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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帝国》

内容概要

《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内容简介：作者将15—18世纪的欧洲历史作为背景，着重阐述欧洲殖民
主义在整个19世纪的发展历程，论述涉及人口、经济、政治与文化等重大主题。《欧洲殖民帝
国(1815-1919)》共八章节，内容包括导言：欧洲的扩张（1492—1815）、长期发展（1815—1919）、殖
民地的发展（1815—1870）、现代帝国主义（1870—1914）普通特征、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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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帝国》

作者简介

作者：（荷兰）H.L.韦瑟林 译者：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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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帝国》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英国统治者的到来意味着南非历史上新时代的开肩。几个世纪以来开普敦的白人已形成了
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可以说具备他们自己的国民身份认同，即：南非白人或布尔人。在他们眼
里，英国殖民政府是个外来政权。英国移民的大量到来（19世纪20年代大约1万名英国移民）导致布尔
人与英国的关系陡然紧张。这种摩擦基本上给19世纪南非的现代史定下了基调，它也是一系列事件的
根本原因，这些事件促使南非朝着新的方向迈进，即：大迁徙(Great Treck)。 大迁徙发生在1835年
至1837年之间，并促使南非白人在南非东南部定居。大迁徙也引发了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祖
鲁人(Zulus)，他们在桀骜不驯的头领沙加(Shaka)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机器。祖鲁人花了10年时间
（从1818年到l828年）成为该地区最强大、最令人害怕的王国。这影响了其他部落：如恩格瓦尼
人(Ngwane)向北方迁徙并建立了史瓦济(Swazi)王国。规模颇大的另一个王国是莱索托王国(Le-sotho)，
它是由来自卡乐登山谷(Caledon Valley)的头领莫舒舒(Moshushu)成立的。面对祖鲁王国大军的威胁，
莱索托王国居民四处逃逸，整个地区人口稀少。1828年沙加被他的两个兄弟所杀害，其中一个叫丁
伽(Dingaan)的兄弟登上王位，继续沙加的传统。 大迁徙使布尔人与祖鲁人之问开始有了联系。布尔人
想在宽广无垠的、人烟稀少的地域定居。这种想法促使他们与祖鲁人发生战争，因为祖鲁人把这些地
域视为他们自己的地盘。1838年12月16日布尔人打赢了血河之战(Battle of Blood River)。一年以后他们
占领了祖鲁兰(Zulu,land）领土的一半。他们那时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纳塔尔(Natal)，他们这种做
法不断被其他布尔人效仿，如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成立。然而，
纳塔尔前途并不是很光明。1843年它就被英国所吞并，在英国人看来，纳塔尔占领的沿海地区战略地
位非常重要，不能让它落人他国之手。而布尔人在内陆地区成立的一些共和国，因为它们的战略地位
不太重要而很少受到英国人的干预。尽管它们与英国人的关系也颇为紧张，根据1852年的沙河会
议(Sands RiverConvention)和1854年的布隆方舟会议(Bloemfontein Convention)协议，英国承认德兰士瓦
和奥兰治自由邦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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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帝国》

编辑推荐

《欧洲殖民帝国(1815-1919)》编辑推荐：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欧洲列强征服、占领、组
建以及掠夺殖民地的过程，是对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全景的深度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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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帝国》

精彩短评

1、荷兰人写的罕见题材，语言精炼、翻译流畅，看一本书就能对地理大发现后至二战前的欧洲殖民
历史有个基本了解。五星推荐。
2、本来给四星，是给原著的：算是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英、法、荷、德、俄在十九世纪里的殖民扩张
道路，虽然要在这200多页里讨论多个国家多个地域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等问题略显紧缩，但作者做
的也着实不容易。而之所以少给一分，是因为翻译。只能说翻译得算“能看懂”，很多地名混乱，年
代也错了好多处。
3、假如你对殖民史不曾有过些许的研究而直接阅读此书，会发现本书的确是比较难以融会贯通的，
也许没人会一手拿着本书，一手拿着一本地图册来研究19世纪的殖民帝国史
4、书不是太厚，但内容不错的
5、睁开眼睛看世界只要有此需求，这绝对是本很好的书。东方的世纪到来了吗？仔细看看西方的世
纪如何崛起的吧。
6、一锅乱炖
7、欧洲殖民主义变迁历程
8、写得恨透，观点明确，比国内的书强多了，推荐阅读。
9、如题 跟英文书对应的很好！
10、明目张胆, 有始有终, 欧洲国家历史必须一起来看。但一定要对各国相对掌握才能看此书, 属于蛋糕
樱桃。
11、以前看的 在华师论文想起
12、前半部分思路很清楚，后面有点啰嗦。
13、翻译烂得狗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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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殖民帝国》

章节试读

1、《欧洲殖民帝国》的笔记-第37页

        所谓“保护国”，这一段里却是两个意思：控制了另一国外交和某些权力的“提供保护国”和在
本国内保有一定权力但主权被分割的“被保护国”。但翻译却没有加以区分，尤其这一句：因为保护
国的原则是统治者将其至于另一国的保护之下，在本国内统治者仍保留其权力，但将外界外交关系的
权力交给保护国。很明显前一个保护国是被保护，后一个类似宗主国。

2、《欧洲殖民帝国》的笔记-第49页

        说的真好。
西方正在狂热地崛起、向更先进跃进，东方却在玩复古，玩轮回。
其实现在何尝不是。

3、《欧洲殖民帝国》的笔记-第31页

        “不文明国家”？给人一种“没有素质不讲文明”的庸俗感，而且很容易和现在社会中对某些中
东、北非国家的指代混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词应该就是指之前一直沿用的“未开化国家”。虽然在某些人看来这个词
儿可能很冒犯，但它确实很符合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被征服国家的称呼。

另外本节也提到，殖民战争本身也包括但不限于我们接触最多的几次殖民国家之间的战争。相比于大
国战争，对殖民地本身的征服战争更血腥但实质也更辛苦——作者不愧是荷兰人，念念不忘爪哇战争
和血腥而漫长的亚齐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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