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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中韩建交15周年，由南开大学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主办、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协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承办的“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
互认识”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9月9-10日在南开大学召开。
来自日本、韩国及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共7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东亚各国之间因有着相临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古往今来，共同创造出东亚社会、经济的繁
荣，使今天的东亚，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
东亚各国既有古代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也有近代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惨痛经历，由此造成各
国之间形成复杂的相互认识。
总结历史是为了面对未来，了解近代以来东亚的近代化历程及三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有助于在中、日
、韩三国之间形成健康的、长远的理解与共识，促进东亚的和平发展。
当今的世界正在日益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也在逐步加深，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
系越来越紧密，其合作也越来越受世人瞩目。
进一步加深三国之间的相互认识，了解各自的独特性与相互之间的共通性，对于推进三国共同发展乃
至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基于这一宗旨，围绕中、日、韩三国对西力东渐的认识与对应；近代以来中
、日、韩三国民族主义的比较；近代东亚国家的亚洲主义；中、日、韩三国对东亚一体化的相互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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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次会议主要从三个层面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
首先是对近代以来东亚三国相互认识的总体把握，如大东文化大学校长和田守教授的“日本的近代化
与中国”、韩国江原大学教授李光来的“东亚时代的结束与朝鲜的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所长步平教授的“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的“19世纪东亚
三国对外意识的演变和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
迁”等报告和论文都对近代以来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及其演变过程做了宏观的、动态的考察，其视野
宽阔，分析深刻，对加深这一问题的认识与了解极具启发性。
　　其次是通过对思想、文化、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的分析，阐述近代以来东亚三国的
相互认识。
与会学者根据长期以来的研究，从不同的视点与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如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的论文“两种‘实学’的相遇与幕末明治期的‘脱亚’行程”、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赵德宇教授的论文“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观”、韩国高丽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辛炫
承研究教授的论文“日本的近代化与儒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教授的论文“近
代化过程中日本文化的周期性演变”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阐述东亚文化的共性、个性、相互影响及变
化过程；韩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学部副教授朴鸿圭的论文“日本殖民思想的形成过程与社会进化论”
、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部田中宽教授的论文“‘历史和解’与民族主义——寻求日、中、韩的对话
视点”、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李文教授的论文“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对‘亚洲主义’的不同认识”、
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沈海涛教授的论文“近代日本民族自他认识探源及其现代意义”、韩国高丽大学
宋浣范教授的论文“日本的国定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的论文“亚
洲的超克?——日本战后近代思想中的时间与空间”等重点分析、考察了近代东亚国家的亚洲主义、民
族主义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等问题。
也有一些论文侧重对东亚国家在具体时期、具体制度、具体现象等方面的相互认识进行了实证而又有
说服力的研究与探讨。
　　第三，通过对历史上有代表性人物的实证考察，阐明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相互认识。
各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是通过具体人物的思想、看法表达出来的，因此，对人物的考察是了解东亚三
国相互认识的关键。
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主要通过对中日两国近代以来重要历史人物的考察阐述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
论述中国人对日认识的有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刘雨珍教授的“黄遵宪《朝鲜策略》中的日本因素”、南
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石云艳的“梁启超的日本认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李国忠的“
超越‘日本化’——论孙中山对日本近代化的认识及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构想”。
论述日本人对华认识的有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戴宇的“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与初期《日本
人》”、吉林农业大学外籍专家神谷昌史的“浮田和民的中国认识——以批判‘二十一条’要求为中
心”、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可喜与日中友好协会福岛本部常任理事大概直司合作的“汉
民族是和平论者——服部宇之吉中国观简介”、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平川均的“一个外交研
究者和亚细亚主义——试论鹿岛守之助的泛亚洲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法学部讲师武田知己的“战
前及战后的松村谦三访华”，这些具体人物的实证考察，加深了与会者对东亚三国的对华认识的直接
了解。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

书籍目录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东亚时代的结束与朝鲜的应对——以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东道优越论为中心关于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19世纪东亚三国对外意识的演变和比较日本与“华夷秩序”江户时代日本知
识界的中国观两种“实学”的相遇与幕末明治期的“脱亚”行程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
—从“仰视”到蔑视的运行轨迹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文化的周期性演变亚洲的超克？
——日本战后近代思想中的时间与空间日本殖民思想的形成过程与社会进化论“历史和解”与民族主
义——寻求日、中、韩的对话视点日本的近代化与儒教思想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对“亚洲主义”的不同
认识近代日本民族自他认识探源及其现代意义东亚安全与中日韩合作1871-1881年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
——以“琉球事件”为中心试析朝鲜王朝之小中华观及其演变明治时期日本货币制度及其亚洲认识日
本大正时期稳健派的形成及其影响日本侵华战争起因中的心理剖析——以开战前日本方面的反省与悖
反为例日本的国定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日本对西方女性观的认识与应对——以良妻贤母观的形成为
中心试论越剧《天道正义》中的近代女性形象——以2006年中国越剧艺术节作品为中心汉字文化有可
能再统合吗?——东亚汉字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黄遵宪《朝鲜策略》中的日本因素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
想与初期《日本人》梁启超的日本观超越“日本化”——论孙中山对日本近代化的认识及中国近代化
道路的构想浮田和民的中国认识——以批判“二十一条”要求为中心“汉民族是和平论者”——服部
宇之吉中国观简介一个外交研究者和亚细亚主义——试论鹿岛守之助的泛亚洲论战前及战后的松村谦
三访华——“日中提携论”的延续及其演变私人资本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精神与构建商业共同体
的可能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日中比较中日两国非正规就业问题比较研究日本钢铁业发展动力论——以
其与战后改革关联为中心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与跨国分析中国水污染与日元贷款的环境合作新地区主义
视角下的东亚投资合作问题研究一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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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石桥主张修正日本的近代化道路，而不是充当帝国主义旗手争夺世界霸权。
谈及日本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米骚动”（1918.7-9），在《骚动的政治意义》（1918-9）一文中，石桥
认为表面原因是米价高涨，而实际原因却是“日本的政治只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而对多数无产阶级
却没有任何保障”。
所以“他们已经对政治产生不信任，只能愤然而起来拯救自己，这才是骚动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
，米骚动的发生“绝非偶然”。
这是人们与富国强兵至上、在东亚地区扩张的近代化道路的诀别，要求改弦更张，走向稳定、充实国
民生活，寻求与亚洲各民族相互和解道路的宣言。
石桥湛山的主要言论均刊登于《东洋经济新报》上。
可以说，他提倡经济合理主义为基础的“小日本主义”，即和平主义和充实国民生活，亦即是民主主
义。
而吉野作造（1878一1933）则以拥有更广泛读者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为主要舞台，提倡民本主义
，为大正民主运动指明方向。
他在1920年1月发表了《国家生活焕然一新》和《政治学创新》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指出，“我们应
该承认，通过这次战争以富国强兵为唯一或主要理想的政治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后一篇文章则明确
指出，“目前形势发生变化，富国强兵已不是国家生活的唯一理想，以强制组织作为绝对价值的时代
已经过去”。
而且，吉野系统化地论述了民主主义，在其《论宪政本意及其完美实现途径》中指出：民主主义首先
体现在政权运用目的上，也就是要把“政治目的”定位在“为广大民众谋福利”；其次体现在政权运
用方针上，即决定政策应“按照民众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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