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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
成果的发展。
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
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
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
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
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
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
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
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
献给大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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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通过对王韬的透视,展现、剖析了晚清思潮、政局与社会的
变迁,提出了近代中国的“沿海”与“内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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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文（PaulA．cohen）美国麻州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
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在中国发现历史》和《历史三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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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韬与尚在襁褓中的中国新闻业有重要的联系。
在编辑《普法战纪》时，他的两个主要合作者张宗良和陈言(陈蔼廷)都是外国人所办报纸的翻译。
陈言是位极有趣的人物，他同样被西方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和他的香港同胞的“买办性”所激怒。
他相信，中国要生存必先强盛，而要强国必先醒民。
所以，1864年他从一些传教士处买来一些铅字，开办了自己的报纸《华字日报》。
虽然该报由《德臣西报》印刷发行，但编辑方向主要由陈言控制。
后来，陈言改任中国驻华盛顿使团成员及驻古巴总领事，此报便由他的儿子接管。
虽然《华字日报》是一家最为成功、最为长久的中文日报(直到1940年才停刊)，但它长期以来一直需
要各种帮助。
据说伍廷芳和何启二人给这家报社的资助尤大。
王韬与此二人都很熟。
①何启(1859—1914)是一位与伦敦会有联系的中国商人和牧师的儿子，早年曾在香港受教育，后又到
英国进修医学和法律。
他是香港最杰出的华人之一，也是最早宣传中国政治需进行重大改革的人。
伍廷芳(1842—1922)是何启的姻兄，亦与陈言有联系。
与何启相同，他早年也在香港上学，后又到英国学习法律(1874—1877)。
他在中国近代早期报业中的重要作用，往往因其在清朝末年任驻美公使和民国初期与孙中山的密切关
系而被忽略。
何启、伍廷芳，还可以加上容闳、黄胜及其香港澳门马礼逊教育会学堂的同学唐廷枢(1832—1892)，
成为一种“口岸华人”的全新代表。
他们在许多方面不是与王韬50年代在上海所结识的那些口岸知识分子，而是与孙中山有着更为密切的
联系。
与大多数来自江浙地区的这些口岸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都来自广东南部——中国与西方接触最久的地
区。
他们大部分也都更为年轻。
他们均倾向于成为头脑清醒的行动者，而不是书生气十足的偏执或神经质型的文人。
他们从小在由西方人开办的中国学校学习，后到外国学院或大学深造，对中国学术和文学所知不多。
容闳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大学毕业生(耶鲁，1854)，在返华时实际必须重新学习说汉语。
何启的文字功夫也极差，所以需要一个合作者使他的中文文章能达到发表水平。
由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允许，这些人往往不倾向于(像容闳和何启那样)娶西方妇女为妻，但却公开声
明信仰基督教。
他们多采世界主义观点，又是得风气之先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更多地效忠于中华民族，而不是儒家文化。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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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第一篇至第三篇序曲为雷颐译，第六章至第九章为罗检秋译。
由雷颐统阅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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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后记本书第一篇至第三篇序曲主雷颐译，第六章至第九章为罗检秋译。
由雷颐统阅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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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一篇至第三篇序曲主雷颐译，第六章至第九章为罗检秋
译。
由雷颐统阅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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