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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国家的汉学研究来说，1814 年 12 月 11 日是一个重要的

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最早的汉学教席，汉学从此

进入了高等学府，这也标志着汉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以这个时间

为界，此前的西方汉学就被称为前汉学，或早期汉学。早期汉学从学

术质量上来讲虽然不如后来的专业汉学，但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却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最近读了张西平教授

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后，这一感觉变得更

加强烈。

欧洲早期汉学大致可以分为游记

汉学和传教士汉学两个时期。前一个

时期是从古代到明末，其间有不少欧洲

的旅行家涉足中国，留下了对中国的印

象记，如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明

末以后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写下

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信、报道和著作，

奠定了西方汉学的基础。就 17 世纪中

前期来看，汉学研究的中心是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此后法国开始取代它

的 欧 洲 邻 国 成 为 西 方 汉 学 研 究 的 领

袖。就在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教席的

早期汉学的魅力早期汉学的魅力

○顾钧

《欧洲早期汉学史》，张西平著，

中华书局2009年版。

092



Chinese Book Review Monthly 2013/01

1814 年，第 16 卷也就是最后一卷《驻北京

的传教士们所著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

学、艺术、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回忆录》在

巴黎出版，为这项开始于 1776 年的庞大

出版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该书与另

外两部法文巨著《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

士书简集》并称为 18 世纪欧洲汉学“三大

名著”。

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不仅著作等身，人

生经历也非同寻常。他们不仅在中国生

活，学习汉语，而且和中国人广泛交往，甚

至 成 为 皇 帝 的 亲 信 。 白 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可以说是这类人物

的代表。

白晋作为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

家”之一，于 1686 年到达中国，在中国生

活了近五十年后死于北京。但白晋最显

赫的经历是在学会汉语和满语后成了康

熙的数学老师，并利用便利条件写出了著

名的《康熙皇帝传》。虽然尊为帝师，白晋

的许多活动却受学生的制约，他对《易经》

的研究就基本上是奉命而为。这从他给

康熙的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臣等来

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

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皇上问及所学

《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

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等细加考究，倘有

所 得 ，再 呈 御 览 ，求 圣 恩 教 导 ，谨 此 奏

闻。”《易经》作为六经之首，对于一个外

国传教士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研究的课

题。康熙是一代明君，显然不会故意为

难自己的老师，他自有这么做的理由。

首先，康熙对数学很有兴趣，而《易经》和

数学关系密切，在中国经学史上《易经》

研究一直有“象数派”的传统（另一派是

“义理派”），他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够继承

这一传统，做更为深入的研究。而更为

重要的是，康熙希望通过白晋的《易经》

研究来树立一个榜样，以反击一些来华

传教士的无知妄为，使他们知道“欲议

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

中国诗书，方可辩论”。在开始于康熙

四十三年（1704）的“礼仪之争”中，有些

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等行为横

加 指 责 ，表 现 出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极 大 漠

视，让康熙甚为恼怒。他让当时汉学造

诣 最 深 的 白 晋 研 究 最 为 艰 深 的 中 国 经

典，可谓是一步用心良苦的妙棋。白晋

作为一个过河卒子，除了奋勇向前，实

在 也 没 有 其 他 办 法 。 好 在 他 花 了 五 年

多时间总算研究出了一点眉目，不仅完

全可以向康熙交代，也在汉学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旅行家，都来过

中国，有实际的中国经验，他们构成了欧

洲早期汉学的主体。但在这大部队之外，

还有个别的散兵游勇，他们既没有来过中

国，也没有学过汉语，只是读过一些别人

介绍中国的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有

影 响 的 著 作 。 英 国 汉 学 家 约 翰·韦 伯

（John Webb，1611—1672）可 以 作 为 这 一

类人的代表。

韦伯于 1668 年完成了英国汉学史上

最早的一部讨论汉语的著作——《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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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韦伯认

为，汉语是上帝变乱人类语言之前最初

的语言。理由有四点：一、中国有着最古

老的历史，自从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以来，

中国人的书面语言一直未变地被保留下

来，没有词根的变化，也没有欧洲语言那

样的时态、性、数、格的变化；二、汉语不

仅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使用的语言，而且

也被邻国使用，其普遍性是欧洲语言无

法比拟的；三、汉语的表达典雅、简洁，保

持了人类原始语言的古朴、无邪、庄重的

特点，不像希伯来语中有那么多猥亵的

词汇；四、汉语中有神的概念，在基督诞

生以前就预言了基督的存在。韦伯的有

些观点在今天我们看来觉得很可笑，但

有些却很有启发意义。从他的研究中我

们可以体会到当时中国语言文字对西方

人的冲击。面对多样性的文化形态，特

别是面对比欧洲语文还要古老的中国语

文，以韦伯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力图给出

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在 17-18 世纪的语

言学领域出现了一股寻求“普遍语言”

（universal language）的潮流，汉语成了

热烈讨论的话题，并被赋予了极为尊贵

的地位。

欧洲早期汉学就是充满了这样有意

思的人和事，这样有意思的著作，它们虽

然不像今天的汉学著作那样严谨、规范，

无一字无来历，但有一种现代学者难以奢

望的不拘一格和天马行空。学术走向专

业化、规范化是一种进步，学术摆脱政治

的干扰也是好的，但只有了解学术史，我

们才能更深入地体会到这其中的进步和

好处，也才能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还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当前，国内学术界对

西方最新的汉学成果非常关注，及时追

踪进行翻译和研究，而对于汉学史，特别

是早期汉学史则比较忽略。作为国内第

一部系统论述欧洲早期汉学的著作，《欧

洲早期汉学史》一书在充分展示历史魅

力的同时，一定也能纠正当前厚今薄古的

倾向。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

研究中心

（本文编辑 李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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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价值

观》，宇文利著，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月版，38.00元

该书准确地把握

了中国人的价值观由

传统到当代的发展演变线索和历程，立

足于揭示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概貌，对

中国人在生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维度上的价值观内容进行发掘，重

点突出当代中国人的“生”、“和”、

“礼”、“义”、“惠”、“进”、“美”的核心价

值观，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价值

追求。该书作者宇文利是北京大学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所长，公民教育研究

所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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