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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这样三个相对明晰的阶段：（1）可以上溯自19世纪并延续至今的“引进”阶段，我们引进了西方社会
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
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
（2）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
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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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2008-2009)大部分讲演稿的结集。
其中收录了石之瑜、王铭铭、赵鼎新、曹锦清、许纪霖、黄玉峰、乔尔·K、卡西欧拉、王逸舟、沈
志华、林尚立、姜义华、马戎十二位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精彩演讲。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就政治学、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前沿问题所做的研究和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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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正来，著名法学家复旦大学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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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石之瑜  三叉路口——“天下”与“亚洲”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挑战王铭铭  “三圈说”——中国人类学
汉人、少数民族、海外研究的学术遗产赵鼎新  春秋战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的统一——对国际关
系理论的启示曹锦清  论中国的研究方法许纪霖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黄玉峰  “人”是怎么
不见的——对基础教育存在若干问题的思考乔尔.K.卡西欧拉  现代性的儒学化与儒学的“当代化”—
—21世纪的中国发展与儒学绿色政治理论王逸舟  新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沈志华  冷战国际史研究
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林尚立  国家在社会转型中的民主反应——基于中国民主化经验的考察姜义华  中华
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马　戎  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 �>>

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的父辈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很有限，口袋里一元钱中大概只有一两分钱与外部世界有关系
，当然这不是指亲戚寄给他的，而是譬如说国家出口石油赚取外汇，通过财政部到了你的工资单上，
不管一个月三五十块钱还是七八十块钱，反正每块钱里大概有几分钱和外部有关系。
到了今天，中国已是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当下GDP的三万五千多亿中，有两万多亿是通过外贸实
现的，譬如说，通过中国在拉美买下的矿井、通过中东的各种油田合同、通过俄罗斯远东地区勤劳的
中国劳工实现，通过成千上万条在公海大洋上航行的油轮、货轮、商轮实现。
按比例而言，现在每一块钱中至少有四毛几分钱与外部有关系。
再过二三十年，当我们的孩子们成为一线骨干的时候，照着现在的态势正常发展，不出现大的毁灭性
的灾难或战争的话，他们一定会有更高的收入比例与外部世界有关系。
海外的利益在我们整个国家利益、在我们每个人收人中所占的比例会进一步上升。
就像二十年前的人很难想象今天家家户户有手机、彩电，很多个人拥有汽车一样，二十年后中国年轻
人生活、工作的方式也许是今天的人完全不能想象的。
假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在太平洋洋底有一块三万平方公里的锰矿，非常大的面积，是
我们专有的。
但是现在因为风高浪急，路途遥远，所以暂时没有开采。
很有可能，二十年以后，陆地资源接近枯竭，资金更加充裕，技术瓶颈突破了，就会有大量的人、大
量的机器、大量的船队到太平洋往返作业、赚钱。
现在年轻人出境游、出国游，到周边，主要到各国旅游，将来有可能就是到极地游、到太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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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第1辑)》：“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
院没立的常规性晶牌论坛之一。
该讲坛践行“根据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理念，以新的互动平台引领中国学人加强对当下中国的深
度理论研究并推动这种研究走向世界。
希望通过邀请世界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名学者进行主讲、评论与提问相结合的讲演。
将该讲坛建成推动以中国深度研究为旨趣的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的最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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