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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

内容概要

《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讲述直至二战以及之后，大不列颠都是一个版图巨大的帝国。对于英帝国的
过去，现代文明的态度要么是对英帝国势力的怀旧，要么是对权力滥用的憎恶。《剑桥插图大英帝国
史》摒弃两者，旨在提供一种对于大英帝国历史全新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对于人们正确评价当代世界
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更是配有大量首次与读者见面的精美的珍贵图片，11
位顶级专家为《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撰稿。其全面回顾了英帝国在北美、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和
加勒比海的殖民经历，以及英帝国对大不列颠自身的影响。《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侧重于介绍社会
及文化历史，包括奴隶制度、贸易、宗教、艺术、交通和思想演变。大不列颠如何统治他们的帝国？
谁从帝国得到了经济利益？谁又因此受到损失？广大读者都将在这部堪称惟一全方位披露英帝国史料
的著作中得到答案。 ·直接、负责地解决世人争议话题 ·英帝国领土的历史浓缩，以及更为细致的
解剖 ·关键方面珍贵的特殊附文 ·精美插图；权威、通俗的文字 “权威、丰富、透彻，每个希望了
解英帝国历史的人都不可错过的伟大著作，它在整个世界国家史方面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经典。” 全
世界都企盼着能够重新评价英帝国历史和作用。这正是《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初衷：把近年来史
学家的发现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广大读者。 对于想深入了解英帝国基本情况和背景的读者，这部恢宏的
巨著包括了英帝国历年的发展及历史影响，同时从多方面创新性地解释了英帝国在所触及的地区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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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P.J.马歇尔，全球英国史最负盛名的专家，伦敦皇家学院的历史学荣誉教授。1959-1993年，他在此执教
英国历史学，马歇尔出生于印度加尔为衣。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目前是英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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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57年印度大起义　　1857年，英国对印度北部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的统治崩溃了。为了恢复统
治，　英国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然而，对这次大起义的解释大都很笼统，　不能令人满意。许多印
度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拿起武器反抗英国人。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人实际上为英国人而战，　而大
多数人显然保持服从。因此，解释必须集中在那些实际上反叛的人的动机上。　　孟加拉军队的士兵
是这次起义的中心人物。这些士兵是农民出身，　主要是从印度北部的某些地区招募而来。但是他们
为自己的地位感到自豪，　因为这比农业劳工的地位高得多。在孟加拉军队中服役主要是代代相传，
　因此经过多年以后就成了一种非常受尊敬和享有特权的职业。到1857年，由于英国人制定了新的服
役条件，许多士兵觉得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受到了威胁。子弹上明显涂着仪式上不洁净的动物油脂问题
激起了反抗，这种反抗迅速蔓延到整个孟加拉军队。　　1857年，印度士兵控制了印度北部大部分城
市。一部分城市居民也加入到这些士兵中来；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农民纷纷响应。总的来说，农村暴
动只限于军事起义的地区，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情况也千差万别，动机各有不同。在有些地方，心怀
不满的地主和以前的统治者由于在英国的统治下失去了他们显赫的地位，率领追随者参加起义，并担
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那那·萨依布当时就是这样的人；英国人认为，屠杀坎普尔的英国俘虏以及妇
女，他难辞其咎。)在被英国并吞仅一年的阿瓦德省，新的英国行政机关激起普遍的恐慌和怨恨，遭到
人们的广泛反对，尤其是那些与起义士兵有家庭联系的农民。在英国统治时间比较长的地区，一些农
民社区也发起暴动，尽管他们不一定是最贫穷的那些人。他们显然觉得英国人征税使他们不堪重负；
或痛恨对立的农民社区获得的利益，如销售农作物或灌溉土地的新机会。　　这次起义显然不是一场
。现代的”或。民族主义的。起义。但是如果把它视为对正在现代化的英国统治一种“传统的。反应
，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即使起义者别无选择只得邀请旧的权威人士，特别是莫卧儿帝国皇帝的旧部来
取代英国人。但是到1857年，英国统治没有半点现代的东西，特别是在起义爆发的地区。英国人组建
了一支军队，然后对它失去了信心；他们还干预印度的平衡。起义士兵给了那些觉得自己受到侵害的
人还击的机会。　　就人类的苦难而盲，这次起义的代价是巨大的。两个著名的城市德里和勒克瑙，
　因战斗和获胜的英国人的洗劫而被荒废。在抗击英国人的农村，如阿瓦德的一些地区，许多村庄被
焚毁；哗变的士兵以及他们假定的支持者常常被立即处死。英国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及印度
军团中的英国军官被杀死。　　　　铁路　　铁路是大英帝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同
汽船一样，蒸汽机车铁路是19世纪初英国的又一大发明。蒸汔机也成为英国大宗出口商品之一，托马
斯·布拉西等铁路企业家把它带到世界各地。布拉西先是在英国和欧洲修建铁路，后来转向海外。加
拿大长达1100英里的大干线铁路就是他参与修建的。19世纪60年代，他在欧洲、印度、澳大利亚和南
非工作。公有铁路由各地政府出资修建，通常在伦敦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而私有铁路通常由设在伦敦
的公司筹措资金，这些公司依靠一条效率高的铁路来获得利润。这两种铁路的混合形式就是由私人修
建并管理的铁路，殖民地政府保证他们获得相当于他们资本成本最低百分比的利润。　　铁路之所以
