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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史以来，关于东南亚的著述汗牛充栋。2006年1月，编者开始收集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东南亚
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东南亚研究中文书目，截至2008年12月共分类整理约9000条信息，合成一册。
东南亚研究是跨学科的区域性研究。本书较全面地展示了从古至今海内外东南亚研究者在中文著（译
、编）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包括资料性特刊，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工具书，有助于满足东南亚研究者多
学科、多层次的学术需求。本书资料检索来源主要为厦门大学、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新加坡国
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汕头大
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台北“国
家图书馆”等电子馆藏目录和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台湾华艺系列数据库、东南亚相关研
究机构与重要出版社资讯等，此外还有一些私人藏书、论文参考文献和《东南亚研究图书目录》（曾
伊平编）等。鉴于有些非正式出版物和专题论文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编者作了适当的选录。同一本书
的不同版本如先后时间差距大，或各具代表性也录入。特刊收录以史料厚实及较具特色为依据。另外
，电子出版物、缩微资料原则上列入本书编录范围，包括个别有研究价值的光盘。相关博士论文基本
收入，已出版专著的除外；硕士论文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大学荣誉学士论文以选题新颖、篇幅较
长为择录标准。以东南亚为主要内容的少量亚太及华侨华人研究丛书亦酌收。受查询来源信息不全所
限，年鉴、连续出版物收录及部分书目信息不完整。关于语言及文艺创作等方面，本书仅择录研究著
作。语言类教材、教科书、儿童读本、字典及艺术作品、地图、纯旅游类书籍原则上不编人。出版地
尽量具体到城市名，东南亚地名采用《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的译名，个别约
定俗成的沿用东南亚通行地名，但书名及出版者信息保留原貌，繁体版书名则统一为简体字。从某种
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份特殊的学术史回顾。关于东南亚研究，我们受惠并感恩学人的精神拓荒，尤
其敬佩艰难岁月中先人的激情与睿智。而今，昔日边远的南洋已逐渐融人世界，东南亚的多样化研究
则使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
聂德宁教授、厦门大学出版社薛鹏志主任以及朋友们的关心与帮助，谨致由衷的谢忱！由于时间及编
者能力有限，不当、错误与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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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南亚研究中文书目》资料检索来源主要为厦门大学、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汕头大学、中
山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
馆”等电子馆藏目录和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台湾华艺系列数据库、东南亚相关研究机构
与重要出版社资讯等，此外还有一些私人藏书、论文参考文献和《东南亚研究图书目录》（曾伊平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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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凡例
1.政治、法律
1.1 东南亚政治
1.1.1 东南亚地区
1.1.2 东帝汶、菲律宾、柬埔寨、老挝
1.1.3 马来西亚
1.1.4 缅甸、泰国、新加坡
1.1.5 印度尼西亚
1.1.6 越南
1.2 国家行政管理
1.3 法律
1.4 外交与国际关系
1.4.1 东南亚地区
1.4.2 东帝汶、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
1.4.3 缅甸、泰国、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4.4 越南
1.4.5 南海问题
2.军事
2.1 东南亚地区
2.2 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
2.3 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2.4 越南
2.5 远征军
3.经济
3.1 理论与政策
3.2 经济概况
3.3 人力及自然资源
3.4 东南亚企业
3.5 行业经济
3.6 财税金融
3.7 对外经济关系
3.8 全球化与区域合作
3.9 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
3.9.1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
3.9.2 大湄公河次区域
3.9.3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4.哲学
4.1 宗教
4.2 伦理学、心理学及其他
5.社会、文化、艺术
5.1 社会问题
5.2 社团组织
5.3 文化、语言
5.3.1 文化研究与活动
5.3.2 语言
5.3.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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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文学、艺术
5.4.1 文学
5.4.2 艺术
5.5 教育、传媒
5.5.1 教育
——东南亚地区
——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文莱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越南
5.5.2 传媒
5.6 科技、卫生、体育
5.6.1 科技
5.6.2 医药卫生
5.6.3 体育
6.历史、地理
6.1 东南亚历史
6.1.1 东南亚地区
6.1.2 菲律宾、柬埔寨、老挝
6.1.3 马来西亚
6.1.4 缅甸、泰国、文莱
6.1.5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6.1.6 越南
6.2 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史
6.3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
