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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大学对通识教育的注重，原来以专业分工为特征的知识内容，开始突破学科的限制，面向所有专
业的学生开放，历史也不例外。
大约在10年前，著者所在学校的历史系开始开设面向整个文科的基础课，近几年此类课程更加上升到
一类平台课层面。
所谓一类平台课，就是面向全校任何专业所有本科生的课程。
其中著者所开设的《世界文明史通论》就是此类课程之一。
一时间，选课者甚众，尽管著者所开设的课程一学年开设一次，但每次选课人数都会达到规定人数的
极限。
近两年为了满足学生选课的需求，系里增加了一名老师开设同名平行课程，但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学生
的选课要求。
可见，此类课程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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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述之内容上溯人类的史前文化，下迄现当代文明，将漫长时代里纷繁复杂的文明内容浓缩在一
个有机框架中，表现了历史的纵深感及其丰富的内涵。
　　本书以富有特色的编、讲和目的形式展开，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韵律和节奏。
书中的“编”从纵向的角度展示了文明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进程；“讲”和“目”则从横向
的角度提炼出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文明要素，纵横交错和协调，勾勒出人类文明机体的立体形象。
  　本书的撰写基于作者积年讲授“世界文明史”课程的体验，充分考虑了课程讲授的特点和学生的
需求，将芜杂的头绪和线索删繁就简，对主要的文明内容娓娓道来，既描、绘了清晰的文明脉络，又
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本书适合作为大学文科基础课及通识教育课程教材，亦可作为历史专业学生的阅读书籍。
同时，对一般的历史爱好者来说，也是很好的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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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立行，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世界文明史”课程的讲授和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
代表性专著为《商人阶层的形成与西欧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代表性学术论文
有：《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及其相互制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历史研究》）、《西方学
者视野下的黑死病》（《历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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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希斯敦铭文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了两河流域最初的文字。
这种文字最初是因记录的实际需要而采用的一些图形符号，即所谓的象形文字。
书写的工具是用黏土做成的泥版，用芦苇削成锐锋，在泥版上刻画书写。
最初是按照从上到下，再由右向左的顺序以竖行书写。
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为使书写更清晰和避免已写出的文字受损，书写的方式改为由左至右的横行。
为避免笔尖在画过湿黏土时弄出一条条不整洁的隆起，便改用一种三角形的笔端，在泥版上压出竖的
、横的和斜的各种符号。
这样刻写出的图形就呈楔形，象形文字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发展成为楔形文字。
最初的图形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表达某种具体事物，无法表达抽象的概念。
出于实际需要，象形文字逐渐变成会意符号。
如代表“口”的符号也用来表示动词“说”。
但是，有了这样的改变之后，又发生了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
如代表“足”的符号，同时又可表示“立”或“行”。
为了避免混淆，又出现了表音符号，在表音符号的前或后面加上一个限定性的符号，就可以明确而完
整地表达含义了。
最初的象形文字基本上是物体的原形，所表示的是牛羊，谷物和财物一类的东西。
待进一步发展，象形文字便不只是物状之图，同时也可以代表语言了。
楔形文字创造后，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
阿卡德时代，用阿卡德语书写的楔形文字不仅愈来愈多，而且应用的领域日渐拓宽。
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兴起后，文字在两河流域文化中的地位更加提高。
它不仅记录具体的事物，也广泛记录宗教、技术、历史、文学、法律等。
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楔形文字成为国际外交上使用的文字体系。
但是，随着两河流域文明的衰亡，楔形文字也成为无人识读的文字，被历史长期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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