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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与海外汉学研究

孟庆波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江苏 徐州２２１１１６）

摘要：河北作为我国经济、人口和文化大省，历来是海外汉学关注的一个核心区域。河北与海外汉学关联密

切，清末民初甚至成为法国在华汉学的两大研究中心之一；近代以来，国外学术体系对河北所进行的经济、社

会研究成果丰硕，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河北大学的西文善本书收藏也极具研究价值。作为海外汉学的重

要研究对象并握有珍贵的研究资源，河北应该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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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是国外对中国语言、文学、历

史、思想和宗教等的人文科学研究，自明代耶稣会

士来华始，已 有 四 百 多 年 的 历 史；中 国 学（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是 国 外 对 当 代 中 国 政 治、经 济、社 会、民

族等的社会科学研究，发源于美国，有大约八十年

的历史。应该承认，汉学与中国学之间存在学术

分野。如 果 在 法 国 学 者 伯 希 和（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１８７８－１９４５）对敦煌经籍的研究和美国学者施坚雅

（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２５－２００８）对中国市场层级

体系的研究这两者之间作一对比，我们就能发现

汉学与中国学的学术着眼点和学术手段是完全不

同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些国外研究不

管是使用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手段，中国在

其中都只是材料的来源地或理论的试验场，它们

的目的都不是为中国而中国，而是为了丰富他们

对世界的认识，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这些研究

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话语体系和学术影响都是

西方的。在“传教士汉学”时代，中国的传统思想

及政府体制曾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就

是明显例证。海外对中国的研究，借用法国汉学

家弗朗索瓦·于连（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Ｊｕｌｌｉｅｎ，１９５１－）的 说

法，是通过“迂回”中国“进入”西方①，或者借用日

本汉学 家 沟 口 雄 三（み ぞ ぐ ち こ う ぢ う，１９３２－

２０１０）的话，中国只是“作为方法的中国”②。本文

探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河北因素，属于区域文化

研究，不涉及汉学与中国学在学理上的差异，而是

更强调它们在学术对象上的共性。因此本文不作

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分，统称为海外汉学。

我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始自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末，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机构

建制方面，已经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

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国

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

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
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等十

几家专门的研究机构；在期刊建设方面，出版物有

北京外国 语 大 学 中 国 海 外 汉 学 研 究 中 心 主 编 的

《国际汉学》、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主办的《海外中国学评论》、北京语言大学主编的

《汉学研究》、北 京 大 学 主 办 的《国 际 汉 学 研 究 通

讯》、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学研究》、上海社会科

学院主办的《中国学季刊》以及台湾国家图书馆汉

学 研 究 中 心 主 办 的《汉 学 研 究 通 讯》等 十 几 种 专

业 的 学 术 期 刊。此 外，《海 外 中 国 研 究 丛 书》的

出 版③，“世 界 汉 学 家 大 会”④ 和“世 界 中 国 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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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① 的交替举办，更是对海外汉学研究热度的提

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

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苏州

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汉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到

目前为止已经有近二十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对

海外汉学的研究，正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的一门“显
学”。

①世界中国学论坛由上海市政府和上海社科院联合主办。２００４年第１届、２００６年第２届、２００８年第３届、２０１０年第４届和２０１３年

第５届均在上海举办，其中第５届论坛有来自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２８０名学者共同参与。

②详细情况可参考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③国内学界对上海徐家汇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其耶稣会藏书楼的藏 书 已 经 支 持 了 几 篇 博 士 论 文 的 产 生，但 学 界 对 河 间 府 耶 稣 会

的研究目前几为空白。

河北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是中华文 明 较 早

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文化具

有典型性，因而受到来华外国人及西方学术界的

极大关注。在中国政治史上，因环绕中国历史上

的政治中心之一———北京，河北因 此 也 居 于 较 突

出的位置。文化、人口、经济与政治种种因素的叠

加，使外国人在研究中国时均把河北作为一个重

要的区域对象，也使河北与海外汉学的历史和现

实发展均密切关联。

一、河间府的法国耶稣会士

严格说来，汉学始自明末清初的西方 来 华 传

教士。１５８１年和１５８３年，耶 稣 会 士 罗 明 坚（Ｍｉ－
ｃｈａｅｌ　Ｒｏｇｇｉｅｒｉｕｓ，１５４３－１６０７）、利 玛 窦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１５５２－１６１０）相继自澳门进入内地，由此开启

