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投稿

  
全部

基地学术会议动态 | 其他学术会议动态 |  

首页 管理 资讯 观点 机构 会议 项目 奖励 统计 专栏 在线期刊 论文在线 项目成果库 学科导航 常用速查 留言板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会议 会议动态 其他学术会议动态

从“文明生态”视角观察东亚秩序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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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史学界对东亚秩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现代学术框架下对朝贡体系、宗藩体

系、“天下”等传统制度和理念进行了细致辨析和研讨，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8月

24—25日，“东亚秩序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举行，会议由东北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学者与

会。记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明清时期宗藩体系成为东亚国家关系稳定器

  东亚秩序的理念、构造和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成为此次会议的两大主题。东北师范大

学副校长、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韩东育介绍说，比较而言，与会学者更集中地讨论了东

亚秩序的构造，为再审视东亚局势提供了新的讨论空间，展现了中国古代王朝处理边疆问

题的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日本学者、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院长滨下武志，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三位学者相继发言，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分别从宏大的

视域和理论高度为与会者分析了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的比较思考、朝贡贸易体系的问题，

以及东亚的区域化等三个东亚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

  张海鹏对宗藩体系和殖民体系展开比较分析，他认为，宗藩体系产生很早，汉代就已

出现，明清时期成为东亚国家关系的稳定器。而殖民体系则是15—16世纪出现的，殖民主

义一出现就造成了世界不稳定的局面。

  认清东亚“天下”格局演变轨迹

  东北师范大学东亚史学团队近年来一直对东亚区域展开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韩东育

介绍了他基于生态视角的新思考和新观点，对古代至近代的东亚区域生态的机理、秩序、

变异等展开了分析。他认为，只有把研究对象投放到其应有的场域时，原本有价值的观察

维度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全球一体化之前，人类文明曾有过区域凝聚的历史，全球一体

化也没能改变以往固有联络，还使区域内各国朝旧有世界的“复归”动向，日益呈现为无

声而有形的新趋势。这不仅构成了重新讨论“文明生态”问题的真正前提，而且，当关注

东亚世界的“文明生态”时，黑格尔的名言“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有效地提示人们

不要忘记中华体系曾经有过的文明典范意义。他认为，“一个思考方式的转变，或许能够

给东亚问题的观察和理解赋予某种新的维度：假如我们尝试把文明视为一个生命形态，将

东亚这一区域指代还原成息脉相通和损益攸关的生命共同体，那么，迄今发生的许多问题

‘盲点’，大概可以在新的观察系统中得到部分澄清。”

  东亚“天下”格局或东亚国际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剖析研究，提出了各种观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

为中心，对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进行了进一步解析。他认为，单

纯地从某个视角皆很难准确而全面地解析东亚“天下”格局，但决定和推动东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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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形成和运转的是其政治属性，其他关系多属于衍生，因此从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的政

治关系视角或许更能认清东亚“天下”格局演变的轨迹。

  李大龙分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建构和不同族群的凝聚进程，他认为，其影响区域广

阔，波及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乃至欧洲、非洲部分地区的族群，而东亚其他地区尽管也

存在着政权建构及族群凝聚的状态，但多数情况下是被裹挟其中的，抑或具有“独立”存

在的个性特征，其影响也无可比拟。这也是他认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建构的进程决定着东亚

“天下”格局的演变状态的最主要原因。

  学者应以良知为先

  与会学者对福泽渝吉、内藤湖南等日本重要学者进行了剖析，展开了基于细致学术研

究的批评。南开大学教授杨栋梁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编日本史》，在近期研

究中，他紧扣“学识”与“良知”的问题，指出学识不等于良知，学者任何时候都应以良

知为先。他以日本近代中国学重要学者内藤湖南为典型代表进行了深刻剖析，引起与会学

者的关注。

  杨栋梁提出，内藤湖南在日本近代史上究竟是作为学者“学问”影响大，还是作为国

策“智囊”的作用大，这是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只有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后，才能对

内藤湖南的地位和影响做出全面、客观和公允的评价。他通过研究认为，从蔑视中国、支

持日本放手向中国扩张的政策主张看，内藤湖南与福泽渝吉在思想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

异。“内藤湖南是个在帝国主义时代随波逐流、自觉地站在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

扩张政策摇旗呐喊的御用文人，而一旦其堕为政治的奴仆，其学者应有的良知便被狭隘的

民族私利观念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变成了对华扩张的诠释。作为战前日本的‘大学

者’，内藤的对华认识和政策主张对日本政府及民众产生的‘大影响’是负面的，并且可

以说其影响一定程度地遗留到了现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郝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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