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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

前言

中国经济具有地方性、区域性和世界性的特征，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这些特征是一个极为重要但同
时又十分困难的课题。长久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有很多研究成果已经问世。然而，这些
研究大多是根据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做的个别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的地方性、区域性、世
界性多方面要素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则几乎没有。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历史研究全球化的发
展，不仅对经济史研究领域，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历史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历史与现代的沟通和
交流还不尽如人意。这不但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如何理解全球化的
问题，尤其是如何选择研究资料的问题。在连接历史和现代的时空隧道中，如果从历史的视角看，历
史研究可能更加靠近现代。本书的各章节都是以当时长时段的资料为基础，按照长期发展的历史脉络
组织起来的。换言之，本书选取的是对长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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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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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滨下武志，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他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带
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 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
济的演化关系，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在欧洲  美洲  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
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这个经过长期的孕育而形成的框架，有助于理解世界市场的状态。他的研究已
在日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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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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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朝贡关系
国内统治秩序
朝贡秩序
朝贡体系及其变迁
中日关系和亚洲的近代转型
小　结
第三章　清朝秩序的集权与分权——税收、朝贡和移民
中央和地方行政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管理
中央和地方的货币发行权
回避制
中华与朝贡—理念和秩序
移民与广域经济圈的形成
海外移民的历史
移民和移民中介机关
移民的原因和结果
小结：中国与日本
第四章　区域经济中的白银流通与世界经济——16～19世纪的东亚
区域研究与世界史
白银流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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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贸易和琉球网络
琉球—马尼拉关系
结论：从外围看朝贡贸易体系
附录　琉球和爪哇
第六章　交涉时代的海洋亚洲和通商口岸网络——朝贡与条约，1800～1900年
国家与海洋
海洋地带的形成
朝贡贸易区域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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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之间关系的扩展
藩属国家和条约：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署
朝鲜对清朝的抱怨
北方商业的扩展
中国海关向朝鲜的扩张
朝中关系的摩擦与朝鲜海关——独立国还是藩属国？
外国顾问及贷款问题
朝鲜海关章程与税则
结论：朝鲜与美、法、英、俄、日等国的条约
第七章　中国的外贸金融——白银、鸦片及世界市场整合：19世纪20～50年代
银价上涨和白银外流
多边贸易结算中的汇兑
贸易结构变化和“易货贸易”的出现
小　结
第八章　交错的印度网络和华人网络——本国汇款体系的比较研究
导言　移民问题和现代世界
一　移民研究的新课题
二　移民和本国汇款视角的印度裔与华裔的比较
三　网络及其原理
四　交叉网络的历史发展
五　本国汇款与金融网络
六　网络交错的各种类型和相互关系
结语——非制度性网络的活跃
第九章　上海的海外金融网络——19世纪末的朝鲜、中国与日本
清朝对朝鲜影响的扩大与广东商人
中朝贸易中的大米和黄金
清国商人的商业优势
日商和华商：金融实力之比较
山西票号在东亚的网络
山西票号仁川出张所
山西票号神户分行和东京出张所的设立
上海—仁川—神户间的三角金融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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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关于中国、东亚和全球经济的新视角滨下武志在关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中是首屈一指的
亚洲史专家，他为开创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的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有关“
历史解释”的方法，犹如投入池塘中的石子，已在日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这个方法
的中心是重新诠释从16世纪至今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滨下的研究首先是在东亚区域
秩序的背景中，继而是在欧洲一美洲一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
而这个世界市场的框架是经过长期的孕育而形成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滨下就加入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团队，这个团队从那个时候起就质疑关于16～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历史
研究的主导范式。他们的老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前的主流理论——强调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停滞
——提出挑战的历史学家。他们反思了亚洲的战争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和日本的灾难性破坏，认为
这样一个关于“停滞的中国和亚洲”的历史解释为日本侵略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其他地区发动战争
提供了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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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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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从长时段的历史出发，以中国为中心重新诠释亚洲和
世界经济。汇聚滨下武志亚洲贸易的主要研究成果，英文版雕琢十年出版。经济史学家王玉茹教授领
衔翻译，滨下武志亲自审定中文译稿。滨下武志，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他开创了一个中国、
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
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在欧洲美洲亚
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这个经过长期的孕育而形成的框架，有助
于理解世界市场的状态。他的研究已在日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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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一样的认识，不错
2、打破了“停滞的亚洲”的观念，让侵略中国的理由与前提发生动摇，同时也让中国人更全面客观
的认识中国，
3、还好，比较客观
4、以朝贡体系的视角分析近代中国东亚与全球的经济关系和发展.
5、滨下武志教授的作品。经济史研究的大作
6、以白银本位下的朝贡体系作为考察近代东亚经济史的“题眼”，动摇了以“冲突-反应模式”为代
表的西方中心论，将作为“区域”的东亚及中国放置在世界经贸流动这一更大的框架下。这使得我们
更为重视朝贡体系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及变化，并将西方资本作为一种变量引入朝贡体系之中，还
原东亚作为一个“区域”的自主性和特殊性，丰富我们审视历史的视角。阅读关键词：朝贡秩序（对
应条约）、海洋、白银、金融、网络。而问题在于：我是金融盲。
7、还没看，但觉得值得一看
8、濱下老師的簽名書，咔咔咔咔咔~
9、这本书的翻译真是丢南开的脸。。。
10、这本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提供一个独特的历史研究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历史感受！
11、一招鲜，吃遍天下哇～滨下多年都在炒同样的东西
12、书压皱了，发霉
13、前几篇基本明白，后几篇估计得看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之后再回来，大概能更多地捉摸
些门道。滨下武志说的主要是一件事情，对于近代中国的世界秩序，沟口雄三所谓的天下、生民被纳
入国家、国民其实是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过程。这种强行纳入，充分基于原有秩序的基础上。但其
实，如果这个世界秩序非常注重知识界提供的文明优势作为基础，那么滨下武志提供的视角只可能是
一个观察的侧面。天下体系、朝贡体系这个体系最大的综合性在于两方面，同时包纳文明格局和贸易
格局，同时包纳外部国际问题与内部宗族-士大夫问题。
14、亚洲与中国 好好学习一下
15、东方的布罗代尔！
16、F131.09/3811浦图 
17、滨下先生的快速入门版
18、这个水了点
19、第一章莫名其妙的，刪掉好，要不以為是研究濱下武志的研究的研究。
20、味同嚼蜡
21、严格来说这不算是我蛤的“作品”，而是经过塞尔登和顾琳裁剪后的产物，因此各种陈说旧见层
出不穷。译者不走心之处不仅在于将原始文献按白话文翻译，最要命的是译者可能连日文原文都没去
查验——又是研究生的锅蟆？
22、非常客观的书，给人一种新颖感！
23、正在看，还是有启发的。
24、难得的中国-东南亚关系方面的经典著作，很值得一读！更值得二读！
25、朝贡不朝贡，贸易不贸易。没那么容易看懂啊
26、如果没有时间读滨下武志的专著，这本书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他的思想精华了解到。
27、这本书是我看的第二本“当代中国研究译丛”，不过从书本内容来看，多少有点名实不符。因为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明朝以来的东亚圈区域经济体系和朝贡贸易，怎么也算不到当代范畴。当然，本来
买这本书也就是对其阐释的“朝贡贸易”感兴趣。

