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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西之间的&ldquo;西藏问题&rdquo;（外2篇）》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
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
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
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ldquo;文明属性&rdquo;。
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
题，既有所谓&ldquo;文明冲突论&rdquo;的出场，更有种种&ldquo;文明对话论&rdquo;的主张。
而晚近以来&ldquo;软实力&rdquo;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
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
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
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外二篇>>

作者简介

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
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lt;呐喊&gt;(彷徨)研究》(1991)、《无地彷徨——“五四
”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去政治化的政治
》(2008)、《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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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石硕)
上篇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引言
　一 两种东方主义的幻影
 1．基督徒的另一个故乡
 2．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的西藏观
 3．神智论与西藏形象
 4．种族主义及纳粹意识形态中的西藏
 5．60年代的苦闷与西方大众文化中的喇嘛形象
　二　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1．宗主权的概念与国际关系中的“承认的政治”
 2．民族一国家视野中的中国观与西藏观
 3．规则的较量：殖民扩张、中国革命与“西藏问题”的发生
　三　民族区域自治与“多元一体”的未完成性
 1．中国民族主义的三种形态
 2．民族区域自治及其基本原则
 3．“多元一体”与民族区域及其混杂性
 四 “后革命”、发展与去政治化
 1．如何解读民族政策的危机?
 2．民众的观点、民族的观点与两种身份政治
　五 宗教社会、市场扩张与社会流动
 1．世俗化过程中的宗教扩张
 2．市场化、全球化与语言危机
 3．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变
 4．社会流动、移民权利与民族区域的社会危机
 六：承认的政治”、与多民族社会的平等问题
　七 抗议运动是一种尊严政治
中篇　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
　引言
　一 两种区域主义叙述
　二　地方的非地方性：稳定与流动的辩证
　三 区域的中心一边缘及其相对化
　四 两种或多种新势力
　五 时空结构的差异性
　六　横向时间与政治文化的非人格化
下篇　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
　引言
　一　“琉球问题”、区域关系与19—20世纪国际规则的巨变
　二　帝国主义国际法的最初运用
　三　冷战的预兆：开罗会议与琉球的战后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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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实与未来的人士推荐此书，希望人们不妨读一读这本并非出自藏学专业人士但却能带给我们
新的视野和诸多思考的书。
我认为，这本凝聚了汪晖先生近年对西藏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的书，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向，即从去年拉
萨“3.14”事件以来对西藏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已渐渐超越专业的藏学领域，一些学术造诣颇深的思想
界、理论界学者也开始加入到探索和研究藏事的行列。
汪晖先生的此书，可谓此趋向的一个代表作。
我所以推崇此书，缘于它带给我的颇具广度和深度的思考。
该书有两个基本维度。
一是将“西藏问题”放在东、西方之间作了深远而实证的考察，从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等人追溯和
分析西方“西藏观”的缘起、演变及其中所包含的想象和偏见成分，同时也从中国古代王朝向近代民
族国家及殖民化转变过程的角度分析西藏在近代中国边疆民族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和特点，从而对东、
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视野下的“西藏问题”之来龙去脉及其复杂内涵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汪晖先生将东、西之间的“藏问题”置于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过程中详
加分析，指出今天东、西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立场差异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根植于那一特
定时期的利益纠葛与历史情结。
在这方面，本书所收另两篇论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为
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尽管我本人阅读有限，但必须承认，这确是我目前所见对东、西之间“西藏问题”历史脉络的最具学
术力度的分析考察。
这一分析考察，对人们从更全面、客观的学术角度，特别是历史地看待和理解东、西方之间在“西藏
问题”上的分歧，无疑大有裨益。
本书的第二个维度，是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政策层面，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所导致的社会结
构变化、社会流动加剧等角度，对西藏的现实状况及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作了比较深入的解
剖与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认识路径，给人以诸多启发和思考。
需要指出，汪晖先生对西藏现实状况的分析完全是学理层面的，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进行的探讨，而
非政治的层面，但或许正因为如此，该书的分析角度和所得出的看法更值得我们的思考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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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汪晖先生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却写出了专业藏学家难以企及的专业之作，从中我不仅读出了作者
的学养和学识，也读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
　　——沈卫荣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汪晖先生将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置于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
殖民化的过程中详加分析，指出今天东、西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立场差异实际上很大程
度是根植于那一特定时期的利益纠葛与历史情结。
在这方面。
本书所收另两篇论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为此提供了有
力的佐证和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石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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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2篇)》：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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