6.3.1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
6.3.2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6.4 传记、名人录
6.5 民族人类学、文物考古、风俗
6.5.1 民族人类学
6.5.2 文物考古
6.5.3 风俗
6.6 地理
6.6.1 游记
6.6.2 旅游
6.6.3 专类地理
7.东南亚华侨华人
7.1 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
7.1.1 历史
——东南亚地区、菲律宾、柬埔寨、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泰国、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越南
7.1.2 其他
7.2 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
7.3 东南亚华侨华人政治
7.4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经济
7.4.1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
7.4.2 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
7.5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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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社团历史与研究
7.5.2 特刊
——东南亚地区、菲律宾、柬埔寨
——马来西亚
——缅甸、泰国、文莱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越南
7.6 东南亚华侨华人哲学
7.7 东南亚华侨华人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7.7.1 文化研究与活动
7.7.2 传媒
7.7.3 教育
——东南亚地区
——东帝汶、菲律宾、柬埔寨
——马来西亚
——缅甸、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越南
7.7.4 语言
7.7.5 卫生、体育
7.8 东南亚华侨华人艺术
7.8.1 文学
7.8.2 其他
7.9 东南亚华侨华人传记、名人录
7.1 0华侨华人在东南亚
7.1 1东南亚华侨华人与中国
7.1 2中国侨务
8.综合性图书
8.1 东南亚区域
8.2 金三角问题
8.3 东南亚各国
8.4 索引、目录、名录
8.5 辞典、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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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4 缅甸、泰国、新加坡“缅甸社会主义路线”与“缅甸社会主义路线党”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
三组编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1962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 李晨阳著，贺圣达
指导 昆明：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 北京：人民
出版社，1967缅甸的民主化发展分析洪智仁著，宋镇照指导台南：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硕士学
位论文，2005缅甸共产党纪念武装斗争三十周年、东北军区建立十周年大会文件汇编：一九七八年三
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局编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局，1978缅甸共产党为维护民族
独立、民主和恢复国内和平而斗争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缅甸人民的解放斗
争 王宝珪著上海：东方书社，1951缅甸政治与奈温将军[缅]貌貌著，赵维扬、李孝骥等译昆明：云南
省东南亚研究所，1982缅共消长与缅甸政策的矛盾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 台北：中国国民党
中央委员会第六组，1956山区少数民族与现代缅甸联邦的建立 祝湘辉著，姚秉彦指导 北京：北京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2004上缅甸诸政治体制：克钦社会结构之研究 李区(E．R．Leach)著，张恭启、黄道琳
译 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亡命异邦：缅共游击队十年亲历记李必雨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在世界任何地区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缅甸境内人权状况 [巴西]保罗?塞尔吉奥?皮
涅罗著 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5当代泰国政治：选举制度的改革与政党政治的发展 陈佩修著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任一雄著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2试论泰国一九七三年十月民主运动林诗文著昆明：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0塔信政权与泰国政治变迁张静尹著，陈鸿瑜指导 台北：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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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南亚研究中文书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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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想到里面全是一些书的名字，没有相关的介绍，所以基本上没什么用。
2、可惜没有最近几年的书
3、在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纸质版的书目对于研究的作用应该说越来越小。而且，此书只是做了诸
如政治、经济等大类划分，简单地把属于这一大类的书名列出来，在实际研究中没太大的意义。
4、当下里，好像的哥、握方向盘的地位卑微。其实不然！
当你用礼数对待他人的时候，已经把文化星火相传，尊严已在他人心中点燃！
5、从20世纪中期到2008年的目录。较为直管，虽然漏了些。在大数据时代集中呈现还是有必要的，对
于外行有参看价值。特别是硕博士论文也有条目，数据库不一定全搜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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