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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 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多伦多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区域
研究硕士、历史和东亚语言博士。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
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
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以及当代人权问
题。编撰著作（含合著合编）数种，主要有：《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为权力祈祷：佛
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民族的构建：亚洲精
英及其民族身份》《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
，1839—1952年》《通敌：战时中国的日本代领与地方精英》《明清历史的地理动因》《亚细亚生产
方式在中国》《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国家与社会》等。
译者简介：
陈时龙  1977年出生，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研究员。主
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思想文化史，著有《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正说明朝十六帝》
（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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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所囊括的基本是卜正民早期的论文，那时的汉学界的主要对话对象还是魏夫特的东方专制主
义，因此在八九十年代，卜正民关于社会与国家互动的论点颇有突破性，但如今再出版其实书中很多
观点已经不再新颖了。不过关于书籍史、农业史的部分还挺有趣的。（PS：翻译有点捉急）。
2、前面挺好，最后一个总结把我看晕了
3、从空间、田野、书籍、宗教四个方面讲述明朝的公共权威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互动与妥协，结论是
这种互动与妥协形成了一个弹性的社会，保证了明朝的稳定。全书以地方志为基本史料进行梳理分析
，视角从上往下移动，具有启示性。
4、#每日一书之39# ⋯⋯
5、选取了4个角度切入分析，我不是明粉，感觉还行
6、这本书的“空间”、“田野”、“书籍”、“寺院”这四章分别对应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这
四个维度。透过这些维度，作者以点带面地分析了明代的社会组织状况，以及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之
间的互动关系。比之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模式对于明史的论述，这本书的分析显然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状
况。作者对于史料的整合能力，和观察历史的不俗见地，都让人印象深刻。
7、可以和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放一起看，都是研究政治参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国
家与地方的关系的学术书籍。孔书主要从整体把握，本书更侧重地方志研究，相比略琐碎，前言和结
论部分的论述较完整体现作者观点，正文各章可看作论据。
8、从土地，书籍，宗教方面讲述了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精英之间的对抗和融合从而达到相对稳定的
平衡这一事实。有点散乱，不过值得一读
9、略读+选择性细读
10、确实比《纵乐的困惑》差不少。前者非常有孔飞力《叫魂》中从素材到写法都小题大做的风范，
《明代社会与国家》则是基于某些方志所做的一些小切口观察结集成的论文集，却很难导向最后的大
讨论和大结论。然我还是对卜正民“社会网格在地方层面的过滤能力”这个主要观点挺有好感的。
11、有些枯燥。。。。
12、正文的范畴写得简单一点就变成明代文化史之类，但学者用一个能够联系比较多国家权力体系的
事件开场，一切文献就在概念的控制下似有若无地被组织
13、太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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