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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脉动》

内容概要

本书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作者将明末清初视为历史变动期，力图揭示这个时期的变动究竟
具有什么性质，又如何与清末的动荡相联系。本书的特质在于它与既有的以欧洲近代标准进行考察的
思路相对，不把明末清初的变动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深入地按照中国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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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脉动》

作者简介

沟口雄三，（1932~2010）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2年生于名古屋市。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
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毕。 历任埼玉大学教养部助教授，
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沟口雄三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前大东文化大
学教授，因罹患帕金森病，於2010年7月13日凌晨1点，在东京都练马区一家敬老院逝世。 　　沟口历
任一桥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并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
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中国的冲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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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脉动》

书籍目录

代译序  乡里空间与乡治运动
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
转型期的明末清初
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
辛亥革命新论
中国儒教的十种形态
儒教复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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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脉动》

精彩短评

1、其见力处，在于中国近代思想之转型。听他娓娓剖析看来，从政治谈到经济，从公谈到私，从皇
帝之私谈到万民之私，从公谈到国家精神或共产主义，如此云云。能在当下每一种社会思潮都能找到
其源头，沟口可谓中国问题之良医也。
2、对东林党思想的解读，以及辛亥革命的审视令人印象深刻。
3、很是详尽的东林党资料。
4、主要内容是关于东林党的长论文，认为他们是中小地主的代表，在明末里甲制度崩溃的背景下出
现，反抗皇帝宦官一元专制，要求实行乡绅地方自治。
5、这套书及其优秀。连序的水平都极佳。乡村空间的解释也极有意义，打通了明初直至辛亥革命的
一长串历史
6、沟口雄三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是起于晚明东林党，这有别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著名
的《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中，着重考察了东林集团与土地社会的关系，并将其关系与现代化观念加以
阐述。由此引发对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等历史阶段的考察。我关注他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与吕思
勉、钱穆等人有接近之处。沟口将中国现代化与传统复兴结合起来，这点值得新儒家学习。
7、读沟口的书，因其思路清奇，每每启发甚多。详细评论有俟他年论文脚注（他年⋯⋯）
8、第一次读沟口雄三，没想到并不晦涩，里面有很多地方相当颠覆上学的时候历史政治课本里学到
的东西，还有些问题根本没有去想过。
9、三联版沟口雄三著作集系列之一。所收入的文章尽管内容各异，但都可以归结到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的社会、思想转型这一大的主题之下。沟口对于东林党人在明清鼎革中的角色界定、现代化与传统
复兴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很有见地。除了第三、第四篇文章之间有较多重复之外，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
10、有点相见恨晚，但不是很认同。以东林党人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坐标方向
”，把辛亥革命中的各省独立、地方自治视为这一发展的巅峰，是历史四大变局的最后一个，甚至49
年也被视作是辛亥所释放出的诸多因素的重新整合。这是严重低估49，最起码，49也成功地把“东林
党”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抹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1、还可以  很学术
12、写“东林派”的一篇大作单独出书都没问题了。遗憾的是本书选入的第三和第四篇在内容上多有
重复。沟口先生的他山之石足以攻玉，治中国史，尤其是思想史的读者须认真研读。
13、一生伏首拜沟口
14、“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一文，简直是“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学阀就是学阀，
如果文献提供的范围不正确，自己可以重新奠定文献的范围，这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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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脉动》

