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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田毅鹏编著的《知识·思想·权力——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形成之比较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研
究视角，将权力分析引入思想史研究。
强调从知识—思想—权力三者复杂的互动关系中求得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理解。
一方面，注意研究“政治权力结构”对政治意识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揭示政治思想对
政治权力的反作用。
并进而对中日两国现代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一些新的研究解说，以期对中日早期现代化的不同命
运得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
本书分中日现代化观念萌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传统政治权力与知识思想界的互动、16—19世纪中日两
国的知识变动、危机意识：现代化观念萌生的前提、民族国家建构之前奏、华夷观念的崩解与现代民
族意识的萌生、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体认、精英思想与政治权力间的“互动渗透”、现代化意识的
形成与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发轫等八章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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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毅鹏，1963年生于吉林市。
1979年至2002年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吉林大学政治学系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政治学博士
学位。
现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理事，
吉林省委决策咨询委员。
曾被评为“宝钢优秀教师”（200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6）。
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已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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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对以往研究的学术考察
 三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四 “比较思想”研究方法的反思
 五 比较研究的时段选择
 六 本书拟突破的重点和难题
第一部分 西学东渐与中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变动
　第一章 西力东侵与中日两国的初期回应
 一 东亚文明结构系统内的中国和日本
 二 锁国闭关前中日两国与西方的早期接触
 三 走向“禁教锁国”
 四 锁国闭关时代中日“西学政策”的演化
　第二章 传统政治权力与知识思想界的互动
 一 社会控制系统中的“知识”、“思想”、“权力”
 二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权力结构之比较
 三 中日两国传统政治权力对知识和思想的控制
　第三章 16—19世纪中日两国的“知识变动”
 一 翻译：知识移动的媒介
 二 地理观念：关于空间知识的变动
 三 文化观念：华夷观的“畸变”与“消解”
 四 西学知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第二部分 中日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产生
　第四章 危机意识的萌生及其演化
 一 中日两国传统的忧患观
 二 西力东侵与中日危机意识的“阶段性”转化
 三 危机意识的“强化机制”与“消解机制”
　第五章 体制变革与现代国家建构
 一 17世纪中日思想界对“统治体制”的反思
 二 19世纪中叶前中日政体变易论的“非同步发展”
 三 “国家体制整，合”论与19世纪中叶后中日政治改革运动
　第六章 华夷观念的崩解与现代民族意识的萌生
 一 19世纪中叶前中日华夷观念演变的不同路向
 二 19世纪中叶后中日两国早期现代民族意识的萌生
　第七章 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体认
 一 对人类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初步认识
 二 现代外交意识的确立
 三 海外侵略思想与封关制夷论
 四 中日两国出使西洋活动的展开
第三部分“现代思想”与“政治权力”间的互动关系
　第八章 精英思想与政治权力间的“互动渗透”
 一 现代化观念向政治权力内部的“渗透”
 二 “现代思想”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冲突
 三 开国进程中的“公论”、“舆论”及其影响
　第九章 中日政治变革思潮的相互影响与复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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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日早期知识—思想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二 维新派师法日本明治维新，“腹地自立”的政治实践
 三 知识变动、思潮变革与东亚文明体系的重构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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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通过肯定日本人拥有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而将“批判”转化为对日本民族的“褒扬
”。
通过诸多研究者的理论研究模型，建构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带有极强“划一”色彩的日本人形象，
包括：“（1）日本人的向心力总是向着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2）日本集团的内部人际关系平稳和
谐；（3）同一集团的纵向线上易产生团结力和忠诚心；（4）日本的社会集团呈纵向结构，比较容易
动员集团成员实现集团目标；（5）文化、语言、社会的均衡发展，导致日本人对本社会的归属意识
非常强烈；（6）日本社会在文化、社会方面，对外国人比较闭关自守；（7）社会集团中的非正式关
系相对很重要。
”社会结构特殊论的观点是通过各种体系的“文明论”展开的，其典型代表是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
理论”。
梅棹忠夫对世界文明的生态结构展开比较研究，将世界文明分为第一地区和第二地区，认为“日本可
以说在亚洲各国中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日本有种种社会面貌并不与亚洲各国接近，然而却与西欧相似。
但是绝不能说日本就是西欧”②。
“日本的近代化并非完全是由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实现的。
当然，汲取西方文明的先进要素以促进自己内部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外部条
件，日本若沿着自己独自的轨道行进的话，也是照样可以实现近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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