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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差异与类同：论比较哲学中的概念互诠》的主体部分来源于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于2005年。
论文的写作动机最初起源于对两种比较哲学研究思路的考察。
在我的导师陈少明教授建议下，我开始对两位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资深英语学者进行比较研究。
这两位英语学者是英国的葛瑞汉（Angus C.Graham，1919-1991）和美国的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
他们不仅在当代西方汉学界是屈指可数的领军人物，而且在当前西方汉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中占据不可
跨越的地位。
20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汉学家基本上将汉学与研究埃及、巴比伦等古代文明的"东方学"等同，视中
国古代文明为已经沉淀凝固的化石，对于依然生存活动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群和现实视而不见。
相比之下，美国的早期汉学虽然具有美国文化一贯的现实性特点，但由于美国汉学的专业化程度一直
落后于欧洲，总体而言，二战前的西方汉学仍然以欧洲的汉学研究为主导，具有强烈的东方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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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玉宇，女，1973年生，中山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1999年毕业于中山
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获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硕士学位。
同年留校任教至今，2000年起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
2003-2004年度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作为访问学者于哈佛大学访问一年；2005年获得中山大学比较哲
学方向博士学位。
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比较文学和比较思想史等。
在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发表过若干文化评论、译文，出版过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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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史华慈与葛瑞汉第二节 概述第二章 两种文化观第一节 两种文化观第二节 文化：趋
向还是结构第三节 持续的文化导向第四节 文化差异与语言决定论第五节 人类经验的共同基础第三章 
文化差异论及其理论预设第一节 语言的差异对思维方式的影响第二节 “整体论”背后的哲学预设第
三节 概念互诠的语言学基础第四章 先秦哲学中的关联思维第一节 人类思维方式的框架第二节 葛瑞汉
的主要理论工具第三节 先秦哲学中的关联思维第四节 告、孟人性之争中的类比推理第五节 小结第五
章 先秦哲学中的理性第一节 何谓“理性第二节 葛瑞汉的论述第三节 陈汉生的批评第四节 理论背景第
五节 古代中国的逻辑第六节 理性与理性主义附录：公孙龙《白马论》中的指称问题第六章 “仁”与
“礼”：一种理论化尝试第一节 “仁”——“礼”关系的解释传统第二节 “礼”作为言语行为第三
节 “礼”体现人的尊严第四节 “礼”的根源第五节 “仁”的“内在性第六节 理论预设第七章 道德自
律与儒家伦理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两种观点的对立第二节 芬格莱特与罗思文：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第
三节 对芬格莱特和罗思文的批评第四节 史华慈、郝大维与安乐哲：儒家的个人第五节 儒家自律观念
的建构第六节 以权利为中心的自律和作为理想人格的自律结语 反对理论第一节 “科学理论”的误区
第二节 一种拒斥理论的解释策略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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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史华慈是在批驳流行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文化观的。
他认为，在后者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是被当作包含广泛的主题和要素的封闭整体，甚至在最强烈的
本体性意义上被当作是互不相关的物质对象。
有时则作为静止的、整体的系统，或生物有机体。
原始或传统文化被当作是已完成的静止结构，已经无法找到最初的源头。
”②这种立场往往强调一种文化有其独特的结构，决定处于该文化中的人的行为和思考模式，不同文
化之间是无法相互通约的。
但在史华慈看来，这种看法表面上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把不同文化当作彼此独立自足的整体，实际
上却往往抹杀了文化内部的差异和多样性。
另一方面，这些文化人类学家却相信自己不仅能够跨越文化间的鸿沟，而且能够透过表层的文化行为
，把握到身处该文化中人群的行为和意识背后的决定力量。
史华慈指出，这些学者忽视了一种文化中历史变迁的重要性，也没有意识到文化人类学家所构造的文
化范式和历史发展的现实之间的鸿沟。
他们往往认为在原始文化中，除了极个别人外，所有人都会依照范式所确定的深层机制来指导自己的
行动。
实际上，史华慈一直反对将人的意识行为解释为任何一种社会情境或结构的产物。
他在早期所写的《对中国思想史的初步反思》一文中，便曾批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他指出，人的意识虽然会受社会情境的左右，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思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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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差异与类同:论比较哲学中的概念互诠》：外语学术研究系列·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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