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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史》

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
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
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
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
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
，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世界历史文库》主要
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
。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
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
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
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
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
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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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史》

内容概要

《泰国史》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
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
。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
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
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
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
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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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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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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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史》

章节摘录

插图：傣族的文化身份不是那么容易定义的，因为傣族文化中的许多内容与其他的东南亚民族一致，
但是这种文化却与印度和中国文化明显不同。如果要解释傣族的文化和语言起源的话，那么我们最好
要提及存在于史前时期的东南亚文化集群或者心脏地带，这个文化集群大概位于东南亚的最北部以及
中国中部和南部之间。在距今4万年前，东南亚各民族的祖先居住在该区域大部分相对固定的定居地
上。他们使用许多目前在东南亚地区仍然使用的木制和竹制工具，通过在小溪边和森林里打猎来获取
食物。他们用石斧和石刀制作了很多的工具：吹箭管、弓和箭、动物和鱼捕捉器，以及篮子等。到
了2万至1万年前，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农业活动，培育豆类，驯化一些家禽如鸡等。直到大约1万年前，
东南亚的各个民族才从文化和语言上区别开来，这些民族分布在从中国中部平原到印尼群岛的岛屿的
广阔的区域上。不过，这个分化和分离的过程是发生在之前3万年的共同文化基础上。在这里让我们
看一下东南亚文明的技术核心和其文化的许多内容。东南亚人驯化了猪、牛和家禽，培育了水稻，并
且发明了独木舟，使得航行能够到达远至日本、美拉尼西亚、印度，甚至东非。就如早期的世界上任
何地区一样，东南亚也发展了复杂的冶金术。在今日泰国东北部一个地点挖掘到的一个模具也证实了
铜和青铜的冶炼，青铜轴在这个模具里被熔铸，这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在大约3000多年前，该地
区也出现了铁的冶炼和陶器的制作技术。2000多年前，东南亚各民族共享了一个共同的、独特的先进
文明。与他们的邻居一样，傣族人主要以从事水稻农业来生存，并且以捕鱼和采集林产品为辅。他们
以原子家庭的方式生活在小的村子里面，这些村子之间里面通常有定期的交流和一些物品的交易：纺
织品、金属工具、陶器和盐等。由于该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受到高度重视，与中国和印度妇女低下
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相比，这里的妇女肯定享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在确定继承权上，母系和
父系享有平等的权利，儿子和女儿们通常获得同等份额的父母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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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泰国史》是由中国出版集团和东方出版中心共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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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史》

