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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积极开展起来，如何使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跨入真正的学科建
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
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
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一学术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
同。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起步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当时开始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深
入对中国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史学流派，都受到
海外史学思想和史学思潮的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史学的国际交流及其互动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在
此过程中，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的兴起，曾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对本土史学的研
究延伸到对海外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并拓展到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在此研究过
程中，我们注意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根据其学科理论和基
本方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学
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
律，总结出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与对象
国历史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考察，注意对象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国际事件的
联系考察，关心国际学术思潮与对象国学术思潮的互动关系等。所以从这点上说，我们很赞同李学勤
教授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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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主要环绕孔飞力撰写的学术著作展开研究。基本思路是：从方法论上，遵循史
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分析孔飞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历程。其二，运用科学的辩证思
维方法，历史与逻辑、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力图在阐述孔飞力各个阶段成果的基础上，
概括孔飞力的中国史观、中国史研究特色、方法，评价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其三，借鉴运用多学科的
研究方法。由于孔飞力的历史研究借鉴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
法，因此，运用相关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去研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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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际上，孔飞力并没有引申出这样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结论。在论及民兵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时，孔飞
力所讲的中国农村的“暴力犹如一股溪流”的观点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在社会大崩溃时期，暴力会决
堤奔涌，在社会稳定时期，暴力也以缓和的形式出现。因此，国家和地方社会如何控制、诱导这种自
然的暴力倾向，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论断，孔飞力虽未及展开，但对于我们理解
他关于中国农民起义、地方军事化的思想，无疑具有提示作用。二、从制度层面进入文化层面：对中
国历史上民兵思想的考察孔飞力不仅从制度层面去论证自己的观点，还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去论证中国
是不是无兵的文化。[74]他重视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的民兵制度，深挖民兵制度的思想渊源，探
讨中国历史上的民兵思想。他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晚清实际存在的民兵思想根源和制度根源。（一）来
自亚洲腹地的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传统的影响孔飞力将明清两代的屯田和世袭驻军制度的来源追溯到西
魏和北周时期鲜卑族部落的府兵制度。他认为，“从军事体制的观点考察，畜牧、游牧或半游牧社会
的一个特点是，高水平的军事化和生产的需要是相对协调的”。[75]战争的技能，特别是骑马的技能
，本身就是生活的技能。因此，“明清两代的军事制度，其国内驻军的网络结构，其后方勤务和作战
部队之间的划分，以及（明早期）对屯田的依赖，在某些方面能够溯源于中国的亚洲腹地征服者”
。[76]无论是府兵还是屯田、驻军，都表明了民兵与游牧生活之间的联系，这种民兵制度与北方少数
民族的生活有关，而且在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的军事制度中就已经出现了。孔飞力认识到民兵制度与
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传统的关联，主要是受中国学者谷霁光等人的启发，他们在有关府兵制度的研究中
，对此做了深入全面的考证。民兵制度与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传统的关联，说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
化之间是互动交流的，孔飞力已然认识到这一点。但相比而言，孔飞力更加强调儒家与法家思想对民
兵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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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9年秋，我从哲学领域跨入史学领域，师从朱政惠先生，攻读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博士学位。当时我
完全没有想到，10年后，我会独立完成这样一部书稿：围绕着一位杰出的美国中国史研究大家——孔
飞力（Philip A.Kuhn），以他的作品为论题对象，解读他那砦大作中有根有据的中国史料，品尝充满
着深邃与智慧的史识，由他的作品出发而探究近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实。这就是我最近十年
学术生涯中所做的工作。此刻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感谢。感谢我学术生涯中给我信心、给我力量、给
我方向、给我知识、给我智慧、给我感动、给我乐趣、给我方便、给我机会、给我挑战⋯⋯的人和事
，得到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很难一一道来。当然，得到与付出，往往是不成正比的，我的这本小
书，可以说是对我这么多年来受到的良好教育和学术训练的一种反哺，而且我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
端，开启我学海中的史学之旅。我是幸运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能够问世，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
导师、我史学学术生涯的领路人——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朱政惠先生，
是他把我引领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迷人殿堂。他不断地鼓励、鞭策我克服惰性和困难，战胜和超越自
我，没有他，就没有此书的成型。朱政惠先生对学术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渊博的学识，永远是我学习的
榜样！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还要感谢孔飞力先生，在哈佛大学期间，他不仅使我亲自体验和感
受了一种博大精深的治学境界，而且也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学术指导。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母校和任
职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对我多年的培养，感谢哈佛一燕京学社和杜维明先生，使我有一年半的宝贵时间
在哈佛大学修改、完善博士论文，奠定了自己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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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孔飞力中国学研究》是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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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某人要打一星，我现在怒打两星表示我不是学术喷子
2、如果讀過孔飛力所有書了，這書就沒有什麼看得必要了，說是研究，倒不如說就是介紹和解釋了
下，算是本注疏吧～
3、此书口水一样的对孔飞力进行论述，考证，毫无意义，十分后悔
4、注释乃美国汉学大牛大观
5、豆瓣說不錯，還沒看過
6、: �
K207.8/4864
7、“脱胎换骨”那段看得我下巴掉了；其他就都还好.
8、没有很多我想知道的内容，难道是为了混业绩出的书？这个系列还不错，起码比较严谨，值得一
看。
9、比较一般
10、看孔飞力的最大感受就是，这个真的是。。不怕吃不了兜着走。。没办法有的是时间。。。
11、一般般，不仅如此，这套书水平也就一般般。
12、其博士学位论文改编而成的书。写得挺认真的，梳理了孔的几本书的思想，向我打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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