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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2004年4月27日至28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200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努力形成以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
　　随着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开展，全国各地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
学改革的热潮，形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全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乘势而上，在校
党委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全力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改革
之中，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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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取文本分析、思想史研究等方法。
如前所述，中国学研究属于学术史、思想史研究。
因此，对中国学研究首先必须立足于文本研究，同时必须进行思想史研究。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在具体问题上运用话语分析方法。
话语分析方法中笔者力图突出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
    所谓语境就是指话语环境。
关注语境在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是学术理路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语境分析、语境关怀体现了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
20世纪20年代，波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洛夫斯基（Malinowski）便在语言学界举起语境研究的大旗。
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理论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哲学界兴起了结构主义思潮。
同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也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符号学的发展。
结构主义、现代符号学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语言转向”，而语言转向首先
要关注的就是语境问题。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互为依赖的词的系统，每个词的价值仅仅取决于其他词的同时在场（Presence
）。
这就是说，语境对于语词的意义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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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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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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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关于费正清的研究，笔者以为还可以尝试进行版本学的研究。
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曾多次再版，而每一版本不仅有新内容的加入，而且也融人了他对中国
问题的新思考。
因此，对该书进行版本学研究无疑可以更深入地研究费正清。
笔者在本篇中，专门探讨了抗战时期来华对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影响。
关于费正清的研究，笔者以为，还需要将费正清一生分为不同阶段，进行不同阶段的生平和思想研究
。
因此，笔者在本篇内也将探讨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
通过研究可见，费正清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时局中对于中国发展态势的认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都
是有深知远见的。
　　第二，需要拓展研究对象。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学家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学家，至多将研究的对
象拓展到了保罗。
柯文等。
但是自中国学创建以来，海外学界涌现了一批批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研究。
例如，就美国的中国研究来看，保罗·柯文以来，逐步形成了广泛的反思潮流。
而在反思中国研究的过程中，黄宗智则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学者。
他不仅进行历史研究，而且不断地对中国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和反思。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出，黄宗智的反思是接续保罗.柯文的
。
保罗.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而黄宗智则进一步思考如何才能避免“中国中心观”对人们认识中
国的束缚。
因此，他提出了要走向实践历史。
此外，在美国中国学家中，近年来还有诸多代表性人物需要关注。
如运用后现代史学研究中国的代表性人物就有何伟亚、杜赞奇等人。
其中，杜赞奇也对中国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
笔者以为，从理论上讲，杜赞奇的突出之处，是他试图将人们关于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转变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上来。
如果更深入地分析杜赞奇的研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观、方法论等方面都受到后现代史学
理论的影响，并试图走出一条新的中国研究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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