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导致了祭文本与道士科仪本之间的相互借用#最後!作者借用潘英海所讨

论的文化中介概念!诠释做社会文化史研究需要透过一定的能动主体才能看

到更加多维的世界#

总体而言!这本书
B

大部份文章都是讨论道教的仪式传统和文本问题#

管部份作品仍旧在用$大(小传统%这样的观念来看待地方道教与正统道

教之间的相互关联!背後的二元关联意识还比较浓重!尚未达到地方文化多

元互动过程的效果#但是各篇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来展示仪式文献与仪式实

践的关联!让我们看到了仪式文献研究的诸多价值#

不过!由於各方面的制约!这本书在选文方面多是侧重道教和礼生!对

香花僧等地方仪式专家的文本尚未涉及!选题面有点打折扣#此外!在诸多

道教仪式文献的研究中!科仪本?据多数!金书(法
2

(文字式等其他类型

的文本探讨得较少!还需要不断努力#

覃延佳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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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洋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研究海洋与国家之间关!是

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韩国学者曹世铉在新近出版的>

/// ?&)从天下

之海到国家之海///以海洋的视角看近代中国的形成 *'一书中提出!$/世

纪以前!清朝在东亚构建中国式世界秩序!维持比较稳定的国际关#明清

时期的海禁政策遏制了东亚地区的海洋交流!因此!在东亚海域除了海
N

之

外!几乎
+

有发生海洋纠纷#但到清末!西方列
)

瓦解传统的海禁体系!由

此!中国的近代开始了#由於清朝
W

跨近世与近代!清时期前後对海洋的认

识截然不同#近代以前海洋是开放的!基本上不存在国境以及领海概念#但

受到西方列
)

的击後!中国走向近代国家!伴随着海洋境界以及领土概念

出现变化!其过程中!国家逐渐进行了海洋领土化#本书即探讨近代以前中

国$天下之海%概念变
!

$国家之海%概念的过程!及其过程中发展形成的

东亚地区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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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分
!

六个部份#包括"引言(绪论(第一篇 $海洋秩序的重组

&$0&#1$0/& '%(第二篇$领海的诞生 &$0/'1$/$$ '%(第三篇 $围绕海

洋近代韩中关%以及结论#

本书的引言主要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研究概癋及全书?局的介绍与引

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东亚各国海洋史研究情癋介绍!?
$

明了作者写作

该书的主要目的#作者认
!

!东亚的近代是从海洋开始的!但从海洋史观点

探讨东亚近代的论著?不多!尤其是在韩国!目前有关海洋史研究的专著不

多!特
0

是关於中国的海洋史研究还在起步的阶段#韩国的海洋史研究大概

从$//#年开始兴起!主要是从扩大韩国史研究领域的意图出发#之後!有些

大学纷纷设置海洋研究所!如海洋人文学研究所(海洋文化学研究所(海洋

城市学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致力於从海洋的角度重新解读历

史#这些海洋史研究的成果总体来
$

有几个特徵"一!海洋史属於国际关

史领域-二!以张保皋(李舜臣等特定历史人物
!

中心-三!以领土问题
!

中心#总之!韩国海洋史研究中也出现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

向较
)

的问题!直到"$世纪开始才逐渐
-

离这些现象#

日本学界的海洋史研究人员主要以日本史研究者
!

主!海洋史
!

国际关

史的一部份#$//#年代开始!日本学术界扩大东亚海洋史的研究范围!由

此流行所谓的海域史!即研究范围从东中国海扩大
!

印度洋等整个亚洲海

域#如滨下武志等人的研究
-

离以往的以国民国家
!

中心的研究方式!重视

亚洲
'

部的国际秩序以及区域经济贸易圈#作者认
!

!日本学界包括历史学

人文学科的学者当时参与了国家的新海洋大国战略#作者在书中同意葛兆光

的观点!即$日本的海域史研究反映了日本从岛国走向海洋国的国家意识形

态%#

中国学术界的海洋史研究方面!作者简单梳理了$/0#年代 $海洋史学 %

後的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动态#作者认
!

