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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绘暹罗》

内容概要

前现代的“暹罗王国”是如何变成了“泰国”这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谓的“泰国性”是如何形成
的？泰国的“国家感”是什么？地理学以及制图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泰国历史中发挥了怎样决
定性的作用？
在这部东南亚研究和边疆研究的经典著作中，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提出
，旧的本土空间观被新的西方地理学话语替代，边界、主权、边缘等概念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正是在
这种变化中，泰国的“地缘机体”被一步步塑造出来。本书突破了以往民族国家研究的范式，从独到
的角度重新讲述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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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通猜·威尼差恭，泰裔美国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南亚历史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
院成员。早年求学于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后在悉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1年起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1997至1999年担任该校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他的研究
对泰国民族主义的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著作《图绘暹罗》曾获亚洲研究协会哈里·J.班达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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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主要提到了国家构建地缘机体的过程，人民对地缘机体的接受在这里是不证自明的，但是除了不
同地缘政治力量之间的碰撞，人民对于地缘机体的反应就真的是乖乖接受吗？被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
版图内的那些前近代的小国家，真的没有反抗或者反建构的活动？作者在行文中太过注意国王作为国
家权力对于现代国家的塑造，塑造过程中的反弹往往被忽略；结论中作者迫不及待通过指出泰国周边
的力量是国家所想象出来的，来消解泰国军队存在的合理性，这和1994年本书出版时泰国军政府当政
的情况当然分不开。这本书何尝不是试图重新形塑泰国地缘机体的力量呢？
2、2017第1部。对作者毫无了解，但阅读过程中，觉得此人肯定有西方背景，后查知果然担任过美国
亚洲协会主席。这种论调在西方颇为流行，基本属于后现代思潮中，消解殖民主义，淡化西方霸权色
彩的一种典型。作者本身的史实叙述没有问题，不过在叙述观念转变时，忽略了一个前提：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本就存在不同的政治理念，但在殖民时期，西方所谓近代化，却是极度排他，以武力或政
治强行吸纳对方进入体系。而朝贡体制转变为民族国家，也正是因应了巨大的现实威胁。这种威胁不
通过谈判，而通过武力表现。如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很多虽然出于反思，但烙印难除，同时与政治
现实，意识形态藕断丝连。举例来说，在现今的世界体系中，民族自治，人权高于主权，干涉内政这
些互有冲突的符号话语，都被随心随意使用，最终落实到实力处。此书也不过是类似理念反映
3、泰国近代史与地图的纠葛，我们的世界地图被一个一个相邻而不重叠的国家填满，是很晚近的事
情。需要在细读，同时让我想重温斯科特~
4、刚来的及翻一遍，就被爱好东南亚的朋友拿去了，感觉仅有的三条短评其中两条已经看穿一切，ps
：有些地图太小，可惜了。。。
5、从国境边缘的角度来看国家的诞生与发展。从佛教的“三界地图”，到以民族日常为界的“不存
在的国界”，再到西方科学与侵略者影响下形成的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领土范围界定，一个国家的历
史不一定是远古与辉煌的，它充满着“充满尴尬、非理性、偶然、意外之喜及有趣的事件”。 在《未
来简史》中赫拉利提出民族、国家、党派、科技都是一种宗教信仰，在《图绘暹罗》中，作者提出来
的“地缘机体”概念也同样是一种对于国家感的信仰，用数据和图绘技术来解释、缓和当下严重的族
群与民资主义冲突。（倒是应对新疆西藏独立分裂主义的理论武器哈 
6、从地理学角度看泰国即地缘机体历史，角度新颖。结语部分作为作者观点的集中体现，标题为"地
缘机体、历史与国家感"，然而着墨最多的却是在含沙射影统治者如何将"国家感"作为统治工具控制人
民思想，确定没跑题？对作者的立场没意见，然而也要题文相符 不能表达完立场就跑啊喂。全书频繁
提到70年代的学生运动，结果一查作者果然是学生运动中坐过牢后来去了美国，也就对作者立场不惊
讶了。
7、2016读的最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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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绘暹罗》

章节试读

1、《图绘暹罗》的笔记-第162页

        一幅地图预示了一种真实空间，而不是相反。162

地图不是人类与空间之间的一种通透媒介，它是一种主动的中介。162

（帝国主义者）通过外交和军事征服，它们确定了自己的殖民地的统治范围，从而将暹罗统治空间的
界线加以限定。暹罗周边的他者也在想通的过程中被具体化和限定。162

暹罗其实是直接殖民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空间。暹罗就是在这中间的那部分空间。这是暹罗地缘机体的
一种被动认识。163

暹罗的地缘机体在不同时刻经由外国力量以及暹罗本身由后者对前者的替代。163

地图是对空间形态的结构性规划。67

地图是对现代地理学中一种推测的空间对象的编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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