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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从国门打开到甲午战争前西学传人中日之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
，考察和比较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应接新的西学东渐之不同状况及西学在两国的不同面貌，追溯彼此发
生落差的缘由。
作者认为：两国在国门打开之前，西学积淀有深浅之别，政界学界对待西学的态度也很不相同，这成
为近代两国西学出现巨大落差的历史渊源。
自两国相继打开国门到日本展开明治维新，由于彼此对外危机感有强弱之异、走向世界有快慢之分，
导致西学传入之不同格局的形成。
而在日本发生明治维新之后，中日对待西学的指导思想、国家政权与西学相关的举措、社会矛盾与西
学的关联度等都有很大差异，致使当时两国西学的广度与深度、传播面与吸收西学的成效都相去甚远
，这成为两国近代化进程拉开距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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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军，湖北汉阳人，1958年6月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下乡，在湖北省孝昌县农村担任民办教师，1978年3月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此后
一直在武汉大学学习、工作，其间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并
先后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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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中日两国在19世纪40、50年代先后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都曾面临
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但相隔不到半个世纪，两国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况——中国在半殖民地的苦
海中越陷越深，而日本却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新崛起的角色，加入到压迫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
列强之中。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宣告了这种反差强烈的格局正式形成。
　　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一直是学界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原因作了
许多探讨和研究，其中，两国吸收近代西学的差异及其深远影响，引发了很多思考和议论。
　　西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都是从16世纪前半期随着早期西方殖民势力东来而开始发生的。
就其历程来看，在19世纪之前，西学在中日的传播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都受到西方殖民扩
张的推动，与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中日两国都由此接触到西方近代初期的自然科学、
宗教和一些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且都由于西方教会势力的活动危及统治秩序，导致日、中统治者先
后取缔教会的传教活动，并最终殃及宗教之外的西学传播。
当然，中日之间也有差异：由于中国一直是西方势力在远东扩张的重点目标，相应地，在传教及其他
西学的传播方面，中国也就成为最主要的对象，进而成为东亚地区西学的中心；而日本从1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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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以“以体察人、以衣取人、以食观人、以动识人、以言揣人、
以习辨人、以心品人、以行知人、以事明人”为枝干，还配有大量实用的心理测试，使内容与结构做
到了重点突出、分类明确、知识点清晰。
所以，读者翻看之时必有开卷有益、俯拾皆金的感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