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奉传! 一书辑录了道光二十
四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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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清廷及地方
官有关准许天主教传行的谕旨
和官方告示$ 完全是为了传教
士在遇到%民教冲突&时提供合
法性依据的文献汇纂$ 后多次
续增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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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黄伯禄常居徐
家汇从事著述'这一时期$徐家
汇已成为耶稣会在上海的中
心$ 同时也是整个江南天主教
的教区中心' 他的中文著作大
多也与教会事务相关$如(正教
奉褒!(集说诠真!(圣女斐乐默
纳传!(函牍举隅 !(训真辩妄 !

(契券汇式!等' 从他的这些著
述来看$ 黄伯禄是晚清江南地
区天主教的一位大 %护教家&'

在教会史料的记载上$ 他也被
称作是主教%秘书&$专务著述$

同时负责解决教会与地方社会
之间的各种交涉'

作为 !汉学家 "的黄

伯禄

然而$ 黄伯禄并不是一位
完全封闭于教会内的人物' 笔
者因课题需要$ 曾检索与黄伯
禄有关的中外文传记资料' 在
多部与他有关的传略中$ 黄伯
禄作为%汉学家&的身份逐渐浮
现' 我们如翻检近代汉学史文
献$ 也可常见黄伯禄的法文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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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黄伯禄去
世后$ 法国汉学家高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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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汉学刊物 (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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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刊登了黄
伯禄的讣告' 高第在此讣告中
列有黄伯禄法文和拉丁文著作
多部'

黄伯禄的外文著作主要收
录于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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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办的 %汉学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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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
丛书&是近代来华耶稣会传教士
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自

%"0=

年至
%0>"

年间共出有
??

号' 据
学者统计$黄伯禄在%汉学丛书&

中的著作共有
"

部$ 分别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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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三部皆出版于黄
伯禄去世之后' 可见$黄伯禄外
文著作在近代来华耶稣会 %汉
学&研究活动中的重要'

其实$除黄伯禄外$另有
K

位中国耶稣会会士参与了 (汉
学丛书!的译著活动'他们分别

是徐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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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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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渔珊#+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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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古愚#+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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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昌祉#+张正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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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伯达#' 这
?

位中国天主教徒$ 除黄伯禄在
生前不以耶稣会会士的身份示
人$ 其余

K

位都是经过耶稣会
培训而成的天主教神职人员'

他们参与来华耶稣会的汉
学研究$ 主要发挥了自身熟悉
中国文化+历史和制度的优势'

比如黄伯禄的研究即集中于中
国的产权+婚姻$以及盐业和行
政制度' 而徐励则主要讨论了
中国的文武科举制度' 他们的
研究为近代西人认识和理解中
国社会的各项制度提供了知识
来源' 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对二
人的研究也予以特别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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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法国汉学 %儒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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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授予
黄伯禄的 (中国产权研究 !和
徐 励 的 (中华武科试实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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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丛书 &第
九号 #'

%儒莲奖&由隶属于法兰西
科 学 院 的 金 石 与 美 文 学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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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字命名$被誉
为西方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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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奖项第一次颁发$获
奖 者 为 英 国 汉 学 家 理 雅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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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伯禄+徐伯愚获此
奖项$ 说明西方主流汉学界对
中国耶稣会会士%汉学&研究的
认可'

就中国耶稣会士参与 %汉
学&研究的动机而言$与外籍传
教士一样$ 传播天主教信仰是
他们此类著述的出发点' 黄伯
禄的 (中国产权研究!(大清律
摘译婚姻门律例注译! 都是他
传教活动的副产品$ 以为西方
传教士解决相关议题提供参
考' (中国产权研究!源于黄伯
禄光绪七年完成的中文著作
(契券汇式!' 此书原为传教士
订立中国田地+ 房产买卖 %文
契& 提供参考' 此书乃研究晚
清经济制度和%民教冲突&问题
的稀见文献$ 现收入上海大学
陶飞亚教授主编 (汉语基督教
珍稀文献丛刊"第一辑#!"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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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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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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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学人
!

