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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第1辑）》

内容概要

《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第1辑)》主要内容：中国古代书院自唐代以来，发展了一千多年，其办学理念
成为现代教育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书院精神具有着持久的影响力。古代书院通过现代转化促进了现
代教育的发展；现代教育也只有充分利用和吸收古代书院精神才能得以更好地发展。

Page 2



《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第1辑）》

书籍目录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关系的异同——兼论王氏高丽并非高句丽的继承者古代书院
与现代教育鉴真对日本佛教事业的贡献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论明末清初东亚西学对应与形成特点16
～18世纪中国历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清帝东巡孝祭文化轨迹述论清代科举中的矛盾性现象及其分析中
国学者关于清代中朝边界问题的研究  近代中日韩开港研究述评日本“大陆政策”与“甲午战争”  从
“亚洲一体”到“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侵略理论的演变研究从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看东北亚民族认
同与和谐的实现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经济进程的评价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对美外交策略实施的原
因20世纪初俄日美三国对中国东北侵掠的考察民国时期中国东北朝鲜移民的生存状态研究浅析伪满政
府的《关于辅导及保护工人管理之件》  未来中日关系发展走向分析对建立长期稳定友好中日关系的
建议  东亚安全与中日韩合作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人的朝鲜观从贺川家的医业传承看日本的养子继承传
统平田笃胤与国学神道思想的拓展战后与占领的现代意味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演变轨迹日本经济外交
的经验教训三维棱镜下的美日同盟安倍内阁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  日本东京所藏近代中日关系史档案
韩国自主国防政策推进及其障碍因素  探索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地区和平与稳定——挑战与机遇琉球
古国海洋文化的历史特色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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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第1辑）》

章节摘录

二、近代中日韩开港研究的内容、方法与意义（一）开港研究的内容与重点开港研究的内容至少应该
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中日韩开港的国际契机：探讨鸦片战争前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背景、对外贸易状
况、英法美俄荷等国对该地区的冲击以及中日韩三国面临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挑战与机遇。2.
中日韩开港的艰难历程：考察在外来压力下中日韩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开港过程与方式，比较各国所
签条约对开港内容规定之异同。3.中日韩通商口岸制度：比较中日韩通商口岸制度的异同，侧重探析
这种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历史影响。4.中日韩开港与现代化建设：考察开港给中日韩经济、文化生活带
来的变化，研究开港城市早期现代化建设状况。5.中日韩开港的结果与影响：探讨中日韩在开港过程
中的得失成败，分析开港产生的不同结果和对各国前途命运的深远影响。研究的重点应该是：1.分析
东北亚地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后环节的历史、国情、对外方针、地理环境等因素。2.考察列
强对华与对日方针的联系和区别；思考英美两国分别打开中国和日本国门，而日本打开朝鲜国门的历
史原因。3.探析中日韩不同的开港模式。4.研究开港在中日韩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开港后发展道路的殊
途与交错。5.评价有关理论与观点，梳理和辨析历史名词概念（如：开国、开港、开化、近代化、现
代化等）。（二）开港研究的方法首先，应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实证史学为基本研究方法，对
中日韩开港问题加以考察、分析。第一，实证史学强调以史实为依据的学理，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
发展；第二，实证史学主张对事实进行验证和确认，有利于探究历史的真相；第三，有助于发展中国
的实证史学。“论从史出”，应该成为中国实证史学的基本学术表述方式。其次，近代中日韩开港问
题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可以考虑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对近代东北亚开港与现代化问题进行时间系
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比较和空间系列上的同一阶段上的横向比较，探讨中日韩三国在面临列强冲击
时所采取的不同对外政策和国门打开后走向各自不同发展道路的深层原因。另外，还可以结合全球化
与现代化理论，以及马克思有关“殖民主义两重性”的理论来展开论述，以使研究内容更为充实，结
论更有说服力，研究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三）开港研究的意义在近代东北亚地区，并非只有中国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洋文明相遇而产生的锁国还包含日本和韩国。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中
日韩三国纷纷开港，但是，开港的时间和方式各有不同。从时间顺序来看，中国最早，日本次之，韩
国最后；从方式看，三国均是在外来冲击和压力下被动地打开国门，结束锁国时代。而从冲击对象来
看，中国与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发生军事冲突战败后率先开埠，日本则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冲击
下开港，韩国却是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打开国门。从结果看，中国虽然最先开国，却长期在半封
建、半殖民地道路上徘徊；日本通过维新变革后来居上，很快步入资本主义国家行列；韩国则被纳入
日本势力范围并最终沦为日本殖民地。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地区有代表性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着相
互交往的密切关系。首先，三国同处东北亚地区，文化背景相似，为了应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基督教文
化的冲击均实行过海禁（锁国）政策，对此课题进行横向的共时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
义。其次，考察三国近代开港的历史契机、社会背景、曲折历程可以管窥东北亚早期现代化的发展端
倪。具体而言，通过纵向的历时性研究，能够廓清三国在外来冲击下的对外交涉方针和手段、内外矛
盾的演进、开港进程以及对近代东北亚的历史影响等实际状况。另外，通过开港研究来把握中日韩现
代化启动期的诸种社会实况和政治斗争的发展脉络，能够达到将转型时期的近代东北亚历史进程具体
化、实证化的目的。总之，中日韩三国面对外来挑战时采取何种应对方式（开港方式），外来冲击的
力度与对象有何差异，开港有哪些经验教训，开港后的发展道路为何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开港研究或可能为上述问题找到些许答案和提供有益的参考。中日韩三国在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上，
起步时的处境极为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可谓“同途殊归”。开港研究理应通过考察开港的历史契
机、曲折历程，以廓清近代中日韩的外交策略、内外矛盾演进、互动与影响等脉络；审视东北亚早期
现代化的发展端倪，进而将转型时期的历史进程具体化、实证化。开港研究在东北亚地区史研究中具
有重要学术价值，亦可为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坚持改革开放方针提供某种借鉴和参考。总之，有
关中日韩开港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近年来在注重对经济、文化生活等实证性考察的同时；也
开始从全球化（区域化）的视角探讨近代东北亚的政治经济转型及现代化发展状况。因此，对中日韩
开港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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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第1辑）》

编辑推荐

《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第1辑)》内容包括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关系的异同——兼
论王氏高丽并非高句丽的继承者；古代书院与现代教育；鉴真对日本佛教事业的贡献；长崎贸易中的
唐通事；论明末清初东亚西学对应与形成特点；16－18世纪中国历法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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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过多地集中于日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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