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学家的经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历史学家的经线》

13位ISBN编号：9787508653130

出版时间：2015-11

作者：孙隆基

页数：36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历史学家的经线》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以心理分析还原历史现象背后的“驱动”，构筑历史文化真相的“经线”
◎全新调整修订，并新增作者新作两篇
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早年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衷，曾以“地下阅读
”的方式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其《历史学家的经线》出版后更是洛阳纸贵，该文集收录了孙
先生多年来将心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既有对中国古代传统现象的探究，又有对近现代中
外历史政治等方面的比较分析，视野开阔，论述深湛。
此更新版新增两篇新作，并对篇目进行了全新调整与内容修订。对“世纪末思潮”及鲁迅的研究进行
了更加深入和系统的论述。
【编辑推荐】
1、本书收录的文章，体现了作者历史学和心理学并重的研究方向，是作者近十年心血之凝聚，涉及
问题广泛，表现出一种宏观历史思考。书中既有对中国古代传统现象的探究，又有对近现代中外历史
政治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文章的观察角度别具一格，颇值一读。
2、新增《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以及首次发表的《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
沉》两篇新作，在篇次上亦有所更动。本书在作者结构主义的研究传统上添加了心理分析的元素，以
心理分析还原历史现象背后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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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经线》

作者简介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后赴美国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
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
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未断奶的民族》《美国的弑母文化：20世纪美国大众
心态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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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经线》

书籍目录

更新版序
序言
---------------
一、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孔教天下主义的终场曲 / 戊戌年代的种族思想 / 大亚洲主义与“黄祸论” / 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 民族
始祖的发明：黄帝 / 结语
---------------
二、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 & 1911
前言 / “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兹者” / 维新派与革命派争夺的“法国大革命” / 法国大革
命与国民性 / 中华民国与法兰西共和国 / 法国剧本，中国演员 / 以法为师的中国启蒙运动 / “群众心理
”与“暴民政治”/ 法国革命史成为中国“反革命”的灵感 / 尾声
---------------
三、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
导论 / 三种现成的、为人熟知的借喻 / “五四乃文化革命”命题的意义岩层之考古挖掘 / 在比较历史学
里“五四乃文化革命”故事布局所能运用的桥段 / “文艺复兴”与历史上“民族复兴”的关系 / 比较
历史学能为“五四乃民族复兴的一环”提供的戏码 / “五四乃启蒙运动”的问题 / 有待建构的第四种
故事：从“世纪末”到现代主义 / 结束语
---------------
四、南与北
汉满矛盾变成南北对立 / 民国时代的南北战争 / “南北论”学术传统的形成 / 外国人的“南北中国”
说/ 南北地形与人种的关系 / 优生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结合 / 北温带说 / 亨廷顿与潘光旦 / 逆境、人种退
化与“选民” / 人地学史观的流行 / 张君俊之人族改良纲领 / 林语堂似是而非的南北对立论 / 区域类型
学的风行一时 / 黄与蓝：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
五、历史学家的经线：编织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些问题
文化解体与意识危机 / 启蒙与革命 / 启蒙与民粹主义 / 结论
---------------
六、“世纪末”的鲁迅
何谓“世纪末”？ / 更广义的“世纪末”/ 鲁迅创作生涯之始开宗明义的宣言 / 鲁迅的“无政府个人主
义”问题 / 把“民族偶像”与“异乡人”混为一谈 / 过于早熟的“大众人”批判 / 天才、疯子、庸众 / 
世纪末病：梅毒 / 文明没落论 / 人种退化的梦魇 / 本能衰退说/ 家族败亡史/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鼎盛期
---------------
七、清季“世纪末思潮”之钩沉
前言 / “世纪末”作为一股文风 / “世纪末”作为一个时代 / “世纪末”乃非理性主义的全盛期 / 王国
维与叔本华 / 王国维学术生涯的断层问题 / 章太炎与哈特曼 / 鲁迅与尼采 /“世纪末”在民初的震波
---------------
八、是否该被“吃”掉？——鲁迅承担政治的难局
“吃人”意象的阶级性问题 / 鲁迅的“群众”观 / 皮肤敏感症和幽闭恐惧症 / 力拒庸愚的“复仇”母
题/ 鲁迅与卡夫卡 / 无边的黑暗和思想的绝路 / 鲁迅加入左翼文艺运动前后 / 在左翼阵营里 / 结束语
---------------
九、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与情感构造
“一人”与“二人”的文法 / 在符号学层次上社会对个人的极权 / 中国人情感构造的形态学 / 号称高情
感环境里的收敛型情感构造 / 中国人情感构造的失控和“躁狂”成分 / 从牺牲学（victimology）的角度
研究中国文化

Page 4



《历史学家的经线》

精彩短评

1、了解一下近代思想史
2、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的论文集，内容涉及革命历史建构、世纪末思潮和鲁迅作品研究等
多个方面。作者于思想史的研究主线之外，往往辅以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传播学等多门社会科学
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视野开阔，因而总能言人所未言。关于鲁迅的思想和人格分析尤为让人印象
深刻。
3、新版，有新增文章，作者自己最为看重的
4、给了我观察历史的新角度，尤其是关于五四和鲁迅的解读。是一本有价值的史书。喜马拉雅读书
：http://www.ximalaya.com/23764705/album/3883059
5、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有些太专业了，对于学术读者来说有点太旧了。
6、对我来说，读起来累了点。尽管有些观点觉得甚是有趣，比如对鲁迅的剖析。
7、如果在柏杨时代就看这书，肯定会影响世界观的。对鲁迅的分析，挺好。
8、用一周勉力读完第一遍。最有收获的是南与北，那天正看到亨廷顿，英脱欧了，可知理论的时代
感也是幻觉，什么也不是一条大直线。没有哲学基础，很多章节和段落直如天书，慢慢补充体系，过
些时候再重读，心态还可以，并不特别焦躁。读这样的书从来不期待大彻大悟级别的理解，望山跑马
，非山之咎。
9、信息量极大，思考的角度亦多元，倒是没有想到孙先生所谈的几乎都是与晚清和民国有关的问题
，虽然有些看法不免需要商榷，但这种建立在开阔视角基础上的敏锐嗅觉总是值得佩服的。有关鲁迅
的论述，是和“世纪末”思潮进行对接，由于引入了不少西学的元素加以比照，既令人信服，又发人
深省。
10、孫老師的一部分論文集,其中有不少是利用心理學的視角剖析,還有"世紀末"的魯迅是最有趣的,孫老
師在書中教會我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以為自己所提的學說或者符號能夠完全佔有材料腳下的"事實",一
定有踩空的部分,而從另一角度切入去解釋的話,則有可能填補這塊空虛
11、最喜欢两个革命的对话和五四那两篇
12、角度特别。研究近代史进程的心理机制。比如，作者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绝无仅有的无政府心理
学批判的代表”，认为鲁迅的“狂人”不是反封建，而是受到尼采权力意志的影响，是反抗“群众意
识”的精英思想。不管同不同意这本书里的观点，但感觉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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