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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下到最近的中外学术研究"

我要学生买得起 !

我的目标读者就是

研究生

文汇报" 在对中译本译者

的采访中# 确实有学者提出书

中某些章节写得过于详细# 而

有些他认为更重要的章节似乎

太过简略$ 请问您是根据什么

标准安排各部分内容详略的%

魏根深" 有很多人写信跟
我讨论过书里的详略问题! 我
只想说! #手册$ 是一本历史
研究的工具书! 不是一本百科
全书啊%

详略安排当然是根据我的
兴趣! 哈哈& 写这种书最困难
的一点! 是我必须写一些不感
兴趣的部分& 我在哲学' 文学
方面不太在行" 中国古人有太
多的诗' 词' 曲! 我一开始觉
得很奇怪 ! 怎么好像每次见
面' 道别! 甚至上厕所都要写
诗( 后来我想明白了! 因为那
时没有普通话! 大家可能听不
懂互相在说什么& 就像朱熹在
书里写的! 如果时人去找孔子
谈话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宋朝
人根本听不懂孔子在说什么 &

甚至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话的
时候! 下面的学生都听不懂他
讲话& 因为彼此听不懂所以只
能写下来! 所以我觉得诗词没
多大意思! 很多只是社交礼仪
的一部分&

文汇报 "中文版 &手册 '全

书
"#

篇 #或按专题 #或依时代

划分# 可以说每篇规模近乎一

部专著 $ 文中还插入
"$%

处

(表 )和
"&$

处 *知识窗 )#有些

特别有意思#比如*宋代平民的

人名 )+ *正史中
'!

位最高的

人)+*说话方式)+*官名中的左

与右)等等$在&手册'这部皇皇

巨著中# 请问哪一部分的撰写

是您最满意的%

魏根深 " 我最喜欢的是
)知识窗

!

说话方式 *& )在
日常生活中! 我们把人们说话
的方式视为其个性的重要部分
和辨认他们的独特方式& 然而
如今的历史学家却自视无声电
影的制片人& 甚至是最重要的
人物! 他们日常生活中说话听
起来怎样! 历史学家们也没有
提示 &* 这一段太喜欢了 % 我
认为我说明了不少问题! 而且
我没有看到过别人写这个&

我们现在有了语言学研
究! 比如宋朝方言是怎么样的
这些都可以猜出来! 但为什么
书里都不写( 比如在古代名人
的传记里! 都没有人写他们是

怎么说话的& 我还是觉得这就
是为什么中国在文字上更厉害
的原因 ! 因为说话彼此听不
懂! 只能写更多! 这是中国一
个很大的特点&

文汇报" &手册' 中文版

译者之一+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授赵冬梅说 # 您在撰写 &手

册 ' 期间 # 很容易 *夹带私

货 )# 比如将您的一些个人经

历穿插进入# 使得这本书的可

读性很强$ 我个人很喜欢 *知

识窗
()

唐代以前中国菜的

,中国- 味道如何)# 说是您曾

用 &齐民要术' 的烹饪方法做

了顿中国菜请北京一些学者去

吃# 结果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

么菜$ 您是怎么想到做这些尝

试的%

魏根深 " 我在
!""#

年到
$%%!

年出任第一任 )欧盟*驻
华大使的时候一直在想! 为什
么中国是中国( 我后来觉得从
中国菜中找原因可能是个路
径&

!"""

年底
$%%%

年初!我在
北京做了为期三个月的实验 &

我要求我的大厨按照写于
&

世
纪的 +齐民要术$ 中的烹饪方
法'食材和配方来做菜&我的大
多数中国客人吃完以后都问
)这是哪一国的菜啊*! 他们都
觉得不是中国菜&

根据我的研究! 中国直到
宋朝才有植物油! 明朝以后才
有了大火用于烹饪& 所以我认
为当我们谈论)中国饮食*的时
候! 一般应该是指明朝以后的
饮食!或者至少是宋代以后的&

文汇报" 据我了解# &手

册' 的中译本有一些删节$ 总

的来说# 您对中译本满意吗%

魏根深" 是的! 出于种种
原因! 中文版有

$'

处删除了!

