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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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 !正当贾德
纳离开哈佛远东系四处求职
时 ! 柯立夫和杨联陞都已受
哈佛燕京学社的正式聘任 !

开始了在远东系三十余载的
教研生涯 "从此他俩都没有离
开过哈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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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柯立夫完成兵役
后从中国回到哈佛继任助理教
授 !开设中文 #蒙古文 #宋元文
选读和 $四库提要 %等课 !他漫
长的教研生涯全面展开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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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开始!杨联陞也正式
被哈佛燕京学社聘为远东系的
助理教授!任期五年"对他个人
生活来讲最重要的是接受了这
一聘任之后! 杨联陞终于能让
妻子和小女来美团聚! 开始在
康桥安居乐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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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柯立夫已被
考虑由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
&当时为终身教职'! 并顺利通
过"作为同事!杨联陞还为此给
柯立夫写了推荐信! 他特意指
出柯立夫精通多种语言和亚洲
学! 许多中国学者称他为伯希
和的继承人! 堪称蒙古学领域
的一位领衔学者" 柯立夫在教
职上可谓平步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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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
于在蒙古学方面的贡献! 柯立
夫 还 荣 获 法 国 汉 学 儒 莲 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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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当杨联陞被考
虑由助理教授晋升为永久的副
教授一职时! 柯立夫为此写给
费正清的推荐信里写道()他是
一位出色的学者#一位完美而又
令人非常愉快的绅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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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立夫对杨联陞的学问和为
人充满了敬佩 "

对这一段学术生涯! 杨联
陞自己也认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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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的
十年是他 )打入西洋汉学界最
用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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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杨联陞
春假游欧! 见到了许多汉学界
的同仁!得到他们赏识!杨联陞
自己解释说()因为这时我对所

谓西洋式的汉学! 似乎已开始
及格了" *他访问英国时!见到
了已经从剑桥大学荣休的慕阿
德" 慕教授问他()你想我们西
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 *杨联陞
说()岂有不能之理! 只有深浅
而已" *这可是他对西方人做汉
学的一番客气话"

英国的汉学界非常器重他
俩的学问" 柯立夫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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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应邀前往英国的剑桥大学任
教! 剑桥大学想让他接任夏伦
&

E41-.F G.2=4/

!

'H"H

,

'"*'

'

的汉学讲席!但是他回绝了"之
后他就一心一意在远东系任
教"柯立夫婉言谢绝后!剑桥大
学又给杨联陞发来聘书! 杨联
陞同样谢绝" 但是能和柯立夫
齐名得到剑桥大学的邀请 !让
他非常高兴"

除了教书#著书立说之外!

他们两位还一起担任 $哈佛东
方 学 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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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委" $哈佛
东方学报% 是哈佛燕京学社汉
学研究的窗口! 两人在承担编
辑工作的同时! 也在上面发表
多篇论文" 柯立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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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晋
升为远东语言教授&

67=?511=7 =?

J.7 K.1-57/ L./@4.@51

'后!他在
中亚研究! 尤其是蒙古史和蒙
文方面已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
专家" 他在东亚系的学生康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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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所有关于蒙古帝国的研究
资料都是三手# 甚至四手材料!

也就是从蒙文翻译后再转译的
材料! 根本没有人了解原始的
蒙文史料! 正是柯立夫毕生精
雕细作的努力和对蒙文原著的
敬业研究为这一领域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称他为美国蒙古学
的创始人和鼻祖 ! 实不为过 "

他的得意门生傅礼初称他为 )国
际学术界研究古蒙古语的举世无
双 的 大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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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他一直很
想增加蒙古文史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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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柯立夫决定在下一学年添
上一门近代外蒙白话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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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可谓杨联陞的
学术高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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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他应戴
密微之邀前往巴黎用法语做
了四场大型公开演讲 !当时被
学界称为 )中国的戴密微 *!还
收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

亚大学的特邀聘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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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芝加哥大学历史
系为了挽留何炳棣! 校长乔治-
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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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副校
长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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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继毕都担任校长' 一起找他谈
话!愿意尽所有可能!全力支持
何炳棣在芝加哥大学发展中国
史教研"他们直截了当地说()由
你建议! 怎样才能把芝大中史
教研真正做到举世无匹 &指质
不指量'" *何炳棣说()此事并
不难" 只需要从哈佛挖出杨联
陞一人" *何炳棣当时对杨联陞
的评价是()他不是一般所谓的
历史家! 却是一位非常渊博的
汉学家! 虽然他主要的兴趣是
中国经济史"杨和我两人联合的
拳击力!决不亚于任何西方和东
方著名学府中史教研方面最具
代表性人物的力量" *何炳棣甚
至都说()杨如来芝! 哈佛传统
中史行将垮台" *此时!杨联陞
在美国汉学界威望很高! 被称
为 )西方汉学的警察 *!也有说
他的声誉和影响)如日中天*"

在何炳棣的推动下!芝加哥
大 学 历 史 系 主 任 麦 克 奈 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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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给杨联陞
发来邀请!信中的措辞充满求贤
若渴之意" 杨联陞在

%

月
(

日午
后收到信!在日记里写道()&系
主任说' 学校对出版绝不加压
力!教书等不会太累" 意思颇诚
&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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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样! 比较
含蓄'" *他马上找东亚系的海
陶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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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和哈佛燕京学社的代理
社长白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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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他
们都建议杨联陞)应与学校讲
价*! 他也有点心动! 可是反思
道()似已走上非讲价不可之路!

自己亦觉可笑也" *

为此哈佛文理教授院福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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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马上行
动 !不仅答应加薪 !授予他 )哈
佛燕京学社讲座教授*的头衔!

还说他以前晋级一事学校对他
有所亏待! 而且原则上同意他
的请求! 考虑增加中国史的教
职" 杨联陞借此机会向院长直
面推荐余英时为中国史方面的
候选人" 杨联陞还在私下里就
此和柯立夫长谈! 柯难免觉得
失落! 跟杨联陞说了一通责怪
哈佛的薪水过低! 自己要提早
退休之类的气话" 之后一周内
杨联陞当机立断! 决定留在哈
佛"他自己为此也松了一口气!

说)即为告一段落矣*"

即使杨联陞芝加哥大学之
行未成! 甚至根据何炳棣的回
忆录! 他们之间始于清华园的
情谊从此蒙上了一层霜! 但是
多年后! 何炳棣对杨联陞的学
术评价之高!丝毫不减当年"他
跟母校介绍杨联陞时说()海外
清华大学史学传人最早成名者
是
"

级的杨联陞" 杨才思敏捷!

博闻强记!精通日文!既能大量
利用日人研究成果! 往往又能
指摘其史料或诠释之不足 !任
教三十余年间写作广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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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汉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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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后在哈佛的境遇!在费正清的回忆录里清晰可见" 其实早在
!"%$

年代
的后半期!伯希和就意识到了欧洲汉学面临的危机" 这在二战后的美国得到活生生的应验!原来传
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二战以后的国家和社会需求!在学界逐渐消隐" 从

!"&$

年代末
到

'"($

年代中后期!美国本土的中国学基本成形" 柯立夫和杨联陞当然难以回避这一股新的学科
发展潮流"

李若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