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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帝国》

内容概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所著《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吸收了诸多西方关于中国
古代史研究成果的通史著作，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过去数十年间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
的概貌。
·
在“开放”的主题下，全书由介绍方法论的导言和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从商到汉末，如其标题
“构建中国”所示，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和形成阶段；第二部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末
，以“面向西方”为题；第三部分“面向北方”是关于从北宋到明末的。
·
本书以“开放”为题，一改近代以后习惯于在“落后” “保守”的老套路中考察中国古史的倾向。作
者认为，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相对的，古代中国对外来文化保持着开放的态势，而其相对独立的地理
空间内部，仍然存在着多元化和活力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
·
【编辑推荐】这是耶鲁大学教授韩森的代表作，中译本出版也已经近10年，现经专家学者严格评选，
入选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本书的一大特色是注重使用考古资料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史料,对社
会生活、民间社会、世俗信仰以及与中外交通等方面有较细致描述；此外作者的叙述到1600年戛然而
止，暗含了其对清朝及其地位影响的看法。韩森的书写为我们的历史认知提供了一个颇具意义的思考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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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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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帝国》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构建中国（公元前1200—200年）】
·
第一章 文字记载的开端（公元前1200—前771年）
龙骨汤与早期中国文字
安阳的发现
商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周伐商
·
第二章 武士与思想家的时代：重耳和孔子（公元前770—前221年）
《左传》和书中描写的社会
孔子的世界
大道殊途：孔子门徒们的分歧
·
第三章 创建帝国（公元前221—220年）
法家之国
地区统治者的世界：马王堆的发现
汉武帝统治下的汉朝
汉朝的经济问题
后汉的中兴
有组织的道教教派的兴起
·
·
【第二部分 面向西方（200一1000年）】
·
第四章 中国的宗教（200—600年）
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
西域佛教：以龟兹王国为例
印度和中国的联系
北魏王朝（386—534年）
中国南方的宗教
·
第五章 隋唐的盛世（589—755年）
隋的统一
隋灭唐兴
长安的日常生活
乡村的日常生活
·
第六章 安史之乱及其后果（755—960年）
安史之乱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755年以后的敦煌
目连救母
·
·
【第三部分 面向北方（1000—1600年）】
·
第七章 货币的时代：宋朝（960—12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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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商业革命及其影响
宋朝的建立
王安石的变法：新党和旧党
中原长相忆
南宋治下的生活（1127—1276年）
·
第八章 北族王朝（907—1215年）
契丹人
女真人的兴起
绍兴和议之后金朝的统治
金统治下的学术文化
渐行渐远的北方和南方
·
第九章 蒙古的统治（1200—1368年）
蒙古联盟的起源
元朝征服中国南方
赵孟颊的艺术
元朝的衰亡
·
第十章 继续抵抗蒙古的战争：明朝（1368—1644年）
明朝开国皇帝及其建立的体制
郑和下西洋
下西洋的终结
明代的社会变迁
·
尾声
中国人口史概要
中国人口增长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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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帝国》

精彩短评

1、与江苏文艺的版本相比，社科文献的文字内容有了非常多的修改，比如其中很多古籍的引文，江
苏文艺版是错的，或引用诗经文字较生僻，直接在引文中打了个问好（哈哈哈），社科文献版均做了
修改；还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应该为“湖北”云梦县而不是“河北”，这些也都做了修改。新版
虽然贵一点，但是内容更好一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2、好看
3、对比版本9787214058737开放的帝国：1600前的中国历史 
1.江苏人民版的价格39 社科文献居然79块
2.两者都是黑白图，但社科文献版的图印刷较模糊，原本江苏版占一页的图，在社科文献印成半页的
3.两版译者一样，不过社科文献版作了不少修改，最主要的是所有出现的年份数字后边括号标注了年
号，其余大部分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修改，如目录“周征服商”改成“周伐商”，“商朝与其他国家的
关系”改成“商朝与其它方国的关系” 诸如此类。正文因打字繁琐不举例
4.社科文献版多了个全英文索引
5.仅翻阅十几分钟的对比，并没有具体阅读详细对比

4、本书从思想、经济、社会生活来构建中国历史框架，考古艺术占有较大比重，角度新颖，颇有吸
引力。但出现较多错误，译者也没有对此注释，如:263页，南宋时中国总人口数保持在100万；241页，
苏洵是苏轼的弟弟；285页，晋朝（应该是金朝）。瑕不掩瑜，总得来说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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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是该书外文版第一版的译者修订版本，内容较之前的中文版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进。作者芮
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汉学家，讲授中国古代
史已有二十多年。她的这本书也是耶鲁大学中文系的历史教材之一。本书是一部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
史之作，系统介绍了从上古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1600年的中国历史。作者依据近年来令人目眩的考古
发现和学术研究新成果，重构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框架，认为传统中国并非孤立、僵化的，而是开放
和生机勃勃的。除展示跌宕起伏的政治兴衰画卷和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外，作者还结合其研究领域，
重视民族、民间信仰和妇女问题，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读者在其中可以看到来自各
个阶层的人的身影，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从硕学鸿儒到市井妇孺等。另外，古代中国社会所受外
来文化的影响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 传统的史家往往会把王朝循环模式作为标准，视角也往往局
限在宫廷之内，甚至忽视王朝与王朝之间的间隔，把这些过度时期视为混乱而无序，不值一提，直到
新的王朝确立，才可以大书特书。韩森对传统史官的王朝模式表示质疑，她更关注趋势性的因素，比
如佛教的引入、丝绸之路的交流、民众与冥界阴间的认识变化，她认为正是这些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推
动历史。 本书作者着重使用考古资料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史料，改变传统关于中国历史以政治为
主线。以王朝循环为结构的固定模式，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被传统叙述方式所忽略的社会生活、民间社
会、世俗信仰以及与中外交通等方面作了细致的描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构建中国，叙述有
确切文字——甲骨文以来至汉代的历史；第二部分：面向西方，叙述三国至唐代的历史；第三部分：
面向北方，叙述宋至明的历史。书中引用了大量考古和绘画、雕塑等艺术资料，使得叙述更为形象，
也增添了阅读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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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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