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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 世纪后半，跨越国境和语言的报道和言论交流，通过英文报刊、中文报刊和日文报刊

在东亚产生。笔者将此作为东亚公共领域的诞生来进行考察。 

    东亚在卷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通过通商口岸的贸易网的链接，逐渐形成一个区域。在

通商口岸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人，将新闻报刊从世界各地带来。而这些新闻报刊经常相互转

载彼此参照，形成了跨越国境的言论圈。 

    受英文报刊流行的刺激，中文报刊和日本报刊也分别在中国和日本诞生。这些报刊和英

文报刊之间，通过翻译和转载使得信息得以流通。中国方面可以通过英文报刊了解到日本方

面的新闻舆论。而日本方面，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中国古典的素养，可以直接阅读中文报刊。 

    这样的报道和言论流通与 1870 年以后东亚各国间频发的国际纷争有密切关系。明治维新

而后，日本围绕台湾、琉球（冲绳）、朝鲜而与中国展开对立。英文报刊、中文报刊和日文报

刊，都对对方的报道和言论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而就同一事件也会站在不同立场进行报道

发表不同意见。本文将通过出兵台湾和处分琉球两个事件作为具体的例子，分析东亚公共领

域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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