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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主义”的谱系》

内容概要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
当代历史研究，在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又亟待超越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起与当代思潮变动
之间的关联，进而具有广阔的视野、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本书荟萃了作者近十
余年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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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主义”的谱系》

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
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
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
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
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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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主义”的谱系》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从对汉代政区地理的考察中至少可以初步得出两点看法：一是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
的最底层统治完全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控制手段加以维系，道德教化在这个行政治理占绝对优势
的系统内所起之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基本忽略不计。二是最基层的单位如县以下之亭、里等区划
细胞控制能力的大小与更高一层行政单位的幅员息息相关。这样就造成一个后果，即行政单位面积越
扩大，人口数量越增多，势必也会使基层的吏员数目随之增加，统治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到最后很可
能因不堪重负而走向崩溃。秦朝在短时间内分崩离析即是一个实例。 “儒”还是“吏”：统治成本制
约下的选择 秦朝的郡县制统治框架的设计，完全违背了殷商时期强调血缘和礼仪在维系道德人心方面
具有软约束作用的政治控制原理，而采取了极端的官僚技术治理原则，这套原则使用起来十分功利和
实用，但在资源的投入方面要求太高。比如如果整个的体制都在预设人性难治，落实到实施层面就需
大量使用严刑峻法对人身加以管制，要维系律令系统的运转，还需要训练大量的官吏进行管理。既然
在整个设计框架中剔除了血缘伦理亲情治理社会的有效性，“吏”的控制理念不仅充斥着上层而且渗
透进社会，奉行的是所谓个别人身支配方式，有学者称之为“法家式的单子论”。我的理解是，“单
子论”的特点是吏胥直接面对底层民众的个人实行治理，不大考虑人情伦理在构设人际网络关系时的
作用，更不承认“道德”对社会控制与皇帝的统治会具有显著的支配性影响。但吏胥面对单子个人的
控制要行之有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控制疆域的实际范围（而非名义范围）要相对狭小，二是
生活在其中的人口密度也须相对较为稀疏，如此较易在上层机构和下层社会基本一体化的状态下实施
律法。秦朝基本具备了这个条件。汉代如前述有放弃在珠崖设郡的例子，说明恪守《禹贡》舆图的边
界，“以经断事”存在着人为想象和实际运作的差别。 秦汉官僚制的运行特点展示的是鲜明的功利主
义品格，官僚机构充斥的都是通晓文法事务的法家官吏，判别政绩优劣也是以对效率的贡献为准，而
忽略官僚自身具备的人格道德修养，故在“贤”与“能”的选拔标准上偏于“能”的一面。汉武帝独
尊儒术，董仲舒献策由郡国每年推举贤人作为官僚候补，开始稀释重“能”的倾向，而乡举里选制的
实行也使官府在选拔官吏时开始倾向于民间舆论中的“道德”评判之含义，登用标准上看其能否举为
孝廉，也须考虑其在乡里的道德行为，而并非单纯的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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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主义”的谱系》

