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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试评耿定向的讲学活动、论乾嘉心性之学的多元取向与开放意识&mdash;&mdash;以龚自珍为中心
、清史情结与当代文化中国思潮、明清社会经济与文化、清代对财政亏空的清查、明清中国城乡市场
平行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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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文化语义学&ldquo;经济&rdquo;概念转化的历史考察道：从普通词到终极词的演进机制严复译著
中的新造词和日语借词&ldquo;市民社会&rdquo;概念的历史起源和社会历史基础明清之际澳门中西术
语对译探析&mdash;&mdash;以&ldquo;苦力&rdquo;、&ldquo;妹仔&rdquo;为例&ldquo;国际法&rdquo;
、&ldquo;自然法&rdquo;之厘定与中西日文化互动&ldquo;国际私法&rdquo;一词之考辨中文&ldquo;化
学&rdquo;一词的厘定和普及&ldquo;善&rdquo;的学名厘定探源人文探寻论庄子的表达焦虑及其解决途
径从修身成德到家国事功&mdash;&mdash;论大学之道思孟学派的传承谱系&ldquo;面向当下和现
实&rdquo;的诠释范例：《解老》、《喻老》篇《论衡》与文儒的离合&mdash;&mdash;兼论徐复观的
王充研究试评耿定向的讲学活动论乾嘉心性之学的多元取向与开放意识&mdash;&mdash;以龚自珍为中
心清史情结与当代文化中国思潮明清社会经济与文化清代对财政亏空的清查明清中国城乡市场平行说
晚清两湖地方秩序的解体、重建与基层行政制度演变初探&mdash;&mdash;从团练到保甲局明清江汉平
原地区的堤垸水利与地方社会&mdash;&mdash;以《白莒垸首总印册》为中心堤防弊制、市政偏失与一
九三一年汉口大水灾论晚清的财政摊派论咸丰年间湖北厘金明清文学胡应麟小说思想研究述评&ldquo;
《西厢》制艺&rdquo;考论沈德潜研究三十年&mdash;&mdash;关于沈德潜的诗论、诗选和诗作冯梦龙
《太霞新奏》引用王骥德《曲律》考《聊斋志异》蝗灾描写及植物崇拜的中外溯源西方哲学德国浪漫
主义的自然观、神话-宗教观德里达、隐喻和华莱士&middot;史蒂文斯诗歌中的含混性伽达默尔
的&ldquo;语言一游戏&rdquo;说与维特根斯坦相关思想之比较陈衡哲与&ldquo;西洋史&rdquo;创
作&mdash;&mdash;以《西洋史》为对象考察陈衡哲的史学成就与思想出土简帛郭店竹简《六德》考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用日》章解文史考据《荆楚岁时记》初探宋元明时期&ldquo;关羽崇
拜&rdquo;新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2007年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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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佐藤信渊还在《经济问答》中宣示：&ldquo;经济者，国土经营，万货丰饶，人民济救之道。
&rdquo;讲的当然还是经世济民的政治论，然其重心放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上。
这种注重研讨国计民生的经济论，正是日本江户时代力纠空谈虚议的实学精神兴盛的一种表现，预示
着&ldquo;经济&rdquo;一词发生词义近代转换的趋势。
　　江户晚期的&ldquo;洋学&rdquo;，其经济论更倾向于国计民生问题的探索，而且将学习西洋科学
和生产技术引入经济论。
&ldquo;洋学家&rdquo;本多利明（1744-1821）所著《经世秘策》，提出国政的四大急务：第一，焰硝
（掘采硝石，破碎岩石暗礁，开通水陆交通）；第二，诸金（开采金银铜铁铅诸矿物，作国家之大用
）；第三，船舶（造船及发展海运，使天下物产得以流通）；第四，属岛开业（周边岛屿开发，尤其
是拓殖北部边疆）。
其&ldquo;经世&rdquo;一词，虽仍取古汉语的&ldquo;经邦济世&rdquo;之义，但&ldquo;经世&rdquo;的
内容，已在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方面展开，并主张学习西洋科技。
本多利明还著《经济放言》一文，其&ldquo;赘言&rdquo;讨论房屋、道路、桥梁的筑造，以及石材、
铁材的运用如何仿效西洋之法；其&ldquo;经济总论&rdquo;讨论物产增殖，以满足万民的衣食住之需
用，进而提出：作为&ldquo;海国&rdquo;的日本，解决此一问题的出路在于扩大海外贸易。
可见，江户时代日本人的经济论，虽然仍为经世济民的政治论，其重心已放在涉及国计民生的物质生
产、流通、交换、分配上，并带有开放色彩。
这为近代日本人以&ldquo;经济&rdquo;对译economy埋下了伏笔。
　　江户时期的日本除在&ldquo;经济&rdquo;名目下议论国计民生问题外，还常用&ldquo;富国&rdquo;
一词。
出生早于本多利明的林子平（1737-1793）曾撰《富国策》一文，探讨贫富问题。
林子平的篇名效法中国宋代李觏（1009-1059）的专论《富国策》。
当然，&ldquo;富国&rdquo;一词更有渊源，司马迁即称春秋时的管仲治齐，&ldquo;通货积财，富国强
兵&rdquo;（《史记&middot;管晏列传》）。
战国时的荀子更有题名&ldquo;富国&rdquo;的专文（《苟子&middot;富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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