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考慮二十一世紀世界格局和發展時，東亞是一個絕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上世紀80年代日

本和東亞小龍如日方中時，不少西方研究亞洲發展的學者已在宣稱二十一世紀將是東亞世紀。

但90年代金融風暴後，部分西方學者又宣告東亞奇`已經死亡，另一些學者則力捧正在起飛的

中國。如何評估東亞的長期發展形勢，或許我們應該先審視區內發展的長時段歷史，才能更有

效地理解東亞經濟為何會在十九世紀被歐洲超過而反淪為依附地位，以及東亞在五百年前的經

濟動力與東亞當代經濟的關係。由幾位研究東亞發展及世界體系理論的學者合著的《東亞的復

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中文

版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論文集，探討東亞政治與經濟從1500年至今的發展軌`，正

好可以為我們思考東亞發展提供一個新的宏觀歷史視野。

書中除序言外，共分七個章節，其中由杉

原薰、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與韓格理

（Gary G. Hamilton）執筆的部分，深入探討了

東亞經濟在近代早期得以位冠全球的原因。

濱下武志、普度（Peter C. Perdue）、卡贊斯坦

（Peter J. Katzenstein）與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章節，則集中討論東亞區域政治秩

序的歷史變遷。《東亞的復興》作者們不是僅局

限於史料的疏理和解讀，還自覺突破以往研究

的理論框架，對歷史發展模式作出有意義的探

討。

本專輯邀請了三位對東西方發展模式甚有

研究的專家來評論，亦邀請該書的編者之一阿

里吉作出回應。希望這幾篇文字，能激發大家

對有關討論的關注。我們並向該書作者之一及

策劃四篇評論文章的孔誥烽博士致以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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