精彩短评

1、史虽旧学，其命维新。
2、后知后觉，最近才知道杨念群是杨度的曾孙，梁启超的曾外孙。 “文质”之辨与中国历史观之构
造一篇很有启发。 
3、新史学这个系列关注多年了。
4、杨念群的书理论性很强，视角也独特。
5、还是人大好啊
6、提出一些有启发的问题，过渡之作，絮絮叨叨，期待成型之作。
7、还好，是本文章合集。杨念群的书都是这种风格。
8、我期待的书。
9、书名的英文版好低调。。。。。。感觉确实如网友所说，有几篇文章跟桑兵常谈史学碎片化、社
科理论过度滥用、要重视对古人本意心态的把握等问题相搭。尽管杨念群被视为玩理论的，桑兵被视
为重史料的，但是两人似乎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了？
10、作者自己的史学心路，有一些提法和桑兵类似，很喜欢，党杨我为之
11、读完的感觉就是没感觉。
12、推荐看一下。。。。。
13、看杨念群总有一种织田裕二“跳跃的大搜查线”的即视感
     看完丫在指斥新清史时和提到孙大炮无耻之尤的言论时连屁都不放的跳梁表现，果断负分    还有盲
谈人类学的那些。。。。。。丫在WG时一定是最红最红猴屁股一样红的小兵，要不哪来的豪言勇气
呢？
14、迷茫的时候，来寻回一些灵感和方向。
15、当年和干神说过，杨念群写理论文章水平远远超过做实证研究，本书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他的很
多思考，如果能做成实证的话，杨念群就不是现在这样不尴不尬的学术地位了⋯⋯
16、相当好看，尤其是对改开以来新的由意识形态转变带来的学术界新思维的讨论批评非常精彩。
17、“我们以往过于重视在解释能力的提高上如何建立所谓的‘问题意识’，而没有充分给史料解读
中‘感觉意识’的培养以足够的地位”(p.238)。“‘历史学’人类学华的而贡献及其危险”(p.260) *
“‘风景’的在发现”与‘劳动’的在定义”(p.308)
18、纯文集，质量不错。非要笼统地在序言中说本书中文章都曾经发表于啥啥期刊，就不能遵照规范
，注出每一章分别是发表于什么期刊什么时期的什么论文么？
19、杨念群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厉害厉害
20、七宝楼台~
21、相当于一本reader，不过是作者自己编的，有点怪。大概是为了给读者省钱吧，让大家不需要每本
都买了，买这一本就行了。不过对于那些已经买了作者不少作品的人而言，完全没有意义。
22、: �
K03/4981
23、“为什么我随口瞎吹我要堆的山可以有多高，教授就兴奋地说这个如何如何？”“因为教授真的
见过高山。”
24、膜
25、今日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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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主义”的谱系》

章节试读

1、《“感觉主义”的谱系》的笔记-第73页

        “东亚”概念的含混性 

[1]“东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得不面对“西方”这个“他者”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确实是个历
史事实，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确认自己的位置时，“东亚”内部的各个地区在形成民族国家时，又不
得不依赖于与“西方”冲突时所遭遇和积累起的复杂多元的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往往差异极大，
比如日本就没有被“殖民”的经验，中国则有被日本与西方进行双重半殖民的历史经历，韩国和台湾
则有被日本殖民的遭遇，这些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往往决定了“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解决内部传统
与变革问题时会采取不同态度。而这个关键因素恰恰被忽略了，因为以往学者们的视野总是被以“东
亚”为整体对抗西方的本质主义话语描述所遮蔽，比如有些学者往往喜欢以欧洲共同体的形成经验来
比附近代“东亚”或“亚洲”的形成过程，希望“东亚”能够作为整体迈向一个类似欧洲共同体的未
来。
[2] 在处理“东亚”概念被现代政治地理话语建构起来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因素必须纳
入我们的视野，即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的天下观虽然作为政治“制度”已被
瓦解，但其作为“文化观念”形态却仍然隐隐残留着，并不时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发生微妙的冲突。
概括一点说，“东亚”各国同时面临着“去殖民化”与“去中国化”的双重挑战，所谓“去中国化”
思潮大致可视为是对“华夷秩序”历史遗产的隐形拒斥，“去中国化”在“东亚”各地区如日本、韩
国和台湾，均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必须进行审慎的区分。
[3] “东亚”作为一种“想象”区域的“被殖民”及“反殖民”的经验同“东亚”内部“殖民”与“
被殖民”的经验，以及“去殖民”、“去中国”的经验往往相互纠缠在一起，如果不细加辨析，并在
各个民族区域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分别加以定位，就会忽略“东亚”内部不同历史经验所构成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
概括起来说，地处“东亚”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处理面对西方和面对邻国的关系时，其感情和理念会
出现反复摇摆移动的状况。因此，“东亚”概念的确认不仅要取决于共同体内部的各个民族国家和地
区对西方所做出的不同反应方式，而且东亚各国和地区在西方压力下对自身处境的不同理解及其与邻
国连带关系的变化，也同样会导致对“东亚”内涵理解的歧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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