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13位ISBN编号：9780281029013

10位ISBN编号：0281029016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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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内容概要

以往對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研究，由於意識形態限制、資料匱乏、語言障礙等原因，往往局限於單
一的民族視角，或簡單概論性的敘述模式。
本書首次對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進行了理性、嚴肅且深入的學術研究。
日文版自1995年出版後，被公認為迄今為止關於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最權威的研究著作。
本書在日文版基礎上經過了大幅度的充實及修訂，加入作者新近的研究成果，推進了思考的深度和廣
度。
在新疆問題日益突出的今天，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

本書尤其難得的是眾多珍貴的一手史料：作者遍覽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領導人的談話、文章、信件等
數百件重要文獻，收集了大量運動當事人的日記、回憶錄，日本美國的外交資料等，採訪了與共和國
領導層關係密切的少數民族人士。
在史料的基礎上，作者從伊斯蘭民族社會結構、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與質變、獨立運動的內部結構和
共和國的權力構造、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等方面，多角度地呈現與分析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政治
過程和性質。
研究深入獨立運動內部，層層爬梳，嚴謹推度，一步步揭示出在以往宏大敘事的遮蔽之下，一段撲朔
複雜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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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柯，1956年生，日本東京大學學術博士，神戶大學研究生院教授。
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國家構造、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思想、近現代國際關係視野中的民族
問題、中國伊斯蘭教社會運動和國家認同等。
主要著作有：《「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中國的伊斯蘭與民族問題》、《民族與國家——中國
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多民族國家中國》、《20世紀中國的國家建設與民族主義》等。
其中《多民族國家中國》多次在日本被評為「理解中國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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