了以十六世纪末为肇端的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史。
这些传教士到达中国后，学习汉语、苦读经典、研

究中国文化，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曾在

欧洲引发“中国热”② 并继而为十八世纪欧洲的启

蒙运动作 出 直 接 贡 献。但 中 国 教 徒“祭 祖”、“祭

孔”等礼仪的去留问题造成了清朝皇帝和梵蒂冈

教皇之间的“礼仪之争”，也最终导致清政府的全

面禁教。随着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传教士

们又重返中国。正是在这一年，法国耶稣会在上

海徐家汇和直隶河间府成立一南一北两个传教中

心③，至 此，河 北 成 为 此 期 中 国 基 督 教 史、中 外 文

化交流史、汉学史的重要基地。潘小松在他的《献
县访拉丁文》中 曾 说，“１９世 纪 下 半 叶，法 国 汉 学

的两个中心一个在巴黎，另一个就在河间府献县

张庄天主教 总 堂 内。这 里 的 中 西 文 藏 书 曾 达２０
万册左右……要是这些藏书还在，至少罗马和巴

黎研究耶酥会远东传教历史的学者们得到这里来

做研究”［１］，可见当时在传教士经营下河间府的汉

学研究之盛。在河间府的耶稣会士中，出现了两

位大汉学家，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悉心研究中国文

化，在西方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顾赛芬（Ｓｅｒａｐｈｉｎ　Ｃｏｕｖｒｅｕｒ），１８３５年１月１４

日出生在法 国 彼 卡 底（Ｐｉｃａｒｄｉｅ），１８７０年４月 来

华，在河间府东南教会任传教士多年，１９１９年１１
月１９日 逝 于 献 县，葬 于 云 台 山。他 酷 爱 中 国 典

籍，翻译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古籍，用法文和拉丁文

译出了《四 书》（１８９５年）、《诗 经》（１８９６年）、《书

经》（１８９７年）、《礼 记》（１８９９年）、《春 秋 左 传》
（１９１４年）、《仪礼》（１９１６年）等书［２］，成为中 国 典

籍 西 传 史 上 的 里 程 碑 式 人 物，和 理 雅 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１８１５－１８９７）、卫 礼 贤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７３－１９３０）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顾赛芬的译文

通常用法语和拉丁语对汉语同时进行译释，文笔

优雅流畅，汉－拉－法 语 的 三 方 对 照 使 得 译 本 的 可

读性很强。他在行文中无意加入个人的解释和评

论，而是努力忠实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程朱理

学派的观点，译风严谨，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主教

士译经活动的集大成者”［３］。顾赛芬还热心 于 编

写汉外词典，１８７７年 推 出 其 首 部《汉 文 拉 丁 文 字

典》（１９０７年再版）。他的代表作是１８８４年的《法

汉字典》（１９０８年再版）和１８９０年出版的《汉语古

文字典》，尤其是后者收入了中国官话中最常用的

短语，成为研究中国古文献的必备工具书，法国汉

学权威马 伯 乐（Ｈｅｎｒｉ　Ｍａｓｐｅｒｏ，１８８３－１９４５）曾 评

价它是此类词书中的最佳者。除此之外，顾赛芬

还编有《汉语经典词典》（１９０４年）和《官话》（１８９６
年），他所编写的《汉英法语会话指南》到１９２０年

就已经再版十次。在词典编写过程中，顾赛芬设

计了“法国 远 东 学 院 拼 音”（ＥＦＥＯ），后 发 展 成 法

语世界标注汉语语音的通行标准，与威妥玛－翟理

斯的英语 标 音 体 系（Ｗａｄｅ－Ｇｉｌｅｓ）一 起，并 称 西 方

世界的两大汉语标音系统。因为顾赛芬在汉学领

域的卓越贡献，他曾于１８８６年 和１８９１年 两 次 被

授予法国汉学界的最高奖“儒莲奖”（Ｐｒｉｘ　Ｓｔａｎｉｓ－
ｌａｓ　Ｊｕｌｉｅｎ）。

戴遂良（Ｌéｏｎ　Ｗｉｅｇｅｒ），１８５６年６月９日 出

生于法国斯特拉斯堡（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８１年来华，
开始时作为医学传教士从事农村卫生工作，后来

