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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全面展示2006年8月在山东日照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它既是近年来近代
中外关系研究最新成果的大展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今后研究发展的风向标。
近代中国是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中国与列强之间、列强彼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牵连互动，
相互影响和制约。
任何双边关系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多边关系的关注，惟有在宽阔的视野下，研究将更为深入，判断将更
为准确。
本论文集的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对多边关系及国际体系的研究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
这一学术趋势将会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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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初期的涩泽荣一与中国                              　20世纪初美日在中国的利权协调与竞争——以三都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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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利益至上          　留日学生与南京政府时期的对日关系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中国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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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民族主义 　权利与体制：义律与1834~1839年的中英关系        　晚清以总理衙门为主轴的外交体
制形态研究         　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晚清外交人才的培养——以从设立驻外
公馆至甲午战争时期为中心   　晚清关于增设驻南洋领事的争论——兼论近代国际法、领事裁判权、
不平等条约体制 　“澳门地位”、“澳门属地”与赫德               　论远东殖民统治体系与近代中国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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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外交——从外交来看之广东政府  　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政府的态度及反应（1923~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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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　　从英国档案解读朝鲜战争中围绕细菌战问题发生的三场政治动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师归国问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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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卷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 白永瑞一　三个帝国与东亚秩序
超越纷争和分裂的历史，建立和平、共存共荣的东亚，不仅在韩国社会，在东亚各地都在热烈地讨论
，并有人试图付诸实践。
处在21世纪之初，如果我们要想能真正担负起这一重任，则需具有能突破现实束缚的创造性思维。
回顾东亚秩序历史的动机也正在于此，我们觉得追溯历史也许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创造性思维。
所谓东亚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
这里之所以要用“一定时期”来对其时间范围加以限定，是因为东亚秩序自古就是不断变化的，而且
相信将来还会发生变动。
实际上，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
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
所以，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来
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当然，对这三个秩序都通称为“帝国”，也许会引起争议。
所以，为了尽可能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这里有必要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本文所说的帝国的意义。
帝国概念的核心也许就是帝国在本国和周边国家——在东亚则先后有朝贡国、殖民地、卫星国的性质
变化——之间的关系上设定一定的位阶秩序，享有独自规定帝国势力圈之内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权力
。
从这种意义来看，完全可以用帝国的视角来比较近代以前和以后的东亚秩序的运作方式。
这样也许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特征，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间的连续性。
当然，从帝国的视角来看东亚秩序，也会过分抬高中心国家的规定性，而相对忽视了在东亚秩序中处
于周边地位的国家的作用，以及东亚秩序的变化过程，所以这里也尽量考虑到了周边的视角。
尤其是以周边国之一，韩国的地位和作用为焦点，回顾东亚秩序的历史，展望21世纪新东亚秩序产生
的可能性。
二　中华帝国与小中心传统时代东亚国家问关系的特定范式大体上可以称之为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
可是如果将这规定为中华帝国的秩序，也许会有人提出异议。
所谓中华帝国并非单纯指的是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即帝政），而指的是规范构成一个帝国圈
的帝国本国和周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位阶秩序。
如果这么说的话，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这样，也许还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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