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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view: Baik Young Seo: The Horizontal Observation of 
East Asia, written by Ling Tek Soon,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本书是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永瑞最新作品集。书中内容

多是白教授近年来他针对东亚历史史观探索所发表的论文和演讲

稿。在蕴涵着霸权／帝国主义的东亚论述中，白永瑞教授的“横

观东亚”（Horizontal Observation of East Asia）视角即显得独树一

帜。为本书写序的陈芳明教授尝言，从书名《横观东亚》中的“横

观”二字即把各个东亚国家放在平等的位置来观察，是一种平视的

态度，也是一种均衡的理解。因此，“东亚”这个名词获得了重新

的论述，摆脱地域和时代霸权／帝国的操纵，让区域里的人民，甚

至可以大胆的跨越国家藩篱，以共同文化传统的“生活圈”方式共

享地域上的生活资源。他的论述提出南北韩、冲绳岛和台湾为例，

以“核心现场”概念诠释他们因身处双重周边而面临主权归属多层

和复杂的特性，但却可以发展出破坏西欧普遍主义中东亚被非主体

化导致战乱的可能，最终牵引缔造东亚和平的良性循环波及力逐渐

加大。

例如台湾的金门县自古历经中华帝国统治、日本占领、中共与

国民党政府争相纳入版图及归列中华民国领土，是一片曾经面对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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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变动，主权归属复杂的土地。当今通过“小三通”与“大通”政

策实施后，金门与对岸厦门的交往变得普遍，两岸人民日常生活如

购物、旅游、置房置产、水电供应、物流等都紧密相扣，加上共享

传统文化记忆，俨然是一个“生活圈”的形势在不断发展。因此白

永瑞教授曾经提出金门的地域视角可能可以启发两岸关系的无限可

能，对台湾主流论述进行批判，甚至可以对台湾的认同思考提供 
帮助。

不过本书探索的例子未必每个都否符合“核心现场”的概念。

例如从南北韩、冲绳等例子看来，这些“核心现场”不止是拥有双

重周边的历史积累，同时到了现今他们也有强烈离心的倾向。但在

台湾金门的发展看来并没有如此的发展，反之它追求在生活上与厦

门更加贴近的意图非常强烈。因此个人认为如果作者对每个“核心

现场”有进一步的进行视角观察，当可发现每个“核心现场”可能

有更细微的不同处。此不同处则可能对作者的“核心现场”起着功

成败失的关键性作用。际此金门处于两岸政治角力的夹缝当中，它

是否能通过本身“核心现场”的历史资源为上述争执扮演缓冲和中

立的力量，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