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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晨阳研究员送来他和李谋、钟智翔教授主编的《缅甸历史论集》文稿，请我为之作序。
我想这不仅是因为我当过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而且是因为我的缅甸研究情结。
我的东南亚研究的学术生涯是从缅甸研究开始的，而且在最初的十年中，主要就是研究缅甸，写了一
部《缅甸史》。
直到现在，缅甸研究仍然是我研究东南亚的一个方面，我最为关注的问题。
读了这本书稿，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学术水平的缅甸历史论集，也是至今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缅甸历
史论集》，在多方面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确实感到十分高兴。
同时，也激起了我的一些感慨，想“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因此，欣然为之写下一些感受。
《缅甸历史论集》给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这是一部高水平的缅甸史研究学术论文集。
作者中不仅有国内卓有成就的缅甸史研究者，而且有当代国外一流的缅甸史研究者，还有一些颇为突
出的中青年学者，可以说是汇聚了国内外众多缅甸研究名家。
国外学者中，《（大编年史）可靠性的比较研究》一文的作者维克多·莱伯曼是美国著名的缅甸史学
者，他在30多年前就完成了研究缅甸封建王朝行政和政治制度的博士论文，后来又在此基础上于1986
年出版了在学界很有影响的《缅甸行政循环：无政府和征服，约从1580年到1760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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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缅甸历史论集》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集。
作者中不仅有国内卓有成就的缅甸史研究者，而且有国外一流的缅甸史研究者，还有一些颇为突出的
中青年学者，可以说汇聚了国内外众多的缅甸研究名家。
　　《琉璃宫史》是用缅文撰写的古代缅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翻译难度极高。
李谋、姚秉彦等多位研究缅甸方面的学者，在我国研究缅甸史的前辈、著名学者陈炎以及任竹根先生
指导下，前后花了30多年时间，终于译出了这部历史经典。
本论文集也展示了它的丰富内容。
　　该书内容充实，论而有据，言之有物，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会令读者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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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谋，1935年11月生，河北唐山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缅汉词典》等多部大型辞书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  [缅]“琉璃宫史》（上、中、下卷）译文的审校
统稿注释者；合著《缅甸文学史Ⅺ、《东方文学概论》、《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缅甸文
化综论》、《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等多部专著。
发表有关东方文学、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缅甸历史、文化、文学、民族的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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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缅甸史学综论　八十年来（1925—2005）的缅甸史研究　缅甸历史研究　缅甸历史编
纂学    　缅甸编年史的特征　预言、征兆和对白：缅甸史编纂的基本工具    第二部分　缅甸历史研究
与史料考辨　《大编年史》可靠性的比较研究　有关贡榜时期的缅文史料　《琉璃宫史》导言    　《
琉璃宫史》研究　缅语的文化源头及其历史时期划分　战国时期：动荡的缅甸封建社会　十六世纪泰
缅历史上的两位大帝及其影响  ——评勃印囊和纳黎萱的历史功业第三部分　缅甸古代对外关系　《
琉璃宫史》有关中国的记述评析　试论《琉璃宫史》中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阿摩罗补罗宫廷的三位中
国公主  ——1790年一段外交骗局的稗史　缅斯两国佛教的相互依存和发展　试析古代泰缅战争与泰缅
文化交流　缅甸的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传入、发展及其影响第四部分  《琉璃宫史》评析　多视角看
《琉璃宫史》　略论《琉璃宫史》的题材特征及其史学研究价值　“横看成岭侧成峰”　  ——从文
化视角看《琉璃宫史》　《琉璃宫史》中的文学世界　佛陀与罗摩的血缘关系  　——读《琉璃宫史
》之一得⋯⋯第五部分　《琉璃宫史》中译本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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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这一时期的缅甸史，目前还没有一部专著。
现有的研究成果，较为偏重于政治发展方面的论述，可见约翰·卡迪的《战后东南亚史》和上述法朗
克·塔拉基《缅甸：从王国到共和国》的有关章节。
休·廷克的《缅甸联邦》一书对独立后最初几年缅甸内政外交的论述，一直受到西方缅甸问题专家的
重视。
法朗克·塔拉基的《在缅甸建设一个福利国家，1948～1956年》和路易斯·瓦伦斯基的《1951～1960年
缅甸经济的发展》两书，对1950年代缅甸经济的发展作了详细分析，提供的资料也很丰富。
威廉·约翰斯顿的《缅甸的外交政策》则是论述这一时期缅甸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唯一专著。
要了解作为这一时期核心政治结构的缅甸领导人的情况，有一些缅甸人自己撰写的有益的出版物可供
参考，如貌貌的《缅甸政治与奈温将军》（伦敦，1969）、吴努的《星期六之子》（纽黑文，1975）
、貌貌基的《缅甸的政治价值观：独裁主义的社会——政治根基》（纽约，1983）、昭坦荣威的《缅
甸的掸族：一个被流放的掸人的回忆录》（新加坡，1987）。
独立以来的缅甸史研究的学术性较强的论著仍属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著作。
在缅甸政治研究方面，约琴夫·西尔弗斯坦发表的作品颇多，如他主编的《昂山的政治遗产》（伊萨
卡，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部，1972），他写的《缅甸：军人统治与停滞的政治》（伊萨卡，1977）
、《缅甸的政治：国家统一的困境》（新不伦瑞克，1980）。
其他较为重要的论著，除上述法朗克·塔拉基的《缅甸：从王国到共和国》，还有罗伯特·H.泰勒的
《国家在缅甸》（伦敦，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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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位置和丰富资源的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越发突出，
目前中国与缅甸在政治、经济、安全、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国的东南亚学研究中，缅甸研究也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缅甸主要与中国云南接壤，因此国内东南亚学界有着某种默契，认为缅甸研究更多应由云南的学
者承担，就像越南研究主要由广西的学者承担一样。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云南省有关科研单位和大学的学者在缅甸历史、政治、经济、民族等领域
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且涌现出了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云南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
导师贺圣达研究员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云南的缅甸研究目前总体上处于下滑的阶段，远不
能满足中缅关系的发展以及云南企业把缅甸作为“走出去”首选市场的需要。
下滑首先表现在研究队伍青黄不接。
目前多位对缅甸有较深研究的云南学者即将退休，而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与他们相比仍有较大的差
距。
其次，云南现在鲜有精通缅语而又专攻缅甸研究的学者，对缅甸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多不懂缅语，而精
通缅语者往往专注于教学或者缅甸语言文学研究，不像广西有一大批精通越南语而又只从事越南问题
研究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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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缅甸历史论集:兼评》：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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