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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文集收入了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几十年在文化史学、地域文化、中国传
统文化、历史文化语义学等领域的最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文化史学探略》、《元典精神
管窥》、《文化转型刍议》、《地域文化片论》、《历史文化语义学发微》、《随笔》等部分，共百
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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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年生，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志研究，著有《
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千岁丸上海行-日本
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晚清经世实学》、《解构专制-明末清縮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封
建”考论》等。
时下丰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曰文化互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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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化史学探略　即器求道  兼采内外——文化史学的研究对象    　中华文化史关键词诠释（一）    中国
·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史关键词诠释（二）    文化·文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行为文化、观
念文化    　略论中西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生态界说        　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
化协调发展  　文化的保守与更革    　分宗别源——中国学术流变断想    　解构“专制”    　唯物史观
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  　历史泡沫下的深沉巨流    　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    　“文明
冲突论”辨析    元典精神管窥　经史同异论    　《中华元典精神》作者献辞    　《中华元典精神》写
作缘起    　《元典文化丛书》序    　关于“文化重演律”的思考    　元典精神的近代转化    　从元典的
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    　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    　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诠释    
　东亚智慧与现代病疗治    　对东亚智慧现世意义应持平允态度    　“五伦”、“三纲”分梳说    　
孔子“轻自然、斥技艺”思想的历史评价    文化转型刍议　“冲击一反应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
的两极取向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刍议——兼论现代中国多层级变幸的交叉互叠    　[附录]辩证审视中
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明夷待访录》“近代性”考
辨    　王夫之创见四题  　⋯⋯地域文化片论历史文化语义发微序言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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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从人类站立起来，脱离兽类，在自觉意识支配下从事生产劳动，自然界就被赋予人的意义，出现反
映人的意向和活动的世界，“文化”也就开始了它的一发而不可止歇的生命运动。
“社会的人是动物长期发展的产物。
但是，只有当人不满足于坐享大自然的赐予，而开始亲自生产他所需要的消费品时，人类的文化史才
开始了。
”①同已有亿万年经历的宇宙自然史相比，人类文化史“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②，但与人的个
体生命时间相比，人类文化史则相当悠久，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文化，不是骤然降临的，正所谓“千仓
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长”③，它是人类在过去各时代由交互关系与劳动生活所产
生的延续的累积的结果。
文化史的任务便在于综合考察这一汪洋恣肆的进程，并探究看似白云苍狗、莫测变幻的文化运动的规
律。
文化既包括人类活动的对象性结果，也包括人在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因此，文化史不仅
要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即人类“开物成务”④，创造各种物化产品，从而改造外部世界，使其
不断“人化”的过程，而且要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即文化的“主体”——人自身在创造文化的
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过程，同时还要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如何交相渗透，彼此推引，共同促进文
化有机整体进步。
因为主体（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居于文化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所以，文化史家历来格外留意于主体
色彩鲜明的领域。
举凡人的认知系统、艺术语言文字系统、宗教伦理系统、习俗生活方式系统，尤为文化史家所注目倾
心；即使是对那些主体性隐而未彰的领域，如科技器物系统、社会制度系统，文化史家也着力剖视潜
伏其间的主体因素的创造作用，以及那些外化了的文化形态对主体的再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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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史学探略即器求道兼采内外——文化史学的研究对象*文化史学是史学的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
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
史学的对象是历史。
而广义的历史泛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历史科学称作“一门唯一的科学”。
狭义的历史则特指自然界中有机生命的最高发展阶段——人类的社会生活发展史，史学便是记述并探
究人类社会进程的科学，它的基本使命是按照时代顺序，通过占有并处理反映历史事实的史料，“述
往事，思来者”，阐明全部人类社会运动的过程及其规律。
具体的史学研究，则可以对人类社会及各国度、各民族、各地域的历史作综合的、分期的或分类的考
察。
作为史学一个特殊部门的文化史，同其他专门史，诸如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一样，有着自身的特
殊研究范畴和使命。
文化史是史学向一个宽阔的领域展拓的产物。
它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从而与作为社会知识系统某一分支发展史的学
科，如文学史、史学史、科学技术史、哲学史相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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