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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宅兹中国”，语出《何尊铭》。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
这一国宝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刻有长达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
。
全文如下：“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
尔考公氏，克达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
自之牧民。
”宅，居住的意思。

“中国”这个名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习用的，但是真正问起这个名词的含义，相信很?人都不容
易表述清楚。
而随着对“中国”这个名词的思考，便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谁是东方？
何谓“中华”？
“中国”意识从什么时候凸显？

“汉族”与“中国”有什么关系？
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中界定“中国”？
中国会否在亚洲中“消融”⋯⋯著名学者葛兆光以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
思考，寻求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答案
。

本书讨论的是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现实。
从有关“中国”、“亚洲”或者“世界”的认识的历史资料，包括中国和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中出
发，把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或学术史语境中去讨论，而不是从来自西方的“理论预设”下去倒着看历
史，或者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证据”似的历史论证；是从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去追溯“
中国”，而不是从“政治”和“策略”是探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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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兆光，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
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

对于心系中国文化命脉的大多数人来说，葛兆光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早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热得炙手时，他就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而今，他已跻身于那些业绩斐
然、扬名海内外的大家名流之列。
正派、认真、不媚不俗构成了他鲜明的个性。
他先后出版了《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想象力的世界》?《晚
唐风韵》、《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中国古典诗歌基本文库?唐诗卷》等一系列在海
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专著。
1998开始推出的《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汇集了他几十年学术研
究之精华，在学术界、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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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绪说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引言 “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在亚洲中消融的“中国”
 三　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四 大汗之国：蒙元与大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
 五　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什么历史?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
 结语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附记一】
 【附记二】
第一编 在历史中理解中国
　第一章　“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
 ——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一 “中国论”与“正统论”：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
 二　实际政治与观念想象的差异：天下、四夷、朝贡、敌国
 三 中国：“边界”的浮现
 四 民族、国家与文化的观念：反夷教的意识以及确立道统
 五 汉族的和中国的，什么是汉族的和中国的?
　第二章 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
 ——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关于异域的知识资源及其变化
 一　想象和知识的差距：异域的想象
 二　建构异域想象的三类资源：旅行记、职贡图和神话传说寓言
 三　想象加上想象，故事加上故事：女国、狗国与尸头蛮
 四　利玛窦之前的异域想象：来自古典知识和历史记忆
 五　利玛窦来华之后：从“天下”到“万国”
　⋯⋯
第二编　交错的亚洲、东亚与中国
第三编　理解亚洲与中国历史的方法
绪论　预流，立场与方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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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同心圆理论关于台湾历史学的讨论,最麻烦的是政治化问题。
我的评论不可能完全摆脱两岸立场的差异,但是,我试图尽量从学术角度讨论而不作政治价值的判断。
对于“中国”这个议题,台湾方面某些学者当然一直有相当警惕,他们对于大陆用现在的中国政治领土
来界定历史中国,有种种批评,有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如一个叫做吕春盛的学者,对大陆流行的四种关于
“中国”的论述,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他说,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也几近是
不可能的事。
避免界定一个包括台湾?“中国”,避免一个包含了台湾史的“中国史论述”,试图超越现代中国政治领
土,重新确认台湾的位置,这一思路当然掺入了现时台湾一部分历史学家太多的政治意图。
不过,在历史学领域,确实也有人从台湾本土化的愿望出发,借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之风气,重新检
讨中国史的范围。
其中,一些台湾学者提出了“同心圆”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杜正胜先生。
在一篇相当具有概括性的论文中,他说,“到1990年代,此(指台湾代表中国)一历史幻像彻底破灭觉醒了,
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已经引起学生的更大的兴趣
。
我提倡的同心圆史观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他觉得,这是反抗文化霸
权,因而试图瓦解传统的“中国”论述,代之以一个以台湾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
间单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
史。
在杜氏的理论背景中,除了依赖区域史与世界史论述,分别从“小”与“大”两面消解“中国论述”之
外,把“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分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柱。
由于杜氏的论述是建立在把“台湾”从“中国”认同中“拯救”出来的基础上,因此他强调,所谓“中
国”是在战国晚期逐渐形成的,“此'中国'与以前具有华夏意味的'中国'不同,它进一步塑造汉族始出一
源的神话,汉文化遂变成一元性的文化,这是呼应统一帝国的新观念,完全扭曲古代社会多元性的本质”,
这种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整合,使被强行整编到中国的文化,又随着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周边地区,改
造土著,因此,“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华夏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
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为“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坚持固有文化者
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因此,按照他的说法,台湾是被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当
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神话,这种所谓同一性,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
他们觉得,这是祛除台湾文化认同与历史叙述的“混乱”的良方。
但是,且不说这种论述的历史依据如何,从历史论述上看,台湾的清晰,带来的是中国的残缺,原来似乎没有
问题的中国论述,在这种“离心”的趋向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混乱”。
2003年底,在庆祝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五周年的会上,作为原所长的杜胜,又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
讲话,其中提到当年在大陆时,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历史学,即“不该有国情之别,只有精确不
精确,可信不可信”的学术,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内心关怀和外在环境,有很浓烈的“学术民族主义”,这种
“学术民族主义精神使史语所扮演另一个爱国者角色”,可是,如今却不同,他在第六节《期待新典范》
中提出,“史语所在台湾,客观情境让它跳出'中国'这个范围的拘限,让它走出与人争胜的'国'耻悲情”,这
个时候,他提倡的是“超越中国的中国史”,是“从台湾看天下的历史视野”。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宅兹中国>>

编辑推荐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
，原来动辄便可以“定之方中”（《诗经》）、自信“允执厥中”（《占文尚书》语。
）的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无处非中”（艾儒略语）、“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便不
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
为什么是“亚洲”？
究竟什么是“中国”？
中国如何面对“世界”？
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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