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宗教史及中国语文"尤以七
八十篇书评闻于海外汉学界# $

叶理绥担任哈佛燕京学
社社长期间 "是柯立夫和杨联
陞在远东系从事教学和学术
研究一帆风顺的时候# 两人并
驾齐驱担任中国史和中文以
及蒙文的教学工作 # 期间 "和
洪业一样 "杨联陞有兴趣研究
%蒙古秘史 &"而且会不时翻阅
这部蒙古史的经典' 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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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杨联陞就有意开学契丹
语 "而且柯立夫还答应私下自
愿教他蒙文' 他俩还会抽时间
一起阅读南宋彭大雅撰写的
%黑鞑事略 &"也一起讨论 %蒙
古秘史 &中的用词和章节 ' 这
和当时他权衡去留哈佛时跟
胡适提到的将来的教研计划
一脉相承'

在培养学生方面"这一时段
也是两人最有成效的时候'杨联
陞门下出了余英时和杜维明两
位博士"而柯立夫的一大成就就
是 培 养 了 得 意 门 生 傅 礼 初
(

%&'()* +,(-.*(/

)' 傅礼初不仅
是他的接班人" 更是他的自豪
和欣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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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傅礼初取
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做了三年的
博士后研究员" 继而出道成了
远东系的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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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荣
获终身教职' 傅礼初可谓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 如果说那个年
代这一领域内有将语言! 历史
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兴趣和方法
结合起来的学者" 那么非傅礼
初莫属' 虽然出自柯立夫门下"

但是他的视域! 研究兴趣和关
心的议题要比他的导师开阔得
多" 重视语言对这个研究领域
的重要性的同时" 又能把语言
能力同对中亚历史! 地理和宗
教的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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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柯立夫满怀推动
哈佛大学的蒙古文史教研的宏
愿"力荐傅礼初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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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对中国的中亚地区研究至

关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了内
亚和阿尔泰研究博士项目委员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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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以年
富力强的傅礼初教授带头 "专
门培养从事中国中亚和内亚地
区的博士生' 傅礼初受聘在远
东系发展中亚研究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他的学识!才能以及
能和他的老师相媲美的语言能
力 "加上随和 !友善的性情 "为
哈佛的内亚和阿尔泰研究打开
了一个新局面" 可是令学界扼
腕抱憾至今的是傅礼初不幸过
早离世'这不仅对柯立夫个人"

而且对整个领域在哈佛的发展
带来了难以恢复的打击'

柯立夫和杨联陞两人间的
学友情深不仅来自早年在北平
的交往"还有共同的学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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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杨联陞在台北 *中央研
究院$ 就历史和语言的一番演
讲说明了他俩意气相投之处 '

杨联陞说到"以历史去看语言"

就是*以一个历史的学徒"学历
史的人" 来看语言或是关于语
言的知识有什么重要性' 就好
像我们传统说的经学和小学的
关系 ' 要通经学不得不通小
学$' 也就是说"*要其通史学"

对于历史上+ 历史书里的各种
语言现象"不可以不注意"不然
就要闹很多的笑话" 出很多的
错误 $' 这实在可以和陈寅恪
*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
史$的说法相提并论'

此外"杨联陞和洪业一样"

汉学的兴趣甚广" 尤为关注元
史和中国边疆史的研究' 他向
柯立夫请教元曲中的蒙古语 "

而柯立夫也时不时向杨联陞问
询古汉字的渊源' 除了相互切
磋学问之外" 柯立夫和杨联陞
的情谊更在私交'他俩好些年都
穿着博士袍结伴参加毕业典礼
上的教授列队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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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柯
立夫晋升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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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杨联陞特意请宴庆贺' 每逢
圣诞节" 杨联陞和太太总是准

备好饺子和茶叶" 提前一周送
给柯立夫过节' 而到了中国农
历新年" 柯立夫都会给杨联陞
的儿子汤姆送上压岁钱" 年年
不误' 此外" 早年住在尼德姆
时" 柯立夫时时会邀请杨联陞
到家中聚会"带杨联陞到自己长
大的尼德姆镇上蹓跶"在自家花
园里赏花树"总让杨联陞捎上一
株花!两棵树苗什么的带回在家
后院栽下'到后来柯立夫买下新
罕布什尔州霍尔孜山麓一处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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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之大的牧场时" 他还
会自己开车带上杨联陞和傅礼
初北上去游览' 而作为学者的
柯立夫的生活的这一面" 他的
大多数同事并不十分了解 "但
是柯立夫乐于和杨联陞交流 "

