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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各省之力
2、溝口對於辛亥革命的詮釋值得注意，走出了民族主義的視域。
3、超级棒
4、膜拜大神。寒假看的pdf。沟口先生讲公私问题真是举重若轻，从词源、从历史语境追寻公私概念
的内涵与演变，比较中日，观念史的典范。对于辛亥革命的解读也极具说服力，但还需结合他的其他
书来看。附录的一些讨论访谈也有大量干货。
5、各路大神齐聚。。。
6、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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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緊接著《中國歴史的脈動》讀的書，所以主要的思考都寫在前邊了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813355/﹣其實這書買得更早，是台社出的吧，就是請溝口去台灣做
交流後梳理的文章。﹣放很久都沒看是因為第一篇文章談公／私的概念時，溝口談很多關於日文的東
西，那時讀不下去就放棄了。今天重新拿來還是有很大的障礙，但因有了之前的閱讀經驗就頂過去了
。﹣另外一篇溝口的文章在收在《脈動》裡邊。﹣回應的文章...... 不算十分有啟發，當然一些質疑像
為何用1911而不是1949等做分野還是有些啟發，但放在溝口的論述前好像挺無力的。﹣反而是因為書
後的介紹才知道原來翻譯＜辛亥革命＞新論的林少陽教授是香港人，曾在城市大學任教，之前城大也
做了點東亞的事情，不過好像後來又沒甚麼跟進了。﹣最後陳光興、孫歌就溝口的訪問也挺有意思的
，讓人多了解了一些溝口的成長背景，有了人性的一面。
2、透过“看中国”来“看日本”(深圳晶報﹕ 11年04月10日 星期天)●彭砺青（图书馆职员，香港）沟
口虽然专注于从中国史学、思想史、文化和词源中寻找中国问题关键，却并非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惯常
的忧患意识而思考，而是为现代日本思考。沟口提出的“‘中国’作为方法”论，某程度上响应了竹
内好在战时提出的“‘亚洲’作为方法”论，及军国主义者宣扬对抗西方殖民主义的“亚洲解放”思
想。去年七月，日本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逝世，而今年恰好是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年，两件事情先后发
生，仿佛提醒我们从这位日本学人的著作中思考自身的国家命运。沟口雄三以研究中国文学开始而成
为中国思想史专家，并对比中日的现代化道路甚至批判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向日
本学界提出“中国作为方法”的研究方法。《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沟口雄三的思想方法》（下简称《
重新思考中国革命》）一书以沟口雄三的考证中日“公”“私”字义的学术文章《公私》及讨论中国
革命的《辛亥革命新论》开始。这本集子除了收录沟口两篇文章外，还有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学者对
沟口理论的回应及与对沟口先生的访谈。以其他国家为参照系谱，难免因为自身文化背景而有限地把
握研究对象，或因为自身目的将研究对象“异质化”，很容易作出曲解的诠释，即使像沟口雄三这样
的一代学人，也不能例外，例如《公私》一文，是以词源学的训诂角度，以许慎《说文解字》、《韩
非子》等经典来诠释中国“公私”的本义，他从《说文解字》梳理出汉语“公”字的起源，其中“厶
”等于今日的“私”而“八”则有背反之意，也在《韩非子》里找到了公私的背反性：“背厶即背私
为公”。另一方面，他没有忽略日语中“公”的对应词的意义，他选取训读音“オオャケ”，这是汉
语“公”字进入日本时日语中的对应语音，正好说明汉语中“公”的概念进入日本时，在日本已有了
意义近似的概念。沟口最具启发性的视角在于，他指出日后汉语的“公”和“私”渐渐充满了道德意
涵，“公”与“正义”、“公平”相涉，而“私”则带有利己、奸邪的贬义；相反的，日语中的“公
”和“私”渐渐表现出共同体与我之间的区分。从沟口梳理的语意演变的殊异之路上，不难从中日的
“公私”概念中，找到中国和日本的公共空间各自发展成“道德社会”和“群己关系”的因由。“公
私”梳理出日本人在公共空间中体现“无私我”特质的历史起源，这种特质固然在近日海啸过后守秩
序排队及互助的行为上表露无遗，却也可以扭曲成牺牲自我作为侵略工具的愚昧行为。沟口这种进入
中国思想史以回溯日本文化问题的方法，有别于单纯对比两国文化的传统手法，正好让研究日本文化
的中国学者孙歌感到震动，她认为沟口的梳理方法，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进入者去看历史，而非以旁观
者或介入者的方式处理问题。沟口以中国思想，回过头去看日本，反思日本，还有以此脉络思考中日
