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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史》

内容概要

《加拿大史》内容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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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史》是世界历史文库之一，共十七章节，内容包括故乡、无主之地、扩张和巩固、争夺美洲
的战争、转变与联合、从殖民地到省、扩张与失望、摆脱束缚、敌意的世界等。系统、全面地为您讲
解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加拿大。从遥远的冰河时代，到上世界80年代的繁荣与萧条；从“法
属加拿大”到“英属加拿大”的斗争；从争夺美洲的战争再到新世界多元文化的包容⋯⋯人文、地理
、经济、战争等多种因素共同谱写了加拿大独立的历史，《加拿大史》正是您了解加拿大的最佳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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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人一直认为，过于辽阔的国土是加拿大的一个弊端。作为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国
家，它从温哥华岛的雨林延伸到北极圈满是细石的沙漠，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加利福尼亚北端的纬
度（几近如此）到北冰洋。加拿大的范围，从东部海洋到西部海洋，再到北部海洋，是演说家的梦想
，亦是管理者的噩梦。与世界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它的繁荣使很多政客省去在公开场合中讲出独到
见解的麻烦。但是如人口一样，繁荣的分布很不均衡，高度集中在某些揣在口袋里的宝地。幸运的是
，不多的人口和充分的繁荣已经绰绰有余。也许，只有这样稀少的人口才能使加拿大完成其政治使命
。 毋庸置疑，地理环境限制了加拿大的人口。其中，地质环境的变迁也发挥了作用。南、北美洲在数
百万年前便具有了现在的模样，数千公里的海洋将它们与欧亚大陆及非洲大陆分隔开来，只靠阿拉斯
加州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小片浅海，即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连接。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白令海峡并
非总是被水覆盖，因为随着气候变冷，欧亚大陆及北美大陆最北的地区变得严寒难耐。在更新世冰期
，北美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被绵延的冰川覆盖，使这片大陆余下的可居住地区——现今华盛顿特区所在
纬度以南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进一步分隔开来。由于海水被吸入巨型冰川，海平面降低，横跨白
令海峡的大陆桥变得广阔。 冰河时代前的美洲拥有与欧亚大陆种群相似的、丰富的动物资源，包括马
、乳齿象和虎。这些动物很多在冰河时期生存了下来，原因是当时没有足以将它们捕杀至绝迹的猎食
者。但是就分布于大洲之上的植物和动物种群而言，它与欧亚大陆的区别产生了。人类祖先的缺失便
是其中之一。 人类祖先的最早足迹见于非洲，可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更新世时期。第一个现代人种，即
智人似乎进化于约150000年前，同样出现于非洲。约两万年前，智人取代了其他的人种，从非洲扩展
到欧亚大陆，来到广袤的大陆块的东北角——西伯利亚东部。那里气候寒冷，千里冰封，被3000多米
厚、从北极漂来的巨型冰川覆盖。然而，当时的海岸比现在的向外延伸得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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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加拿大史》是世界历史文库之一，译者均为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力求学术
性、权威性、完备性以及可读性于一体，旨在为读者们提供关于加拿大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
可资借鉴性的优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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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史》

