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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与中国故事

———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探索*

褚 艳 红

提 要 | 海外中国学指域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国内开启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几与海外中国学的发

生同步。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经历了早期关注、开创奠基、停滞困顿、起步复兴、繁荣发

展五个阶段。近代、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以来是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借鉴与对

话、学科化积累、学理纵深探索的三个黄金期。应继续推进与西方中国学的深度对话，同时

引导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建立国内外兼容、东西会通的中国学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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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中国学指域外国家对中国的研究，

当今的海外中国学展示出世界性、跨学科性

和复杂性的时代特征。鉴于欧美日等中国学

研究的悠久历史，中国解释权很大程度上仍

呈现由西方主导、引领话语走向的状况。由

国外著名中国学家提出的“李约瑟之问”“汤

因比之问”“彭慕兰之问”“谭中之问”等挑战

性问题更引发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界的热烈

讨论。世界对中国各种版本的解读和疑问促

使我们深层次地思考海外中国学研究体系问

题，发出关于中国文明、历史与社会的基本

声音。
当前国内针对海外中国学的庞大成果展

开解构研究，经历了由现象研究到学科建设

的转变，正在进入探索其学理逻辑的深化阶

段。即使如此，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

建设仍任重道远。追溯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的历史渊源，理清其发展轨迹，掌握其学理构

成的阶段性特征，确立和把握其方法论、基本

原则等，有助于探讨其内在的演变规律，赋予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定位，回应新时代海

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新要求。
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群梳理探索国内海

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演进和学理发展，结合考

察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就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的体系建设提出路径探索。加强海外中国学研

究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将坚定文化主

体性，使中国研究的话语主导权回归中国。

一、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演进

1. 元明清对国外中国学的最初关注

国内开启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几与海外中

国学的发生同步。中国对域外中国学的最早关

注可追溯至元明清中西文化互鉴时期统治阶层

对来华游历人士中国观的观察。元朝对亚欧大

23

*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世界

中国学研究”( 2014TXK019)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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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开疆拓土使东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得以畅

通，欧洲和中西亚的旅行家进入元朝境内并留

下关于中国的观察记录。现有研究表明域外中

国观始于马可·波罗时期的游记汉学，①其对

中国的赞誉性描述曾引起西方社会的轰动和

对中国的向往。在元廷长居 17 年的马氏得到

忽必烈接见并被任命为使者出使西部。② 不

久后伊斯兰旅华人士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农

业灌溉工程和文化艺术等亦持高度评价并与

中国官绅交流。③ 从中可知元朝统治阶层得

知的是海外旅华人士对中国文昌物繁的赞美。
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借第三次基督教在华

传教为海外殖民探路。明末清初士绅通过耶

稣会士了解并赞赏其中国观察。正面认知中

国观念风俗的代表性耶稣会士有利玛窦、熊

三拔、艾儒略、汤若望等。包括叶向高、徐光

启、李之藻等关注耶稣会士中国观察的明代

士绅深受利玛窦《天主实义》影响，④得知其

对儒家思想已有较深认识和追随之意。耶稣

会士遵从中国文化是出于适应中国国情、达

到顺利传教的目的。明清之际官方对耶稣会

士中国学的关注较为主动并积极参与，一是

发现中国自然科学某些领域领先西方。清代

康熙帝与数学家梅文鼎等认为西方数学知识

来源于《易经》思想，中国有比西方更早和领

先的方程思想。⑤ 二是参与耶稣会士初期的

汉学编著和研究，并促进后者汉学修养的提

升。如明代士绅对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金尼

格《西儒耳目资》写作的支持。三是坚守中

国文化。礼仪之争使康熙帝发现后来的耶稣

会士对儒家思想、中国文化由尊崇顺从转向

否蔑干涉，遂颁布洋人在华传教禁令，谕旨在

以后清廷历朝得到延续。⑥
此时国内对国外中国观⑦的认识处于起

步阶段，持“天朝大国”封闭意识、对外部世

界认识有限的统治阶层对海外中国观的兴趣

局限于境内外国人的中国观，然而旅华外国

人将中国器物和文化积极引介回本国的正面

中国观可谓国外观察中国的缩影，以耶稣会

士为主的中国观使中国成为影响、形塑欧洲

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来源。⑧ 在中西逐渐发

生历史分流时，中国随西方传教士中国观由

明向暗的逐渐转变而对其愈益限制和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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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当前马可·波罗及其游记汉学引发学界百

余年来诸多探讨，不可否认的是该游记本身产生了广

泛深远的世界影响。参见李治安: 《百年以来对马

可·波 罗 来 华 史 实 的 厘 清》，载 澎 湃 新 闻 官 网，

https: / /www. thepaper. cn /newsDetail_forward_4889527
［2019 －10 －30］; 余世雄:《〈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背

