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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题为“近代之挫折”，这一标题具有双重内涵。
首先，本书的研究领域是东亚社会的日本、朝鲜和中国，诚如本书所阐述的，东亚社会的近代化确实
充满了无数的苦斗与挫折、痛苦与不安。
也就是说，“近代之挫折”正是一个根本的事实。
不仅如此，伴随着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可以说东亚社会如今也依然不断地演绎着这一挫折与不安
。
不过，全球化所带来的地域性意识与多样化选择的要求，尤其是21世纪的“和平崛起”的中国模式，
也将会令“挫折”这一概念的判定基准发生一定的动摇。
 　　其次，“近代之挫折”这一标题可谓摒弃了“最早地”或者“成功地”这样的传统话语，指出东
亚社会的近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挫折。
正如本书序言所指出的，东方的近代化一开始就陷入了“和魂洋才”、“东道西器”、“中体西用”
这种东西二元对立的陷阱。
这样的一个陷阱，不仅对于近代东方人的西方理解与世界认识，同时也对东亚近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
日本主义、东方主义、大亚洲主义等一大批观念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换句话说，近代化过程中的西方认识与谋求自身文化形态转型的建构活动，皆是在东西二元对立的框
架之内进行的，由此也就欠缺了一个真正的合理性的、普遍化的逻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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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排满兴汉”与反帝国主义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分水岭，鸦片战争是伴随着英国的佞略
主义，以非人道的鸦片为借口而发动的一场卑劣的战争，英匡应该受到充分的谴责。
但是，推动那个时代历史的，并不是人道主义。
而且，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即便是批判英国的侵略主义，但是对于那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而言
，他们自认为只是提出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合理主张。
在此，欧洲的自由贸易主义与中国持续了数百年、数千年的礼的朝贡主义之间的基本体系，二者之间
就出现了一个分歧。
对于清王朝，英国以前一直采取朝贡的立场，“向天朝表恭顺，数次的朝贡奏文之中，也提到我国远
赴中国进行贸易者，均沐浴大皇帝的恩泽，受到毫无差别的公平对待”。
但是，以鸦片战争为分歧点，英国强迫清朝接受自己国家的自由贸易体系。
马克思所说的这么一段话最为恰当不过了。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匣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
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拘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
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因此，鸦片战争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一环与反对它的抵抗。
　　中国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中华思想君临天下。
中国文化常常抱有一种自负，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
它是日本的尊皇攘夷、朝鲜的卫正斥邪思想的源泉。
不过，中华思想的着重点不在于尊皇攘夷所强调的天皇血统、与之相关的民族，也不在于维护李氏朝
鲜的国家这一观念，它存在于创立思想的一种文化结构中。
可以说，正是在中华思想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中国人才觉悟到应该自主地去维护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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