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史的追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史的追寻>>

13位ISBN编号：9787300136479

10位ISBN编号：7300136478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黄兴涛

页数：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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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史的追寻>>

内容概要

　　作者长期关注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近年更以概念史研究独树一帜。
本书前半部分为文化史理论探讨，对文化史研究路径进行了深入辨析；后半部分为个案研究，结合清
代至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或特色问题做出了精彩解读。
作者的思考，对于读者了解文化史的内涵与方法，当不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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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
“新史学”集刊召集人之一，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关系史。
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
人的心灵世界》、《“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
》（合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合著）等。
译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辜鸿铭文集》等。
主编“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译丛”、“文化名门世家丛书”、《西学与清代文化》、《社会调查与现
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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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文化史何为？
一种研究省思
　整体性强调与“以文化解释文化”之策略
　文化史研究的三个层面及其深度追求
　“文化史事件”及其他
二、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观念的“社会”化把握与“概念史”实践
　知识的反思性考掘与信仰的本真性揭示
　“人文”化的学术追寻与多学科的问题对话
三、“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话语”、“话语分析”的由来与内涵
　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话语”分析的积极面向
　困惑与批评：概念“自明”性问题和“‘想象’本质主义”
四、“概念史”和“一般思想史”短论二题
　（一） “概念史”视野与五四研究
　（二） “选择”的意义：学者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漫说
五、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
　——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
　问题意识的由来与满人“中国认同”之确认
　认同与再造：内涵及特征分析
　清末满人的现代民族自觉与“中国认同”之演进
　变与不变的“中国性”：多重认同的统一
六、乾隆朝《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
　《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缘起与时间略考
　编撰者、有关内容及其“广东英语”之特征
　乾隆的语言兴趣、中西交往和“西洋馆”问题辨析
七、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之大成
　——鼎盛时期圆明园的文化特征及其成因
　小引
　中西园林文化和造园艺术交融的“博览会”
　园林建筑艺术透视：一种集大成的典型
　萃珍无数的特殊“博物院”和“图书馆”
　皇家文娱中心及其园林文化成因略说
八、晚清寿阳祁氏之文化
　从考古到经世：开边疆史地学研究之新风
　祁氏诗歌与晚清“宋诗”旨趣
　发扬“帖学”的艺术：祁氏书法遗产及其他
九、清末民初现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
　中西“文明”、“文化”概念的早期接触与对应
　甲午战后现代“文明”概念的流行与维新、革命之关系
　狭义“文化”概念的形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结语
十、大义与私意：罗家伦“上书”赶辜鸿铭“下课”
　——一件新发现的北京大学档案之解读
　罗家伦“上书”北大校方的正文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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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
　“上书”的正式递交与校方的最初反应
　两个老师之间的“竞争”：胡适因素蠡测
　辜鸿铭在北大的英文教学效果之他证
　晚年罗家伦对辜鸿铭之“论定”
十一、畸变的历史：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
　传统语境下“黄色”一词内涵的基本倾向及近代延展
　“黄色新闻”与“黄色工会”：西方贬义的黄色概念传入中国考
　“黄色”一词淫秽含义的生成、扩散与定型
　何以致此？
“黄色”词义双重变异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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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社会学名家》一书中，就将他列为中国社会学“较突出并有代表性”的四大名家之一
（另三家为孙本文、陈达和费孝通）。
与此同时，他还是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优生学家、性心理学家、有成绩的民族学家和重要的社会史家
。
作为学者的潘光旦，可以说既学有专攻，又博识多能，属于那种思想敏锐、特色独具而又积极用世的
“学术大家”一类。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开始“重建”、社会史研究潮流刚刚兴起之时，我和许多青年学子一
样，都经历过一个热心“悦读”潘光旦和费孝通著作的时期。
潘氏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两书和费氏的《乡土中国》等书，堪称那
个时代社会学与历史学互相滋养的代表之作，它们曾带给无数雄心勃勃的学子以学养的积淀、研究的
激励和方法的启迪。
后来，在探讨民族性改造思想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认同的过程中，潘氏那种介于种族和国家之间
的独到“民族”界说，以及在《性心理学》译注中所体现出来的中西文化融会功夫，又曾激起自己由
衷的赞佩和敬意。
像他那样有社会关怀、富思想能力、轻学科界限且底蕴深厚的学者，得到学人喜爱、渐受学术史家重
视和研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若要将潘光旦放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去看，或选择潘光旦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专门对象，人们的
观点则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不得不坦承，在阅读吕文浩这本《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之前，我是从未认真思考过潘光旦
算不算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思想家，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地位或代表性这一问
题的。
甚至最初见到该书标题的时候，还曾产生过一丝何必要步余英时命名其胡适研究论著之后尘的疑惑。
但读过此书之后，或者说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却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和想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史的追寻>>

编辑推荐

《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作者以为，将西方的“新文化史”与国内外传统的文化史、思想
史和社会史研究作为起点，本着继承、融会、有所反省和超越的前瞻性精神，不断进行新的多样化的
文化史研究实践，或许是最为明智的态度，亦可视为新阶段文化史研究再出发的基点，这种文化史追
求具体而踏实、多彩而生动、博大而精深、充满探索和反思性的学术成果。
其认知过程或许历尽艰辛，却是享受创造的一轮又一轮的智海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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