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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内容概要

书收录的论文和评论，除了《众妙之门》一篇是发表于十几年前的旧文之外，其他的都发表于最近这
些年。按照我对出版社编纂这套书意图的理解，这部自选集，不应当是回顾自己的历史学研究经历、
把它变成自己的学术传记，而是应当向读者介绍自己在历史学领域有价值的研究，所以，我尽量选录
能反映目前自己所思所想的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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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作者简介

葛兆光，原籍福建，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
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
语言学札记》、《唐诗选注》、《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葛兆
光自选集》、《中国思想史》(二卷)、《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等。译有《通
向禅学之道》(日本铃木大拙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另有学术性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的有《
门外谈禅》、《考檠在涧》、《佛影道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并不遥远的历史》和
《在异乡听雨看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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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书籍目录

历史学四题
一、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历史学如何自处
二、 “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
三、在学术或历史研究中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吗
四、如何重新建立叙述历史的方式
为什么是思想史
一、争论的缘起
二、中国哲学，可以理解的心情与问题
三、首先是历史的思想史
众妙之门——北极、太一、太极与道
一、引言
二、“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三、“万物所出，造于太一”
四、“太一，道也”
五、“太极，中央元气”
六、结束语
附论
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
一、边缘与中央：欧洲古代世界地图中的东方想象
二、从天下到万国：古代中国华夷、舆地、禹迹图中的观念世界
三、佛教地图：另类世界的想象
四、内诸夏而外诸夷：以明代海防地图为例
五、大“公”无“私”：从明代方志地图看当时人的公私观念
六、小结
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想象异域的资源变化么
一、想象和知识的差距：想象的异国
二、建构异域想象的三类资源：旅行记、职贡图和神话传说寓言
三、想象加上想象，故事加上故事：女国、狗国与尸头蛮
四、利玛窦之前的异域想象：来自古典知识和历史记忆
五、利玛窦来华之后：从“天下”到“万国”
严昏晓之节——古代中国日夜秩序
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日常生活秩序
二、月黑风高与杀人放火
三、夜聚晓散与图谋不轨
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元夜观灯的意义
五、城市生活与乡村秩序之间：传统日夜秩序的瓦解
“唐宋”抑或“宋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视域转变的意义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拆了门槛就无内无外——读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及其评论
回到历史场景——以宋代两个关键词为例谈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分野
【附录】历史的意义——读两种历史教科书和入门书的随想
【附录】可以用参考资料代替教科书
【附录】文学史：作为思想史，还是作为思想史的背景——读《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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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章节摘录

　　最近，我特别关注教科书的编写，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教科书是使　　一代一代人接受和理
解历史的起点，也是一代一代学者模仿历史写作的最初　　范本，它的影响太大，而且一旦它承负了
某种意识形态，它可能使历史学走　　向某个死胡同。从教科书联想到普及读物，我又有一个想法，
就是呼吁“公　　众历史”。这个公众历史不是使历史庸俗化，不是要历史去媚俗，我以前讲　　过
，通俗不等于庸俗，浅近不等于浅薄，提倡“公众历史”目的是让严肃的　　历史学家明白，如何在
传媒和市场时代，让历史仍然保持它的影响力。　　好久以来，我一直听说这样的事情，就是某些电
视制作者、小说家、记　　者在拥有传媒优势以后，扬言要由他们来证明或者说明历史，并且要靠他
们　　来解决历史难题。比如一个记者就说他发现了尼雅，一个小说家就自称要重　　写清史，一些
电视剧就在让公众以为历史真的就是某些宫廷故事。我们得承　　认，电视剧占有了让公众了解历史
的最大份额，就在今天，我还看到美国国　　家地理频道和香港凤凰卫视联合摄制的《马可·波罗重
返中国》，还在宣称　　要反驳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研究者(大概是吴芳思)。然而，要证明马
　　可·波罗来过中国的，是一个日裔美国摄影师和中国的一个摄影记者，这让　　我想起那个据说
发现郑和到过新大陆和澳洲的英国船长。但问题是，历史学　　家不能仅仅保持学院式的矜持和傲慢
，你得破门而出，把历史写得好看一些　　，这才能给公众可靠的知识和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承
认，像欧美一些研　　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汗之国》，像魏而思的《　
　1688》，也包括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等，都写得很有故事意味。而像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
西方人写的历史著作，如写西方文化变迁的《从黎明到衰　　落》、写圣经成为经典和影响文明的《
圣经史》，都很注意采用针对一般读　　者的普及写法。人们熟悉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
叙事体的复兴　　》，他抨击西方史学界偏离了历史学家的原始任务，他觉得历史学家应当是　　讲
述故事的人。我在想，是否我们的历史叙述，也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历史应　　当讲故事?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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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精彩短评

