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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是一部关于德国汉学的理论专著，论述了德国汉学随着
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的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
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科学演变的缩影图。
《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适合汉学发展研究者。
　　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首先受到帝国扩张主义的影响。
在希特勒的纳粹时代，部分学者被迫流亡。
而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也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
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冲击，
则促进了西德汉学对现代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方法的开放性。
1990年东西德统一，双方的汉学重新接轨。
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科学演变的缩影图。
1997年马汉茂主持召开了德国汉学协会第八届年会，全面总结德语区汉学的历史并出版了《德语世界
的汉学发展：历史、人物与视角》。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译本，就是德文原书的主体和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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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影响“我总觉得自己一再被那些独特而自由的思想所吸引”    ——佛尔克评传  艾默力/著  曹  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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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乐/著  任仲伟/译评霍福民1940—1945年在北京中德学会中的作用  墨  柯/著  李双志/译解谜的中国或
者“解不开的结”    ——关于教师和学者鲍吾刚  施寒微/著史笑艳/译《千年之竹》：弗里茨·米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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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梵/译  罗  莹/校对异者的接受还是对自我的观照?    ——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德语翻译的历史性量化分
析  雷  丹/著李双志/译对民主德国中国文学翻译的回顾  尹  虹/著  李雪涛/译全球化的弃儿    ——关于汉
语译成其他语言问题的几点思考  司马涛/著  韦  凌/译处于现代化痴迷之中的文化交流    ——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文学及在其中作者和德语图书市场政策的作用  汉雅娜/著  李雪涛/译附录一：德国汉学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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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关于德国汉学的理论专著，论述了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的不同凡响的发展历
程。
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科学演变的缩影图。
本书适合汉学发展研究者。
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首先受到帝国扩张主义的影响。
在希特勒的纳粹时代，部分学者被迫流亡。
而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也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
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而六七十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冲击，
则促进了西德汉学对现代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方法的开放性。
1990年东西德统一，双方的汉学重新接轨。
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科学演变的缩影图。
1997年马汉茂主持召开了德国汉学协会第八届年会，全面总结德语区汉学的历史并出版了《德语世界
的汉学发展：历史、人物与视角》。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译本，就是德文原书的主体和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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