说起明以来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前也读过一些相关介绍。不过国内学者以往的对此的
评价往往是负面的：认为这是中国为了“中央帝国”的面子而死撑的一种制度，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
。大量的接待使节靡费甚多，于朝廷是一个负担，收到的贡品价值还不如给予的馈赠，白给别人占便
宜。而且正是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使得中国固步自封，发展停滞，并最终被西方迎头赶上。这种观点
，体现的是中国近代落后导致的自卑情结，从而趋向于检讨历史中犯下的错误，以此来观察历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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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视角。然而，这种视角本身就已经默认了近代史“西方先进，东方停滞”的前提，所以本质上仍然
从属于“欧洲中心论”及其主导的“冲击-反应”理论，即认为东亚近代史就是落后的亚洲诸国的国门
被欧美列强打开的过程，前者被动，后者主动，一目了然。然而，本书作者滨下武志却采取了一种不
一样的视角和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对整个区域的贸易情况考察，指出当时亚洲地区的贸易往来并非
人们想象的那么贫乏，反而是在“朝贡贸易”的范畴引领下颇为活跃，并对当时全球经济和白银流动
有着相当巨大的影响。西方殖民者初来亚洲时，也并不仅仅是用条约贸易直接取代朝贡贸易，而是一
个逐渐融合，再慢慢扩大影响的过程。其对朝贡贸易的积极评价可以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在滨下武志崭新的视角之下，我们发现，其实以往“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论述虽然总体并不算错，但
其由于自身视角所限，对亚洲经济的论述其实是武断和不足的。其反映出的是欧美历史学家所难以避
免的优越心态。然而熟知历史的人，皆知历史的演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朝贡
贸易也并非只有过，没有功。虽然对于朝廷来说可能入不敷出，但却能带动民间贸易和交流，并形成
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网络流动。虽然难免自大，但那时的中国自称世界中心也并非全无道理。作者的论
述严谨，引证考究，各类数据齐全，令人信服。其所体现的专业和细致精神令人佩服。不过，作为一
本偏学术性作品，本书的叙述较为琐碎枯燥，可读性不强。最后几章对于亚洲地区金融网络的探讨更
是需要将金融知识和历史结合起来，颇有难度。作为非专科的读者，我读起来感觉相当吃力。所以，
本书更多的还是作为一本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参考著作而存在。

不过，本书的视角除了新鲜之外，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其背后的“意图”。如果说以往对近代史的“反
思”带有的是一点自卑和信心不足，那么如今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并努力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地位进行
再审视，反映的恐怕也是随着亚洲地区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所重新树立的自信心。尤其是经济取得腾飞
的日本，更需要从以往一味趋附欧美的立场中有所摆脱，重新思考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其重提“
朝贡贸易”，并非是对中国“中央帝国”的吹捧，实质是通过考量日本在这一体系中的实际所处，重
新界定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脉络。即从一味被欧美影响而“脱亚入欧”，到实质上不断抵抗中国的“宗
主国”地位，并逐渐取而代之，自己成为朝贡体系中心的转变。从这一点上看，只能说，我们看待历
史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方法。

那么，作为中国人，这个视角到底有何用处？让我们重新缅怀一下“中央帝国”的昔日辉煌和荣光？
还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拥有昔日的地位？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两者皆有吧。不过，如果真要做到
后一点，恐怕仅仅缅怀是不够的。这个视角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应
该说，即使朝贡贸易有其积极性，但整体来说，近代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仍是不可改变的主旋律
。那么，为何亚洲内部虽然没有我们以往认为的那样“一潭死水”，却为何仍然逐渐趋于落后？朝贡
体系的维系和经济的繁荣，为何没有能够促成资产阶级和重商主义的勃兴？其与欧洲条约贸易共同作
用下产生的亚洲移民金融网络，对于今日的亚洲，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遗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恐
怕比满足于“我们也有阔绰时候”的想法更能有助于中国于未来的发展和重新崛起吧。
28、真是一本比较好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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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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