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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论文和评论，除了《众妙之门》一篇是发表于十几年前的旧文之外，其他的都发表于最近
这些年。
按照我对出版社编纂这套书意图的理解，这部自选集，不应当是回顾自己的历史学研究经历、把它变
成自己的学术传记，而是应当向读者介绍自己在历史学领域有价值的研究，所以，我尽量选录能反映
目前自己所思所想的新论文。
    《当代中国史学家文库》系列之葛兆光卷。
葛兆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
兼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并曾担任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本书书收录了他最近这些年发表过的论文和评论，回顾了他的历史学研究经历，向读者介绍他在历史
学领域有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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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研究生毕业，现为清华大
学历史系教授。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
兼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并曾担任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
》、《唐诗选注》、《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葛兆光自选集》
、《中国思想史》（二卷）、《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等。
译有《通向禅学之道》(日本铃木大拙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另有学术性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的有《门外谈禅》、《考檠在涧》、《佛影道踪》、《作壁上观—
—葛兆光书话》、《并不遥远的历史》和《在异乡听雨看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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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学四题 　一、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历史学如何自处 　二、 “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 
　三、在学术或历史研究中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吗 　四、如何重新建立叙述历史的
方式 为什么是思想史 　一、争论的缘起 　二、中国哲学，可以理解的心情与问题 　三、首先是历史
的思想史 众妙之门——北极、太一、太极与道 　一、引言 　二、“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三、
“万物所出，造于太一” 　四、“太一，道也” 　五、“太极，中央元气” 　六、结束语 　附论 作
为思想史的古舆图 　一、边缘与中央：欧洲古代世界地图中的东方想象 　二、从天下到万国：古代
中国华夷、舆地、禹迹图中的观念世界 　三、佛教地图：另类世界的想象 　四、内诸夏而外诸夷：
以明代海防地图为例 　五、大“公”无“私”：从明代方志地图看当时人的公私观念 　六、小结 山
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想象异域的资源变化么 　一、想象和
知识的差距：想象的异国 　二、建构异域想象的三类资源：旅行记、职贡图和神话传说寓言 　三、
想象加上想象，故事加上故事：女国、狗国与尸头蛮 　四、利玛窦之前的异域想象：来自古典知识和
历史记忆 　五、利玛窦来华之后：从“天下”到“万国” 严昏晓之节——古代中国日夜秩序 　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日常生活秩序 　二、月黑风高与杀人放火 　三、夜聚晓散与图谋不轨 
　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元夜观灯的意义 　五、城市生活与乡村秩序之间：传统日夜秩序的瓦解
“唐宋”抑或“宋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视域转变的意义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
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拆了门槛就无内无外——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及其评论 回到历
史场景——以宋代两个关键词为例谈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野 【附录】历史的意义——读两种历史教科
书和入门书的随想 【附录】可以用参考资料代替教科书 【附录】文学史：作为思想史，还是作为思
想史的背景——读《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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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近，我特别关注教科书的编写，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教科书是使　　一代一代人接受和理
解历史的起点，也是一代一代学者模仿历史写作的最初　　范本，它的影响太大，而且一旦它承负了
某种意识形态，它可能使历史学走　　向某个死胡同。
从教科书联想到普及读物，我又有一个想法，就是呼吁“公　　众历史”。
这个公众历史不是使历史庸俗化，不是要历史去媚俗，我以前讲　　过，通俗不等于庸俗，浅近不等
于浅薄，提倡“公众历史”目的是让严肃的　　历史学家明白，如何在传媒和市场时代，让历史仍然
保持它的影响力。
　　好久以来，我一直听说这样的事情，就是某些电视制作者、小说家、记　　者在拥有传媒优势以
后，扬言要由他们来证明或者说明历史，并且要靠他们　　来解决历史难题。
比如一个记者就说他发现了尼雅，一个小说家就自称要重　　写清史，一些电视剧就在让公众以为历
史真的就是某些宫廷故事。
我们得承　　认，电视剧占有了让公众了解历史的最大份额，就在今天，我还看到美国国　　家地理
频道和香港凤凰卫视联合摄制的《马可·波罗重返中国》，还在宣称　　要反驳马可·波罗没有来过
中国的研究者(大概是吴芳思)。
然而，要证明马　　可·波罗来过中国的，是一个日裔美国摄影师和中国的一个摄影记者，这让　　
我想起那个据说发现郑和到过新大陆和澳洲的英国船长。
但问题是，历史学　　家不能仅仅保持学院式的矜持和傲慢，你得破门而出，把历史写得好看一些　
　，这才能给公众可靠的知识和理解。
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像欧美一些研　　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汗之国
》，像魏而思的《　　1688》，也包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等，都写得很有故事意味。
而像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西方人写的历史著作，如写西方文化变迁的《从黎明到衰　　落》、写圣
经成为经典和影响文明的《圣经史》，都很注意采用针对一般读　　者的普及写法。
人们熟悉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叙事体的复兴　　》，他抨击西方史学界偏离了历史学家
的原始任务，他觉得历史学家应当是　　讲述故事的人。
我在想，是否我们的历史叙述，也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历史应　　当讲故事?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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