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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剑桥东南亚史》（尼古拉斯·塔林等著，贺圣达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享誉国际学术界的
《剑桥史》的一种，由美国、英国、荷兰、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的12位具有国际学术声誉的东南亚史学者合作完成。
这部150万字的巨著，采用主题论述的方式，聚焦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宗教）发展，结构
和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不同于此前出版的按国别或按年代顺序以政治或王朝兴衰为主要内容的东南
亚史。
吸收了最新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分两个部分，全面展示了19、20世纪的东南亚史，第一部分的内容包括
从1800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东南亚史，论述了殖民政权的建立和西方列强的政策，探讨了这一时期东
南亚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殖民统治国际商业的影响下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和复杂化，宗教和
大从及其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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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贺圣达 陈明华 俞亚克 等 编者：（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 注释 解说词：贺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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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剑桥东南亚史》上卷地图缩写第一部分   从1800年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章   殖民政权的建立尼古拉斯
·塔林  英国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荷兰王国  婆罗洲公司和驻扎使  苏禄和菲律宾  英属马来亚  英
国与缅甸  暹罗的独立  西方列强的政策  东南亚的政策  相互作用和适应  殖民政权  参考文献第二章   19
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结构  当地人的合作  直接人的合作  法律和秩序  复合社会  暹罗和缅甸  参考文献
第三章   国际贸易，国家和社会：经济与社会变迁第四章   宗教与反殖民主义运动第五章   民族主谘与
现代改革第二部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 第六章   东南亚的战争与和平，欧洲殖民帝国的结束第七
章   独立国家的政治结构第八章   经济和社会变迁第九章   当代东南亚的宗教变化第十章   地区主义民
民族主义参考文献索引后记《剑桥东南亚史》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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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苏利耶跋摩二世之后的几个继任者都是平凡无奇的。
第一个继任者达拉南德拉跋摩二世是苏利耶跋摩二世的堂兄弟，他娶了苏利耶跋摩一世的孙女为妻，
这一婚姻产生了后来被称为阁耶跋摩七世的国王。
由于其他竞争者争夺最高统治权，阁耶跋摩七世的早期生涯是在政坛外度过的。
到了12世纪70年代，占族人乘吴哥内部出现种种困难而对吴哥发动了一连串袭击。
1177年袭击达到了高潮，这年一支占婆的水上远征军洗劫了吴哥。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高棉人的国土任由占族人蹂躏。
阁耶跋摩七世挺身而出，领导抵抗入侵者。
到12世纪80年代，他把占族人全部赶走，并确立了他在吴哥的统治。
12世纪90年代期间，他开始派遣远征军攻人占婆，最终使占婆沦为吴哥的一个省，在13世纪初被吴哥
统治了将近20年。
与此同时，阁耶跋摩七世还派军队到北部和西部，有证据表明，他的统治范围在北部最远达到现今万
象的所在地。
阁耶跋摩七世统治期间除了动兵征战之外，还建盖了很多雄伟的建筑物，其中包括献给他父亲和母亲
的神庙和巴戎寺。
巴戎寺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院，建在吴哥通的中央，寺院四周用当时设计的围墙围起来。
据信他还在吴哥全国各地铺设了驿道，兴建了121所客栈和102家医院。
阁耶跋摩七世笃信大乘佛教，再加上他多次克敌制胜，他急不可待地建起自己的纪念碑，以及他统治
的三四十年中活动频繁的特点，这一切使他名扬天下。
人们把他誉为衰败时代的一个临时补救者，一个为把吴哥政权推入新轨道而找寻某种新思想和新体制
的充满活力的人。
但阁耶跋摩七世赋予吴哥政权的力量并非来自他在制度上的建树，而是来自他的个性，所以他与众不
同之处就在于他是吴哥最后一位重要的国王。
现在不知道他的统治是怎样结束的，但结束的时间人们普遍认为是在1220年前后，因为那年占族人摆
脱了高棉人的霸权。
11、12和13世纪的吴哥历史展现了一种模式，即强悍的国王统治之后总是会出现无序的混乱局面，苏
利耶跋摩一世、苏利耶跋摩二世和阁耶跋摩七世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较为出色的统治，三者都是具有
非凡才干的人。
但他们未能把他们的个人业绩转化为长期的体制稳定，就像李佛玛11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在升龙所做
的那样。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高棉人较为缺乏威胁感，相应地也就缺乏动力去维护传统的宗教思想模式或王位
继承模式。
占族人并未对高棉人构成中国王朝对越南人构成的那种威胁。
13世纪当昭披耶河盆地和湄公河盆地的多个泰人政权的形成对吴哥构成了较大程度的威胁时，高棉人
以重大的经济和文化变化来适应这一形势。
但他们并没有作出反应，就好像他们已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某种政治或文化遗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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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剑桥东南亚史》的中译本终于出版了，作为此书的组译者和审校者，望着这一堆几经校改的叠起来
半米多高的打印稿，实在感慨系之，而对有关此书翻译的一些看法以及翻译工作的有关情况，也必须
对读者有所交代。
我一向认为，研究外国的历史包括当代史，了解国外学者的具有代表性著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
研究人员来说，这是推进对相关国家的研究，提高研究的水平、质量和使研究成果更有竞争力和针对
性的重要方面。
应该承认，在外国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国外学者的著作往往具有国内著作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这不仅因为各方研究同一对象的背景和条件不同，也因为研究的基础、掌握的资料、考察的视角、运
用的方法甚至使用的话语也有所不同。
这就特别需要学术上的交流。
对于我们需要加深了解加强研究但相对说来研究基础和条件较弱的领域，就更需要参考、比较和借鉴
国外的研究成果了。
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正是属于这样的领域。
尽管东南亚邻近中国，我们对东南亚的研究得天时地利之便，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关于东南亚
的记载，20世纪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研究客体的东南亚具有国家众多、民族
众多、语言和宗教文化多样，历史上受多种外来影响，经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
国、日本等多个殖民宗主国统治，各国历史及其与东南亚整个地区历史发展的关系相当复杂等各个方
面的特点，而研究主体我们的研究者中罕有长期在东南亚从事考察研究、兼通中文、西方语言、当地
语言而长于研究并熟悉近几十年来西方和东南亚学者研究成果的人员，我们对东南亚史的研究不能不
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从而影响到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成果的水平、质量和影响力。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东南亚这样一个邻近我国的重要地区的历史的研究，尽管在某些方面（如与
东南亚密切相关的华人华侨史）的研究由于特殊的有利条件处于较领先的地位，但在许多方面仍落后
于国外学者，而这些方面的滞后必然影响到我们对东南亚历史和现状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国外的研究者也有其局限性，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他们的不少观点和看法与我们不同，这也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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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东南亚是世界上历史、文化和民族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儒学、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
，基督教都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这里有过殖
民经历，战后东南亚的新发展举世瞩目。
东南亚的历史复杂而令人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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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剑桥东南亚史(套装共2册)》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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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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