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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来，建设学术、扭转国运，

为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信仰。域外中国学

的知识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迅速

累积，历经一个世纪之后，早已内化于

我们自身。

在“学术的演进：代际传承与范式

转换下的中国学”分论坛上，国际传

播、语言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中外学

者，交流了长时段视角下中国各门学术

的变革，来自图书馆与中国学研究刊物

的两位学者的谈话更是形成了一种有趣

的互文。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
国学文献见证了百十年学术
发展史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陈樱

感叹国图馆藏中国学文献见证了中外文

化交流及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从某

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百十年学术发展史

的缩影。

陈樱介绍，中国学文献成为国图的

特色馆藏，与老馆长袁同礼先生的远见

卓识密不可分。1931年，袁同礼在

《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中提出：“外

国文书方面，举凡东西洋学术上重要之

杂志，力求全份；古今名著积极搜罗，

而于所谓东方学书籍之探求，尤为不遗

余力，以为言边防、治国闻、留心学术

者之览观焉。”这是晚清民国以来西学

东渐之下，对域外知识的密切关注，也

是有感于社会巨大变革、故家藏书四

散，形成的学术救国情怀在图书馆的一

种回应。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国家图

书馆对中国学文献的采访。

近百年后的今天，国图馆藏中国

学图书语种涉及近百个，数量达15万

种，拥有200余种连续性专题期刊，

已成为目前国内中国学文献最大的收

藏地。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名几经更迭。

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每年都编纂有

大量的中国研究相关外文书目；1957

年，编纂两卷本馆藏西文中国问题目录

（时称北京图书馆），1989年设立中国

学文献研究室，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建立

中国学研究收藏和研究的机构之一；

2009年，国图成立海外中国学文献研

究中心。国图对中国学文献的搜集、整

理与揭示，为学术界与决策机构提供了

重要的信息参考。

国图收藏的第一部中国学著作，是

1911年受赠的法国汉学家沙畹与列维

的著作。由此，国图渐成海外汉学家交

流的高地。劳费尔、伯希和曾任国立北

平图书馆的通讯员，费正清、戴乃迭曾

任馆刊《图书季刊》的英文编辑，顾立

雅、李约瑟等学者利用馆藏文献收获早

期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由任继愈

馆长主编的《国际汉学》创刊于国家图书

馆，陈樱说，这本刊物现在随着张西平先

生的工作调动，转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汉学》杂志：汉学的存
在标志着中国知识具有了世界
知识的意义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

学》 主编张西平说，世界中国学或海外

汉学深刻地参与了中国近代学术的诞

生。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以后，逐渐不

再单以经史子集来表达自己的知识和传

统。“汉学是以西学的形态进入中国近代

的学术变革中，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如敦煌学，包括高本汉的语言研究，最

早都是‘他者’研究中国的学问，但却深

深内刻于我们自身的学术形成过程中，

因此对它的认识就成了我们自己学问的

一部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西方中国学的

介入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

的认知。张西平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在

传统的现代文学“鲁郭茅巴老曹”之外，

海外学者夏志清笔下的现代文学史，则是

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是完全另一个

传统。“如果你只看他们，不会知道《小

二黑结婚》和《子夜》，但如果你只知道

‘鲁郭茅巴老曹’，你就不知道中国文学还

有另一个审美的叙事。”更有意味的是，

如何结合这两种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至

今也尚未有很好的叙述，因此可以说，海

外中国学的视野挑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叙事。

“从晚明以后，关于中国的知识、思

想的表达，开始具有了世界性。中国知识

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东亚一隅，而在全

世界展开。因此，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

知识的世界化，标志着它具有了世界知识

的意义。”但是，中国学术界怎么消化这

一份来自域外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把它纳

入到一个内外兼容合并的知识体系中，

仍是一项存在挑战的事业。张西平表

示，在世界不同文明和学术体系中展开

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十分必要，需要建

立一种对话的、批评的中国学。“我们希

望更多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成为融通中

外的学者，也希望在未来的中国研究

中，听到更多中国学者的声音。中国式

现代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学者如

何在吸收域外中国学的同时，重新构建

中国自己的知识表达，与各国汉学家展

开讨论就十分重要。”

“中国学术界如果要重构自己的知识

体系，就必须以全球史的观点在世界范围

内展开自己的知识和中国文化的叙述，吸

收其优长，批评其不足，使中国的知识真

正世界化，这就是世界中国学的重要意

义。”张西平说。

﹃
学
术
的
演
进
：

代
际
传
承
与
范
式
转
换
下
的
中
国
学
﹄
分
论
坛
上
，学
者
们
深
入
对
话

使
中
国
知
识
真
正
世
界
化
，是
中
国
学
的
重
要
意
义

■本报记者 李纯一

当前构建中国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

成为时代课题并取得积极进展。长期以来，中国话语体

系、叙事体系处于‘他塑’的状态。随着‘东升西降’国际态

势的逐步形成，中国形象的传播应该‘自塑’与‘他塑’相

结合，注重话语创新。

——刘刚（新华社研究院院长）

汉语汉文化亟需启用新的范畴观。新的范畴观可以

更好地解释文学争议，从而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

文化。其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理念，强调范畴与范畴的关

系以包含关系为常态。如天人合一、体用不二、有生于无、

物犹事也，都是这种包含观的体现。

——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

“学术的演进：代际传承与范式转换下的中国学”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陈龙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世界中国学大