致力于汉学研究，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５日逝于献县，后

葬于云台山。在传教方面，戴遂良对中国第一次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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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督教运动”作出回应，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

的排斥与基督教拒绝妥协、拒绝适应中国文化有

直接关联［４］，他被称为“晚明以来三百年间能够真

正承袭利玛窦遗风的耶稣会传人”；戴遂良精研中

国思想史和民间宗教，是“那个时代顶尖的耶稣会

士 汉 学 家”［５］。他 编 著 有《中 国 近 代 民 间 传 说》
（１９０９年）、《中 国 宗 教 信 仰 与 哲 学 思 想 史》（１９２７
年）、《中国 的 哲 学 与 宗 教》（１９１７年）以 及 十 卷 本

的《现代中国》等３３部著作［６］，尤其是《中国近代

民间传说》标志着在华耶稣会从注重宫廷、学者的

趣味，转为同样重视下层民众的信仰，开始了系统

的中国民间宗教研究［７］。戴遂良在宗教领域的贡

献很大，出 版 有《中 国 佛 教》（１９１０，１９１３年）、《佛

陀的中文传记》，１９１１年出版有《道教》第一卷，名

为《总目录》，包括《道藏》官修引得和私修引得两

部分，书中 还 有《号 数 推 算 表》和《道 藏 分 类 表》，

１９１３年出版的《道教》第二卷《道教的天师》，包括

了《老子》、《列子》和《庄子》三部分［８］。戴遂良还

出版了一 套《历 史 文 献》（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共 三 卷），取

自哲学家朱熹的著作《文献通考》。他在１８９２年

编写的教材《汉语入门》分为两部共十二卷，第一

部为汉语口语及语法课本，第二部为书面语及文

化课本，书中的选材体现了晚清白话文发展的新

趋势。戴遂良的著作中广泛涉及中国的语言、历

史、哲学、典籍、道教、佛教和民俗等。戴遂良也曾

在１９０５年获得“儒莲奖”。

二、汉学文献中的河北

河北不仅有河间府的耶稣会士直接“生产”汉
学，它也很好地架构了汉学，使其成为汉学文献中

的广泛题材。本文将关涉河北的汉学文献分为两

类：直接以河北为研究主题的文献以及旁及到河

北的文献。先看以河北为研究主题的几例典型文

献：

①参见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Ｃ　Ｃａｒｌｓｏｎ：Ｔｈｅ　Ｋａｉｐｉｎｇ　Ｍｉｎｅｓ，１８７７－１９１２（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②此书在刘东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已有中译本，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１８９０－１９４９》（史建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③此书在刘东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已有中译本，参加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１８７７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在唐山

创建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该矿的创办对中国的

铁路、机械、通讯、海运、建材、码头等多项事业作

出了突出贡献。１９５７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的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Ｃａｒｌｓｏｎ教授在哈佛大学出

版 社 出 版 的 Ｔｈｅ　Ｋａｉｐｉｎｇ　Ｍｉｎｅｓ，１８７７－１９１２

（《开平煤矿，１８７７－１９１２》）①，是英语世界对开平煤

矿进行研究的首部专著。Ｃａｒｌｓｏｎ于１９１７年５月

２７日 生 于 康 涅 狄 格 州 的 布 里 奇 波 特（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ｒｔ），１９３９年 以 优 异 成 绩 毕 业 于 欧 柏 林 学 院

（Ｏｂｅｒｌ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同 年 应 欧 柏 林 山 西 纪 念 协 会

