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字的狂热!

也
许我们依然处在神话当
中 " 这个神话已经在欧

洲人与汉语及汉文化相遇时形
成" 并部分保留到今天 # 汉字
代表了一种超越语言系统的 "

并因此能够被普遍理解的象征
性系统! 大家普遍认为 " 甲柏
连孜在这个问题上是克制并有
不同见解的! 他写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使

用一种所谓的表词文字 ! 这是

一种真正意义的文字 " 每个字

符通常只有一个正确的念法 #

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句子 " 只能

按照字符排列的顺序来解读 !

$甲柏连孜! "汉文经纬#! 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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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他最后写道#

用通用文字书写的所有文

字作品" 不管用的是哪一种文

体" 操同属一种汉语的各地方

言的人都能读" 并且是逐字逐

词地读出意思! 如此看来 " 汉

字也属于国际通用符号 " 只不

过是在一种语言的各方言之间

通行! 所以" 这是一种典型的

文字" 而首先则是一种不可或

缺的手段" 把无数人口维系成

一个民族整体! %同上$

从甲柏连孜的解释中我们
可以看出" 可读性只适用于同
一种语言下不同方言使用者之
间% 汉字在日本& 朝鲜和越南
的使用是其普遍性象征的说法"

甲柏连孜是与此划清界限的!

最后我想指出 " 甲柏连孜
对北方官话的拒绝态度带有一
定的嘲讽意味 ! 想再说明一点
的是" 甲柏连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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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在柏
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 " 也就
是今天的洪堡大学任教 ! 他的
讲座课自然对推进汉语语法研
究做出贡献 " 但不仅仅如此 !

我给出几个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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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季
学期"古日语语法'

!"#$

年冬季
学期 " 节选汉 语 文 章 解 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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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季学期" 汉语
语法& 古日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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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学期 "汉语语法的早期形
成% 和甲柏连孜同时期在柏林
大学授课的汉学家阿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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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早年在中国进行
过翻译工作 " 精通汉语口语 "

这一点与甲柏连孜完全不同 %

除了阿恩德" 在柏林大学的课
程表上还有两位中文母语者的
名字" 他们可以在周六之外的
时间上练习课" 并且一位讲北
方方言" 一位讲南方方言 % 换
句话说" 当时的柏林大学不顾
甲柏连孜的警告 " 依然保留了
北方方言进入课堂的机会%

%作者为德国柏林洪堡大

学亚非学院现代中国语言与文

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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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中国人
民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汉
学大会回顾并展望了中国研
究的过去与前景 " 它反映出
中国愈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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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
来欧洲人如何理解和解释中
国 % 来自中国与欧洲的与会
嘉宾都认为 " 要摆脱欧洲中
心主义 " 将跨文化交流的研
究方法置于中心地位 " 还需
要以世界史的视角来重新审
视中西间的文化交流 % 这种
方式或许也会令甲柏连孜感
到欣慰%

甲柏连孜生活的时代 "

尤其是他去世后的十多年
里 " 德国的科学家们与知识
分子普遍认为 +中国是 ,不
文明 - 的国家 . 且陷入停
滞 % 欧洲的任务是按照西方
的模式将中国 /文明化 . %

这种观点一方面与当时普遍
认为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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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化的优
越性有关 " 也是德国之后扩
张与殖民政策的根源 % 尤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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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德 皇 威 廉 二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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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基后 " 德国 )普鲁士 * 之前
谨慎谋求发展与中国贸易关
系的策略转为公开 & 强硬的
殖民政策 % 德国要与西方列
强竞争中国市场 " 扩大影响
势力范围 % 这个转向也对该
方面的学科与研究者或多或
少产生了影响%

甲柏连孜的学生"葛禄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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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例 % 葛禄博后来在柏
林大学接替甲柏连孜的教
席 " 其学术研究成果在学界
争议不大 % 比甲柏连孜年轻
%;

岁的葛禄博主要关注中国
文化的异质性% 对于他来说"

欧洲扮演着主动 /传教 . 的
角色 " 德国在双边关系中应
该 是 更 重 要 的 一 方000当
然 " 他强调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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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文
化使命应该通过和平的手段
实现%

然而与地质学家 & 地理
学家李希霍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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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

葛禄博的观点显得谨慎 & 温
和得多 % 李希霍芬作为学者
不仅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理
论 " 实际上 " 他也积极践行