精彩书评

1、﹣這本書，引發起我很多的思考，特別是如何回到中國的脈絡裡去理解中國的現代化、近代化歴
程。在讀完的那個晚上，我半夜四點多夢中想到書中某些啟發，想到要把相關的觀點帶回給同事，竟
然搞到無法再入睡。﹣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沒有讀懂，但這書某程度上是幫我開了個口，進入明清、宋
明的歴史場境裡邊吧。﹣知道溝口雄三，要從台社的超克現代專題說起。07、08年左右那時候的前老
板介紹我讀那專題，談到韓國的冷戰下的分斷體制，當時覺得很受啟發，甚至想在看如何用此理解兩
岸、中港的關係云云。很來繼續求索，陳光興的《去帝國》也是讀得津津有味，但關於東亞的思想家
們的理論背景其實讀不太懂。後來讀了白樂晴的東西，也是囫圇吞棗。﹣中間也偶有看到些名字，甚
麼丸山真南，竹內好，溝口雄三等。也注意到這亞洲思想計劃，在華文學界裡，除了台灣以外還有中
國的汪暉、孫歌等的積極參與。最近還發現香港嶺南大學也搞了個’思想香港‘的project, 也是這個亞
洲思想計劃的一部份。﹣回到這書，是1月去北京出差時，陪台灣伙伴去三聯買書時因無聊，在一個
不起眼的角落碰見的。在這本與《中國的沖擊》中間猶豫了好久，後來因為台灣朋友想要那只有一本
的《中國的衝擊》，我就買了這本。其實後來發現更好，畢竟溝口是研究中國‘前近代’思想史的，
《中國的衝擊》某程度卻太現代了。以孫歌的說法，他應該還沒有時間梳理那一段歴史就離世了。﹣
在孫歌教授的主理下，三聯總共翻譯了八本溝口先生的書，這是其中一本。﹣這本書的中心哈，據我
的理解以及孫歌老師在推薦序的分享，主要是從一個問題意識開始，即中國的辛亥革命，為甚麼是以
各省獨立來呈現，而不是建立一個新皇朝的模樣？從這裡開始，溝口嘗試把明末以來‘鄉治’、政治
社會力量從上而下往社會裡擴散的一修脈絡建立出來，所以有東林黨的思想分析，有明末清初、清末
民初的分析等。﹣我無法評論溝口的觀察是否對，只能說十分有啟發性了。﹣當中更多的啟發其實還
是真正的回到歴史脈絡中去看事情。比如他把東林黨人的思想、政治鬥爭等，放回里甲制的瓦解、地
主制崛起的政治經制背景中，就讓人容易理解相關的思想理念很多。還包括明末清初一節談到宋明理
學由朱子到王陽明再到清朝變化，也放在‘權力／知識’伴隨著社會力量下放的一態勢，也是讓我多
了很多理解。﹣今天想來其實以前讀初中時也有讀過甚麼宋明理學，朱熹，程氏兄弟，王陽明，甚麼
理一分殊，心即理等很多名詞，但真的沒有好好的去學去理解那是甚麼。﹣如果我們認真的去看我們
今天的用詞，比如，道理、天理、條理，心的概念，理性的概念，人的本質（心情、氣）等等，其實
很多東西還是從宋明理學裡邊一直傳下來的。當然再往上溯又可以去到甚麼春秋戰國。但重要的是，
我覺得今天我（起碼在我工作的機構及場景裡邊）用很多承傳自宋明以降中國文化傳統的理念，但不
自知，也因為種種原因（比如懶或無知）卻不去重新挖掘或理解它的演變它的脈絡。這樣子的話，當
我們侃侃而談甚麼‘現代化’‘全球化’，其實真的很離地，真的沒有回到中國的‘國情’裡去。﹣
比如溝口提出，當談到中國的近代化時，我們很容易就用鴉片戰爭做分界，但這是挺‘西方’中心的
歴史觀，以從歐洲開展的現代化、資本主義擴張作為理解世界的維度，或者以馬克思的歴史觀去看待
事情；但溝口他嘗試理出明清間的一個脈絡，其重要性就在於把解釋的劇本加多了一個視角，即中國
本身的（社會／政治／文化）視角。﹣也因為這一次閱讀，無意中我注意到葛兆光老師一篇寫於2012
年關於溝口雄三的一篇文章：http://www.aisixiang.com/data/60034.html﹣這篇文章幫助我梳理了近代日
本‘漢學’的脈絡，對閱讀諸如溝口雄三、小島毅等的書藉時有一個awareness，知道他們從哪來，有
可能有哪些意識型態的問題（特別是與軍國主義的關係，但這不是指溝口而是其它學者）。其實在葛
的《何謂中國》一書就有提出對東亞視角以及區域史的一些擔憂，雖然有點搞不清葛的‘立場’（即
其是否漢族中心主義），但那些提醒還是十分到point的。﹣最後最後，在讀葛這篇文章時我有一個很
深的感受是，如果說溝口及其它日本的漢學家在極力研究中國的時候，其實是因為要建立自己的主體
性，最後關注的還是日本的走向，我覺得我過去十年八年的關注也是類似。一方面因為做中國的工作
，談中國的現代化，所以想弄清楚些事情，然後變成某種閱讀的興趣與習慣；但另一方面，而且時個
重要的方面，其實還是回到作為香港人本身，我們是怎樣走來的，我們的主體是怎樣的，如何理解磅
大如中國這樣的存在等。
2、沟口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诸多论著早有耳闻，三年前一位学姐曾着力推荐我去读。当时专注于
数据的整理与初步分析并未遵从，现在想来即便当时去读也未必有收获。有时候自己在想，读一本书
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会带来什么？这些并不取决于书，而取决于在读它之前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
之前在和舍友闲聊之中，其中一位说到同一本书不同人读，映入眼帘的内容自会不同，能引起关注的
兴趣点也会迥异，正是此意。其实何止于不同的人，同样的人在不同时间下也会有不同的感悟吧。话

