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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近年研究新题，涉及专题十四个。即：经世之学的延伸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中国人
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和绅权，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
丁戊奇荒”：19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中西交通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条约制度：西方世
界与晚清中国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与教案，晚清兵工业的起始与困境，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
贯百年的历史因果，历史中的儒学，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
东方早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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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1989年初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究。曾担
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兼近代史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
授、博士生导师及现代思想文化所兼职研究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特约研究员，东华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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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西方冲击下的中国的社会脱榫与社会重构，然而很多至今仍然未能完成。
2、杨老师赠书 强大的思考力与叙事逻辑 让人有喜不胜收之感  电话建议他可以适当分段 否则真是不
好把控节奏 
3、从清流到科举的最后五篇最好。
4、兵工业、清流等几篇真是好，洞见迭出。有些则有点老调重弹的味道。常见史料中得出如此丰富
的认识，太难得。
5、文风清丽笔法铺张，论证行文并非有效。侧重描摹衰世而少辨析西法，根本上还是由内向外探视
的视角，但也通过丰富的材料展现了衰世内部种种面相，值得一读。
6、捐纳保举导致疆吏无奈发明了“挂牌”轮任和因事设局，清流对洋务掣肘却又主战，内战中成长
起来的士绅最终走进了咨议局资政院
7、文笔有些过于清奇，时常语带郁怒之气，有个性，但并不全合当今的学术规范，至于以常见史料
中见新意，也时见不逮。一些题目似乎仍嫌做得过大，再小些会更精彩，但做小了可能就写不到这么
长，于是还是需要常见史料与常识来增加文章厚度，也算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社科院文风吧
8、断代而有通识
9、书后《东方早报》访谈语言平易朴实，为什么不能一以贯之呢？作者师出名门，学力深厚，然文
风晦涩，令人遗憾。
10、终于一篇篇读完，读到最后几篇文章，越发觉得酣畅淋漓。可是等到我想写写读书札记的时候，
又无从下手。我想这本书的书评也是不好写的吧，即使要去评论，切入点也不好想。。。
11、很多人常常哀叹题目做完了，这本书就可以告诉大家，即使是耳熟能详的论断中间也有多少曲折
与故事⋯可是每段也太长了⋯常常一整页都不见这一段的首尾⋯
12、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
13、杨氏在史学家中算是文笔颇佳的
14、杨老师的书，着重读了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一节。科举制给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政教流动的平台
，而其阐发的“天下”观念散至全国，又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散下了种子。科举废，史家多称近代化之
壮举，然文脉失，士大夫政治不复存在，社会趋于动荡，亦让人深思。历史是复杂的，需要用一生的
阅历去读懂它的沧海一粟。
15、杨老师的文字也太好看了吧！太好看了吧！
16、《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清代的功名与富贵。《百年嬗蜕:近代中国的士与社会》，军功官僚的崛
起和轻重之势的消长。老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课，地方政治制度。
17、文笔酣畅，新的创见却不多。另，既然讲到中外交通，却没有引用过一条外文资料，略显偏狭。
18、功力很深，虽然遣词造句比较晦涩难懂，但是细细琢磨，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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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

章节试读

1、《衰世与西法》的笔记-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上品多世家，其初始的渊源应当来自世家更重弟子的教和养，因此世家子弟大半更加可观，但当
选官与家族的依连一路固化而深度板结，儒家以立贤无方为贤人政治题中之意的道理，便在南朝与北
朝选官过称中奄奄一息而荡然无存了。
1尚贤与公平之间
以期世家与孤寒一旦进入考试过程，便得共处于一种营造出来的平等中。
一方面，贵族世家消亡，地方社会失去了曾经有过的聚合一方的重心，并由此走向平面化和散漫化，
科举制度促成了这种变化，但在这一过程中，科举制度产生出来的士大夫群体又成为一种社会中坚而
系结了小农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选的本应是知识，但为了公平其间的选官标准一变再变，形
成了最开放的选官制度和最不开放的思想环境共存于一体的局面。
科举造成文人统治社会，进而造成文化统治社会。
自古以来，君主之威与小人之害常有，但世间尚存公论，而国本所以不动摇，就靠在此，没有士大夫
政治，更不知成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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