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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大家一样 !我对 "中物
西传#的题目也很有兴

趣$ 可以把它和"中学西传%并
列研究!配成一对!所谓物质和
精神并举!很有意思$

我和高晞& 王维江都是早
期毕业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室的同仁! 所以一定要回来参
与这个会议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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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
后! 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这个
研究室的方向之一$ 我们都是
朱维铮先生的学生! 由于朱老
师的提倡! 我的研究也是较早
地进入中西文化交流领域$ 中
西文化交流! 过去的研究较多
关注 "西学东渐 %!研究耶稣会
士的翻译!如'几何原本()关注
传教士给我们带来的知识与本
土知识的融合!如古希腊的*四
行%与中国的*五行%之关系$总
之! 讲的较多的是中国如何受
西方影响! 或者讲中西方学者
如何在华互动!发展*西学%$相
反的运动!即*中国如何进入西
方%!这样的题目讲得较少$

当然! 真正独立研究中西
文化交流的学者很早就都知
道!中国思想&中华文明对西方
也有作用!影响是双向的$只是
我们中国本土学者更愿意持一
种开放态度! 希望从接受的角

度讲 *西学 %!而不是用夸饰的
方式讲*中学%$ 中华文明如何
影响西方 !儒 &道 &佛学说如何
在欧洲被积极谈论! 这种题目
最好是由西方学者来讲! 说实
在欧洲学者研究*中学西传%比
中国学者好得多! 最近如艾田
朴的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毕诺的 '中国对法国哲学形成
的影响(!都不是目前中国学者
写得出来的! 毕竟这个话题是
在欧洲发生的! 用西方语言完
成的$

但是! 中国学者必须要走
到世界上去! 从世界的角度看
中国! 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看
周边$ 研究*全球史%&研究*早
期现代性%!都必须和西方学者
在同一个平面上思考问题$ 同
理 !研究 *中学西传 %&*中物西
传%!即中国文化影响欧洲和西
方! 也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整
体来看问题! 初不必设此疆彼
域 !讲什么 *非我族类 !其心必
异%$我们当然承认学者都是受
到语言和文化限制的!但是*限
制%是拿来突破的!不是用作声
张的$ 这一领域的研究要懂葡
萄牙文&拉丁文&法文&英文!甚
至西班牙文! 以前这个条件不
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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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留学欧洲的学

者!如向达 &冯承钧等懂英文 &

法文!小语种就不行了$欧洲学
者有多语种的天然优势! 美国
学者就差一点了! 过去芝加哥
大学有一个博克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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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用葡萄牙&西班牙文!其他既懂
专业!又掌握小语种的也不多$

可喜的是我们年轻一代学者都
起来了! 掌握小语种的专业学
者越来越多$ 北大南亚所得陈
明教授在! 北大做中西交通史
有天然优势!欧洲小语种之外!

还有南亚&东南亚语言!甚至南
洋的方言都要用到$ 复旦历史
系以前有章巽&姚楠教授!他们
熟悉东南亚语言! 研究南海的
中西交通史! 很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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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学成的国内学者在
这方面衰退了!一般只掌握英&

法&德大语种!不能掌握这些方
言$现在情况好很多了$研究南
亚的懂梵文&巴利文$在我们这
个领域 !上海 &北京 &广州有越
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懂得拉丁
文&葡文&西文&意大利文!我们
慢慢地有条件去研究中国文化
的西传$

中国学者参与研究 *西
传%!是个突破$ 我觉得今天会
议的主题讲 *中物西传 %!是另
一个重要突破!意义重大$过去

讲 *西传 %!一般都是落实到儒
家思想如何影响欧洲启蒙运
动 !夸耀 &自豪一番就结束了 $

中国儒家思想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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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
洲启蒙思想的影响! 欧洲学者
的著作汗牛充栋! 中国的哲学
家朱谦之&冯友兰都喜欢谈$这
个话题!从

-$

世纪初年到现在
还在不断地书写$ 这一领域还
有很多题目需要中国学者去开
拓! 但我们对欧洲语境还不很
熟悉!档案分散在各处!版本也
要清理! 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是
纵横交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而! 毕竟一般的知识都已经
了解! 有些问题结合明清汉语
文献! 加上我们多了解一些中
国语境! 所以也可以发表一些
意见了$ 我们现在更加缺乏的
是对物品的研究!对物质形态&

物质文明的研究$ 形而下的物
质生活! 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交
流! 更值得花力气研究$ 法国
*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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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物质文明&经
济和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为
了给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和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一个解释基
础$ 可惜*年鉴学派%的研究方
法还没有引入 *中西文化交流
史 %$ 我们老是跟人讲仁义道

德!儒家思想对外传播!也是只
讲*孝%&*群%的价值观念!讲得
大家都烦了$ 道德说教很不中
听! 而真正有意义的物质形态
研究非常缺乏$

*开放%

%$

多年!我们眼界
也开阔了$我们的游客!在欧洲
看到了很多 *中国风 %在流传 $

我们在学时 !关于 *西域 %&*南
海%可都是纸上谈兵$

!,

世纪
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

现在讲艺术+

012) 3*45

,!还有时
尚 +

03561'2

,!流行的是 *欧洲
风%!而当时的欧洲却曾经流行
7612'15)*1)

!就是 *中国风 % !

