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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分为概念、学科、教育、文化、制度5篇，共19章，分别探讨与主题密
切相关的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教”与“育”的古今中外、近代
中国国字号事物的命运、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等重大问题。
概念篇以科学、美术、地方、少数民族为例，由史事展现概念的发生、演化进程及其含义的复杂；学
科篇以考古学、中国哲学、北京大学政治学科的成立、中国“文化学”的学科建构以及中山大学人文
学科的取向为例，显示以分科为科学的影响以及古今中外学问的不同条理系统的缠绕；教育篇分别考
察了所谓私塾及私塾改良、学制改变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政教合一与乡村建设的复杂纠葛，可见以外
来观念认识中国事物的偏差以及不同学说体制影响近代转型的详情；文化篇则从汉字、冠服、绘画、
中医等改革，体察国人在把握民族性与国民性（或时代性）的尺度及其平衡关系方面的困扰；制度篇
由改行预算制、邮政与驿传、铨选变更等方面检讨外来体制取代固有制度进程中的种种纠结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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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兵，男，河北威县人，1956年生于广西桂林。
历史学博士。
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
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
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等专著。
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清代稿钞本》。
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
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近期主要研究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清代以来的学术、大学与近代、中国、近代中日关系、清
代以来的教育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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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北京大学校于5月15日开学，然而次日严复就在与夫人朱明丽的信中表示：“事甚麻烦，我
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半学期，再行扎实辞职。
”严复所面临的麻烦不仅是办学经费，更棘手的是政治与人事纠葛。
辛亥革命前，严复就与同盟会革命党人持有不同政见。
除了历史芥蒂，叉因南北之争、府院之争等种种外部矛盾，严复以及由旧政权所遗留下来的大学堂与
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部自然也就容易发生摩擦冲突，乃至教育部竟有停办北大之议。
在此情况下，严复向教育部条陈《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借以挽回舆论；然大学的内容缺点
，久为社会所洞悉，因之又具呈《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用资补救。
 在《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中，严复提到法科的现存问题及其改革办法：“法科原分政治、法律两
门。
政治门用英文教授，法律门用法文教授，定八学期毕业。
现已届第四学期，拟将旧班结束，每门各择一二主要学科。
如此则本年年终可以毕业。
作为法科大学选科毕业生，另行组织新班，以本国法律为主课，用国文教授。
以外国法律比较为补助课，用英文及德文教授。
究其原因，各国法律学校无不以本国法律为主者。
吾国自共和立宪以来，所有成文法虽少，然如约法及参议院法，皆现行之法律。
此后参议院通过之法案必将日增，皆学者所当购贯。
若外国法律与吾国前朝成宪，只以藉资考镜，研究法理而已，不能作为主要科目也。
其必用英、德两国文者，以近时法律分两大派，一为罗马法派，德国最为发达；一为习惯法派，始于
英国，美国沿之。
故二国文字不可缺也。
学生程度以有普通法学知识，精于中文，兼通英文或德文，能直接听讲者为合式。
此法科拟定改良办法之大略也。
”由此可推知，法科大学设立之初虽有政治、法律之分门，但大致都以讲授外国法律为主，政治学置
于法科之下。
而严复的法科改良办法似也未能落实。
到蔡元培接掌北大的时候，法科还是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是德、日法，二是英美法，三是法国法
，教员中能讲授比较法的只有王宠惠和罗文干。
 鉴于北大学生的抗议，教育部打消了停办北大之议，而与严复仍冲突不断。
9月19日，严复写信给甥女何纫兰说：“大学校事虽麻烦，然舅近者日必到校，实是渐已就绪，可望实
力进行。
不幸教育部多东学党人，与我本相反对；部薪折半，而大学堂全支，已是气愤不过。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

编辑推荐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分为概念、学科、教育、
文化、制度5篇，共19章，分别探讨与主题密切相关的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分科的学史与分科
的历史、“教”与“育”的古今中外、近代中国国字号事物的命运、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等
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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