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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概念史研究》

内容概要

“概念史”是指一种基于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
词语有更广泛的意义；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
为概念。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作者们
试图从东西比较的角度，考察西方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以及汉字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概
念的互动关系，由此揭示东亚圈内现代性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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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此可见，一重生物、一偏心理，两书恰好展示了两条谈论社会进化、社会学的取
径。对于这两种互异的思想脉络，民初文人吴虞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严复的社会学派是“惟物派”
，“专重科学实验”；而章太炎则推为“惟心派”②。 除此之外，这段序言“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
日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还表现出对斯宾塞的两点批评。它们分别是针对
社会有机体以及整体与个体之关系的。 以上为严复、章太炎两人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异同。在这次论争
中，他们并未隔着报刊“对话”，也无面对面的讨论。但是，这两本社会学译著的出版，正标志着晚
清社会学界两股思潮的脉动。章太炎早年接受严复的进化论，并跟随严复的脚步于《昌言报》上译述
了斯宾塞尔文集。但日本一途却改变了章太炎对斯宾塞思想及社会学的看法，他转而接受心理取向社
会学，这使他得以在这场论争中找到和严复对抗的立论基础。 只是，两位学人的论争尚未结束，至此
只能看作章太炎逐渐离开严复思想范畴的初始。直至1907年，章太炎才公开撰文对严复发出批判
。1903年后，章太炎因为“苏报案”入狱三年，1906年出狱，随即赴日担任《民报》主编。这段期间
，章氏接触了佛学思想，旅日时又大量吸收了日译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并且持之与佛学和中国传统
哲学资源相比较、融合，形成了以佛学法相唯识宗为主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此为章太炎思想转变的
第一阶段。自1908年起，章氏研析庄子齐物论，后撰成《齐物论释》一书，此是第二阶段的转变。 在
这两阶段的思想转折中，章太炎对严复的批判亦渐渐加重。过去他并未指名道姓地批判严复，直待章
氏亲自译毕《社会学》后，建立自己的一套社会学思想体系，接着历经了牢狱的磨难以及日译西学的
洗礼，章太炎才逐步开始驳斥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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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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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随便翻了翻，详细看了罗明坚，当然我还是觉得概念史没办法仅靠历史学的方法解决的，而且很
烧脑（尤其研究翻译学这种本身就很烧脑）
2、翻译宗教——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孙江
3、还是最后实录里掐架好看
4、序还行。首编黄克武考证严复与章炳麟翻译社会学，申发学科入华历程。物自体、哲学、宗教译
名入华始末三文皆有味。次编三文分论西风冲击下日韩中近代史观转折。三编比对社会和共产主义两
词翻译在日中两国的融汇过程。四编谈国学一词日中差异及其后果一文有趣。结尾座谈文明吵架
5、个别文章
6、“吾国无史”乎？——从支那史、东洋史到中国史／黄东兰。看完这篇文章，想找1908年学部审定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校勘表》（1908年《学部官报》第57期公布该书审
定合格，经查1908年第60期刊登该《校勘表》）。
7、看了“翻译宗教”
8、第一篇很棒
9、只第一篇有感觉。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与章炳麟的译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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