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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马来西亚》

前言

　　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
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
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
”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
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
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
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
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
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
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
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
”、要不要“开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
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
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
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
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
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
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
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
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
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
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
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
。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
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
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
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
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
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
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
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
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
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
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共计141卷，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
十个主要国际组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
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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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
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
，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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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列国志(珍藏版)(套装共141册)》内容简介：《列国志》编撰出版工作自1999年正式启动，历经11个
寒暑春秋，经多次修订，这项凝聚近千学人、出版人心血与期盼的工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
为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者，我们深感欣慰。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和国家重点出版项目，此项工作之意义与价值自不待言。煌煌141卷的《
列国志》，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当是前无古人
！此前不是没有相关的出版物，然数家出版社少则数种十数种，多则三五十种，之后再无下文，留下
了历史的缺憾。究其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不外乎今日世界之大，国家之多，缺乏专门研
究，势必有“难为无米之炊”之叹。一百多个国家，常为人们所关注的又有多少个？那些不为人们所
关注的国家，相关资料的积累自然就很有限。加之一些国家自身发展的曲折，使得其发展变化的历史
益形复杂，要把握其发展演化的脉络也就更为困难。我们很幸运，一是有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大
环境，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而进一步加深了解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二是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一国家最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镇为依托；三是有国家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四是有国内相关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鼎力相助。当然这中间也包括我们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
《列国志(珍藏版)(套装共141册)》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织，较为详
细地介绍了它们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民俗情况，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全景
式的“窗口”。这套书既可以作为学术参考资料，亦可以作为收藏品珍藏。适合各国驻华使馆，对象
国驻华商务机构，各级政府及涉外机构，各大旅行社，国际问题研究及教学工作者，涉外工作者，大
、中型图书馆，大学、中学及其他专业学校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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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泰国的关系
四 与菲律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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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文莱的关系
六 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
第三节 与英国的关系
第四节 与日本的关系
第五节 ?美国的关系
第六节 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
第七节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一 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二 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三 与印度的关系
四 与韩国、朝鲜的关系
第八节 与中国的关系
一 16世纪以前的中马关系
二 16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中马关系
三 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的中马关系
附录
词汇对照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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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六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 安哥拉共和国现任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1942年8月28日生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市一个工人家庭。从中学时代起他就积极参加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50年代末在罗安
达市参加秘密斗争小组。1961年，多斯桑托斯加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当时他只
有19岁。1962年，多斯桑托斯参与创建安人运青年组织，任青年组织副主席兼安人运驻刚果代表
；1963年，安人运送他到前苏联的巴库大学学习石化和通信专业，获副博士学位。1970年回国后，多
斯桑托斯积极参加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1974年，安人运的领导人内图任命他为中央委员，继而
中央委员会又选举他加入了政治局。1975年6月，多斯桑托斯任安人运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卫生部长，
同年9月当选安人运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1月安哥拉独立后，多斯桑托斯历任外
交部长、第一副总理、计划部长、计委主任、安人运中央文教体育书记、国家重建部书记、经济发展
和计划部书记等职。1979年9月，安哥拉第一任总统、安人运主席内图病故，多斯桑托斯接任该党主席
和安哥拉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1980年和1987年，多斯桑托斯两次当选为人民议会议长；1985年12
月、1990年12月、1998年12月和2003年12月，多斯桑托斯分别再次当选为安人运主席。多斯桑托斯曾
于1988年10月和1998年10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多斯桑托斯总统强调对党的忠诚和政治实用主义。
这种忠诚有其政治的和个人的基础。在苏联留学时，多斯桑托斯就开始忠诚地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娶了一名苏联女子为妻（后来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还在苏联留学时期，多斯桑托斯就坚信，马
克思主义先锋政党是动员广大安哥拉乡村人口的最好策略；但与此同时，多斯桑托斯公开宣称自己的
经济思想是混合经济、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分散、扩大私有部门和西方投资。像很多非洲领导人一样，
多斯桑托斯并不把政治折中主义视为内部冲突，也不把安哥拉当时大量苏联和古巴人在安哥拉的政治
局势视为外来统治。 多斯桑托斯并不紧紧抱着马克思主义呼吁乌托邦的理想，而是认为完成社会主义
过渡的安哥拉社会也还会有内部斗争在继续。在多斯桑托斯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原则是最实用
的动员社会的原则，特别是对于安哥拉这样大多数人口都缺少教育的社会更是如此；只要动机正确，
经过培训，一个小的先锋领导集团可以带领人民顺利完成国家发展的任务，这种方式对于提高多数人
的生活而言，远比资本主义的投资使一小群人盈利好得多。80年代，因为与苏联和东欧的贸易没有取
得进展，而同时西方的技术似乎对于安哥拉的发展更为重要一些，多斯桑托斯开始赞成与西方发展经
贸基础上的政治关系，以便取得安哥拉国内的和平与繁荣。与此同时，多斯桑托斯强调这种转向并不
表明要弱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多斯桑托斯一直忠诚于党，但同时还以政治实用主义著称。对于70年代
末的整流运动，他公开批评过，指出有很多忠诚的党员被排除出了党组织，同时承认这场运动远离安
哥拉的农民大多数群体，这是农民们直到80年代末期依然对党的纲领无动于衷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
根本没有从安人运的政策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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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列国志(珍藏版)(套装共141册)》编辑推荐：一百四十一卷的“列国志”涵盖了当今世界一百五十二
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组织，较为详细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
民俗情况，是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全景式的“窗口”。当然，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今天的“列国志”
也只是对这些国家与主要国际组织截至当下情况的介绍，要想动态地把握其未来发展情况，需要对其
不间断地跟踪、研究，不断将其最新的情况补充进来。这将是一项繁难的长期工作。好在现代科技的
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工具。随着“列国志”编撰工作进入尾声，为使“列国志”能够根据各国发
展变化的情况不断补入其最新的材料，长期发挥它的应有作用，我们适时的构建了“列国志”数据库
。相信“列国志”数据库将以其强大功能，合理的架构，不断充实的新材料，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提
供一个更为通透的权威的“窗口”！也正因如此，精装版“列国志”将成为“绝唱”！它既是我们“
列国志”项目成果的集中展示，也许也是它唯一的一次“登场”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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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基本了解一个国家的概况
2、挺厚的一本书，不过里面很多内容是重复的，这一点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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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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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