景及其对中西交通的贡献》，《读书》1980 年第 7 期。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苏桂

梅译，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16 年，第 57 页。
〔伊〕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金鹏译，华文出版社，2015 年，第 357、404 页。
〔意〕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文铮译，商

务印书馆，2018 年，第 301 页。
张西平: 《东 西 流 水 终 相 逢》，生 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30 页。
《清实录·乾隆实录卷·一千二百四十》，

乾隆五十年十月甲申。
关于海外中国学和海外中国观的研究进

路，目前国内学界已有较深入的学理探索，认为两者

存在区别和联系。海外中国观系指国外人士因在华

活动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社会的观感、认识等。在海

外中国观研究中，因产生海外中国观的主体为与中国

发生交流往来的外国人，其产生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

史语境，故其研究进路主要为比较文学( 文化) 和知

识社会学两种。海外中国学指海外对中国问题的研

究，其研究进路包括文献学、学术史、知识社会学和比

较文学( 文化) 四种进路。两者因其研究进路而有所

区别( 参见唐磊:《国外中国学再研究: 关于对象、立
场与进路的反思》，《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 。
笔者认为，内外在路径无论是内在地塑造还是外在地

影响，都是造成某一学术领域研究发展变化的必要因

素。本文提到的海外中国学泛指国外关于中国历史

社会的研究，既包括依托文献学和学术史路径等内在

理路开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也包括以知识社会学和

比较文学( 文化) 等外在路径开展的海外中国观研究

及以文献学和学术史路径开展的海外中国观研究

( 如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

事出版社，1994 年) 。故本文将海外中国观作为海外

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研究专题。
Donald F. 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 Vol. 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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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代中国对西方汉学的借鉴与对话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的实质性起步伴随

着中国近代化进程展开。西方国家以坚船

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开启了以在华传播西方

近代文明的传教士中国学为重要特征①的

近代欧美中国学，西方中国认识渐由正转

负，中学西渐向西学东渐转变。晚清官方开

始注意到欧美来华者创办报刊上观察中国

的文字，有助于清政府对时局和西方中国观

察的认识。
在西方和西方汉学伴随西方对中国纵

深渗透的情势下，官学精英相应地重视西

方中国学，中外文化对话活跃。一 是 中 外

推出举措推进关于中国研究的交流，中西

学者来往密切。史学根基深厚者被选派前

往法德留学，整理国故运动得到倡议，唐复

礼被清廷遣任驻法公使参赞并曾帮助法国

汉学家沙畹翻译《史 记》，②中 国 政 府 也 曾

赠予沙畹勋章，表彰其为汉学和中法文化

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二是国内或中外在

政治与学术相互作用下合作建立关于中国

研究的组织或机构。国内建立包括北京大

学国学门、东南大学国学院、清华国学研究

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在内的多家国学

研究机构; 中外合作建立的组织包括 20 世

纪 20 年代的东方学会、东方考古学协会以

及 1941 年的中法汉学研究所等，开中国研

究之新风。
民国时期，西方国家因两战等因素加强

对远东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中西文化的深入

沟通促使中国出现傅斯年、王国维、陈垣、胡

适、陈寅恪等一批中西学兼通的学者。此时

大量海外中国学译介和研究成果问世，国内

海外中国学研究呈兴盛之势。一是欧美日等

国的传教士、商人、学者、官员等来华人士对

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开始在设有海外中国

研究栏目的近代报刊和其他媒体渠道大量刊

登传播; ③二是海外汉学发展史和国别中国

学研究出版; ④三是整理出版汉学目录集; ⑤

四是翻译耶稣会士汉学文献。⑥

3. 20 世纪 50—80 年代国内海外中国学

研究的停滞与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

的约 30 年间，受中西意识形态对峙和国内

“左”倾思想等引起的学术生态变化影响，西

方中国学在国内成为被全面批判的禁区，国

内有识学人力倡海外中国学研究⑦的发声淹

没在政治话语的洪流中，海内外关于中国研

究的学术对话进入停滞与“瓶颈”期。国内

学界针对此时大量国外中国学成果的回应局

限于译介层面: 一是几乎无对国外中国学的

公开评述和研究，少量“供批判用”和“内部

参考”的西方书籍⑧方可译介; 二是中国学研

究相关著述翻译以及少量译著再版; ⑨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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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目前学界对于近现代传教士中国学已有较

多研究，主要以近现代欧美来华传教士书写的中国

纪录为基础文献展开研究，以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

书楼的珍藏文献颇具代表性，其中藏有大量关于英

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海外在华传教士

撰写的有关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作、游记、调查报

告、演讲稿等文献。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胡

书经译，载《汉学研究》第 1 集，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年，第 42 页。
〔日〕仁 井 田 升: 《唐 律 令 与 其 历 史 的 意

义》，《盛京时报》，1938 年 6 月。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文化出版社，1949