会 ·上海论坛所致贺信中指出：“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

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

代化以深厚底蕴。”从文明互鉴的视角

探讨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是当下令

人振奋的议题。昨天，在世界中国学

大会 ·上海论坛“文明的互鉴：比较视

野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分论坛上，

来自10多个国家的30多位嘉宾从多

个角度各抒己见。

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性

研究中国的大多数国际学者都认

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对其现代性

关注不够。这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对世界中国学

研究的一大感受。由此，他专门围绕

“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展开主旨讨论。

张维为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

为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行为体的结

合。中国首先是个超大型的现代国

家，而它数千年未中断的古老、独特的

文明，使之与众不同。”

今天的中国既古老又年轻，这两

者相得益彰，体现于中国古老传统和

现代发展的各个方面。比如，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坚持的实事求

是精神，可上溯至两千多年前的《汉

书》，正是对于实事求是的推崇，使中

国的发展摆脱教条主义影响，实现了

中国的全方位崛起；比如，共商共建共

享的“一带一路”共建原则，中国式现

代化征程中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共同

富裕等理念，都有天下为公等传统思

想的影子。这些中华文明中从古至今

传承的价值追求，代表了人间正道，不

但在中国深得人心，也日益受到世界

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欢迎。

在人类文明视野中重塑
中国学研究

中西文明相遇是世界历史大事

件，彼此能否共处，关涉人类未来。华

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从中西文

明对历史本身及其意义的不同看法比

较了中西文明的差异。

西方以基督教神学为背景发展出

一套历史哲学，其核心是以普遍历史

的观念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

理解，但基督教视角下对人类历史的

认识，形成了一种单一线性的普遍历

史意识。这一点在经过启蒙运动转化

之后，形成了一种历史进化论与历史

进步论，它支持了文明等级论，以及以

此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支配世界

的霸权。相较而言，中国的开放历史意

识是更具未来意义的历史观。陈赟认

为：“中国思想对历史意义的思考走向了

人类各大文明在多元共生前提下共构历

史意义之网，每个文明在这个意义之网

中都有不可取代的位置。”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

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了对当下中国学研究

的理解。过去所谓的中国学有两个参照

物，一是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汉学，源于

对中国的兴趣；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冷

战时期中国研究，是当时国际战略研究

的产物。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学已经超

越了这两个阶段”。

多年来，中国学被认为是“外国人眼

里看到的中国”，像一面镜子，帮助中国

人看到“他者眼中的自己”。范勇鹏认

为，这样的视角既会带来惊喜，也会造成

扭曲，当下中国研究应该更多地站在主

体的位置上进行。此外，中华文明、伊斯

兰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等，都应被

平等地放置于人类文明的视野中审视，

以此超越过去中国学研究中简单的“中

心-边缘”视角。

在中国和世界的双向奔
赴中推进对话交流

今年7月，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

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

10月，世界汉学与中国学研究大会在青

岛举行；11月初，世界汉学家大会在苏州

举行；昨天，上海浦东又迎来了世界中国

学大会。“我愿意把2023年称为世界汉学

年。”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

长、世界汉学中心教授徐宝锋这样感慨。

徐宝锋认为，今天全球已经进入中

国知识爆炸的时代，外国友人对中国的

关注，已经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当下、道

路、制度等多个方面。

徐宝锋进一步强调，中国和世界双

向奔赴，才能推动对话和交流，才能消除

隔阂，达成共识，形成解决全球问题的方

案。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发展，建设对话

交流的机制，并将其推广为全球共享的

机制。中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等，搭建

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也是本场

分论坛的聚焦话题之一。

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

原所长东乡和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充满研究兴趣。他说：“今年10月中国

刚刚举办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显而易见，通过十年共建，‘一

带一路’建设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

上有很大发展。”他同时认为，如果日本

不是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而从更宏阔的

角度理解和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将有利于双方增进了解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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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思蕴

“文明的互鉴：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冷战时期美国式的中国研究把中国作

为全球战略博弈中的一个行为体来分析，当把研究对

象作为分析单位时，难免出现中心和边缘的视角，这种

视角在过去对理解中国带来很多误区。今天的中国学

应该跳出这个视角，今天，中心的特质不断变得稀薄，

边缘的异质性特质在不断凸显，历史上，往往在边缘的

地方会产生一些创新性的发展。

——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国在与世界

的对话中，努力建设促进对话交流的机制，并将其推广

为全球共享的机制。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未来的世界

是可期的，中国对未来的贡献也是可期的。

——徐宝锋(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

长、世界汉学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