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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具有地方性、区域性和世界性的特征，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这些特征是一个极为重要但同
时又十分困难的课题。
长久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有很多研究成果已经问世。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根据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做的个别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的地方性、
区域性、世界性多方面要素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则几乎没有。
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历史研究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史研究领域，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历
史研究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历史与现代的沟通和交流还不尽如人意。
这不但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如何理解全球化的问题，尤其是如何选
择研究资料的问题。
在连接历史和现代的时空隧道中，如果从历史的视角看，历史研究可能更加靠近现代。
本书的各章节都是以当时长时段的资料为基础，按照长期发展的历史脉络组织起来的。
换言之，本书选取的是对长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研究的一部分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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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可谓汇聚了滨下武志教授亚洲贸易方面的主要成果，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许多关
键性的问题，包括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
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等。
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
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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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日］滨下武志
    他是著名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
    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教授
    在国际学界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主持了多个重要的国际学术合作研究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
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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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关于中国、东亚和全球经济的新视角滨下武志在关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中是首屈一指的
亚洲史专家，他为开创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的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有关“历史解释”的方法，犹如投入池塘中的石子，已在日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
。
这个方法的中心是重新诠释从16世纪至今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
滨下的研究首先是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是在欧洲一美洲一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
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而这个世界市场的框架是经过长期的孕育而形成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东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滨下就加入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团队，这个团队从那个
时候起就质疑关于16～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历史研究的主导范式。
他们的老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前的主流理论——强调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停滞——提出挑战的历
史学家。
他们反思了亚洲的战争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和日本的灾难性破坏，认为这样一个关于“停滞的中国
和亚洲”的历史解释为日本侵略中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其他地区发动战争提供了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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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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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从长时段的历史出发，以中国为中心重新诠释亚洲和
世界经济。
汇聚滨下武志亚洲贸易的主要研究成果，英文版雕琢十年出版。
经济史学家王玉茹教授领衔翻译，滨下武志亲自审定中文译稿。
滨下武志，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他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
界经济的演化关系，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在欧洲美洲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
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
这个经过长期的孕育而形成的框架，有助于理解世界市场的状态。
他的研究已在日本、中国和国际学术界激起层层涟漪。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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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