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为专 门学 科 的 国际

汉 学研 究

口 李 学 勤

年 月 日至 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

在其 周年校庆之际 ,举办了 “世界著名大学

汉学 系主任 汉 学家 国际学术 研讨 会 ” 。这

是一次国际汉学家 的盛会 , 会议 的主 旨 ,是要

“推动海外汉 学界与 中国学术 界的互动 ,加强

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的联 系 ,并从总体上推 动

中国文化 的研究 ”。我提交会议 的论 文题 目 ,

原拟作 《作 为专 门学科 的汉学史 研究 》 , 后来

仔细考虑 ,就改成 《作 为专 门学科 的 国际汉学

研究 》了 。

对于 “汉学 ” 、“汉学史 ” 、“国际汉学研 究 ”

这样几个词 ,我想在这里说 明一下 。 “汉学 ” ,

英语 是 , 意思是关于 中国历 史 、文化 、

语言等 的研究 。 把 译为 “汉学 ” ,早 已

约定俗成 ,现在在中国也 比较习惯 了 。但 中国

讲的 “汉学 ” ,主要是指外 国对 中国的研 究 ,有

时严格一点 ,称作 “国际汉学 ”或 “海外汉学 ” 。

因此 , “汉学 史 ”便是 国际汉 学形成 和发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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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 。 至于 “国际汉学研究 ” , 意思更

为广泛 ,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 ,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 。 “国

际汉学研究 ”,是对汉学本身所做 的考察和研究 。

众所周知 ,国际上的汉学 ,从 世纪后期 相 当于中国明代

中叶 开始产生算起 , 已经有 了 多年的历史 ,今天世界各国的

重要大学 ,都有汉学的系科或研究所 , 国际汉学早 已成 为世人公

认 的学科 了 。但是 ,国际汉学研 究 , 即对汉学历史 、现状 的研究 ,

则在 世纪 年代以后 ,才在中国兴起 。

随着改革开放 的浪潮 , 中国恢 复 了与国际汉学界 的交流 , 中

国学术界迫切要求 了解国际汉学 。工作首先是从介绍汉学现状 、

编写汉学家人名录起始的 ,然后开展了汉学论著的翻译 出版 。这

可说是第一 阶段 。到了 年代 ,在清华 大学 、北京语 言文化大

学 、北京外 国语大学等单位 , 先后建立 了经常性 的国际汉学研究

机构 ,同时 , 《国际汉学 》 、《清华汉学研究 》 、《世界汉学 》等刊物也

陆续出版 。引人注 目的是 , 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 召开

了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 ” , 随后又有一 系列 国际性 的汉学会议

在国内举行 。这可说是第二阶段 。及至 世 纪结束 , 中国的国

际汉学研究 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专 门学科 了 。

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迅速成长 ,是由于它适应 了中

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需要 。 人们希望知道 ,外国汉学家是怎

样看待和研究中国的 。我认 为 , 国际汉学研究这一学科 , 至少应

当回答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的问题 ,是汉学如何起源 ,迄今走过了怎样 的发展道路 。

