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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 、“殖民·后殖民记忆”，共
收录了11篇论文，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
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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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江，东京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近代社
会史，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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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在记忆与忘却之间
唤醒的空间
重审中国的得与失：作为集体记忆的圆明园
序言：圆明园现象
圆明同记忆的研究方法
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回望圆明园
结论：圆明园，曾经与未来的事物
魂归何处？——围绕秋瑾的记忆博弈
性别之争
私人记忆之争
公共记忆之争
记忆场域之争
结语
民国时期孙中山漫画的政治讽喻
说鬼
造神
讽人
异星：牛哥与1950-70年代台湾的政治漫画
小引：独特的牛哥
应时而生的“牛伯伯”
作者经历与自我形塑
迁居、战争与身份认同
美援与农复会工作
报纸托起的明星
心战
源流、困境与对策
结语
记忆之觞
灾害记忆图式与社会变迁——谁的唐山大地震
康熙十八年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框架
大众传媒图式下的灾害记忆
结论
记忆不能承受之重——陶保晋及其后人的南京记忆
唤起的空间
罪与罚
名与节
善与恶
结语
记忆中的历史
从时间的差序到空间的差序：晚清民国时期的“西来说”
引言
欧州的西来说
日本的西来说
国粹派的西来说
从时间差序到空间差序
民国时期西来说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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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民族国家本位的世界体系
历史三昧：康熙帝与明孝陵的故事
前言
“满汉”与”古今”：历史作为权力的道具
“兴亡”与“治乱”：历史作为理智的源泉
“英主”与“圣君”：历史作为价值的标尺
结语
双重身份下的记忆纠缠——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与南京灵谷寺
筹备与建造
空间的形态与意义
祭祀仪式与革命记忆
游览胜地之“灵谷深松”
结语
殖民·后殖民记忆
中国英雄的日本化——日本殖民话语中的国姓爷
引言
日本化的过程和特征
作为历史人物的国姓爷
江户时代的国姓爷及其形象的日本化
国姓爷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的作用
国姓爷成为日本神明及其内涵的矛盾
余论
南诚残留中国日本人话语——以电视纪录片为题材
记忆·表象的媒体
错综复杂的记忆·表象
记忆·表象的政治学
征稿启事

Page 5



《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

精彩短评

1、低质炒冷饭太多，只有几篇材料有趣
2、主题聚焦，角度多样。个案涵盖圆明园、秋瑾、孙中山、唐山大地震、台湾政治漫画、明孝陵、
郑成功等地点、人物、事件，共筑记忆所系之场，展示了集体记忆理论、图像史、传媒研究、后殖民
批评等话语资源的应用可能，也都对新鲜有趣的素材作了扎实细致的梳理，并不都是简单套用。
3、无论是方法还是题材都有相当大的突破，整本书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当国家权力全面而深
入的渗透到私人记忆中时，会发生什么？某一种记忆会被固定、强化，最终上升为全社会的集体意义
并延续下去，比如今天的汶川大地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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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完孙江教授的文章《记忆不能承受之重——陶保晋及其后人的南京记忆》，清晰地感受到抗战
期间沦陷区人们的挣扎痛苦和无奈。或许，我们都必须认清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并非所有人都
能顺利撤退到大后方的，总有人不得已在日本的铁蹄下苟延残喘。但是，我们也要对这些在沦陷区挣
扎着活着的人们（除了助日为虐的人）抱有敬意，感谢他们在那么痛苦的岁月中坚持下来了。就如孙
江教授最后提到，他将关注最有争议的话题：如何看待沦陷区个人的抵抗和合作问题？期待孙江教授
的新作。另外，王楠的《魂归何处》也很有新意，陈蕴茜的《民国时期孙中山漫画的政治讽喻》虽然
有一部分是作者本人以往的研究的，但从漫画着手研究，着实令人眼界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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