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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前言

　　2005年，《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出版之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剑桥学派”的关注，这说明
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为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引
介“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一段时期的研读、思考与准备后，我决定选择将“概
念史”作为主题，组织同行选译与此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因为“概念史”不仅是“剑桥学派”思想
史研究的重点，而且国内学术界对此也较少关注。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帮助下，现在“剑桥
学派概念史”这套译丛终于得已面世。　　斯金纳在他思想史研究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
这样说道，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承认概念变化的事实，而且还要将它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
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概念”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时间性和多重性日益受到思想史家们
的重视，由此逐渐开辟了概念史研究，并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支撑的专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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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没有这样一种个体性历史，“社会史”和“概念史”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这样一种研究并不是
“社会史”和“概念史”的首要研究旨趣。“社会史”和“概念史”的研究旨趣体现了第二种方法论
路径的典型特征，它们都旨在——同样是一种高度简化的模型——探讨经久有效的、长时段的条件和
状况，正是这种长时段的条件和状况才使特定的个体性事件成为可能，并且“社会史”和“概念史”
还探讨长时段的过程，这些长时段的过程源于个体性事件的累积。换句话说，“社会史”和“概念史
”所探讨的是结构以及结构的转型，所探讨的是预先给定的语言性前提，正是在这种预先给定的语言
性前提中，结构才进入到社会意识，才被理解，并产生变化。　　让我们首先体验一下“社会史”的
特定研究程序，然后再进入到“概念史”的特定研究程序。　　同一时代的许多个体性婚姻，以及结
婚双方的言辞和信函并没有被排除在“社会史”的关注视野之外，而是被涵盖在对婚姻的“历时性”
研究之中。因而，例如，通过使用一种社会-历史的方法而对结婚的数目加以统计处理之后，就可以用
以证明特定社会阶层的人口增长。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上结婚数超过了村社型社会的家庭数和农庄
数？了解这一点，主要是为了划定人们的经济活动空间；结婚数与相应的工资和价格曲线、与丰收和
欠收是如何相关的？了解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评估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对于人口再生产的影响；合法
的出生数和非法的出生数是如何彼此相关的？了解这一点，主要为了测度当时的社会冲突状况；出生
数和死亡数之间的关系如何？儿童的数目、父亲的数目和母亲的数目之间的关系如何？了解这一点主
要是为了解释“典型的”婚姻生活中的长时段变迁；离婚曲线的形状如何？了解这一点可以使我们能
对婚姻的类型作出结论。所有这些随机提出的问题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建构一种
长时段的“事实性”的过程，而这种长时段的过程并不会自动地呈现在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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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同样字大行疏，但钱被抢得心甘，比《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高一档。方法论梳理深透细致，
鉴于原文难度，翻译尚可。引论、第二三九章、结语重要。十章贼牛。十一章胜出《观看之道》。十
二章胜出Somers叙事与自然化文。大量插图，值得买来亵读。需重读
2、概念史研究，目前是德国人独占鳌头，不过英国、美国、荷兰、法国等正在赶超之中。和以往的
思想史研究、观念史研究相比，概念史研究自有其独特之处，但如果没有比较的视野，其生命力能持
续多长时间实属可疑。
3、传统思想史多史料入手，讲观念源流的起承转合，却少有落到实处。如果不从概念入手分析，理
出其间逻辑关系，总嫌笼统、空疏。该书从比较角度讲概念，在中国学界成体系的鲜有所见。可以开
拓思想史的理路。
4、貌似翻译被吐槽了？“引论”很重要，有助于理解共时性、历时性，鞍型期等概念。
5、救命稻草一般的入门书啊。可惜其中列举的许多重要的德国概念史作者的书没有中译⋯⋯
6、论文方法论的启发
7、第2、3、10章。清晰好用的入门文集。剑桥和海德堡两脉之间也不是不能比较，但结语里这“批判
概念史”的意见没太大意义，有点生硬。等我读过Koselleck的著作再来重读这书。
8、第五章 “国家理性”的起源和意义
9、方法论的几篇文章写的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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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的笔记-第253页

        《雅典学院》前景左边的人物很可能是马可（Mark），塔梯安（Tatian），马修（Matthew），约
翰（John），路克（Luke）和保罗（Paul）。

Tatian是谁不问百度，我也不知道，但是马太和路加译不出来，实在太可怕了。

三页以后还出现了一句：福音使者约翰和马修⋯⋯
话都说到福音使者的份上，居然还马修，实在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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