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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13篇论文，主要从儒学角度研究“东亚”概念、韩国问题、日本问题、其中杜维明的《多元
现代性：“儒家”东亚兴起的涵义》一文认为，“儒家”东亚的兴起，表明文化传统继续在现代化过
程中起着强而有力的影响。
     《儒家思想篇》共收十三篇论文，其中直接触及“东亚”概念的思考有四篇，相关于韩国问题者有
两篇，关系到日本问题者有六篇，另一篇为儒学问题。
四篇东亚概念问题中，杜维明《多元现代性：“儒家”东亚兴起的涵义》一文，是大会的专题演讲题
目。
杜氏指出多元现代性的概念，是基于三个相互关联的论断，此即：以传统作为界定现代化过程方面起
积极作用的因素是持续存在的；非西方文明涉及现代西方的自我认识；地区的知识具有全球性意义。
“儒家”东亚的兴起，表明尽管全球趋势主要在于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但文化传统继续在现代化过
程中起着强而有力的影响，这是引人深思的课题。
《政治法制篇》共收十六篇论文，其中涉及政治文化者有十一篇，法律文化者有五篇。
从这些论文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学者们或重视文化的普遍现象，或重视文化的特殊现象；在研究方法
上，不论文化的普遍现象或特殊现象，都需要有人关怀，这样才能得到接近全貌的理解。
再者，文化的摄取，由于各地区需求不尽相同，基于主体性考量而呈现选择性。
凡此问题，这两册所收诸论文，提供了对话的平台，相信有助于了解东亚地区历史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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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帝国日本与“东亚”概念正如同我们在Fenollosa和滨田耕作这两位先驱性的案例上可以看到的，
所谓“东亚”这样的文化地域概念，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上成立的。
也就是说：虽然各种文化在“东亚”各地区里展开的多样化，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体认到他们和起源于
中国的一套文明有着地域的一体性，然后再来把握这些文化。
这一个文化史上的、文明论上一体的“东亚”，当然是一个拥有和欧洲世界不同的独自文化价值的世
界。
从欧洲的学术观点所完成的对“东亚”、日本的发现，就促成了各自范围内文化认同团体的形成。
在Fenollosa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实例。
在所谓“东亚”这个独立的世界的论述当中，形成了和欧洲对抗的性格。
这件事和另外一件事桴鼓相应。
也就是1930年代，帝国日本站在要求“旧有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应该加以重组”这样的立场上，
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论述中的“东亚”概念。
我想我们应该说：文化上的地域“东亚”概念成立的同时，他的背后是有着帝国日本的地政学概念的
“东亚”的存在。
特别是，从昭和十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这段期间（1935—1945）所成立的“东亚”，就这个
概念，学界提出了为数甚多的学术的、文化的著述。
这些著述带有强烈的论述性格。
也就是，学术界、文化界对帝国日本向全亚洲所投注的帝国主义思想的回应。
有关昭和时代日本地政学的“东亚”概念的问题，我已在别的场合有所论述。
在此，我只是想就有关帝国主义日本地政学概念下的“东亚”的哲学表现加以论述。
这个哲学表现是京都帝大内所谓西田学派的历史哲学者们和所提出的广域圈“东亚”的历史哲学的主
张。
他们把那一套在近代欧洲所形成的“普遍的世界史”贬损成为“毋宁说是欧洲人的特殊的世界史”。
而且认为：唯有把和欧洲人的特殊世界史鼎足而三的“西亚史”及“东亚史”相提并论，才能够构成
真实的历史理念下的世界史。
可以说，普遍的世界史是靠着这个特殊的世界史才被导引出来。
帝国日本广域圈“东亚”的主张，在这里获得了所谓“世界史哲学”的历史哲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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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丛书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又聚焦东亚各地
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
　　——黄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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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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