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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思想与文化》

内容概要

本书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论文集，共收录近史所学者的11篇学术
论文，出版时间跨越了三十余年（从1972年到2006年）。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包含4篇论文，主要与
生命实践、历史书写与历史建构的主题相关；第二部包含7篇论文，主题涵括了从清初到晚清各时代
的重要学术发展与文化现象，以及针对几位代表性士人与重要文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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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妙芬，现任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兼所长。其研究领域是明清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儒学传统中的理学
，作为试图了解自身文化渊源的管道。多年来以理学家和理学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代表研究成果有
：《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2003）、《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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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光看前面几篇，还真以为近史所成了新文化史的天下。幸好后面还有老辈压阵，不过我还是喜欢
看新文化史的文章，虽然已经没有了新鲜感。
2、內容參照目錄吧，史料還是挺豐富的，但是好多感歎號讓人覺得不夠嚴謹。
3、史料丰富，专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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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意识形态是个很重要的东西读《明清思想与文化》文/方木鱼在写一套书，和清朝的康熙有关，所
以，对于明清的东西格外关注。恰好，手头上明清的书很多。但这本《明清思想与文化》不同，这是
一本论文集，11篇学术论著，跨越三十年。这是个很了不起的记录。明清的帝王对思想控制很严格。
明成化年间，科举考试大变更，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
明朝，王阳明独树一帜，创造了阳明心学，朝廷不认可，但是民间却崇拜得紧，过了一百多年，王阳
明的地位和价值才被平反。清朝，满族以异族统治中原，内心总有一种不自信，表现便是对人们思想
的孔子，对反清复明思想的防范，以及文字狱的大行其道。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越是稳
定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
曲变形，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书的倒数第二篇，提到了清朝的《圣谕广训》，在清
朝，这是一本类似高考必备的书。书里这样说：“最重要之点，在清代长久时期，凡要知书求科甲功
名，必须熟读《圣谕广训》，既要科考，无论县考，府考，三场考试，其中必有默写《圣谕广训》之
考试，抑且不可有错，绝不可误写或添改。”《圣谕广训》源于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由雍正
帝加以推衍解释，在雍正二年颁布出版。《圣谕十六条》乃摘录自康熙九年所颁上谕， 每条七字，结
构工整：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
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
有点像今天的八荣八耻。康熙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帝王。但也有人说，满族入侵，阻碍了中国向资本主
义过度，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世界四百年。中国的明朝与清朝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封建社会向现代民主共
和社会转型的时期。这个时期思想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思想文化冲突激烈，异彩纷呈。落后与进步
，保守与激进，专制与民主，正统与世俗彼此共存。而《明清思想与文化》这本书却选取了11个切面
，来表现这个动荡的时代。这真的需要有耐心的人才能看得下去，也能看得出来。
2、可能是受电视剧的影响吧，喜欢看明朝影视剧。所以一直以来就很喜欢明朝，喜欢它飘逸美丽的
服饰，更喜欢它恣意恩仇的江湖生活。反倒不是很喜欢清朝的的影视剧，可能从现实中来说，清朝离
我们生活的朝代更近，它给予我们后世留下的记忆不太正向，所以不太喜欢这个朝代。现在想想，不
管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有其健康向上的一面，也有阴暗落莫的一面。每个朝代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都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而生。朝代的更替断不了文化的传承，时代在变，而文化一直在传承中丰盛前
行本书《明清思想与文化》，由十一位专业研究学者的论文形成，专业探讨明清时期各自的文化是如
何发展继承，对于后世是如何的影响。本书史料收集繁多，引经据典，不可谓是一部干货良多的史料
提炼。本书共分为两部，前一部主要论述明朝思想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后一部着墨更多的介绍了清
朝经世理学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明朝时文人中的母子关系可谓是形成了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一个
女子从妻子的身份转换到人母的位置上，她们更多是的担负起照料教育子女的重担。在女子不可有大
作为的封建时期，她们的唯一投资与期望都放在儿子的身上。母凭子贵，子贵母荣的传统在明清时有
多种表现。其实对于一些婆媳矛盾，倒可以多分析从古至今的母子关系，了解每一位母亲的用心，儿
子对母亲的忠心，感同深受其中的伟大，那这些的矛盾倒可以少许多。明朝的英雄很多，本书则选择
了著名的抗清父子组合，夏允彝与夏完淳。文中从各个方面研究夏允彝的生平伟事，从与他同时期或
者更晚时期的不同文人笔落中探究其思想行为，详细了解这位爱国者的遗风。而夏家详细的家谱中，
夏完淳这个年少志高的传奇英雄，则被轻轻地解开他神秘的一面，让读者了解一个有血有肉，义薄云
