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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费正清

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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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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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班! 到新罕布什尔一家小学做
毕业演讲!循循善诱!跟孩子们
强调扎扎实实学好语言的重要
性" 他们只是不愿牵扯于行政
事务! 而更希望留出时间漫步
在神学街和住处间!与书为伍!

会友论学"

这和社会活动能力极强的
费正清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战
期间!他应召服务于华府!长达
五年!#参与筹建把学术机构转
变为服务于战争的研究机构的
工作$%费正清每周都在哈佛广
场附近的寓所举行下午茶会 !

各方人马无不应邀" 他在晚年
回忆说!致力于亚洲研究!引导
人们关注亚洲是他年轻时就立
下的一生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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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尼克松
访华后不久! 费正清成为周恩
来的座上宾"

%"&'

年!他还随蒙
代尔副总统访华" 在美国的学
术组织里! 他先后担任过美国
历史学会和亚洲学会的会长 "

他的回忆录通篇充满了对他学
以致用的志趣和把中国历史与
现今社会相联系来从事研究的
描述"

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
只字不提在哈佛共事多年的柯
立夫和杨联陞两位同行! 倒是
两次写到贾德纳 !可评语都带
着实在不敢恭维之意 %

%"()

年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完成博
士学位之后回美 !走访了多所
大学的远东研究中心 !拜访领
域内的学者 %在哈佛他有机会
和贾德纳面谈 !之后他马上评
价道 ( #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
学者 $) #一位无私的朋友 !知
识渊博 !待人热情 $!但是说自
己不理解贾德纳竟然 #不善概
括和综合 ! 因此没什么研究
成果 $% 费正清还对贾德纳的
教学成效颇有微词 ( #研究生
们从他那里受益良多 ! 然而
本科生从他那里似乎学不到
什么东西 * $另外 !他还记了
%"*+

年美国历史学会竞选协
会主席和副主席时 ! 贾德纳
提出不能让那副主席自动升

任主席的建议 %费正清说这位
#博学而不切实际的贾德纳 $!

提出的建议在理论上来说是
对的 ! #但操作起来 ! 实为荒
谬 * $其实 !担任学会主席之
类的职位对于热心参与学术
组织 ) 乐于社交的费正清来
说 !可能算是大事 !但是对贾
德纳这样的书斋学者来说 !实
在无足轻重 %

上文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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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冲突
在赖世和与杨联陞之间的频频
交流和协调下!得到了平息!但
是欧洲的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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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
土的中国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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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的分歧并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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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杨联陞日记里记载 #费正清对
&哈佛东方学报 ' 有不客气讽
刺$!可能是因为&学报'选用汉
学之风浓重的文章! 而且频频
刊登柯立夫和杨联陞自己的论

文%进入
%")+

年代!在美国学术
界!中国学得到长足发展!同时
美国高校内掀起一股大学校园
应成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的潮流% 美国亚洲学学界展开
了一场有关欧洲汉学和中国学
的大讨论%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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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亚洲学
年会上!学者们各抒己见!就汉
学和以历史和社会科学方法研
究中国的做法展开讨论! 众说
纷纭! 讨论的主要内容刊登在
当时的 &亚洲学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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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当时!不少
学者认为欧洲汉学已经过时 !

甚至已经完全失去了学术的生
命力 ! 但是牟复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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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为客观 )中肯
和平衡的观点! 认为汉学和区
域研究) 以特定的学科取向研
究中国的做法并不矛盾! 且能
相得益彰%

在哈佛! 费正清研究中国

史的影响越来越大% 他认为发
展区域研究! 以历史学和社会
科学的方法取代传统汉学才是
研究中国的真正有效的方法 %

由此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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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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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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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后期 !美
国本土的中国学基本成形 !早
年传入美国的中国传统训诂
学) 考据学和欧洲汉学之风逐
渐在学界消隐%

柯立夫和杨联陞当然难以
回避这一股新的学科发展潮
流! 期间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哈
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编纂项目
的终结%

%"*&

年!也就是叶理绥
离任的第二年! 哈佛燕京学社
即决定停止洪业负责的汉学引
得编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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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
项目历时二十多年! 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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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有关 &春秋左传 '&论语 '

&孟子'&汉书'&大藏经'&水经
注'等古籍的引得!确实花了不
少经费! 很多学者为之倾注了
大量的心血% 就这一项目的终

止原因! 书面上解释说是因为
工程过于庞大! 尚需好几十年
的时间和难以承担的巨资才能
完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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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哈佛燕京学
社正值搬迁! 原来在地下室库
存的引得项目积累的大量卡片
无处安放!学社决定要么销毁!

要么搬到别处% 哈佛燕京学社
董事会讨论如何处理这些卡片
时! 意识到如果一下子销毁所
有这些卡片!肯定会引起异议%

由于柯立夫常用这些卡片 !董
事会同意出资将卡片全都运到
柯立夫在新罕布什尔州住处的
地下室%如有学者需要!柯立夫
可以帮忙调出% 这看似一个存
放资料的空间问题!但事实上!

先是这一项目的停顿! 后来是
卡片的搬出! 都说明了汉学在
%")+

年代之后的遭遇! 而把所
有的资料卡片搬出哈佛燕京学
社正象征着汉学不再举足轻
重%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引得
的卡片和柯立夫的私人藏书一
起! 依然被存放在新罕布什尔
一家教堂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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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后 !柯立夫依
然故我 !做他的以文字学和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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