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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内容概要

日韩越三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完全在中国文化的笼罩之下，不仅使用汉文，采用中国的典章
制度，其学术思想和宗教风俗，莫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者最早提出“中国文化圈”的概念，这是中外学者过去未曾从事过的研究工作，若有之，也仅限于
中国文化对某一国交流或影响而已。
本书根据中日韩越各国的原始文献，条分缕析，广征博引，综合系统地研究，具体而清晰地呈现出“
中国文化圈”在东亚地区的全貌。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一书，实为研究“中国文化圈”的开山之作：资料极其丰博，网罗中国
、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绝大多数原始汉文文献——这些史料价值无法估量，堪称一部研究“中国文
化圈”的学术指南和资料索引；论域相当广阔，涵盖中国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在学术、思想、政
治、产业、风俗、宗教方面的深远影响，这种全面、客观、综合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出于其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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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作者简介

朱云影（1904—1995），字孔泽，江西浮梁县儒林乡人。曾参加国民党革命军北伐，后就读日本京都
帝国大学，专攻东洋史及亚洲史。1946年去台湾之后，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学系教授及首任历史学
系主任。主要著有《日本必败论》《日本漫话》《人类性生活史》《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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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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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精彩短评

1、还没看，不过老师推荐的应该错不了
2、越南的情况我不清楚 中日韩面对老美这个暴发户都爱摆出“老子先前也曾阔过”的嘴脸 这种影响
算不上好事吧
3、国学大师，严谨宏大！
4、内容是我想要的，但是书封面好像被什么咯过，破了洞啊，而且里面的书页也有印子，好伤心⋯
⋯
5、很想了解一下周边几个大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态度。
6、详细全面。其实买来是为了ko棒子的，认识一个天天偷你国家文化的老鼠真是难受，忍无可忍做
了个ppt⋯⋯感谢这本书，翔实的资料很有用~
7、中日韩三国的古代关系是个纠结不清的问题，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8、从别人的身上看自己曾经的影子。而它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又是何其的陌生。
9、是比较正统的材料,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看一下的.
10、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对中国文化包括农工商在内的各方面对汉文化圈国家：日本、韩国、越南三
个国家的重要影响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研究，堪称汉文化圈研究的资料索引。
11、我只是选择性的看了我感兴趣的一些，我觉得此书是宏观性的一网打尽。
12、怎么还没书啊。。。什么时候来货啊！！出国留学会遇到很多文化冲击，这本书绝对要值得一看
，当棒子又说中国的XX是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轻描淡写的鄙视一句：哦？是么？
13、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前辈的著作
14、包装很好，多年来寻觅的汉字文化圈书籍，这本很适合。
15、昨天拿到书，回到寝随手翻了几下，发现122-123页、126-127页、130-131页没有印刷。
16、韓國文化部份已閱
17、对于了解中华文化圈有一定帮助
18、资料收集的很全，内容很不错，纸张也不错。
19、书磨损严重，非常不满意
20、比较概括性，资料都来自三国的汉文史料，从三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各方面都没有
深入探究和过度分析，而且些许地方判断感觉太书生气~冷静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化对三国的影响这
点很赞，相对来说比较客观。
21、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很多年轻人都不太熟悉中国的习俗,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邻国一些沿用我国文
化的东西渗透到年轻人中，就会造成误会!以为是别国的文化!这本书就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对邻国的一
些影响,误会就不会产生
22、有收藏
23、内容全面，史料丰富，不亏是大家之作。是了解汉字文化圈必看的书啊。印刷的质量也挺好，喜
欢这样的排版。
24、拓荒之作，论断多误
25、大家都认可大中华的概念，但为什么认可，原因何在，普遍缺乏了解。
26、日
27、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东亚，造福百姓。
28、此书不用我多说，值得好好阅读，里面侵透了大师的汗水。
29、内容翔实，论述严谨，对古中国朝贡体系大有帮助。
30、有点大国沙文主义,总体还不错
31、中日汉，太多的历史纠结，说不尽的恩恩怨怨，需要理性和智慧。
32、视野广阔，资料翔实，非有绝大恒心者不能为也。
33、次数挺不错的，是一部纯历史对比性书籍，对学习东亚历史很有帮助
34、好书，还没读，看起来不错，值得一睹
35、要是按照一万字一块钱来看，这书还是超值的。当然这套书的本身内容质量还是有保障的，作者
梳理了中日韩越之间的历史，给人以还算清晰的脉络，同时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这一系列书都还是
很不错的，印刷装帧都不错，选材也好。至少是物有所值的。唯一可惜的就是垃圾快递，居然把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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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撞的变了形，书页都掉了，唉，遇到过很多次了，卓越你再用心提高包装质量也抵不住快递那些人从
车上直接往下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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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精彩书评

