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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Plan

Schedule Topics
Professor Warm Up Course Introduction and Greetings

TA Preview Course Preview and Introduction

Lecture 1

Course description: What is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and
de-anti-post-colonialism/imperialism?
课程描述：什么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去反后殖民主义/帝国
主义？

中方教授课1

主题：东亚历史文化导论
描述：何谓东亚、东亚文化；东亚历史发展脉络；东亚研究的
国际化视野；陆权论VS海权论；国内外重要数据库资源介绍
学术论文/研究计划书开题与选题方向

Lecture 2

Course description:
How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was and is enabl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and law, including
through the concept of ‘trusteeship over people’.
课程描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如何通过国际公共政策和法
律，包括通过 "对人民的托管 "的概念来实现的。

中方教授课2

主题：中日——琉球群岛与钓鱼岛领土问题
描述：中琉日关系；琉球群岛的中华文化；琉球群岛问题；钓
鱼岛问题；战后美国的强势介入。
【附：怎么写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

Lecture 3
Course description:
Decolonization through statehood
课程描述：通过国家地位实现非殖民化

中方教授课3

主题：韩日——竹岛/独岛领土问题
描述：日韩文化的交往与冲突；日韩领土争端史；战后美国与
岛屿处理；独岛/竹岛的价值；独岛/竹岛的政治文化意涵。
学术论文/研究计划书中期沟通与教授反馈

Lecture 4

Course description:
Reparations for colonialism—moral, political, and legal
arguments and avenues for redress
课程描述：对殖民主义的赔偿--道德、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争论
以及补救的途径

中方教授课4

主题：俄日——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
描述：俄日文化的交往与冲突；俄日国界线变更史；战后初期
的领土处理；冷战格局与领土交涉；俄日领土争端的表征。
【附：论文的问题意识从哪里来】

Lecture 5

Course description:
Reparations for colonialism—returning objects from
museums, removing statues
课程描述：对殖民主义的赔偿--从博物馆归还物品，移除雕像

主题：地域文化、旧金山体制与领土民族主义



中方教授课5
主题：地域文化、旧金山体制与领土民族主义
描述：地域文化及其影响；东京审判的贡献与缺陷；旧金山体
制的形成与影响；领土民族主义魔力。
【附：如何梳理论文的学术史综述】

Lecture 6 Final

中方教授课6
结课展示、学术报告指导与答疑
【附：论文的技术规范性怎么处理】

Reading Materials

外方教授课题阅读材料

introductory watching/reading
Black Panther museum scene (just up to the 1 min 20
second ma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Y_tjhFNBg
Olivette Otele’s Gresham lecture on Slavery, Memory
and Reparations:
https://www.gresham.ac.uk/lectures-and-events/slavery-memory

中方教授课题阅读材料

1、《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
2、胡德坤：《“旧金山和约”与东亚领土争端》，《边界与海
洋研究》2017年第2期。
3、于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俄罗斯研究
》2020年第5期。
4、[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萧伟中、梅然译，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阅读“引论”
】
5、[英]哈尔福克·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周定瑛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阅读第一部分中的“历史
的地理枢纽”篇章】
6、Andrew Lambert, Seapower States: Maritime Culture,
Continental Empires and the Conflict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Reading
Introduction: Seapower as Cult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Y_tjhFNBg
https://www.gresham.ac.uk/lectures-and-events/slavery-mem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