这个问题属于上 面说过 的汉学史 的领域 。 过 去这 方面的研

究作品 比较多 ,有关学者的 目光大 多被 引向古代 , 热衷 于探 索古

代欧洲人对中国有多少知识 ,什么时候有西方人来到 中国 , 对中

国做出了哪些记述等等 。这种问题现在仍受到关注 , 比如这几年

对 《光 明之城 》 了入 少 的热烈讨论 ,就是例子 。不过大



6 汉学一 家言

家更希望知道的 ,乃是近现代汉学 的发展 。

近几年有几本写得很好 的分国别的汉学史专著出版 ,但仍 然

没有一部汉学的通史 。中国人写 的汉学通史 ,还是 只有 年

莫东寅根据 日本石 田斡之助 《欧美 的中国研 究 》等编著 的 《汉 学

发达史 》。重写汉学通史的工作 ,看来已是刻不容缓 。

第二个问题 ,是汉学对 中国历史 、文化 、艺术 、语 言等等方面 ,

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 。

汉学的第一种著作 ,是 年在罗马印行的西班牙传教 士

门多萨 的 《中华大帝 国史 。同一年 ,

利玛窦 来到中国 ,与不曾亲 自来华的 门多萨不 同 ,

他不仅直接接触 了中国文化 ,而且学会 了汉语 。其著作与札记表

明 ,利玛窦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深人的研究 。从那个

时候起 ,汉学有 了十分丰富 的文献积累 。

到了近代 ,汉学越来越专业化 。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诸 多

方面 ,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有许 多是我们需要借 鉴的成 果 。现

在世界上每年每月均有大量汉学论作出现 ,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如

果不征 引外国同行的成说 ,应当视为缺憾 。了解国际汉学 的工作

动态 ,是 中国学术界的需要 。

第三个问题 ,是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中产生的 。

对于一位学者 , 以至一个学派 的研 究 ,总是应将之放在其社

会 、文化的具体环境里面去考察 。 我们 看到 ,最近在 国内报刊上

有不少外 国汉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介 ,相 当详明 ,是很 好的 ,然而对

其背景的分析 ,却每每有不足之处 。

汉学家常有 自己的师学 系统 , 同时其学说观点 又必然受当时

思潮的影响 。 特别是哲学 、社会学 与史学理论 的变迁 , 不时会在

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表现 。若不 注意这一点 ,就很难体会 一些汉

学家特有 的思想 与风格 。 这 个角度 的研究 , 我们做得还 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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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 , 国际汉学 对 中国学术 的演变发展 , 起过什么样

的影响 。

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 的相遇 和碰撞诞 生的 , 与之 同时 ,在

中国也产生 了西学 。晚清 以后 ,西 学大为兴盛 ,其间西方的汉学

也进人中国 ,影响到中国的学术 界 。汉学的不少学说 , 为 中国学

者传播接受 ,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 。

与上述问题相对 的 ,是 第五个 问题 ,汉学对西方学术 的演变

发展 ,又有着怎样 的作用 。

日前在报纸上看到翻译 《纽约时报 》今年 指 年 — 编

者注 月 日的一篇文章 ,题 目是 《耶鲁盛吹中国风 》 。文章中

说 耶鲁 大学重视与中 国学 者交流 , “耶鲁大学 的一些官员说 , 因

这些交 流活动而改变 的不 只是中国 。 他们说 ,从长远来看 , 中国

也会对 耶鲁产生更 多影 响 。 …… 中国人的价值观 和文化 当然会

使耶鲁人反思 自己的价值观 ” 。

这段话说对了 。事实上历史的情况也是一样 ,西方人来到中

国 ,建立 了汉学 , 向世界介绍 中国的历史 、文化 , 汉学 的研究也影

响了西方学术本身 。 日本京都大学 的岛恭 彦教授 ,在 年 出

了一本书 ,叫 《东洋社会 与西欧思想 》, 论述 的内容就是研究包括

中国在 内的东方怎样改变 了西方 的思想史 。可惜像这样 的论著 ,

迄今还不多见 。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国际汉学 的现状 , 以及在新世纪 中

汉学进展的趋势 。

二次大战后不久 , 日本学者即曾对国际汉学界的状况做过普

查 ,包括哪些 大学或科研机构有汉学专业 ,藏有多少书刊 ,拥有哪

些学者 ,正在从事什 么工作 , 教授 多少课程 ,形成 专门 的调 查报

告 。前些年 ,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做过类似的调查 。

我们很有必要系统地做这方面的工作 。最好组织出版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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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年鉴 》 ,及时反映汉学界的情况 ,介绍汉学的新成果 。与此同

时 ,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网页 ,供大家随时检索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中国学术界与 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沟通 尚有

待于加深扩大 。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专 门学科 的发展 ,将 有益

于中国进一步走 向世界 。我们希望得到国内外更多 的支持 ,使这

个学科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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