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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念群所著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增订本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尝试着提出一个“儒
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
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
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旧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
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
“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增订本三大知识群体
互动的比较研究)》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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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对此质疑的回答是，我对某个地区的理解并非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界分的，而
恰恰是以学派的流动性所自然形成的状态作为讨论的前提。
比如谈到湖湘学派的生成地域使用的是相对模糊的“湖湘地域”这个概念而相对较少使用“湖南”这
个地区称呼，就是考虑到湖湘学派的形成是不同地区的学人交流互动的结果，如四川人张械和安徽人
朱熹的身份均非行政区划下的所谓“湖南人”所能认定，但却通过在湖湘地区的活动赋予了其独特的
人文气质。
对区域的观察恰恰是以某个知识群体活动讲学的覆盖范围为依托，而这种活动的边界是不确定的，模
糊到很难在行政地理区划的意义上锁定其活动的精确幅员轮廓。
但我亦认为，这种人文知识群体流动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派别尽管难以完全在地理上加以
界定，却并不能成为我认同“区域文化建构说”的一个理由。
因为某个区域学派一旦经过长期对话切磋，就有可能在某个地点沉淀下来，具有传承其自身思想传统
的力量，并最终影响某个区域知识群体的思维和行动方式。
这种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并非某个时代特殊构造的“历史现象”所能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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