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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考工6世纪至19世纪初300年间西方来华传教士和欧洲本土学者在学习和研究汉语汉字过程中所
编撰的各种文献资料，并理清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每个阶段西人中国语言文字
观的轮廓，分析与之密切相关的西方汉学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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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西人初识汉语及相关学习活动第一节 16世纪西人接触汉语的背景第二节 16世纪西文文献
中关于汉语的描述第三节 西文文献中关于西人初学汉语的记述小结第二章 西人关于汉语音韵的认识
和研究——以汉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的演变为中心第一节 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最早尝试——罗明坚
、利玛窦《葡汉辞典》第二节 第一份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注音读物——利玛窦《西字奇迹》第三节
西人第一部分析汉语语音的韵书——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第四节 17世纪西人论著中有关汉语音韵的
研究及其注音方案小结第三章 西人对汉字的解读及相关论争——以17-18世纪西人汉字观的形成和演
变为中心第一节 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对汉字字形与字义的释读第二节 17世纪普遍语言文字运动与欧
洲学人对汉语的诠释第三节 17-18世纪欧洲学人关于汉字起源问题的论战第四节 从探求“中文之钥”
到释读汉字“214部小结第四章 西人关于汉语语法的认识和研究——以17-18世纪西人汉语语法论著为
中心第一节 耶稣会士最早撰写的汉语语法书——卫匡国《中国文法》第二节 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
语法书——万济国《华语官话语法》第三节 一部综合性汉语语法论著——马若瑟《汉语札记》第四节
欧洲本土最早出版的汉语大全——巴耶尔《汉语博览》第五节 存在争议的汉语语法书——傅尔蒙《汉
语沉思录》与《中国官话》小结第五章 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与西方专业汉学的建立第一节 19世纪西
人汉语研究的开端——哈盖尔《边画译》第二节 19世纪初西人编撰汉一西双语或多语对照辞书的探索
和成果第三节 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关于汉语语法的研究第四节 雷缪萨的汉语研究与法国专业汉学的确
立小结结语参考文献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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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困难的精神。
因此，他们在进入远东地区活动后，很快就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开始接触汉语汉字，并展开初
步的探索和学习，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比如创制了第一套汉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编撰了第一部汉一西或西一汉对照字典、编写了第一本汉
语语法书，等等。
　　第二，在西人当中，传教士不仅是汉语汉字的学习者、研究者，还是主要的传播者。
他们在华活动期间，充分利用学习汉语汉字的便利条件，在不断积累经验提高自己汉语水平的同时，
也将相关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或在中国或在欧洲出版。
欧洲本土学者大都没有到过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得不借助传教士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参考和利
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因此，尽管传教士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早期西方汉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
　　第三，欧洲本土学者带着欧洲问题关注中国，将中国研究纳入各自的学科领域。
在语言学领域，自17世纪起西方学人对汉语汉字的认识和研究已构成西方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比如在欧洲学界探求普遍语言文字运动的思潮中，西方学者无论是从寻求原初语言出发，还是通过创
制真实字符来建构一种普遍语言，他们都在论著中将汉语汉字置于相当重要的位置。
不过，由于当时语言学本身还很不成熟，深受宗教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因此，西人在17世纪中后期围
绕着汉语汉字问题所展开的论争以及形成的各种论说，并非纯粹的语言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
宗教学的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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