Page 6



《中国的历史脉动》

题扯远了。这里只想说如果我三年前读沟口先生的书，与现在刚刚读罢后的感受会完全不同。同理，
未来可能对于此书还会有新的看法，我也希望会如此，至少证明自己未来会有新的感悟。所以，值得
把现在的想法记录下来，既是为现在，也是为将来。孙歌先生为这套书写的译序精彩而恰当。如果文
学作品（尤其是经典）忌讳先读序言与解说，以免影响自己对作品独家体悟的话，好的史学作品序言
则可以放心大胆的先读。孙歌先生的序言之妙就在于此，读者不会因之有“先入为主”的顾虑，反而
有“画龙点睛”的所得。心得在三：一、危机饱和的瞬间所呈现出的向量，暗示历史之后的走向。
（p.6）这里虽然指辛亥革命与前后历史进程的关联问题，但这种史观具有方法论意义。因为从年鉴学
派到结构史学，对于布罗代尔提出的短时段与其他时段关系的讨论相对薄弱，由此导致的对短时段事
件史意义的相对忽视值得注意。二、中国民众没有感到自由的匮乏，但是却深知贫穷的痛苦。（p.7）
人民所受之苦，主要不是不自由之苦，而是贫穷之苦。这种认识值得深入的研究，对于解释明清以降
中国社会的意义非凡。三、不充分集权的独裁与并非分权的乡治之间的错位，造就了中国思想迥异于
西方的发展脉络。结合上述三点，让自己想起邓正来先生在其最后几年中试图想构建的“生存性智慧
（living wisdom）”的说法。关于中国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可能并非产权，而是生存。本书中收入
沟口先生的数篇论文所表述的思想在此并不赘述。仅提出读后的两点思考，作为读后感受。首先，明
中期以降至辛亥革命，乡治空间的产生与发展、抑制豪强到均田均役、善会善堂的地方乡绅行动以及
民土观念等，这些历史脉动产生的动机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的疑问在沟口论著中也有隐约的出现。其
在探讨民土时，说到“至于为何要等到明末清初，应该存在某种特殊的理由，尚须深入讨论”（p203
）。这样的设问与历史脉动的动机探讨相一致。在沟口花费大量篇幅予以介绍的明末陈正龙思想中，
有这样一段陈正龙的表述，“天下无地不有富室，无地不有贫民。一乡之富室，救一乡之贫民，至均
也，至便也，虽不均于乐岁，亦可小均于凶年。乐岁不均，民未至死。凶年小均，沟壑者罕矣。然均
田之制既难遽行，天下岂有小均之法，又岂号令能使之均哉。仁人处乡，自发其情，随力而为之。”
（p.135）凶年是乡间从善、均田，抑制豪强的动因之一。所谓“乐岁不均，民未至死，凶年小均，沟
壑者罕”是也。凶年的频发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当时人的行为与思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
，天下无时不有富有贫，无时不有旱有涝。为何会在这时出现大规模趋势性的乡间力量呢？这可能与
明代前期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引入自然因素并非否定从宋代以降至明清朱子学与阳明学
在乡间的扎根与礼教作用，也不否定人口的大幅增长与县政的日渐繁复，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
其中的作用机制。恰恰相反，这里只是想解释在既有解释框架之外的动机因素，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
础上阐明相关的作用机制。这里需要整体史观与历史地理学的工作做基础。将气候变化进行要素分类
并做复原，用长时段的角度观察气候干湿、冷暖的变化与组合，来确定历史时期内较长时段的整体气
候特点。之后，将时段内国家-社会关系、思想与教化变迁加入分析框架之中的基础上，寻求气候特点
具体表现落实到社会经济后的作用机制，并从宏观与微观（地域社会角度）两个方面展开，进而实现
由气候与事件角度解读明清社会变迁外在动力的问题。其次，乡治社会到公有制的原因？在本书《动
荡的清末民初时期》一文的最后，沟口谈到了作为“公”革命的中国革命问题。从明清以降的公私观
