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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年)》从多维的角度，动态呈现近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变迁，深入
探讨影响众日本认识的关系因素，为观察近代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为观照今天中日两
国的现实提供借鉴。《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年)》的意义和创新在于，一是拓展了一个新
的分析角度，即从国民心态的层面对近代中日关系史加以研究。二是可从长时段的整体把握近代中国
人对日认识的变迁，动态呈现这段中日认识史的全貌，加深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三是，《近代中
国人的日本认识(1871-1915年)》可为今天中日两国的现实提供借鉴，有利中国人更好的认识日本与日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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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拼拼凑凑的论文，但也因为此，什么都可以看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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