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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
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
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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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沟口雄三，（1932-2010），生于日本名古屋，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研究生时代师从爱知大学著
名支那史家入矢义高，开始李贽文献的阅读和中中思想史研究。
先后任东京太学文学部助手、中经琦玉大学讲师。
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
在此期间，他成功地打通了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史哲的学科限制，建立跨学科的对话机制，并在1985年
创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学会。
他在2007年牵头成立集全日本宋明学者为一体的《朱子语类》译注刊行委员会，正式启动《朱子语类
》日译的二十年大五程。
退休后任教于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沟口一生不仅留下具有极大思想冲击力的著述，而且推动了多种国内与国际的大型学术活动。
例如与中国学者发起“知识　　共同体”对话，持续讨论战争的记忆与责任问题等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届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公
与私》、《中国的冲击》等曾主编出版了《中国思想文化事典》，《在亚洲思考》（七卷）翻译有中
国宋代佛教典籍《碧岩录》和王阳明《传习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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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
　第二章　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
　第三章　中国的“封建”与近代
　第四章　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
第二部
　第五章　作为方法的中国
　第六章　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
　第七章　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
　第八章　写在“儒教复兴”之际
第三部
　第九章　被扭曲的近代中国像——洋务与民权、中体西用与儒教
　第十章　一个反“洋务”派的记录——关于刘锡鸿
本书主要相关人物表
后记
附录中国如何成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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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最后我想就上文中屡次提到的评价的问题以及今后的研究谈一些看法。
在考虑历史学中的评价时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和历史学的关系，和谈到政治与文学时所面
临的问题一样，也就是历史学相对于政治应如何保持自律性的问题。
实际上，“历史学无法避免评价和政治”的想法本身就很奇特，但要探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却不能
避开革命不谈。
更何况近代以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与清朝以前不同，不只是文化上的关系，而是极为深刻的政治上的
关系，因此上述奇特的想法也就情有可原了。
关于政治，曾有人指出，中国的洋务批判是四十年代反蒋介石政策的政治反映[27I，而最近对洋务的
重新评价仿佛要从反面证实这一说法似的，被公认为是现代化政策的直接反映，例如夏东元的研究便
是其中一例。
在中国，历史学从属于政治的现实无论在广义上还是在狭义上仍有一些地方没有发生变化。
对于这种狭义的即政策意义上的政治我们暂且不谈。
在马克思继承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发展阶段论之后，“封建”这一概念中又增添了（四）生产关系论
的内容，即地主、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对抗关系——地主、领主几乎垄断了所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
而在身份上处于从属地位、没有自由的农民则被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上，成为了封建剥削的对象。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上文中以《东云新闻》为例的明治的“封建”观，理解成是一个在（一）
制度论的基础上，加入了（二）时代划分论和（三）历史发展阶段论含义的概念。
“专制”和“不平等”通过（四）生产关系论又被进一步理论化，所以现在说起“封建”，一般都包
含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
欧洲的封建也不例外。
日本和欧洲的封建无论从时期还是从发展阶段来看都在近代以前，并且其社会是制度论和生产关系论
、即所谓封建性的上层建筑和封建性的经济基础相对应的社会，（一）一（四）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是
极为自然的。
看起来我不过是把理所当然的事实罗列了一番而已，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下面我要谈的中国的封建
和日本、欧洲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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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我们的中国学以中国为方法，就是要用相对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其
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
以世界为目的.就是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的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面的世界图景。
这本书是我在四、五十年代度过青春、在六、七、八十年代埋头于中国研究之后，于八十年代的最后
一年，为下一代年轻人写下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
　　——《作为方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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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方法的中国》是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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