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学东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学东渐>>

13位ISBN编号：9787220076275

10位ISBN编号：7220076274

出版时间：2008-04-01

出版时间：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邹小站

页数：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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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学东渐>>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的国家，其文化积累之丰富，传统价值
观念之持久稳定，都是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
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
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
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
本书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
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
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
这一个转变过程与先秦到秦汉的转变过程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从先秦到秦汉的历史转变，完
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积聚起来所产生的动力所驱动的。
而晚清开始的这次转变，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好像是由某
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
（当然，只是外表上看来像是如此；实质上，只不过因为西方文化之进步比较快了一些，显得先进一
些。
因而，中国文化向近代转进之时，可以在许多方面借鉴西方文化。
）所以，许许多多的人，对这种转变都感到不适应。
偏于保守的人，有的认为，这种转变是“用夷变夏”，犯了祖宗之大忌。
有的认为，这种转变远不如像从前那样在旧传统中生活得自在。
一般人，也多因为不适应这种带有外来色彩的变化而陷入深沉的、持久的困惑。
这困惑，首先，是关于文化之“中”与“西”的对立和难于化解；其次，是由此而强化了的文化之“
古”与“今”的困惑，以及关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关系的困惑，等等。
诸如此类的困惑问题，人们争论了一百多年，只有很少数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有相当了解的人，
才能以比较健全的心态对待之，才能超脱这些困惑。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中，大体上仍是围绕着上述这类问题展开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上述的种种困惑。
人们对西化问题的过分敏感，以及所谓“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要用中国文明去拯救世界文明
”等说法，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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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跨学科的课题，其中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哲
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等。
    本书拟在学界对于西学输入的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紧扣“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这一
主题，在对西学输入的渠道、内容等做简明交代的基础上，着重探究文化观念的封闭与开放，社会的
知识与人才准备，现实需要与社会风气、人才晋身体制，当局的决策等诸多因素，与西学输入之间的
互动关系。
同时，又研究国人在西学、西政、西教之间的迎拒与取舍，并探讨这种迎拒取舍与知识和观念、西学
输入、风气逐步开放等之间关系。
由此，将西学东渐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观念的开放、文化心态的变化、思想的变迁等文化转型的重大
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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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小站，1967年10月生，湖南邵阳人。
1989年、199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93年到1995年在中南大学任
教。
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8年7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主要代表作有《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专著）、《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合著）、《民初宪法争衡中的几个问题》（论文）等，合作翻译有胡适所著
《中国的文艺复兴》等。
目前主要研究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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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传统文化并未出现近代转型，原因亦极复杂，详细研究非本章所能。
本章的目的是，从明清问中国人对传人之西学的选择、吸收、排拒的角度，考察此期西学在中国的际
遇，从一个侧面了解此期西学东渐未能引起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若干因素。
　　一、耶稣会士来华概况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天主教会进行了一次“反宗教改革运动”
。
伊格纳修·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创立的耶稣会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急先锋。
耶稣会重视知识，提倡教育，也重视海外传教。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后欧洲殖民主义向海外大肆扩张的进程，耶稣会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赴海外传
教，实践其创始人罗耀拉“为基督征服世界”的誓言。
中国就是当时耶稣会海外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
①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　是第一个试图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
他1549年到日本，试图在日本传教，但他发现当时日本崇尚中国文化，要在日本传教，需要首先“感
化中国”。
1552年，沙勿略到达广东台山海边的上川岛，谋进入中国内地，但这年底，他就在岛上病故。
从1552年沙勿略到上川岛到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83年到达中国大陆，共有32名耶稣会士、24名方
济各会士、2名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试图在中国定居，但都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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