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主要是因受到西

方的击而反思(重视的#西方的击有两个方面"历史上!近代中国曾受

到西方帝国的海洋侵略-现实学术方面!受到欧美的海洋史研究成果的

击#因此!从国家主义观点出发的研究成果较多#尤其是近代海洋史研究的

领域!主要是海运史(海防史(海军史(海疆史等与政治经济有关的领域
!

主!有关海洋经济史(海洋社会史(海洋文化史(海洋生态史(海洋科学史

等领域研究成果则较少#不过整体来看!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中!海关史(近

代海防(海军史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台湾学术界的海洋史研究!最

大的特点是许多台湾学者将海洋史研究与台湾独立论以及$海洋台湾%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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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试图以此区
0

与大陆的海洋研究#

作者认
!

中(日(韩三国的海洋史研究者大部份是本国史研究者#这种

情癋貌似很正常!但是各国学者从本国的立场和利益出发解读海洋的可能性

很大!而以本国史
!

中心的历史
4

述很难保证历史
4

述的客观性#其原因!

他认
!

主要是因
!

东亚地区不是海洋主导国家!而是国家主导海洋#

绪论主要论述清代的海禁政策与海洋用词变化#其中!海洋用词变化研

究值得一提#作者认
!

海洋用词在近代前後有所变化!海洋用词变化影响当

时人的海洋概念和认识#

本书正文共有三篇#第一篇$海洋秩序的重组&$0&#1$0/& '%讲述洋务

运动前後的海洋与国家!以及万国公法#作者关注两次鸦片战
&

後中国与列

)

之间签订的条约中有关海洋的条款!即有关海运(海关(海军的条款#作

者通过这些条约条款分析近代海运业兴起的原因!以及传统的水使转变成近

代海军的发展过程#作者还探讨在清朝与外国之间的海洋纠纷中万国公法如

何起作用#

第二篇$领海的诞生&$0/'1$/$$ '%论述了清末新政前後的海洋与国家

之间的关#作者认
!

该时期是积极接受近代国际法的时期!可以称之
!

国

际法时代#作者通过中外签订的有关条约分析中国人的领海观及其变化"其

一!甲午中日战
&

後清朝与列
)

之间签约的租借条约中的领海概念-其二!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的领海概念中
'

海变成领海的过程-其三!清朝放?传

统的海防体系!接受近代海洋秩序的过程-其四!甲午中日战
&

後海军的重

建与条约签订-其五!通过渔业纷
&

(岛屿纷
&

!考察中国近代海洋观的变

化#

第一篇与第二篇主要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整理?稍作补充
$

明#虽然目

前韩国学术界较少关注中国海洋史!但作者从海洋史的角度重新整合有关研

究成果!这是作者对韩国学界的一个贡献#而本书最精彩的部份在第三篇#

第三篇通过海运(海军(渔业的问题!深入探讨$/世纪朝(清关#作

者主要分析朝鲜与清朝之间有关海运(渔业的条约及通商条约等具体条款!

及其引起的两国之间的海洋纠纷问题#据作者的研究有如下发现"第一!

$00#年代北洋水师主导朝鲜与清朝关变化#在朝鲜
'

部发生政变&壬午军

乱'时!北洋水师的新式军舰掌握
G

海和东海的制海权!由此掌控朝鲜的政

局!北洋水师的海军曾押送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之後!朝(清关从传

统的朝贡关变成军事干预附属关#但甲午中日战
&

後签约的)韩清通商

条约*!使朝鲜
-

离清朝附属关而变成对等关!中朝关从传统的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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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变成近代的条约秩序#第二!海禁解除後!清朝船舶进出朝鲜海域!清

朝渔民在朝鲜海域进行非法海钓以及走私贸易!导致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海

上纠纷#甲午中日战
&

前後!清朝与日本之间围绕朝鲜海域展开海上突#

东亚各国之间的海上突及其
"

生的条约签订!

$

明东亚海域进入近代万国

公法运作体系#

在结论中!作者通过本文的研究结果!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

国与列
)

之间的条约!如何反映中国的海洋观.作者认
!

!这些条约明显反

映近代中国的海洋观变化#如第一次鸦片战
&

後清朝还
+

有近代海洋意思!

