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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本期关注克里斯·贝克（Chris Baker）和帕素·蓬派吉（Pasuk Phongpaichit）合

著的《泰国史》（A History of Thailand） 

编者按：《泰国史》以丰富的历史事实和简洁清晰的叙事风格在众多泰国国别史著作中

脱颖而出，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它详细叙述了传统的暹罗政体如何在殖民主义的冲击下

转变成为君主立宪制下的民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泰国社会各阶层又是如何因不同的契机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自下而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两位作者吸收了大量最新的研究成果，

并将许多普通人的历史融入其中，也使用了大量鲜活的经济、社会、民俗和文学材料，从而

避免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精英史的刻板叙述。本书业已成为了解泰国、进行泰国研究的必读基

础书目之一。 

2023 年 10 月，清华大学地区研究丛书·译著系列正式出版《泰国史》（第三版）中文

译本，为中文读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泰国历史提供了一扇窗户。《泰国史》（第三版）英文版

于 2014 年出版，第三版增加了 2006 年政变、2010 年 5 月纷争和 2011 年大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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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东南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于 2007 年 6 月发布时任泰国瓦莱岚大学（Walailak University）人文学院区域研究项目（东

南亚）协调员、现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历史与哲学研究学院东南亚史副教授帕特里克·乔

里（Patrick Jory）关于《泰国史》（A History of Thailand）的书评文章。原书作者克里斯·贝

克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独立学者、研究员和翻译家，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在亚洲史特别

是泰国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泰国生活 30 余年。帕素·蓬派吉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用泰语和英语撰写了大量关于泰国经济、性产业、腐败、

非法经济和不平等的文章。帕特里克·乔里的书评编译如下： 

学术性的“泰国史”少之又少，这在泰国史学中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学者们所熟知的、以

英文写作的泰国史学著作包括吴迪（W.A.R. Wood）于 1926 年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该书如今已很少被提到，还有荣·夏马南德（Rong Syamanond）的《泰国史》（A 

history of Thailand, Bangkok: Thai Watana Panich, 1973）。目前更广为人知的则是戴维·怀亚

特（David Wyatt）的《泰国简史》（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①，该书于 1982 年首次出版，随后多次重印，最近一次重印是在 2003

年。用泰语写作的泰国史的学术著作则更为罕见。这或许是因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人

数相对较少——尽管这种情况如今已不复存在。如今历史学家可获得的素材数量大幅增加，

使得构思一部范围如此广泛的著作变得更加困难，以及学界（至少在泰语的历史学界）集中

关注于泰国历史上某些关键时刻存在的争议。但是，也许这种历史书写的缺乏还可以用民族

国家这一概念的近代起源来解释，民族国家是这类历史的必要主题。克里斯·贝克和帕素·蓬

派吉所著《泰国史》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了这个问题。 

然而，本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以往的此类历史，它对民族国家这一主体的建构性表现出

强烈的批判意识。它明确提出要叙述“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民族的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机

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第 viii 页）。然而，该书的重点并不在于精英阶层，而在于各种试

图影响民族定义的“社会力量”，以及试图进入国家机器的“社会力量”。全书九章中约有七章

关于拉玛四世时期开始推行的”改革”，叙述一直延续至今（在作者 2004 年的著作《他信：

泰国的政治商业》[Thaks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4]中有更详细的介绍）。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指出了历史模式，其特点是两种相互矛盾和

 
① 译者注：该书已有中译本，见：戴维·K.怀亚特：《泰国史》，郭继光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

心出版 2009 年版。为方便和本文《泰国史》作出区分，在此将怀亚特《泰国史》译作《泰国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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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传统"之间的互动：一种传统是推动一个强大、专制、有时沙文主义的国家进行扩张，

认为这是抵御内外敌人的必要手段；另一种传统是对这种国家主义传统的集权、单一文化主

义倾向进行批判，它主张法治，更接受多样性。后一种传统借鉴了兼收并蓄的思想传统（主

要源自外部），包括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人权、民主和佛教形式等

更为当代的话语（第 264-265 页）。 

由于此类作品较少，《泰国史》不可避免地会被拿来和怀亚特的《泰国简史》进行比较

（尽管可能有些不公平）。怀亚特本人承认，他的叙述主要关注国王，而贝克和帕素的书则

更多关注那些非精英的社会角色，特别是华工、商人、知识分子、学生、社会活动者、农民

组织，以及该书后半部分中讲到的工厂工人和商人。政治变革是怀亚特的主题，而贝克和帕

素的变革动力则是经济，书中叙述的是这些经济变革不仅发生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文

化和知识生活领域也产生了影响。怀亚特书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君主制时代的，而贝克和帕

素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关于绝对君主制衰落之后的。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历史学术研究作品数量大大增加，《泰国史》一书自然也从

中受益。本书的一大贡献是使用了由泰国学者和研究生制作的泰语学术语料库，否则纯英文

读者将无法获得这些资料。这点在本书的前几章中尤为明显，前几章研究了大城府晚期—曼

谷王朝初期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尼迪·伊奥希翁

（Nidhi Eoseewong）的开创性工作，尼迪的文章收录于其与贝克联合编辑的英文文集《笔与

帆:曼谷王朝初期的文学与历史》（Pen and sail: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early Bangkok,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5）。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有一些历史照片，在书评人的印象中，这些照片以前从未出版过。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照片是，1961 年来自泰东北的议会议员空·赞达翁（Khrong 

