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路·移民·遗民社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路·移民·遗民社会>>

13位ISBN编号：9787806964330

10位ISBN编号：7806964339

出版时间：2007-9

出版时间：天津古籍出版社

作者：吴一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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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路·移民·遗民社会>>

前言

深入学理分析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中韩（朝）关系史专著韩国学者吴一焕教授的专著正在印制中，读者
将见到四百年前（明清之际、16、17世纪之交）中朝关系史的一个令人饶有兴趣的侧面：海上交通的
开展与明朝人的移民朝鲜。
要读吴氏的书，不妨从他来中国游学、留学说起。
他于1992年春天到南开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转为博士生，这部专著，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增订
修饰本。
中韩建交是在1992年9月，记得这年冬天我去韩国出席学术研讨会，到北京办理赴韩签证，其时签证处
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写字楼里，似乎韩国大使馆处于草创时期。
吴氏在这种背景下，率先来到中国求学，是中韩关系新时期的留学生先行者，而后韩国留学生不断增
多，就以在南开大学而言，处于各国留学生的名列前茅地位。
吴氏作为先行者，这部专著，对明清之际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亦为开创性之作。
值此出版之际，我来说该书的一些特点和出自友情道贺的话，也是为与读者共同欣赏这部作品。
⋯⋯吴一焕博士的学位论文出版之际，他嘱我撰写序文一篇，置于我们共同的恩师冯尔康教授大序之
后。
我再三辞谢，认为有老师的序言在，我实不敢以附骥尾，恐与我的名分不合适。
不过一焕兄坚持己见，并希望在序言里比较详细地撰写有关韩国宗族方面的内容，理由是我了解他写
作博士论文的过程，研究过朝鲜时代的族谱，且在韩国生活过一年，算是比较熟悉韩国宗族文化的人
了。
我猜测他可能是想通过我向中国读者介绍韩国宗族文化，顺便也将一些中国的宗族文化以及中国学者
对韩国宗族文化的感受介绍给韩国读者。
鉴于我所介绍的内容，也许是中韩双方不少读者目前还比较陌生而有兴趣了解的，恰好也可以使我这
个对韩国宗族文化一知半解者藏拙，也就接受了这一“强加”给我的任务。
我想这个任务有利于中韩人民的互相了解与交往，不妨一试，于是就存中韩交流之大义而捐名分之小
私了，想必老师对我们的做法是赞成的。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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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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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韩国)吴一焕吴一焕，大韩国人，韩国庆熙大学校史学科学士，硕士学位，修完博士课程；中
国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
现任庆熙大学校教授兼惠静古地图博物馆学艺研究室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时代社会文化史及宗族社会以及朝(韩)中海洋交流史、移民宗族史、文化遗产
比较史。
最近的研究兴趣，在西洋古地图上的朝(韩)中、朝(韩)日间的历史地理方面。
合著有《香港》、《澳门》、《东洋文明理解》、《东洋历史文化》等书，译著有《郑和》、《中国
历史上科学发明》。
另外在朝(韩)中关系史、历史地理以及博物馆文化遗产等方面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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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京腔的起源  第一节 戈阳腔的进京与入宫  第二节 戈阳腔的承继与改益  第三节 京腔的诞
生  第二章 清代宫廷戈阳腔  第一节 清宫的昆戈并御  第二节 戈阳腔在清宫的地位  第三节 清代宫廷的
大戏与节戏  第四节 清宫昆戈的末落  第三章 民间京腔  第一节 都市京腔  第二节 王府戈腔  第三节 河北
高腔  第四节 民国昆戈  第五节 关于河西村  第六节 昆戈术语及俗语  第七节 部分昆戈艺人小传  第八节 
总结  附录 河北省文化局档案  第四章 京腔与其他声腔的关系  第一节 京腔与昆腔  第二节 京腔与秦腔  
第三节 京腔与皮黄  第五章 京腔的艺术形态  第一节 京腔的伴奏  第二节 京腔的唱法  第三节 京腔的帮
腔  第四节 京腔的打通  第五节 京腔的破台  第六节 京腔的滚调  第七节 京腔的角色  第八节 京腔的班规 
第九节 京腔的剧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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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明末清初辽东的形势与海路的重启以往对中朝（韩）交往史的研究，注意力多集中于陆路方面
，但事实上一旦辽东地区出现拥有强大武力的民族阻遏着通往朝鲜的陆上贡道，朝鲜也就只能冒着危
险与中国进行海路的交往。
特别是明清之际，由于后金的出现，明和朝鲜在中华思想和慕华思想融合为一的“中国的天下秩序的
再建”的名义下，不得不取消典型的陆路朝贡而进行海路朝贡。
由此看来，对中朝海上交往的研究是必要的。
明末清初随着中国东北满族政权的兴起，朝鲜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特别是日本对朝鲜侵略以后，后金对朝鲜的侵扰，是当时事大的朝贡关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
序重新再造的信号，但朝鲜仍是固守传统的关系再建的政策，没能容得下时代性的变革。
为此，本章将重点考察明清之际随着后金势力的强大，明和朝鲜怎样通过海路进行交往，在此之前传
统的海洋交往关系史和海路航线的变化，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朝鲜半岛之间当时主要港口的地理分
布。
另外，围绕明清之际重要军事重镇皮岛的地理位置和由此所发生的贡路问题，在国家的朝贡关系之外
出现的流民的移动和文化转移等问题，也是我们将着重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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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光荫似箭，岁月如梭，在中国南开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已有十年了。
其间在各学术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博士学位论文《明清之际明、朝鲜海上交往与移民研究——以辽东海
上交通与在朝鲜的明遗民宗族活动为中心》的部分内容。
如《十七世纪初明朝与朝鲜海路交通的启用》（《历史教学》1996年第12期）、《十七世纪初朝鲜政
变与明廷对朝鲜认识——以仁祖封典为中心》（《东洋学研究》第4期，1998年8月）、《十七至十八
世纪朝鲜明遗民社会的形成》（收入《家庭、区域社会与大众心态变迁》，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
、《清代朝鲜明遗民的寻宗访祖与修谱活动述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
社2000年4月版）、《论清代朝鲜明遗民的宗族祭祖活动》（收入《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
籍出版社2002年8月版）、《清代在朝鲜明遗民宗族活动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
虽有很多不足之处，还是希望能够发行单行本以求教于学界，所以鼓起勇气加以整理，又补充了部分
图片，以待正式出版。
我于1980年考入韩国庆熙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大学博物馆做文物的发掘和整理工作。
其间撰写了《郑和的航海和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硕士学位论文。
因为当时韩中还未建交，不能从中国拿到第一手的参考资料，只能参考从日本和中国台湾出版的资料
撰写论文，所以受到了很多局限。
后来通过赵正源前任校长和申龙澈导师的推荐，到与我校有姊妹关系的南开大学进一步研究韩中关系
，1992年春在南开大学开始了研修生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路·移民·遗民社会>>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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