天的少年英雄。清朝时期，更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融合，封建文化的最高潮时期。清庭颁布的《圣谕广
训》在前，下至普通百姓，上至朝廷命官，思想文化的统一不可谓不臣服于一体之言。在这里的文化
，更讲究经世致用。清朝的学术思想，已是另一个新境界，大家打破道统，重建学院，对于孔孟之道
，程朱理学，已完全重塑新的时代之风。阮元《畴人传》中的天文历算物理科学等别具一格的知识是
清朝文化的另一个丰富分支；《切问斋文钞》的道学与经世之理亦被后世大大推崇。经世致用思想的
代表，龚自珍与魏源；晚清名臣，曾国藩与左宗棠，本书也有全面而公平的论述，读来也感触良多。
本书真正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著，其中引用史料多，联结面广，言语精炼而深刻。对明清两朝
的文化也是总结得很全面详细，可谓是一部丰盛的文化集。
3、明清是两个神奇的朝代，一个是农民起义建立，一个是少数民族入关统治管内近300年。就整个封
建时代而言，显然，这两个时代属于尾端。但是，就是这两个时代创造了其他朝代没有诸多物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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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明清思想与文化》这本论文集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产生的。每年，各式各样的学术会议很
多，每次都会结集成文，其论文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明清思想与文化》不同于其他论文集的地方
在于，这本书选取的是从1972年到2006年间学术界研究明清思想与文化的重量级的11篇论文，这11篇
论文，又被主编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生命实践、历史书写与历史建构的主题有关的”论文；一类是
“涵括了从清初到晚晴各时代的重要学术发展与文化现象”。这种分类无疑是正确的，显示了主编对
明清思想与文化的把握深度。个人以为思想与文化在某些人眼里可能是“玄而玄”的东西，根本不敢
去触碰。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学者如果做出的东西甚至比原来的思想与文化的原形更加抽象，那么其
研究成果至少在当代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一个好的研究成果，至少是文科的研究成果，它应该是行外
人也能够看懂的，我想这也是白居易为什么写诗完之后要读给老妇人听的原因。《明清思想与文化》
选取的这些文化颇有白居易之风。如熊秉真的《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这个标题就
很有意思，“感情”是建构的，甚至是母子关系都是建构的，这就耐人寻味了。读下去，果然给人一
种读悬疑小说的感觉，这种感觉基于迫切想要知道答案的心思而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又对明清时代
的妇女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所有的幸福都是在比较中才能体会到的。这些复杂的感觉，让我感觉到我
根本不是在阅读一篇学术论文，倒像是再看一篇高潮迭起的小说，让我很自然地就融入到了其中，想
必这就是高质量论文的魅力了。《明清思想与文化》所选取的每一篇论文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信
息库，在这里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明清时代，也对自己目前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上个学期从
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关于宋明理学的书，但是一直没有看，甚至有遗忘的感觉，没想到《明清思想与文
化》中收录的黄克武、陆宝千、翟志成等人的文章都是涉及到了理学，这对于仅仅是大学时代学过一
点理学知识的我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11篇论文，29万字，这是什么概念，以前就知道，一篇好
的论文是不可能低于1万字的，低于1万字，你根本论述不清观点。而这一次《明清思想与文化》让我
集中感受到了优质论文的光彩！也为自己以后的科研论文写作提供了经验。
4、去年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近代史研究所没有搞什么轰轰烈烈的纪
念活动，而是集结出版了这本论文集。这既节约，也有学术上的积极意义。这本论文共选取了十一篇
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初次发表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72年到2006年。这些论文的写作背景与目的不
一，写作的风格、形式、问题意识也反映了学术风潮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近代所不同代学
者的学术成果和水平。这些有代表性的论文对今后的明清史研究还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这十一篇
论文中有些论文非常有原创性，让读者脑洞大开。诸如熊秉真的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
》就给人不少启示。这篇论文着眼于中国文化中母子深厚情感——尤其是士人对于自己母亲——的特
殊表达方式。限于研究资料所限，我们很难了解当时的普通老百姓的对自己母亲的情感的表达方式，
留下来多是士人的文章。熊秉真利用众多明清人物传记书写为主要史料，透过对这些文本的细致分析
，给我们读者提供了许多关于明清时代母亲们的样貌、母子关系的互动与情感建构。当然需要指出的
是这些书写主要源于儿子的观点，他们的母亲往往是沉默的。李国祁在《道咸同时期我国的经世致用
思想》考察了道光、咸丰、同治期间的重要人物的思想，分析了中国近世士人如何从继承传统的经世
思想，演变到因应西方思潮的冲击而产生的图新思想，再到中体西用论的历程，以及这三者之间复杂
的关系。在作者看来道、咸、同三朝经世致用的思想虽略有不同，但均具有通经致用、经术与治事并
重的精神。传统儒家的理想限制了他们对西法的接纳，使得他们的改革始终未能脱出传统的范围。在
《刘蓉论——清代理学家经世之实例》中，陆宝千提供了这个刘蓉的个案研究也让我们读者对于晚清
经世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文中，作者比较详细讨论了刘蓉（1816—1873）的理学思想与事功成
就。他是晚清大臣曾国藩、郭嵩焘的挚友。刘蓉的思想主义倾向于程朱理学，自己没有多少创新之论
，但是他谨守理学家道德修身、内圣外王的理想；他生处世变战乱之际，有机会于军事、政治上展现
才华、建立功绩，成为历史上少数能兼顾内圣与外王、建立伟大事功的理学家。这本论文集为我们重
新审视明清思想与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文献和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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