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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 》 這一書名濃縮了白永瑞思考的基本問題，「思想」在這裡
是作為動詞使用的，所要表現的是將東亞作為思想的課題，思考東亞、想像東亞的意思，而所謂韓半
島的視角，所強調的不是僅從南韓，而是從「分斷的南北韓的相互作用的韓半島全體」來看問題的視
角，韓半島是世界層次的霸權支配體制的重要現場，所以這裡的變革也將是對世界層次的壓迫體制的
一種衝擊，希望其能成為促進資本主義世界體制變革的催化劑。

第一章是有關於東亞共同體論述的三篇文章，所謂共同體這一用語最初產生於日本，最近主要用來指
稱以歐洲共同體為模型的，在東亞根據國家間的協議而形成的制度性的國家結合體，此外，也有人用
來指東亞的烏托邦。
在本書中，一方面比較分析在韓、中、日三國所產生的關於東亞共同體的各種論述，另一方面分析其
在東亞地域秩序的歷史和現實中占有怎樣的位置，尤其若是想要東亞共同體如同追求的人們所期待的
那樣成為和平的共同體，必須從兩個方向同時推動這一進程，一是在組成這一地域的國民國家之外進
行的國家間的統合過程，一個是在國家之內以極大化成員個人的參與為方向的內部改革過程。

第二章是三篇分析在東亞國民國家所起的作用的文章，雖然現今在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多傾向於
批判國民國家的作用，但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對國民國家在東亞近代史上所起的雙重作用，即「解
放」和「壓制」的歷史卻比較重視，而且，為了探索出能夠克服這種 20 世紀型國民國家的道路，應該
從「東亞的視角」，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國民國家。

第三章則是三篇論述韓國人的中國認識的文章，但貫穿三篇文章的問題意識卻是東亞人的相互認識，
都不是單靠制度的變化就能實現的，如果運作體制的主體的認識不改變是不行的（最近國際政治理論
上社會建構主義頗受重視，大概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可是，現在東亞人的相互認識中，歷史經驗
依然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從這種觀點出發，韓國人從古到今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人是如何認識的，
中國人又是如何認識韓國人的，對此進行比較分析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第四章所收錄的主要是為了實現東亞歷史認識的共有，而分析歷史敘述問題的五篇文章。

有關白永瑞的東亞論述，透過閱讀這本書，定然可以充分掌握，了解以韓半島視角下的東亞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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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永瑞
現任韓國延世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授、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以及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會長，也是韓國重要思想刊物 《 創作與批評 》 主編與台灣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編委。

主要的研究興趣為近代東亞的文化認同和中、日、韓三國的亞洲觀，近年從事有關中國近代知識建構
與知識傳播、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教育(束力)語與朝鮮學校教育的研究。

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 東亞的地域秩序：從帝國到共同體 》 （主編，創作與批評社， 2005 ）、 《 
從周邊看到的東亞）（主編，文學與知性社， 2004 ）、 《 作為發現的東亞 》 （文學與知性社， 2000 
）、 《 回歸東亞：探索中國的近代性 》 （創作與批評社， 2000 ）、 《 東亞人所見的東洋觀： 19 ─
20 世紀 》 （文學與知性社， 1997 ）、 《 東亞：爭點與視覺 》 （文學與知性社， 199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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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東亞共同體論述
一、東亞地域秩序：跨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
二、和平想像力的條件與界限：反思東亞共同體論述
三、東亞論述與「適應近代和克服近代」的雙重課題
第二章 國民國家的這邊與那邊
一、超克 20 世紀型的東亞文明與國民國家：韓民族共同體的選擇
二、在中國有「亞洲」嗎？
 ─ 韓國人的視角
三、中國的國民國家與民族問題：形成與轉化
第三章 韓國人的中國認織之軌跡
一、「便利的誤解 』 的歷史：韓、中相互認識的軌跡
二、韓國人歷史經驗中的「東洋」： 20 世紀前半期
三、大韓帝國時期韓國輿論的中國認識
第四章 企求和平的東亞歷史敘述
一、突圍本國史的框架：從歷史教科書來看韓國人的亞洲認識
二、 20 世紀前半期中國人的東亞認識：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分析
三、跨越制度的內與外：重構東亞歷史教枓書和歷史教育
四、「東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
五、本國史與地域史的溝通：反思東亞歷史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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