精彩短评

1、通俗性历史读物大众版
2、从图书馆借这本书的时候，发现它没有被借出过的记录。看过之后，什么都没记住，只记得古代
的泰国除了有国王，还有个副国王，令我有点惊讶。总的来说，这本书也许有点学术价值，但可读性
不强。
3、很好，推荐啊
4、原书分析敏锐，文笔甚佳，绝对是上乘之作。相对而言，翻译太差，很多句子都不像中文，你必
须读到一百页以上才能稍稍习惯如此精神错乱的语言表达。
5、非常非常满意，很不错的书。
6、翻译实在太差了, 能从中文翻译直接猜出英文原话是怎么写的
7、这个上面的地图有点问题。
8、没有更好的入门教材之前，本书可以作为了解泰国史的入门书，本书好处在于其线索清晰，可以
将其与陈鸿瑜的《泰国史》对着看，陈的书毕竟成书较晚，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但是线索混乱
9、这翻译水平真是太让人抓狂了！
10、我强烈怀疑这本书的译者和责编的母语不是汉语⋯⋯先把中国话说顺溜了再来做翻译吧⋯⋯
11、如果是原著的话，绝对是上乘之作，深入浅出，作者对很多事件都有独到的评价。很少写商品评
论，但是这本书的翻译让我想去死，直译都算了，从句套从句也算了，最可恨的是把泰族翻译为傣族
，这个是基本的史实错误，估计译者根本不懂泰国历史，这个翻译作品纯属骗稿费~
12、翻译的有点生硬，不过作为一部简单了解泰国发展史的书，还是讲解的蛮到位的。个人比较喜欢
后半部分。
13、书有些破损，像是旧的，内容比较学术性
14、还算详细,可以读读
15、泰国政治乱局背后的真正原因
16、原著应该是好书，内容很丰富。但译者的中文水平很有问题。
17、发货的速度好，就是第一个送货员的服务态度差了，内容感兴趣的还可以看下去
18、“我徒劳地认为将会发生一些事以致产生一个神奇的转折点或者是结束点，但是这样的时刻一直
没有到来过。”
19、很喜欢泰国，所以买来看看
20、世界历史文库
21、中泰一家亲，泰国虽是中国近邻，但中国对其了解甚少，欧美如如何看待泰国，泰国为什么是东
南亚国家中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相信这本书会有所启发。
22、我是不爱读历史书的，这本读的挺容易。想了解泰国历史的话，推荐这个。
23、应该还有更好的版本吧！
24、看了看
25、此套书中较为出色的一本，阿瑜陀耶及之前的历史叙述较他书详细。由于泰国历史上对老挝、柬
埔寨、马来半岛的主导影响，此书对于了解东南亚历史政治局势颇有意义。
26、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颤颤巍巍地走有泰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翻译扣两星
27、因为是翻译过来地书，看得很吃力，如果没有强大的泰国背景知识看这个书，可能会很没劲
28、大爱 泰国历史
29、　泰（傣）民族发源于中国西南，但是随着中国与越南政权的强盛而不得不持续向南迁移，今天
的老挝民族、缅甸孟民族与泰民族有着非常接近的血缘关系和文化习俗。
30、翻译毁之，读十页是极限。或许要找英文书来读一读。
31、还不错，大体上了解了泰国的历史。
32、虽然翻译一塌糊涂，但是只要你读下去，这边数对于粗了解泰国历史还是很有帮助
33、看了超过十天 终于看完了 起码有不少地图和照片 比之前这套丛书看过的几本好  扫盲 从1910年开
始的历史比较有感性认识 小国很难不依附大国强国 泰国就依附过英国以制衡法国 二战居然依附日本 
因为日本是泰国最大的贸易国 自然得罪美英 但后来又为了制衡越南柬埔寨 依附美国 所以无论立国还
是做人 最重要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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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史》

