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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内容概要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2011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复旦文史专
刊”第四种，收录了2009年6月文史研究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办的同名学术研讨会的13篇会
议论文与会场讨论记录，及葛兆光教授的序言。
历史研究以时间为序，也以空间为界。过去的历史著作常常以“世界”或“国家”为名。世界史
（world history）无所不包，论述空间的边界仿佛不是问题，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看似全面的“世界
史”，其实，常常是有圆心（撰写者位置和立场）、“远近”（距离撰写者圆心远近决定不同详略）
、“边缘”（重点论述与一般概述）的，如果没有轻重详略，便只是各个国家历史的集合，所以，还
不如强调联系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国别史（history of state）以国界为界，看起来似乎没
有问题，但是，由于国家“领土”在历史中也常常移动不居，很多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只是晚近才逐
渐确定的，因而“历史”并不乖乖地拘守在现在的“国家”（领土）内，即使“政治权力”常常与“
国家版图”重叠，但文化、宗教、经济却常常越出国界，这使得国别史的写作遇到困难。
就是在这一学术史背景下，历史学家试图重新寻找一些描述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我们要承认年鉴
学派史家布罗代尔（一译布劳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影响，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
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讨论的是十六世纪地中海周边诸国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的历史，他以“地中
海”为空间，描述了一个在种族、宗教、政治冲突与融合上异常复杂的区域历史，这部名著给历史学
界的启发之一就是，以海路交通作为纽带，把环东海周边作为彼此有关联的网络，是否也可以形成一
个新的“历史世界”？
这便是羽田正教授建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作召开一次“世界史中的东
亚海域”学术讨论会的由来。我想，羽田正教授正是因为世界史研究的兴趣，和对重写区域史的思考
，提出这一研究设想和会议主题的。我当然同意对这一设想和主题进行讨论，尽管我和羽田正教授的
学术背景、思考方向和关注重心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觉得这种差异恰恰可以呈现讨论的意义，相反
彼此相同反而淡化了交流的价值。有趣的是，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差异。日本学
者显然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像冈元司教授讨论环境，吉尾宽教授讨论季风、海流、航路，中岛
乐章教授、向正树教授讨论贸易，藤田明良教授讨论居住、移民和产业，显然来自布罗代尔的启发，
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第二部分就是讨论地中海沿岸
的经济和社会。而中国学者则不同，在这一会议上，他们更多讨论的是东亚的文化和政治（张翔、陈
波）、诸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朱莉丽）、以及社会与风俗（王振忠）。在这些微妙区别中，或许可以
看出中日学术世界的不同。当然，可能更要提到的不同，是对于区域史和国别史的认知差异。一般来
说，日本学者比较接受区域史研究的新趋向，这也许和他们兼涉亚洲的东洋史传统有关，而中国学者
却比较恪守国别史的传统，这也许和中国史本身的自足性有关。我们很有兴趣进一步探讨，究竟这种
学术取向的差异背后，深层原因是什么？当然这里不能简单评说，更不能轻易下什么结论。但很让人
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愿意接受歧见，而且也乐意彼此沟通，尽管是否真
正能够完全相互理解，也许尚需时日，不过，沟通就是理解的开端。（摘自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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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书籍目录

序
东亚海域史的实验
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环境的作用——围绕海洋的日常生活的结构
东亚海域世界史中的海洋环境
1250～1350年——开阔通畅的海
被掳人、漂流人及明代的海防军——以朝鲜史料《事大文轨》为中心
明代朝贡贸易体系的变化与重组
纷扰的海域与错杂的日本像——倭寇背景下明代人的日本认识
分别共存的海
隔离的政治体和共生的文化圈——日本近世后期的儒学官学体制化和东亚海域的交往
18世纪东亚海域国际交流中的风俗记录——兼论日、朝对盛清时代中国的重新定位及其社会反响
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新认识
（17-19世纪中叶）
跨国史视野下的东海研究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1250-1350、1500-1600、17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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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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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编辑推荐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是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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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精彩短评

1、序言可以读一下。
2、有那么几篇颇见功力，值得一读。
3、设定“东亚海域”为一个实验的场，然后如何来把握研究对象，读了很有启发
4、借用气候、海洋历史地理的路数论述出东亚海域的明末清初的世界，后半部分谈清代的中日交往
史，作为会议论文集觉得主题不够明确，不过也可见出做这段历史的不易。
5、感觉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没有说到一块去，前半部分对东亚海域的环境、地理、海流以及季风的
研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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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章节试读

1、《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的笔记-第9页

        每个人论文的论点往往过于琐碎，很难在历史研究的整体中来把握这篇论文的意义。甚至会出现
这样的情形，好不容易写出来的论文，结果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人能理解其内容。    坦率承认“
琐碎”的现状，然后想办法解决。
    细节叠加细节、结论叠加结论，无论是想建立还是想动摇一个认知，都不会容易，一条札记就可以
解决一个问题的时代似乎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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