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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翻译历史十分久远，先秦文献有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互动关系的记述，就包
括了翻译的桥梁作用，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提，北方曰译。
”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翻译不仅在“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漫长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沟通理解作
用，而且也是中国认识世界、引进域外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中佛教经典的翻译可谓最大的工程。
　　近世“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步入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巨大动力。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屈辱中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组织
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进而增修汇编的《海国图志》，开启了中国近代译介西学的先河，即所谓“
中国知西政之始”。
译介西学是中国仁人志士从过去视域外技艺为“奇技淫巧”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变革，而
甲午之后则成为中国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之急务。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的推动和身体力行，使“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内容逐步涵盖了自然科学
和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
其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也渐次介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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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论述“民族与国家”问题的权威性著作。
作者全面剖析了民族与国家这两个影响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基本实体；描绘了世界民族主义概貌；
分析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问题；着重论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作者认为，民族与国家重叠交叉、相互影响，但具有本质区别；只有把握其本质区别，才能避免犯错
误，“民族会因语言、历史和文化等纽带而在国家消亡后还存留数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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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运动寻求两大目标：一是民族独立，即建立一个以本民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
；二是民族统一，即一国疆域内所有的民族团体（这些民族团体或者自称、或者被声称属于同一个民
族）融合成一个民族。
尽管现实世界并非全都如此，但在许多情况下，民族主义者还承担着进一步的任务：即在一个独立主
权的国家里构建一个新民族。
他们必须向全国人民宣传这样一个理念：即这个民族在国家独立之前业已存在，只是被少数人所控制
。
　　本书将以绝大部分篇幅来论述民族运动。
我将不会拘泥于仅仅讨论以独立、统一和民族构建为三大目标的民族运动，不过无疑它们将是本书最
重要的论述对象。
至于民族理论或民族意识形态，本书涉猎不多，好在关于这一主题已有许多新旧佳作。
民族理论作为一种学说，并非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它实质上是18世纪人民主权说的变异，随着时间
的推移，大量的难以消化的社会主义理论掺杂进来。
民族理论激发了种种“妙语高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有些理论真让人觉得美丽如画
，尽管华丽辞藻和亮丽外表是其特征。
若将这些特征赋予给民族理论，我真的有点良心不忍。
构思一本华美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文选一直非我所欲、非我所为。
当然，这类文集已逐渐问世，有些不乏透彻的评论。
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览一下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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