不过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不是
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 而且根
据我的统计! 中文版修订的字
数约

&%%%

字 ! 但这是套
$"%

万字的书 ! 所以没什么影响 &

关于删除的内容! 有些是因为
学者不愿意在当前就公开学术
成果! 有些是因为涉及了政治
人物 ! 有些是因为我对宗教 '

少数民族' 外交的看法跟你们
的主流观点不一样&

中译本的翻译团队里有许
多相当不错的学者! 比如清华
大学历史系主任侯旭东' 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闻'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
冬梅 & 我后来收到译作的时
候! 也请我的朋友! 包括一些
香港 ' 台湾的学者帮忙核对 '

修订了一部分内容&

从
$%(%

年左右提出要翻
译 +手册$! 到

$%)&

年正式出
版! 相隔时间确实有点长& 这
有各种原因! 比如译者的临时
调换 ! 比如编辑的流程比较

长&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手
册 $时 !是我自己做编辑 !所以
意见很容易就转到印刷厂& 但
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的译者就
有

"

个人!美编又是另外的人!

印刷也不在一起! 责任编辑绕
在中间确实很复杂! 不像我自
己改那么直接& 一开始他们提
出要翻译的时候! 可能觉得只
要参与翻译的人了解中国历
史!外语水平还可以!那就能够
翻译这本书! 听起来找几个研
究生就可以做了& 但后来他们
真正开始翻译的时候! 却发现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文汇报" 对于这套叠起来

比手掌还宽的 &手册 '中译本 #

听说是您坚持要定一个比较便

宜的价格% 现在定价是
*++

元$

魏根深"是的!因为我要学
生买得起! 我的目标读者就是
研究生& 如果碰到网上或者书
店折扣!那会更便宜& 我想!如
果定价是

$**

元'

'**

元 !有可
能最后这本书就成为图书馆的
收藏!那不是我希望的&现在有
很多书会把定价定得比较高 !

这样作者' 出版社都可能获得
比较高的利润&但在我看来!传
播知识是不应该追求利润的&

文汇报" 您现在仍然在修

订&手册'吗%如果是的话#新书

会加入哪些新内容%

魏根深" 我正在修订 +手
册$英文版的第五版&我的写作
没有固定的时间! 想写的时候
就写& 我现在大约花

$+,

的时
间做 +手册 $的修订工作 !其他
时间都在思考! 还有两三件不
同的事同时在做&

有些人问我! 你怎么还在
修订+手册$啊(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信息那么发达! 很容易读
到新的出版物! 收到新的读者
来信! 而且我每年都有三四次
去顶尖大学访问的安排! 所以
每时每刻我都可能产生新的想
法! 在电脑技术又很便利的今
天!为什么不修改(

对于新书的内容我不能透
露太多! 我只能说其中确实有
部分内容是重写的& 比如涉及
中国外交的部分! 我把时间线
又拉长了一些! 从汉代的情况
开始写&

文汇报" 听说您最近在做

&手册'的
,--

版#可以跟我们

简单介绍下相关情况吗%

魏根深"是的!我正在和一
家公司合作& 学者应该利用新
科技! 而且现在大多数年轻人
更依赖手机!而不是书本!我们
需要更有科技含量的阅读物 &

中译本在翻译期间! 我一直在
修改! 责编经常抱怨,)啊老魏
你怎么又改了! 我们又得重新
翻译'重新编辑'重新排版& *有

了
-..

版以后! 修改会方便很
多& 不过!

-..

版只有我一个人
可以修改!那不是维基百科&

目前的考虑是! 用户下载
-..

是免费的&

-..

