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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是一次“历史中的观念旅行”，它以神话与
历史合一的西王母世界为出发点，进入秦汉帝国的“西域”与“东方”；再从东汉之后的印度佛国，
进入高僧的理想世界；最后，从唐以后的“南海”及元以后的“西洋”，进入近代化的历史。
通过这段“旅行”，作者所要呈现的，是一幅壮丽的文化图景——古代中国的世界视野。
　　作者将已被分割为各自孤立的学术园地的“历史片段”融汇为一体，将一些“旧说”重新排列组
合，使之在相互的映照中交错重叠，“推陈出新”。
本书针对种种虚伪地“尊重他者”的“方法”而写，也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展开了
严厉批判。
　　借助于历史，本书指出，在“华夏世界”，有过“帝国之眼”，更有过“他者为上”的世界观，
经慎重的选择，中国知识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造就一种真正有益于社会科学知识互惠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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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2年生，1985至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1992年6月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
。
1987年10月－1992年6月教委分派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1992年6月－1994年10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聘任
博士后，1993至1994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聘任博士后，1995年7月－1995年10月访问学者(台湾)，现任教
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著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逝去的繁荣》（1999）、《人类学是什么？
》（2002）、《草根卡里斯玛》（2002，合著）、《走在乡土上》（2003）、《漂泊的洞察》（2003）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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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思西方穆天子与他的世界幻想地理与真实地理西方的东方化，袄方的西方化乱世与西天之间西域、
印度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与异域专的发达岛屿、中间地带与欧化进程非西方与他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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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1.他者即others是人类学中一个概念。
萌生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艺术与哲学他者的观念最终形成于势力空前膨胀的近代欧洲人类学中。
他者是西方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观念工具。
一直以来似乎总是西方扮演着发现者、探索者、征服者的角色在观察、研究非西方他者意指非西方。
在《西方作为他者》一书中王铭铭指出非西方并是被动等着西方知识人拿显微镜来观察的“地带”。
以古中国为例长期被人冠以“封闭”、“褊狭”、“开明的”古代中国人也在其域外的旅行与世界的
想象中缔造出其自身的他者观念。
非西方他者观念的历史存在挑战了那种将西方与非西方的区分定义为世界性的认识者与地方性的被认
识者的“社会科学”。
对于这一历史的“再发现”自身提出了一种“社会科学认识论反思”的要求。
——《科学时报》2.这是一本考据书运用的也是正宗的历史学方法而更接近于观念史、文化史、人类
学等范围的论著。
过跳出历史看历史总会有另一番景象。
——《南方都市报》&q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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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非中国”，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若要成其社会，成其文化，则都必定有其
超越自我且内在于自我的他者存在。
本书是一篇扩大式论文，虽带有人文色彩但系属社会科学反思之作，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世界活动与
他者观念，触古及今，去非考证或史学之作。
本书又可谓某种学术史，但又致力于呈现中国古代“西方学”的演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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