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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内容概要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
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
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
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视野宏阔
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
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
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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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作者简介

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
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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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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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精彩短评

1、不少人名翻译很奇葩，译者真没文化。
2、这个是新版，还可以吧
3、中国研究风生水起嘛
4、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读书
5、历史需要拯救，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拯救。属一家之言。
6、比国内写民族主义的书好多了，挺透彻，还得细读！
7、对现代史话语的解析比较全面，但是“复线的历史”和“弥散”两个概念解释得不是太到位。特
别地，在印度历史中定义的概念，能否直接引入中国历史？
8、也许这可算一本典型的美国人研究的中国近代史。第一部分大讲什么黑格尔、后殖民主义、解构
主义之类的理论。完全看不懂啦......随便翻翻。第二部分才是正戏---看过后才恍然大悟：哦！解构主
义写出历史作品就长这个样子...
9、老师推荐书目。学中国现代史很值得一看
10、适合民族理论的研究者
11、初看有点难，看进入还是能看明白的。复线的历史，承异，历史与粗体历史都是些很有意思的概
念。
12、revisited
13、这个译本不要指望了，NATION、 State、 Nation-State作为“国家”的术语翻译混淆，杜赞奇精准
的用词基本没有准确翻译过来，而且我在《导论》一章完全无法做到原著与译本的句对句对译，应有
多处遗漏与自作主张的编译行为。译者的专业训练背景水平奇差无比，对人名根本是乱来，霍布斯鲍
姆变成赫布斯保姆，王庚武变成王公武，不再枚举⋯⋯ 这本书看不懂不是杜赞奇的错，是译者的锅。
不过译者也是可以把锅推给现代汉语天然的生理缺陷。 
14、不错，还可以，有利于自己知识广度的延伸。
15、很值得仔细品味！
16、十颗星都少。。。
17、包装很好 不忍心打开呢 内容不用说 早有学界肯定 装帧大气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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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精彩书评

1、当我们在评价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之前必须首先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这本著作虽然
在所谓“复线历史观”的提出上表现出了独创性，但在实际的论点论述中却大都承袭了前人。这个前
人，指的是已故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80年代所著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但悲情的是，本书的译者显
然既是一个日语的二把头又是对海外汉学不甚了解的人士，居然将沟口雄三误译成了“沟口友三”）
。杜赞奇的《民族》之于沟口的《方法》，正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之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又如汪晖的《反抗绝望》之于竹内好的《鲁迅》一样，虽然论证方式有所不同，但在核心论点上
前者往往直接借用后者的理念。我们所说的核心论点，在杜赞奇的语言中被解释为“民族国家话语”
和“封建国家话语”在历史文本中的交错；又被阐述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内，革命的话语由
对“地方分权”的叙述到对“中央集权”的叙述的转变过程。但是正如许多70、80年代在美国接受学
术训练，受后现代理论影响言必称“话语”的学者一样，杜赞奇的阐释是无法让普通人看懂的。读他
的著作，就好象是在观赏一个意淫在话语中走火入魔的人在表演自慰式的狂欢。如果是我的话，比之
杜赞奇令人费解的《民族》，更愿意研读一下沟口的《方法》。虽然杜作在诸如华北农村和地下集会
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上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无论是杜赞奇还是沟口雄三，究其核心论点，无非在于辨明
中国历史中“生民”和“国民”，“天下”与“国家”的区别。我们都知道顾亭林的那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却常常将顾氏的名言当成爱国主义的原型，殊不知顾亭林有言在先，“是故知保天下，
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与
“国家”在顾亭林的叙述中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古之大贤要保存的，是“天下生民”还不是“国家
国民”。而如今，北京公交车上天天反复唱响的却是“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原本“肉食者谋之
”的国家，成了但丁笔下那个“为所欲为的人”，天下生民到成了为国家兴亡而存在的一个个匹夫。
自然，我们也可以为伟大祖国辩护，声称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同于旧社会的封建王朝，国民国家
是黑格尔眼中的“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中国则是承袭了“历史的终结”并代表全体人民=生民利
益的天下。这未必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当孔子的巨大图腾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俯视毛的时候，沟口雄
三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似乎即将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仍然十分担忧，当中国青年的人流向着体
制内汹涌前进的时候，当中国的天下理想没有个体的觉醒作为中介的时候，天下生民可能还将继续臣
服在国家国民之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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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章节试读

1、《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笔记-100 第三章

        社会达尔文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二者勾连相关，甚至可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畅通无阻”之必要条件。这种讨论还可以延续到国民性，但那可能就离马克思主义比较远了。

2、《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笔记-第三章

        辛亥以来的几次反宗教运动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意识形态扫清了障碍。

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笔记-第111页

        政府与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权力斗争的再现：现在激进民族主义者是毛左，而传统是毛泽东思想。

4、《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笔记-第112页

        现代中国的民间异议。                

5、《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笔记-第106页

        不为人知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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