不时和杨联陞分享自己在新罕
布什尔的牧民生活' 他纯粹把
霍尔孜山麓的牧场开辟成了一
片蒙古草原" 养了成群的牛马
和整队的金毛犬' 先是每逢周
末"他就驱车往北"照看牲口"暂
住邻居家里' 后来在牧场定居
后"他花了不少精力修理房子"

以确保自己的牛马在新英格兰
的严冬里不受冻'

虽然柯立夫和杨联陞是非
常亲密的同事和学友" 每逢晚
聚!郊游!鸡尾酒会之时"他们总
是一起参加"而杨联陞家中凡有
宴请" 柯立夫也是少不了的常
客 ,不过 "他们之间也有异议'

杨联陞对柯立夫写文章总带特
长的脚注"甚至注里加注的做法
发感叹-*带长注释的文章已经
不再流行了$" 而且对柯立夫过
分咬文嚼字的做法也不赞同'当
柯立夫一再向杨联陞讨教一两
个古词牌的用语的来龙去脉
时"杨也表示不满 -*柯 (立夫 )

为此等不重要之成语小典故 "

浪费精力不少' $由于过于咬文
嚼字" 柯立夫耽搁了出版专著
的进度" 比如他倾注了毕生精
力的%蒙古秘史&译注就一拖再
拖"最终还是未能以全文出版'

其实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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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柯立夫就已
经完成了%蒙古秘史&的完整校
样" 当时就把一厚册给杨联陞
看' 杨联陞深知柯立夫做学问
出书慢工出细活的习惯" 劝他
早点出版" 还特别跟他说-*勿
因小题再拖延' $另一说法是由
于某些片段和论点同洪业理解
不一" 而他要等到洪业过世之
后才愿意让自己的论著面世'

从叶理绥在哈佛燕京学社
资助下创办远东系"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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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正是汉学在哈佛起步" 也是
柯立夫和杨联陞的教研成果大
显光彩的时期' 柯立夫和杨联
陞以中国考据传统和欧洲汉学
的方法对中国文史典籍的介
绍!研究及考证"为在美国学术
界进一步发展中国研究奠定了
基础'但是"欧洲汉学的纯学院
风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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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在美国开始
的了解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极大
兴趣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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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是柯立夫和杨联陞从事汉学
教研的黄金时代"也正是美国本
土的中国学兴起而欧洲汉学逐
渐退场的时候'

汉学与中国学

叶理绥担任哈佛燕京学

社社长一直到
3"41

年 "退休离
任后他离开美国回巴黎安居 '

他以欧洲汉学的研究方向和
培养方法为模本 "创立和发展
了哈佛大学的远东系 "频频邀
请中国和法国汉学家来哈佛
讲学 !访问 "使康桥成为美国
研究中国的重镇' 他掌管哈佛
燕京学社期间 "沿循欧洲汉学
传统来选派学生前往北平进
修 "培养了美国第一代汉学中
坚 ' 正 如 他 的 学 生 赖 世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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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远东学之父 $之称 "叶理
绥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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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哈佛远东系带
着浓重的法国汉学之风" 除了
柯立夫和杨联陞以及贾德纳以
外" 还有研究中国文学的魏鲁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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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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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也在北平进修过 "是
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项目培养的
第一位博士" 专攻唐之前的佛
教和道教 "是研究 %魏书 &的专
家' 当他得知同受哈佛燕京学
社资助的赫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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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诗学 & 为题写博士论文时
说-*这实在太难了" 因为没有
透彻研究每字每句之前是不可
能真正研究这部%诗学&的' $魏
鲁南和柯立夫+ 杨联陞同出一
路" 觉得美国需要更多的法国
汉学式的研究" 即如同伯希和
大师" 以某一虚词为题就能写
出
4$$

多页之长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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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远东系长足发
展时" 东亚研究领域内开始有
不同的发展趋向' 虽然柯立夫+

杨联陞和研究中国的同事之间
时不时对教研内容和聘任教员

傅 礼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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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

年早逝"不仅对柯

立夫个人"而且对

整个内亚和阿尔

泰领域在哈佛的

发展带来了难以

恢复的打击%

&蒙古秘史'"或称&元朝秘史'"共十五卷"成书于
,123

年"作者不详% 书中记载了大量成吉思汗

一生的经历"大部分都是第一手史料"甚至是唯一的记载% 明朝推翻元朝(占领大都!北京$时"获得了

这部蒙古王室世代相传的&蒙古秘史'%&蒙古秘史'以蒙古语写成"但经辗转传抄"蒙古原文已佚"只余

下汉字的标音与意译"目前流传下来的唯一完整版本是汉字标音本% 标题为)忙中豁仑*纽察*脱察

安+"意为)蒙古的秘密书册+% 柯立夫积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蒙古秘史'部分英译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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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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