年; 王古鲁编著:《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

日本研究会出版社，1936 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华盛

顿 1957 年影印出版。
〔法〕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冯承

钧译，商务印书馆，1938 年。
http: / / sinology. cssn. cn / tjxr /201605/ t2016051

0_3313073. shtml。［2019 － 10 － 30］
〔英〕乔 治·斯 当 东: 《英 使 谒 见 乾 隆 纪

实》，叶笃义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
〔德〕利奇温: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

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2 年( 原著初版

于 1925 年)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

汇文译，商务印书馆，1960—1963 年，本书第一卷曾

由三联书店 1957 年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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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著因时局变化呈现出不同特征，包括五六

十年代考据型汉学著作的翻译出版，①以及

中苏边境冲突政治形势下为了解敌情出版的

苏联汉学家译著。② 汉学译著因成为隔离时

期国内观察海外中国学的通幽曲径而具有重

要学术价值。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

为中西世界紧张关系改善的契机。十一届三

中全会的召开使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重新

提上日程，呈现出中外交流的复兴新气象。③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对文献译介汇编的开启标志着新中国的国外

中国学研究跨出重要步伐。20 世纪 80 年代

的中国学界对各种西方中国研究思潮理论的

关注热情急剧升温，呈现出译介为主、兼及初

步相关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情报研究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立并着手

展开海外中国研究文献汇编，海外中国学研

究从此依托机构沿专业化轨道发展。二是译

介国家涉及苏、美、日、德、英、法等诸多西方

国家; 介绍领域涵括海外中国学史、书评、机

构，以及传统汉学、中国科技史等领域，④80
年代的研究增加了对中国文史哲、科技史领

域等单本译著的出版。⑤ 三是注重介绍古代

和近代中国研究，⑥以及海外中共党史、上海

史研究的介绍，⑦标志着国内对海外传统汉

学和现当代中国学有了并行关注。四是启动

汉学 /中国学译丛项目。包括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学术巨著翻译工程⑧、注重古代中国研

究的“海外汉学丛书”、涵盖古今中国研究的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日本学者中国文学

研究译丛”等。五是域外中国观译介与相关

研究，⑨译介关注明代和近代国外来华人士

中国观，研究旨在探索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

代化进程之间的互动。瑏瑠 80 年代国外中国

学研究再起步还表现在工具书《近三十年国

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的出版。如上译介

和涉猎领域形成此后国内开展国外中国学研

究对象的雏形并有了初步学术积累。
概言之，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约 40 年的

停滞与复兴成为学术温度提升与时代变革的

灵敏感应器。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对中外中国

研究交流通道的重辟延续了近代国内海外中

国学研究的热情。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译

介逐步填补了长期造成的空白，诸多新领域、
新方法、新观点引起关注，十余年的学术积累

使该研究迅速复苏并在下一阶段开启学理探

索之路。
4. 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的学科化积累

此时期国内承袭 80 年代关注的热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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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

译，中华书局，1955 年。
〔苏〕齐赫文斯基: 《中国近代史》，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俄语系翻译小组

译，三联书店，1974 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重会海

外汉学界( 1979—1983 ) 》，马军选订，学林出版社，

2019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外国研

究中国》第 1 辑，商务印书馆，1978 年; 第 2 ～ 4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1980 年。
〔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7 年; 辛冠洁等编: 《日本学者论中国哲

学史》，中华书局，1986 年; 〔英〕李约瑟主编: 《中国

科学技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1990
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研究室编: 《国外

中国古文化研究情况》，1979 年( 4 辑) 。中国社会

科学院近代史所国外史学动态研究室编: 《国外中

国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995
年( 27 辑) 。

上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史 学 情

况》，1980 年第 18 期; 1983 年第 27 期。
〔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

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美〕格兰姆·贝克: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

国》，朱启明等译，三联书店，1987 年;〔伊〕阿里·阿克

巴尔:《中国纪行》，张至善等译，三联书店，1988 年。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

出版 社，1981 年; 顾 长 声: 《从 马 礼 逊 到 司 徒 雷

登———来华新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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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开启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大幕，国内中国

学研究学科体系的机制建设开始起步并发

展，具体表现在京沪两地四家较早开展中国

学研究的学术机构相继成立、海外中国学研

讨会的初步召开①、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

学对中国学研究人才培养的起步②以及专门

学术刊物的陆续创刊。国内对开展海外中国

学研究有了充分认识，反映西方多元思潮的

海外中国学论著得到( 重) 译介和研究，海外

中国学研究中的诸多专题得到发掘，加强和

拓宽了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其一，推出新的汉学丛书，除以往海外中

国研究译丛继续发行外，文史哲领域又涌现

一批译丛和译著。③ 译著主要是对流散海外

汉籍史料的翻译和研究。其二，国别中国学

译介和研究在区域上仍以欧美国家为主，包

括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其三，出现对海

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译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于 1990—1996 年共主办《国外中共党史研

