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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from Asia)國際講座 

第七期「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8) 

講題：「共同體」構想與空間學知―以環地方學(Relocalogy)的觀點

重新檢視臺日、東亞、世界― 

 

山室信一教授 

(2024.11.07) 

 

摘要 

 

歐亞基金會(from Asia)國際講座旨在將亞洲、歐亞甚至全球的視野納入學術

觀點，在此基礎上理解對構建新的共同體，進行歷史性的探討與未來展望。 

針對這些課題，本次授課首先探討亞洲的空間概念，透過學術研究深入探討

相關議題。例如：Matteo Ricci（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1602 年、北京刊

）的出現，開始否定「天圓地方＝中華與四夷」的宇宙觀，1894 年那珂通世在《

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實錄》中，提倡的「西洋史、東洋史、日本史」的學科劃

分等。從教育與研究的觀點，清華學堂的建校、哈佛燕京研究所的成立，以及 1924

年東方文化事業在中國設立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自然科學研究所；在東京與京

都設立東方文化學院等高等教育研究機構，開始致於東亞與東南亞的區域研究。 

其次，山室信一教授回顧那些尋求亞洲一體性的組織及出版物中，介紹亞洲主義

如何與共同體理論結合及其發展的歷史軌跡。如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07年

成立亞洲和親會、1922年創刊《亞細亞公論》，以及孫文於1924年在日本神戶的

大亞洲主義演講等。 

山室教授接者探討因「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而備受矚目的東亞經濟圈，

它反映對中國經濟與政治霸權的制衡需求。於此背景下的「東亞共同體」理論，

作爲日本或韓國的「東亞論述」展現了它的重要意義。戰後日本因避免涉及與戰

爭責任、殖民地統治責任相關的問題，封印戰前的亞洲主義或大東亞共榮圈，轉

而關注與東南亞的經濟交流，為了對應中國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日本政府

官方於 2001 年開始倡議「東亞共同體」。又，韓國避免中國與日本等區域大國主

導的「垂直秩序」，而追求東亞的「水平秩序」，提出四大「東亞論述（Discourse

）」，主要訴求在 1.經濟共同體是透過貿易與投資來實現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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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區域霸權主義是在保障地區安全的「安全保障共同體」。3.東亞認同以「亞洲

價值論」與「儒教資本主義論」為基礎，以東亞的社會特質構建緊密的共同體。

4.「體制代替論」是探索超越主權國家、民族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的

歐美「現代國際社會」體系之區域秩序。 

在梳理這些關於東亞國際社會的演變後，山室教授認為在討論區域整合時，

需要考慮四個層面 1.經濟整合、2.政治整合、3.安全保障整合、4.價值與社會整合

，而傳統「東亞共同體」理論中複雜的國際情勢，以國家與政府爲主體的論點有

其困難。因此，呼籲需要重新思考，作爲共同體理論典範的歐盟（EU）與東南亞

國家協會（ASEAN）是否可以直接適用於東亞世界？基於這些反思，他提出一種

「環地方學(Relocalogy，以生活空間中的社區聯繫」爲基礎的東亞共同體理論。 

在此過程中，並非空想一個模糊的理想共同體，而是以簡單的想法，開始思

考我們希望能有怎樣的生活世界，能夠在東亞這個空間中連結與拓展。在此將關

注點放在「地方」（Local）＝「社區」（Community）的發展上，透過各種地方之

間的聯繫而形成東亞共同體，這種共同體與傳統以國家與政府爲主體的國際組織

有着本質上的不同，作為主體的受益者將是企業、大學等非政府組織（NGO），

最重要的是，生活在空間中身為市民的個人。 

「環地方學」（Relocalogy）概念的提出，正是探討這種生活共同體網路中的

東亞共同體的一門空間學知。在講座中，山室教授亦舉出「環地方學」中的「空

間心性」的案例，如過往日本社會對鄭成功事蹟的詮釋與「香蕉叫賣」的歷史傳

承。分析正在進行中的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進駐日本熊本地區所帶

來社會轉型的案例。詳細的內容，山室教授提示他《アジアの思想史脈―空間思

想学の試み》（人文書院、2017 年）及《アジアびとの風姿環地方学の試み》（人

文書院，2017 年）等兩本專書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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