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13位ISBN编号：9787101077582

10位ISBN编号：7101077587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徐东日

页数：3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内容概要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通过对朝鲜朝使臣&ldquo;使华录&rdquo;作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
研究，具体考察了朝鲜士大夫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
体想象，系统阐明了这些游记与当时朝鲜人对中国的&ldquo;社会总体想象&rdquo;之间的互动关系，
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明代、清代的中国形象以及在朝鲜朝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嬗变轨迹
，进一步透视朝鲜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挖掘构成这些形象背后的社会深层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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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东日，朝鲜族，吉林省延吉人，1963年10月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
现任《东疆学刊》（CSSCI）主编。
主要从事朝鲜一韩国文学、中朝（韩）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先后出版《李德懋文学研究》、《清代朝鲜朝使节“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以17、18世纪的“燕
行录”为中心》、《日本古代诗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的关联研
究》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
主持完成了“2004年全国高等院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助经费研究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
项目多项。
曾多次荣获省社会科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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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朝鲜朝使臣的入华使行活动第一节 朝鲜朝对明、清两朝的朝贡第二节 朝鲜朝使团的概况
第三节 朝鲜朝使团的使行路线及馆所第四节 朝鲜朝“使华录”的作者第二章 朝鲜朝使臣笔下的明代
中国形象概说第一节 朝鲜朝与明朝的关系第二节 明代朝鲜朝使臣笔下繁荣、进步的中国形象第三节 
朝鲜朝使臣笔下灰暗的中国形象第三章 17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形象——以麟坪大君的《燕途纪行》为中
心第一节 17世纪下半叶朝鲜朝与清朝的关系第二节 满族人:妖魔化的人物形象第三节 顺治帝:具有争议
的清帝形象第四节 紫禁城形象:朝鲜朝使臣慕华心态的投射物第四章 18世纪上半叶的清朝形象——以
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第一节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与清朝的关系第二节 毁誉参半的满族
人第三节 康熙帝:从“妖魔化”向“理想化”迁移的君主形象第四节 复杂的人物形象：文明程度高但
缺乏气节的汉族人第五章 18世纪下半叶的清朝形象——以北学派人士的“燕行”作品为中心第一节 18
世纪下半叶朝鲜朝与清朝的关系第二节 民俗蠢强、专尚弓马的满族人第三节 乾隆皇帝：较客观、理
想的皇帝形象第四节 基本正面的汉族士人：学识渊博、姿貌雅洁、重情重义第五节 理想的中国社会
：经济繁荣与利用厚生第六章 结论第一节 朝鲜朝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及其中国形象的嬗变第二节 
“使华录”作者与朝鲜朝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第三节 “使华录”作品中中国形象发生嬗变的原因第
四节 “使华录”作者塑造中国形象的学理价值主要参考文献附录韩国所藏“燕行录”作品朝鲜历代燕
行使臣一览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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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节 朝鲜朝对明、清两朝的朝贡既然《朝天录》、《燕行录》（也可统称为“使华录”）
主要是指在中国的明、清两个朝代（历时500多年）来到中国京城的朝鲜使臣将其在华期间的见闻、感
悟自由地有创意地记录下来的使行作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朝鲜朝对明、清两朝的朝
贡活动情况。
中朝两国是具有悠久的特殊传统关系的国家。
这种传统关系的特殊性表现为两国间保持着古代东亚世界特有的宗藩国际关系。
尽管国家间的宗藩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但在古代社会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因为
源自中国儒家的礼治文化传统一直是建立并维续中朝两国宗藩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而共同的
儒家礼治文化背景是自古以来两国保持这种特殊关系的奥秘所在。
古代中朝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以朝贡制度为媒介，而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与
朝鲜朝的封建宗藩关系得到空前强化，并由此形成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
不论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朱明政权，还是以“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都把这种朝贡制度看作
是一种怀柔和羁縻朝鲜人的重要手段。
可以说，这种朝贡制度的主要特征是朝鲜朝向明朝、清朝称臣，定期遣使朝贡，采用明朝、清朝的年
号与年历等；明朝、清朝政府则对朝鲜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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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为中心》是中华文史新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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