究动态》42 期。其四，海外中国学研究工具

书、会议论文集汇编，包括国别中国学、中国

学家和著作目录、汉学史研究等大量出现。
其五，西方中国观译介和探研，译著系近代欧

美来华人士对中国城乡制度文化的观察，包

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
等丛书和单本译著。此时开启的海外中国观

研究重在探讨世界民族对中国的认识史、国

别中国观和跨文化比较理论下的海外中国

形象。
5. 21 世纪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繁荣

与发展

伴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与世

界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关注度，开展国外中国

学研究成为响应新时代需求的题中应有之

义，中国研究中外对话也渐趋深度和密切。
在国家重视海外中国研究④和学界主动关注

的双重推动下，国内的国外中国学研究相应

取得进展，译介与研究海外中国学并行开展

的研究态势逐渐确立，专题探索更为精细丰

富。多元化的研究成果和思考深化和丰富了

该领域研究的学科内涵和研究外延。
此时期中国学研究兴盛的重要表现是作

为学科发展有力支撑的配套机制逐步完善。
中国学研究机构在地域分布和数量上迅速扩

大增加，形成各执所长的多元研究格局。据

笔者不完全统计，新时期成立的中国学研究

机构不少于 30 家，研究类型包括: 以语言文

献学方法开展的传统域外汉学、汉籍研究; 注

重探索海外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现当代

中国学研究; 通过异域视角展现中国历史文

化、国学和汉学相互沟通并进的研究; 延续中

国学研究优良传统，国外中国学跟踪和中国

学研究学理逻辑探讨并重的研究; 中国学信

息情报与资料研究; 注意高端学术平台建设、
沟通中外中国研究的研究; 等等。依托专业

机构、聚焦不同专题的海外中国学研讨会相

继召开。中国学研究学术期刊、图书馆、汉籍

合璧工程和数据库等基础资料建设成绩卓

著，包括“海外中国学研究”入门学术丛书、
设置研究生学位点等相关工作也有很大进

展，中国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体系相结合，确

保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此时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更加完善

的机制保障下对专题的探索比此前有了新进

展。一是传统汉学译研。国内对传教士汉学

的关注以“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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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于 1997 年举办“20
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学术研讨会。

严绍璗: 《北 京 大 学 20 世 纪 国 际 中 国 学

( 汉学) 研究文库总前言》，载《汉学研究》( 第 8 辑) ，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 ～ 11 页。
如中华书局的“法 国 西 域 敦 煌 学 名 著 译

丛”、上海三联书店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辽宁

教育出版社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上海古籍出

版社的“海外珍藏善本丛书”、花城出版社的“中国

文学在国外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瑞典东方学

译丛”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5 月 17 日) 中明确提出支持

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研究中心，推动海外中国学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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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至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汉学并做系统研

究，注重展示东学西渐语境下早期传教士汉

学的多重意涵; 研究丛书的系统规划和大量

涌现①标志着国内海外汉学、汉籍研究水平

的提升; 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关注包括译

介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并探索中国文学

域外传播与接受史。② 二是海外上海史介

研。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为代表的上海史研

究由宏观概览转向见微知著，揭示现当代上

海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多重丰富面貌。三是对

国际学界关于中国问题研究范式、理论动态

的追踪研究。21 世纪前后国际学界诸如中

国现代化、民族主义话语、中国与经济全球化

等热点议题，以及中国思想史、女性史等专题

探讨在中国同行中的回应体现在“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及若

干单本中国学研究论著中。四是海外中国观

介研。欧美近现代中国观的文献史料译介范

围得以拓展; ③在继续以跨学科视野探索中

国形象生成方式的同时突破西方中国观研

究，将目力所及扩展至周边国家，考察展现历

史中国多棱镜似的多样面貌。④ 五是在译介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基础上开启该专题和

中国道路研究，开始探索海外中国共产党研

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史、方法论研究的

逻辑关系。⑤ 六是中国学研究工具书的探索

表现在对区域、国别和时段更加专业精微化的

汇编整理。如印永青主编的《海外上海研究

书目》、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学: 研究概述

与文献资源》、马军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

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等。
七是世界各国青年汉学家成长为中国研究的

新生力量。研究中国的兴趣从西方世界扩展

到亚非拉等更多国家。各种青年汉学家研修

计划吸引着年轻一代的中国学专家前来中国

接受训练，使“中国研究回归中国”渐成现实。

二、国内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

理论探索

前述历史回溯可知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经历了从最初关注、学习对话、停滞复兴、学

科积累到繁荣发展的历史演变。晚清民国、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以来三个时期可

谓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黄金期。国内

知识界围绕该领域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方
法论、学术主体性等问题展开逐步学理探索，

