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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时性的时代变迁为线索，以典型的教科书文本为依据，从世界、日本与中国的三维关系的角
度出发，对日本从古代至现代的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进行较为系统的历史性考察，从教科书的角度深
入分析日本教育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教科书中，对于异国形象的创造，比一般的文学作品更能
体现教育者从国家、社会或是族群的角度对“他者”的思辨过程，也更能对尚处于低幼年龄阶段的儿
童释放出一种强制性的、显性的影响。通过研究可以看到，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形象是加入了文化和情
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集体意识的表现，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调整衍变的。“中国”作为日本
人无法忽略的“他者”，在日本构建自身文化定位以及近代性经验时提供了自我确认的想象资源，而
这样的想象资源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具体内容和建构方式，都与日本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
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日本教科书的中国形象也深刻反映出中国形象所代表的中国、中国人
在世界、日本和中国这三个不同而又紧密相关的“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基础、实力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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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古至今，日本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一个变化过程，用海量的日本教科书中的细节对每个时期日
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做了阐释。顺带还把当时的历史做了介绍。
缺点嘛，作者有时用词会过多流露个人情感，不过考虑到本书为资助项目，也就释然了。还有细节披
露颇多，有时候会影响阅读节奏。
对日本思想变化有兴趣的朋友，有足够耐心的朋友，想要写文科论文不知道怎么写的朋友都推荐此书
。
2、我竟然是第一个给这书评分的！这本书有一本好的社科书的所有素质。我个人觉得有瑕疵的地方
在于某几个例子有些欠妥，还有作者发表个人观点时感情色彩太浓了。另p68 的“木户孝永”应该是
“木户孝允”吧。
3、前半極好，明治日本儒學復興的成因交代明確，然寫至北白川宮能久便開始光怪陸離。宜省去偏
頗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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