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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近代中国学”亦称“近代日本汉学”，主要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
年代，以“东洋史学”派和“支那学”派为中心，也包括部分其他人士的中国研
究。日本近代中国学出现于明治维新后约20年，大体与日本的国粹主义同时兴起，
在思想上属于对前段全盘西化、“脱亚入欧”思潮的反思。它反映出日本学界开始
不满足于被 视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而要展示日本文化的“异别性”；同时
又要排除传统汉学所象征的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以“他者”的立场和角度来研究

中国的趋势和取向。  

  日本近代中国学起先包含较多的西学元素，尤其深受兰克学派实证主义的影
响。他们运用环境论、社会学、人种学与民族学的方法，对中国的地理环境、种族
起源与民族关系、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加以研究，产生了一批宏观的
“通史”、“文明史”、“开化史”等成果。进入20世纪，又逐步深入到各种专门
史、专题史和地域史研究，包括大量的文物、物产、商贸和“惯习”调查。随着时
间的推移，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日本元素越来越占据指导地位，在思想上因日本国
体神圣论、民族优胜论而轻蔑中国，不少人成了“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的
鼓吹者，背离历史科学的基础原则，甚至任意捏造和曲解有关历史。  

  由于交流和认识需要时间，中国学者对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了解和回应，经常
是在5—10年之后。而且中国学者的这种回应，既可能受到日中两国现实关系状况
的影响，也必然针对日本近代中国学不断演变的主流动向或基本内容，同时还与中
国学术主体性的逐步变化有关。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
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回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倾听”、“移植”到重建主
体性，与日本近代中国学平行发展并互相影响，再到最终“批驳”和拒斥的发展过
程。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大举进入“南满”
为止。在此期间，面对先行一步汲取西方史观和史法而出现的日本史学作品，如浮
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二稿改名《史学通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白
河次郎等人的《支那文明史》等具有“通识性”、体例新颖的史著，中国学界表现
出自愧不如的倾听和学步之势。从1899年起，东文学社、广智书局、普通学书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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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大量译介上述日著通史、文明史之类著作，并用作学校教科书。从京师大学堂
教习王舟瑶，到年仅十余岁的中学生吴宓，均交口称赞上述诸书为“新学说”、
“新眼光”，而“皆足备览”，使人“获益良多”。梁启超1902年所写《新史
学》，观点和理论多直接取自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浮田和民的《史学原
论》。章太炎在1903年计划编写中国通史，夏曾佑、刘师培各自编出“中国历史教
科书”，都明显受到日本近代中国学相关史著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1907年以后到1931年以前。此期间中国政治与思想界风云激荡，学
习欧美的势头逐渐超过清末的举国“师法日本”。1907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东京
撰文，批评趋新中国学者对传统史学的虚无主义态度，总结出中国学术“依自不依
他”的独立“根性”（《民报》第14号《答铁铮》），强调借鉴他人时不能迷失自
我。1910年，章太炎又公开发表致罗振玉长信称：“日本人治汉土学术者”“亦率
末学肤受，取证杂书”，而尤“好附会，任胸臆，文以巫说”。告诫中国人不应
“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尤不必“妄自鄙
薄”，对日本汉学“更相宠神，日绳其美”，“奖藉泰甚”。他还尖锐地指出，
“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学林》第1期《与罗叔蕴书》）。或许
章氏是最早点破日本的部分中国研究与其侵华意图之关系的人。  

  强调学术独立，重视作为民族共同记忆的历史的本土书写，并不意味着阻断正
常的思想和学术交流。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的国粹主义，就受到出现于19世纪80
年代的日本的国粹主义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国粹学报》初办时反复提到日本志贺
重昂、三宅雪岭等人的思想主张。章太炎、刘师培在研究《春秋》和《左传》时，
也注意到日本星野恒等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稍后柳诒徵撰写《历代史略》，明显
对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有所借鉴。  

  尽管日中关系在1915年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日趋恶化，但中国学界
对日本诸多真正学者如老一辈的重野安绎、三岛毅、林泰辅、藤田丰八，稍晚的狩
野直喜以及更年轻的武内义雄、青木正儿等人，仍然非常友好，尊重他们的研究成
果。当时中国学者对待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的态度尤其值得一提。内藤湖南不仅率
先研究甲骨文、敦煌学并取得了成就，还最早对中国历史作“上古”、“中古”、
“近世”的划分，提出了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中国学者高度重视内藤的“宋
代近世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当时讨论到相关问题的著述，都引用其言而不
掩其功。在日本有“最厌恶支那的支那研究者”之称的桑原骘藏，在1910—1920年
间曾热衷研究中国的宦官、发辫，以及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妥协性与猜疑
心”等“劣根性”问题。但他的《东洋史要》因王国维的推崇而依旧流行，加之桑
原对东西方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很有造诣，陈垣等著名史学家对他也很赞赏。 

  从20世纪30年代之初到40年代后期是第三阶段，此期间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
中国学有意拒斥，若干研究呈现为针锋相对之势。此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逐
步深入和政策导引，很大一部分日本近代中国学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服务于侵
略中国的目标。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包括《支那无国境论》、《支那非国家
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论》等奇文在内的《近代支那论》。同时从日本近
代中国学中派生出的“满洲学”突然窜红，箭内亘、池内宏、中里介山等人在白鸟
库吉、内藤湖南的精神支持下，发起“研究”所谓“异民族统治支那史”。这一切
用意均在解构中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瓦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志。  

  鲁迅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等文中曾揭露
这些日本“学者”的伎俩和用心，提醒国人警觉。在此前后，北京史学界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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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半月刊）》，南京史学界出版的《史地学报》，都曾高度关注东北以及整
个北部的史地问题。傅斯年撰《东北史纲》，萧一山撰《清代通史》，金毓黻赴日
本搜求东北史地文献并写出系列论文。郑天挺写出《满洲入关前后若干礼俗变
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等十余篇论文（后合为《清史探微》），并表示
爱国的知识分子要“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
所贡献于祖国”。这种立场和态度也是当时绝大多数爱国学者的共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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