促使当前海外中国学发展为学界显学。理清

这些基本问题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发展

是必要的。
1. 开创与奠基: 近代中国的海外中国学

研究

文献梳理可知，近代知识精英对海外中

国学进行理论思考始自晚清，兴于民国。中

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深刻变化造成中西文化

的深入交汇，海内外中国研究对话和国内中

国学研究初次兴盛，构成国内海外中国学研

究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借鉴与对话构成此

时该领域研究之理论探索的阶段性特征。国

内学人对海外中国学的思考表现在概念表

述、研究态度、基本立场和原则等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学研究相关概念阐述开始出

现。晚清民国时期学人首次提出中国学、国

学、汉学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明确界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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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 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书系”、南

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上
海古籍出版社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等。

例如: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编: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英〕翟理斯:《中国

文学史》，刘帅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 徐

志啸:《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等等。
例如:“基督教传教士外交官传记丛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张冠梓主编: 《哈佛

看中国》，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忻剑飞: 《醒客的中

国 观———近 百 多 年 世 界 思 想 大 师 的 中 国 观 感 概

述》，学林出版社，2013 年。
例如: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从周边看

中国》，中华书局，2009 年; 周宁:《世界之中国: 域外

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参见韩强、梁怡:《海外中国学研究》，知识

产权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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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尚不明确。据史料考证，辜鸿铭在国内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学”概念，其著《中国人

的精神》设“中国学”两章①，指国外的中国

研究。民国时侧重义理阐发，将“中国”作为

一门国内外皆可为之的学问。如胡适曾说:

“西人治汉学者，名 Sinologist，用功甚苦，成

效疏微……Sinology 终须吾国人为之。”②傅

斯年曾提出反对“国学”的模糊应用。③
其二，中国学研究态度注意发出中国声

音和中西互鉴。政学界人士对西方中国研究

由了解、批评逐渐转向学习、对话。晚清提出

西方中国学需有来自中国声音的必要参照，

注意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以引导改善西方的中

国偏见、了解中国的精神世界。晚清驻法外

交官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

乐》《吾国》等法语论著从各层面向西方正面

展示中华文明。辜鸿铭的中国学研究思想在

西方世界亦广泛传播，其特点主要有二: 一是

肯定西方汉学恰当研究; 批判其对中国历史

思想文化之把握与洞察的阙乏。二是熟知西

方汉学史，指出近代西方文明弊病，中国文化

价值可补西方文明之阙乏。④ 民国时期逐渐

建立融洽的中外学术对话，认可西方汉学，认

为中国研究需要取法欧日汉学中科学合理之

精髓。王国维曾赞沙畹“博览旁通……能明

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

所不及”。⑤ 国内学界还受欧美科学主义的

影响，重视专精考据，鄙夷空泛综合。如胡

适、梁启超等学者赞同日本中国学方法并受

日本国粹主义影响，主张重整汉籍以为今用、
保存国粹。⑥

其三，中国学研究立场秉持坚守中国传统

文化、以中国为主体的原则。不少学人认为外

来理论需与中国国情相调适，只套用西方模型

无法揭示中国文化真谛，主张中国研究应致力

于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发展，尝试构建以中国为

主体的中国学研究。章炳麟即援引欧美哲学

观念致力于儒学重建与发扬，⑦面对中华文明

渐弱、国人纷赴西方学习中国学的热潮，以陈

寅恪、傅斯年等为代表的知识界发出中国研究

回归中国、加强本国文化建设的呼声。⑧
元明清至近现代海外中国观基调的转变

促使我们思考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时应秉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

原则。对于因地理格局、资源差异、气候等因

素必然造成的中西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价值

理念等的差异，历史学家已有扎实和极富说

服力的研究。⑨ 这说明我们需用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分析海外中国观的具体论述。世界

的中国观历经游记汉学对中国的全面赞誉，

耶稣会士汉学以取鉴儒学与政治制度等赞誉

中华文明和国民为主的中国观，近代欧美汉

学以批判儒学、政治制度、国民性等灰色纪实

为主瑏瑠之中国观，至当代世界之多元中国观

的演变历程，其对中国文明、政治、社会、国民

等观察基调的巨大变化是根源于其本国社会

变革、国力盛衰、价值观念变化等历史文化因

素。故对于海外中国观应持客观辩证的研究

态度，而不应以其一时一地的观点为准绳和

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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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北京理工大学

出版社，2016 年，第 111 ～ 126 页。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台北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第 861 页。
桑兵: 《国 学 与 汉 学: 近 代 中 外 学 界 交 往

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9 页。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2016 年，第 122 ～

125 页。
王国维: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

学问》，《学衡》1925 年第 45 期。
桑兵: 《国 学 与 汉 学: 近 代 中 外 学 界 交 往

录》，2010 年，第 245、249 页。
章太炎主编:《与孙思昉论学书》，《制言》

1937 年第 46 期。
陈寅恪: 《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

赠言》，1929 年。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9 年，第 7 页;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