里收录了
基本的信息!这也是免费的&如
果用户需要查询进一步的内
容!包括+汉语大词典 $+辞海 $

等
'%

本书收录的内容!就要收
取一定的费用&比如你搜索)摩
擦 *! 你可以得到它的词语解
释!但是这没有多大意思&在词
语解释下会列出

'%

本所有提
到)摩擦 *的条目 -

/0123456

.!但
如果你要查询这些)摩擦/分别
是什么内容 !比如 )摩擦 /这个
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那就要
收费了&

在全球比较框架下

找到中华文明的独

特贡献

文汇报" 可以谈谈您对欧

美汉学家的看法吗%

魏根深" 我不是很喜欢这
个话题!但是我认真思考过了&

首先!汉学'汉学家到底是什么
意思(有人说!汉学研究的是孔
子'儒学等等&因为很早以前在
欧洲就有 )埃及学 /!所以后来
就创造了所谓)汉学/& 但传统
汉学研究的都是古代中国的事
情! 他们不认为现代中国属于
这个学科范畴!那是记者'外交
官'商人要关注的事!不是学者
要讨论的&在美国!冷战时期开
始了中国研究& 他们说)汉学/

已经过时了!现在研究的是)中
国学/&

其次! 我不想单独评价某
一位学者! 因为每个时代中国
学研究的重点都不一样& 我自
己划分了

7

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出现在
(&

'

(8

世纪 ! 当时要解决的一大
问题是如何用外语发音来念中
国字! 以及编制双语词典& 这
个阶段主要靠传教士! 大约持
续了

9++

多年&

第二阶段的任务变成了翻
译中国和西方的经典作品! 这
样一个文明就有了了解另一个
文明的机会 & 比如将中国的
)四书五经 / 翻成拉丁语 ' 英
语 ' 法语 & 我很佩服这些人 !

但这仍然是翻译工作! 不能算
研究&

第三阶段是了解中国的近
代历史& 一直到

("

世纪末!大
多数西方学者都对近代中国不
感兴趣! 因为他们觉得古代中
国更重要 & 但是从

9+

世纪开
始! 他们逐渐关注到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正在改变的国度&

第四阶段是用新的方法来
学习' 了解中国! 发端于从冷
战开始建立起的地区学& 比如

费正清先生从福特基金会获得
资金支持! 在哈佛建立了东亚
研究中心& 美国人觉得要了解
一个国家! 必须学习他们的政
治' 经济' 社会等! 而且学生
们也不喜欢只研究一个国家 !

区域研究更让人感兴趣! 所以
美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所都出现
了东亚学&

第四阶段是个分水岭000

在此之前! 对于中国的研究主
要是欧洲人领导的& 欧洲人觉
得! 中国很有趣! 所以我们要
了解他们& 在此之后! 从事这
方面研究的主要是美国人& 美
国人觉得! 中国很危险! 所以
我们要了解他们&

第五阶段就是现在! 我认
为真正的挑战在于找到什么才
是中华文明独特的贡献! 中国
文明给其他文明带来了什么 (

换句话说! 我们要用全球比较
的框架来审视中国历史&

文汇报"可以举些例子吗%

魏根深" 比如! 所有的中
国历史书籍都强调秦代的统
一& 但它们却没有提到当时实
施的许多举措与其他古代帝国
相同! 例如统一度量衡和在帝
国边境树立石碑& 印度的阿育
王是最后这种举动的先行者 !

当时秦始皇尚未成年&

比如! 武则天的故事被中
国史书视为独一无二的孤立事
件000一名女性以皇帝的身份
进行统治 & 但在公元

7"9

至
87+

年之间 ! 在武则天以前 !

在新罗' 林邑都诞生过女性统
治者1 在武则天以后! 在日本
出现过两个女王& 此后! 这一
现象在中国及其周边都再也没
有出现& 这一时期女性统治者
的出现只是一种巧合吗( 或者
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较历史学
醉心于这样的问题! 而国别史
则倾向于强调所谓 )独一无
二/ 的民族故事! 因而回避了
这些问题&

比如气候变迁& 即便中国
历史著作曾有所涉及! 也是把
它作为一国之内的现象& 汉代
时! 中国的气候变暖! 而同时
期的罗马也是1 明朝时! 中国
有大疾病流行! 但同时期的欧
洲很多人也都死于流行病& 只
有以全球的视角来看! 气候变
迁的过程和后果才能得到充分
理解&

再比如! 中国人觉得自己
特别重视家庭 ! 而且尤为尊
老& 但这在其他亚洲国家! 甚
至在欧洲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我希
望把中国的历史现象置于比较
框架内研究& 通过对一系列并
不独一无二的事件的分析! 找
到中国和其他民族历史的共同
点! 以及到底什么才是中华文
明真正独一无二的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