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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主旨 

从世界史的角度，十七世纪被认为是“危机的时代”。在亚洲史领域，也有一些基于危机论的研究。可是，我们

若想详细查看东亚史的展开过程与情况，这种理论方法在此未必适用。朝鲜在此时期经历了战乱，国内有非常强

大的呼声主张“重建论”，欲从政治、社会、思想史等各方面建立新结构和新机制，以此复兴这个国家。这股势

力非常活跃，积极讨论理想社会形态，提出多种改革方案，并最终导致了朝鲜“实学”的产生。朝鲜对新秩序的

这种思考，从政治和社会层面引领了时代的走向，形成了内部的长效讨论机制。此外，它也使得朝鲜在与邻国的

外交对应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与多样。这是朝鲜能够克服危机、步入新时期的原动力。我相信，若以本国史和对外

关系史的双视角来看待这一时期历史，中国史和日本史也可以勾勒出更加生动的历史面貌，并取得进一步的历史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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