2018 年，第 23 ～ 32 页。
Josiah Quincy ( ed. )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Boston: Wm. Crosby and H. P. Nichols，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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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近代中国知识界在民族主义情结

下以学习西方、救亡图存为己任。面对彰显

自身文化优越的西学挑战，国内知识精英尝

试以文化多元论打通中西文化壁垒，形成文

明比较对话的意识。① 与此同时，学界某种

程度上对暗含西方近代文明优越之理论预设

的西方汉学已持警醒态度，其在中国艰难期

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显示出超乎时代的勇气

和洞见，并以中西贯通的知识结构和比较研

究的视野坚持基础文献建设、交流对话等观

点，从而形成研究的基本立场，奠定了国内海

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构成国内海外中国学

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重新回顾近代中

国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

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框架。
2. 学科化开拓: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内

海外中国学研究

此时期开始将海外中国学作为专项研究

进行初步理论探索，并增强了对其的专门思

考，可谓向学科化研究迈进的开拓期。国内

率先躬耕该领域的学人认可其“庐山之外看

庐山”的独特视角，以及以西方近现代科学

方法治中学而发国人之未发的优势。② 国内

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思考进入第二个

黄金期，呈现出学科化趋势和以文史哲研究

为主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回

应尚以译介为主，但已开始将该研究作为专

门领域，对若干基础问题进行开拓性思考，对

近代海外中国学研究精神的重启和深入开辟

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纪元。
一是明确阐释中国学研究基本概念。李

学勤、阎纯德等国内学者对汉学和汉学研究

的概念、源流、发展做了明确诠释，注重考察

海外古今的中国经典研究以及西方汉学发展

史。阎纯德先生提出汉学的当代意识并得到

部分学人认同，意指汉学涵盖海外当代中国

研究。③ 二是开始探索学科方法论和研究对

象。国内学界总体认同从学术史角度开展海

外中国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重点上提出各

家之言，奠定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多元发展格

局: 从文献语言学角度探索中国思想的海外

传播与发展; 以比较文学理论为基础对中国

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并开展对耶稣会士

汉学及其欧洲影响的系统研究; 依托史学史

与史学理论学科方法开展海外中国史学研

究。三是重提研究学术主体性和对话意识。
王元化先生指出中国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主

体地位，“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

为参照系”。④ 朱维铮提出中外学者掌握对

象国语言的重要性，域外汉学存在语言沟通

困难与文化隔膜导致国际中国问题的众多专

题研究整体上仍是“聋子的对话”，提出中外

学界深度互动的意义。⑤ 四是考虑规划学科

研究布局，开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绘制学术

版图的通盘考虑。朱政惠教授提出需有专门

学术机构的建立、研究力量的分布、人才培养

与中外交流等方面的详细规划。⑥
概言之，此时期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

体系初步形成，汉学概念得到初步系统阐释，

国内学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开始有了系

统研究的明确意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长久

生命力建立在学科研究体系和方法论基础

上，对其作为学科的初步探索无疑使其向学

科方向的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3. 学科理论的纵深探索: 2000 年以来的

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21 世纪以后，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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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

馆丛稿二编》，载《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52 页。

阎纯德:《序〈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

一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年。
阎纯德主编: 《汉学研究》，中国和平出版

社，1996 年，第 12 页; 计翔翔: 《十七世纪中期汉学

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9 页。
王元化: 《学术集林》卷六，上海远东出版

社，1995 年，后记。
参见朱维铮在 1997 年“二十世纪国际汉学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朱政惠: 《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

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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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专精的中国学研究体系，突破将其仅视

为某研究方向，明确了学科建设的共识，并展

开深入探讨。此时期进入发展的第三个黄金

期，对学科理论的纵深探索成为阶段性特征。
国内较早成立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在基本概