而第二次鸦片战
&

後逐渐
"

生近代海洋意识#第二!清朝被编入万国公法体

制时!东亚海洋秩序如何重组.近代东亚海洋反映从朝贡体系转变到条约体

系的过程#条约体系!即万国公法体系#万国公法体现海洋国际法的特徵!

因此!万国公法影响了中国人的海洋观#洋务运动时期!在东亚发生的各种

海洋纠纷和突都与万国公法有关#第三!近代中国海军建设与
+

落!与海

权意识有什
/

样的关.海战很明显体现海洋与国家之间的关#中国的近

代海军!其作战范围从沿海逐渐走向大洋#在此过程中!中国
"

生了对海权

的觉悟#清末新政时期的海军建设与
+

落!都影响海权意识的
)

化#第四!

近代中国的海洋史如何影响韩国的海洋.作者认
!

!清末中国与列
)

之间的

海洋纠纷中!中国是受害者#但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海洋纠纷时!清朝
(

扮

演了相反的角色#北洋水师的海军实力?优势日本的海军时!清朝直接动员

武力干预朝鲜
'

政#洋务运动时期)朝清贸易章程*中的有关海洋条款!显

示
R

封朝贡秩序与万国公法秩序混在一起#甲午中日战
&

後的)韩清通商条

约*!表明从传统的
R

封朝贡体系瓦解走向近代相互平等的海洋关#第

五!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纷
&

如何影响今天的东亚海洋纷
&

.作

者认
!

!近代东亚各国之间的海洋纠纷与传统的海洋纠纷之间有很大的区

0

#近代国家直接介入干预海洋纠纷!使海洋成
!

国家之间激烈竞
&

的舞

台#今天的东亚海洋纠纷!其起源来自於近代海洋纠纷#

由此!作者认
!

!近代以前!海洋不是国家权力干预掌控的政治空间!

而是自由开放的空间#当时?不存在海洋境界#然而!近代列
)

进入东亚海

域後!在海洋出现境界和领海的概念#因此近代国家概念和国际体系的重组

或解体後!才能解
2

其根本的矛盾#

该书寻找东亚地区海洋纠纷的历史起源!同时!通过海洋重构中国的近

代史!希望
-

离以往的民族主义海洋史!回归普遍的海洋史研究#该书提出

研究海洋史的目的是复原近代海洋空间!进而全面把握整个人类的历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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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以往的历史学中一直疏略的#

作者曹世铉曾留学中国!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其成果代表韩国学

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高度#本书涉及许多方面!如本书引言中作者所阐明!

涉及政治&海禁(领海(海权 '(经济 &海关(海运(渔业 '(军事 &海

防(海战(海军 '(文化 &海洋观(海洋文化 '等诸多领域#但因体系庞

大!有些方面的研究略嫌粗略#如海关方面!本书的研究
+

有专门研究海关

问题!只在
4

述海洋纷
&

中提及海关问题#而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则几乎
+

有#第二!部份领域的文献利用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论述中国与朝鲜之间

的问题时!作者主要利用朝鲜文献#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问题!作者则主要利

用中国文献!因而出现论证上有些偏向和不全面的问题#第三!空间方面的

局限性!本文虽
$

探讨中国海洋!但实际上主要探讨东海与
G

海!尤其是
G

海!而且主要论述对象不是海洋本身!而是海洋与国家的关!由此造成海

洋空间感欠缺!因而作者提及的$复原近代海洋空间%目标很难完成#

笔者认
!

!这些问题与作者的
4

述理念有关#如本书引言中作者阐明!

该书与T35JCJK 65CLK38的著作342G2%./2##")2") ")% /42G2%./2##")2") L'#*% .)

/42,82'+<4.*.O

!

将海洋作
!

周边国家的主要历史舞台不同!该书?不是从

地理学的角度解释历史时期的海洋史!而坚持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法!特
0

是

政治史#本书通过以政治史
!

中心的
4

述!赋予国家在历史舞台上的核心地

位#由於将政治学作
!

历史
4

述的核心!本书实际上重点
4

述中国对抗欧洲

列
)

或日本的过程!以及朝鲜对抗中国的过程#因此!整体来看!本书实际

上是$从中国视角看近代海洋的形成%#

G

普基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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