念日渐深入的角度出发，清代地主-佃户间的关系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来，并承包了国家对民众不
负责任的权利与义务真空。相比于明代初期洪武模式的里甲僵化控制，县-府-省的逐层自治与乡间宗
族力量的勃兴具有全新意义，但在清代及之后这种模式的弊端如何，沟口先生并未去揭示。而这可能
是解释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38年，为何会建立公有制中央集权政权的一种路径。辛亥革命作为发轫
于16世纪社会变革的远期成果，以结束帝制而告终，看似完成了黄宗羲问题，实则为自己挖掘了墓穴
。中国的乡治是与帝制紧密相连的共生体，两者缺一而具亡。原因还要从乡治产生的原因中去寻找。
乡治在产生过程中是依靠帝制的变化而出现的，即在宋代以降皇权与中央权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地
方流官的异地化与定期化使得县内事务负责人员本地化、专业化。同时，中央权力的增大挤压了地方
权力，重要表现就在于财政权的萎缩。这种轻地方的做法反而迫使地方走向非制度的聚敛之路。可参
考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中的研究。另外，从宋代以降中国一直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没有
变化，这使得民众承受着来自庞大帝国所独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来源之一便是农耕与游牧、远洋贸
易力量之间的战争与矛盾。包伟民先生在《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里提到国家规模与民众负担的
关系，可参考。可见，中国乡治社会的产生与中国帝制的加强与大一统政权的延续有着密切关联，后
者是前者出现的根源。故此，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同时，作为平衡力量两端的一端缺失，从而使得
另外一端也失去了生命力。但上述阐释依然过于简单，也不足以充分解释从乡治到公有制的原因。这
需要从根本上重视明代中期乡治产生的原因问题，我相信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助于解释帝制结束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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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建立的原因问题。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谈及了中国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
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国家的
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其中前两组矛盾在沟口的研究中并未提及，我想这可
能是沟口对乡治社会批判不足的原因之一吧。故此，可以将沟口先生的著作与孔飞力先生的文章同时
服用，对实现思维完整性有更强的效果。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他山之玉总归是他山之玉。如果能
正视气候变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潜在影响，并大力发掘其中的作用机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有益而无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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