念、研究对象、路径及认识论等层面继续引领

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深度学理探索，启发

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首先，对中国学研究等相关基本概念展

开进一步讨论。当前国内学界存在“中国研

究”“国际汉学”“国外汉学”“世界汉学”“海

外汉学”“传统汉学”“当代汉学”“域外汉籍

研究”“海外中国学”“海外中国研究”“世界

中国学”等多种说法和解读，①仍未有统一定

论。根据这些解读，实际可大致分“中国研

究”“汉学”“中国学”三种。② 海外中国学即

国外中国研究，泛指国外对所有中国问题的研

究; 汉学专指国外古今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

等的研究; 中国学既包括人文学科领域的传统

汉学，也包括使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的现当代

中国问题研究; 中国学 /汉学研究指国内对海

外中国学的关注研究。对“中国学”“国际中

国学”“世界中国学”“中国学研究”等相关概

念语义的界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

研究中心的解释颇具说服力。③
其次，对国外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的考察

促使我们深入展开学理探索，在跨学科视野

下省思域外中国学。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否有

必要作为学科进行研究? 以人文学界为代表

的中国学术界做出肯定回答④并根据各自学

科背景诠释其研究路径的学理逻辑。张西平

教授提出从比较文学研究路径开展海外汉学

研究; ⑤朱政惠教授借鉴比较文学理论，提出

并阐发以“比较史学”“接受史学”治海外中

国学，倡议建立人文 /社会科学联合推进的学

科群研究; ⑥梁怡教授提出网络时代新型史

料的搜集、考辨等具体史料学方法。⑦ 海外

中国学发展至今已成长为传统汉学和社会科

学各学科介入或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性研

究，面对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反向研究发展的

新特点，有必要充实海外中国学研究理论。
一方面，达成对中国全方位的深入理解还应

加强史学、文学等相关领域学科建设。如海

外中国史学研究现多侧重江南文化、上海史

或特定社会阶层研究，对江南史的整体理解

和其他地区的研究尚显缺略，加强相关领域

的中外对话尤为迫切。另一方面，借鉴比较

文学、比较史学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

索，在比较经济学、比较政治学、比较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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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学 勤: 《作 为 专 门 学 科 的 国 际 汉 学 研

究》，《国际汉学》2003 年第 1 期; 王维江:《海外中国

学研究与“汉学”、“中国学”区分》，载朱政惠编:《海

外中国学评论》( 第 2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62 页; 王荣华: 《世界走向中国: 从汉学到中

国学》，《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 期; 任大

援:《“汉 学”与“中 国 学”: 20 年 来 国 内 出 版 物 览

要》，《中国出版》1999 年第 5 期; 等等。
当前的海外中国学包括欧洲汉学、美国中

国学、日本汉学、澳大利亚汉学、发展中国家中国学

等，有其基于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彼此互动而形成的

多种中国学知识传统，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

“中国学”在国外的中国研究中有着系列对应词汇，

如俄罗斯中国学、澳大利亚汉学、法国汉学等，国内

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也因语境差异而有独特的研究谱

系。故谈到国内“中国学”研究概念与海外“中国

学”概念时应注意有所区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

相关基本概念的探讨和明确是研究规范发展的前

提，这里做出区分界定是为了国内开展进一步研究

所做的尝试，初衷是为了避免在提及相关研究时产

生概念上的混淆。但我们在开展“中国学研究”时，

应意识到其与海外“中国学”之区分，持复数的中国

学概念。
唐磊:《国外中国学再研究: 关于对象、立

场与进路的反思》，《国外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
李学勤:《序一》，载阎纯德总主编: 《汉学

研究大系》，学苑出版社，2019 年，第 I 页。
张西平:《海外汉学( 中国学) 研究模式探

究》，《国际汉学》2019 年第 1 期。
朱政惠: 《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

研究的若干问题》，《探索与争鸣》2007 年第 1 期。
梁怡:《浅谈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和方

