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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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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
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
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
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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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史》

内容概要

智利是一个盛产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国度。没有专门为历史学家设立的诺贝尔奖，如果有，许多智利史
学家都应被列入候选名单。两位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巴勃罗·聂鲁达——已获得了
诺贝尔文学奖。智利人在以诗文描绘他们国家的独特之处方面，成就斐然。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尝试和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军事统治使世界的注意力聚焦于智利。这些
引起矛盾冲突的历史事件使智利人相互争斗，使利益攸关国为了这一党或那一派的利益插手进行干预
。随着1990年民主的复归，相互争斗的党派之间有了某种程度的和解，但仍然是互不信任。然而20世
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巨大的物质进步，促使各方就未来政策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智利是个放眼全球的国家，其民众关注着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智利人不仅密切关注国际新闻，而
且阅读广泛、游行四方。他们为了弥补其地理位置偏于一隅这一缺憾，养成了一种全球观。而将他们
自己的传统与其他国家人民的传统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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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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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权贵集团这一时期上层阶级维护其特权地位的回旋余地在不断缩小。庄园、城市房地产和工业投
资都受到了政府的严格控制。首先影响到庄园主们的变革是劳工法增加了工人的权益。而后的变革更
为激进，中央谷地的庄园主们大多失去了土地。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城市里的房地产主陷人困境，而
法律又规定不得增加租金、不得驱赶房客。政府和工人没收企业后，企业主不再追加新投资。房地产
主担心会失去其房产，并确信很快要发生变故，遂不再对之加以修缮。有利可图的风险投资机会减少
了，有钱的智利人遂将钱转移至国外。他们对美元的需求高涨，致使黑市兑换率猛升，远远超过了美
元的实际价格。智利人在旅馆、饭店、甚至办公场所向外国人提出要换钱。代理人而后将资金带出智
利到其所在国投资于股票和债券。因此，在海外投资的智利有钱人就越来越多了。社会正义运动剥夺
了有钱人的一些土地和企业，但政府未能防止资金外逃，这就是说大量资金流到了国外。这些资金在
智利投资无利可图，却帮助了别国经济的发展。由于私人投资缩水，就得设法用政府投资来弥补差额
。但由于私营部门发展停顿，本国的课税基础亦难以扩展了。政府投资越来越得从国外引进资金，这
就意味着要寅吃卯粮，预先借用国家未来的出口收人了。二、中产阶级教育设施、社会服务部门和公
营企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政府需雇用的人数，这主要对中产阶级有益。1958年政府雇员近8．5万人
，1968年增至12．8万人，1972年则达36万人。1970年之前人数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新工作岗位的设置，
而1970年至1973年间人数增加的原因既有新工作岗位的设置，又有私人企业的国有化。政府公共部门
就业人数的增加是跟高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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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利史》：世界历史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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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史》

精彩短评

1、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听说了智利的伟大政治家阿连德、著名诗人聂鲁达，就此也从地图上看到了太
平洋彼岸的这个边缘南北狭长国度——智利。由于当时没有出版智利历史著作，所以无从谈起深度了
解智利。现在不同了，《世界历史文库：智利史》出版了，可以深度了解智利了。
2、左。不建议一般人阅读。
3、不太喜欢读历史，但这本书看起来还不错。书有点旧，不是很新很整洁那种感觉，不过内容倒没
什么影响啦。
4、有点破损，包装、运送希望重视一下。
5、希望能买全他
6、对南美历史很感兴趣，这本书对帮助了解智利有很大帮助
7、书写的不错，可我收到的书很旧，懒得换了。只希望当当以后不要再把破旧书拿来卖了。
8、此系列皆可读也。
9、非常实用，是一部了解美洲历史的好书
10、华图的书挺不错，比较新的内容，独特见解
11、感觉本书翻译的一般，基本上做的是直译，所以中文读起来不连贯，个别地方翻译有问题，可能
是翻译太仓促的原因。总体感觉还可以，读完后对智利这个特殊的国度有更深的了解。
12、有人喜欢评论买当当的书送货快，这类评论含金量不高，也容易让人认为是托。

我买这本书的动机是由于今年年初智利大地震，突然发现自己对智利的历史了解太少，我们不能老是
迷恋在中华文明的圈子里面，睁眼看看世界吧，外国是怎么发展的，世界各地又有那些不一样的历史
，读史使人明智，读外国历史更是如此。
13、很可能就会偶有新的思想冲击，有助于建立立体的历史观点。
14、不错还没看
15、作者敘事乏味
16、了解了解，还可以
17、经典图书，值得阅读与收藏。
18、关于智利的书国内能读到的很少，历史更少
19、左 而且太平庸了
20、国防部长和一个女人在高速公路上飙车后辞职，开启了皮诺切特的军政府时代。。。每件微不足
道的小事都可能改变历史。
21、书是挺不错的 只是送货有点慢
22、书的角折皱，书脊瘪角。需换货。
23、本了想图书馆里去借后来看见打折就顺便买了。
24、先划分不同阶段，再自政治、工业、农业、社会等逐个讲来，缺乏史才，颇显枯燥
25、好书！很有用！
26、书是不错啦。就算看上去有点旧，像是放了很久的样子。也没有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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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智利地图小时候就觉得很诡异，与之匹敌的大概就属越南了，但越南也不上智利的好身材。从南
美洲土著文明，到西班牙的殖民，看得出大家一直都不太重视智利。但就在这种不重视下，智利还是
一点点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圣地亚哥，康塞普西翁，瓦尔帕莱索。智利三大城市。都集中在中部，智
利特殊的地理优势，集聚了各种气候类型，沙漠地带还蕴藏了大量的矿藏，比如铜，银和硝石。在南
美独立的历史上，智利不是最灿烂的一笔，但毕竟也为之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对民族自豪感影响
毕竟大的应该算硝石战争（wiki的名字，也叫太平洋战争），这一战完全取得了北部沙漠，国土扩大
三分之一，并团结了国内民众。解决了矛盾。但战争也不是没有代价，对阿根廷国土的退让，只能以
安第斯山为界，失去了巴哥塔尼亚高原的争夺权。最近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二战后的政权属性之争了。
也只有民主的国家会这样。不过最终结果比较诡异，XX主义的阿连德短暂执政后，却被军政府皮诺切
特推翻，而在独裁统治下，依靠芝加哥学派，智利却完成了经济的自由化改革，实现了国民经济飞跃
。但智利人对独裁者显然没有好感，最后还是冒了破坏国内和平的风险要回了民主，并奋斗至今。如
果当时阿连德没有被推翻，想来以智利人对政治的关心和民主的诉求，也会不断YX抗争，最后
在SOViet解体后也会恢复的吧。错误的轨道永远会被扳回正轨的。ps，原来douban也有敏感词啊啊啊
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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