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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积极开展起来，如何使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跨入真正的学
科建设，也受剑越来越多的关注。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
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
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
《（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山版社，1996年）。
这一学术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起步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
当时开始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入对中国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
统史学的近现代史学流派，都受到海外史学思想和史学思潮的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史学的国际交流
及其互动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
在此过程中，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的兴起，曾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剥本土史学的
研究延伸到对海外中同史学的比较研究，并拓展到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
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
根据其学科理论和基本方法，海外中闻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
，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
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十分匝视与对象国历史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考察，
注意对象国与中围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国际事件的联系考察，关心国际学术思潮与列象同学术思潮的互
动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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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是作为《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的辅篇出现的，主要收集改革开放
以后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情况的相关论文。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学研究基地之一，很多问题的探讨处于世界中国学的前沿，所以对它的
研究是了解这个国家中国学的需要，也是深入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
开展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以后，编者一直认为，编纂一本美国学者对于自己国家中国学发展情况反思
和回顾性质的论文集是必要的，这对于编者了解其中国学发展大势是必要的，也是研究者进行这方面
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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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卷上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奠基(殖民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
形成及其史学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批判
思潮与“中国中心观”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国际
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近年来西方汉学清
史研究若干范式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美国清史
资料及其研究述略——以历史学研究为主线的考察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中
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卷下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的起源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观劳费汉学研究述评拉铁
摩尔和他的中国问题研究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论列文
森的中国学研究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魏斐德的中国学孔飞力清史研究述略史景迁的史学内涵
和意义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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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受现代化理论影响的西方汉学家于是把重构清代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思想文化历程视为己任。
英年早逝的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写下了他的《儒教中同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试图探讨是否有迹象表
明“貌似稳定的带传统性的中国社会，无需西方工业主义入侵起催化作用，也能够独立发展为具有科
学气质的社会”。
孔飞力的力作《帝制晚清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设：处在衰亡状态中的清代文化“
很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
”按照现代化理论，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
　　列文森的研究使他发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精神的若干影响深远的内在矛盾，其中最
重要的是“历史与价值”的冲突。
19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精英还是社会大多数人都仍相信中国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天经地义
，十分优越。
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使他们开始怀疑两千年来确立的文化的有效性，并意识到必须完成一个新的历史
使命，向近代社会转变，达到与西方同等的发展水半。
而这意味着抛弃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接受西方的文明价值观。
长期形成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使许多儒教知识分子总想重建与西方对等的心理态势，即使在承认西方
物质文明的优越性时，也要在想象中找到在心理上同西方对等的精神依托。
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就表现为两种思潮相互激荡，虚无主义者和激进思想家日益背弃传统，而保守主义
者则使传统日益僵化。
每一个不能使中国马上达到与西方对等的现代化方策都会受到激进主义者的批判，然后在中国开始新
一轮的寻找解决“历史与价值”冲突的方案，直到历史与价值协调，并恢复心灵宁静。
　　列文森的解读已超出了晚清历史，而能应用于民国初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包括1919年的
东西文化论战、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兴起的“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
列文森认为清末许多著名的革新派官僚如曾同藩等人的文化认同发生变化并出现折中主义倾向。
在列文森看来，儒教到19世纪末叶，已丧失客观意义，因为它已和现实脱节，并不再是能对社会起规
范作用的意识形态，而退缩为一种伦理理想。
尽管当时许多具有传统意识的思想家仍然活着，但两千年来曾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思想的儒教
已经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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