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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与钱国红氏的相遇可上溯到1988年。
由于笔者有缘很早就与中国历史学界有过接触，也由于笔者专攻日中关系史和近代化比较研究，自改
革开放，中国学者开始来日本以后，许多年轻学者就来到笔者研究室从事学习和研究。
钱国红氏是其中一人。
他作为南开大学吴廷廖教授指导下的博士生，因共同培养，以笔者为日方指导教授，来到早稻田大学
我的研究室待了将近三年，专心从事学位论文的写作。
最初和他就毕业论文进行谈话时，我考虑到他已经在思想史领域钻研很深，建议他就佐久间象山和魏
源进行比较研究。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一）这两个人同样生活在19世纪中期，活跃于东亚
近代化的初级阶段；（二）两人同样对两国以后的思想给予了很大的影响；（三）两人同样在最初接
受过儒家教养，但后来开始关注欧美文明，并强烈主张接受外来文明的影响；（四）魏源的《海国图
志》曾被以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荫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人阅读，给他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五）尽管
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以后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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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作者只身一人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提出了中国
西南民俗与日本固有民俗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共同性的观点。
作者大胆的结论吸引了我，并使我产生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和日本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的愿望。
我一改钻研戏剧史的学习方向，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日语起源与中国江南的关系”，开始涉足
中日比较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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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国红，1960年生，湖南隆回人。
日本大妻女子大学比较文化学部教授。
曾求学于广州外语学院、南开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文部省直属机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哈佛
大学。
先后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于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获PH.D学位。
主要致力于中日两国世界意识和东亚意识的生成与转变、非西洋国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等方面研
究。
曾在中日两国出版有《亚洲近代思想的先驱——魏源和佐久问象山》、《日本和中国的“西洋”发现
——十九世纪中日知识分子世界像的形成》等专著。
另出版有合著《日本的近代化》、《日中两国的传统与近代化》、《亚洲的自我认同》、《面向全球
历史》、《岩仓使节团的再发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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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一、大航海时代与东西势力的交替什么是世界？
历史上不论大洋东西，人们都习惯把自己视野所及当作世界，习惯把自己文明所达到的范围当作世界
。
古代中国有人认为天、地、人三者形成世界，认为历史的兴衰依赖天时、地利、人和的奇妙合力得以
实现，世界的转变根据天、地、人的共同作业而得以完成。
不过，今天我们却认为世界的主体不是天，也不是地，而是梦想发现未知世界的人。
而无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才是推动人们发现新世界的真正动力。
15世纪的前半期(1405-1433年)明朝武将郑和前后7次乘船到达东南亚、印度西南岸、波斯湾、阿拉伯及
非洲东岸，实现了广为人知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率领船员二万数千人，分乘60余艘大型帆船，以大型编队向西方挺进的壮举，不仅促进了南海各
国对明朝的朝贡，活跃了南海贸易，也通过人的往来和物品的交换，扩大了中国人观察外部世界的眼
界。
郑和船队中的一些人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经验和见闻，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资料。
最有代表性的记录是具有三次同行经历的翻译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南京人巩珍撰写的《西洋番
国志》、苏州昆山人费信撰写的《星槎胜览》。
这些记录今天已成为我们追述当时情景的最佳凭证。
他们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印度洋、阿拉伯海等国家的风俗、地理、人品、物产的记述，既传达了自己
最初的世界体验，也披露了他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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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任教的大学课堂上，常常有学生问我为什么要进行中日比较研究。
这时候，我的回答往往是搪塞了事，并不触及太深。
因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提问。
仔细想一想，我走上中日比较研究之路既可说纯属偶然，也可说与20多年前中国社会的状况以及我个
人的现实遭遇相关甚大。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日语，由于上大学之前在某地剧团工作过5年之久，因此在大学
的最初几年我为自己设计的专业方向，并不是单纯学习日语或研究日本。
那时，对我来说，掌握外语只是为将来钻研戏剧理论或戏剧史打好基础。
但进入大学四年级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的一本日文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这是一本由日本著名人类文化学家鸟居龙藏撰写的题名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带纪行》的书籍，这本书
详细介绍了作者只身一人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提出了中国西南民俗与
日本固有民俗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共同性的观点。
作者大胆的结论吸引了我，并使我产生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和日本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的愿望。
我一改钻研戏剧史的学习方向，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日语起源与中国江南的关系”，开始涉足
中日比较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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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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