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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

内容概要

无论在古典形成时期、佛教传入时期、宋明新儒学时期，还是近代东、西碰撞时期，在以儒家为价值
内核的东亚文明内部，均展开过持续的思想对话。而狄百瑞教授的这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
》，正是以此种对话性为主线，来追问支持文明之发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缘此，《东亚文明(五个阶
段的对话)》并非表现为单纯的回溯，还更表现为积极的前瞻，因为借助于上述“既分又合”的辩证形
态，作者展示了他所向往的未来世界文明的典型存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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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

作者简介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当代美国研究远东思想史的权威学者。他以毕生精力从事于这一专
门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作宏富，对宋明理学尤有精湛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几十年来他一直担
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兼任副校长和东方语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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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

书籍目录

作者为本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
序言
第一章 古典的遗惠
第二章 佛教时代
第三章 新儒家阶段
第四章 东亚的近代转化
第五章 后儒家时代
第六章 东亚与西方：互相追赶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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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

章节摘录

　　分析家们（包括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曾试图解释过去30年中这场幸与不幸的惊人逆转，他们越
来越转向把各种文化因素当作是关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或许并不十分认识到这一点——已经
从文化的角度在重新界定东亚的真正意义以及中国对东亚的最重要的关系了。　　这一姗姗来迟的认
识有一个原因是，直到最近，现代化大体上都是被人从迅速变化的角度来看待的，几乎照例不变地被
看作一个革命的过程。很少有分析家停下来想一想，成功的关键倒可能更深刻地植根于社会过程和文
化传统之中。今天要认为这些奇迹单纯从本土因素的基础上就可以得到解释，那也会犯同样错误；因
为这些成功大大有负于西方、尤其是战后美国的援助和贸易。然而并非所有这种援助的好处，都能转
化为东亚民族所曾做到的那么良好的效果；很可能是东亚人从自己过去所带来的文化特性、技巧和训
练，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机会。而且，无论他们移民到哪里，他们几乎都能成功地做到这一
点，并不只是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区而已，——这就提示着，这类心灵与精神的特性并不仅限于东瓶的
土壤。　　在这方面，进步倒不是认同于民族国家，而更是认同于在传统的民族架构之外的环境中经
常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来的那些民族或集团。唯独在日本，这一结果曾被认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发展
；在像香港、台湾、新加坡这类岛屿飞地和其他海外社区中以及在像朝鲜那样分裂的国家中，这种能
力也是同样地显著。甚至在西方的城市中心和大学社区里，数量很大的东亚人也正在成功地打入高等
教育和上层职业之中，他们表现出了同样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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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

精彩短评

1、一直都喜欢这套书
2、切豆腐块？切莲藕？...但是，下刀神速。
3、虽然论述多有启迪，但“东亚文明”一词显然不应如此单薄。
4、很明显，作者对于思想史问题的把握要远甚于对一些基本史实的认知。值得一提是，翻译问题。
我不知道何兆武先生具体翻译了多少篇幅，也不知道何冰何何兆武有什么关系。但我确实觉得，能把
概述型文章翻译得如此惨不忍睹真的很不容易。如果用“信、达、雅”三项基本要求去审查的话，那
至少“雅”这一项肯定不合格。
5、系列丛书之一，值得看
6、好书 讲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7、本书作者是研究宋明理学（英文世界称之为“新儒家”）的汉学家，本书是他对于东亚主要是中
华文明史的概要性解读。
8、一本提纲挈领的小书，比较新颖的是将东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观察，其他just so so，不可避免有一
些常识错误，不知道是原文的问题还是翻译的，看到何兆武的名字，我想大概是狄百瑞的失误的可能
性更大些。
9、这系列的书都是不错的
10、有两只喜鹊飞到河那边的村庄去了，有一只喜鹊飞到了丁丁家的院子上空，它们“喳喳喳”地叫
着，急急切切。
　　村头，几个玩耍的孩子仰头望着天空中飞舞的喜鹊，觉得它们很好玩，眼珠跟着它们的飞行转动
着。村巷里，一个老头抬头看了一会儿喜鹊，在嘴里说了一句：“两个鬼东西，叫得烦死人了!”低头
走他的路去了。
    正在菜园里干活的奶奶抬头向天空看去，见喜鹊一副焦躁不宁的样子，心里很奇怪：怎么啦?见鬼
啦?
　  这一刻，油麻地有许多人都在仰望天空，但却没有一个人明白喜鹊们的意思。   
　  现在，丁丁的目光几乎可以平视那只小鸟了。在水光的作用下，它好像变大了，简直有鸭子那么
大。
　  丁丁向它伸过手去，就在这一刹那，脚下一滑，他沉没到水中。当他一阵挣扎，从水底冒出水面
时，他看到了那只鸟：因为突然一惊，它居然振翅飞离了水面，正拼命拍打翅膀，向高空飞去⋯⋯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油麻地村一个叫亮子的男孩玩耍到了河边。他看到大河中央漂着一件衣服，
但因心思在玩耍上，并没有很在意。又玩耍了一会儿，他浑身一激灵
11、阿斯顿撒大师大师大师的撒打算打
12、很一般，可能真是翻译问题，写新儒家那章和前后有明显断层；也可能狄百瑞盛名之下？就看懂
一个意思：东亚文明是由四次重要不同思想观点对话融合而成的，其缺点优点均源于这四次融合——
固然其底色是第一次华夏的百家争鸣奠定的，今天要和西方文化进行第五次融合。
13、书籍较薄的篇幅中介绍了东亚文明发展的5个阶段。
14、狄百瑞的整体思想。站在中国，想到永远是想别人怎么看我们；然而常常忘了去看别人。吊诡的
是，其他儒家文明也是这么干，站在日本只看日本，站在韩国只看韩国，东亚毕竟不是一体，而更像
由一个母体分裂形成的各个异形，只是内心中始终流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想要变成一个整体，不但是
地理上有难度，心理上更是难以接受——毕竟分家这么多年，何必又要在一起？
15、见识不错。翻译质量太低。
16、好的，好的，真是极好的
17、狄百瑞对东亚文明史的阶段划分，当然这个大前提就是东亚文明是一个潜在的文明共同体（不否
认中国的中心地位）。五个阶段的划分其实并不是太新奇，毕竟佛法西来，两宋新儒学对古典东方文
明的塑造是革命性的，最后中西文明的碰撞更有全球意义。重点倒是对五个阶段各自的分析和解读，
另外是看到中国和韩日的差异之处以及相应的解释。
18、作者在回溯东亚文明发展的同时，更是对东亚文明发展的前瞻。
19、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东亚文明
20、作者眼光精微，而又宏远。可与《中国转向内在》比照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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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文明》

