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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是我从事明史研究20多年以来孜孜不倦探索的领域，本书是近些年来本人努
力耙梳史料，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若干研究成果。

明代处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与两个重要的历史性开端相联系，一是中国传统
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一是世界一体化，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换言之，明代近300年的历史，处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关节点上：从中国自身来看，是中国
从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初始阶段；从世界来看，也是世界自古代走向近代的初始阶段，这是巧合
，还是必然?如何加以梳理和认识，是摆在我们明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有明一代中外关系历史的探讨，
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
。
它的发展变化，不仅与中国古代史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世界历史发展紧密相连。
推动明代中外关系发展的，是当时人们对于世界认识的不断进步，是中外民族在区域乃至世界历史发
展过程中的不断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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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明，女，1953年生于北京。
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曾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进修一学年。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明史研究室主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故宫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并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
会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副会长、郑和研究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明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有《明太祖本传》、《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
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主编，第一作者）、《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何芳川合作）等鑫部专著，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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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明代中外关系的开端
　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重新审视
　明太祖外交诏令考略
　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
 　——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
　明初中外关系考论
　 ——以明太祖外交诏令的考察为中心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
　 ——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
　 ——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
　明初“贡市”新证
　 ——以《敬止录》引《皇明永乐志》佚文外国物品清单为中心
　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以明初中外物产交流为中心
 明代中外关系的第一个高潮：郑和下西洋释“西洋”
 　——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
　知识视野中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郑和与满刺加
　 ——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
　从“西域”到“西洋”
　 ——郑和远航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转折
　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
　马欢《瀛涯胜览》源流考
　 ——以五种明钞本为中心的考察
　明钞本《瀛涯胜览》与郑和宝船尺度
　明内府杂剧《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探析
　 ——兼及明代人的下西洋理念
　显应宫“巡海大臣”为郑和考
　明代郑和的塑像
　 ——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彩塑再探
附录
　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
　历史之弦也可以这样拨响
　 ——美国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中译本代序
　郑和下西洋研究又有重大发现
　 ——《瀛涯胜览》两卷本
　郑和下西洋：永恒的辉煌
　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
明代中外关系的第二个高潮：中国与世界
　“契丹”即中国的证实
　 ——利玛窦与鄂本笃的贡献
　西方跨越世界屋脊入藏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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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安德拉德葡文书信为中心的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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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重新审视一 引言这里拟从中外关系的视角来讨论“明代初年
的东亚关系”。
今天我们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经常谈到东亚区域的一体化，东亚合作及其特点等，其实在研究这个问
题的时候很有必要追本溯源，看一下历史上这个区域的国际关系。
首先，在概念上需要有一个界定，也就是从时间和空间上的界定。
在时间上，这里所说的明代初年，是从14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前半叶大约一个世纪的历史时间段。
这个时间段可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明一代有将近300年的漫长历史，而明王朝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从
这一时间段开始奠定的，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相当深远。
在空间上，一般而言，东亚的范围是指东北亚。
这里所说的“东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范围包括今天所谓的东北亚和东南亚。
这一划分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认识：从历史上看，我们采用明代初年人们认识的“东洋”概
念，即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地理概念上的东北亚和东南亚这样两个大的区域，主要是指当时的明代和
日本群岛、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从现实角度解释的话，所指的就是今天所说的东盟“10+3”的关系，即在历史上这样的一个区域内的
国际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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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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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