1、葛兆光教授的书，实在感动，深刻！对纠正当下偏离的后现代有益之极！
2、评析《朱熹的历史世界》两篇良有启发，有关地图的几篇文字在《宅兹中国》中已经有所收录。
3、绝对的好书，值得一读的好书
4、葛兆光先生的书，终于到手，抓紧拜读
5、作者是个历史学名家，写出来的书很价值。
6、思想史是葛氏所擅长，看葛氏的论述，总有一种原来思想史可以从这种角度切入的感觉。当然，
葛氏对唐襟时代的论述，也是购买此书的原因之一。
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套史学家文库图书质量上乘装桢纸张印刷一流非常喜欢
8、发内心之真言，现先前之未有。
9、书皮掉了
10、很多文章与宅兹中国重复的
11、不看不知道，看后才知自己孤陋寡闻
12、內容與《宅茲中國》有些重複。
13、葛教授的书很值得一读，非常有启发。
14、忘了
15、一些文章是对《导论》所提倡的理念的初步实践，以致成文风格跟《课堂讲义》差不多，同时也
让人感受到真正落实”一般思想史“理念时受限之多。所以近年转向”从周边看中国”是不错的
16、还没看呢，不过很想看，应该很好
17、论文集 引来的古文很有趣 但是写书评会很难 没有明确的主线
18、葛先生的书不可不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
19、葛先生的書，值得看啊。
20、收到书看到成色很好，无缺页损页，很满意。
21、p125:  “明太祖建国以后推行的一系列策略......更准确地说是用严厉的法家手段落实宋代的知识精
英的儒家理想。” 
22、内容还蛮详细的
23、相较葛先生的其他通俗类出版物，这本书的专业性很强，适合研究人员阅读
24、葛兆光先生的学术风格，一般人学不来，因为底子厚，在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游走，可谓打
破了学术的藩篱。学习。
25、好 言简意赅
26、葛老的文章读起来有趣，又引人思考。而且看得出这些年的著作在以前就有萌芽，比如关注“中
国”，思想史的写法等等。一些语气词用得也足够生动：呢，呀，不是呀。
27、: �
C52/4739
28、对于思想史的界定有帮助。
29、看到了就买，因为好，继续阅读
30、经典，值得反复读，已经读过2遍
31、很有启发性。历史学的进步来自把已有的叙述脉络和史料解读反复拿出来权量，聚焦可能的“过
”或者“不及”之处，所以才说线索越清晰越远离真实。这种反思的工作很繁复，葛老师却真的把握
得很好。
32、还是他原有的一路想法。
33、质量太不好，开胶了，封面马上就要掉了。
34、这本是俺第一个添加的,嘿嘿
35、阅读中，不错。就是当当好久没有买三百赠一百的活动了。
36、葛先生开创思想史研究之先锋路线，幸得闻之！
37、选作教材，不错的东东，一册在手，了解中国的主要宗教文化
38、文胜质
39、暴雨之夜读完了葛兆光这部小书。年轻时候的论文其实已经能够见出日后他八面玲珑的研究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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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了，实在难得。在我个人看来，葛兆光发现问题的能力比解决问题的努力更加可贵。
40、在我的思维天空中，居然没有任何痕迹，这本书就滑过了
41、葛兆光的书，每见必买。
42、受益匪浅；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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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精彩书评

1、睡前看其中一篇《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特别有意思的有以下几点：一，宋以前对边界的模糊
性认识与对思想的重视；二，宋代作为中国意识凸显的分水岭的原因；三，民族主义兴起的大背景。
如果联系宋代与当代，似乎更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结论。葛的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不是就史论史，
而往往能让人轻易的与当下的情况联系起来，并对复杂的现象有一些新的见解。特别好玩儿的是谈论
唐诗与宋词的区别。为什么唐诗里对战争有各种看法，而宋词对战争则绝大多数持主战态度。似乎后
者的态度成为了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也成了宋朝文官武将发泄的一个渠道。哥们第二个牛的地
方是具体化。譬如写利玛窦的文章，写中国古代地图的文章，等等。思想史是个多么玄的玩意儿，因
为这些具体的东西，反而写的趣味盎然。
2、★武侠小说的体系里，武当少林峨眉都有山头，好歹是名山名派，那些什么五毒神教苗疆巫女也
算能理解其产生机制的歪门邪道，那么“昆仑”“崆峒”派又是从什么古籍经典传说里派生出来的？
★老师曾经说，他喜欢读好的理论书，比侦探小说还刺激。也是，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各种伏笔、暗
示、线索、答案，所以，我喜欢不经意间的恍然大悟。★唔⋯⋯其实我想说，崆峒、昆仑的成立答案
就在这本书里。★“空同，司马云：当北斗下山也”，一名“昆仑”“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
。而“空同”似乎即“空洞”，“空洞”即“无”的意思。据《太玄经》序首范注：“崑，浑也，崙
，沦也，天之象也。”就是万物未生，天地未形时一片空无的混沌状态。——以上摘自《古代中国的
历史、思想与宗教》p21-22★概括来说，北斗是天地的中心，四时的枢纽，在它之下是被命名为“空
同”或者“崑崙”的山，但这山并不能以常理去揣度，它代表的是天地交接，万物初生的“无”与“
有”之间的暧昧状态。哇呀呀，原来空同、崑崙才是所有一切的滥觞之始。嗯，下次还有谁要挑战武
侠小说体系的，记得把这两派写得威风一点啊，起码要有逍遥派这么⋯⋯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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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

章节试读

1、《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的笔记-第174页

        ⋯⋯一种历史久远的思想史传统，并不是悬浮在抽象哲理层面上的“影响”和“接受”的连续关
系，而往往是在以下三种背景下形成并延续的：第一，在权力的支持下，成为制度、常识和风俗，真
正进入和影响社会民众，变成生活世界中始终延续的观念；第二，经由经典记载而延续，经由教育普
及，成为所谓的“传统”；第三，那些当时并不一定有影响的思想，作为历史资源而存在，由于新的
历史环境的刺激被激活，又经过后人的重新解释而成为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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