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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
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砷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
；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
硬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彤蒙
，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
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
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
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
在国内学术界，第一组课题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第二组课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丛书具有草创意义
；第三组课题则有待开启，那将深入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核心。
第一组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一、西方的
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
与分配的；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
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
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
。
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
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
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的过程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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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日关系的专著，书中包括了：中国形象与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朝贡关系与华夷秩序
、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国研究、“主体性”的历史与“现代性”的形象、跨文化形象学的本质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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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光辉  湖北武汉人。
2001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日本哲学史博士课程毕业，2005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史博
士课程毕业，教育学博士。
现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思想史、日本教育史。
出版著作有：《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专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汉字
》(共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译著，河北人民
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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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在其代表作《国是三论》（1860年）之中指出：“五大洲之内，亚细亚之中国乃面II缶东海之巨邦
，文物开发之早，稻麦黍稷，人类生活之无所不足，乃至智巧、技艺、百货、玩好，皆取之不绝，无
比丰饶。
上自朝廷下至庶民，乃成自尊骄傲之风习，虽准许海外诸国朝贡贸易，往往无所求之意，又不知取他
人智识之事，故中国兵力衰弱，诸州饱受凌辱也。
”①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自尊骄傲、不启民智、兵力衰弱，故遭到了鸦片战争，乃至第二次鸦片战
争的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犯。
横井小楠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上闲人辈出，制度文物领先世界，因此将周边未开化、野蛮的外国称
之为“九夷八蛮”。
而今，强大的海外诸国加以报复，反视其为“夷狄”而蔑视之。
中国即便保持了独立国家的体面，但是其根本国体完全丧失，不得不说其“大帝国的荣光成为虚幻”
。
但是，横井小楠并不主张抛弃中国，而是强调中日之间“唇寒齿亡”，日本不可“坐视旁观”，必须
采取“天地公共之实理”的开国之政策，积极推行富国强兵以共御外侮。
②概而言之，日本之所以出现了“中华意识”，背景：其一是通过西方学问的翻译，将中国学问与西
方学问进行对比，从而逐渐转向了西方，而后鸦片战争之中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日本，转向西方学问
这一命题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其二则是延续了中国的华夷秩序之观念，并在与西方的对抗意识下开始觉醒的一种主体观念。
不过，正如日本学者小岛晋治所指出的，幕府末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于坚持儒学的中国还是抱着一种
“敬意与亲切”之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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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基于1966年、1968年的两度日本体验，撰写出版了一
部涉及日本文化的著作（（符号帝国》（1970年），将日本称为一个“符号帝国”。
日本之所以在其笔下被称为了“符号帝国”，大概是因为罗兰·巴特切身体会到了日本的日常生活、
传统艺术、学生运动等，经历了惊诧、困惑、着迷的一个心理过程，由此不仅发现了日本——“象征
符号”的帝国与西方——“意义”的帝国之间的截然不同的“情趣”，还发现了这样的日本带有了强
烈的“符号”式的隐喻特征吧。
①但是，作为一名中国人，漫步在日本的都市乡村，流连于日本的名山庭院，或许我们感受更为深刻
的乃是随处可见的、或者说无所不在的来自中国文化的“信息”，由此也就会将它们凝聚在一起，从
而联想到彼此之间历史文化的渊源。
日本确实是一个“符号”的帝国，是一个带有了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融汇了东西方文明，并且与之
不同的“符号帝国”。
所谓“符号”，其彰显出来的是一个文化的“他者”；反之，作为“信息”，却只能是局限于历史情
感之纽带的一个认识而已。
中NAG日本形象的认识，是否意识到了日本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信息”，同时也是一个与自身截然
不同的“他者”？
不仅如此，抱着求同存异、世界大同之观念的中国人，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将日本视为了一个“绝对
”的他者？
这一问题或者说观念，应该说正是制约着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的一大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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