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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把香格里拉展现给世界；他，连缀20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边境的社会生活、自然界域和动植物考
察；他，接受美国三大机构委派前往亚洲考察植物物种，同时为美国《国家地理》写稿；他，孑然一
生，乖戾低调，挣扎在中西文化的两重界域。
斯蒂芬妮·萨顿编著的这本《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是唯一一本用洛克的日记、书信以
及对当事人的采访等一手资料写成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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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1884—1962）是中国研究民族学、纳西学和藏学的学者比较熟悉的一位
西方学者。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不少西方探险家、学者、传教士和旅行家怀有各种目的，开始来到中国西部边
疆地区。
他们寻求考古发现，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方法对当地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进行观察、记录。
早期的西方探险家和学者主要热衷于中国西部的地下文物，比如，敦煌古代写卷和黑水城文书的发现
过程中都有这些外国人的身影。
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外国探险家们对世界这一块土地的热情依然不减。
不过，他们追寻的目标逐渐从考古发现转向了对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习俗和社会制度的考察和研究，
有些人在中国西部长期居住下来，对某一地区进行长期的跟踪考察和记录，还把他们的文稿寄往国外
的刊物发表。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变，他们才不得不离开中国。
在后期的这些西方探险家和学者中，洛克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
他不仅以性格孤僻、勤于笔耕著称，而且我们还可以说，他是唯一一位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长期生活
和考察、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云南的西方人。
他在云南丽江纳西地区的活动、他对青海阿尼玛卿山地区的动植物学考察、他把卓尼版藏文大藏经《
甘珠尔》《丹珠尔》带去美国、他对四川木里藏族地区的探险以及民国时期和西南地区各路人马的直
接接触和交往，都是轰动一时而且长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事迹。

洛克在中国再次被人们提起和关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云南丽江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兴起。
丽江的景点吸引了很多游人，随之洛克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有学者，也有倾心丽江的历史和
人文的普通老百姓，因此近年来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与洛克相关的文章，还有几部书作出版。
不过这些文章和书籍中，有一部分是基于道听途说，加入国外寻得的一些资料，拼凑而成，还有的是
在描写洛克这个传奇人士时添加了不少文学色彩和想象的。
虽然有关洛克的各类故事读起来耸人听闻，但是缺乏对洛克的生活背景、性格特征和人生意念的准确
描写和深入分析。
这种现象引起了远在美国的李若虹博士的关注，她决心把现有的唯一一部完整而又准确可信的洛克的
英文传记翻译成汉文，介绍给国内关心洛克这个人物的读者。

李若虹博士1988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
从哈佛大学内亚研究系毕业后，一直供职于哈佛燕京学社。
这些年来，她挤出业余时间来翻译洛克的传记，与她在哈佛的研究专攻和工作经历实在是密不可分。
洛克的足迹遍及中国藏区边地，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云南，可以说是在欧亚内陆和青藏高原的最
东端；1924～1927年，洛克得到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的资助，到阿尼玛卿山地区采集植物标本；二
战结束后，从1945—1950年，洛克又被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教授聘为研究员
，被派往云南丽江从事他的纳西学研究工作。
至今哈佛燕京学社还存有洛克当时和社长的大量通信。
正是这些渊源，若虹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不久就开始了这一翻译工作。
翻译实非易事，而这又是一部人事涉及面很广、需要多种学科知识支撑的人物传记，做起来更是需要
毅力。
虽经数年，但是若虹对这本译著的热心和努力不减起初。
细水长流，经过努力，现在她终于完成了这一项目。

这本传记是由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前任主任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A.Howard）教授的专职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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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尼·萨顿（Stephanne B.Sutton）在1974年完成，由美国哈斯汀斯书房出版的。
虽然洛克和萨金特教授的交往重在1924—1927年的甘青之行，但是这本书并非仅仅侧重于洛克的这一
段经历，而是囊括了他一生与众不同的经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通过研读、分析现有的各种一手
材料，对这位探险家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做了细致的描述和准确而又深入的分析。
正如本书的标题《苦行孤旅》所展示的，洛克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探险家和语言学家，但是他更
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孤独者！
正如作者在为传记尾声处所写：“他始终不能安心在一处逗留多时，总是在不停地旅行，不停地漂泊
。
他永远只是一个移民，哪儿都没有他安身的家。
也许正是由于他年轻时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这就注定他将彻底失去自己真正的家园。
中国曾经接纳过他，可最终洛克竟无法在那儿找到归宿而遭离弃。
”
可以说，迄今在国内，我们还没看到一本真正基于现存的史料的整理、研究而写成的洛克传。
因此若虹经过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完成的这本译著填补了这一空白。
虽则原著成书于40年之前，但是书中展示的洛克，这位杰出的植物学家、探险家和语言学家，这位孤
僻难处的天才型学者一生的独特的经历，迄今读来，仍然意趣盎然，别开生面。
无论你是着迷于西南怡人风光的普通读者，还是研究民国西南历史、政治的学者，或是热衷于了解20
世纪前半期生活在中国的各路西方人在中国的观感和体验的人文爱好者，本书为读者打开一扇独到的
窗户。

若虹受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她的翻译不仅力求准确，贴近原文，而且在翻译过程中，她不断对相关的
历史事件的前后细节、人物的背景和关系和相关人名、地名的渊源做过认真的校对和考究。
本译著是国内现今很多零散地编译、摘录部分内容再加上自己的感叹而写出的有关洛克的传闻所难以
企及的。
另外，她毕业后一直留校任职，近水楼台，有选用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各类老照片和史料的便利。
若虹在汉译本中添加多帧精彩的照片和洛克的亲笔书信，这些原始材料现均收藏于哈佛大学多家图书
馆内，更使这一传记读来栩栩如生，确实能使读者对洛克这个传奇人物有一全新的了解。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陈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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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书目和文献资料
人名译名对照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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