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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内容概要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2012年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
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整理而成。狭间直树教授在“东亚近代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下，以大量
史料为基础，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分析，将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转变，尤其是与康有为的关
系，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学术的影响，以及“二十一条”后梁启超对日态度的转变
等议题，作以细致的呈现和剖析，力图揭示梁启超其人其思对于东亚近代文明形成和内部互动的意义
。
依照“讲学社丛书”的体例，本书在讲稿之外增加了丛书总序、学者评议、印象记等内容，并收入作
者讲演中涉及的曾发表过的三篇论文作为附录，另附有少量彩色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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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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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书籍目录

序  言
第一讲　东亚近代文明史的时段划分
——世界史的近代与东亚
一、就讲座题目的若干说明
二、东亚近代史的“文明史”时段划分
三、日本对于逃亡前的梁启超的意义
第二讲　身为康有为的弟子
——以接受西方为目的的“康学”与“西学”
一、梁启超的学识——抑或是传统学术的基础
二、康有为的学生
三、逃亡之后的在日活动
四、日本支持者
第三讲　梁启超思想的独立
——《清议报》时期
一、康有为的来日与梁启超
二、《清议报》的改编
三、《仁学》与《谭嗣同传》——康梁与谭嗣同的关系
第四讲　梁启超的“辉煌期”
——《新民说》等
一、《新民丛报》的发行
二、梁启超掌握的新学理
三、关于“新民说”
四、“新民说”的立论基础和轴心的转移
第五讲　“预备立宪”时代的梁启超
一、清朝的“预备立宪”与梁启超的宪政视察报告
二、关于《请定国是折》
三、梁启超移居须磨
第六讲　民国初年的梁启超
一、回国后的政治地位
二、对日态度的变化
三、日本人的对华态度——吉野作造
第七讲　梁启超与历史学
——1920 年代东亚人文科学形成史的一个横断面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
二、对桑原骘藏的评价
三、作为“科学”的历史学
第八讲　《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辑与翻译
——梁启超年谱在近代东亚文明圈中的意义
附 录
清朝的立宪准备与梁启超的代作上奏
“历史家”和其所写的传记
——关于梁启超撰两种《谭嗣同传》及其他
《新民说》略论
评 议（张 勇）
印象记（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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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精彩短评

1、研究了很多技術性問題，深專遠非張、列等可以相比。
2、大师之作，的确不同常人，但是觉得依然不够。关于梁启超的解读，现在依然是张灏处理的最为
谨慎。
3、意思不大吧，论及梁和日本关系的文字，尚可一读
4、这本新书内容还是水分很大，价值完全就在附录的三篇文章。可这三篇文章明明早就在国内翻译
了。被骗了
5、偶有琐碎之处，以及对很多问题的讨论并不均衡，优势在于日本眼光，可以穿透很多国人不会关
注的问题。不过真正的讲座内容只占半本篇幅，还有很多谈对梁年谱翻译的非干货，这个定价真是有
点坑
6、书中有些部分读起来不免枯燥，但不得不佩服日本学者治学的严谨。
7、京都出来大师们无论做哪个朝代对史料考证和运用的功夫都太棒了！以及，康梁之间师徒关系的
破裂其实还可以从更多方面对解释啊⋯⋯
8、那本日本学人合著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为什么网上都买不到？！！！！不出版了吗
？！！结合《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阅读，效果更好！
9、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角度看梁启超的作用，倒是别开生面。
10、hmmm 不是很有趣 有点太学术了

Page 5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