（Ｏｂｅｒｌｉｎ　Ｓｈａｎｓｉ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之召来华

执教、从政至１９４４年。回美国后他师从哈佛大学

汉学权 威 赖 肖 尔（Ｅｄｗｉｎ　Ｒｅｉ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１０－１９９０）
和费正清（Ｊｏｈｎ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１９０７－１９９１），１９５２年获

博士学位，是美国汉学界的主流学者。此书以开

平煤矿为个案，通过开平煤矿的创立过程，研究了

清朝末年西方企业模式在中国的引进情况，并对

“官督商办”体制的产生进行了探讨［９］。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是日军侵华时期日本人

对东北及华北地区农业及农村发展状况所作的一

次全面调 查，后 编 撰 成 书，共 分 六 册［１０］。该 书 的

本意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为侵华日军提供具

体的资料和情报，但因为参与调查的人员多为专

家学者，其调查的方法和结果具有较强的史料价

值和学术性，从而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与经

济史的资料宝库。因为河北是该项调查的重点区

域，国外学界不乏利用该书进行相关研究的案例，
这里 仅 举 两 例。１９７０年，美 国 汉 学 家、经 济 学 家

马若孟（Ｒａｍｏｎ　Ｈａｗｌｅｙ　Ｍｙｅｒｓ，１９２９－）在 哈 佛 大

学出版社出版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ｐｅｉ　ａｎｄ　Ｓｈａｎ－
ｔｕｎｇ，１８９０－１９４９一书②，此 书 的 大 量 材 料 均 取 自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该书以土地问题入手，对

河北及山东地区农民的经济理性和农村的市场经

济做了有益的探讨，分析了地主－佃农的经济关系

以及造成中国农村贫困现象的诸多成因，是对华

北农村经 济 状 况 研 究 最 为 详 尽 的 著 作［１１］。第 二

个例 证 来 自 美 国 学 者 杜 赞 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

１９５０－）。杜赞奇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以及

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１９７６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

究中 国 史，在 著 名 汉 学 家 孔 飞 力（Ｐｈｉｌｉｐ　Ｋｕｈｎ，

１９３３－）的指导下研究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传统的乡

村社会，１９８３年 获 哈 佛 大 学 历 史 学 博 士 学 位。

１９９１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了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Ｒｕｒ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１９００－１９４２③。
在此书中，杜赞奇同样也大量使用了日文的《中国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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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惯行调查》，以河北、山东两省六县六个村庄

（河北的有顺义县沙井村、良乡县吴店村、昌黎县

侯家营村、栾城县寺北柴村）为分析对象，考察了

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４２年 间 华 北 农 村 社 会 政 治、经 济 和

文化的一般状况。该书曾先后荣获１９８９年 度 美

国历史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

最高奖“费正清奖”（Ｊｏｈｕ　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ｐｒｉｚｅ）以及

１９９０年度美国 亚 洲 研 究 学 会 中 国 研 究 的 最 高 奖

“列 文 森 奖”（Ｌｅｖｅｎｓｏｎ　Ｐｒｉｚｅ　ｆｏｒ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８年，迈克尔·狄龙（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ｉｌｌｏｎ）主编

的两卷本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ｕｐ　ｔｏ　１９４９
（《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史》）由ＢＲＩＬＬ／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出版，收 录 了 美 国 著 名 中 国 问 题 专 家 戴

乐 仁 （Ｊ．Ｂ．Ｔａｙｌｏｒ，１８７８－１９５１）的 Ｔｈｅ　Ｈｏｐｅｉ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
ｓａｔｉｏｎ（《河北 的 陶 瓷 产 业 与 现 代 化 问 题》）一 文。
作者曾在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４日举行的中国社会和政

治科学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年会 上 宣 读。该 文 聚 焦 于 河 北 的 陶

瓷行业，把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视

为东方生产模式下传统行业和经济组织的一个样

本，考察这种经济形式在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前的

特征和运行情况以及与现代化生产方式接触后工

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变化［１２］。

以河北为次要主题或涉及到河北的文献就更

多，篇幅所限，本文仅试举两例：

①朱世嘉先生１９４２年曾在华盛顿出版了《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目录》，可惜笔者未见。

