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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考察的是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及陈荣捷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思想。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希望以陈荣捷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思想作为这一话题的切
人点，从中发现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特征。
我们认为，如果存在一个较为容易的认识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发展的线索的话，那么陈荣捷即便不是唯
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另外，作为20世纪海外最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权威之一，陈荣捷的学术研究本身也是海外中国哲学研
究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在美国发展情况的一般考察，主要目的是厘清中国哲学在美国发
展的大致脉络和线索，这是认识陈荣捷的学术贡献的必需人手处，也是我们把陈荣捷作为认识中国哲
学在美国发展的主要切入点的原因。
美国的中国哲学既是此前学界很少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人一时难以轻易把握的课题。
20世纪中期是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发展的关键时期，陈荣捷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儒学特别是宋明
新儒学在美国发展的基础。
20世纪中国哲学在美国的最大变化就是从对先秦的过度重视转向兼顾秦汉之后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
史，这也是陈荣捷在美60多年所孜孜以求的。
单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哲学在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陈荣捷的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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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厘清了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脉络，在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有一定的“补白”作用，同
时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陈荣捷学术传记”。
笔者希望通过陈荣捷这条线索，推动学界对更多像陈荣捷这样的在海外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进行
深刻而广泛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对中国哲学在海外的发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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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玉军，男，1966年12月出生，哲学博士，副研究员，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
领域为儒家哲学和国外汉学(中国学)，在《中国哲学史》、《国外社会科学》、《汉学研究》、《汉
学研究通讯》(台湾)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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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中期中国哲学研究在美国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哲学文献全部被翻译成英文集中
出版。
这些译本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早期的翻译著作，二是新出版的译本。
早期的翻译著作都是在欧洲和亚洲，主要是英国和中国香港出版的。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设在纽约的派勒根图书再版公司（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就开始大量
翻印这些非美国本土出版的英译中文经典。
其他出版社也参与了对这些早期译作的再版。
20世纪之前传教士翻译的英译先秦经典几乎都被再版过。
再版最多的是理雅各的译本。
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或者《论语》、《孟子》等先后出版过四次。
其他的像苏慧廉、翟林奈等翻译的《论语》也再版两三次。
除了已有的英文译本之外，一些欧洲其他语言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也被翻译成英文，像德国学者卫礼
贤翻译的《易经》、《道德经》和《论语》就先后从德文翻译成英文出版。
与以前相比，这种争相出版中文英译经典的现象是空前的。
除了已有的译者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位著名的翻译家。
一位是武兹生，一位是刘殿爵，他们翻译的先秦经典成为当时先秦典籍英译本中主要部分。
武兹生（Burton Watson，1925-）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出版了多种先秦哲学典
籍英译本。
他除了和狄百瑞、陈荣捷等学者合作编译《中国传统资源》之外，还独立翻译了《苟子选译》（1963
）、《墨子选译》（1963）、《韩非子选译》（1964）、《庄子选译》（1964），都由哥伦比亚大学
出版社出版。
武兹生的翻译简单明快，译文流畅，在美国学界一直很受重视。
20世纪80年代后，后四个译本又多次被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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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