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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大国兴衰的宏观解释并不能
回答这一问题% 研究者只有具体深
入引发民族主义社会运动危机的属
性和社会运动推动变革的具体时
机% 才能给出更好的解释& 雷昂德
首先以哈布斯堡帝国为例% 解释了
为什么维也纳顺利地渡过了拿破仑
战争给欧洲各国带来的民族主义观
念冲击%却未能在'一战(时继续维
系帝国统治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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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将讨论拓展到
CD

世纪俄国)奥
斯曼帝国和英帝国的各个案例 %证
实了相关解释的稳健性* 菲茨帕特
里克!

E4$?<F =G A-$H,1$.->

$ 主编的
+ 欧 洲 的 自 由 帝 国 主 义 国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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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过对自由主义观念在欧洲各帝国中
的传播与影响% 讨论了其中的动力
和阻力* 此外% 罗斯华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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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
和俄国为例%在+族群民族主义与帝
国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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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对族群民族主义在传统帝
国解体过程中作用的探讨等等%都
是历史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联手的
成果& 对帝国的个案研究则围绕现
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展
开& 梁若冰通过对清末新政与辛亥
革命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清帝国在
财政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实施财政压
力极大的新政% 底层民众面对高额
的赋税起而抗争. 立宪派对清帝国
政府在实施地方自治的同时加强中
央集权的不满% 成为他们转而对抗
清政府的动力* 这两方面的合力最
终导致了清政府执政基础和权威的
丧失!$清末新政%财政崩溃与辛亥

革命&' 载 $世界经济&

$)!*

年第
#

期$* 研究者在时间维度上对动态
的时代趋势的把握-对静态的变革
时刻的捕捉%历史学对微观事件的
掌握和社会科学对宏观解释框架
的建构及在史实层面的落实%成为
连接两类学科的关键*

此外% 回到制度变迁和国家转
型两个帝国研究本质问题 % 皮茨
RSTS

年的综述长文虽然只是讨论
了殖民帝国- 帝国主义及其带来的
现代思想观念的传播问题* 但是在
理论和方法上%应当承认%相关的研
究是我们宏观地认识从国家的早期
现代化及继之而起的现代国家转
型% 再到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型动力
的核心因素之一*然而%无论是历史
学还是社会科学% 实证研究和建立
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是我们认识和
解释历史上的帝国- 回应当下的关
照的-可行而且有效的路线*在这一
进路中% 帝国研究或许可以成为历
史学与社会科学再次结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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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中日友好主

要是以双方学者交

往和学问交流的方式发展

的! 习近平主席在
!"#$

年

$

月
!%

日"在中日友好交流

大会上的讲话#中$以日本遣

唐使阿倍仲麻吕等的来中国

学习生活$ 与
#&

世纪中国

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

事$来说明%两国人民割舍不

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今人承传发扬这个文化传

统$ 中日双方学者理应有所

担当并有所作为! 对于中国

而言 $当务之急是 $重视并

加强中日大学汉文学研究

交流机制的建设 $以使两国

人文交流中 %蕴藏的精神鲜

活起来&!

所谓汉文学$ 是指用汉

字书写的诗文和典籍$ 包括

历史上在日本翻刻出版 '数

量浩瀚的%和刻本&! 中日友

好关系的发展在历史上主要

是以汉文学的传播为方式和

途径$ 汉文学是中日历史文

化关系的主要中介!

日本文字的产生就是基

于汉文学传入日本以后产生

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现代

日语的平假名与片假名 $既

蕴含着日本文化人的独特创

造力$ 也烙有汉字文化的深

刻印记! 世界上首部双语诗

歌集产生于
''

世纪初的日

本$即"和汉朗咏集#!该书首

次将中国汉诗与日本和歌对

应编列$ 作为早期文学经典

和文化启蒙读物$ 对日本后

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的

古籍都是用汉字书写! 例如

最初的"古事记#(

+%$

)与"日

本书纪#(

+$)

)$ 以及最早的

诗歌文学"万叶集#等! 至明

治维新以前$ 日本的学问家

多以 "论语 # "白居易诗文

集 #等为基本文献 $日本平

民教育的启蒙读物也是基

于汉代传入日本的 "千字

文 # 等 ! 日本是世界上吸

纳'保存和使用中国文物最

多的国家$仅"源氏物语 #和

"枕草子#述及的%唐物 &$就

有舞蹈 '音乐 '书法 '绘画 '

围棋等$其中乐器类有七弦

琴'琵琶'笛'筝'笙等$生活

日用品有唐衣 '唐纸 '唐屏

风'唐锦'唐笠等 ! (参见石

田穰二%清水好子校注$源氏

物语 !八册 "&'新潮社
$))%

年) 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

研究中心所藏日本国际文化

交流基金会赠书)

汉
文学也是现代中日

民间交流共同的软

实力! 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

化$ 主要途径之一是以日本

为中介! 中国文化人早期留

学日本的人数远超留学欧美

者!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郭

沫若等皆有留日或赴日学习

的经历!缘此之故$现代汉语

外来词大部分是来自日本学

者对英语的翻译!(参见实藤

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
$)%$

年版)

日本汉文学研究在明治

维新后依然堪称中国之外的

世界之最!

'()&

年问世的

"支那文学史#(古城贞吉著)

被推重为中国文学史著述的

先驱!

