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非常聪明的人， 有时候甚至

有点“滑”， 他如果知道你很喜

欢“信古”，就会说“信古”，但如

果面对我，他就会说“释古”。李

先生会看人， 从而针对他们的

兴趣。 “疑古”时代的确起了一

定的作用， 我们读书人都应该

有怀疑的态度， 这是一个知识

分子的基本条件， 没有质疑怎

么会有新的创造？ 我们有好几

种责任，一种是传授传统知识，

一种就是要有创新。

但我个人觉得“疑古”过分

了， 把几乎所有的古书都当成

伪造的，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在

西方学术界， 也有很多人说疑

古派非常科学，我也不赞同，疑

古派的目的就是要用任何办法

来打倒中国传统文化。 在上个

世纪二三十年代 ，曾经 “疑古 ”

的顾颉刚先生就已经开始参考

一些出土文献， 大体上给予承

认，但是最终没有具体改变。顾

先生是胡适的学生。 与学生不

一样 ，1930 年代的胡适改变

了，他看了安阳的发掘以后，觉

得过去对中国古代的看法是不

对的。 虽然中国国内有很多人

批评胡适，但我个人觉得，一个

读书人能够改变自己的基本思

路，这还是很勇敢的。

我不赞成做中国思

想史和希腊思想史

的对比研究

文汇报：您曾表示“汉学无

分国籍国界”，这是对学术交流

融合的一个期盼， 但我们还是

想听您谈谈中外学者在做中国

古典研究方面有什么不同。

夏含夷： 一般会说老外的

学术态度比较客观， 中国学者

有爱国主义精神， 有发扬中国

文化的驱动力， 可能就会对中

国文化的质疑少一点。 这话虽

然有一些道理， 但也不是肯定

的，要具体看是什么中国学者、

外国学者。

别人不谈， 就说说我自己

吧， 谈不上什么优势但可以说

是一个特点。 我在芝大开始教

书时， 是唯一一个做中国古代

研究的， 也是唯一一个做宋明

以前研究的。 学生需要什么样

的课，都由我来设置和教授，有

古典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

虽然教得不算好， 但自己也跟

着学习了不少。 中国学者就没

有这个必要， 你如果是历史系

的，不但专门做历史，而且是断

代的， 可能只做西周， 只做东

汉，等等，眼光就比较窄。 我有

时候研究历史，但也涉及文学、

考古， 这或许能算得上是一个

优点。

文汇报： 那是不是意味着

研究古典学， 最好是要能融会

贯通各学科呢？

夏含夷： 这其实也正是裘

先生的建议。差不多 3 年前，我

在复旦做了一个不能算是演讲

的介绍， 给老师和研究生们介

绍了当时西方学术界新出的一

本书 Philology。 那本书写得非

常好，介绍了 philology 的历史。

philology 就是古典语文学 ，但

是包括现在分类的各学科 ，诸

如人类学、 考古学等。 一直到

1850 年，研究古典学就是什么

都要知道，后来的 170 年里，学

科分类了， 这个趋势并不是积

极、肯定的。裘先生也有这样的

考虑，不过，他在复旦的出土文

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目前也

只是做古文字学方面的研究。

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

兴趣，不能满足这一点的话，肯

定做不好。 古典学是过去的东

西，但西方有句话说“the past is

not past”，“过去不是过去的 ”，

它一直在改变。 我的老师爱新

觉罗·毓鋆的过去和我的过去

就完全不一样，我也相信，再过

50 年 ， 人家的过去跟我的过

去， 也不一样。 过去一直在演

变，不但基本资料在变，人们的

看法也在变，变得更复杂了。我

们不但要了解过去， 还要了解

过去和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有什

么看法， 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根

据上一辈、上上一辈的人来的。

比如我们对商周历史的认识 ，

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根据清代

学者来的， 我们当然会受到他

们的影响， 但如果不知道那些

过去的话， 就不明白为什么会

受到这些影响。

文汇报：就您所知，西方汉

学界目前有没有比较明显 、集

中的研究兴趣和焦点？

夏含夷： 这比较难笼统概

括，毕竟都有各自的着力点。就

我自己来说，这 20 年来一直参

加一个口述文化和写本文化的

辩论。 古代的写本文化现在成

了热点，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

坚持口述文化的观点。 最重要

的一个材料就是《诗经》是什么

时候写的， 有些外国学者认为

战国才写成。 宇文所安有过一

个非常有名的采访， 他认为中

国虽然很早就有文字， 但不会

用文字写诗。 我是完全不赞成

的， 如果中国文字不是起这个

作用的话，那我 40 多年来的研

究就全浪费了。 我一直在看青

铜器铭文，是可以表现诗意的。

口述文化和写本文化的辩

论还涉及另一个辩论， 即应该

以什么研究方法为主。 对我来

说， 基本知识和资料都是中国

的， 但另外有些看法认为我们

应该去比较，做比较文学、比较

历史学。比如，做中国的思想史

就应该跟希腊思想史做对比 。

我不赞成！ 我对希腊没有专门

研究， 虽然最经典的那些在大

学时期都看过 ，但是 ，看 ，和真

正做研究是两回事。 如果一定

要做一个对比， 那就要降低到

最低的标准。 这又回到了我们

之前讨论过的那个问题， 中外

