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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 杨联陞担任贾德纳的

研究助理" 在哈佛求学期间!杨联陞

在学业和生活上都得到贾德纳的关

照! 吃住都在离哈佛园不远的康桥

柏克莱街上的贾德纳的寓所" 美国

麻省康桥柏克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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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 柯立夫到伯希

和门下进修中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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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

哈佛大学远东系第一位获

得博士学位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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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籍俄国

人!汉学家!哈佛燕京学社

首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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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牧师!柯立夫在北平

时的蒙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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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和东亚研究! 很快成
为美国远东研究的大本营" 叶
理绥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第一
位外国学生!身为俄裔!专攻日
本史" 当时巴黎是西方汉学的
重镇! 也是叶理绥心目中发展
美国汉学研究的朝圣之地" 伯
希和堪称当时汉学第一人 !在
中亚语言学方面的造诣首屈
一指" 而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项
目正处于创办阶段 !没有师资
和条件为柯立夫提供正规的学
术训练! 于是叶理绥总是把自
己的博士生派往巴黎伯希和门
下求学" 他先派自己的另一学
生赖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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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巴黎进修! 接着又派柯立夫
到伯希和门下进修中亚语言 %

从此!欧洲汉学开始传入美国!

也是日后欧洲汉学发展而为现
今的中国学迈出的第一步" 这
是
01

世纪初美国的亚洲学学术
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

就这样! 柯立夫在
2345

年
夏辞别父母!离开哈佛!赴巴黎
求学" 哈佛燕京学社每学年为
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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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奖学金 !如
果学业进展顺利!可续多年"刚
到巴黎时!人生地不熟!叶理绥
非常关心柯立夫的生活! 两人
频繁通信! 柯立夫将他在巴黎
的生活和学业一五一十地给叶
理绥做了报告" 而叶理绥还多
次亲自到尼德姆看望柯立夫的
母亲! 向她通报柯立夫在索邦
和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求学的情
况!给予柯母安慰"叶理绥在信
中还不时鼓励柯立夫在巴黎求
学的同时!多出去走走!了解欧
洲其他国家和日本的汉学研究
近况"第一个圣诞假期!柯立夫
就去了德国&意大利"他在第一
学年里还抽空去了日本! 拜访
京都的汉学家"

2345

年到
2347

年两个学年
里!在伯希和的指点下!柯立夫
在文字学方面得到了非常扎实
的训练" 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
兰西学院 !他修了汉语 &蒙文 &

满文和藏文"此外!他跟戴密微
一起阅读宋&元和清的史料!跟
伯希和修了中国印刷史和有关
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课"他还
修了蒙文入门课!不久即开始阅
读施密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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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蒙文教材% 他又跟马伯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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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六朝道教和
唐朝佛教课!选读)四库全书*!

跟葛兰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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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后 汉 书 *! 跟 巴 考 (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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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九世班禅喇嘛的著作%

后来定居印第安纳大学的中亚
研究大师塞诺 (

F)%$* <$%:/

$在
追忆伯希和的文章中特意提
到! 他的这位导师对学生尤其
挑剔! 以致于真正得到他承认
的学生屈指可数! 而这其中就
有柯立夫%在巴黎求学的后期!

在伯希和的影响下! 柯立夫的
研究兴趣渐渐明朗! 他决定潜
心专攻中亚语言和文字学 !有
志于从事蒙古史的研究! 而且
选定以)松漠纪闻*为题做博士
论文%

在巴黎大学的学业结束
后!他继续游走欧洲!先去了伦

敦 !拜访翟林奈 (

G$:%)B C$B)*

$

和 慕 阿 德 (

H/>,./ 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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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大英博物馆看了斯
坦因的藏书和中文典籍! 拜访
西门化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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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和
他一起进午餐%在去北欧之前!

他还去了一趟伊斯坦布尔 !见
到了托马斯+惠特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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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杨联陞和柯
立夫两位在哈佛任教多年后 !

