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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内容概要

一曲由不同的乐器分别奏出不同的音符合成的学术的奏鸣曲。
⋯⋯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及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华南研究展开，意在使华南研究的群体
成果可以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
⋯⋯在思想史研究中对如何透过文献的词汇概念触摸它背后的历史脉动的摸索和知识感觉。对谈内容
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区别动态历史与静态历史，如何推进关于普遍性论述的再思考，在特殊
性之中而不是个别性之上建立“形而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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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作者简介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
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
要研究领域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
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美
国华盛顿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
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内好的悖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
（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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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书籍目录

4/ 对谈小引（孙歌）
12/ 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
27/ 形而下之理与普遍性想象
52/ 从人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研究
71/“中心”与“边缘”
80/ 局部与整体
96/ 区域研究中的“国家”
109/ 寻找中国原理
130/ 尾续语（刘志伟）
135/ 附录：走进乡村的制度史研究—— 刘志伟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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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精彩短评

1、对话的基本过程：孙：特殊性。刘：对，个人。孙：对，特殊性。刘：对，个人。观感基本被大S
说掉了。
2、我的妈妈，这本书为何评分这么高。九点九。
3、华南研究历史观的一次完美总结。刘老师从以人的行为为主体的历史入手，在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般与具体之间讲明了区域研究的主旨。我们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是将每一个“局部”视作
研究的整体，在整体性的意识中去把握人的的行为在此“局部”中的影响与感知。因为人有能动性，
所以研究的问题、视角与方法不断发生变化，正是在这种“流动”中，我们从“区域”感知到了“整
体”对于“区域”的多元意义。 
4、可以看到福柯、布迪厄，甚至吉登斯等社会理论的影子，像是以"人的历史”研究去解决国家社会
、整体局部、特殊普遍等对立，具体的方式则是捏合了上面诸家观点，当然这应该是长期经验田野的
智慧了。#市图偶然发现本书，对谈畅快清晰好读#
5、即便是对谈论，在p.1-134的正文中居然不见一个引用注释，真是让人诧异，编辑和作者一起犯懒
？——按照本人的阅读经验，即便是发言稿演讲稿讲义，只要作为学术性质的成书，一定会在修订时
添加相关来源，而这本，非常遗憾，不能用。从内容上讲，刘志伟主控场，算是对华南学派研究理路
与成果的一次总结与反思，可以看出其受西学影响之程度。总体而言，双方的对谈是在相互试探中的
鸡同鸭讲。
6、研究实践丰富，梳理深入浅出。但对社会理论学人来说缺乏冲击，非缺乏概念逼格不够，是道理
正确新意有限（除非无视当代西方史学范式革新）。对个人更有教益的是看刘志伟研究过程和长篇学
术自述。孙歌如更懂西学，许多对比论断不会成立。或找黄宗智王铭铭等凸显某些争论会更好看
7、年度之书，感谢林辉安利~阅读的过程同样是基于自己学科专业尝试与之对话的过程，可以说奠定
了这学期对几个问题的基本思考路径。亦借此打开另一新世界大门，不满足啊不满足~
8、1）雖然劉志偉老師總是謙虛地說自己其實不怎麼看他人的著作，但總覺得他玩理論其實也玩得很6
；2）附錄那篇學術自傳，對理解劉志偉老師背後的那一套邏輯，其實比正文更加有用。
9、系里这么多老师，只有刘老板的书有让人震撼的感觉，而且是常读常新！
10、可以参考美国区域研究的冷战背景
11、虽然预料到这次阅读一定是一个美妙的过程，但不能想象可以震颤到精神的每一个角落。理解这
场对谈本身就是一次冒险。
12、推荐做建筑史研究的博士生们都读一读这本小册子（淘宝有售），清晰表达了“人的历史”与传
统“国家的历史”思路的区别。
13、邮件三点/各篇目刊于人间思想辑刊
14、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教书，刘老师都非常出色。这本访谈录应该对当代中国史学界有所启迪。
15、短小精悍的对谈录，语言凝练、观点鲜明，凝结对谈者在各自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呈现学术与
生活中的智识与感悟！
16、对谈的方式比较少见，一份厚重的跨学科对谈辑录，读完基本可以了解何为华南学派，尽管刘志
伟并不这么自称。
17、在往广州的列车上翻完这本小书，好多精华之处并未领悟，其耐人寻味，值得再次阅读。印象最
深者，从人的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去理解历史，人始终处于一定的宏观和微观结构中，同时也在不断
创造和改变结构。
18、10月27，北京回杭州的路上读完，大有收获啊！
19、整体史的观念
20、没看懂说了什么
21、一口气读完，精彩至极！大爱华南学派对制度的理解！
22、大学者数十年研究精华所在，提示后学治学路径与研究手法。
23、2014年最震撼的阅读体验，刘志伟老师道出许多深邃的个人思考：“人”为中心的历史学、从人
的行为出发的制度史研究等等。作为附录的罗艳春、周鑫两位的访谈，也是相当有水准。
24、借用刘志伟的话，“她谈的东西，我都是不懂装懂夸夸其谈地回应；我谈的话题，她却总是努力
放进她的思想框架中。”可惜，孙歌掉上来的华南学派大鱼终究是装不进她的那口小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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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25、京广高铁上翻完。思想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碰撞，立足于专业研究但超出了专业问题，“人的历史
”颇值深思。

Page 6



《在历史中寻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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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