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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文图志》

前言

“人文图志馆”译自法国LaDecouverte出版机构的丛书，共四册，分别为《亚洲人文图志》、《东方
人文图志》、《西欧人文图志》和《中欧人文图志》。丛书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亚欧大陆主要民族
和国家的历史地理变迁、人文风俗衍变，上溯亚欧诸民族的起源，下迄20世纪末议定的政治版图，内
容涉及民族、宗教、人口、领土变更、政治生活等诸多方面，配以相当数量的地理示意图，构成一部
简明的国别人文史志。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民族身份的确认过程复杂、多变，疆界的些微变动
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人的迁徙，此中艰辛与血泪只有前人可知。而本丛书在流畅、优美的叙事中，再
现了亚欧诸民族拼杀中的民族性格渐成的过程：亚洲——这里养育着超过世界总人口一半还多的人民
，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历史，也有过被殖民的惨痛记忆。阿拉伯世界——这是一块饱经乱离和动荡的
地域，内部教派纷争不断，渴望统一，却又难以平静；与外部世界时有冲突，隔阂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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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文图志》

内容概要

《亚洲人文图志》所介绍的人文地理知识涵盖了从印度到中国、日本。乃至东南亚整个地区。其主旨
在于，对庞大的各民族历史作出简要而全面的梳理。对各民族的现状作一个清晰的介绍。同时，作者
对于当前东南亚各国也给出了最新的准确信息。包括人口、语言、宗教、国旗。等等。文中插入的一
些注释，介绍了一些重要人物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和事件。书中还配有九十多幅精美的地图。这
些对于读者理解历史事实都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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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让·瑟利耶 编者：王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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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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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文图志》

章节摘录

占人类多半数的亚洲人本书所涉及的是亚洲大陆的部分地区，它是继介绍西亚《东方人文图志》（中
东、高加索、中亚）之后，又一本介绍亚洲人文的书。本书涵盖南亚和东亚，这里养育着超过世界总
人口一半还多的人民。在60.57亿世界总人口中，南亚和东亚就占了33.35亿（2000年）。其中有六个亚
洲国家人口超过一亿：中国12.75亿，印度10.09亿，印度尼西亚2.12亿，巴基斯坦1.41亿，孟加拉1.37亿
，日本1.27亿。而欧盟总人口只有3.76亿，美国2.83亿，俄罗斯1.45亿。欧盟成员国平均人口为0.25亿，
而印度一个邦（印度为联邦体制）的人口就是0.35亿，中国各省的人口也均在0.4亿至0.5亿之间。如何
界定亚洲民族？在《东方人文图志》中，以语言学为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追踪界定阿拉伯人、伊朗人、
土耳其人等，至少在初步的分析中，这种方法是可行的。而在南亚和东亚地区，如要以语言来划分民
族，那是行不通的，因为仅靠语系划分，难以界定印欧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孟加拉⋯⋯）和印
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同样，也不能把讲汉藏语系的汉族人、藏族人、缅甸人视为同一个民族。人们
曾设想以人种进行划分，但也无济于事。巴基斯坦北部的白种人和印度南部的黑人尽管外形相异，但
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征。同样，从蒙古经中国到爪哇广大地区，也很难按人种
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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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洲人文图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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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文图志》

精彩短评

1、有意思的书，不过太贵了~~
2、已读完有关基础的部分。本书适合泛读，内容浅显。由于对印度和东南亚不感兴趣，先放到一边
。
3、他只适合写西欧的
4、十分简略
5、专业好书，有利于研究，
6、专注于季风亚洲，可与墨菲《亚洲史》二书并读⋯⋯话说，《东方人文图志》是不是因为“东方
”二字而被取缔啦？
7、之前买了中欧,西欧,这次把这本补上.这套书个人感觉很不错,配上地图让读者更加清晰
8、很多地图应该都忠实作者的原意了，藏南归阿sir~
9、虽然写的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毕竟这样的资料在国内还是不多的。
10、翻译一般，主要是不尊重原著，满满的意识形态偏见。那么懂自己写书呗。书中译者注除了朝鲜
那个基本没客观的。还有错字。对于原著来说，除了一些逻辑关系不清还有涉及人文较少，整体捋一
遍还算不错。不过一些特别想了解的事情一笔带过，比如锡金被吞并和新加坡的独立。
11、是一本好书，略显简单，不及中欧、西欧详尽。
12、内容简单了些，像少儿读物
13、亚洲自然历史的变迁，2012
14、从吉林省图借的，看看不错！看来印度在亚洲的地位很重要啊，作者用了那么多的篇幅！读的过
程总感觉这作者有分裂中国之嫌啊。。
15、地图多  政权、民族变迁基本都介绍到位了
16、西方人写东方，其实倒有局外人的客观。我特别喜欢这套书里的地图，很直观。一直在等同一系
列的《东方人文图志》的出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市。
17、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对亚洲不是很了解，图不如欧洲精致细致，内容也不如欧洲的，尽管三本
西欧中欧亚洲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翻译的问题，但是前两者看了还能得到一些知识，而这一本让人很
不满
18、叫藏独图志吧，高卢佬!
19、法国人还是对欧洲了解一些，写亚洲就差远了，而且怎么还这么贵？人家都40多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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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文图志》

精彩书评

1、本书虽说以西方作者的视角通俗的为西方读者介绍东方历史文明的通俗读物，但是相对还是比较
客观公正的。就翻译而言，感觉不同篇章像是不同译者翻译的，因为很多地名都出现了与主流翻译界
不相符的译法，尤其是在前面的印度和东南亚部分，以及一些明显的错别字，看到的说几点吧：P9：
印度东北部的那加拉：通常译作“那加兰”P16：他们建立了卡拉汗国：通常译作“喀喇汗王朝”P17
伽色尼酋长国：通常译作“伽兹尼”P20 地图公元1300年态势图：泰国北部的“兰南”，译作“兰纳
”（P21页同是）P21地图公元1450年态势图：新疆地区的莫豁勒斯坦：译作“蒙兀尔斯坦”P24信奉印
度教的马拉特人发到起义：多译为“马拉塔人”P42灰色文字中的“由奥朗则布设立，后被阿克巴取
消”），时间有误，应为“由阿克巴取消，后卫奥朗则布设立”）P52地图当中的安德拉邦北培沿海
地区：北部沿海P56英国吞并了萨达拉、占西、纳格普尔等：通常译作“那格浦尔”P68 1967年改名泰
米尔纳德邦纳杜：应译作“泰米尔纳德”P69 汉德库什地区疑似“兴都库什”？P74 2000年印度新成立
了三个邦：一般这三个邦的译法为“北阿肯德邦”、“恰尔肯德邦”、“切蒂斯格尔邦”P75 灰体字
部分的“中央邦的泰卢固语”，应为“安德拉邦的泰卢固语”？P83 西部省收复拉哈尔，通常译作“
拉合尔”。P119 首相云升：应为“洪森”P125 缅甸包围阿育他亚，应为“阿育陀耶”P16、104、190
多页对泰族和南诏的描述，均认为南诏是泰族人建立的，与国内主流学界诶看法完全不同。本书将东
亚、南亚和东南亚这三个季风亚洲地方统筹进行讲述，三个地区在农业时代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可以
配合罗兹墨菲的那本《亚洲史》一起看，弥补《亚洲史》地图相对较少，政权民族迁徙空间不够明确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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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文图志》

章节试读

1、《亚洲人文图志》的笔记-第30页

        下雨赠书，疑似置换他老爸喜欢的香港禁书。atlas是很好的旅行者手册，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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