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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少时读司马迁的《史记》，常常惊羡于其中历史描写的多彩笔调。
如鸿门宴一折中项庄舞剑的凛凛杀气常恍然浮现于眼前，刘邦离宴后惊恐莫名般的马蹄声碎，常恍然
撞击于耳鼓，故读之常手不能释卷。
这一阶段，历史是感性触摸的对象。
年稍长，入学府读史，方知历史非仅个人的低回感伤与浅酌低唱般的感性生活史所能支配，而是近代
整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沉重表征。
“历史”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无法轻松表达的话题。
特别是近代，乱世更迭的刀光剑影中，愈益充满了殖民者施加的屈辱与民族反抗的悲歌，使得你根本
无意在似乎宿命式的西方现代化掠夺与自身发展的双重悖论逻辑中，轻飘飘地置入一点个人化的叙事
，因为学府的训练恰恰是集体记忆的排练场。
私贩个人记忆是颇有走私之嫌的。
在这一时期，历史是理性张扬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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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总结性工程《跨世纪学人文存》问世后，受到美术界和读者们的重视
和欢迎。
接续前思，整理编辑近年学界新成果，感到大美纷然，目不暇给。
初辑9种，科学与人文兼收，精思与沉潜并重，而主脉不变，在乎平实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
9种图书与新世纪同时来临，亦将与新世纪同行，故名之曰《新世纪学人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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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念群，1964年1月出生于北京。
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同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1年于中国人
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1995—1996年和1998年曾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访问研究。
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
互动的比较研究》、《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并与友人合作主编系列
译丛《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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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历史研究与边缘话语第一编：边缘史论：阐释与论辩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及其“蛮性遗
留”  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  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
”——方法及限度  “思想”与“学术”岂能如此二分——就90年代学风质疑于朱学勤、陈少明两先生
 唯理主义的社会改造设计与文化传统第二编：边缘史析：从思想史到社会史  儒学的地域化与近代中
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二重取向——兼论两个地域文化群落的比较研究  杨度和帝王之学  近代“岭南文化
中心说”典型述论  从“五四”到“后五四”——知识群体中心话语的变迁与地方意识的兴起  基层教
化的转型：乡约与晚清治道之变迁第三编：寻找新的历史空间     从知识/权力的互动关系看书院功能的
演变——以湖湘书院为例  “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
本土的结构性紧张  “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附录：学术志业如何汇成一条生命体验
之流——我的一点省思主要著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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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边缘史论：阐释与论辩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及其“蛮性遗留”　　二 蛮性遗留
之一：起源神话的迷思　　与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关，古代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以契约组成社
会的理念，历代的史学基本上都相信历史是远古圣人用其道德理性进行人为设计的结果，设计的内容
概而言之可以包括礼仪法度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精神的心理设计两个主要部分。
前者后来演化为治道理论和实践中的人伦秩序；后者在近代被新儒家锻造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
。
新儒家的来源分化固然复杂，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都奉持由“心性之学”规定的心理主义
策略，他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儒学所持守的理念是一种道的承诺，具体主要表现为思想形态，而或多
或少有意忽略这种思想建构过程中所凭借的制度资源。
我们阅读新儒家的著作似乎总有一种感觉，除个别人如牟宗三先生之外，他们讲究的完全是一种思想
流变而不谈制度设计。
　　从中国历史上观察，每逢世道衰变之际，儒学的两大资源就会被交替使用：一是今文经学中的“
公羊论”政治历史哲学；二是王学禅宗中的心性革命论。
比如第一资源在清初与清末分别出现常州学派的公羊说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论，以为政治鼎革的工具
；王学的复兴则体现于明末的个性原则的抒发与新儒家对道统的坚守上。
　　站在近代中国史学的基点上立论，康有为的公羊论一直为当代史家所称道，所否定者恰恰是其进
化论色彩的不彻底，即循环论的倾向，但是公羊论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的革命性原则实际上一直为当
代历史学家所暗暗认同，举其要者大致有二：一是公羊三世说的构成形式可以改造成与现代线性的进
化观念相吻合；二是其递进式的阶段论划分可以与当代预言式的“五阶段论”的宏大叙事合拍，制造
出与现代化普遍尺度相适应的本土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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