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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日本中国学家治学历程：中国学家采访录（1）》收录了10位日本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学
家关于治学经历的口述资料，并在口述资料基础上对日本的中国学发展进行了探索。
　　对当代日本著名中国学家治学经历进行研究，探讨他们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历程，分析他们关注
中国的哪些问题，受何种思潮影响，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看法等，是国外中国学
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
　　本书是首部日本中国学界重要学者有关自己治学经历的口述资料，内容相当丰富，除学者的治学
经历外，还涉及学者经历的社会背景、学者之间的交往、相互影响等，这将给学术界从各个层面了解
日本中国学家提供宝贵的资料，为更深层、更生动地探讨日本中国学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本书是一系列国外中国学家采访录的一部分，随着各国中国学家采访录的公布，学术界对国外有
关中国的研究、中国学家的观点会有深刻的了解，从而使我们了解各国的“中国观”，这对我们了解
世界和了解自己定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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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前言中国研究专家口述治学史的知识意义总论 日本学界的当代中国观第一章 站在中国立场上分
析中国——沟口雄三教授访谈录第二章 辨析处在巨大变革中的中国——毛里和子教授访谈录第三章 
构建新的中国研究方法论——加加美光行教授访谈录第四章 重视国民党左派的历史作用——山田辰雄
教授访谈录第五章 探寻新中国的外交策略——冈部达味教授访谈录第六章 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
济发展——石川滋教授访谈录第七章 解读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小岛丽逸教授访谈录第八章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宇野重昭教授访谈录第九章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分析中国——野村浩一
教授访谈录第十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日关系——西里喜行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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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川岛：你是指连续阅读归类资料吧。
以前似乎田中老师等人很喜欢连贯地阅读历史或史实的。
这样一来，清朝所发生的事件就会潜意识地存储在脑海里。
滨下（武志）老师在其学生时代，曾帮助整理过香港、上海数据库的文件，好像那一期间他一直在读
相关文件，那些已经占据了他的大脑。
　　毛里：总而言之，不能缺少这种财产，而且也不能带有随意性。
从这点上讲，我自己也知道我现今的研究模式有很大问题。
例如，不能完全、系统地阅读一部书，或由于没时间而无法就某一主题对多部著作进行比较研究。
再者，对于重要会议记录，虽然迄今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但还是把相关会议悉数纳入，而自己
也不做调研。
只看些自己主观认为重要的会议内容。
因此，我认为这其中有很大的问题。
　　川岛：没有做过跟踪研究，着眼点便会落在那些检索出来的相关资料上。
　　毛里：的确如此。
检索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呀。
　　川岛：因为在不具备这些方便的手段之前必须全部阅读。
自己在阅读中会发现各种问题，而且会在这一过程中打下基础。
但我发现，最近人们只是关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仅对单一问题进行研究，罗列出相关内容，且遗漏
了这些问题在整个轴线上的定位。
正如您所说，在教育方面，直接提出问题，要求学生阅读、多读，然后试着说出其中有意思的内容，
这种做法或许更有意义。
但现实中的做法却是大相径庭，人们首先提到的便是论文，博士论文也不例外。
　　毛里：是这样的。
最近人们非常重视研究方法及学科，早稻田大学也是如此。
例如，像统计方法一样，人们认为所谓的研究方法部分十分重要，在读硕士期间一定要掌握。
这样一来，区域研究人员首先要掌握语言；其次要完全掌握涉及当地的历史、社会等各领域的杂学，
虽然这与自己的论文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然而，由于时间所限，难以完全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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