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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中國》

内容概要

我們正見證一道關於「中國」的新學術浪潮的來臨。參與到這個新學術思想浪潮的知識界來自很多不
同區域以及不同知識背景，包括了來自亞洲與西方的後殖民主義與非歐洲中心論、漢學研究、以及「
重新發現中國」的新世界史，當然更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學界的中國近現代性的批判性系譜學研究、
各領域的「中國學派」，儒學的復興、甚至，來自自由主義內部的「重接地氣」反省。雖然各自有不
同的政治與知識的動力與範式，但一個共同的匯聚點還算是相對清晰：「中國」成為了一種有別於之
前西方凝視下的知識對象，在其思想、歷史與經驗基礎上被理論化，並且孕育了新知識範式的可能。
作為一個開放的知識計畫，「重新認識中國」標誌著我們當前知識生產的中國轉向（The China Turn）
。而重新開始認真看待中國，當然也就是重新認識過去與當代，也就必然意味重新認識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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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甯應斌，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 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成員。早期專長
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之後社會批判理論、政治哲學與性／別研究，近期涉足當代中國思想。著有《
民困愁城》（與何春蕤合著）、《賣淫的倫理學探究》，《性工作與現代性》。
張志強，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博士，現為中國社科院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研究領域為佛教唯識學；
明清至近代的學術思想史。在從事佛教唯識學研究的同時，多年來致力於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探討明
清以來與佛學有關的學術思想史。著作包括《朱陸．孔佛．現代思想：佛學與晚明以來中國思想的現
代轉換》與《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
江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研究和教學領域是中國史學史、
中國思想文化史、史學理論，近年來主要集中於對宋代和近代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代表作為《創
造「傳統」：晚清民初學術思想史典範的確立》。
張翔，曾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研究。《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社論委員會召集人、《中國
經濟》執行主編等。
邱士杰，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同系所學、碩士。研究方向是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以及
中國政治經濟學史。著有《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一書。
趙剛，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和教學領域是社會學理論、社會運動、
社會變遷。著有《小心國家族：批判的社運，社運的批判》、《四海困窮：戰雲下的證詞》、《頭目
哈古》、《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橙紅的早星：隨著陳映真重訪台灣一九六○年代》等。
于治中，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授課領域：初級法語、中級法語
、高級法語。研究專長：符號學、文化研究、法國當代思想。著有《意識形態的幽靈》一書及論文《
現代性的悖論與開展》、《意識形態中的主體性形構》等，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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