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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
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
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
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
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
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
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
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
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
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
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
构。
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
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
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
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
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
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
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
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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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
所选作品全部引自国外，且为国外著名大学的课堂用书。
     本书为“世界历史文库”之《马来西亚史》，具体内容包括马六甲王国和它的继承者、马来贸易国
家的衰亡、英属马来亚的形成、殖民社会的运转、协商建立新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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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布吉斯人在马来各邦国的影响不同移民团体迁入马来世界是一个贯穿整个马来西亚史的主题，苏
门达腊岛、婆罗洲和马来半岛之间的移民运动很早就出现了。
内部移民也很显著。
从16世纪起，伊班族人从现在的加里曼丹岛（印度尼西亚婆罗洲）迁至今天的沙捞越，他们的刀耕火
种式的原始农业需要大片森林地带，他们在迁移过程中征服或吸收了遇到的许多小团体居民被征服或
吸收，但其他居民则对他们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在这些地区，随着劫掠和互相残杀的战争增加，伊班族人面临的竞争大得多。
约在18世纪中叶，当伊班族人迁入后来沙捞越的第二和第三区时，他们同沿海居民之间的联系日渐增
多。
他们不仅能够同马来人远征队领导人妥协，也能够与之建立联盟。
这归功于他们的战斗能力和他们获得的尊敬。
但是，历史资料里充斥着另一支印度尼西亚居民的移民情况，即沙捞越的布吉斯人。
确实，18世纪被称为马来西亚史上的“布吉斯人时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17世纪最后25年以来，布吉斯人和沙捞越南部其他居民团体已经进入马来西亚
地区。
随着内战蔓延，他们离开沙捞越南部，试图定居于松巴哇岛（Sumbawa）、龙目岛（Lom’bok）、巴
厘岛（Bali）和爪哇等地区，但没有成功。
布吉斯人与当地政权发生冲突，导致他们进一步向西移民，去寻找一个可以摆脱领主剥削压迫的土地
，而苏门达腊岛和马来半岛人口相对稀少、管理相对松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在17世纪晚期，沿半岛西海岸，在柔佛王国的臣属国雪兰莪州、林吉（Linggi）和巴生，大批布吉斯人
居民点纷纷涌现。
一个布吉斯人王朝甚至在亚齐建立，不过存在时间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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