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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知行，是在日本、中国和世界的共时性三维环境条件约束下，历时
性地调整变化的。鉴此，本项目研究的宏观视角和路径设计重点把握了以下诸点：第一
，近代以前、特别是近代前夜日本传统的、具有普遍性的中国观如何，它给近代以后的
日本留下了什么基础性“遗产”；第二，近代以来日本如何认识世界，形成了怎样的世
界观和亚洲观？如何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开始以欧美等近代以前不甚重视的“他者”
为参照对象，重新评估中国；第三，世界形势的变化，大国的全球战略及其远东政策，
中国对外政策的应对等，与日本的中国知行是怎样的互动关系；第四，基于对世界、中
国和日本三者间的比较，日本在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同时，其中国认知、态度和行
动选择，在相对“静态”的时空交叉“点”上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在“动态”发展的“
线”上又展现了怎样的轨迹和本质性规律。本项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观点和方法，参考国际关系学、社会心理学等有关知识，借鉴国内外先行研究成果
，系统研究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的中国知行，力求在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实证考察
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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