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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19世纪，今天被称之为“东亚”这一区域里的各国被卷入到由欧洲主导的全球化的浪

潮中，并以此为契机，各国之间的关系重新确立。“亚洲” 一词原来是欧罗巴人用来指其居

住区域的东面的广漠空间的。这次演讲主要是描述“亚洲” 一词是如何变成有具体内涵的区

域概念的，并且介绍该词如何强调与外部的差别，其中又包含了何等共同性、内部联系、甚

至是连带关系。希望这次演讲能成为思考本次会议的各个主题，即西方知识的影响、民族主

义、跨越国境的移动这三个题目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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