精彩短评

1、单纯作为一本介绍历史的书籍还是比较全面的，还行
2、好奇一个发达国家的“默默无闻',同样是北美，同样是西方国家，中国人的关注却很少，身边能听
到的信息也就是”移民“，”小麦“。
3、书本身内容还可以
4、翻译的七上八下，很怀疑是机译的
5、翻译捉急。
6、能买到已经不错了！加拿大历史不像美国历史那么畅销！不太好购买！
7、翻譯扣一星
8、估计就是一堆大学本科学生在那里乱翻，简直无法阅读
9、我看的是原著，感觉作者非常客观
10、书的质量还不错，内容也还行，值得一看
11、应该是很有想法的书，只是这翻译真烂
12、内容最前端都有目录、和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样、很有信用、这点我非常满意、一个内容可以分成
好几个小细节、我喜欢这样的
13、孩子很喜欢的简明读本
14、译者们英文差，中文也不行，许多地方十分生硬，令人费解，只能靠猜。总体感觉加拿大历史比
较简单。
15、读不懂原文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16、在去加拿大留学前读完了，这本书还挺厚的，读完后对加拿大又有了许多新认识。不过因为是加
拿大人写的，有些地方的背景感觉交代得不清楚，翻译出来的一些词句也有些奇怪，读时会感觉有些
许吃力。
17、物流很给力，包装的很好。给予5星的评价，也因为书的内容对历史的描述非常详尽。
18、买了两次。。第一次书皮有点坏，第二次勉强收下了。。
19、有些史书简略，一带而过也是流畅的。此书翻译按英语语序，同位语定语安在句中读不通。经逻
辑分析后才能明白前因后果。署名有四个翻译是干嘛的呢?对于想通过看此书弥补没学过世界历史的理
科生来说，太辛苦。只可惜这是我在图书馆唯一写加拿大通史的书，望好心人有其他推荐给我指条明
道
20、内容糟糕，翻译太差，没有图
21、不错，，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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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罗伯特·博斯韦尔其实是加拿大史学界颇有名望的学者，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长美加
关系史、加拿大政治史等领域，这本书原为企鹅出版社的加拿大通史，原版叙事详略得当，学术观点
新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参考书目，只是这翻译再次毁人不倦了。译者硬要按照英文的句式直译，难
道你们是用谷歌翻译出来的么？随处可见英文原文同位语从句，定语从句、状语从句直接翻译按照原
句式翻译成了汉语，你们翻译的这他妈是中国话么？全书翻译硬伤也很多，目录中就有好几处非常低
级的翻译错误，Indian diplomacy 应为“对印第安人的外交” ，本书翻译成 “印第安式的民主”，
politic of  appeasement  应为“绥靖政策”， 本书翻译成“姑息政治”。P. 152  “上加拿大的定居者大多
数是英国人“  “即使在英格兰，大多数新教徒都不是英国人”。 这尼玛一看就觉着不对劲，核对原
文，居然把  Anglican （国教徒或安立甘宗） 翻译成 ”英国人“，这尼玛就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态度
问题了，类似的错误百出，可见从译者到编辑都是大傻逼。所以有条件还是要读原书吧，这本书唯一
的可取之处恐怕就是注释提供的参考文献了。对比翻译的功力，有印象是两本也算史学名著，一本是
美国人三部曲之开拓历程，一本是极端的年代，两本是都是老版本比新版本翻译的好，老版本貌似都
采用意译法，译者分别是谢延光和郑明萱，文气通畅，句子优雅，可能有点偏离了原文，但个人觉得
读着很舒服。近来有陆大鹏，其译作也评价较好。附：博斯韦尔教授著作一览The New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A Travellers History of CanadaYour Country, My Country: A Unifie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Pirouette: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Canada and Quebec: One Country, Two
HistoriesCanada Since 1945: Power, Politics, and ProvincialismAlliance and Illusion: Canada and the World,
1945-1984Canada 1900-1945
2、由于时间有限，加上英语水平有限，所以选择读这个翻译本，这翻译水平真的不敢恭维，语言拗
口，错误频出，直接影响阅读效果。作者Robert Bothwell是著作等身的多伦多大学加拿大史专家，应该
说这是一部比较客观的通史，有助于快速了解加拿大历史文化。建议英语好的同志直接读原版！这里
暂时忽略翻译问题，主要评价内容。从远古时期写起一直到21世纪，涉及加拿大的自然地理环境，动
植物分布，土著居民情况，欧洲移民史，加拿大国家建立及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与英国与美国的关
系等。本论著的主要特点就是作者避免了对史实的拖沓叙述，更多的糅合了他对加拿大历史发展的看
法，尤其是对一些执政党及其领袖的评价观点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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