Chandawong）和通潘·素提玛（Thongphan Sutthimat）因被指控参与分裂主义和共产主义活

动，在沙立（Sarit）的命令下被押赴刑场。 

与贝克和帕素出版的其他著作一样，该书行文清晰明了、引人入胜，看起来赏心悦目。

因此，《泰国史》成功完成了出版商提出的“面向大众”的要求，同时也会成为泰国历史专业

学生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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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文见 Jory, P. (2007). [Review of A History of Thailand, by C. Baker & P. Phongpaichi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8(2), 404–405.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71845，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办的刊物《东南亚研究》（South East Asia Research）于 2006 年

3 月发布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穆利吉奥·佩莱吉（Maurizio Peleggi）关于《泰国

史》的书评文章。书评编译如下： 

克里斯·贝克和帕素·蓬派吉这两位极富盛名的学术伙伴继出版有关泰国总理他信的著

作之后，又出版了一本新书。事实上，他们的新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泰国：经济与政

治》（Thailand: Economy and Politics, Oxford, 1997）一书的更新版，该书通过对经济转型

和政治发展的平行叙述，追溯了泰王国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历史。与 1997 年出版的《泰

国：经济与政治》中所包含的大量细节相比，《泰国史》的叙述更加统一和简洁，但在讨

论的数据和文献上依然非常丰富。该书还考虑到了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专著。六张地图、两

张图表、24 张照片以及置于该书首尾的补充材料（泰语术语表、大事年表、国王与总理名

录、重要人物表和拓展阅读），有效补充了依据时间和主题划分的九个章节的叙述。 

这样的内容设置显示出该书基本上是一本供大学本科生使用的教科书。教授泰国历史

课程的教师们不得不欢迎贝克和帕素的最新力作，因为 1997 年出版的《泰国：经济与政

治》细节太过琐碎，不适合于本科教学；而戴维·K.怀亚特的《泰国简史》（2003 年再

版，新增了关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章节）则显得过于陈旧（尽管怀亚特的作品所涵盖

的年代范围远远超过贝克和帕素，但它实际上是一部现代史，即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

的泰国史）。尤其是该书用近一半的篇幅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这似乎是出

于对目标读者的考虑，他们应该最想了解泰国动荡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前景的起源。 

贝克和帕素显然值得称赞，但我认为，他们对泰国民族国家诞生的反叙事也需要批

判。熟悉他们早期作品的读者会发现，他们在该书中重申了以往的立场。从政治角度看，

他们的著作讲述了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农民阶级反抗与西方串通一气

的贵族统治的历史；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90 年代（1932 至 1935 年以及 1973 至

1976 年是明显的例外），工会、进步政党、学生运动和（后期的）非政府组织反抗专制政

府的历史。从空间上看，这是一部乡村反抗曼谷王朝经济剥削、政治统治和文化殖民的历

史。虽然这种解释很有道理（在本书“后记”部分有很好的概括），但一定程度也有意识形

态上的天真，这种天真源自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而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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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查提普·纳楚帕（Chatthip Nartsupha）是作者的良师益友。事实上，虽然该书对泰国的

主流历史叙事采取了一种非正统的立场，但却符合一种相当传统的史学思路，即避开时下

流行的对文化、身份和表征（尽管书中呈现了诗歌和歌词等文化材料）的探索，而是让“确

凿的事实”来说话——该书朴实无华、实事求是的行文凸显了这种方法。 

在这个所谓意识形态消亡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具有很大的解释力，这或许值得

欣喜。不过，虽然贝克和帕素的历史综述往往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在该书的某些部分，

人们还是希望看到事实呈现与历史分析之间有更好的平衡，希望听到贝克和帕素的“作者”

声音从他们所借鉴的大量二手资料中更鲜明地显现出来（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由于编辑要

求，参考文献的使用相当稀少）。然而，更关键的是，他们关于农民和工人反抗国家和大

企业的对抗性叙事可能最终会在恶棍和英雄的鲜明对比中映照出保皇党-民族主义叙事，而

这种叙事垄断了对泰国几乎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讨论。有一个例子足以支持我的批评：这

就是作者毫无保留地推崇比里•帕侬荣（Pridi Banomyong）（帕素和贝克为丝蚕书局

[Silkworm Press]编辑了他的英文作品选集），却对比里在担任披汶政府的经济部长期间

（1938-1944）颁布歧视华商的措施时所扮演的角色只字不提。 

考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意识形态对峙的独特解决方式（前游击队员加入泰爱泰党的

行列，而非政府组织则对国王的自足理念大加赞赏），或许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泰国历史

研究已经可以超越贝克和帕素所说的“强势国家与人民福祉”的并列关系。与此同时，他们

的这本著作将出色地为现代泰国历史提供引人入胜、事实丰富的介绍。 

 

（英文原文见 Peleggi, M. (2006). Book Review: A History of Thailand.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14(1), 

123-125. https://doi.org/10.5367/000000006776563712，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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