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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和《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两部分构成，书中以李贽、戴震
等人及东林派人士为重点，对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与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解剖。
　　本书的意图就在于从不得不屈折转变为自由。
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随。
既然接受了“近代”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
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
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
　　出自对“近代”的屈折感，我遂以中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我的本心是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
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
本书就是这种摸索或试验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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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溝口雄三，1932年生于名古屋市。
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
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毕。
　　历任埼玉大学教养部助教授，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教授，放送大学客座教授。
　　文学博士。
专攻中国思想史（宋～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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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至多不过是他们欧洲人内部对旧时代而言的自
我歌颂的概念，可是随着欧洲自我膨胀到世界一样大，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世界性的概念，这时，“近
代”一词甚至成了证明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优越地位的指标。
亚洲对此则或由抵抗而屈服，或由赞美而追随，结果是被迫接受了这个概念。
由于经过这样的历程，所以对亚洲来说，“近代”一词不得不成为经历种种屈折的概念。
　　本书的意图就在于从不得不屈折转变为自由。
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随。
既然接受了“近代”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
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
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
　　事到如今，既没有必要片面地规定近代是比前近代更进步或更优越的发展阶段而歌颂它，也没有
必要否定近代是前近代在发展上的历史性成果。
从亚洲的前近代中抽出亚洲固有的近代作为其历史的成果，并使它再生于现代，恐怕这不是无用的吧
。
我想，这是使世界成为真正的世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各个的自己，在这一点上，无宁说是有用的。
　　出自对“近代”的屈折感，我遂以中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我的本心是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
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
本书就是这种摸索或试验的一个过程。
面对本书的校样，我为自己对问题的深入发掘还欠成熟而深感羞愧，不禁想到公开发表还为时过早，
但事到如今，唯有希望读者鉴谅本书的拙稚意图，进而批判地超过它。
我本人要是力所能及的话，也想这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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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个巨大变化的世纪。
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日本溝口雄三先生围绕中国式近代的渊
源对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过程作了系统的介绍，并深入的探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