重要是因为它征服了距离，使殖民地的散装商品贸易的发展成为可能。没有铁路，加拿大大草原的开
发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从19世纪90年代起，加拿大的谷物开始充斥英国市场。铁路把内陆地区与孟
买和加尔各答的纺织厂连结起来，把大米和小麦运到港口销往海外市场。铁路对澳大利亚的开发至关
重要，极大地降低了羊毛和小麦的运输成本。同样，铁路在新西兰举足轻重；在南非从好望角地区向
内陆的发展中，它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此外，铁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论
及“铁路帝国主义”，意指出资修建铁路的能力使帝国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对诸如加拿大这样的自治殖
民地进行控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移民殖民地，铁路是当地最大的单一投资项目
。它也是贫穷殖民地政治家获得政治资助的最大来源。在英国借款修建铁路，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
导致资金流人这些殖民地，使当地的政治家能够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的支持者获得承包合同或分包
合同变得富有。铁路还增加了那些先前毫无使用价值的土地的价值。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铁路
是这些移民殖民地取得经济和政治成功的关键。　　但是，由于修建铁路的技术和资金都得来自英国
，各殖民地必须付出代价。这意味着他们要效忠英国并保持经济的稳定，还意味着接受帝国政府发号
施令。加拿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要完成殖民地间的铁路以及动工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需要英
国政府提供资金保证。如果加拿大要把它的东部与西部连结起来，并把美国拒之门外，这些铁路必不
可少。而英国政府力图运用自己的能力，拒绝提供保证，以促使加拿大政府采取有利于英国的政策，
特别是防务政策，并鼓励殖民地的联邦成为加拿大自治领。虽然这些帝国压力手段作用有限，但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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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助于使加拿大受制于英国。　　但是在诸如印度这样的非自治的殖民地里，铁路发挥的“帝国”
作用最为明显，并证明最具争论性?这种区别的原因是，在移民殖民地里修建铁路是因为自治的殖民者
需要铁路，并愿意为此投资。其他殖民地的居民也出资，但他们别无选择：应该修建何种铁路系统以
及应用于何种目的，概由帝国当局决定。　　在印度，铁路建设始于1850年，其原因是一些既得利益
者对不情愿修建铁路的东印度公司共同施压。这些既得利益者有：铁路企业家和工程师；兰开夏郡棉
纺工业，它想以印度棉代替美国棉，并想用铁路而不是牛车把印度棉运到港口，这样原棉的质量会更
好；太平洋与东方运输航线，它会因货运增加而获益；英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想把西方的思想和宗
教传播到印度的内地；银行家们，他们看到了修建铁路蕴藏的获利商机。　　印度铁路系统对印度的
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路催生了一个为印度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的上程工业，并首次为经济一体化
创造了条件。此外，铁路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们能够大规模的迁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铁路使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行动变得自由，从而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但是铁路还
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和作用：铁路把港口和印度北部连接在一起，使英国用一支较小的但现在机动越
来越强的部队能够控制半个大陆。最初的铁路使部队的调动更加快捷，为镇压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做
出贡献。此后，政府加快了铁路的建设，其原因至少部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要不然何必修建一条
径直通向开伯尔山口的铁路?当时印度与阿富汗几乎没有任何贸易往来。　　至少部分原因是因战略目
的而修建铁路的，因为印度不是英国的惟一殖民地。19世纪90年代动工修建的蒙巴沙一乌干达铁路，
其主要目的是使英国人能够预先阻止法国蓄谋对苏丹东部提出领土要求。为了使这条铁路产生效益，
英国政府鼓励英国人在后来被称之为肯尼亚的怀特高地殖民。这个地区位于为欧洲移民者保留的内罗
毕的附近。修建好望角至贝专纳(博茨瓦纳)的铁路，其主要目的是使代表英国利益的塞西尔·罗兹从
侧翼包抄南非白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以及阻止德国人可能拥人中非：罗兹打算将他的铁路沿着山系
的山脊延伸，希望它最后到达尼罗河，以此确保英国对整个中、东非的统治。但是德国对坦噶尼喀(坦
桑尼亚)的占领使修建从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的梦想没有实现，这条铁路一直没有完工。西非内陆修建
的与主要港口成直角的干线铁路主要有两种作用：把商品生产的内陆地区与大海连接起来；此外，能
够使军队快速地调运到动乱地区。　　公路不是帝国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先有蒸汽机
后有内燃机；由于各殖民地政府把大量的资金投在铁路上，假如把货物改由公路运输，它们必然遭受
损失。直至20世纪20年代各殖民地政府才开始重视公路建设。到20世纪中叶，英国在热带非洲的大多
数殖民地仍然拥有非常有限的全天候的公路系统。　　河流与运河　　英国人可谓是世界上优秀的河
流改造者和运河建造者。他们在海外取得的第一个重要的成就是改善了加拿大境内的圣劳斯河／五大
湖的航道系统。此项工作始于18世纪后半期，其目的是使船只能够进入安大略湖。1840年加拿大两大
部分实行联盟，以及1867年建立联邦之后，运河加深了。同时，为克服伊利湖与安大略湖之间的高差
，人们修建了韦兰运河。这些都是殖民地政府的责任，但所需的大部分资金以及技术力量都由英国提
供。　　印度是英国人建造运河的范例。当然，英国人不是建造运河的始作俑者，较早的统治者已经
建造了许多运河和贮水池；但是到了18世纪的后半期，由于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其中许多已经年久失
修。作为莫卧儿政权的继承者，英国人至少在道义上有责任维修现存的水利设施。除此之外，他们的
主要动机是增加粮食生产、抵消雨季降水不足造成的影响，以此避免政治问题的产生。　　随着英国
对印度的统治得到巩固，正式修建运河的工作始于1800年之后不久，并一直延续到英国人统治的结束
