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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
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
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
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
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
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
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
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
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
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
的发展以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
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
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
，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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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定名为“中国学”而不称“汉学”，是基于我本人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这一学术的一种学理
性的理解。
    本学科从20世纪70年代“复兴”以来，成果丰厚，但是学术界在汉语文化中如何定义这一学科，在
范畴与概念的表述上，很不一致。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第一种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刊物称为《外国研究中国
》，孙越生先生主编《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系列，名称非常直白。
我个人参与其间，主张采用“中国学”。
1980年我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家》和l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都使用了“中国学”的概念。
继后，上海华东师大出版《海外中国学评论》，朱正惠先生、王晓平先生诸位在他们的著作和表述中
也采用“中国学”的范畴，中国社科院何培忠先生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我国国家图书馆的
相关机构称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中心”等等都表明，我国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把这一学术定义
为“中国学”。
但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凡是涉及这一学术研究的机构，几乎都以“汉学”命名，相应的学术会议与新
闻媒体也几乎都采用“汉学”的名称，学术界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重要的刊物，也称“汉学”，例如
：《世界汉学》《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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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绍璗，1940年出生于上海市，1964年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现任北大教授、人文学部学术委员兼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香
港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荣誉教授，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
会长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汉语史学会学术顾问等。

    以《日本的中国学家》《日本中国学史》以及本书为代表，从事“日本中国学”学科史的建设。
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为代表，从事
“国际汉籍文献学”的建设。
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以《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国文化在日本》《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望日本讲演录》等为代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与文学
的发生学”的学理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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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儒学中的宋学为核心的日本传统汉学，自15世纪中期以来以日本五山寺庙为起始而逐步在宫
廷和贵族文化人中漫延，逐步已经显现称为“学术”的端倪。
17世纪之后，由于日本统治阶级把宋学作为官方哲学，成为长达250余年的江户幕府时代占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之一，宋学的研究由此而显现其发达。
同时，由于江户时代“文人”阶层形成，学术显现庶民化得趋势，中华学术除儒学作为研究的显学外
，法家、兵家、道家等也逐渐成为了研究阐述的对象，由上古时代逐渐孕育的“汉学”终于得以全面
形成，汉学家的陈容有相当的规模，学术的层面虽然谈不到“诸子百家”，但也有相当层面的扩展。
日本儒学作为一个从中国文化受容的特殊的学术领域，此时作为研究的容量也呈现与时俱增的状态，
其涉及的内容则要比宋学宽泛得多。
在这一领域内发展起来的诸学派，不仅包容了几乎宋明理学的全部，而且包容了几乎整个中国的儒学
。
本章将以日本学界对“儒学”的研究为主体，阐述日本汉学形成时期的基本特征。
作为日本的“儒学”，与中国本土的儒学，从内容到形态，都有不同。
此时，作为日本儒学的最主要的内容宋学极少表现中国宋学中思辨性最强的本体论，也罕见有关于世
界观的抽象思考。
他们主要地把“理”这一逻辑范畴，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道德准则，从而变成一种纯粹的
政治道德学说。
中国的儒学在本质上也许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型的道德型的伦理型的。
但作为日本的“儒学”（这里指超乎“宋学”的儒学）即使在表现它的政治道德性质时，于中国儒学
在实质内容方面也不尽相同。
中国儒学从孔子开始主张政治与道德的合一，这便是“为政以德”。
孟子提倡“以德行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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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校读完《日本中国学史稿》的清样，心中忽然回忆起40余年前（1963年夏天）自己在中华书局实
习，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秘书长兼任中华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对我们的教导。
他说：编辑工作好比是艺术设计师，比如一个人蓬头垢面进来，经过一番整理梳洗，当他展现于公众
面前时，已经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一部稿子送进编辑室，经过编辑的精心梳理，几校过后，原先稿子上的错讹谬乱、斑斑点点，已一扫
而光，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则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乃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财富。
金灿然先生用了这样生动的比喻表现出对编辑这一职业的真诚的崇高评价。
我虽然不做编辑工作，但他对编辑在人类文化活动中地位的设定，使我一生中对编辑怀着崇高的敬意
。
现在我正是以这样的敬意感谢学苑出版社，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杨雷女士。
他们正是以这样辛劳和智慧，使本书能以现在这样面貌贡献予读者诸君。
我是在2009年9月7日完成全稿校读的。
第二天参加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百周年馆庆，应邀在馆庆之一的“国际中国学研讨会”上做了“我
对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反思”的主题报告。
第二天又参加了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中心”的揭牌仪式。
第三天即9月10日，以我国大陆研究者为主又有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等国学者大家汇集北京，推行
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筹委会”主席团委员会。
《列国汉学史书系》主编阎纯德先生、吴志良先生皆进入主席团委员，本书著者亦有幸列位其间，并
被推举为本届执行主席。
这一系列偶然事情的连接。
恰好从一个层面上显示了我们中国学术界正在致力于把“国际中国学”研究提升为人文领域的一门学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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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列国汉学史书系·日本中国学史稿》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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