34、如果想对泰国有更为理性的认识，了解泰国近代是如何免于被殖民的历史，不妨看一看这本书。
35、东南亚很晚才有固定的王国形态。是因为土地支离破碎么，是因为人群杂乱么，还是因为自我富
足无需统治者？如果说中国长时间是是大一统王朝，那么东南亚就是永远处于南北朝的状态吧。PS：
此书翻译得比较糟糕。
36、纸质还行，没有别人所说的很多错误。。但是这本书被我送给泰国人了。。。。。。
37、原来阿瑜陀耶王朝是泰族人的王朝而非孟-高棉王朝，仅凭这一点我就觉得长知识了。老族的确翻
译得不伦不类。
38、翻译的很怪异，很多地方语焉不详，泰国历史书不多，将就看啦
39、三星半。介绍得比较详细，仅此而已。
40、三百来页的书一下午翻完，简单了解了一下泰国历史。翻译质量极差，跟机器翻译的差不多
41、对于学习东南亚史的我而言，这是案头的必备书，多谢卖家了
42、国内出版的东南亚史学的书少之又少，泰国史能找到这样一本已经不错了
43、1850年以前的历史看的比较糊涂，后面还可以。觉得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
变化，泰国在1850左右对英法德关系处理和平衡外交值得学习，和泰国在二战中和日本的联盟（虽是
被迫），使泰国的利益损失达到最小，日本战败，但泰国的外交周旋和利用国际法（称当时政府通过
联盟决定的不合法），这值得我们学习，再有，从泰国的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出，当一个国家没有民主
基础的时候，突然实行民主制度必然会有不适症（蒋经国的方法值得表扬）。
44、翻译得无法直视一塌糊涂令人发指。建议译者先去恶补一下泰族傣族老族壮族布依族等等民族来
源和分支发展的常识。
45、翻译是个什么水平 毫无条理 后悔买这本书
46、中国错失将印支半岛纳入版图实在是遗憾啊！失东南亚人民遭受那么多苦难，未来一定要将东南
亚纳入我中华版图！
47、原版的内容很不错，只是翻译太撇了，看得让人抓狂！
48、比较详实,翻译扣一星(201701)。
49、Tai Race不能翻成傣族，语言学上是“台族”，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至少也是“傣泰民族”，傣
族只是傣泰族系的一个分支，这么翻是完全错误的。
具体的内容，我手里的英文版是90年代的，Wyatt一直在不断修订，这一版做了很大修改，但译文有不
少读起来不通顺的地方，比如一开始编辑说明里，“发音符号已经降到最低”，实在费解。本想给一
星，但看在是Wyatt的书，加了一星。可惜了这本好书
50、稍微缺乏点趣味，而且所需要的最后还是在百度里获得的，o(╯□╰)o。
51、刚从泰国回来，读来回味一下。
52、泰国和缅甸真是冤家一样的存在，岂止一个乱字了得。与中国果然有很深的渊源。
53、东南亚历史在中国是一门弱势学科，居然在当当买到实属难得~泰国史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
同时它对于了解壮泰关系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关心东南亚，关系壮泰民族史，关心泛泰主义的童鞋
可以看看！
54、David K. Wyatt (1937-2006)
55、书封皮稍有破损 但很好
56、详细但是枯燥
57、是本好书，但我实在读不下去
58、看的实在头晕了，东南亚大乱斗啊
59、世界历史文库收藏第38种
60、这个国别史系列还是不错的
61、泰国史（就这么长了！）
62、把它当做入门教材来读的人，不得不说：辛苦死我了。。。看得那叫一个辛苦呀。。。书还是可
以的，泰国从前到现在的历史都概括进去了。可以对泰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63、从去泰国前断断续续读到现在。翻译上似乎有些问题，但对于了解泰国历史有帮助。19世纪后期
，暹罗国王在应对西方列强的明智态度和政治技巧给人深刻印象，最终促使了现代泰国的形成。“西
方冲击”或许是亚洲社会的一个常态，但如何回应则千差万别，从这个角度看，天朝真是失败到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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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史》

64、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泰国史，不过对于泰国在阿育陀耶王朝前后的历史描述得还不够详细，还需要
参考其它泰国史相关书籍了解泰国史。
65、挺好的書，翻譯和編校都太不負責了，可惜了！
66、 暂时读过的是 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 编著的版本，用此标记。

