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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古代中国移民与东北亚世界的形成”研究成果。
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东亚世界的基本特点
与移民的文化传播、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南朝文化向东亚的传播、倭国与江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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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第一节　对外关系理论形成的基础中国是古代文明的发源
地之一。
研究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理论，首先就必须对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深入而准
确的把握。
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即是各部族之间融合的过程。
根据古史的记载，居于中部地区的炎帝族曾经同黄帝族在阪泉发生三次冲突，黄帝族战胜炎帝族进入
中原，然而，其结果却是黄帝族与炎帝族的融合；炎帝族和黄帝族的联合，战胜了自南方北上的九黎
族，结果是北方部族与南方部族的融合。
远古国家形成的传说，都显示出中国的特点，也就是早期国家是通过民族的融合而形成的，这个融合
过程伴随着激烈的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并不是胜利部族对失败部族的征服和奴役，而是归于融合
。
这是中国国家形成史上的一个重要传统，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周战胜殷（商），却
分封殷人，形成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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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研究古代东亚世界已经相当长时间了，最初只想研究古代中日关系史，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就
发现从中国到日本，其间不能跨过朝鲜半岛，否则就不完整。
中国学者研究中日关系史，往往不注意朝鲜；日本古代史学者则过于注意朝鲜，而没有进一步追溯到
中国。
虽然东亚是一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但是研究上却往往被割裂成几个孤立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
中朝关系、日朝关系。
实际上，这三者是联动的，难以割裂开来。
日本从大陆吸收文化最重要的通道经由朝鲜半岛，所以，日朝文化的比较和传播学研究比较容易开展
。
其间还有一个技术的问题，中国古代文明诞生早，在日本传入金属与农耕，进而形成国家的阶段，中
国已经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进入秦汉帝国时代，中国有许多技术，诸如金属冶炼锻造等，日本与之相
距甚远。
朝鲜正好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其技术文明高于日本而低于中国，日本从朝鲜半岛吸取技术要更加容
易消化吸收。
这一点，是研究中日关系史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
有许多日本古代的东西，看起来是从中国传入的，却又不太相像。
如果简单断为中国文明的传播，就难以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
这中间经过了朝鲜这一重要的环节。
中国古代文明首先传入朝鲜，出现低于中国的技术。
再传入日本。
如果把中国、朝鲜、日本的文物放在一起，整个传播演变的过程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时候。
下决心研究朝鲜古代史的缘故。
我想尝试能否将中国、朝鲜和日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我选择的第一个突破口是4至9世纪从中国、朝鲜半岛迁徙到日本的上百万移民.他们是东亚世界内部的
文明传播者。
进而结合东亚局势的演变、各国之间的互动和文化的传播，探讨东亚世界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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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的研究得到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的资助，入选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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