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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研究中国历

史有两个突出优势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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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根

据您英文版著作翻译的 "中国

历史研究手册# 面世$ 我们知

道从
#%&'

年以来 ! 您一直在

修订 % 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 !

先后有
(

个版本! 请问您是从

何时开始萌发撰写这本书的想

法的&

魏根深 ! 那要从
!"

多年
前说起了 ! 我

#$%&

年进入英
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 "

#$%'

年开始自学中文 "

#$%(

年从历史学系转到东方学系就
读 "

#$%)

年本科毕业到北京
语言学院教了

'

年英语"

#$%*

年获得了剑桥大学东方学硕士
学位 !

+$%,

年 " 我作为普林
斯顿大学博士生第一次去哈佛
大学 !

+$*+

年 " 我以伦敦大
学副教授的身份到哈佛访学 !

当时费正清先生是哈佛大学东
亚研究所的所长" 现在那里已
经改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了 !

费正清先生很注意培养年轻
人" 他每周会抽一天请所有研
究所的学生到他家去聊天" 大
约聊

'

小时!

一天晚上" 我跟大家一起
去了费正清先生家! 他问我现
在在研究什么" 我说我在伦敦
大学教远东历史学" 然后讲了
自己学中国历史的经历" 并告
诉他我有一本记录自己学中国
历史的笔记" 是从研究生时候
开始记的! 费正清先生对这本
笔记很感兴趣 " 让我寄给他 "

我就给他寄了一章! 他收到后
说这个应该尽快出版" 我说这
是我的笔记啊" 不好意思给大
家看的! 他对我说" 你要是想

等书写得很理想了再出版" 那
就等死了以后再说" 现在出版
的话可以收到别人提的意见 "

书是可以修改的嘛!

+$*(

年" 这本书就由哈佛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当时书名
叫 #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
册" 大概有

*

万英文词!

+$$%

年" 哈佛大学提出希望我重新
修订这本书" 我又改了很多内
容" 并做了大量补充" 扩充到
了

('

万词 "

+$$,

年出版了
$中国历史手册%&

'"""

年推出
了第二版修订本" 书名叫 $中
国历史手册 %" 接近

)'

万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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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了第三版修订本
$中国历史新手册%" 篇幅增加
了

(

倍多 " 达到
+!"

万词 &

'"+!

年" 第四版 $中国历史新
手册% 问世" 增加到了

+!'

万
词&

'"+%

年
$

月$中国历史研究
手册%中译本上市"分为上'中'

下三大本"汉字
'$"

万!

文汇报! 您的 "手册' 在

欧美汉学研究的学术圈很畅

销! 包括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

高义 (

)*+, -./01

)% 哈佛大学

教授包弻德 (

2030+ 4.1

)%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教 授 席 文

(

5,36,7 89:97

) 等学者都赞赏

有加!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

维恒 (

-9;3.+ <= >,9+

) 称之

为 *每一位严肃的中国历史 %

文化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案头

书 +! 有不少中国学者专程去

欧美购买此书 $

!?@!

年出版

的 "中国历史新手册' 还获得

了
!"@A

年 法 国 儒 莲 奖

(

83,79B1,B CD1907 2+9*0

) $ 即使

在学界 "手册' 获得了高度认

可! 但大家好像总是疑虑! 相

信您也不止一次被问到! 一个

外国人能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说出些什么创见来&

魏根深! 我想这句话暗含
的意思是" 只有一国国民才能
充分理解本国的历史" 因为对
于社会如何运行 " 无论古今 "

只有他们才有切身体验! 但是
当我问他们" 如果要选择心脏
病医生" 是否需要以对方曾经
患过心脏病为前提时" 他们承
认" 直接经验并非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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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 我第一次到北
大历史系" 当时的系主任问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研究哪个朝
代( 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研究
的传统 " 但我不是这么研究
的& 简单来说" 我认为外国人
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突出优
势) 其一" 他不曾自小接受民
族主义历史迷思的灌输" 对于
青少年的这种教育举世皆然 *

其二" 外国人更容易以一种比
较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

另外 " 我想提到的一点
是" #手册% 援引的学术成果
包括

+"($+

种原始资料 ' 二
手资料和数据库 " 取材以中
文' 英文与日文成果为主" 兼
及法文' 德文与俄文论著& 我
希望诸位能注意到 #手册% 的
另外一个特点) 它不仅呈现了
中国学者的成果" 同时也包括
全世界学者的贡献&

文汇报! 从网上! 我们可

以查到不少中外读者撰写的读

书心得! 有些也对您的研究成

果提出了不同看法$ 请问在修

订过程中! 您会参考读者提供

的修改意见吗&

魏根深! 在欧美地区" 一
般关于中国的学术性专著可以
卖

%""

