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

13位ISBN编号：9787101060850

10位ISBN编号：7101060854

出版时间：2008-05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孙江主编

页数：298

字数：28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

内容概要

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近代知识的“非自明性”问题成为国际历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
与此相关联，围绕近代知识的建构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文本比较研究，可谓最受注目的研究领域之
一。
《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呼应历史学的这一新趋向，以概念·文本研究为中心，收
录了以下四组论文：第一组题为“概念的空间”；第二组题为“文本政治学”；第三组题为“历史学
的田野”；第四组题为“方法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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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国际文化学科副教授，《近代中国の革命ヒ秘密结社——中国革命の社
会史的研究、1895—19551)(汲古书院，2007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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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

章节摘录

黄东兰：“亚洲”的诞生——近代中国语境里的“亚洲”概念引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欧盟
、东盟等地区共同体的作用日渐增大。
在此背景下，日本围绕“东亚共同体”的议论不绝于耳。
但是在中国大陆，除极少数人之外，很少有人谈论“东亚共同体”，以“亚洲”、“东亚”为题的论
著也为数甚少。
回顾20世纪中国的历史，派生于“亚洲”一词的“东亚”，往往让人想起裔出欧洲东方主义话语的“
东亚病夫”，以及战时日本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
中国自古有以“中华”、“四夷”为理念而形成的独特的世界观，其中不包括表征“亚洲”这一地理
空间的概念。
今天，介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地理概念不是“东亚”，而是“亚洲”。
“亚洲”一词的来历可追溯到16世纪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83年-1610年在华）。
利氏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有关五大洲的地理知识时，第一次将起源于欧洲的“Asia”一词
译作“亚细亚”。
19世纪中叶，通过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翻译介绍的西方地理书籍，作为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亚细
亚”概念方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和近代学校制度的导入，“亚细亚”及其略称“亚洲”概念以中小学
堂的教科书为媒介，逐渐向社会底层传播。
本文将首先考察作为西方地理学“知识”的“Asia”／“亚细亚”（“亚洲”）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是
如何被接受的？
“亚细亚”概念在传入中国后发生了怎样的意义转换？
以及“亚细亚”概念内涵了怎样的“自我”与“他者”形象等问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