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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亚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其历史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罗兹·墨菲师从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及历史学家赖肖尔，研究东亚历史多年，认为东亚历史是世
界历史中极具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人类普遍问题和现代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答案。
他根据四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撰写了《东亚史》，对东亚地区几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历程以及
各地区间的互动作了非常全面、详尽的记述。
通过这本书可以很全面的了解东亚地区从古至今的历史进程。

　　《东亚史（插图第4版）》主要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以介绍东亚地区的共同基础与地区差异为开章，以占全书一半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西方人到达
亚洲之前的的东亚历史，其中中国古代历史因其保留了大量文字记载与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巨大而广泛
的影响而占据了主要篇幅。
第二部分记述了西方人到达亚洲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东亚各国历史，通过作者的文字，我们
可以看到东亚各国面对后来居上的西方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所持的不同态度。
第三部分以中日战争为主线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东亚。
最后一部分对二战之后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主要地区的发展作了详细介绍。
在整体上四部分又紧密相关，前后贯通，使东亚地区的历史以完整、鲜活之姿展现于我们眼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亚史>>

作者简介

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是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专家，出生于费城，195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64年任密歇根大学教授，担任密歇根亚洲研究计划负责人多年，此前曾经在华盛顿大学任教，也曾
任台湾大学和东京大学客座教授。
从1954年到1956年，他是驻亚洲外交官联合会主席。
1974年获得密歇根大学突出贡献奖。
作为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罗兹?墨菲曾担任《亚洲研究杂志》，《密歇根中国研究报》以及亚洲研究
协会主办的《专论》等刊物的编辑。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学会理事都接纳他为会员。
著有《上海：进入现代中国的钥匙》（1953)、《地理学入门》（1978，第4版）、《地理学的研究范
围》（1982，第3版）、《条约口岸与中国的现代化》（1970）、《中国出迎西方：条约口岸》（1975
）等。
其中《外来者：西方人在印度和中国》（1977）一书赢得了密歇根大学出版社的年度最佳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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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7 地区差异 中华帝国所拥有的庞大财富、众多人口和先进技术形成了一种强大的
力量，推动中国人将统治地域扩张到周边地区。
这片新领域和中国本部（西藏高原和新疆沙漠以东，干旱的蒙古和干冷的东北以南）一样大，但仍然
还在东亚由高山、沙漠形成的分界线之内。
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是属于其他蒙古人种的人口（西藏人，蒙古人，满洲人，但不包括新疆的突厥人）
，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与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
除了少数低地，青藏高原大部分地方的海拔都很高，气候又干又冷。
这些都不利于发展农业。
一直以来，青藏高原经济主要依赖以游牧的方式饲养牦牛（一种体大毛长、能耐饥寒、很适合当地恶
劣条件的动物）。
西藏的文化主流是喇嘛教。
在西藏，过半的成年男性人口是寺庙中的僧侣。
西藏被划入中国版图的时间相对比较迟，大约是在18世纪清朝统治时期。
 中国人管辖新疆要早得多，大约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时期。
这一方面是要保护从中国出发穿越新疆的贸易路线（包括著名的“丝绸之路”），另一方面是要防止
游牧部落袭击边境汉人聚居地。
公元9世纪之前，居住在新疆的主要是皮肤较白的印欧人。
其中，部分人是游牧民，其他的是居住在稀疏的绿洲的农民。
之后，这两部分人逐渐被几乎遍布中亚的突厥人取代。
成为新疆地区新主人的突厥人可能来自远东地区。
他们从公元10世纪开始就占据了中亚，主要从事绵羊、山羊的放牧和绿洲农业。
1950年以后，汉族官员和移民占到了新疆人口的近一半，政府还在新疆建立了主要的工业部门。
蒙古有典型的干草原，在大部分地区，由于太干燥，不适合发展永久性农业。
但是，其降雨量却能满足牧草生长的需求，因为蒙古的牧草扎根很深，能够挨过漫长的干旱期。
牧草支撑了以绵羊、山羊和杂交羊放牧为主的蒙古经济。
这些动物能够抵御酷冷的冬季和干热的夏季，并且能把四散分布的干硬的牧草转化成羊肉、羊奶、羊
毛和羊皮。
这些不但是蒙古人的食物来源，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御寒的衣物和居所（即“蒙古包”，一种以羊皮覆
顶的圆顶帐篷）。
 早在中华帝国初期，蒙古就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
那时候，汉族农业移民已经扩展到干旱荒芜的北部边境地区，极易受到草原游牧部落的袭击。
长城最早只是一连串的城墙，建造长城的目的在于阻挡游牧民的袭击。
虽然长城从来没有能挡住袭击，但它至今仍然是南北两个地区大致的分界线：长城以南地区，降水量
平均来看足以供应农业耕作之需，无需太多的人工灌溉；长城以北地区，气候干旱、土地贫瘠，不太
适合发展农业生产。
这条分界线（或分界带）随气候的波动而变动。
两地人民也有互动，但毫无疑问，在人们的头脑中，确实有一条隔开两个不同世界的草原分界线。
在12世纪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蒙古人的身份才开始明晰，但他们的祖先（使用不一样的部落名称）在
使用军事战术对抗规模大得多的汉人军队方面同样很出色。
汉人军队竭力阻止蒙古人祖先的攻击，甚至很不明智地深入草原腹地。
结果，他们的军队和粮秣补给线受到了高度机动的游牧骑兵的致命打击。
 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统治之下，蒙古部落联盟最后征服了中国内地和其余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
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只延续了不到一个世纪，此后很快就衰落了。
随着本世纪中国的崛起，汉人农业移民蜂拥而入内蒙古，使得汉人与蒙古人的比例达到了20∶1，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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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消逝。
外蒙古如今是一个独立国家，蒙古国位于戈壁滩和鄂尔多斯荒漠以北，国家经济的主体仍然是放牧农
业，也有一些商业和小工业。
内蒙古则是中国领土，商业化和工业化进程得到了更快地推进；深井和动力泵构成的灌溉体系使定居
农业和商业牧场取代了游牧经济；通过铁路和公路，内蒙古与中国内地大市场联系在一起。
 东北是中国人垦殖的最后一个外围地区。
1900年，东北人口首次达到100万。
此后，华北移民大量涌入，东北人口急剧增长。
辽河流域南端温暖而湿润，适合发展农业，最早居住着通古斯语族的部落。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汉人占据了这个地方，使之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
在东北其他地方，居住着来自西伯利亚和东北亚的非汉族人口、渔猎—采集部落和游牧民。
公元16世纪，这些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了满族，接着征服了关内，建立了清王朝，从1644年到1911年统
治着大中国。
19世纪末清王朝的统治开始崩溃，华北地区的贫困农民开始大量涌入。
从1900年到1940年，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涌入关外。
这些数量庞大的移民成为东北人口的主体。
先是在1905年（事实上）至1945年日本统治时期，然后是在重新作为中国一部分时期，东北以其丰富
的矿产资源，发展成为东亚首要的重工业基地（至今仍然如此）。
同时，东北还建立了高产的、商业性的农业体系；其产品先是供应日本，然后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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