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四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四册）>>

13位ISBN编号：9787108028679

10位ISBN编号：7108028670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汪晖

页数：16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全四册）>>

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
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
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
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
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
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
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
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
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
时发生的。
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
史感。
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
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
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
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
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
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
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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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理与时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
——周敦颐：《通书》第一节 天理与儒学道德评价方式的转变1. 理学与早期现代性20世纪20至40年代
，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相继提出了“唐宋转变”、“宋代资本主义”和“东洋的近世”等重要命题。
从那时至今，学术界对于这些命题的内容和性质的争议、修正和完善不绝如缕，但京都学派所论定的
唐与宋的基本区别以及宋代的特殊历史地位却得到了普遍的肯定。
内藤湖南说：“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
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
”归纳对宋代特殊地位的论述，我们可以列出下列几个方面：第一，宋代虽以武力统一天下，但其统
治与商业或经济统治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宋朝是“以商业统制作为中央集权基础君临万民的第一个统一王朝。
这个经济的中央集权制取得了成就，使以后历代王朝的基础固若金汤。
”形成商业统治的两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交通和经济制度的改变：运河促进了长途贸易和人口流动，为
都市化的发展、新型的社会关系和劳动分工提供了社会基础；土地制度、税制和货币制度等等领域发
生了重大改变，促成了以实物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其中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是一
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因素，它改变了将人民束缚于土地的状态。
正是从这些转变之中，宫崎市定看到了“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而把这一时期作为区别于黄河中
心或内陆中心时代的新时代的标志，这就是运河中心时代的确立。
第二，与经济变化相伴随的，是以九品中正制为中心的贵族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成
熟的郡县制度、中央独裁和官僚系统，其中由于科举制度的正规化而发生的士绅-官僚阶级的崛起极大
地影响了宋代以降的中国文化，为一种区别于汉唐帝国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由于五代纷争和此后形成的以民族单位为主体的诸国并峙局面，宋代以后的中国王朝具有了民
族共同体的特点，其认同感产生于“彼此有强烈的自觉和意识的国民主义相互对立”。
与汉唐多民族帝国的文化认同不同，宋代社会代表了早期民族主义（国家与民族的结合以及文化上的
排外主义）的出现。
第四，与上述各项条件相应，理学取代汉唐经学而起，确立了一种综合了“国民主义”、平民主义（
反贵族的平等主义）和世俗主义等等“近世”取向的新型儒学世界观，构成了思想史领域的“早期现
代”或“近世”的标志。
宫崎市定论述道：“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
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
特别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初期阶段，可以见到独特印刷术的发达。
”“中世的思想界，以儒佛道三教为代表，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佛教。
⋯⋯有时佛教在俗界活动过度，扩张寺田，匿藏民丁，紊乱治安，影响政府财政，因而触及主权者的
忌讳，受到镇压，但这时在主权者背后策划的大多是道士。
⋯⋯从唐宋开始，随着科举的隆盛，儒生建立了以科举冉身为中心的社交界，开始兴起儒教独掌政治
和民众的领导权的运动，结果是儒教方面出现以排佛论为形式的攻势，文豪韩退之谏迎佛骨即是其先
声。
”在他的心目中，宋学是适应着上述社会关系演变而产生的一种世俗性的“宗教”。
京都学派将宋王朝的统一天下视为“东洋的近世”或“早期现代性”的开端，引发了历史研究中有关
中国历史（以及东亚历史）的早期现代性的长期辩论。
也正由于此，一部以探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中心的著作，却不得不从对宋代思想的重新解释
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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