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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
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
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
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
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
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
引入中国学术界。
由于欧美、日本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
，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
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
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
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
界。
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
美国等地华人的文献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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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历史走向所起的作用。
与纯粹从哲学的角度研究理学以致无暇顾及历史背景的研究比较，此书为读者揭示了理学作为士人的
一种选择如何产生并传播开来而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另外，与从社会史或政治史入手，探讨理学如何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却对其义理核心存而不论的研究
比较，作者对哲学观念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使得他能够说明理学家的社会改革方案为何会呈现如此
的面貌，以及方案为何会被广大士人群体所接受。
作者的研究成功地表明，缺乏对义理的认真对待，我们将无法真正理解理学家的政治与社会行为；而
缺乏对理学家所生活的社会加以掌握，我们亦无法真正了解历史上的宋明理学之面貌。
　　作为欧美汉学中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大型中国研究数据库的主持者，《历史上的
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是包教授十余年来在这个领
域的最重要著作，而今年六月包弼德教授也因此书荣获哈佛大学的Walter Channing Cabot Fellow殊荣。
　　　　作者简介：　　包弼德（Peter K. Bol）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查理斯·卡威尔
（Charles H. Carswell）讲座教授，他同时也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ese
Historical GIS） 以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等大型数据库的建
设工作。
其著作包括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1992，中译本《斯文：唐
宋思想的转型》），并合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2006） 以及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1998） 等书。
包弼德最近十余年的研究专注于讨论理学的历史角色，以及从地方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的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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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弼德（Peter K. Bol），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查理斯·卡威尔（Charles H. Carswell
）讲座教授，他同时也主持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ese Historical GIS） 以及《中国
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等大型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其著作包括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1992，中译本《斯文：唐
宋思想的转型》），并合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2006） 以及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1998）等书。
包弼德最近十余年的研究专注于讨论理学的历史角色，以及从地方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社会文化的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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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学”明代讲学的复兴第六章 信仰有关判断与动机的问题作为信仰的“统一性”第七章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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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从“自发性”到立法：明朝的立国大规模的复兴与重归自发主义后记中国历史和理学注释参考书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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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这部书中，包弼德教授不仅将理学视为对历史现状的一种回应，更将其视为塑造着中国过去数
百年历史的一种“主要角色”。
在他看来，中国的理学运动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一种潜在的或公开的政治批判立场。
这一运动给在野的或体制外的士绅精英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从而使他们拥有了独立的权威。
　　——韩明士（Robert P.W.Hymes）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通过对理学产生与演变的历
史条件的考察，为我们揭示了自宋到清一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脉络。
本书破除了过去许多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那种就思想而研究思想的藩篱，并突破了以往许多中国历史研
究者“画时（代）为牢”、仅关注莱一朝代情况而不顾及前后的局限，因此堪称一部跨领域、长时段
研究的佳作。
　　——李伯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上的理学>>

编辑推荐

　　在这部书中，包弼德教授不仅将理学视为对历史现状的一种回应，更将其视为塑造着中国过去数
百年历史的一种“主要角色”。
在他看来，中国的理学运动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一种潜在的或公开的政治批判立场。
这一运动给在野的或体制外的士绅精英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从而使他们拥有了独立的权威。
　　——韩明士（Robert P.W.Hymes）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通过对理学产生与演变的历
史条件的考察，为我们揭示了自宋到清一千年中国历史演变的脉络。
本书破除了过去许多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那种就思想而研究思想的藩篱，并突破了以往许多中国历史研
究者“画时（代）为牢”、仅关注莱一朝代情况而不顾及前后的局限，因此堪称一部跨领域、长时段
研究的佳作。
　　——李伯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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