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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
的论文选编，所选论文从不同层面探讨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各种问题，各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具
体而微，呈现各自的取向、理解和努力，或可从整体上体现在近代中西东各种因素的缠绕纠结下，形
形色色的观念、学说、思想、制度的传播与接受、延续与异动、应变与守常的种种复杂面相，从而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传统，认识过程，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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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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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成为凝缩时代精神的核心。
在对外危机意识深重的清末和民国时期，屡屡有巧妙地表达中国屈辱的国家地位、激发爱国热情的语
句及形象被发明出来，“东亚病夫”如此，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告示牌亦如此。
①而出自梁启超想象的“睡狮”也属于此类发明之一，这个词语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形象，对近现代中
国民族主义形成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毋庸赘言。
.梁启超在评论自己的言论对清末社会的影响时曾说，与新文体一样，“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
有一种魔力”；②从“睡狮”一词的发明及其后来的广泛流行来讲，他的语言魅力已达到了创造号召
性语句并足以激发人们想象力的地步。
“睡狮”、“醒狮”之说出现数年后，就有人创刊了《醒狮》杂志。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该词语对中国知识界造成的冲击已经超过丁梁启超当初的设想。
而后来以批判眼光观察自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则指出了该词语带有的正负两方面的意义
。
鲁迅在1933年发表的《黄祸》一文中有如下一节：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
，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
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
”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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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将“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列入重点研究的课题
。
在国家重点学科、“211工程”、“985工程”等相关建设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都将这一研究作为标志
性成果，相关论著已陆续面世。
本项目的开展，并非仅仅完成一个研究课题，而是旨在就相关问题逐渐积累成型的研究方法，展示由
此深入的研究取径和扩展空间，因而竭诚欢迎国内外各方学人参与合作，切磋交流，积累经验。
2004年和2008年，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在广州举办了两届“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
，邀请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内地及台湾、香港各大学、各研究机构的学者，在这一主题下展开各自感
兴趣的具体研究，提交的学术论文总共近百篇。
两次学术研讨会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会后，许多与会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
研究》等权威学术期刊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可以说，两次研讨会的举办，对于本研究课题的推进，对于国内外学术前沿信息和研究方法、经验的
交流，乃至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具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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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套装上下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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