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人
!

纪念

狄培理的办公室堪称一个亚洲哲学与文学的图书馆

!下转
!

版"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

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
教书!突然接到了一封狄

培理教授写给我的信" 我当时
虽然知道他是谁 !但是与他并
没有来往 !因此他的来信对我
来说非常意外"他首先告诉我
说他正在筹备一个有关宋代
儒学教育的会议 !希望我可以
参加" 他也告诉我说 !他会在
明年到新亚书院主持钱宾四
讲座"

狄培理先生在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中国思想及文化已经多
年! 又曾出任美国亚洲学会的
主席!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
术副校长! 所以研究中国的学
者都知道他"他所编纂的#中国
传统资料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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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更是
英文世界要读中国思想及文化
的原始资料最重要的参考书 "

因此新亚书院邀请他来主持
钱穆讲座 ! 这是很当然的事 "

至于我! 由于还是相当年轻的
讲师! 所以他的来信当然令我
受宠若惊"

我接到他的信之后! 即刻
与当时新亚书院的院长金耀基
先生联络"金先生很高兴!就请
我帮忙安排有关演讲的事" 金
先生也问我狄先生的中文名 "

当时正好台湾大学的黄俊杰先
生翻译了一篇狄先生的文章
%是哪一篇我已经不记得 &!文
章称狄先生为'狄百瑞(" 由于

黄先生在台湾以提倡研究儒家
著名! 因此我以为他一定与狄
先生有联络! 或至少会知道狄
百瑞这个名字是狄先生使用的
中文名! 所以就把这个名字给
了金院长" 于是狄百瑞这三个
字就进入了中文世界! 尤其是
他的演讲集出版之后! 他更以
这个名字在华语地区流传了
56

年"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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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离开香港!

应聘到纽约市立大学! 于是跟
狄先生有了更密切的来往 !有
一次我们谈起他的 )中国的自
由传统$! 他这才告诉我说!他
的中文名其实是狄培理! 是当
年他还在北京时! 钱宾四先生

替他取的" 所以现在我们把他
的名字还原! 毕竟它更能表现
出他研究宋明理学的特色"

我
个人研究的是中国教
育史!而且方法上也很

接近思想史 %我的 )学以为己 *

传统中国的教育$ 中讨论教育
思想史的部分最长&!所以在国
际学界的认知里! 我与儒家思
想当然有不可割舍的交缠关
系+ 我因此不能说我对狄培理
的作品及观点不熟悉! 但是狄
培理对中国文化及思想的态度
和解释与美国学界的主流有一
定的距离" 这是我之前与他没
有什么来往的原因"

狄培理与故陈荣捷先生有
长年的合作! 因此他们两人在
研究方法及视野上有密切的关
连" 我不能说他受到陈先生的
教诲! 但是他们两人都认为要
研究中国! 那就应该从中国人
自己的关怀开始! 将阅读原典
的心得!尝试用英文表达出来"

在狄培理早期的研究中 !

这种方法论与当时西方流行的
'现代化(理论或关心是有扞格
的" 他特别对当时流行的所谓
'韦伯问题(感到不耐" 韦伯有
关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说法为学
界所广泛接受! 但是它引发了
问题" 一个是资本主义是不是
可以看作是现代经济及社会的
基础价值! 是否可以视作等同
于现代化" 另一个是如何看待
儒家思想对当下的意义"

相关的学术论述固然十分
吸引人! 甚至对中国的外教传

统做出原创性的解释! 但是狄
培理则避免卷入这场争辩" 他
认为这个'韦伯式的问题(根本
就是问错了问题" 他认为研究
中国的学者应该避免用西方的
尺度或关心来测度中国人的价
值" 现代化的课题显然不是中
国文化的中心关怀"

于
今看来!他对中国文化
和思想的态度显然是

比较正确的" 他的方法论有点
像钱穆以降许多中国的保守学
者所提倡的'国学(" 钱穆等思
想家强调中国人应该珍重中国
自己的学术传统! 对西方的理
论和研究采取批判的态度" 虽
然狄先生同情中国国学的见
解! 也接受一个内在于中国传
统来了解中国文明的态度 !但
这并不表示他认为学者应该只
专注于中西文明的相异! 或甚
至于完全扬弃西方的理论" 作
为一个西方人! 狄培理对明代
读书人强调的自我约束和期许
因此感到非常有兴趣"

在狄培理看来! 明清学者
追求的完美生命境界经常与自
我的内敛相连在一起"他在)明
代思想中的个人与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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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对 '自得 (,-自任 (乃
至于-自然(这些观念做了深入
的分梳+

狄培理对明末的研究源起
于他写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
博士论文+ 近代世界对这本书
的兴趣应该从清末的谭嗣同 ,

梁启超等人开始+民国以后!它

成了知识界广泛称颂的作品 +

狄先生到中国读书 !最早接触
的是钱宾四先生 !却对 )明夷
待访录 $产生兴趣 !显然是出
自西方文化的关心 !因为钱先
生对他的同乡黄宗羲的中国
史观是采否定的立场的+ 狄先
生果然在详细研究明末思想
之后多年才回去把他对黄宗
羲的研究以及所翻译的 )明夷
待访录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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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
说 !当他来主持钱穆讲座的时
候 !他仍在摸索如何论定黄宗
羲的思想+ 他除了参考中国学
者的看法之外 !也广泛阅读日
本儒学的作品! 希望能得到一
个比较持平的评价+ 他认为中
国近代学者对理学与心学的分
野论述似乎难以提供一个充分
的背景! 以满足了解黄宗羲的
思想脉络+ 他在)道学与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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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因此开始
探索黄宗羲如何悠游于道学
与心学之间 + )中国的自由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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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黄宗羲的诠释反
映了他在这一个阶段的心得 +

相同的论点在
$E

年后的天讷
讲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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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
来 + 这时他已经出版了英译
)明夷待访录 $!因此可以认为
他对黄宗羲的研究已经有了
定论 !而这个定论在钱宾四演
讲中首度成型+

狄培理认为! 中国的 -道
统( 观应该会不断地提醒中国
人重新把握或拥有儒家的道 +

他 把 - 道 统 ( 翻 译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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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
拥有道&!不外就是这个意思+

有趣的是就在这时! 美国
的学界兴起了一个有关宋明理
学 是 不 是 应 该 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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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虽然我认
为这不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争
论! 不过因为它事关我和其他
两位译者翻译 )中国的自由传
统 $时 !使用 -新儒学 (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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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 !因
此必须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交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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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
早在

JD

世纪已经出现!后来冯
友兰也用中文的-新儒学(来泛
指宋明以降的儒学+ 狄先生沿
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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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宋明儒学中找到有意义人生的方向
李弘祺

狄培理认为! 研究中国的学者应该避免用西方的尺度或关心来测度中国人的价值" 作为一个西方
人!狄培理对明代读书人强调的自我约束和期许非常有兴趣" 虽然狄先生同情中国国学的见解!也
接受一个内在于中国传统来了解中国文明的态度! 但这并不表示他认为学者应该只专注于中西文
明的相异!或甚至于完全扬弃西方的理论"

狄培理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