葛 德 石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Ｃｒｅｓｓｅｙ，１８９６－１９６３），

１９２３年 和１９３１年 分 别 获 得 芝 加 哥 大 学 地 质 学、
克拉克大学地理学两个博士学位，以浸礼会教士

身份来 华，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 任 沪 江 大 学 副 教 授，曾

到内蒙、西藏和河北等地调查，是中国近代地质学

的开创者之一。葛德石平生热爱中国，著有Ｃｈｉ－
ｎ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中 国 地 理 基 础：土 地 及 其

民族概论》）、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５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Ａ　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五 亿 人 民 的 国 家：中 国 地 理》）
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ｓｉａ（《亚 洲 的 农 业

区域》）等［１３］。在 葛 德 石 的 日 记 中 我 们 发 现 他 在

１９２６年曾来河 北 滦 县 考 察：“滦 河 考 察 一 直 进 展

地很好。直至７月１３日，我突然被大约六个土匪

袭击。我有科尔特手枪，但为时已晚。这 些 人 专

门抢枪 和 钱。他 们 连 抢 加 破 坏 导 致 我 损 失 上 千

元。幸亏他们没有把我当人质带走”［１４］。葛德石

出于对地质学的最高热忱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

了他对中国地质国情的考察。在其代表作《中国

地理基础：土地及其民族概论》中，我们看到他对

河北地质的描述细致、权威，留下了当时河北一带

有关土壤、降水、河流、农业、人口、交通、城市分布

等的详细数据。例如，根据葛德石的记录，当时保

定的年降水量为３８１毫米，１９２２年保定人口为１０
万人、唐山人口为８万５千人，秦皇岛１９２６年的

人口为５千人［１５］。此外，书中所附的地图和照片

也极具史料价值。但遗憾的是，河北学界似乎尚

未对葛德石的河北地质考察作出专门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馆藏 增 加 量

最高的图书馆。与河北关联密切的是该馆的中国

方志收藏①。方志承载了一个地区经济、政治、人

文等多重信息，是研究区域文化最宝贵的材料，而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方志收藏中，河北方志

最多，计有２８２种［１６］。

河北也 出 产 汉 学 家。谭 朴 森（Ｐａｕｌ　Ｔｈｏｍｐ－
ｓｏｎ，１９３１－２００７）出生于河北邢台，父母均是中华

内地会（Ｃｈｉｎａ　Ｉｎｌ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的 北 爱 尔 兰 传 教

士。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后他随父母返回北爱尔兰，
而后在荷兰、美国、日本和台湾游学或短期任教，
六十年代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

著 名 汉 学 家 卫 德 明 （Ｈｅｌｌｍｕ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９０５－
１９９０）。１９６３－１９７０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 学 任 教，

１９７０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ＳＯＡＳ）与刘殿

爵（Ｄ．Ｃ．Ｌａｕ，１９２１－２０１０）和 葛 瑞 汉（Ａ．Ｃ．Ｇｒａ－
ｈａｍ，１９１９－１９９１）等 著 名 学 者 一 起 工 作。中 国 的

《慎子》成书于公元前２７５年左右，一千多年前失

传。谭朴森自五十年代起就对此书进行研究，并

于１９７９年推出代表作《慎子逸文》。该书堪称校

勘考据学领域卓越的开创性著作，从不同的典籍

引文中整理出数百条《慎子》佚文，将其与同一文

献的不同版本对勘，最终集成一部信而有征的最

新校勘本。谭 朴 森 不 仅 证 实 了《慎 子》一 书 的 存

在，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它进行了复原，这部书

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一直享有盛誉。此外，谭朴

森还极为关注中国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进展，曾

设计以计算机系统录入并管理中文的古代文本，

对推动国内的出土典籍研究作出很大贡献［１７］。

陈世骧（１９１２－１９７１），美 国 华 裔 汉 学 家，祖 籍

河北滦县，１９３５年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毕业

后留校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在长沙

湖南大学任 教，１９４１年 转 赴 美 国，在 哈 佛 大 学 及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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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教研工作，１９４５年受聘加州伯

