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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Westrn R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 ISBN 7-5347-2824-X/G·2282 胡志宏 著大象出版

社，2002年9月第1版发行：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电话：0371-5726194）字数：309千字印

数：1-1550册定价：23.20元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目录 第

一章 西方汉学早期发展脉络  一、19世纪以前的欧洲汉学   （一）耶稣会士的宗教精神   

（二）早期的汉学与历史学   （三）欧洲中国观的转变  二、19世纪学院式汉学的兴起   

（一）汉学讲座的建立   （二）四个主题与19世纪中期汉学环境的变化  三、220世纪初

期汉学的跃进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汉学   （一）美国汉学的兴起与区域研究   

（二）欧洲先进史学带动下的汉学  五、概念与反思 第二章 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讨论  二、关于中国历史模式的讨论  三、华裔学者的贡献  

四、史学理论与汉学研究 第三章 西方的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  一、皇权的实质是什么？  

二、政府、官僚由什么人组成？   （一）文官制度研究的史的考察   （二）霍尔的回答  

三、政府和地方组织的关系怎样？ 第四章 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上）  一、社会史研究的

兴起  二、古代社会  三、中世纪社会   （一）汉学中世纪史研究的理论资源   

（二）从浦立本到以崔瑞德为代表的唐史研究   （三）姜士彬和伊沛霞的世家大族研究   

（四）中国中世纪早期史研究 第五章 汉学领域的社会史研究（下）  一、唐一宋近代社会说  

二、明末近代社会说与清中叶近代社会说  三、帝国后期的社会精英与地方社会史  四、静

态的社会史和个人史 第六章 西方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一、何炳棣的农业起源研究  

二、许倬云的《汉代农业》与陈启云的批评  三、宋代的发展  四、宏观的认识、实证研究

和新规范 第七章 宗教史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  一、为什么在中国难以进行西方式的宗教

统计？  二、早期宗教、民间不教和鲁惟 的西汉文化研究  三、陈启云提出的哲学史两个

线索  四、巫鸿与武梁祠研究  六、杜德桥的贡献：文学、宗教和社会史的整合 七、结语                   

作者致谢   首先感谢促使我对西方汉学产生最初兴趣的两位老师：北京大学的王树棣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龚仁鼎。1972年5、6月间的一次党史课上，王先生用激动的口吻告诉我

们，课间见到的由周培源校长陪同参观考古陈列室的那位外宾是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并在

黑板上写下这三个字，不久，校园书店出售《美国与中国》第二版中文本，有些同学买了这本

书，为此受到某些老师的批评。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科学院图书馆书目组工作，同事

龚仁鼎提出编一本“馆藏中国学研究目录索引”。该目录出了六期，催生了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

会科学院情报所合编的同类刊物及后来的《美国中国学手册》。  其次，感谢本书引用的全部

论著的作者和译者。我本人阅读、翻译的能力得益于编译室老先生的帮助。耿昇同志是法文专

家，他赠送我的许多作品使我获益良多。  促成我对汉学成果的理解达到目前程度的重要原因

在于1995年英国剑桥大学之行，此行得到老同学吴加安、王育成、我所科研处处长齐克琛和社

会科学院外事局马维张的帮助 在剑桥学习期间，下面提到的各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本书的构

思：  鲁惟一（Michael Loewe）博十指导我阅读《欧洲的中国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

家》及阿克顿（Lord Acton）的有关论述，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节的构思得益于与鲁惟一的

交谈。研究中国神话的安妮·比莱尔（Anne Birrell）女士非常理解中国学者对历史分期问题的兴

趣，建议我阅读《中国历史的循环模式》一书，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围绕此书的线索展开。  在

欧美史学理论方面得益于二位学者的帮助：全英中国学博士网络联络人、中医史博士傅克山

（Carten Flohr）；台湾成功大学学士、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张宁小姐；剑桥大学东方系陆威仪

（Mark Edward Lewis）博士及妻子费思婷（Kristin Fryklund）。思婷夫妇几年来经常寄书、寄

信，回答我的问题，给予我极大鼓励。  美国加州大学滨河分校的瑞丽（Lisa Raphals）女

士、牛津大学的杜德桥（Glen Dudhridge，FBA）教授、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教

授阅读了我的研究计划，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李约瑟研究所东亚图书馆负责人莫弗特（John P．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C．Moffett）和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艾超世（Charles Aylnler）给予我很大便利，特致谢

意，还有东方系图书馆不知其名的馆员小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是我的工作单位，多年

以来我得到历届领导的支持，感谢之情不言而喻。编译室各位长者退休以后，我与史学史、思想

史话同仁经常见面、讨论各种问题，虽不深涉个人课题，但这种交流的益处难以表达。  施

丁、阮芳纪、谢保成三位先生在百忙中阅读了本书初稿，在此致谢。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

学中心张西平博士和大象出版社的同志在出版方面提供了帮助和鼓励，一并致谢。罗世缙同志在

本书排校以前精心审阅了书稿，特此致谢。 胡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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