')"*

年后持续
+,

年

的著名 %京都学派 &$其汉学

研究在当时%脱亚入欧&背景

下主张亲和认知中国$ 其研

究方法是推重清朝乾嘉时期

的考据学$ 其创始人狩野直

喜及内藤湖南等与王国维 '

沈曾植等中国学者交往密

切!稍后的吉川幸次郎'小川

环树' 仓石武四郎等都选择

来中国留学$ 这在当时中国

积贫积弱背景下$ 不仅是日

本其他学术专业所无 $也是

日 本 之 外 的 其 他 国 家 鲜

有 ! (参考吉川幸次郎著%拙

译 $唯一的中国文学史 &'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
")

辑'

$)%)

年)$吉川幸次郎全

集 &第
%

卷 '日本筑摩书房

%&#,

年 )

古代亚洲的汉字文化圈

也包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 $

但是唯有日语文字始终没有

废弃汉字$迄今依然使用%和

汉混合体&! 笔者上世纪
)"

年代在日本讲学期间还注意

到$日本国家电视台
-./

每

周末都有面向广大市民的

%汉诗纪行 & 之类常规节目

(主讲人石川忠久教授也是

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

长'全日本汉诗连盟会长'汉

字文化振兴会会长)!笔者在

日本学习期间的导师$ 原九

州大学文学部部长冈村繁教

授$ 也经常在日本九州地区

市民文化中心做汉文学专题

的讲座! (参见$中国文学论

集第
''

号*冈村繁先生追悼

号 &第
'"

页 '日本九州大学

中国文学会'

-)%*

年) 当今

日本大学普遍开设中国语作

为教养课程$ 该课程的普遍

性及选修人数之多$ 是欧美

大学' 亚洲及其他地区国家

等罕见的! 仅就中国语教学

所需专业资格教师而言 $日

本大学的汉文学研究者队伍

就堪称系统庞大$人数众多!

汉
文学还是蕴藉持久

的中日友好正能量!

日本现代文学第一人夏目漱

石的作品集中录有汉诗专

集$他提出的%则天去私 &思

想烙有鲜明的汉文学印记 !

夏目漱石的弟子芥川龙之介

也有自觉追求的汉文学素

养$ 这种素养与他批判日本

军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密切相

关! 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

者河上肇(李大钊的老师)是

"资本论# 最初的日译者$他

在日本侵华期间以中国抗金

诗人陆游为榜样撰写 "放翁

鉴赏#$该书手稿战后得以出

版! 战后日本中学语文教科

书中多有鲁迅作品 "故乡 #

"藤野先生#等$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自述早

年受到鲁迅文学的深刻影

响! 日本文艺家协会前理事

长井上靖一生曾
!&

次访问

中国$ 其大部分作品是以古

代中国为题材$ 最后一部长

篇小说是"孔子#(

%&,&

年)!

井上靖生前也是中日文化交

流协会的常任顾问!

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初与

日本学术交流是从汉文学的

"文心雕龙#研究开始! 王元

化先生在其
')('

年撰写的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

集+序#中写到,%几位日本学

者曾将他们所撰研究 "文心

雕龙#的论文寄给我$使我产

生了编选一部集子的想法!&

%九州大学教授冈村繁来信

以其论文见示 $使我知道了

日本自战后以来 $有关我国

古代文论的研究 $首推 "文

心雕龙 #! &(王元化编选 '

彭恩华译 $日本研究文心

雕龙论文集 &' 齐鲁书社

%&,"

年 )

重
视发挥汉文学对于

中日友好关系的正

能量 $ 这是我们接续两国

友好传统的题中之意 ! 从

大学教育的角度看 $中日两

国大学之间足以发挥此一

正能量的交流机制尚未建

设形成 ! 在此也略提一些

看法 !

比如 $目前我国大学的

日文专业与汉文学专业之

间沟通不足 $相应的学科教

育大体是偏于一端 ! 这不

利于与日本大学汉文学研

究展开有效交流 ! 再如 $高

校人文学科中与日本汉文

学相关的博士点也不足 $目

前高校中文学科中仅有北

京大学(严绍璗教授 )'北京

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 )'华

东师范大学 (在下 )担任培

养对日汉文学交流人才的

博士点导师! 这几个凤毛麟

角的博士点还存在可持续

发展的问 题 ! 自 上 世 纪

(,

年代开始 $ 就由王元化

先生(我国及华东师范大学

最早的中文学科博士生导

师)开创了与日本大学汉文

学研究交流的事业! 其主编

出版的 "冈村繁全集 # (

%)

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与日本九州大学汉学家

冈村繁教授主编出版的日

文本 "王元化著作集 # (三

册 ' 日 本 汲 古 书 院
-)%-

年 )$ 已经在中日大学汉文

学研究界产生重要影响 !日

本九州大学等的汉文学研

究机构及相关教授曾多次

来函来邮 $ 期望与华东师

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

进一步持久交流合作 (参

见 $中 国 文 学 论 集 第
''

号*冈村繁先生追悼号 &'

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

-)%*

年 )$而我方因种种客

观条件制约 $ 目前仍难以

积极回应 ! 凡此种种 $都是

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 $诚

如王元化先生所说 , %中日

两国在文化交流上有着悠

久的历史 ! 远的不说 $近六

十年来 $两国文化互相影响

之巨 $实堪瞩目 ! --老一

辈学者对日本汉学家的研

究成果是关心并重视的 !

我觉得 $ 我们应保持这个

传统 ! &

(作者为任华东师范大

学 教 授 ' 本 文 为 华 师 大

-)%+

年智库项目 $关于重

视 +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

盟 ,倡议以推进中日友好的

建议 &的阶段性成果 "

中日交往历史上的汉文学渊源

陆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