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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言

自 1840 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

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

期间，受林则徐之托， 1842 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

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

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

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

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

"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

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

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 1978 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

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

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

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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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

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

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

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

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

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

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

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

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

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

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

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

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

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

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

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

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

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

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 11 个专门研究国际

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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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

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 1993 年 3 月

11 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

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

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 ，以

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

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于 1994 年 2 月 28 日发出《关于编寨

〈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o <列

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

百科全书} ，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

志》。

1998 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

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

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

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 1999 年 1 月 27 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

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

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

〈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陆续为启动项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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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

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

议， 2002 年 8 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

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

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 {列国志》项

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

《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 {列国志》各

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

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

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

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

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

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

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 {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

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

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

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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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 I\'" 血，共计 141 卷，涵

盖了当今世界 151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

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

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

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

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

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

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

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

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

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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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在快速发展，巴布亚新几内亚也在进

步，其结果是在中国人眼中过去那个遥远而模糊的神秘国家一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近些年来越来越"靠近"我们，并变得越来

越清晰。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中时常出现有关巴布亚新几内

亚的报道。然而，当我们真的想要仔细了解当今的巴布亚新几内

亚时，却发现国内介绍和解读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的材料奇缺，

而且非常简单、零散和陈旧。正好此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重大

课题一一"列国志"系列丛书项目中将巴布亚新几内亚增补为

"成员国使得我们有幸能够进一步了解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属于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管辖"范围，

任务自然被布置到了单位，单位又让我们承接了下来。项目启动

之后我们深感要将平时所积累的材料汇聚为一本系统描述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书是远远不够的。相比于大洋洲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

家(根本不用与发达国家比)的现有研究和基础资料，国内有

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学术专著几乎是空白，公开发表的综合研究

成果也基本是空白，在完成文献检索工作之后我们的脑子也跟着

变成了一片空白。幸好我们研究所有过亚太地区研究的长期积

累，再加上领导和同事的热情支持和细心帮助，我们分工协作、

齐心协力，经过努力，终于在各类中外的相关研究、报道、介

绍、政府文件和出版物、国际组织出版物等零碎纷繁材料的基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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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点点地筛选出符合"列国志"写作要求和内容体系的

"建筑材料最终搭建起了这个略显粗糙的"小屋" (相对于

"列国志"项目中的其他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卷的篇幅要小)。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有助于去除中国系统观察世

界视角中的一个盲点，并为今后更加严谨和系统地从事巴布亚新

几内亚的国别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多方的支持和帮助。这里首

先要感谢的是我们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对本

项目的支持，特别要真诚感谢我们的同事:图书馆馆长赵摞女士

为全书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编写了附录部分(包括"巴布亚新

几内亚大事年表"、"中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关系大事年表"以

及"重要文件" ) ;杨丹志博士和邢伟先生分别为本书的"布干

维尔危机及布干维尔和平进程"和"旅游"部分写作提供了大

力帮助;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把"列国志"项目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卷交给了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在艰苦劳动之后，

看到了有益的工作成果;同时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本书

出版提供的帮助，特别是范迎女士耐心细致的工作，以及为书稿

最终成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还要对本书的编辑王琛葫专业细致的

修改工作表示感谢。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大洋洲地区除澳大利亚之外的最大国家，

如果考虑到澳大利亚具有的殖民和移民的国家背景，巴布亚新几

内亚应该是大洋洲最大的"土著"国家，这决定了其在大洋洲

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巴布亚新几内亚还通

过较长的陆地边界，与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接壤，成为

东南亚地区与大洋洲之间地理和心理上的合作桥梁;中国与巴布

亚新几内亚关系近年来飞速发展，是我国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的

结果，也是大洋洲加紧与东亚合作的结果。如今巴布亚新几内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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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众多

的国际交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成为东亚和大洋

洲，乃至世界所瞩目的对象。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处在工业化的初

始阶段，古老与开放、传统与现代、发展与平衡、部落与城市、

习惯与法制、裸体与西装等巨大反差现象比比皆是。自然经济与

工业发展、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土著迷信与主流宗教正在寻求

社会中的平衡点。这样全面的社会变革时代要求相关研究要更加

前沿、前卫和前瞻。然而，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现状的研究在我

国就如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工业化一样，也是处在起步阶段。今

后我们将会继续从事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别研究，也真切希

望能够同各领域的同行进行交流，加强合作;与此同时，也真切

期待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书进行坦诚的学术批评和评论。

我们深知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以及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书中一定

会存在诸多疏漏甚至错误，恳请阅读者不吝赐教和指正。

韩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2011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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