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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所讲的“中国学术”，绝非仅限于某一地理疆界之内的学术活动，否则不光杂志的论域和器
量会太受限制，而且就知识生产的世界现状而言，也实在难以保证足够的学术量。
由此从外延来讲，凡是来自广义“文化中国”的学术创造，即使它并非大陆人甚至中国人的创造，仍
要属于“中国学术”；而从内涵来讲，凡是理应纳入当代精神视野的重大话题，哪怕它超越了特定民
族国家的具体关切，也仍要属于“中国学术”。
 　　论文栏第一组致力于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显出文明间的跨越是其来有自的，只不过早先的主
要边界并不在中西之间。
刘迎胜提出了一个既有难度又有兴味的问题：明初人出使外番时究竟以何种语言交流?作者基于同时以
汉、波斯与泰米尔三种文字刻成的锡兰山碑推测：后两种文字正是郑和船队的主要外交语言；更佐以
其它材料（如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推断：元亡以后，波斯语在中国的官方语言地
位虽不复存在，但其作为外交语言的地位仍保持了一段时期，故明初时无论是沿陆路出使西域还是沿
海路下西洋，均以它为外交语言。
陆扬比较了中古留下的多种鸠摩罗什传记，并对之进行了语境化和历史化的诠释。
作者指出，当时的佛教史家充分调用历史与想像资源，在凸显传主与其母耆婆及中亚僧团间的精神联
系、展现传主过人智慧与佛教修行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刻画传主远到异域传教的孤独与挫败心态等方
面，进行了持续努力和不断修正；可以想见，这类史书中的大量叙述细节，不仅反映了当时佛门与公
众对传主的评价与想像，也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土时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与制衡。
 　　第二组聚焦于明清小说中的性话语。
陈建华对《金瓶梅词话》的研究，综合了三个不同的向度：从叙事传统的角度，指出小说中的视觉特
别是偷窥视角，在人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从全知叙事到有限叙
事的历史性转折；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指出小说中对私生活和偷窥的兴趣，反映出随着晚明城市经济
的发展，出现了私密性“阅读”的新型要求；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指出潘金莲的“恶”眼虽然蕴涵着
对女性的诅咒，但对新的“视力”的召唤却亦反映了传统伦理的恐惧，同时也带来了性别天平出现“
阴盛阳衰”的吊诡。
商伟对《才子牡丹亭》的研究，强调了明末和清初间的连续性：这部成书于康熙、雍正年间，刊行于
雍正、乾隆之际的评注性著作，其牵强的注释似乎专门围绕着性话题，表明晚明之风其实到十八世纪
上半叶仍未消歇。
作者缘此认为，这种颠覆性的情色诠释，既以王学为其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也标志着王学的逻辑极
致；它的阐释内容和方法体现了晚明以来文学实践的内在趋向，故其意义便只能参照这些作品的母题
和叙述模式来理解。
 　　第三组聚焦于日本的江户“兰学”（即荷兰之学）。
近来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上世纪初叶从日本涌入的大量外来语，发现那里潜藏着许多文化误读的
重大案例。
然而，那些以汉字为假象的日语外来语，最初在其本土语境中又是怎样形成的?沈国威道出了其中的“
所以然”。
作者指出，日本近代的兰学从《解体新书》的刊行算起（1774年），迄至来自中国的汉译西籍开始自
由输入（1860年前后），总共进行了80余年。
在此期间，兰学家们面对西学“抗颜强译”，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译词三法——即利用中国典籍词语
的“翻译”、摹借或汲意造词的“义译”，以及万不得已而为之的“音译”；而大量利用汉字拼合起
来的新词，正是在中国典籍中没有现成对等词语的困境下，被兰学家们根据“义译”的方法创制出来
的。
赵坚又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综述了日本兰学的发生、发展与特征。
作者还指出，兰学这种“洋学”一开始又称“蛮学”，是作为“汉学”（主要是传统汉医学）的对立
面出现的，这种称呼不仅包含着对其研究对象（“蛮人”）的鄙夷，也意味着兰学和汉学之间的高下
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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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兰学和汉学并非总是这般水火不容，反而很快就发生了融合，到后来后者竟成了前者的“素养
”和“媒体”。
准此才可以理解，后来从晚清输入的汉译西籍（如《万国公法》），何以又对幕末的兰学有所推动。
 　　评论栏围绕着“历史与现代性”的关联。
高毅基于欧洲的史实认定，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对于人类崇尚自
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空前觉醒，以及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
由此，所谓“现代性”应是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体，而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张力
则是它的内在动力源。
作者的辩护是，两个多世纪来现代文明在其发生、成长和扩散历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多是由各种对
抗现代性的前现代因素所诱发促生，并非缘于现代性本身正当性的不足。
叶文心基于史家的敏感，指出高速起飞的前景如何促成了上海地方史资源的重新分配，以至以往革命
史对于阶级斗争和外来压迫的强调，也在新的史学话语中变成了“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之辩。
借助于这种雄辩，新的上海史著述就重塑了人们的记忆，也为该市主动谋求国际化的战略建构了历史
基础。
不过，同样出于史家的敏感，作者亦指出九十年代的上海虽然提出了“主动开放”的战略指标，其历
史条件却与“被动开放”的三十年代颇有不同。
 　　讲坛/通讯栏，发表了丁尔苏基于本刊2003年春季号上的钱钟书遗作——所进行的联想式发挥。
作者再次以《世界公民》及《在中国屏风上》为例，讲述了关于中国的不同观念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异
国挪用的。
 　　最后再回到起初的话题。
刚刚从瓦格纳那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望而生畏的文字： 　　中国学研究发生在一个多语言的世界。
除了中文以外，学者们还在用日语、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其它语言撰写重要的著作；而相当的历史
资料则在另一宽泛的语言跨度里传布，从梵文到吐火罗文，从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说日文和韩
文中对古汉语的运用了。
几乎没有学者敢于声称自己在用所有这些语言中的哪怕一小半来从事研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学术
原则却依然有效：关于一个课题的所有重要的资料和研究均需要顾及，不管它们传布在哪种语言中。
（瓦格纳：《王弼研究》中文版序言） 　　但转念想来，不正是因为这项事业既如此艰难，又如此广
阔，我们才如此渴望去调动普天下的积极因素，来共同书写——乃至于共同造就——那个早已成为世
界性话题的、充满迁移张力的中国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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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学术（第23辑）》是人文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历史、文学、人类学、法律等多
个领域。
第二十三辑包括六篇论文，两篇评论，一篇通讯，十篇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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