又再见到了惠特莫尔! 是他一
手创立了美国拜占庭研究所 !

并且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保
护圣索非亚大教堂%

在荷兰! 他本来计划拜访
莱顿大学的戴闻达 (

9-% 9.B$.*

G:")#$LM F.NO)%"-M

$! 但不巧
失之交臂%他接着去了汉堡&斯
德哥尔摩和隆德% 在斯德哥尔
摩 !他拜见了斯文'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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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高 本 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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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在赫尔辛基
有机会见到了古斯塔夫'约翰'
兰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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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柯立夫的研究兴趣! 兰司
铁欣然告诉他说! 现在美国也
有学者从事阿尔泰语方面的研

究!实在令他欣慰%

之后柯立夫来到圣彼得堡
和莫斯科% 虽然叶理绥建议他
趁机前往拜访俄国的汉学家 !

还提议他从哈尔滨前往北平时
中途走访盛京皇宫! 但是联系
不便! 他不仅未能见到俄国的
汉学家! 也没能进莫斯科的博
物馆! 于是径直搭乘国际列车
前往哈尔滨! 中途也没顾上在
沈阳逗留 %

2347

年
3

月 ! 柯立
夫从哈尔滨来到了北平% 中国
北方已经陷入战乱! 但这些似
乎与他无关% 柯立夫一在北平
安顿下来! 就马上制定了紧凑
的学习日程! 开始在京三年的
学业%

当柯立夫离开巴黎乘坐跨
西伯利亚列车前往北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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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杨联陞在清华园由于 ,七
七事变- 而卒业! 正在寻求就
业& 深造的机会%

杨联陞是河北保定人! 幼
年时上过私塾%

2344

年他从北
师大附中毕业后! 被保送到北
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就读 !

而他自己又考取了清华大学的

经济系和北京大学的国文系 %

在长辈家人的劝告下! 杨联陞
进了较为实用的清华经济系 !

专治中国经济史% 可是他还是
有心于人文学科! 修了很多与
经济学并不相关的课程% 他上
学时就已发表论文! 是清华园
内众所周知的高材生% 就读清
华时! 杨联陞有一批最优秀的
老师! 比如 ,国文朱自清& 通
史秦汉史雷海宗& 隋唐史陈寅
恪& 中国经济史陶希圣! 此外
(他 $ 曾选修或旁听俞平伯讲
词& 闻一多讲楚辞& 张荫麟讲
学术史 & 杨树达讲 )说文解
字 *& 唐兰讲古文字学 & 王力
讲中国音韵学& 张星烺讲中西
交通史 -% 对他影响尤深的是
陈寅恪上的隋唐史课% 杨联陞
在 )追忆陈寅恪先生* 一文中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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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课的场景时写
道 . /于陈先生隋唐史课前 !

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 课后
往往步送先生回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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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他在陈寅恪和陈垣指导下完成
了题为 )租庸调到两税法* 的
毕业论文% 虽然杨联陞精于学
业! 但读书做学问之外! 他不
乏其他才能 % 他喜好唱京戏 !

也爱画画和书法! 下围棋! 打
麻将! 样样都行% 后来在哈佛
大学定居后! 他一得空就享受
琴棋书画之乐趣%

在清华 ! 除了上专业课 !

杨联陞还跟钱稻孙勤修日文 %

毕业后! 他依然时常拜访钱稻
孙! 前往钱府借书! 协助钱稻
孙编辑 )日华小字典*% 经钱
稻孙介绍! 他还认识了不少研
究中国文史的日本学者! 又为
文殿阁 )国学文库* 中有关边
疆的著作做标点 % 熟习日文 !

并有机会结识日本的汉学学者
为杨联陞以后的学术研究拓宽
了不少空间%

当时杨联陞认得从燕京大
学毕业专攻南北朝史的周一
良! 他俩都是精通日语的年轻
学者% 正是通过钱稻孙和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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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立夫在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