那时是欧洲学中国$ 园林& 宝
塔 & 亭子 & 牌楼 ! 欧洲都要
学$ 我们在慕尼黑王家公园看
到的那座中国宝塔! 不像个塔
的样子! 但巴伐利亚国王是真
的在模仿$ 我觉得欧洲城市街
角上的亭子也是*中国风%$ 无
论八角! 还是六角! 或是圆形
的!中世纪并没有亭子!应该也
是

/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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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按图样描摹过
去的$

我
原来准备了一个*中物
西传%的题目-

/"

世纪

为什么今天要研究!中物西传"#

!!!李天纲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李天纲

!"

世纪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流行的是"中国风#$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
迫切需要的精神!即是一种自然神学$ 今天!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
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
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

先生在会上展示的系列视频 !

有一集是阿玛尔菲所保存的古
老造纸作坊! 现已转型为造纸
博物馆! 墙上挂着世界上伟大
的造纸名家像! 第一位就是中
国汉朝的蔡伦$ 早在唐代! 中
国的丝绸 & 造纸工匠流向西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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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阿玛图尔达家族
在阿玛尔菲建立了手工造纸
厂$ 中国是造纸的故乡! 有这
样的博物馆吗. 他还拍到翁布
里亚的贝瓦尼亚村庄保存至今
的造纸作坊& 瑞士巴塞尔的造
纸博物馆& 波斯丝绸之路上的
古驿站和城堡以及里斯本& 里
昂与中国瓷器和丝绸相关的博
物馆 $ 许敏给予我们的启示
是! 研究这一课题! 仅读万卷
书是不够的! 还需行万里路$

说到意大利! 这里是西学
东渐的起点! 其实也是中器西
传的重要中转$ 会议邀请复旦
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
教授承担主旨发言! 正是出于
这样的考虑$ 他演讲的题目是
'龙华民 /关于中国宗教不同
意见的论文0 的缘起& 版本与
影响 (! 属于中国知识西传的
范畴 $ 在利玛窦等人的 *西
儒# 策略和译名困扰争论日趋
激烈之时! 龙华民的这篇论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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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传入欧洲 ! 影响巨
大!引起莱布尼茨的关注!他认
真加以研究!得出中国是*东方
的欧洲#的结论!并称中国的宗
教是自然神学$ 龙华民文章的
另一个效应是! 促进了中国人
参&茶叶和高岭土的西传$如果
我没有曲解李教授的话!那么!

东渐和西传! 在耶稣会士身上

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一个过程的
两个方面$

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场放在
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冥
冥之中是对这篇主旨发言的呼
应! 由藏书楼的徐锦华先生精
心策划的*西文书籍里的中国#

图书展 ! 挑选出
98

本馆藏珍
本! 其内容正好覆盖了本次会
议所讨论的中国知识和产品西
传的主题$

在
藏书楼举行的圆桌会
议上 ! 与会学者提出

了诸多富有启发的建议- 广州
美术学院郭伟其教授在会上发
表了有关屏风西传的专文! 他
提出了艺术史和历史学到底是
什么关系的问题 ! 值得思量 $

中山大学历史系黄超博士为本
次会议提交了中国白铜西传的

论文! 他以自己的研究经历提
醒大家! 国外的遗物清单是值
得重视的第一手史料! 同时要
善于与各国收藏家和博物馆交
朋友$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
院何俊博士在会上发表了中国
皮影西传的演讲 ! 他现身说
法! 指出光语言好还不行! 需
要大文科的观念和跨学科的研
究方法$ 此外! 刘朝晖& 陈明
都提出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因
为本课题跨多种学科& 涉多个
国家和语种 ! 尤其是小语种 $

因此! 期待更多掌握小语种的
学者加入我们的团队! 也期待
掌握小语种的各国青年才俊投
入这一领域$

*要做好这一选题! 需要
全球史的视角! 需要了解近现
代的发生过程! 探究现代性的
起源! 关注过去所忽略的早期

现代性111尤其是早期现代性
的空间范围 ! 并不仅仅是欧
洲$ 以前的全球现代性只有一
种形式! 排斥其他的文化$ 杜
赞奇最近的一本书就谈到! 日
本& 印度和中国都可以产生现
代性$ 所以就像卜正民先生在
'哈佛中国史 ( 序言中提到的
朱维铮先生的那个比喻! 我们
不仅要看清楚房间里面的细
节! 还要了解房间外面! 通过
房间外面来确定房间的空间位
置! 认识到中国并非孤立发展
而来 ! 而是世界的一部分 $ %

李天纲教授在圆桌会议上这么
说$ 我也想以此作为本文的结
束 语 ! 因 为 ! 这 正 是 我 们
:;<%

年初设计本课题的目的
所在$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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