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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N %)造现代东亚边界"图们江划界!%))%!%+%+ *&是马里兰大学巴尔

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宋念申的著作!出版於"#%)年!是关於中朝边界

研究的一部新作#

图们江发源於长白山!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河#本书除导言和结语之外!

正文共有六章#导言部份!作者以%+'%年界碑 %4:"%@%7& C=%*%1穆克登碑 &

的消失作
$

切入点!追溯界碑的缘起#%;%#年的?杀案引发对图们江的调查

和划界!清和朝鲜共同到长白山顶寻找图们江源头#%;%"年!清朝官员在分

水岭上
K

立界碑!?要求朝鲜建造一排土木
<

栏!将石碑与图们江源头连接

起来#当朝鲜人修建
<

栏时!发现这条小溪是松花江的支流!但?未将错误

告知清朝!负责督修的朝鲜官员任意修建一道屏障!连接南部的另一条河

流#这
$

後来的边界
Q

端埋下伏笔#

第一章主要论述图们江地区的历史以及清与朝鲜如何看待和管理该地

区#图们江作
$

明(清王朝与朝鲜的边界!双方都禁止属民非法越界#对於

清朝来
(

!满洲是神圣的家园!禁止民人进入垦荒!直到%+世纪中叶才逐步

解除禁令!允许民人进入禁垦区开垦和定居#朝鲜则以河流作
$

天然屏障设

置军事驻地!移民实边#朝鲜在该地实行的政策有
&

於其他地方! $似乎所

有措施都旨在将该地区与该国其他地区隔离开来'!但?不能阻止人们向北

方迁移#後来!由於受自然
0

害影响!朝鲜地方官鼓励越界开垦!所以很多

朝鲜人获得土地执照#清廷知晓此事後!要求他们向吉林将军纳
8

!但朝鲜

要求遣返非法移民#双方
$

了证明主张的正当性!都?用宗藩话语体系#虽

然清朝同意遣返移民!但依然未能阻止人们越界#%))'年清和朝鲜谈判贸易

条约!朝鲜地方官向本国使者反映边界问题!康熙时期划界中的错误被发

现!由此引发边界
Q

端#

第二章主要论述%+世纪)#年代清与朝鲜的划界过程!作者从王朝地理观

念(划界比较(边疆地图学等方面探讨地理知识与权力结构在划界中如何相

互塑造#作者将传统时期地理著作中地区的表示方法称
$

$王朝地理学'!

但他认
$

传统的王朝地理知识是一种
(

辞而非文本证据!竞
Q

的双方都会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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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用#在康熙皇帝的主导下!通过祭祀和将长白山与泰山建立联的方式!

长白山在清代的地理话语体系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年的划界促使朝

鲜重新定义长白山和北部边疆在王朝景观和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他们从朝鲜

史诗中寻找蛛丝马?!将长白山定
$

王朝的诞生地!?列入国家祀典#因此

%))(年清与朝鲜对边界问题的处理!变成王朝地理知识的博弈#作者还将图

们江划界与清俄划界(清越划界进行比较!

(

明不同的边界思想如何在帝制

东亚的边界造实践中
/

生#清(朝划界中使用宗藩原则!清(俄划界则是

近代契约精神的反映!清(越划界中宗藩原则和准国际法?用!揭示清政府

如何根据地缘政治变化调整其空间概念#

第三章作者分析%+世纪)#年代到"#世纪初图们江地区的社会形态!

W

调

构成动态跨境社区的充满活力的人与社会的互动# $间岛 '%<(7@#!日本

称
$

关东&一词最早见於朝鲜文献!指图们江北岸%也包括西岸部份地区&

第一批入境者定居的平原地区!大致相当於现在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作者利用中(日(朝的史料!介绍间岛的人口(土地(村庄(社会结

构(族群(贸易!等等#间岛原
$

皇家围场!开放之初!?地不受限制!实

力雄厚的汉人成
$

地主%?山
G

&!朝鲜人多
$

佃
G

或短工#但是当可耕种

的荒地
C

少时!人们只能通过市场或继承的方式获得土地!於是出现朝鲜地

主!以养子(购买或入籍等方式获得土地#图们江地区开放後!处於陆路和

海运路瞃交汇点的珲春!成
$

$珲春3符拉迪沃斯托克商业圈'的中心#

第四章主要分析%+世纪末"#世纪初清朝(朝鲜(日本(俄罗斯对图们江

地区的治理!以及国际法在边疆的使用#各政权试图以建立国家机构的方式

渗透到图们江地区#就清朝来
(

!边疆$

%

地化'是其目标#除了行政机构

和军事改革!还实行新政策!规定图们江北岸的朝鲜垦荒者和避难者若选择

定居!必须剃易服!登记在
,

!承担赋役#作者指出!剃易服从根本上

(

是一种政治经济措施!是
$

了确保清政府能
?

