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想东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思想东亚>>

13位ISBN编号：9787108035981

10位ISBN编号：7108035987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白永瑞

页数：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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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东亚>>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思想一词在这里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所要表现的是将东亚作为思想的课题，而所谓朝
鲜半岛的视角，所强调的不是仅从南韩，而是从分断的南北韩的相互作用的朝鲜半岛全体来看问题的
视角。
之所以要突出朝鲜半岛，是因为朝鲜半岛是世界层次的霸权支配体制的重要现场，所以这里的变革也
将是对世界层次的压迫体制的一种冲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想东亚>>

作者简介

　　白永瑞，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韩国中国近现代史
学会会长，也是韩国重要思想刊物《创作与批评》的主编。
主要研究兴趣为近代东亚的文化认同和中、日、韩三国的亚洲观，近年从事有关中国近代知识建构与
知识传播、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教育敕语与朝鲜学校教育的研究。
研究成果主要有：《东亚的地域秩序：从帝国到共同体》（主编，创作与批评社，2005）、《从周边
看到的东亚》（主编，文学与知性社，2004）、《作为发现的东亚》（文学与知性社，2000）、《东
亚人所见的东洋观：19-20世纪》（文学与知性社，1997）、《东亚：争点与视觉》（文学与知性社
，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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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 东亚共同体论述
　一、东亚地域秩序：跨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
　二、和平想象力的条件与界限：反思东亚共同体论述
　三、东亚论述与“适应近代和克服近代”的双重课题
第二章 国民国家的这边与那边
　一、超克20世纪型的东亚文明与国民国家：韩民族共同体的选择
　二、在中国有“亚洲”吗?——韩国人的视角
　三、中国的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形成与转化
第三章 韩国人的中国认识之轨迹
　一、“便利的误解”的历史：韩、中相互认识的轨迹
　二、韩国人历史经验中的“东洋”：20世纪前半期
　三、大韩帝国时期韩国舆论的中国认识
第四章 企求和平的东亚历史叙述
　一、突围本国史的框架：从历史教科书来看韩国人的亚洲认识
　二、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的东亚认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分析
　三、跨越制度的内与外：重构东亚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
　四、“东洋史学”的诞生与衰退：东亚学术制度的传播与
　五、本国史与地域史的沟通：反思东亚历史叙述
附录相关史事年表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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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并在承认各国民间运动的差异的同时，提出了联合的方向
。
尤其对东亚各国民间运动主体所面临的矛盾，即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之间连动的问题，她提
醒大家，就像这一问题的危害会涉及各国民众一样，其解决的方法也不仅仅在于一国内部的对政府抗
争；如果不发展为超越国境的联合运动，势必难以取得成效。
最后，还需要分析一下在东亚人建设脱中心的新东亚的过程中，过去的帝国是否会复活的问题。
对未来的构想并不亚于历史推演的意义，也同样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想象力。
在东亚历史上存在的三个帝国中，美国明显地在未来短时期内还会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小布什
政权的新保守派佐政大臣，习于用“帝国的作用”这一用语来表现某种使命感，也许会利用军事手段
重新编织“帝国”的新版图。
可是正如前面所阐述的，独占的权力结构已经开始分裂，多中心开始形成，一国突出型多中心结构（
用中国式的表述来说就是“一超多强”）在东亚持续的可能性比较大。
相反，日本帝国复活的可能性现在看来并不大。
日本在过去帝国统治的时期，其本国在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也一直很弱；现在日本虽具
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技术水准和军事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美国，缺乏独自决定对外政策的能力
，似乎很难获得美国的下位伙伴以上的地位。
所以，令人担心的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再次出现，而是美日寡头统治的高度现实性（当然最近日本的
右倾倾向也引起了亚洲邻国的忧虑，与此相比，最近大家所关注的且具有更大的复活可能性的还是中
国。
回顾历史，在19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没落，东亚秩序也陷入了多中心相互竞争的不安定局面。
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中国重新崛起，东亚地域秩序也再次进入激变期，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地
位是如此重要。
乍看之下，中华帝国与霸权全盛期的美国，有颇多相似之处。
两国不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超强大国地位，而且将国际关系朝势力均衡思考来处理，并依据文明的理
论来形成一种位阶秩序，这种文明在诱导着周边参与秩序的国家的自发性。
而更为重要的是，无与伦比的强大经济实力所带给周边国家的实惠，对这一地域秩序的维持发挥了重
要作用。
因此，将来中华帝国要想复活，首先必须使自己的经济实力能发挥像过去那样的吸引力。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经济总量的急速增加，是让人联想到中华帝国复活的关键因素。
可是，如果不从国家经济总量，而是从平均国民所得（GNI）来看，或者从国内的阶层、地域和民族
间的贫富分化来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则有乐观和悲观两种
观点的争论，至少还看不到中国有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可能性。
但是不难想象，中国还是会建立起在东亚作为地域强国而发挥自身作用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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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东亚知识分子之间的连带意识逐渐形成具体课题的今日，白永瑞教授的存在更显得可贵。
身兼学者、教育者、编辑三种角色，还忙着跑亚洲各地，以与众不同的热情与能量，在现场积极投入
连带关系的工作。
通过如此的经验而孜孜不倦地完成的学术理论的成果，现在终于能呈现给中文读者了。
我相信借此东亚地区连带这一个梦想离现实又进一步。
　　——白乐晴发自韩国的东亚意识，具有它独自的洞察力和创造力。
在近代化过程中承受了巨大压力与伤痛的韩国社会，以清醒的政治判断力打造了其东亚观念。
作为韩国思想界代表性人物之一，作者的东亚论述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思想功能。
　　——孙歌白永瑞是当代东亚批判论述的先行者、推动者与实践者。
作为历史学家，他的思想一方面深植于朝鲜半岛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却又拉长纵深俯视着区域的整
体，对于中国与日本的自我认识，乃至于既有的东亚想象，形成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挑战。
游走于首尔、东京、台北与北京之间，他的思想与论述的形成是东亚碰撞的结果，展现在《思想东亚
：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一书中。
他的东亚共同体提案，指向的是你我期盼的区域性和平的到来。
《思想东亚》所体现的一种崭新的知识实践与热情，让我们看到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东亚
来构筑自身的国际主义主体性。
　　——陈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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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是世界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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