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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之前的东亚》

内容概要

本书关注东亚地区是如何发展演进而来的，以及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书中重点
关注东亚历史上的四个主要大国——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探讨了它们是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外
交、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并比较了“汉文化”国家彼此交往的经验与其处理同北部、西部边境游牧部
族关系的做法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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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文书名翻译应为：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体系五百年
2、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东亚经济的腾飞是否真的是一个新现象，以及是否存在更为深刻的
历史根源。
3、作者不是古代问题专家，错误在所难免，但大趋势把握得很准。问题是，这小书卖69，抢钱吗？？
译者极喜卖弄，不懂装懂，添加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注释，严重影响阅读体验。
4、披着历史学外衣的国际关系著作
5、历史基础单薄，向壁虚构。
6、脉络较为清楚，但一些事实似乎有些不明白，将朝贡体系置于和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对立面，串
起政体、战争、贸易等领域，发现了“东亚模式”的历史
7、尽管存在为数不少的史实细节错误，但这本书对于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架构的梳理，仍然
是很有见地和原创性的。对于朝贡体制的特点、身处朝贡体制内外国家的不同外交策略，中国与朝贡
体制内国家的关系跟与自己边疆地区以及西北部游牧民族关系不同特点的比较研究，都让人印象深刻
。
8、第二页就错，作者忘记清越战争了？起码常识问题，而且朝贡体系维持和平？天朝和印度化东南
亚国冲突也少，难道证明阿三体系也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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