控制土地和人民0对朝鲜地

主来
(

!剃易服是保护财
/

的一种策略!?非被$同化'#俄罗斯在图们

江地区的渗透方式是建设中东铁路和设立共管区#朝鲜方面!中央和地方对

於间岛问题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地方精英要求国王与北京谈判图们江地区

的行政管理权问题!但中央认
$

已经确认两国边界#然而地方官想要将图们

江北岸变成朝鲜领土!甚至出兵?领#%+世纪末"#世纪初!国际法作
$

一种

新的话语体系被用在边疆地区#日本吞?朝鲜後!以保护朝鲜人的名义?领

间岛!利用国际法!试图重新书写历史!先是用$中立区'来描述关东!後

又将其称
$

$无主之地'#这样!关东既不属於清!也不属於朝鲜!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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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形成的(无人居住的(中立的区域!从而将日本?领间岛的行
$

合法

化#

第五章从多层竞
Q

的角度探讨"#世纪初重新定义中朝边界的行动#日本

吞?朝鲜後!清与朝鲜的人口与边界突转变
$

中日之间的国家建设竞
Q

!

不同势力围绕领土展开
Q

#面对日本的扩张!清朝派人调查?形成)延吉

边务报告*!该报告成
$

图们江北部地方历史(地理和政治的基础性文件#

而日本则派兵进入图们江北岸!设立关东分部!对此!清朝以设立$边防监

督委员会'作
$

回应#在延吉地区!中日
Q

端可以从三个层面考察"一是中

央层面!即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博弈0二是省级层面!集中在徐世昌和伊藤博

文的边疆建设!即
%

地化(殖民化的竞
Q

0三是地方层面!即
#F

贞与斋藤

季次郎在
8

收(军事方面的智勇#在解
5Q

端过程中!双方交涉的重点

是图们江边界的合法性!也就是如何在现代国家概念框架
%

重新定位历史上

的领土权利!以及如何在新霸权主导的国际法条款中解释东亚的过去#日本

先是否认图们江是中朝边界!但
$

了尽快解
5Q

端!最终双方根据国际法确

定图们江边界#满洲边境问题引起中日朝知识份子的关注!宋教仁(

%

藤湖

南(申?浩著书立
(

!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建构空间想像!虽然相互竞
Q

!

但也相互影响(相互塑造#

第六章主要考察"#世纪初满洲朝鲜人的身份政治!即中日朝如何重新定

义满洲朝鲜人#日本?领满洲後!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殖民#中

国方面!从将朝鲜垦民转变
$

$中国子民'到限制朝鲜人入籍!虽然入籍仍

与土地所有权相关!但政府试图用居住期限限制入籍!而文化符号已经不重

要了!因
$

这时的身份政治已经发展成主权建设的关键手段!而不仅仅是
8

收问题#对於延边的朝鲜人来
(

!他们如何自我定义/当$成
$

朝鲜人'不

是他们的合法选择时!当地的朝鲜精英在$成
$

中国人'和$成
$

日本人'

之外!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以确保他们在社会(政治(种族和文化方面

的独特身份#作者指出!当土地和人民分离(民族和国家分裂时!延边
$

这

些$无国籍人'提供建造$想像社区'的空间#

结语部份!作者
.

述"#世纪'#至&#年代图们江地区发生的变化!介绍穆

克登碑的消失与满洲的转型(中国朝鲜族的身份以及%+&#年代中朝边界的重

订!回应前人关於$边界'观点#以往研究认
$

!边界作
$

$划定国家主权

的瞃'!常常被视
$

现代的
/

物!这种论断割裂过去和现代!现代变成从各

种制度中$诞生'和$造'出来#作者通过本研究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代!土地和人民依然是最基本的要素!如何重新定义和安排这两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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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处理边界问题的关键! $现代'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作者还
W

调空间

互动!中日朝三国地理和历史的相似性
5

定其中一个国家的任何重大变化将

立即重新定义与其他国家的关#

本书论述%))%至%+%+年图们江边界
Q

端和划界的过程!但作者?未局限

於$边界'本身!而是
$

我们描述一个杂多样的边疆社会#作者将图们江

地区置於中心!探讨该地区如何成
$

不同政权(不同势力之间进行地缘政

治(经济
Q

的场域!以及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如何

转型!从而向我们展现$多边之地方'2':*=)*(=%A(**#,(*3( $区域之地方 '

2A%&)#7(**#,(*3和$全球之地方 '2&*#$(**#,(*3#在分析过程中!作者兼顾

中(日(朝的文献记载!

$

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但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

处!可能作者
$

了全面展现图们江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对某些问题的

探讨还有继续挖掘的可能!比如社会结构(族群关等#图们江地区是%+世

纪後期逐步形成的移民社会!不同政权(各种势力的介入究竟对社会结构
/

生何种影响/区域本身的流动性比较
W

!那
A

在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结

构如何变迁/族群关发生什
A

样的变化/在论述身份政治的时候!作者似

乎更侧重於国家政策!对於解释不同阶层的朝鲜人如何选择政治身份!则略

显单薄#既然政治身份是可选择的!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身份的流动性#

另外!族群认同对政治身份的选择是否有影响!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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