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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世界文明之路丛书》之一。
大洋洲孤悬于南太平洋．其居民主要由当地土著人与以欧洲白种人为主体的移民组成。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随移民进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对这一地区的文明构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表现为西方文明的全面移植，以及移植物在大洋洲的本土化，进而形成具有大洋洲属性与特征的新
文明。
在近200年中，土著文明遭遇了重创．并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仍不失为大洋洲文明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并赋予其显著特征。
本卷作者对大洋洲文明之路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人心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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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宇博，男，1960年2月生，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史、现代化理论问题。
著有《澳大利亚一一在移植中再造》等论著；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当代亚太》、
《历史档案》、《史学月刊》、《史学集刊》、《西洋史集刊》、《江海学刊》、《学术研究》等数
十种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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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土著文明：南太平洋上的原始文明
　1．社会与生活
　2．原始的宗教
　3．语言与艺术
　4．欧洲人的“发现”：寻找“南方大陆”
第二章　新文明的摇篮：新民族的孕育与形成
　1．澳大利亚民族的生成与特性
　2．新西兰民族的心理与特性
第三章　新文明的印记：种族主义的兴衰
　1．土著人的遭遇
　2．“白色澳大利亚”的变迁
　3．新西兰的毛利人问题
第四章　社会的转型：在移植中嬗变
　1．澳大利亚：在和平中渐进
　2．新西兰的活力
　3．太平洋岛国的变化
第五章　新文明与新文化的折光：澳新文学200年
　1．殖民时代的写真
　2．新民族的情感写照
　3．当代澳新文学：紧随世界文学潮流
第六章　人们的生活：多彩与多样
　1．发展水平悬殊的城市
　2．自由的宗教信仰
　3．欧式教育体系
　4．富有特色的澳新语言
　5．热闹的节日
　6．阳光下的体育运动
大洋洲文明大事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移植与本土化>>

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英帝国及后来的英联邦里，母国情结在澳洲表现得相当浓厚，保存得相当完整。
就情感因素而论，19世纪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时期，也是英国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英
吉利民族显示出无与伦比的“种族优越”，而与其有着血缘与种族关系的澳大利亚人同样为之感到荣
耀。
自1788年起至到19世纪末，澳洲一直处于英国军队的护卫下，“澳大利亚英国人”一向为此感到安全
和自豪，并理所当然地视此为英国臣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辉煌到异常眩目程度的母国光环下，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和英国人本身一样，是完全成熟的
英国国民”，甚至声称澳大利亚人可能比英国人更“英国化”，因为不少伦敦人往往是移居的波兰人
和犹太人。
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是“鹏程远大的人”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自信自己拥有“英国的血统、
坚毅和力量”的信念基础上的，这使他们对澳大利亚的未来充满信心，进而演绎出澳大利亚是“幸运
之邦”的概念。
可见，这里的人们是将澳大利亚的繁荣和澳大利亚人的成功与英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针对英国的
“母国情结”既是这种联系的纽带，又是这种联系的产物。
除少数爱尔兰移民外，分布在澳洲各地的人们大都以母国为荣，以澳大利亚“98％是英国”而自傲，
他们最喜爱的歌曲是《女王的战士》，而不是《羊毛剪子咔嚓嚓》。
就客观现实而言，不同于北美十三州沿北大西洋沿岸依次排列，散落在广袤的澳洲大陆上的各殖民地
相距遥远，各自首都之间的距离可达上千公里，交通通讯又极为不便。
直到19世纪后半期，澳洲各地之间的往来仍逊色于各自同英国的交往。
“帝国关系”是指各殖民地分别与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则大多是通过英国而往
来，或因受与英国关系的影响，属“帝国关系”的“连带物”。
可见，母国情结原本是澳大利亚人之间沟通与交往的纽带。
澳大利亚学者D.霍恩将这般“母国情结”称为是英国的“外省人心态”，他剖析其原因道：“他们（
澳大利亚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英国的辉煌、英国人是天意所属，相信优等种族哲学，相信上
帝选择英国人统治世界。
这种对英国的信仰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澳大利亚的掌舵人和决策者中最强有力的思想意识，而
受这种思想影响的一些人至今还在掌权。
如果你是‘英国的’，你就知道你是谁、该做什么，你会有某种历史感，也会有某种未来感。
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臣民来说，所谓忠诚主要是对帝国和君主的忠诚。
对澳大利亚忠诚只是因为它是‘英国的’。
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英国’的澳大利亚人就是否定了他们的传统和命运。
”母国情结在英属移民型殖民地中本是与生俱来的，是殖民地社会对英国王室和英帝国抱有的民族情
感。
这种出于本能的情感不仅是他们与母国保持联系的天然依据，而且也是他们在海外拼搏的精神支柱。
然而，它的延续或中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所为。
18世纪后半期，英国当局的强硬态度被认为重创了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母国情结，进而导致北美独立战
争和美国独立，“旧殖民制度”因此遭遇英国朝野的置疑和责难。
19世纪初，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对帝国利益的捍卫，英国的殖民问题专家们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
究与探讨，威克菲尔德提出了“系统殖民理论”，达勒姆公布了《关于北美事务的报告》（即“达勒
姆报告”），曼彻斯特学派认为“个人自由、殖民地自由、国家自由是一个整体的三个部分”。
“自由帝国政策”应运而生，“维持殖民地人民与母国的感情联系”被认为是维护帝国利益的良策。
这些理论和政策在澳洲首获预想效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移植与本土化>>

编辑推荐

《移植与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路》为世界闻名之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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