1、断断续续的读完此书，虽则只有四百七十多页，却因为印刷字体偏小，竟然有五十万字之巨。不
过相对于横跨四国的文化史著作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初读此书，给我以强烈的感觉乃是作者所选资
料之丰，想来必然卷迭浩繁，颇为一大工程。中规中矩的三段式般的写作顺序，叫人阅读起来虽稍显
单调，到也顺心。只是从一开始就觉得该书的些许遗憾，直至掩卷时依然存在，且更为明显。那便是
对在中国文化圈影响之下的日、韩、越三国较有深度的分析与评述似显单薄。引用的资料与其后的分
析给我以缺乏比例、头重脚轻之感。尽管该书是由诸多论文辑合而成的，但倘若能多些着于分析与思
辨，想来价值将更为可观。我对本书的评价在三星与四星之间。
2、主要是中日韩越的古代史料.考据的堆积.可见作者用心良苦.简单而言.还是蛮不错的.只是可惜少有
作者出彩评述.另外.价格稍贵.
3、作者：陶学钢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2月22日《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朱云影著  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
依然有相当部分的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是元气虽极旺盛，然
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
，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时代的青年努力如何了。”(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1
版，第27页。)任公先生的这部书序言作于1923年，距今整85年，中国文化渡尽劫波，已经早不是初解
放时代了。国人已经开始谈论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我拿到朱云影先生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读后就不由得感到钦佩:恰当的热情，足够的客观，丰富的材料。王尔敏先生在荐序中说:“先业师
朱云影孔泽先生，江西浮梁人，虽生于农家而有志于学问，在乡求学不足以符其所望，于青壮之年负
笈东瀛，进修东西洋列国之史，为期八载(1929－1937)，卒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奠定深厚根基，以对
日抗战军兴，返国献身于教育，以培训国家英才为志节，所施教与著述，皆古今中外关系之史也。其
于学界之建树声名者，即在于熟知亚洲各国史志之书而立说有本也。”《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的客观建立在材料使用和论证的基础上，朱先生反对预设文化价值高下的前提，而是注重利用这三个
国家的原始文献，史书、善本多有索引，从学术、思想、政治、产业、风俗、宗教六个大的领域分别
加以细化的梳理，详细论述了是如何影响的，逐字逐句阅读可能略显吃力，如果前后左右几编穿插阅
读，可能会觉得灵动而兴致盎然。为学的热情是著书立说的源动力，过强过弱都将有害学术。朱云影
先生的上述经历已经能够表明他治学的热情，不仅如此，他在台湾师范学院讲学期间，几经改易，《
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底本大约于1970年代已经完整具备，“当时曾有许多书店书商以极其优厚
的利润洽请出版销售，朱师却认为将会增加学生的购书负担而断然拒绝，其淡泊名利的风格，于此可
见一般。”邱添生先生看出了朱先生的对个人名利的淡泊，可是他对学生的热情与呵护不也异常显著
吗？对学问的热情，对学生的爱护，对学人的提携，这些东西在我们当下依然混乱的高等教育中似乎
门风剧烈，派系倾轧，铜臭遍地——学术之人文精神复兴是时候，用制度设计、人品学品或许能复苏
一二的吧，如此，学术创新与文化影响才能有精神上的旺盛源流。是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有过宏巨
而细致的影响，那是昨日的繁盛之花。想想韩国人在端午祭等方面所做的呵护和申遗吧，还能看到他
们对这种昨日影响之下融入自己民族的东西是多么珍视的，那么，我们呢？文化心理上的过度敏感和
盲目自大都是不需要的吧，理查德·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追述了美国自豪感的来源:基督教清
教徒的责任感遗存，自由主义的精神外现，惠特曼的诗人热情，杜威的实用主义，左派对国家的福利
理想⋯⋯诸多因素构筑了美国人的美国式优越。我们并不需要这种凌驾世界之上的优越意识，基督教
的拣选理说从根本上说就不适合世界文化的总体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教育家、洪堡大学创始
人威廉·洪堡说:“多样性永远是值得尊重的”更具洞见，洪堡大学与北京大学的精神联系想必不用我
再絮叨了吧，蔡元培先生游学德国期间的呆得时间最长的记忆中有两所大学:洪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由
是北京大学乃有“兼容并包之意志，学术自由之精神”，这也当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繁盛之花。附
：陶学钢=陶一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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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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