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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前的历史学界研究宇宙观，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思维形式，并且特别地关注它的起源；而考古学术
界关于宇宙观研究多针对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具体的、可移动的遗物或不可移动的遗迹。
而王爱和的这部著作与众不同，它关注政治与宇宙观之间的紧密联系，即认为宇宙观从来都不是一种
单纯的思维模式，因此不能独立存在于由实践、礼仪、物质和话语等多种形式组成的权力关系之外，
同时，也没有一个政治体系能优先或脱离于宇宙观。
就是说，权力的行使和宇宙的观念既互相塑造，又不断地互相改造，只因它们都同属一个多面体。

这本《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由王爱和著，金蕾、徐峰译，不仅吸收了现代西方汉学界的各种
研究理论和方法，而且也吸收了来自中、日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其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博采
众长，对国内历史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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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Culture in Ealy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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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本书中，我同样探讨古代中国宇宙观与政治的联系。
所不同的是，叶山与席文关心的是宇宙观对国家所担当的建设性角色，而我则寻求帝国形成期间宇宙
观中出现的争议及冲突，以揭示看似高度统一而单一的宇宙观下所掩盖的差异、矛盾及斗争。
我发现，商周四方宇宙观就是用符号象征系统构建政治权利的典型例子；而五行观的出现，则展示宇
宙观在瓦解旧的象征一权利结构和构建新的地缘霸权中起的关键作用。
秦汉时期，宇宙观不是简单的维护固有政权，而是不断地构建和界定皇权，并包容了帝国形成中社会
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这些矛盾与张力，在与宇宙相生相克的循环中展开象征性的斗争，又进而完全改变了宇宙观及皇权的
内涵。
汉代的灾异说，正是敌对政治力量之间在共同宇宙观中进行的符号斗争的最佳例证。
而这种符号斗争，又改变了皇权政治的性质。
正如董仲舒与淮南王之间的理论对立所显示的，天人感应的理论为政治斗争提供了通用的结构及词汇
。
通过这种符号政治斗争，皇权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之源，而是被象征性地构建成宇宙及帝国的轴心，实
际上是众多对立势力相互较量的一个活跃的互动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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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利用最新的出土文献资料，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的宇
宙观及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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