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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学菁华》与《花甲忆记》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姊妹篇。
《花甲忆记》忠实记述了作者在华长期生活过程中的各种经历和亲身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的外部生活。
而《汉学菁华》则反映了作者在长期与中国文人、学者密切交往中所观察注意到的中国人的内在精神
生活和学识，以及中国教育的定位。
本书的内容包括经过修改和扩充并增加了许多新素材的《翰林论文集》。
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本书是作者原创性研究的成果。
作者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从中国教育到中国炼丹术的一系列不同的题目；冒昧地相信自己对于东方文
学、科学和哲学的某些领域具有一些新的见解；而且作者还可以丝毫不过分地宣称，古代中国的国际
法和外交是他独自发现的一个研究领域。
《三国志》中有一个说法已经得到了历史的印证，并被视为国家事务中的一个基本法则，那就是中国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目前，那些离心的力量正表现得异常活跃。
即使它们最终导致中华帝国的分裂，这种分裂状态也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尽管它也许会使中国人民加
速获得西方的文明。
在新生活的刺激之下，中国人民必将重建国家，使其成为文明世界强国中的一员。
除了光绪皇帝之外，满族统治者在不情愿地对西方列强作出让步的同时，在心底深处对中国人民总是
潜藏着一种“顾虑”。
然而奇怪的是，随着大清国每一次被外国列强所打败，这种“顾虑”目前已经降低，而且在甲午战争
之后光绪皇帝所发动的戊戌变法中几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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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五卷，分别从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学、宗教、哲学、教育、外交等几个领域，对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一一进行了阐述，这些题目是作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
籍。
让中国沟通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实现中西文化全方位的交融，这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
　　在第一卷论述中国的古代技术和科学的章节里，尊崇孔孟之道的丁韪良告诉世界，中国的孟子早
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提出了进化论。
这一卷还论述了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中国人的炼丹术对西方化学工业的影响。
　　第二卷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渊源，详细介绍了李白等重要文学家。
　　在第三卷中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法，阐述中国的儒、道、佛三教，以及中国人的祭祖行为。
　　第四卷论述了中国的教育，着重介绍了他所青睐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并指出：西方世界若能采
用这一制度来选拔人才，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就。
　　在本书的第五卷，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史官、国际关系和外交等议题进行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丁韪良是第一个将国际法——《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由清政府拨专款付印出版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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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在中
国生活了62年（1850—1916，其间有四年时间不在中国），曾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
他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学，对晚清中国社会有微细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是清末在华外国学者中首屈一
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
著有《中国觉醒》和《花甲忆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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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中国人的发现作为一个历史跟埃及同样悠久，而因异邦征服造成其连续性被打乱的时
间却要短得多的民族，中国人曾经有许多有价值的发现，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令人感到奇怪的倒是居然没有人肯花一点精力来指出远东古代文明对于西方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很多情况下，西方人所受到的这类影响都可以得到证明。
即使在另外一些证据还不是非常充分的情况下，根据排序而得出的推定也对中国人有利。
传播文明的渠道也许并不容易查明，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传播早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就已经存在，正
如大海的潮起潮落享有一个共同的脉搏，以及遥远的海岸线之间有暗流相牵。
也许很难显示中国人具有出众的创新才能，但是像他们那么聪明和注重实际的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岁
月中不可避免地会积累大量的技艺和科学基础知识。
他们并不缺乏原创性。
当西方人在历史的发端与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显然是土生土长的。
甚至在今天，西方旅行家也会对他所看到的一些中国人所特有的方法感到吃惊。
正是这些独特的东西构成了中国人的物质文明。
本书中我们主要是(并非全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已经流传到了西方世界的发现和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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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850年，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被派往中国完成他“传递神的福音”的使命。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将会和这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紧紧联系在一起。
此后他在中国住了近六十载，用毕生的精力打磨出一把通往汉学最高殿堂的金钥匙。
此人就是本书的作者丁韪良。
他为中国带来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从而帮助中国人和平地打开了沟通世界的第一扇窗：一是翻译《
万国公法》，这是中国首次引进国际法；二是带来了现代西方教育，并有幸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西学总教习。
《汉学菁华》成书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处于世纪之交的这个时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中日甲午
战争刚刚结束，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八国联军闯入北京城⋯⋯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
，丁韪良居然能够处变不惊，安心撰写一部二十余万字的汉学专著，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位老人
是极其热爱中华文化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把他定义为一名带着传教士身份来“西化”中国人的洋政客，倒不如说他是一
位纯粹的汉学家和教育改革家更恰当。
正是基于对中国以及汉学的热爱，促成他撰写这本《汉学菁华》。
本书分为五卷，分别从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学、宗教、哲学、教育、外交等几个领域，对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进行了阐述，这些题目是作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
让中国沟通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实现中西文化全方位的交融，这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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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一百年前的“中国通”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疏理。
“谁能够想象得到，学习中文的过程其实并非像在穿越沙漠或热带丛林，而更像是走在一个到处都能
听见奇鸟歌声，都能闻到鲜花芬芳的森林里，人们会不时地为眼前那难以形容的美景而感到心旷神怡
。
”“中国就是以这种真正的民主而傲视世界民族之林的。
因为无论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有何种的缺陷，人们必须承认，中国在鼓励人们发奋努力和奖赏学
业成就上设计了最佳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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