，

就能聚集更多的人口。有穩定大量的糧食可用，就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從事糧食生產的工作，

才能發展出從事其他技能的專家，而這些專家是”不事生產”的，就在這時，人們已經發展

出了分工合作的概念。人口多了，政治組織也會產生，它是屬於一個不事生產的領導階層，

另外，社會的階級制度也慢慢成形，類似"國家" 的組織才出現在地球上，較強大的國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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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擴張，其他還停留在原地的族群只能等著被消滅。 

農業。農業並不是那麼簡單，因為它包含最重要的一部分內涵----馴化。一開始，所有

的植物都是野生的，和現代我們所食用的完全不同，因此野生的植物若是要用在農業生產，

則必須要經過一個”馴化”的過程，才能有穩定、大量的食物產出。到底哪些植物適合被馴

化?哪些不容易被馴化?這其中包含了氣候、生長期、栽種難易度、營養成分、無性繁殖等

等複雜的因素。為什麼歐洲的發展獨步全球呢?那正是因為歐洲剛好有較多植物提供馴化。

關於動物的馴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型哺乳動物（重量 45 公斤以上），這些動物對人類社

群非常重要，他們提供肉類、及獸力來源。動物要馴化，也必須要有許多條件：草食、成

長快、性情溫和、不易恐慌以及能夠群居等等。要想馴化成功，所有條件都得要合適，隨

便一個變數都會造成失敗。直到現代各種專家都沒有辦法馴化更多種的動物。 非洲雖有許

多種類的原生大型哺乳動物，但沒有一種馴化成功，必須靠歐亞大陸傳播過來的牛、羊、

駱駝等大型動物。這也造成了非洲的人類社群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因為無法用獸力取代

人力。在美洲、澳洲因為大海隔閡，直到歐亞大陸的人類發展出航海技術才有交流的機會，

大型動物才能傳播過去，因此發展的速度很慢。當初西班牙總督皮薩羅能只帶了 168 人用

詭計和武力在印加帝國幾萬人的眼前拿下了他們的國王阿塔花普拉並在混亂中屠殺了數以

千計的印加人就是這個原因。 

     病菌。歐洲人進入美洲後造成最多死亡的不是戰爭，而是從歐洲帶來的病菌。病菌經

由人類的遷移擴散到美洲後，當地土著對其完全沒有抵抗力，一旦有人感染就容易造成大

規模流行，緊接著就是大規模的死亡。一個影響力大的傳染病，必須要有許多因素構成：

人類要群居，傳染病才有產生的機會；有被馴化豢養的動物的存在，使原本只在動物間傳

播的病菌因為跟人類接觸的機會更多而傳播到人體上更為容易，再演化成人類專屬的疾

病：AIDS、SARS 就是例子。  

文字。目前已經證實獨立發明文字的族群只有蘇美人和墨西哥印地安人，另外，中國

和埃及，也是很有可能是獨立發明文字，但是考古學還沒證實。而其他後來的文字大多都

是借用或參考已發明的文字修改來的。要發明自己的文字，社會必須要有相當的程度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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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才行，最早發明文字的用途是統治階層拿來記數、記帳或是宗教需要記載神蹟慶典等功

能。統治階層不會那麼輕易就把如何使用文字教育給民眾，印加、阿茲提克帝國就是一個

例子，識字是貴族及高階官員和統治者的專利，再加上歷史紀錄是為了歌頌國王的偉大，

自然沒有發揮到它傳遞經驗、知識的功能，間接讓美洲發展緩慢，當歐洲人來襲時，他們

手無縛雞之力地被消滅。 

看完了這本書，我們可以知道歐洲人種並不是基因比較優秀，只不過是天時、地利、

人和使歐洲人擁有發展的機緣，自然獨步全球，若是在那塊土地上的是黃種人或黑人，現

在一切的國際局面及歷史發展又將不同了!另外，最讓我印想深刻的是”競爭”的重要性，中

國、美洲早先因為生活安逸，國家又獨大，沒有競爭的必要，因此阻礙了進步的幅度，相

較之下，歐洲分裂成許多小國，小國們都面臨著不進步便會被淘汰的危險，發展日新月異，

當然遙遙領先。 

我很高興這學期能修這們課，除了書的內容精彩，老師的講解也精闢地沒話說，推薦

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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