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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霸權的論理與現實》

内容概要

從東亞文明史的宏觀視角闡明中國之擴張理論。日中冷戰的本質其實就是「文明衝突」的問題！
從安倍政權的安全保障政策看清中國外交的本質。為什麼中國總是反覆地擴張與分劽？冀望建立起含
括日本在內的新國際秩序之中國外交與霸權，其背後的理論，將以文明史．地政學的視角予以解讀。
CHINA AS AN EMPIRES OF THE 21ST CENTURY
以往，日本對於中國的未來走向，總是抱持著：「因市場經濟化而繁榮的中國，遲早會走向民主化，
而獨裁的政治體制也將逐漸被清算、淘汰吧」，亦或：「以經濟大國之姿擠身世界強國行列的中國，
勢必擔負起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主動順應既有的國際秩序吧」。
然而，到了現在，上述對於中國的想像，已經逐漸轉變為：「看來，是不會如此走下去了」，亦或：
「事情好像不如想像中的單純」、「日本也不能再掉以輕心下去了」、「究竟，會怎樣發展下去呢？
」開始產生了各種困惑、懷疑的聲音。對此，歐美的新聞記者多評論為這是從「中國樂觀主義」轉移
成「中國悲觀主義」的開始。不過，事情並不僅只於此。並不只是因為尖閣群島使得日中之間多次發
生衝突、因為習近平開始掌權而讓中國體制倒退，走向國家強權化，或是中國社會在經過長期的環境
問題、貪腐問題後，如今終於曝露出其惡化的徵兆等表面上的狀況，才造成日本人中國觀的變遷，而
必須從更深層的面向去探討才能得知真正的原因。在此，日中之間存在的是歐美各國未曾經驗過，韓
國、東南亞各國也從未體驗過的問題，即橫跨於日中之間的結構性背景之差異，亦可稱為嚴重的「文
明衝突」。（節錄自本書「新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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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序
序
1章 中國與盎格魯-撒克遜的對峙
──香港回歸後的相互衝突──
中國史中特有的棘手之處
中國思想的現實與落差
「中國問題」之核心
該如何看待「一國兩制」？
不變的東西對立點
需求的「知性迫力」
2章 「對外過程」才是「中國」的本質
中國是一顆「洋蔥」
對外過程
言語性連續體之存在
所謂「天下」之世界觀
前進「普遍」之志向
3章 中華秩序的膨脹理論
何謂「身為帝國之中國」？
八百年戰禍周期
「中華性涵括」之動力
中國疆域？
直到「界限」為止都是貫徹中華
4章 「中華」與「周邊」的距離感
是否確實測量過「距離感」？
國際史視野的缺乏
「朝貢」是中華的本能嗎 ?
為什麼優待「卑彌呼」？
中華性語法
5章 作為「亞洲式粉飾」之中華秩序
「糊塗」的國際秩序
不斷重覆的「帝國衝動」
第七世紀確立的日中關係之構圖
華夷「對決」的三類型
從日中看到的「收拾」與「粉飾」
6章 從中越關係看「亞洲式本質」
三項「對峙的構圖」
從實質性「意圖」看中越關係
劃期時代的「衰亡中華」
「戰略」與「文明」因素的共存
7章 中越之亞洲性和平結構
從「庸懲論」到「合併論」
「世紀黑暗交易」與「稀有的喜劇主角」
越南的強烈對等意識
朝貢系統的「和平性特質」
8章 遠東的駕駛座艙──中朝關係的歷史結構
東北亞中世界史觀意義的持續
朝鮮對中華態度受到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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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立於兩大勢力間的朝鮮
握有朝鮮存續關鍵之中華
9章 東北亞的「歷史性馬賽克結構」
中華國際秩序上日朝的差異
作為中華「周邊」的朝鮮
「比中華更中華」之意識
強制於「以小事大」的嚴苛負擔
被冊封體制扼殺的朝鮮國力
朝鮮的安全能獲得保障嗎？
10章 中朝「唇齒關係」的本質
自中朝關係之根基看到「不信任結構」
地緣政治的宿命與朝鮮宮廷之猶疑
對「征明先鋒」無法化解的疑慮
以藩屬國為「盾」的自我中心性
藩屬國也全都是「內地」
被剝奪的朝鮮外交權
11章 與中華文明抗衡的「北方之壁」
「歐亞大陸規模」衝擊
作為「文明之壁」的北方遊牧勢力
害怕非「華化」而「胡化」的中華
丕變的機制
與不穩定鄰國的對等關係
「中華」與「北方」宿命的邂逅
12章 中國能超越「西歐的衝擊」嗎？
「西洋衝擊」的三要素
適應「國際理論」之課題
失去朝鮮與中華世界的消滅
自「列強壓迫」誕生的「種族觀念」
多中心主義與道義性的關連
13章 現代中國面臨的「偉大歷史之課題」
以戲劇性形式登場的「國際法」問題
國家主權主張有如一把雙刃刀
與新出現的「非中國之中國」的關係
西歐衝擊與接納西歐式國際秩序
文明「全體性」之關連
14章 21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以及日本
中國的「富國」與「強兵」
中國加盟WTO之歷史意義
實行「歷史課題」時刻之到來
中國外交到底是威斯特發利亞式？亦或中華帝國式？
中國的雙重標準外交
北韓的核能問題之華夷式思考
對脫北者問題之美國、韓國、日本的相異處理模式
結語
參考文獻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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