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

13位ISBN编号：9789866475530

出版时间：2014-7-14

作者：王柯

页数：2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

内容概要

Page 2



《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

作者简介

王柯
1956年生，東京大學學術博士學位（Ph.D），2001年起為神戶大學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傳
統國家構造和權力合法性問題、近現代民族国家與民族主義、民族與宗教問題、中日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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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 三重的天下─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起源
一　「四海之內」與「九州」──理論上的「天下」與現實中的「天下」
二　「內服」與「外服」─階級制「天下」的成立
三　「中國」與「四夷」─統一之「天下」的有機構成
結論
2 文明論的華夷觀──中國民族思想的起源
一　「華夏」與蠻、夷、戎、狄─是民族還是文明共同體
二　「四夷」與「禮」─民族歧視的構造
三　走向「中原」之路─以文化為渠道的民族膨脹
四　「天下」與「德」─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基礎
結論
3 萬里長城的內外──成立時期的中華帝國與夷狄
一　秦帝國的「屬邦」
二　漢帝國的外臣與內屬
三　從「兄弟之國」到「臣國」
四　儒教與夷狄
結論
4 分治與同化──五胡十六國時代胡人政權的中華王朝思想
一　從單于到皇帝─胡人社會在政治制度上的變化
二　從夷狄到華夏─胡人在文化與民族特徵上的變化
三　從游牧到農耕─胡人社會經濟模式的變化
結論
5 多重的帝國和多元的帝國──唐、遼、元的國家與民族
一　羈縻與和親─唐代的羈縻府州制度
二　一國兩制與兩國一家─遼代的南北面官制度
三　中國化與二都制─元代的政治構造
結論
6 大一統帝國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元、明、清的土司制度
一　國家主權與土司、土官
二　土司地區的「中國化」
三　「改土歸流」與清王朝的「華夷」認識
結論
7 在中華與「烏瑪」之間──藩部體制與維吾爾社會統治體系
一　從「招服」到征服─清王朝統治維吾爾社會的開始
二　維吾爾社會與伯克制─清王朝的間接統治
三　滿人盟主之臣民─藩部體制下的維吾爾社會
四　和卓的「聖戰」─民族隔離政策的危機
結論
8 國際政治背景下的新疆建省──多民族近代國家建設的嘗試
一　收復新疆的背景─19世紀後期英俄勢力的入侵
二　「塞防論」與「海防論」─近代國際政治與領土
三　廢除間接統治政策─從藩部之民到國家之民
結論
9 構築「中華民族國家」──西方國民國家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實踐
一　「驅除韃虜」─「中華」在近代的再認識
二　「五族共和」─向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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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積極的民族主義」─大中華民族時代的開始
四　「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 國民國家思想的實踐
結論
10 從「民族自決」到「民族自治」──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誕生
一　共產國際指導的「民族自決」與「聯邦制」（1922-37年）
二　帝國主義侵略與「民族自決論」的質變（1937-45年）
三　否定「聯邦制」與「民族區域自治」的確立（1946-49年）
結論
結語　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
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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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全書討論漸入佳境。近代以來列寧式政黨對中國的塑造，一直在“天下”與民族國家之間搖擺。
2、1.作者资料功夫太强，引用各种古籍眼花缭乱，真是做学术的样板，值得学习。2.前三章有点枯燥
，讲秦朝以前的事，我不太关心。后面越来越好看，想偷懒可以直接看每章结论。3.中国一直没有解
决传统天下观和近代引进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之间的矛盾。边疆中国意识不强的隐患从清朝埋下，至
今没能妥善解决。其实解决的路线只有学美国式的国家认同建构+民主化作出气阀，除此之外真没什
么更高级的办法了。但中国自古只有夷狄学华夏而中华之，哪有华夏学夷狄（美国）而蛮夷之的习惯
，太难了。所以我能明白秋风等人提出儒家宪政，试图调和儒家与自由主义的苦心，和凯末尔当初说
希腊文明源于突厥一样，都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至于前景么，唉，天知道。4.作者真爱国啊，这么
替你分忧的爱国赤子我党都不待见，唉。5.第一个标记读过的人，值得纪念。四星半。
3、多重天下与多元天下，后面几章讲述近代国族构建的章节尤为重要
4、顺着被删条目的那本书跑来的...感觉元代以下开始变有趣，尤其是新疆和民国那几章w
5、非常出色的一步中国民族思想史。
6、感觉能反驳里边的观点，先秦那部分蛮好的
7、王柯在书中主张，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天下观，其本身其实意味着一种开放的普世性思
想，其中文化的意味极强，而民族、国家的意义很淡。任何民族，一旦接受中国文化，即被视为华夏
，他们也都自视具备与汉人平起平坐的社会身份，成为中国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主体，由此，这种强调
只要掌握了中华文化，就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说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非汉民族集团出
身的统治者。这个王柯所称的多重型天下模式，为原本属于边缘的族群提供了进入中国的上升通道，
并使得中国文化的边界随之不断扩张。这就为中国内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也
使得民族多元构造在政治上成为不可避免的选项，而且这不是通过核心的扩张实现的，而是通过边缘
族群在文化上的不断主动接纳实现的。
在辽金之后，则出现了一种新的多元型天下体制模式，其差
8、3.5星吧，最有价值的先秦和新疆部分，先秦到明之间的部分如同巧克力太过丝滑柔顺，完全忽略
了特定历史情形下的变异甚至是转折裂变，把历史的发展写成了长安街般笔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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