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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
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
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
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
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
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
熬。
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
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
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
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人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
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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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以丰富、翔实的中外历史资料和文献为基础，对“女权”概念的引入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该考察不是从纯学术的层面考察其变迁，而是将其与彼时的国情和国势相结合，描述
女性争取权利的过程和知识分子与爱国人士对“女权”和理想女性的理解。
本书以资料翔实和视角独特见胜，开启了读者了解清末民初“女权”概念变迁历史，管窥清末民初思
想和社会变动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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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上研究都是以中国人权与西方人权的差异为研究前提的，有的探讨差异出现的理由，有的想要
找到差异里的共同性。
这些研究基本上都立足于“正统”的西方／“异端”的中国这样的框架。
所以，研究目的不是研究近代中国人权本身，而是探讨在当代成为问题的西方人权与中国人权的差异
是如何出现的。
　　导致这样的中国人权研究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从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美国等愈加明显地对中国
实行人权外交这一政治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权问题被大书特写，学术研究的关心也集中在近代以后中国的人权理解以及
人权保障。
研究结论强调西方人权概念与中国人权概念的差异，可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结果。
　　另一个原因潜藏在人权概念本身。
在人权概念已经普遍化的现代，让人惊讶的是，其实人权概念并没有法学或宪法学上的明确定义。
过村美与子指出：　　在宪法学上，已经有许多有关人权观念、人权类型和历史发展等研究，研究积
累之多甚至有人权研究过剩这样的批判。
但是，对于“基本人权”、“基本权”、“人权”、“宪法所保障的权利”等基础概念的用法，即使
是此领域的大家，说法也很不一。
而且可以看到主张抑制“人权膨胀”立场的学者和主张扩大人权概念立场的学者开始出现分化的倾向
。
故今日之现状其实是人权含义太多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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