。在早期，东印度公司修复旧的运河，但是从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起，该公司以及1858年后代替该公
司的帝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地修建新的运河。他们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是在旁遮普和印度北部，利用印
度河、恒河及其支河的季节性洪水和不充足或不确定的降水，灌溉面积广阔的荒漠和土地。到1942年
，印度的灌溉面积达到5700万英亩，其中3200万英亩由政府修建的水利工程灌溉，其余的由大量私人
修建的水井、贮水池和水渠浇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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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大英帝国塑造的世界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统治着一个幅员辽
阔的帝国，它覆盖了北美洲的大部分、加勒比海广大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大片土地、整个印度
次大陆和澳大拉西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甚至曾一度控制着中东的大部分地区。　　大英帝国对
现代世界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大多数欧洲以外的国家的诞生都归因于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
英国人用征服的手段和分治条约为这些国家划定边界。在大英帝国内，人们进行大规模流动，决定了
许多国家的民族构成。一旦本地的民族被迫离开家园，是英国治下的英国人履行责任，移居北美和澳
大拉西亚，确保那里的社会具有非常明显的欧洲特征。英国人还是主要的奴隶贩子，他们把大约1100
万非洲人贩运到美洲做奴隶。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被英国人卖到了英国自己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地
。目前这个地区的人口主要是那次强迫迁徙的结果：19世纪中期，大量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去英国统治
的殖民地做苦力。他们的后代构成　　了圭亚那、特立尼达、斐济、毛里求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
许多国家的　　大部分人口。　　英国人通过他们的帝国，传播他们的制度、文化和语言。的确，当
今世界之国家无一不可以视为英国过去或现在的翻版。这些国家在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相互作用的复
杂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是，被一个帝国政权占领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影响，尤其
是被英国这样的帝国占领。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中，英国对它的价值观和制度非常自信。在不同的程度
上英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表现在政体、宗教信仰、教育模式、市镇布局、文化口味、体育和消遣娱乐等
方面。英语被称为当代社会一种全球性的语言，毫无疑问部分地反映了美国的实力。但是，美国作为
一个英语国家当然是大英帝国造成的，许多其他国家也毫不例外。　　大英帝国不仅改变了人们，而
且改变了他们生存的土地。耕作、采矿和制造新方式都意味着人们以新方法利用土地，改变其资源。
有时候环境变化迅猛异常，广阔的大草原变成耕地，以前森林茂密的岛屿变成甘蔗种植园。始于殖民
时期的其他变化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变得明显起来，人们充分利用土地及其资源的压
力越来越大。　　当代世界贫富悬殊。帝国遗留下的影响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因素，不过要把它解
释清楚确非易事。脱离帝国的一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贫穷。这是否简要说明，无论英国人以前在这
些国家有无作为，一些国家拥有土地、人口和资源等有利条件，因此其经济发展成为可能，而其他一
些国家没有这些有利条件因而贫穷落后呢?抑或意味着英帝国统治的不同经历，比方说，使澳大利亚和
加拿大的白人移民社区能够改善他们的境况而使亚洲人和非洲人贫困化?这些问题的答案比较复杂。像
文化演变一样，经济变革涉及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殖民地经济是殖民地人民勤劳进取以及英国人干
预的产物。　　总的来说，大英帝国的历史就是研究英国人与其他人民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英国
人对这些人的“影响”。相互作用理论认为，英国人曾经统治的民族不仅仅是英国人给他们带来恩惠
或不幸的“土著居民”。在殖民统治之前，亚洲、非洲、美猓??肪哂兄匾?恼?我庖濉Ｒ恍├?费Ъ疑踔
谅奂啊疤?返酃?饕濉保?庵赋鲎市藿ㄌ?返哪芰κ沟酃?α吭诤艽蟪听如，奴隶制的历史是奴隶们怎样发
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反抗他们的主人的历史，也是他们遭受压迫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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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烂书，为殖民歌功颂德。
2、论文咯 
3、可读性不强，不够吸引人。不如《自由的历程－美利坚图史》写的好。
4、对英帝国势力的怀旧...
5、有些观点比较偏激。还有，插图是黑白的。不过，还是比较好看。
6、比较一般。第一编“帝国历史”和第三编“帝国经历”多有重复，看似全面却不深入，读之有如
鸡肋。但第二编“帝国生活”的八至十一章集中讨论帝国各殖民地的城市建设、移民的出入流动，以
及绘画艺术，很有价值。而且这几章也是书中译文比较能让人看得下去的部分，建议优先阅读。
7、史料全面，评论客观，比较喜欢里面说艺术那一章
8、典型的大英帝国综合症患者写的书，缺乏严肃学者应有的风范！对消逝的大英帝国仍怀揣遗憾的
梦想，这倒是体现了典型的英国人自我为中心的傲慢无礼！
对待热点问题和学术争论问题，比如：殖民主义对殖民地文化的影响，要么一笔带过，要么采取回避
的态度，处处体现了对大英帝国的痴心辩护！在同一事件上（比如对澳大利亚的殖民——我们就不拿
非洲等地为例了），其选材真可谓“颇具匠心”，刻意回避历史中那些不光彩的事实！不过，作者再
欲盖弥彰，还是露出了心底的看法：“殖民表面殖的是人口，其实殖的是制度和文化！世界应该是以
大英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为模式而发展。”
本书让人失望！装作客观，实则偏袒，一派失落，溢于言表。就如有的国人依然陶醉于大唐风范。可
悲！！！
愿吾国强大！向世界输出移民和文化！（这是我读该书唯一的心得）

