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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易·第一辑》

内容概要

本辑刊主要内容涉及跨文化研究、比较研究和文化研究，本辑内容包括学术空间与知识史，资本、制
度与文化，器物、意象与观念、理论与方法、书评互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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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易·第一辑》

作者简介

叶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北欧研究室副主任。兼任北
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南京大学中德文化
比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歌德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科中心理事、中国德语文学
研究会秘书长等。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柏林自由大学等学术机构做研
究。专著有《另一种西学》、《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异文化博弈》、《变创与渐常》、
《主体的变迁》、《德国学理论初探》、《歌德学术史研究》、《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文学·
比较·侨易》（论文集）、《大学的精神尺度》（学术随笔）等。主编《侨易》学术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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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易·第一辑》

书籍目录

学术空间与知识史
近代“百科全书”译名的形成、变异与文化理解【邹振环】
思想学术不可分离之初见
——兼议“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赵章靖】
旧文学改良与新国语建构【沈国威】
学术制度、团体与“保守”学风的兴起
——以南高国文史地部的发展为例【区志坚】
资本、制度与文化
“这简直就是一份外交赝品”：蒲安臣使团国书的英译【王宏志】
从汉纳根书信看晚清社会和军事改革【麦劲生】
再铭写本真性，或全球图像生产场域中的资本与权力【周云龙】
旅日华商与清末新式媒体
——以王仁乾、孙淦与《时务日报》为中心【林盼】
器物、意象与观念
歌德的“中国之旅”与“世界文学”之创生【谭渊】
汤用彤留美经历考及其青年时期思想源流初探【林伟】
集世界之知识造极新之国家
——侨易学视阈中马君武的进化论世界观与办学理念【全守杰】
理论与方法
语言不可通约性之谬：探寻跨文化与元语言学认知方式
【何重谊（Jean-Yves Heurtebise）乔修峰译】
现代中国思想范式的建立：侨易学初探【吴剑文】
“理论旅行”抑或“观念侨易”
——以萨义德与卢卡奇为中心的讨论【叶隽】
书评互照
《抉择：波兰，1939～1945》（伊爱莲）【杨梦评】
《奥斯维辛的余存》（阿甘本）【赵倞评】
《虚构的犹太民族》（施罗默·桑德）【傅聪评】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葛兆光）【王雨评】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程巍）【孙健敏评】
《社会的经济》(卢曼）【徐畅评】
《继承人》与《再生产》(布尔迪厄）【刘晖评】
《侨易》第一辑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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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易·第一辑》

精彩短评

1、试看“侨易学”是清唱还是合唱
2、叶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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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易·第一辑》

精彩书评

1、“侨易学”的基本理念是因“侨”而致“易”，前者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后者关注时间维度的
演进，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
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 《侨易》的作者由中国社科院及各高校人文社科专业学者组成，包含文学
、历史、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学科。书稿分为五个栏目： “学术空间与知识史”主要关注一般
意义的学术元命题的呈现，展现对于学术共同体基本问题的探讨，并进而将作为前沿的知识史视角引
入，体现侨易观念，参与具有现代性普遍意义的知识和学术空间的积极建构进程；“资本、制度与文
化” “器物、意象与观念” 主要凸显侨易学具体实践的若干具体学域，即在文明结构体的不同层次
来进行侨易学的实践研究，并由此与理论预设进行互证，不断地提升和完善侨易学的学理建构；“理
论与方法”栏目将主要关注侨易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讨论，试图将侨易观念放置到一个更为宏阔的知识
和学术场域中去，进一步讨论和完善侨易学概念体系的整体建构；“书评互照”栏目从不同角度介绍
了“侨易学”相关著作。 整本书栏目安排、文章选取等比较合理，书稿的作者均是“侨易学”研究方
面的资深专家或业务骨干，大都治学严谨，论证较为充分，行文较为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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