Page 10



《泰国史》

精彩书评

1、总体来说这个美国作者非常认真的撰写了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视角比较公正，另外也得称赞一
下译者很认真，全书读起来很流畅。摘录一些泰国历史的关键点吧：泰（傣）民族发源于中国西南，
但是随着中国与越南政权的强盛而不得不持续向南迁移，今天的老挝民族、缅甸孟民族与泰民族有着
非常接近的血缘关系和文化习俗。迁至今天位置的泰民族主要接受吴哥王朝和蒲甘王朝的统治，泰民
族向这两个王朝学习如何建立国家和统治的过程很像是日耳曼与罗马的关系，从做雇佣军到乘势而起
。泰民族的机会来自于蒙古帝国的崛起，首先出现的泰民族政权以北部清迈为核心的兰纳王国为典型
代表，建国者满哥瑞，不过阻止蒙古南下的战争抑制了该王国的强势扩张，于是其南方出现了帕尧和
素可泰两个稳定政权，三方在1287结盟，蒙古南下的战争直到1311年才以蒙古的厌倦而告终。不过这
些早期政权的君主传承制度都极不成熟，因此在不断的内乱中逐步衰落，最强的政权反而是更南方、
临近暹罗湾的、以华富里城和大城为核心的阿育陀耶王朝，创建者是华人乌通王，在1351利用吴哥王
朝控制力衰弱的机会建国，但这个华人王室仅传了两代之后便被掌军权的太后大哥及其儿子通过两次
政变夺权。阿育陀耶与兰纳等其他泰族政权的战争持续不断，结果在1568-1569极短的时间内所有的泰
族政权先后被缅甸横扫。不过其后果却是，原本被缅甸作为傀儡泰王的素可泰后裔纳黎萱很快重建阿
育陀耶政权，在1593与缅甸大军决战中传奇般的手刃童年做人质时很有敌意的缅甸王储，并基本统一
了整个泰民族。阿育陀耶第二王朝的结局完全就是噩梦重演，缅甸重新崛起，1763-1767第二次迅速征
服泰族。不过缅甸的征服再次成就了一个传奇，华人达信（在泰国旅游时泰国人说他是郑成功后裔，
因此称之为郑皇）揭竿而起之后历尽苦战击败缅甸，在1768以吞武里作为首都建立政权，之后迅速重
新统一了阿育陀耶王国。达信的用人方法像极了苻坚，主要将领都是臣服于他的其他泰族政权贵族，
于是在他晚年因为进入宗教狂热状态不理政事之后，陈桥兵变的故事在泰国上演，前阿育陀耶王朝贵
族后裔的两兄弟率军北上平叛过程中黄袍加身，然后南返俘获达信，将其绑入天鹅绒袋后用檀香木棍
击杀。新的政权将首都迁至湄南河东岸的曼谷，以避免世仇缅甸的攻击，于是现代泰国的雏形曼谷帝
国、即拉玛王朝建立了。1785缅甸的大规模入侵被击退，从此其对泰民族的生存威胁终结了，1826缅
甸被英国征服。拉玛王朝于1828征服万象政权统一老挝，1840左右稳定了在马来半岛的北大年等马来
族地区的统治，与越南的拉锯战也在1846到达终点夺得了柬埔寨的主要控制权。势力达到历史巅峰的
泰国突然发现历史上的对手已经都孱弱不堪甚至不复存在，而新的敌人已经强大到难以置信：英法两
个殖民国家。于是拉玛四世和五世通过近代化改革（1851-1910）成为了泰国存活的最重要功臣，即孟
固和朱拉隆功。不过，泰国为了维持独立地位，先后向英、法放弃了45.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分别是
马来半岛一些小王国、柬埔寨和老挝。朱拉隆功时代的近代化最突出的现象是皇室家族从接受西方教
育和掌控国家资源方面远远超越了社会其他阶层。朱拉隆功去世之后社会矛盾开始逐渐暴露，政界被
人口庞大的皇室把控，商界被华人家族把控，于是军队成为了中下层人士向上走的唯一途径，到一战
之后军人中的精英集团出现了凝聚力与政治意愿，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旗号开始向执政努力。拉玛一世
的妹妹纳琳特薇公主曾预言拉玛王朝可以统治150年，于是1932.4.6是王室提防政变最关键的时刻，结
果啥都没发生，可是到了6.24正在海边度假的国王被不到一百名中级军官逮捕，君主执政彻底结束。
泰国进入了军政府时代，在二战期间与日本进行了全方面配合，也在战后闹出了单方面宣称与日本的
所有盟约合作全都无效的笑话，不过英、法两国在分别得到了大量大米、老挝和柬埔寨之后高抬贵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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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泰国史》的笔记-第1页

        游动悬崖  2011-01-06：
Tai Race不能翻成傣族，语言学上是“台族”，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至少也是“傣泰民族”，傣族只
是傣泰族系的一个分支，这么翻是完全错误的。 这事关系到本书的生死存亡，还有没有人站出来说句
话的？？

2、《泰国史》的笔记-第8页

        坤博隆故事：人类对天堂精神的忘恩负义激怒了众神之长，他在地球上释放了一场洪水，仅有三
个首领得以逃脱。人类爱把洪水归咎于自身，原因可能是只有自己还能控制控制，另外确实也感到自
己平时的所作所为不太上路。

3、《泰国史》的笔记-第298页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消灭红色高棉，似乎是人类史上最正义的一次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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