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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的近代交往，是一段兩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利益相衝撞、相廝殺的歷史。中國為何選擇了一條
與傳統「天下」思想截然相反、按照「民族」的範圍確定國家疆界的形式？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不得
不承認是因為中國接受了自稱為單一民族國家的日本的近代國 家思想的強烈影響所致。為了尊重歷史
事實，本書作者使用了當年日本政府、外務省、陸軍省檔案等大量日文原始資料，以探討中國民族和
邊疆問題與日本的關係。
書評 / 推薦
王柯教授指出近代日本之於中國兼有朋友、老師和敵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應當格
外重視日本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近代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給兼有滿蒙回藏漢苗多民族的中
國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轉型，帶來了種種啟示、問題和麻煩，反過來也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的政策、
理解和觀感。作者在日本學界多年，對近代日本歷史和文獻非常熟悉，這一觀察角度十分重要，有關
國家、邊疆和民族問題的討論，也相當有啟迪意義。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強國，關係陰晴不定，近年更因為領土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對立意味濃烈
。雖然中日在戰略關係上屢有競爭，但兩者世界觀及民族主義原來擁有極大淵源。近代中國向明治日
本求師複製改革經驗，不但引進現代科技，而且從中模仿「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改變中國的「邊疆
」意識、影響國家建設過程，造成始料不及的效果，延續至今。王柯教授聚焦探討兩國民族主義觀的
發展及其影響，是當代東亞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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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王老师这本书，虽然是一本讲近代中日关系的著作，却时时打脸迷信新清史、迷信内亚视角的某
些研究。尤其是第八章梳理了“中華思想”这个地地道道的日式语汇，如何配合日本的近代国家扩张
战略而被制造、传播与利用，又是如何被日本学界暧昧地诠释，以至于无法在战后彻底理清其概念，
甚至被部分研究者使用至今。书中举那波利贞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第九章论述西嶋定生“册封体
制论”中的“中華思想”的部分，略有牵强之处。
2、澳洲国图
3、第一部分让人眼前一亮，认为中国人接受了日本概念，将nation译为“民族”而不是“国民”，却
忘了日本是单民族国家，而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结果有汉族、有回族、蒙古族、藏族，遂埋下分裂主
义种子。第二部分用日本档案研究满蒙独立运动，可读性也很强。第三部分略空洞。
4、关键在于第一部分第二章，梳理出德-日-中这样一条“民族”先于“国民”的思想谱系。当然，第
二部分第四、五章也很有意思，清末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的忧虑在现在看来相当有先见
之明。第三部分略单薄。然而统观全书，作者似乎对于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谱系较为隔膜，在中国“民
族主义”观念的形成问题上也过于看重对日本的继受，而忽视了中国的内在因素。
5、第二部分不能更合时宜了。但由于是论文集，每篇文章论述都略嫌不够深入，且日语这个缺乏逻
辑的特点。。。
6、很好的书，尤其是对清末留日穆斯林群体有不错分析。对“中华思想”这一日本提出的概念有深
入剖析，军部指导下为战争服务的，那波利贞等人的德治论，再到西岛定生在1970s重提，期间的概念
变化及源流很值得注意。
7、写的最好是最后一章，作者提出的对今后中日关系走向的一种选择
8、对我个人而言，“從「勤王大清」到「滿蒙獨立」”这篇最佳
9、《终章 近代中日关系与民族主义》，看中日关系其实是看中国的发展之路。
10、一个未被观察过却早已存在的角度。
11、让人耳目一新的著作，一个新的视角。原来希望雪珥先生可以写一步这方面的著作，幸好这本书
可以填补空白
12、刨中國民族主義的祖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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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前言是寫得很好的，十分精要的帶出作者的思考。﹣關於日本在引入 nation state 時將國民與民族
（ethnic group)有所混淆，也算是清晰的交待了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興趣者大概可以從這裡去研究下去
。﹣關於中國近代文化人、政治家等因受日本影響將 nation state (國民國家／民族國家）引入中國，當
中有一些值得推敲的地方吧。關於中國學者、政治人物受日本的影響的部份，我自己讀來覺得跳得有
點快，不是很肯定那結論是否就這樣下。或者與我自己對日本認識有限，未能從注釋中確認作者的研
究的根據，這只能怪自己學識太淺薄了。﹣關於nation state的建立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方案，這我感覺
也不能只‘怪罪‘於當年’學錯‘日本吧。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下，除了建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以
外其實並無它途。當然我們可以回去問，為甚麼只強調民族（ethnic group)而不多談國民（公民），而
日本的影響在裡邊可能是有的，但勉強要中國當時再用‘天下’觀來回應好像不太可能呢..... 唔，反正
想多琢磨這部份，希望有機會回去看葛兆光老師的《何為中國》，當時讀得太粗。﹣ 讀到日本右翼勢
力的動作，還是挺‘震撼’的，從支持辛亥革命到搞動滿蒙自治、新疆、回教徒等。不過話說回來當
時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強盛，這樣的動作也是挺‘理所當然’的；而中國的政治家們（如孫中山、不
同的軍閥等）也因為當時的政治格局要與日人打交道，但這也不能看成為這些人就是純粹的親日派吧
。起碼孫中山就不完全是這樣子。書中有些文字的感覺讓人覺得一是日本軍部推動的事情就是有重大
政治陰謀在後邊，但當時有甚麼在中國發生的、與日本相關的事情可以和軍部沒有關係呢？﹣關於日
本‘中華思想’的部份，還是挺有收益的。日後看日本人寫中國歴史，應該注意到這個脈絡，即因軍
國主義盛行而創造出的‘中華思想’（對漢傳統中華夷之辨的批評），從而justify日本的一些政治動作
。﹣ 總體來說，書的細節挺有意思，比如談到回教徒、楊樞、新疆、川島浪速等；但總體其實民族觀
挺強的，這有點吊詭，因作者本身是希望打破這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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