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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序言
第一章 津田左右吉学说研究史
第一节 日本学术界的津田左右吉学说研究
第二节 津田左右吉研究学术史特点
第三节 中国学术界的津田左右吉研究
第二章 津田左右吉学说的文化语境研究（上）
——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津田学说的发轫
第一节 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与思想
第二节 明治中期日本思想界的民族主义动向
——关于德富苏峰、志贺重昂、陆羯南
第三节 合理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日本文化的重塑
——大西祝的批判主义构造
第三章 津田左右吉学说的文化语境研究（下）
——日本近代中国学对江户汉学的解构·津田学说的先驱
第一节 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代史批判研究》
第二节 山路爱山的中国思想研究
——对孔子的研究及其批判主义倾向
第三节 青木正儿对中国文化的诠释
第四章 津田左右吉的“记纪”批判研究
第一节 明治时代的日本史学
第二节 “记纪”与皇国史观
第三节 日本近代历史上的“不敬事件”
第四节 津田左右吉的“记纪”批判研究及其学术意义
第五章 津田左右吉的中国道家文化研究
第一节 中国的阴阳学说与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
第二节 中国“道家”文化对日本上古文化的渗透
第三节 津田左右吉的“道家观”
——关于“老子思想”的把握与批判
第四节 对津田左右吉“道家观”的再研讨
第六章 津田左右吉的《<论语>与孔子思想》研究
第一节 《论语》的东传及其前近代研究
第二节 近现代日本学术界对孔子及《论语》的研究
第三节 津田左右吉的《<论语>与孔子思想》研究
第四节 对津田左右吉《<论语>与孔子思想》的文化批评
附录一 津田左右吉年谱
附录二 津田左右吉论著目录
附录三 津田左右吉任职早稻田大学期间授课科目一览
附录四 本书部分章节主要引文原文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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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白鸟开疑古之先，毕竟有的放矢，其弟子津田左右吉将其发挥至极致，究其原因，源于其狭隘民
族主义立场。
2、学术史均是仅有最基本的大线条而已，思想史部分更是差得一塌糊涂。。。但开创之功不易，毕
竟这是汉语世界唯一一本关于津田左右吉和书纪研究有关得著述了吧~必须赶紧具有阅读日文学术著
述的能力才可以
3、专业人士会如何评价不知，作为初心者看完后知道了不少东西，大概能算津田扫盲？但貌似没有
津田史观的中心，而只着重讲了与儒道研究相关的部分。
4、書很好，然不切題。實際上論及津田的部分太少，對其研究成果著重於記紀、論語，未論及「沒
有東洋」之說，整體看來是見樹不見林了。背景論述太雜，講論語自徂徠、仁齋至武內，從江戶漢學
至明治中國學，跨度太大。若書名訂為近代中國學者以津田為軸心(一類)，或更為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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