最近!美国"高等教育纪事

报#发表了著名心理学家$哈佛

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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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书 "现在启蒙(理

性$科学$人文主义与人类进步#

的节选) 文章中!平克抨击了当

今社会对理性与科学发起的*战

争+! 特别是人文学科对科学的

攻击利用与妖魔化! 他指出!要

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必须依靠

现代科学)

科学史完全没有成
为连接科学与人文
的桥梁

早在
!0K0

年!英国科学家

与小说家斯诺的著名演讲*两种

文化与科学变革+即指出了整个

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分

割成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且

两者之间已经产生了鸿沟)斯诺

更多地批判了人文对科学的藐

视!他质问他们( *你们能清楚地

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吗, +斯诺

认为!这句话其实就是 *你读过

莎士比亚吗+的科学语言表达)

按照平克的观察! 今天!对

于科学的轻视已经出现在了受

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威望

的高等学府之中)报刊杂志更多

地关注于政治和艺术方面的新

动态!除了议论像全球变暖这种

政治话题!或者定期攻击*科学

主义+! 已经很少关注科学的新

思想)大学文科生的课表中很少

出现科学类的课程!学生几乎不

怎么接触科学知识就可以从大

学毕业!甚至他们学习的有些知

识与科学形成了对立!有时候往

往用来攻击科学)

他提到!美国大学里最常见

的有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课

本是来自托马斯%库恩的 "科学

革命的结构-&

!0?J

') 这本书中

的观点一直被人理解为(科学并

非真理的线性累积!而是通过一

系列周期性的科学革命!不断地

进行范式转换!植基于社会学的

决断!而非逻辑实证主义) 尽管

库恩本人否认了这一虚无主义

的解释!但这已成为很多知识分

子对科学的固有印象) 曾有评论

家说过!就如同艺术家已不再在意

艺术作品是否真的*美丽+!科学家

也不再介意理论是否*真实+)

科学史专家大卫%伍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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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曾说过(*在

斯诺的.两种文化/观点提出后

的那么多年!科学史完全没有成

为连接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反

而!科学家们恐怕已经无法理解

史学家所描绘的科学史了0 +像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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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

学科应旨在使科学知识广泛地

融入人文学术! 然而很多时候!

有些学者却走入了一个误区!并

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真实的本质!

而是用其主观思想去影响科学

的客观性0例如!

J1!?

年曾有一

篇轰动学术界的论文 *冰川!性

别与科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

一个女性主义冰川学框架+!就

是其中*登峰造极+之作0

科学在种族主义 !

大屠杀等历史中究
竟有何影响

在平克看来!比起科学也被

贴上呼吁性别平等的标签! 更

被妖魔化的要数抨击科学是征

服$奴役$种族屠杀等现象发生

的罪魁祸首0

他举例法兰克福学派中社

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诺

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的批判反思

是他们思想理论的核心!他们认

为*启蒙精神会最终走向自我毁

灭+! 人类并没有进入真正的人

性完善!反而陷入了*野蛮状态+0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也指出种族大屠杀就是启蒙运

动后*生物政治+的必然结果!是

理性主义驾驭人类生命的行为0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也将大

屠杀归咎于启蒙思想! 现代化!

认为这是一个*重塑社会!使其

成为更为科学理性的计划+0 在

这些观点下!纳粹的行为就被解

释成了是*现代性+以及*科学

性+导致的0然而!社会批判理论

和后现代主义所避免使用的科

学方法!如定量研究和系统年代

学却证明!在文明开化前的旧时

代!大屠杀活动并不少见!随着

启蒙运动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

步!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 这一现象却并没有增加!反

而大幅减少0

平克认为!科学在这些往往

有着很长历史根基的社会行为

中的作用被放大0例如!*科学种

族主义+在
!0

世纪末和
J1

世纪

初盛行! 主张种族有优劣等级!

并且试图用颅骨测量法和精神

测定等*科学方法+论证北欧人

史蒂芬"平克#$请勿与科学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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