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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历史文库:柬埔寨史(第4版)》内容简介：柬埔寨，旧称高棉，是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一个国
家，首都金边。该国西部及西北部与泰国接壤，东北部与老挝交界，东部及东南部与越南毗邻，南部
侧面向暹罗湾。柬埔寨是东南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亦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以农业为
主，工业基础薄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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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的比较吃力，衔接的感觉不够，可能也跟史料的缺乏有关吧，也可能是我的基础太差了，不过
多少有收获，年底也去了柬埔寨，是有所帮助的！
2、内容有趣，但翻译得比较生涩，建议看英文原版 A history of Cambodia
3、读了吴哥窟历史那一段。大概有个认识了~
4、仅就古代史部分，未免过于简略与散乱。大概由于是普及性读物，读着就觉得心虚，很多论断无
法说服读者。中国为何不翻译柬埔寨自己学者所著柬史？想初步了解这个国家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选
择。不过很喜欢作者对于印度化的分析的。
5、前面难读 后面渐入佳境 1星给选择小众课题的学者
6、翻译真不行 结构也略混乱
7、行前匆匆读完，很多没看明白，但有收获。@2015.2.8
8、严谨客观。近现代史是重头，紧跟大跃进、文革步伐的红色高棉，还有柬埔寨背后忽而支持这个
反对那个，忽而跟这个反目跟那个友好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大国；翻译比同系列泰国史强三倍，只是后
程稍感乏力。
9、法国人做了件好事
10、书本的语言比较晦涩，柬埔寨前期的历史又大多是猜测，中后期可以窥见到小国处于大国包围中
的无奈，自身的历史，往往是大国竞争与游戏的历史，即便是内战，都是大国博弈的影子，智者为生
存，只能选择游离于各国之间
11、很好的历史梳理与思考，值得读，应该读。
和所有“大历史”一样，吴哥窟壮丽却语焉不详的含混感，实在很难激发兴趣，甚至不知应该如何面
对。
如果没有对于历史的全局理解与反思，法国帮助修复吴哥窟建筑的功绩和对曾有文明的盲目渲染，或
许不过是帮助把这两千多年未变的服从与宿命论的魔咒，继续延续下去。
虽有大小之分，但与我们自己，是惊人的相似。
12、过于关注政府和政治，缺少文化、社会视角，比同系列的《老挝史》枯燥得多。
13、虽然字数不多，但对柬埔寨的历史有个全面的了解。文字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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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多次试图读下去，但真是狗屁不通。“十七八世纪，柬埔寨被它的地理位置所害。他的首都地区
金边/乌东/洛韦,------位于包括缅甸和暹罗在内的上座部佛教文化地区的东部边缘，并且非常靠近已经
中国化的越南正在扩张的南部边界。换句话说，这个地区位于文化的断层带”
2、我印象里最早最早对柬埔寨的印象是早期一部香港叫《紫雨风暴》的老电影，里头提到赤柬军人
企图利用生化武器毁灭香港，这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字乍听来就有一些严肃色彩的国家。  后来是
大学时无意看到一部纪录S21劳改营的纪录片，由此了解了柬埔寨民柬的那段历史，并且找了大量的相
关纪录片。被那段特殊的历史深深地引起来兴趣，奇怪波尔布特这样一位中学老师如何登上国家权力
的巅峰？而他所主导的革命怎么会是这样一种奇怪甚至可以称作奇异的思想：废除城市、货币、夫妻
、教育、限制民众出行，带着文化大革命的影子，却比文化大革命更加荒唐、难以置信——却反而令
人更感兴趣了。  反正浏览这这段历史时想起了很多：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朝鲜、卢旺达大屠杀。。
。估计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小众了，感觉国内除了关于柬埔寨旅游的书籍，其他类型的介绍其历史地理
经济正直的书不是很多，我也是偶尔在图书馆看到这本叙述性的正史的，刚开始读起来就有点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口吻，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穿插的故事不是很多（即使有，也只是：有一天，有个某
某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可读性却蛮高的。   刚才已经读到将近200页和尾巴波尔布特执政部分了，大
概讲了这些吧：古代无意识的柬埔寨人，受印度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影响之大（篇幅相当大），吴哥时
期的统治，被越南人和法国人殖民期间社会的变化及起义与革命，柬埔寨的独立（这章还没看）总的
来说，蛮喜欢这本书的，带着一点对这个国家感兴趣的爱屋及乌，希望有机会能够到这个国家走走，
看看吴哥窟，金边，S21那段历史，及现在柬埔寨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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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柬埔寨史（第4版）》的笔记-第51页

        ⋯⋯“补罗”（pura）”（即“城”的意思，参看新加坡/Singapore，即“狮城”）⋯⋯类似的有
“西哈努克”，据维基：
Sihanouk's name is derived from two Sanskrit words "Siha" and "Manu", which translates as "Lion" and "Jaws",
respectively, in English.

2、《柬埔寨史（第4版）》的笔记-第108页

        而在诗里面，善和恶两方面总是维持均势⋯⋯在保留下来的歌舞中，主要角色绝不能死去，可能
是因为恶与善必须要幸存下来，才能相互界定。在《罗摩传》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就是
说没有任何变化或者说又回到原点。绝大部分动作片、英雄片、科幻片⋯⋯尤其是一集一集拍个没完
的，不都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吗？

3、《柬埔寨史（第4版）》的笔记-第128页

        为什么居民接受这种贬低自己的制度安排呢？⋯⋯一个人没有保护者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一个
人们不了解的保护者，如外国人，往往比生活在身边的保护者更具威胁。两害相权取其轻

Page 8



《柬埔寨史（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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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