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丁语教区!教宗则在希腊教会

拥有管辖权" 在帝国早期!希腊

语相对拉丁语的确更具优势 !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伊雷

内#马鲁在$古典教育史%中解释

其原因 &'因为罗马国家鉴于希

腊文化所拥有的伟大声誉!从未

真正试图将拉丁语强加给它的

东方国民" (适时!有教养的罗马

人需要同时掌握希腊语和拉丁

语!这种情况遍布行政系统和日

常生活 !'一切有关东方省份的

法令 )풪老院布告 )令等公布

时都被翻译成希腊语*从克劳狄

乌斯皇帝直至帝国晚期!帝国司

法部门都拥有两套平行的通讯

系统!它们自哈德良皇帝治下开

始!分别由会讲拉丁语和会讲希

腊语的官员管理" (卡西安在$要

则% 뻭五中也讲过一桩轶事&一

个意大利人到了埃及成为修士!

떫他除了写拉丁文!其他什么都

不会" 善良的院长便告诉他!自

己有一个担任公职的兄弟也很

擅长拉丁文!想托他抄写一些拉

丁文的圣经段落寄送过去"这显

然是个善意的谎言!因为这些拉

丁文 '一点用处都没有 !人人都

轻视这门语言("

然而!쯦着国家机器的加强

和拉丁文学的发展!希腊语逐渐

走向衰落!拉丁语教育受到了更

多重视" 一方面!탭多罗马人不

再接受系统的双语教育!他们至

多只学习基础希腊语!뇈如奥古

斯丁就坦言自己不擅希腊语!更

倾向于阅读希腊语作品的拉丁

文译本 *쇭一方面 !由于 " 世纪

时拉丁语被定为帝国官方语言!

掌握拉丁语便成了进入政府)뻼

队)法律系统的重要途径 !东部

青年为了仕途而学习拉丁语的

趋势愈发明显"

卡西安生活的时代正是两

种语言地位更迭的转折时期 !

不过他的出生地小斯基泰恰好

是一个双语行省 ! 转折尚未波

及此地 " 作为一个 '双语人 (

+#$%&#'(#) *&+,#-), ! 他自幼同

时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 ! $对

谈录 % 中提到自己曾经有个教

授古典文学的老师 " 在辗转于

伯利恒 ) 埃及和君士坦丁堡的

至少 ./ 年间! 他一直使用希腊

语和当地教父交流 ! 可以说掌

握双语是他将东方修道传统带

至西方的中介 ! 他最后定居的

马赛也是一个有着希腊文化根

柢的城市 " 因此 ! 察马里克斯

认为 '斯基泰的卡西安的希腊

语不足以去阅读约翰-克里索斯

顿的大量作品(! 无疑低估了卡

西安的语言能力 " 他也没有正

确认识到当时两种语言的地位

升沉 ! 实际上 ! 有一类人既可

以理解复杂的希腊文作品 ! 틠

能毫不自卑 ) 行云流水地用拉

丁文写作"

而且! 卡西安继承了东方

修道遗产这一事实! 不能推演

出其作品对东方世界没有价值

的结论" 他所传播的修道制度

并不是对埃及修道生活的全然

复刻! 而是充分考虑高卢现实

情况! '如果我认为埃及的规

章在此地的气候或习俗下无法

实践 ! 那么我将进行调和 " (

他虽深受奥利金主义和伊瓦格

里乌斯 +01-,%&#', 影响 ! 떫

还是回避了其中与正统神学相

斥的部分和过于激进的苦修思

想" 通过语法和修辞技巧! 他

'发明了一种新的修道阅读文

化! 利用阅读和写作来形成修

士认同 (" 我们愈发认识到 !

卡西安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思想

家! 他的修道作品之所以获得

长久的生命力! 正是因为这种

内在的创新和活力" 所以察马

里克斯的质疑 '西方修道思想

本就传承自东方! 为何需要从

拉丁文译回希腊文( 也就有了

答案" 一方面! 卡西安所处的

时代见证了拉丁语地位的提

升! 拉丁语著作在东部受到重

视! 掌握拉丁语者人数的增长

为翻译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

쇭一方面! 他的修道思想并非

照搬自东方制度! 而是对后者

做了适当的调整和创新! 从而

自成一体" 它们不仅深刻影响

了后世西方修道规章! 还被其

灵感来源...东方的修道院所

接纳! 经历了从拉丁语到希腊

语的翻译 ! 是为一种文化反

哺 / 所以真正的卡西安从未

'쿻失( 过 ! 쎷黛奥拉抄本就

是他存在的明证之一"

뺡管察马里克斯声称自己

的出发点是 '뒿粹客观的学术

精神(! 떫他的字里行间充斥

着傲慢与偏见! 在重视希腊语

的同时轻视拉丁语! 볡持认为

母语为拉丁语者不可能熟练使

用希腊语! 拉丁语作品也不值

得被译成希腊语" 这不仅严重

影响了他对材料的判断和使

用! 也折损了其核心观点的有

效传达" 在他看来! '죶巴特

的卡西安( 代表那些推崇希腊

文化的基督教知识分子! 他们

的作品证明了即使在查士丁尼

下令关闭雅典学院之后! 希腊

精神的发展也没有停滞! 2 世

纪恰是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发

生空前碰撞 ) 交融的一个时

代" 然而! 쳈若拒绝承认拉丁

语作品可以被译为希腊语! 那

么 '碰撞( 和 '交融( 也就失

去了语言基础! 只能是单向的

输送" 事实上! 通过卡西安一

例我们更能看出! 当时希腊文

化和拉丁文化之间有着密切互

动...这种互动是双向的) 多

样的"

!ퟷ者单位"놱京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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믆杰 !쯎词与民俗"%짌务印

书馆&"##$$

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

能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同它的

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宋词是

我国民俗的重要文献之一"不

仅涉及民俗的词数目可观"而

且展现其中的民俗也是形象

丰富的!