学者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异

同。 毕竟双方的基本知识不一

样， 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把

握要多得多， 那我更要把针对

中国的资料当作主要责任了。

2005 年，老师爱新觉罗·毓

鋆过 100 岁时，我去拜访他，谈

了有两个钟头。 他说中国内地

现在有一种新的 《周易 》，并不

是咱们孔子的 《周易 》，老先生

还从书架上抱起厚厚的那本书

扔在一边。 他是不要看新东西

的， 因为年轻时就有一个非常

完美的知识体系， 对中国传统

文化什么都知道， 每一个因子

都有它的位置，能围成一个圈，

百分之百，什么都不缺。如果有

新的东西，根本插不进去。一方

面来说，这非常美丽，他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了解是通盘的 ；但

是另一方面， 现代的学者有创

新的责任， 又有这么多的考古

发现， 怎样能插进去这样一个

完美的圈子呢？ 其实现在才发

现， 我们所谓的完美是非常缺

乏的， 对中国古代的了解就只

是一小部分。不过，有些中国学

者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 他们

认为自己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

样的。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必须

下一点功夫， 或许到最后都不

一定全知道， 但至少知道我自

己不知道。

有些中国年轻学者

太好奇了

文汇报： 您目前有没有很

想做， 但由于精力或者其他条

件限制而没有展开的研究？

夏含夷：就在前两天晚上，

我还跟清华大学的老师们提

起，我年轻时夏天没有课，拼命

做研究 ， 现在基本上不做了 。

他们说大家都是这样， 年纪大

了， 也有的做领导了。 现在的

我主要给中国国内组织一些项

目，因为我在国外的关系，在中

国也稍微有一点名， 很多学生

愿意来做翻译，在武汉大学、中

西书局、 清华大学都有翻译的

项目。不过，这些都不算是做研

究，更像是工程一样。 1990 年

代， 我们第一次听到夏商周断

代工程的时候，都吓了一跳，想

着文科怎么会是一个 “工程”？

现在我理解了， 做的很多项目

也都是工程， 贡献比我自己做

研究要多很多。 以前天天坐在

办公室里， 就是看书， 乐在其

中。 现在的我，可能就不是做研

究的阶段了。

文汇报： 您和中国古典学

界交流广泛， 能不能谈谈对中

国年轻学者的看法？

夏含夷： 中国的很多年轻

学者都做得非常好， 现在有这

么多新的资料， 大家都还在整

理，这是基础。 整理好以后，希

望能再进一步做些研究。 如果

要有点批评的话， 就是中国年

轻学者太好奇了， 总是好奇最

新的东西。 比如郭店简刚出来

的时候， 中国古典学几乎都在

做郭店，上博简出来后，又一下

子都跑去做上博简了。 很多年

轻人一有想法就发在网上 ，这

和“素人”做研究还是要有所区

别的，要沉淀一下。

文汇报： 对想走入中国古

典学大门的年轻人， 您有什么

想说的吗？ 能否谈谈西方的中

国古典学教育？

夏含夷：中国古典学的大门

一直是开着的，只要年轻人肯进

去，也就进去了。 现在的年轻人

有一个优点，就是汉语水平比我

们那个年代要好，很多人在高中

已经开始学汉语了，我到 20 岁

才开始。 他们也很容易到中国

来，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可能，

当然， 去台湾对我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经历。 我的老师倪

德卫古代汉语水平很高， 但一

句汉语都不会说。 不光是他，那

个时代很多汉学家都是这样 ，

研究做得很好，但不会说。

芝加哥大学有一点可能跟

美国其他学校不一样， 就是非

常强调古典学的学生要知道出

土文献。 有些学生可能不是专

门做这个的， 但我们要求他们

要明确自己受过这样的训练 ，

不是做出土文献的， 也要知道

怎么做， 知道出土文献的基本

问题在什么地方。 芝大觉得考

古出土的东西是最新也是最有

意思的。 我跟同事夏德安先生

有共同的认识，但也不一样。 他

就完全放弃传统东西， 我还是

要看《周易》《诗经》《尚书》。 比

如，现在有很多老外在辩论《论

语》，我们可以利用出土文献来

看看它是怎么创造、流传的。 从

郭店简、上博简里面，虽然没有

找到一个 《大学 》《中庸 》，但是

跟它们相似的， 比如郭店简的

《缁衣 》，就应该跟 《中庸 》是姊

妹篇。 我要求学生都要看 《中

庸》《缁衣》，还要看和《礼记》里

的 《缁衣 》有什么差别 ，会不会

影响我们对《中庸》的理解。

我不谈其他大学对学生的

要求， 至少芝大的学生在毕业

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学术养成。

■

邗 （上接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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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安阳

殷墟的妇好

青铜鸮尊

爱新觉罗·毓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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