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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要内容简介：每年9月末，是中国留学生在广岛大学研究生
院完成学业将回国的时期。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很多留学生完成硕士研究生课程后已经回国。
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将继续博士研究生课程。到了10月份，又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新留学生在此入学。近
年来，广岛大学接收了很多外国留学生，其中最多的就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广岛大学的校园和研
究室里，大家当然用汉语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是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而最近日本政治的变化更
进一步在加强这方面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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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近代中日在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化上的互动清末四川留日学生研究——以日本法政
大学川籍留学生为中心熊希龄内阁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与日本人的中国立宪国家论中国民众抗议
“二十一条”运动的走向及原因近代中日史家中国观异同试论——以刘咸圻与稻叶君山为中心的考
察1926年访日实业视察团与“中日亲善”——以虞洽卿的言行为中心1920年代初期东亚国际秩序与中
国留日学生——以施存统为中心济南事件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日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根据
地的时间与象征近代中国及四川地域政治、社会、思想、教育、经济的状况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
的清季切音字运动晚清知识分子关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分歧与争论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
僧俗纠纷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富足与贫困?——民国时期
成都平原佃农生活1949年建国前夕四川省的战时征发及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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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20年代初期既是中国显示其国际地位相对上升的可能性的时期，同时也是中日冲突不断开始
激化的时代。但虽然存在着这种对立的影响，文化的交流却一直在持续，本稿所考察的施存统即为其
中的一个例子。通过留学而形成的，当时施存统的思想特征是以赴日为契机而深化的民族意识为基础
，强调把劳农独裁论作为中国工业化即促进生产力增加的手段。但是其思想的最大特点还应该是，他
并非只是片面追求生产力的增加，而是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到自由的路”的第一步这一点①，虽
然施存统拥有生产力可以创造理想社会这一朴素的经济还原论思想，但对他而言归根结底是如何扬弃
人榨取人、人支配人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过程中虽有试行错误，但施存统对于从事变革运
动的集团不是一直力求保障个人的自律性吗？至少1940年代作为施存统之中间派理论的前提，他一直
强调保持具备批判精神的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而将咱由主义者施存统的政治思想的起点定为东京
时代也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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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与日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巴蜀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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