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海
外
中
国
研
究

等学科框架下开展理论探索，进而实现社会

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等跨学科联合的综

合性中国学研究，方能掌握海外中国学的立

体式全貌。
再次，面对新时期海外中国学研究日益发

展的新趋势，坚持海外历史中国研究和现实中

国研究均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对欧美日

等国汉学有着伴随其产生以来至今的长久关

注。自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以

来，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逐渐扩散至其他

国家，其与传统汉学两种研究取向成为 21 世

纪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特点，①这从世界各国当

前的中国研究教研机构设置及成果中亦可得

知。我们开展的反向研究也应坚持对海外历

史和现实中国研究关注并重。由于历史中国

是现实中国的根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

续，中国当今观念、精神、价值来源于对中华文

明的历史传承，中国现实问题背后蕴藏的是中

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 对海外当代中

国学及时关注才能更好地了解海外中国学的

各种视角观点，服务于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局和

社会各行业领域的发展。历史和当下两者之

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据此，我们应始终在

历史和当代两个维度把握海外中国学研究。
最后，中国学研究有了更深度的理论阐

发，从认识论层面反思和对话海外中国学，致

力于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历史和现实中

国，坚定以中国为主体的研究立场。
其一，秉持跨文化比较的理论清醒，客观

看待海外中国学，纠正研究中的盲目跟风，建

立适合本国历史文化的话语体系。反思和解

构近代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普适性价值，认

识其为人类平等且多元的文明之一。西方近

代文明中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因其文

化深层的思维局限导致中国研究的局限性，

应将其在特定历史机缘下确立的普遍性还原

为本来的特殊性属性。② 国内亦有研究表

明，中西文明的差异表现在象形文字和字母

文字所导致的文明元差异、③社会结构以家

族和以法权为本的不同、天下观以多元一体

格局和国族观的区分等方面。④ 从历史总体

走势来看，中华文明历史上曾经领先世界，近

代以来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导致西学对我们

的持续冲击，21 世纪以后中国以强盛之势引

发世界范围的中国学热，可见中华文明的历

史文化基因已传承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并有其持久生命力。当今世界的传统性与现

代性各有其独特价值。对待世界不同的文明

需在互鉴和尊重的基础上发掘共通性价值，

在开放性对外沟通的同时建立由国人开启的

中国研究话语体系。
其二，全面认识海外中国学，反思西方中

心观，在对西方和自身系统深入理解基础上

启动评判海外中国学的实质性工作。中国研

究的中外对话需落实在具体研究议题和文本

分析中才有意义，此时期开始出现诸多评析

性论著，指出西方因中国语言文化功底薄弱、
滥用新式理论，以及不自觉的文化思维偏见，

造成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误读和误导。⑤ 一

方面，海外中国学在研究国历史、社会的各环

节中形成其理论框架和观点结论，⑥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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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汤一介: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

《学术月刊》2010 年第 5 期; 魏海生:《海外中国学研

究的对象、方式和向度》，《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4 期。
于治中: 《全球化之 下 的 中 国 研 究》，《读

书》2007 年 3 月刊，第 3 ～ 8 页; 汪荣祖: 《中西文化

如何对话》，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二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89 页。
王战:《世界中国学刍论》( 讲义) ，上海社

会科学院，2016 年，第 13 ～ 16 页。
王铭铭: 《西方作为他者》，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北京公司，2007 年，第 156 页。
参见: 汪 荣 祖 主 编: 《清 帝 国 性 质 的 再 商

榷: 回应新清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4 年; 葛兆

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

金春明主编: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

人民出版社，2001 年。
Philip C. C. Huang，“‘Public Sphere’/‘Civil

Society’in China? The Third Ｒ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Modern China，Vol. 19，1993，pp. 216 －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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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尤需注意其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与中

国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国人在中国学研

究中应做自我检视，提升关于中外历史文化

的人文素养，①这也是中国研究回归中国、坚
定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

综上分析，21 世纪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广

度和深度上均有重大发展。基于不同学科方

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构成中国学研究的

学科群研究。伴随学科建设和学术话语逐渐

回归的是，中国研究领域各具特色并颇具凝

聚力的国际论坛成为令各国学者颇有认同和

归属感的重要交流平台。尽管取得诸多成

绩，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反思尚处

于起步阶段，局限于少数学者的研究发现，目

前尚未建立海外中国学研究系统的学术批评

和对话机制。因此，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还需再攀高峰。

三、结 语

纵观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演进历程，自

从国内开启域外中国学研究，发展该领域研

究的共识逐渐确立并深化，研究基础不断夯

实，良好局面逐步形成。中外关于中国问题

研究的交流推进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思考

的不断深入，近代中国大门初开和中西学交

融开启了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思考。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学研究在国内获

得文史哲领域的建设性学理探索。21 世纪

以后中国学研究学科框架和研究理念初步形

成并发展。从该历史进程不难看出，国内一

直保持对海外中国学兼具学习和批判的关

注。元明清时期官绅在关注耶稣会士汉学同

时反对其干涉中国儒家礼仪; 晚清民国政学

精英在与海外汉学界的互动中注意传播中华

文明声音，注重借鉴西方汉学治学理念并与

西方对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0 年在与

西方世界“隔绝”时期出现对西方汉学的全

面否定;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海外中国学

研究以镜鉴他者视角为主; 21 世纪以来加强

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理探索，在借鉴其理论

方法和观点洞见的同时重启反思批判。
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探索与中外

国情和中国国际地位密切相关。从国内海外

中国学研究学理探索历程可知，西学日盛与

中学式微成为近现代世界语境转变的主要特

征，国内对海外中国学关注的主要倾向是借

鉴多于批判，由此导致对中国解释的话语权

长时间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世界掌握。近现代

中国的历史困境造成中华文明遭到破坏而不

能有序传承。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中国学研究

在西学向国内持续广泛渗透和国学根基受损

情势下开始复兴并取得诸多进展，然而国内

可与西方展开中国研究平等对话的学者仍在

少数。如今，提升中国研究国际对话能力，建

立以中国为主体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话语体系

已提上日程，提醒着我们加强海外中国学研

究学科建设的紧迫性。
简言之，自中西交通以来，中国与外部世

界经历了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再到文明

对话的过程，中国学研究学科体系和学术话

语权在该历史进程中正在逐步构建。如今，

继续推进与西方中国学的深度对话，在理论

探索和实证研究上揭示其洞见偏见与恰当失

当; 同时引导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建立国内

外兼容、东西会通的中国学研究体系，成为今

后亟须努力的方向。

( 责任编辑: 高 媛)

24

① 严绍璗:《序二》，载阎纯德总主编: 《汉学

研究大系》，第 XV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