另外，该书印刷质量实不敢恭维！一本400来页的书，竟然还不及一本300页左右的书沉，从前一页都
能读到背面那页的文字，真是无语了。
9、还可以吧，翻译有点太生硬。
10、看外国人写中国史总觉得怪怪的，所以只看本国人写的本国史，但是猛然发现所有的历史都是当
代史，都打上了当代的痕迹，但是这本书还是不错的，剑桥的权威也值得信赖。
11、。。。这本我真的读过么= =为什么完全没印象了= =
12、没意思,文字像合写的历史教科书一样平淡,没读完
13、 还是受限于本人的知识储备，粗粗看完，没有很深的体会
14、“比比”是英国人称呼自己的印度小妾的叫法。
15、从图书馆里搜出来的，没想到书还挺新的，剑桥系列的书，叙述方式都很特别。
16、插图史系列蛮好的
17、世界知识这套不如山东画报的一套
18、英帝国的权威论著
19、虽然这本书讲述的年代很短,但是日不落帝国的盛衰还是能让人看出时代的变幻...
20、习惯看国史不太习惯这样的记述方式,但是受益匪浅
21、翻译还行，配图也到位。不过所述的东西亮点不多呢。
22、后面看不下去了= =
23、纸张有点薄啊。不过，性价比还是划算的
24、太难读了⋯感觉不是特别有逻辑QAQ
25、对于内容不甚感兴趣
26、真心不怎么样

