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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概念史研究》

内容概要

“概念史”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20世纪中
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涉语言、思想和历史的新学问。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
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
，该词语便成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
特征。《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由孙江和陈力卫编著。

Page 2



《亚洲概念史研究》

书籍目录

代序：概念史与社会史
类的概念
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关核心概念通考――兼释“中国”与民族主义论争
一、“民族”与nation考略
二、中国早期民族主义与相关核心概念
三、关于中国民族认同的论争
四、综论：nation是意识构造与“心灵”
布鲁门巴哈在东亚：“人分五种说”在东亚的传布及文本之比较
一、引言
二、来华西人与“人分五种说”
三、“人分五种说”在日本的传布
四、“人分五种说”在清末民初的传布
五、人种概念：一个比较群的世界
中国“社会”：一个扰人概念的历史
一、引言
二、旧秩序的瓦解
三、理想化的“社群”：群
四、脱节的“社会”：社会
五、结论
“社会”概念翻译始末――明治日本的社会概念与社会想象
一、“社会”概念
二、“社会”一词出现前
三、“社会”一词的生成――1875年，作为背景的公共领域
四、结语
黑格尔哲学在清末中国
一、引言
二、黑格尔在晚清中国
三、日本管道
四、作为工具的黑格尔
五、章太炎与黑格尔
六、结语
新名词
“文明”与“社会”奠定的历史基调――略论晚清以降“新名词”的浮现对“中国历史”的重塑
一、“新名词”之“入史”：“文明”与“教化”的视野
二、以“社会”为核心的“新名词”
三、围绕“新名词”的争辩
四、余论
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以“殖民地”为例
一、前言
二、“殖民”与“殖民地”的初期使用：“新名词”的诞生
三、作为“规范词汇”的“殖民”与“殖民地”
四、从“瓜分”到“殖民地”
五、“帝国主义”与国族危机的想象
六、结语
数：帝国的算术和近代世界
一、数量化：19世纪后期中国的新的写作方式
二、作为帝国算术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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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的数
四、作为帝国知识的统计和近代世界
近代各种“主义”的传播与《清议报》
一、引子
二、“主义”在日本的对译
三、《清议报》对“主义”的吸收(1898―1901年)
四、“帝国主义”的流行
五、“主义”的发展扩大
六、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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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封皮很差，手感不行。
2、个别文章
3、方维规梳理近代中西思想nation概念丛丰实细密。论society概念如何翻译进入中日两文注目西欧社
会学范畴和东亚社会转型之互动。章清论清末新名词引入对传统史学影响宏阔可观。陈力卫聚焦《清
议报》传播“主义”。帝国知识数量化一文有趣。另有孙江潘光哲张仲民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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