了他的观点 % 比甲柏连孜年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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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李希霍芬 " 到
%"4$

年前一直致力于中国研究 %

他为德国经济界 & 知识界 &

政界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的
新见解 % 他探查中国煤炭产
地与煤炭质量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煤炭储备对于青岛这个
德国租借地的发展有重要意
义 % 李希霍芬在他考察过胶
州湾之后 " 认为它是德国商
船与战舰的绝佳港口 % 他对
帝国政府的建议表明他是德
国殖民政策以及帝国殖民扩
张的拥护者 % 在李希霍芬那
里根本谈不上存在中德之间
平等的交流 % 甲柏连孜与李
希 霍 芬 实 际 上 彼 此 认 识 %

%""'

至
%""3

年间 " 李希霍
芬在莱比锡大学教授地理学"

而此时甲柏连孜则在此地教
授东亚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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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甲柏连
孜转到柏林任教 " 李希霍芬
还向主管部门写了推荐信%

斯文1赫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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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值 得 一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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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2

年代末 " 他曾在
柏林跟随李希霍芬学习过一
段时间 % 斯文1赫定的贡献
在于对中亚以及中国西北部
地理与地质的研究 " 民族之
间的平等交流显然并非其兴
趣所在 % 这位探险家对中亚
与中国的考察报告在德国有
大量的读者 " 他的著作对德
国社会主流的中国形象的构
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传教
士 & 汉学家卫礼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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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
青岛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重要
的一段时光 % 卫礼贤 年 轻
时 " 当时的德国社会弥漫着
自负的殖民思潮 " 或许他本
人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 %

对中国语言 & 文学 & 哲学等
的研究使他进入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核 % 众所周知 " 他
将一系列中国哲学典籍翻译
成德语 % 后来他甚至遵照中
国传统哲学来生活 % 有人批
评卫礼贤将中国理想化了 "

但卫礼贤至少摆脱了当时德
国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

作为文化中介 " 这位德国汉
学家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 %

通过观察甲柏连孜同时
代的一些人物 " 可以看到这
一时期德国社会中国形象的
不同侧面 % 有些认为中国是
/ 停 滞 的 帝 国 . " 是 尚 待
/文明化 . 的对象 % 有些则
将中国理想化为欧洲 的 榜
样 % 甲柏连孜自己的论述表
明他超出了同时代的同行 %

甲柏连孜首先是一位语
言学家 " 但这并没有限制他
的视野 % 对于甲柏连 孜 而
言 " 汉语或者其他外语是他
认识异域文明与文化 的 工
具 % 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解释
文本 " 而是理解不同民族的
多样 性以及其语言的差 异
性 " 即人类表达方式的多样

性 % 甲柏连孜的这种立场也
契合世界汉学大会上提出的
那种在双边世界史视角下探
索中欧关系的要求 %

甲 柏 连 孜 并 不 赞 同 他
同时代的一 些 政 客 与 学 者
对中国的错误看法 % 例如 "

他反对中国 是 /停 滞 的 帝
国 .000这种观点甚至在甲
柏连孜时代之后仍有市场 %

甲柏连孜指出 #/中华民族与
中华帝国的历史 " 是思想不
断发展 & 国家形式与社会风
俗不断变化 " 具有划时代的
新发明与创举的历史 % 或许
它发展进程比我们慢一些 "

但其幅度绝不在我们之下 %.

可惜的是 " 甲柏连孜并没能
继续阐述他对文化间平等交
流的看法 %

我想 " 德国汉学家鲍吾
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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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卫礼贤的评价也可
以用于甲柏连孜 " 在其身上
/反映了欧洲与中国精神相
遇的命运 " 起初有些犹豫 "

但之后愈加坚定地投身到文
化交流之中 . % 他 /身处在
这个过程的开端并且为其发
展做出来自己的贡献 .%

%作者为德国柏林东西方

语言与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本

专题文章均出自今年
$

月
%&"

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

'作为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

柏连孜(((历史与前瞻) 学术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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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柏连孜生活的时代!尤其是他去世后的十多年里!德国的科学家们与知识分
子普遍认为"中国是#不文明$的国家%且陷入停滞& 欧洲的任务是按照西方的
模式将中国"文明化%&这种观点一方面与当时普遍认为的欧洲

!

德国文化的优
越性有关!也是德国之后扩张与殖民政策的根源&

甲柏连孜一家&中坐者为同为语言学家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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