27、我大概在中学时代就不再相信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那一套了，由政府统一编纂的教科书跟实际差
距太大，尤其当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服务的时候。曾经听说过，历史，除了人名地名是真的，其他什
么都是假的，意思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眼中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大家都会刻意的抹
去不利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从不说印第安人对英国殖民者的村庄进行血腥清洗，也不教为什么英法联
军要烧圆明园，因为中国不遵守国际过则，虐杀战俘。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客观，但相对而言，当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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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跟政治挂钩的时候，我们暂且听听吧。
28、上午撸完了，真·帝国。
29、上课用
30、第95页的 图片上面的文字  英国公司贾丁马西森公司  应为怡和洋行 学过中国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 
怎么能直接音译呢？ 第140页 图片上的小字 阿瑟港？ 我的天啦  我大中华的旅顺港 你竟成阿瑟港？？  
其他问题我就不说了   小问题出现严重的错误，足见作者 几乎没查过资料，自己不懂的直接就音译了
事。
31、是金山快译翻译的么？
32、在上海工作，供职于一家在美上市的公司，做的事情和港澳、东南亚相关。——看大英帝国史几
乎可以看作工作需要了。毕竟上面提到的几个地名都和那段历史有这密切的关系。

本书的风格和之前看的香港史颇为相似，大约便是剑桥风格吧。但也显得比较乏味，罗列的历史很难
将读者吸引入境。

罗马帝国贡献拉丁语之后，有类似世界范围深远影响的便是大英帝国了。了解这段历史，的确能更有
助于了解现今世界。这个周末的观影是《教父》三部曲，再加上这本书的阅读，仿佛是能起些化学效
应。
33、素材比较翔实，视角不同传统，很有参考价值。
34、不痛不痒。这套书原版出版是什么性质的读物？
35、不知怎么回事看过就是了~~~
36、立论太简单，分类又过分细致，讲不清楚。不知道这一系列的其他书怎么样，这本是不咋地。
37、11.3.5就开过头。那时为什么读忘记了，但是放下是因为内容有些无聊。现在因为要去英国又有了
动力。书多少有些啰嗦，很多地方是翻过去的，但也从上面感受到了近代世界史的一重要部分。英国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白人国家是书的重点，有很多援引这些国家的舆论观点。印度也花了很
大的篇幅，但是基本没有当地人的角度。大量的文字论证英帝国给世界带来的好处，和提出许多人们
以为的坏处并没有事实论据，这明摆着是粉饰历史了。不过，总体没有第一印象那么无聊，还是有故
事的。
38、有点像历史教材，沿袭了剑桥不苟的传统。真的读不下去了，作者一直在罗列史实最后才摆出自
己模糊的观点。插图里让我觉得古时候的英国真时尚
39、图片很多，感觉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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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同意前面一个书友说的，组织得不容易让人读懂。中国的史书从史记，甚至更早的左传、春秋开
始，就是喻史以文，任何一部史学大作无不是文学史上的典范，在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人物的语言
、表情、动作，书者刻画得无不细致入微，恍如身临其境，似乎生怕读者认为作者不在现场，这样的
史书，好看是好看了，但是一直很疑惑，在那个没有音像资料，甚至纸张、印刷都没有出现或者普及
的年代，那些史籍的作者是怎么得到这样一手的资料的，听旁人转述？这些的史料难免大打折扣。西
方的史学书籍读得不多，主要是剑桥的几套，感觉作者对于历史的描述总是战战兢兢，很少下结论，
而主要是罗列各种原始的记录和文献，这样的逻辑性就大打折扣，更谈不上什么逻辑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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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286页

        从19世纪开始，由于中国南部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再加上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不断加强，
提供了新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了马来亚和北部的婆罗洲。这两个地方锡矿的生产主要是中国
人经营的。从1901年到1904年，有653077名中国人通过新加坡到达马来亚。1880年，马来人占总人口
的80%，但到了1911年，随着中国和印度移民的增多，马来人只占总人口的51%。

2、《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332页

        

3、《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349页

              在有关日本战争的激烈辩论过程中，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指出除非国家经历了社会革命或是在战
争中惨败，否则是不会过激地重新评价他们的历史的。

4、《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316页

        

5、《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244页

        

6、《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193页

        西弗勒斯·斯内普⋯⋯

7、《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201页

        

8、《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107页

        在1875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以390000英镑购买了破产的埃及执政者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
股份。

9、《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的笔记-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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