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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是如何区分的？
陈寅恪对于民国学术的评价有那么高吗？ 他对晚清有何独特观察？
清华国学院成立谁是主导，留下了哪些经验与后遗症？
从1902年梁启超谋创《国学报》，到20世纪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终止，历经半个世纪。流派
纷呈，观念不一，但总体上看，乃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 交流融合，特别是晚清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
，最终导致中国文化在学术层面上融入近代世界体系之旅程。作者不以时代群趋为 是，由沉潜而期冀
千虑一得，由学人交往与学术公案探寻学界的相互关系，进而把握近代中国学术源流与轨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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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
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
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
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
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
学的历史》、《读书法》。

Page 3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一  西人东来
二  科学与学科
三  国际汉学的影子
第二章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一  粤人与南学
二  太炎门生
三  新文化派
四  学分南北
第三章 大学史学课程设置与学风转变
一  史家之总法
二  议论与讲学
三  南北异同
四  综合与考据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
—以整理国故为中心
一  日本：有信有疑
二  韩国：声应气求
三  欧美：汉学专利
四  内外有别
第五章 东方考古学协会
一  新兴学科
二  意在结盟
三  分歧与影响
第六章 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
一  入院因缘
二  师生名分
三  讲学与研究
第七章 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一  不古不今
二  咸同之世
三  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
第八章 陈垣与国际汉学界
——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
一  独吾陈君
二  海内公意
三  汉学正统
四  天下英雄谁敌手
第九章 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
一  旧嫌新隙
二  文理争风
三  学派与政争
第十章 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
一  作案动机
二  案中有案
三  意在争胜

Page 4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四  治学方法
第十一章 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
——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中心
一  新史学与史学革命
二  新旧难辨
三  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四  专精与博通
再版后记
人名索引
征引书目
一  著述文献
二  报刊

Page 5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

精彩短评

1、有點太散...
2、章节间忽机构忽人物，多少感觉不大平衡。此外总是隐隐有点感觉回护、褒美（如厦大、陈垣等
）的章节不如带着贬抑倾向（最典型当然是从头说到尾的反面例子胡适之）的段落用力更勤。
3、桑大师最近也接连再版几本旧著  学习罗伯的节奏？
4、感觉超级好看。读完以后对当时学术圈中有的纠葛的复杂程度很是惊讶。在人事冲突、学术之争
、社会矛盾之中成长的“新史学”自不是单线条的史事和理论排列可以说尽。以此可见近代史之难治
。此外最后提及的“社会科学化远非当时中国学术界所能承受”是详细考察近代中国两种史学演变之
迹后做出的结论，有点给人拨云见日的感觉。
5、发现我想过的很多问题都被桑大师研究过了，而且各方材料搜集齐备，分析到位，还没有沦入考
据学的恶趣味，读了两篇便瞬间沦为脑残粉。
6、把各篇文章拆开看会很有收获，但拼在一起集成“国学研究”，感觉就很奇怪了。书名改为“人
事考索”似乎更贴切？
7、桑兵老师的学术史研究 很多公案 经过他的解读 曲径通幽 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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