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世纪东亚的国际秩序和对“万国公法”的接受吸收——论其在日本的情况 

 

大久保 健晴（庆应义塾大学） 

 

【摘要】 

    本报告旨在尝试阐明近代黎明时期的东亚是如何接受西方的国际法、如何参与到国际新

秩序的建设与实践当中去的。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本报告通过比较政治思想史的视角，聚焦

于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方知识，以及经由中国而普及的汉译文献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 

    在 19 世纪，东亚各国一边与西方列强对峙，对相关条约进行交涉，一边与自古以来的邻

国增进交流。在这期间，西方国际法“万国公法”，作为新的学术知识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受到

极大关注。 

    众所周知，最早将西方国际法，有体系地介绍到东亚的是惠顿著・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

然而，在同一时期，日本国内也有一本被冠以同样书名的书籍存在，那就是毕洒林氏说・西周

助译述的《万国公法》。这是德川政权初期赴欧留学的西周和津田真道从 1863 年起在荷兰学

习两年之后的成果。 

    本报告通过比较上述两种《万国公法》，试图弄清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和官僚展开了怎样

的争论，其争论的内容又是带给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怎样的影响。 

    本报告希望通过考察近代日本如何与西方国际法较量，以及期间发生的对东亚视线的转

变，从而思考 19 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以及“东亚”的诞生这一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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