21、比较史能做到这个份上，随便说点什么都有其深刻背景。

22、好书，角度不同，读后有很大收获。
23、本书总结了东亚文明各个发展阶段的背景和动力及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使我们知道各文明间
的优劣之处。
24、有一些启示
25、西域为东西座标。
26、翻译差了点，但是这种将整个东亚文明置于同一大框结下，进行比较，从不同的角度看儒家思想
，并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提出了问题，是很值得学习借鉴的。而且很多观点非常犀利，获益良多。
27、这个系列的书都非常的好。除了这本，有一本《中国转向左》同样是近似的西方观察东方文化历
史的研究。从外人（西方）的观点和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包括宗教和儒学，真是让身处其中的人
，每每有恍然的感觉。
28、去年11月看的，看摘抄看到一些当时想继续读的文章和书，还想关注佛教对于日本的适应- -
29、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这一系列的书都非常好。
30、以各个时代的官方主流思想为主线，试图串通起东亚各个国家共同的精神气质。对于未来世界的
前瞻与罗素的主张不谋而合。东方的精神力量如同如来佛的手掌（五指山），会给狂飙突进的世界给
予一些有益的劝诫。
31、宏大的结构
32、在第四章“东亚的近代转化”中，作者分析日本和中国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的历史条件。这个
问题在高放的《清末立宪史》和马里乌斯·B·詹森主编的《剑桥日本史》（第五卷）中也都非常细
致地谈论了。
33、amerika
34、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宏观考察
35、一，上古至秦汉古典：儒道墨法；二，佛教时代：佛和儒等东亚本土传统；三，新儒家时期：新
儒家与佛；四，近代转换：新儒家与西方；五，后儒家时期。第一章讲孟荀墨最好；第四章讲到毛和
长征不错；第五章胡瑗质用两科（理、工）不错；鯈忽凿窍（庄子）的故事不错；其它基本平平。二
月。
36、非常好的书，值得期待。
37、他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错，这本书不贵，就买了，还没看了。
38、要想短时间之内掌握中国思想史，这本书可作为门径。品相不错，推荐。
39、第一章“古典的遗惠”第四章“东亚的近代转化”第五章“后儒家时代”都是很可一读的。通透
！
40、语言比较生硬，不够流畅。
41、獨立成章，獨愛一篇
42、　
　　读罢《东亚文明》，发现以前没读狄百瑞的书，是个损失。五个阶段，一是上古至秦汉的古典阶
段，遗惠后人，二是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文化力量占统治地位，三是新儒学时期，四是近代的转换，
五是后儒学时期，即当下。五个阶段实际是以对话——包括各种思潮之间及思想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
——为着眼点，对历史的重述，这种重述是颇为简略的，可也是颇为有力的，尤其是对某些思想及历
史现象的概括和把握，格外准确，令人击节。
　　如论儒墨，狄百瑞指出，孟子的理想是一种人道政府，提出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问题，他并不提
墨子，却招招指着墨子。这些问题，墨子是强烈真诚、直截了当地希望依照一种单纯的极权主义的观
点动员起一切力量来达成的。另外，相比孟子以“人性善”为基石对人类组织前景的乐观估计，荀子
以“人性恶”假定对“礼”的强调，更容易
43、8.4元买入，这套书收了不少，很喜欢，价格很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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