至
,""

本" #手册% 各
英文版加起来大约卖了

'"""

册 & 从
+$*(

年出版这本书开
始 " 到

'"+%

年
$

月中译本出
现之前" 我一共收到过

)""

多

位读者的来信" 其中很多是专
业的学者" 他们提出了各种意
见和建议&

有的读者告诉我有哪个字
写错了& 我记得

+$*(

年#中国
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 刚出
版不久"杨联陞就给我写信"说
第

%*

页上有错别字&错字是一
个问题" 一是因为我用拼音打
字" 当电脑给出很多联想时我
反而容易选错* 二是虽然是英
文书" 但我尽量用中文字表达
中国的专有名词" 有些字在繁
简转换的时候会出错&

有的读者告诉我哪部分的
内容写错了 & 从内容上来讲 "

我当然犯了很多错误" 因为我
知道的中国历史确实有限& 但
学者们给出的意见往往也不尽
相同 " 包括我也有自己的判
断" 不会因为别人怎么说就怎
么改& 有个中国研究生给我提
了

)"""

多条修改意见 " 我同
意其中

("-

" 并且修订到了书
里" 我给他写了信表示感谢&

文汇报! 现在 "手册' 有

了中译本! 也会有更多中国读

者! 您会担心收到更多不同意

见甚至抨击吗&

魏根深! 我不太有这种担
心& 你想想" 真正读史的史学
家穷毕生精力写就的史书" 到
底有多少人会读呢( 像 #中国
历史研究手册% 这种有

'$&

万
中文字的书" 只有很少数人会
认真看" 我估计只有

'-

到
(-

的人是从头读到底的" 可能只
有

!&

个人吧 & 因为这是一本
工具书" 告诉你哪部分历史有
些什么学术成果" 可以看哪些
参考书" 所以我想很多人买来
也只是看其中一两个部分" 甚
至就一两页&

事实上" 我不太在意网上

那些用网名写的书评 " 那很
乱" 有时候也不可靠& 我觉得
最好是学者或者学生给我写
信" 实名提出意见&

文汇报! 在将近半个世纪

的修订过程中!"手册'的写作目

的发生过改变吗& 比如!从中译

本的序中可以读到! 这本书是

*介绍从史前至
!@

世纪的传世

第一手资料%考古发掘和人工制

品资源!以及与生态环境变迁有

关的资料+! 而之前
!"""

年版

的序写的是 *介绍从商代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 各个

阶段%各个朝代的基本史料+$

魏根深! 实质上没什么改
变"只是提法上有些变化"我想
表述得更清楚些& 我一开始是
想写到近代为止" 但现在的版
本加入了近代中国和当前的社
会&为什么(因为中国作为一股
崛起的力量" 势必会受到世人
关注&而研究中国历史"除了老
生常谈的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个
古老文明的特别之处" 更重要
的是在于了解中国的过去是如
何影响' 形成现代中国的国家
认同'国家政策等等&

简单说 "中译本 #手册 %的
编写主要有

)

个目的) 一是向
拥有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背景
的读者介绍从史前至

'#

世纪
的传世第一手资料' 考古发掘
和人工制品资源" 以及与生态
环境变迁有关的资料& 二是向
学者们介绍中国历史的辅助学
科& 三是介绍涉及中国史范围
内当前焦点以及争论问题的重
要二手资料 +涵盖国际学术
界,& 四是突出利用电子资源对
中国历史资料进行传播' 归类
和分析"这些资料上起商代甲骨

专题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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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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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魏根深!

老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手册"靠谱吗

#'$%

年 " 一 本 名 为

#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

手 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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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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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字中国历史学习笔记由哈

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

@@

年后 " 以此 (手册 $ 为蓝

本 的 ) 中 国 历 史 研 究 手

册 * 中译本问世 " 厚厚三

大本 "

!'&

万汉字 + 其间 "

另有
A

版 #手册 * 修订本

相继问世 ' 这些 #手册 *

的撰稿人和修订者都是一

个人,,,英国学者魏根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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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 这部凭一己

之力历经半个世纪编写的

#手册 * " 共援引了
#&%'#

种原始资料 - 二手资料和

数据库 " 取材于中 - 英 -

日 - 法 - 德 - 俄的论著 +

魏根深说 " 撰写 (手册 $

是为了编纂 - 传播 " 而非

创新 " 也可以说是对全世

界中国史研究的梳理 - 回

顾和总结 +

领衔 (手册 $ 中译本

翻 译 的 清 华 大 学 历 史 系

教 授 侯 旭 东 说 " 魏 根 深

不是要去 .治史 / " 而是

.要提出新的视角 - 观点

和思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