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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
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
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
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
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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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序言：“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兼谈儒学道德实践的若干形态
导论知识群体与作为历史话语的儒学
第一节 一个“知识论”问题的设定
第二节 对整体论认知方法的质疑
第三节 “知识分子”内涵的歧义性
第四节 “王者之儒”与“教化之儒”：古代士人群体的双重形态
第五节 儒学地域化与知识群体空间流动的边缘化
第六节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回响
上篇 儒学地域话语的类型化分析-以知识群体为核心
第一章 地域分野类型：近代知识群体话语的三重取向
第一节 两种话语模式的渊源与湖湘士人群体
第二节 内倾感应思维类型对岭南地域的影响
第三节 “徵实”与“崇理”之辨：江浙知识话语的中和效应
第二章 沟通大小传统：政治思维与湖湘儒学流变
第一节 政治思维形成的区域背景
第二节 道统的解构
第三节 经术与治术：湖湘与江浙的比较
第四节 帝王之学：外王剥离于内圣
第三章 维新变革之源：岭南神秘主义的近代意义
第一节 康有为神秘主义思想的地域渊源
第二节 神秘主义之果：岭南学人对“政治神话”的重构
第三节 佛教神秘主义：《大同书》的逻辑起点
第四节 岭南“浙宗”余绪与近代“道德决定论
第四章 道艺如何相贯：江浙地域的学术专门化思潮
第一节 江浙知识群体的“谋生取向
第二节 “格致”概念与江浙思维传统
第三节 江浙新思维萌生播衍的双重条件
下篇 儒学地域话语的功能化体现-以书院研究为核心
第五章 权力凝聚的象征：湖湘书院与区域文化霸权
第一节 先贤崇拜与区域时空观念
第二节 朱张会讲与岳麓遗风
第三节 岳麓模式的传承与放大
第四节 符号资本如何转化为权力
第六章 理想主义的没落：岭南书院与精英格局之变
第一节 书院精英特色的流失
第二节 书院与社学功能的吻合
第三节 官学渗透与书院功能的转变
第四节 考据与官学对峙格局的形成
第七章 古典偶像的重塑：江浙书院与学风梯级效应
第一节 经古之学与科举势力的消长
第二节 梯级效应与晚清知识群体流动
第三节 西学与江浙书院课艺网络的形成
第八章 地域文化的冲突：时务学堂与区际学人之争
第一节 理论阐释角度的转变
第二节 从三大学规比较看时务学堂之争
第三节 湘粤冲突的地域儒学根源
参考书目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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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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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对此质疑的回答是，我对某个地区的理解并非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界分的，而
恰恰是以学派的流动性所自然形成的状态作为讨论的前提。比如谈到湖湘学派的生成地域使用的是相
对模糊的“湖湘地域”这个概念而相对较少使用“湖南”这个地区称呼，就是考虑到湖湘学派的形成
是不同地区的学人交流互动的结果，如四川人张械和安徽人朱熹的身份均非行政区划下的所谓“湖南
人”所能认定，但却通过在湖湘地区的活动赋予了其独特的人文气质。对区域的观察恰恰是以某个知
识群体活动讲学的覆盖范围为依托，而这种活动的边界是不确定的，模糊到很难在行政地理区划的意
义上锁定其活动的精确幅员轮廓。但我亦认为，这种人文知识群体流动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文
化派别尽管难以完全在地理上加以界定，却并不能成为我认同“区域文化建构说”的一个理由。因为
某个区域学派一旦经过长期对话切磋，就有可能在某个地点沉淀下来，具有传承其自身思想传统的力
量，并最终影响某个区域知识群体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种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并非某
个时代特殊构造的“历史现象”所能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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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age 7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

