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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古希腊、罗马对中国的认识为开端，从地理大发现、传教士入华着手，从认识和想象两个
角度，从互动与交流的视野，梳理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文化的
交流互动。
作者认为互动的交流，相互的影响，共同的创造，这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根本性特点，并
基于这样的认识将传教士在中国的整个活动和写作都纳入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从而，将中国明清
之际的中国天主教史和欧洲早期汉学的发生放在一个历史的平台上，给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一个全球
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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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西平，男，汉族，河南温县人，中共党员，教授。
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亚非学院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中
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外
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国际汉学》主编，《国外汉语教学动
态与研究》主编，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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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布鲁克这本书无论在向西方世界介绍蒙古人方面，还是在介绍契丹人方面都比柏郎嘉宾的书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
从前者来说，柏郎嘉宾仅仅参加了贵由的登基典礼，和大汗的实际接触并不多。
而鲁布鲁克在蒙哥大汗身边生活近一年，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对蒙古帝国的内部情况介绍的就更为细
致和深入。
例如，他说，蒙哥有一个妃子叫昔林纳，她信仰基督教，还为蒙哥生了一个孩子。
蒙哥曾陪同她一起到教堂做礼拜。
蒙哥的长子有两个妻子，他本人也对基督教很尊敬。
蒙哥的第二个妻子叫阔台，她生病后传教士曾给她治过病。
甚至在他的游记中还说蒙古大汗贵由是被拔都害死的，中国学者何高济认为，这个记载是关于贵由死
因的唯一材料。
从后者来说，他对契丹的介绍有两点大的进步：第一，他明确指出“契丹”就是西方在古代所讲的“
丝国”。
他说：“还有大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
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民族把它称为丝），而他们是从他们的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
”②鲁布鲁克的这个发现对西方的文化历史记忆来说很重要的，正像学者们所指出鲁布鲁克的一个贡
献在于“在欧洲人中他第一个很准确地推测出古代地理学上所称的‘塞里斯国’和‘中国人’之间的
关系，即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③，“他把西方一度中断的中国形象的传统又承继上了”④，从而有
了想像。
契丹和当年的丝国是一样的富足，所以“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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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我在2000年时申请的教育部的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一晃八年多过去了。
本来在2005年就可以结项，但总想把新的材料放进去，这样就拖了下来。
后来我发现自己是不可能在这样一本书中将欧洲早期汉学史全部写出来，到欧洲各个国家的图书馆跑
得越多，就越加深我这样的认识。
学术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总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来作的，只要在这里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超越自己
前进的阶梯，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书写完时看到了美国学者孟德卫的（David E.Mungello）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中文版出版，这是本好书。
近三十年来，孟德卫教授是这个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神奇的土地》（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ns of Sinology）不久也会问世。
孟德卫教授的研究和西方另一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是放在中西文化互动中把
握的，而不是将其仅仅归于一种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
这样一个视角实际上是对长期来在这个研究领域中以天主教为中心的研究模式的纠正，无论是以传教
士为中心，还是转向以中国教徒和文人为中心，都是以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为研究重点，其实
质在于中国对于基督教的接受和反应。
这样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天主教史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和思想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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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作者认为互动的交流，相互的影响，共同的创造
，这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根本性特点，并基于这样的认识将传教士在中国的整个活动和写
作都纳入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从而，将中国明清之际的中国天主教史和欧洲早期汉学的发生放在
一个历史的平台上，给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一个全球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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