克利大学，曾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筹办

比较文学课程［１８］。在伯克利大学期间，他结交杨

联陞、吴鲁芹、夏济安、夏志清等留美学者，延揽张

爱玲加盟加州大学，同时育才无数，聂华苓、郑愁

予、痖弦、商禽、杨牧等一大批台湾作家、学者都曾

受到他的指点和提掖，开创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美国华人学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１９］。

陈世骧对中国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致力于向西

方读者介绍中国诗歌，在其系列代表作《中国的抒

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

论中国文学特质》中，他运用“差异性”理论，首倡

以比较文学的眼光来分疏中西文学，认为西方文

学源于《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而中国文学的

荣耀则在于抒情诗传统。他甚至把抒情传统上升

为中国文化的道统，以与强势的西方叙事传统分

庭抗礼［２０］。陈世 骧 的 抒 情 文 学 体 系 后 来 又 经 美

国华裔学者高友工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大陆

地区以外最重要的中国文学解释体系”。杨牧曾

编纂《陈世骧文存》，１９７２年由台湾志文出版社出

版，１９９８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

三、河北在汉学研究上的贡献和潜力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河北与海外汉学 关 联 密

切。散失在那些西方文献中的河北文化、河北记

忆均有足 够 的 潜 力 和 空 间 成 为 挖 掘 河 北 文 化 资

源、促进河北学术发展的新平台。

①据笔者所知，最新的研究机构是中国石油大学海外汉学研究所，于２０１３年８月成立；此外，中国矿业大学也正在筹建“国际汉文化

比较研究中心”。

在国内学界的海外汉学研究中，我们 发 现 河

北学术界其实早已投身其中，为该项学术的初步

繁荣作出了贡献，这主要指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

的出版支持。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领路人、清华

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李学勤教授的力作《国

际汉学漫步》（１９９７）就由该社出版。该书精选了

有关海外汉学研究的１６篇论文，涉及英、法、美、

俄、日、德等西方汉学大国，沟通了中西学术，提纲

携领地向学界展示了当时汉学的进展，也为后来

的汉学研究确立了学术方向和尺度。若我们梳理

一下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的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

社肯定会因《国际汉学漫步》的出版而载入史册。
河北也 有 现 成 的 汉 学 资 源 可 供 挖 掘。２００５

年４月出版的《国际汉学》第十二辑刊发了法国人

梅谦立（Ｔｈｉｅｒｒｙ　Ｍｅｙｎａｒｄ，１９６３－）的《河北大学图

书馆所藏西文珍本书基本目录》一文，该文对河北

大学的汉学研究资源作了大致整理。这篇文章让

河北学人略感尴尬，但同时也令人惊喜：原来我们

手边就 有 如 此 上 乘 的 研 究 素 材。二 十 世 纪 上 半

叶，天 主 教 在 中 国 成 立 了 三 所 大 学：北 平 辅 仁 大

学、上海震旦大学和天津津沽大学。天津津沽大

学就是河北大学的前身，它于１９２１年由法国耶稣

会士创立，原名“天津工商大学”。１９２７年该校建

图书馆，购进大批中外文书籍。据梅谦立辑录，截
至１９４８年，该馆藏书５８万多册，包括２０多万册

外文书籍。在这些外文书籍中，仅１８１１年之前出

版的西文善本书就有１１０种，２５０卷，其中有一半

为西 方 原 版；更 为 重 要 的 是，津 沽 大 学 图 书 馆 有

４１种法文图书为中国的唯一藏本［２１］。河北大 学

图书馆里的这些珍本书目自然是来源于天主教的

早期经营，作为慧眼独到的学者，梅谦立对这批藏

书评价甚高。目前，对海外汉学的研究顺应了国

内的文化建设需求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大

势，学界的研究热度越来越高，除前文已列举的成

熟研究机构外，新的研究所（中心）也层出不穷①。
河北学界应当充分利用河北大学这批珍贵文献，
精心爬梳、推出力作，努力让河北在海外汉学研究

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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