这是一本从民俗学的观

点和角度重新审视宋词价值

的系统性著作"作者#헣江大

学教授$从节序民俗%샱仪民

俗%花卉民俗%퇧饮民俗等方

面归纳介绍了元宵词% 쫙词%

쒵丹词%단词等"还整理了柳

永等十二位词人词作中的民

俗情况"늢且还通过宋词考证

了&啰哩啰哩'%&첤歌与缠足'

等风俗(죴要了解宋代民俗文

化"此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宋

代民俗百科全书)

돂炜舜 !쏷代前期楚辞学史

论"%첨湾学生书局&"#%%$

楚辞学历来是显学"梳理

楚辞研究的历史也是楚辞学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

*쿣港中文大学教授$ 在此书

中分析了明代前期的台阁文

风" 吴中文化与楚辞学的关

系+明初的文道合一论与楚辞

论的关系"梳理了永乐至弘治

间台阁诸臣%吴中文士的楚辞

论"考论和探析了明代楚辞学

专著,,,즣悦的-楚辞评.+周

用的-楚词注略.)

台阁诸臣受吴中文化影

响致使楚辞考据学泛滥+明初

文道合一论者的屈原忠君恳

贞论+퇮士奇等人对芳草的推

崇等等"明代前期楚辞的文人

影响+ 屈原精神的传承等议

题"都在本书中获得系统的总

结)本书是明确把握楚辞学在

这一阶段走向的非常有意义

的一本学术专著)

랽铭 !햽国诸子概论"*学苑

出版社&"#%"$

先秦的思想和精神是中

国人发展历史的根源所在"关

于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对树

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 而战国时

代" 샱崩乐坏却又百家争鸣"

믬乱却又有生气"如何系统地

梳理各家思想是一个艰难而

有意义的选题)

作者 *놱京语言大学教

授$在此书中提纲挈领地展现

了一个思想火花争相绽放的

战国时代)战国士人的哲学思

考+릫平理想+뒴新精神"战国

开始出现的私人著作,,,죥

家的-论语.-쏏子.-荀子.-

子春秋.+道家的-믆帝四经.

-샏子.-庄子.+法家的-韩非

子.-쒫子.-싀氏春秋.等作品

中的主要思想"뿗+쏏+荀+道+

쒫的文学思想"战国诸子的书

写技巧"等等"都可以在此书

中找到明确解答)在研究先秦

文学+思想或政史时"此学术

专著都可成为案头必备参考)

컢台锡!샏庄禅易#뚫亚根源

思维"*틠乐出版社&"#%&$

人文学者以科学视线再

次解释东亚古代思维的成果)

本书由四章构成" 뗚一章为

&틾喻与流动的符号学 /周

易'"뗚二章为&뎬越0解体0쓦

说的思维/ 샏庄'" 뗚三章为

&中国禅与理禅审美'"뗚四章

为&낣瑞璜的鉴赏历程/中国

诗')

作者通过符号学+ 数学+

西欧文艺批评+ 솿子力学+相

对性理论的观点来重新发掘

跟西欧思维相异的东亚古代

思维意义的研究果实)可以说

体现了韩国中国文学研究者

的前瞻性与革新性视角)中国

古典文学研究向来注重传统

的治史学+目录学+版本学+考

证学等治学方法"떫如今在韩

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却

出现了这样一股融合型+뢴合

型的新思路)此书正在被翻译

成中文"풤计两年后会见到中

文版)

엋铭基!볖谊及其$탂书 %퇐

究"%짏海古籍出版社&"#%&$

贾谊是位英年早逝的天

才型士人"对他的研究有益于

当下青年学者的奋发有为)作

者*쿣港中文大学教授$选取

贾谊-新书.为主题"以文本细

读的方法"从各方面比勘了贾

谊-新书.与周秦两汉典籍的

互见关系)

贾谊学术思想的归属+与

荀子学术渊源"贾谊-新书.的

命名及出现年代+ 与 -汉书.

-子.-ퟳ传.的关系"贾谊说

-诗."贾谊经学思想的时代意

义等"都在此书中列有周详考

辨)作者不仅考证了今天所见

贾谊-新书.的真伪"而且考察

了贾谊引用经籍的实况"듲破

了前人所谓贾谊经学渊源的

成见" 重构了贾谊用经的面

貌)这可以说是一本功底细腻

扎实的考据学方面的贾谊研

究成果"죃贾谊又有了一个全

新的形象)

%ퟷ者为韩国东国大学中

文系讲师$

톧人在读
李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