精彩短评

1、岭南神秘主义
2、很有专业价值
3、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非常有意思，另外，还是要赞叹一下三联的精品设计！！！
4、研究悉备精深，推荐。书的印刷也质量不错
5、杨念群，偶像
6、此书虽为近代史的研究，但将其溯源于宋代以来的政治与学术，是其贡献。
7、杨念群先生的作品，对近代儒学做了一些探讨，可以作为探讨近代思想史源流的参考读物
8、儒學的社會建構線索以及產生的面貌，地域互動和效應空間。這個命題實在是很難。
9、还没有看，知道这本书再版了就赶紧买一本，免得又脱销了
10、对研究中国传统很有帮助
11、上一次读1997版，是2007年4月18日，快十年了。。。。
12、雷颐先生认为，杨著最明显的缺欠是“观念大于史实，有些非常生搬硬套的东西”，“近代史的
史实更多的是大量的‘反证’”，这应该是的论，可杨公对雷颐“观念大于史实”的批评，回敬为“
不是在同一层次上讨论问题” 。呵呵，气急败坏！后来被沈登苗一批，这书就更应该属于“深悔少作
”一类，可惜杨公死鸭子嘴硬而已。
13、新史学影响下的儒学研究，读之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刻意运用新概念则显得不太必要。
14、　　
　　       湖湘，岭南与江浙，这三个不具有严格标准的文化地域产生了有着不同文化性格的知识群体
。在中国近代历史曲折起伏的背景中，其表现形式就是湖湘多军事科技人才与官僚，岭南多出政治家
与革命者，江浙多出学者幕僚。我尝试着从本书中归纳其原因：简而言之，从地域文化性格的角度，
因为湖湘比较注重实践，功利，与群体——外王之道；岭南多注重内心的修养，道德与个体——内圣
之德；江浙则是技术流——外王内圣之术。而杨念群先生继续回溯其历史渊源，则回到了朱熹，张拭
，王阳明，陈白沙等学术前辈的影响上。而在本书的下篇中，则着重以疏远这一文化表现形式来分析
三大地域文化的历史走向。之中则夹杂有怀着不同文化性格的个体在历史背景中的命运与作用，以及
西学冲击下其各自文化区的反应。
　　
　　       以往的近代史书多以这一称谓，以形成一个整体性来作为客体描述与西学碰击的反应。杨念
群先生则是再次将“近代知识分子”进行剖析。再次分割成为三个有着典型性的文化群体，追溯其渊
源，分析其特点，分析视角可谓新颖。而立体的看来，由于这三片文化区域的文化性格造成的在社会
实践中偏向的不同，于是出现了在军事，技术领域，政治舞台，文化战线的各放异彩。所以在整个国
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阴影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其实打上了地方性的文化性格的烙印，试想让岭南士人
来做实业，湖湘士人去做学问，也许近代史又会不同了。
　　       但我仍有两个疑问：1，这种文化性格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涉及到个体研究上，比如说
梁启超，就会出现和群体现象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影响虽不带有必然性，但其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人
们的思维与认识？而这种影响的固定性与延续性如何？2，这三种文化传统其实都有对于官方意识形
态所差异之处，其在不断追寻社会和政治上的生存空间之时，如何能保证自身的文化传统（不知可不
可以说是各自思想世界的道统）的延续性，特别是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大历史背景下。
　　
　　
　　
15、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
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
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
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
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
意义。
16、长篇小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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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此书现在看起来写的还是蛮粗糙的，很多论证都说服不了我，但毕竟是经典，买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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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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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的笔记-第28页

        “宋元学案中的儒学流派以地域命名者几达半数以上，如《泰山学案》、《庐陵学案》、《涑水
学案》，《濂溪学案》⋯⋯等。明儒学案也以地域划分学派的流变，如《姚江学案》、《白沙学案》
。”

不要欺负我傻白甜。《明儒学案》以地域分，主要比如江右王门、浙中王门等等。可姚江学案、濂溪
学案是以地域分⋯⋯这是个什么鬼？

第35页。元儒 许蘅是谁。。。。鲁斋变成大姑娘了？

2、《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的笔记-第3页

        “汉代的经义最讲家法师法，主张疏解经义时疏不破注”

这句话是个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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