各自问题时作出的见解，无疑重新为军国主义定位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方法，虽然他的“‘中国’
作为方法”论事实上是以一种日本人的眼光研究中国，因而也曲解了中国内在的问题和文化意涵。从
词源学上把握“公私”概念当然有其局限性，正如有学者在书中提出，沟口雄三并没有梳理宋明理学
对“公私”的阐释，而中国社会到了宋明时期才对“公”与“私”有一个比较接近政治道德的概念，
而许慎《说文解字》却出现于遥远的汉代，那时候“公私”概念尚处于萌芽阶段。从另一方面看，中
国传统的“公私”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以宗族伦理为核心的乡村社会，要把握“公私”的问题亦
应该讨论乡村宗族伦理，还有官僚制度或对个人操守的臧否，只有从社会实践中去检验，而不是单纯
还原为词源及衍义的阐释，才能更全面地作出解释。“乡里空间”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甚至比中央
朝廷更有决定性作用，沟口在《辛亥革命新论》中甚至认为，构成近现代中国变革的辛亥革命，其作
为推翻王朝统治力量来源的“各省之力”，就是在“乡里空间”为实现“乡治”的地方力量。然而沟
口与研究近代史的中国历史学家不同，他并不认为作为欧洲现代性要素的市民社会并不存在于近代中
国，而且他还从中国明清政治论述中考察到一个问题：明末清初的黄梨洲似乎成为民治的先声，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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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质疑他有否想过取代王朝制度的构想，而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民治主张，其实等于晚明时
实行的“公议”、“公论”，终明清两代，在中央王朝统治受外忧内患削弱之际，中央政府也会实施
某类“地方自治”措施，由官、绅、民协作的有限自治模式。这种模式其实由来已久，沟口甚至在《
周礼》、《管子》里发现“乡自治”的主张，某模度上历代王朝都在行政上或多或少地采取这种与地
方士绅及民间力量协作管治，然而近世中国一直缺乏现代欧洲的国民与民族国家概念，也没有近世西
方的市民社会，辛亥革命只摧毁了旧王朝，并没有给予新政制的蓝图，正如革命党人对欧洲现代性的
钦羡在于否定中世纪的教权，这种教权却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皇权。这也解释了为何从辛亥革命推翻旧
王朝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之际，有长达38年的混乱局面，而中国最终亦选择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当然，这是一种剧烈的丕变，却正好符合了中国历史发展、王朝兴亡的传统逻辑。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沟口提出的论点对他们具有一定的冲击，然而沟口和书中论者也提及一点：沟口虽然专注于从中国
史学、思想史、文化和词源中寻找中国问题关键，却并非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惯常的忧患意识而思考，
而是为现代日本思考。在书中的访谈录，沟口忆述自己在军国主义环境下接受小学教育，却在美国化
教育环境下完成中学课程，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断裂。沟口提出的“‘中国’作为方法”论，某程度
上响应了竹内好在战时提出的“‘亚洲’作为方法”论，及军国主义者宣扬对抗西方殖民主义的“亚
洲解放”思想。其实以“中国”作为方法，依然有抗衡西方的理念，问题是在抗衡西方的背后，应该
重塑一条怎样的道路，是否要本着英谚“将浴盆里的水连同婴儿一同倒掉”式的态度，把西方自然法
传统衍生的人权、民主理念一同丢弃？说到底，自然法传统也是古典政治哲学、罗马法与天主教神学
观的融合，传统痕迹亦历历可寻。不妨思考“现代性”之为何物，哈贝马斯说词源在晚期罗马时代出
现，指当下、此时此刻，多少有种“往昔不再”之慨叹。就中国来说，如果王朝中国及其社会才是真
正的中国，那么它早已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应该着眼于如何应对今日的格局。沟口研究
中国的方法学确实有别于日本传统汉学，正如台湾学者陈光兴对于台湾历史的问题意识亦有别于传统
中国论述，问题是这些伴随“后殖民论述”而出现对西方中心论具批判意识的讨论最终会采取什么立
场和位置，来避免成为零碎的考掘。然而作为一种反思性的文化论述，沟口雄三正好提供了一种植根
于传统又非传统的可能性，关键在于他透过“看中国”来“看日本”，并向中国人“重现”另一种视
角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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