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俄罗斯汉学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俄罗斯汉学史>>

13位ISBN编号：9787534749254

10位ISBN编号：7534749255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大象出版社

作者：李明滨

页数：2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俄罗斯汉学史>>

前言

　　我最近一次（2007年9月）访问北京时，我的老朋友、俄罗斯学家李明滨教授让我看了他的新著《
俄罗斯汉学史》章节篇目，并请我为之作一短序。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李明滨教授即开始梳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译作，成果丰硕。
同时也搜集到丰富的俄罗斯汉学史料，均已纳入这本新著之中。
　　新著设六章，系统阐述了三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汉学兴起和发展的漫长路程：　　——从驻北京
的俄罗斯宗教使团（该使团系据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的旨意设立的）成员所作的中译俄最初的译作开
始，到俄罗斯宗教使团驻北京多年的领班雅金夫·比丘林及其同仁最早所作综合性研究的著作。
比丘林系普希金同时代人，也是其好朋友。
　　——俄罗斯汉学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诸如瓦·巴·瓦西里耶夫院士及其门生瓦·米·阿列克谢耶
夫院士这些百科全书式的俄国汉学家之研究工作，他们已经成为公认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俄国
汉学学派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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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俄罗斯汉学史》分期连续撰述俄国汉学形成、发展和成为世界汉学的一支劲旅全过程。
从历史溯源起，中经比丘林、瓦西里耶夫、阿列克谢耶夫三个历史时期，迄于以齐赫文、米亚斯尼科
夫、基达连克为代表的当代汉学新时期，是国内第一部贯通古今的俄罗斯汉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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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滨，1933年12月生，台湾台北人。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学研究所所长、中俄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普
希金研究会会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荣誉博士。
发表著、译作20多种，论文100多篇。
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在俄办》、《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俄罗斯
文化史》、《俄罗斯文学史》、《俄罗斯文学的灵魂托尔斯泰》等和翻译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
回忆录》等十余种。
荣获俄罗斯联邦政府颁授的『普希金奖章』，和俄方颁发的『俄中友谊奖章』及『高尔基奖』荣誉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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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章 俄国汉学溯源（9—18世纪）第一节 古代传说和文字记载第二节 引进和推动“中国热”第
三节 驻北京东正教宗教使团第四节 早期的汉学家第五节 俄国第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第二章 比丘林时
期（19世纪上半叶）第一节 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第二节 留华时间最长的僧侣学者第三节 宗教使团
出身的官员汉学家第四节 汉学的摇篮喀山大学第五节 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进第三章 瓦西里耶夫时期
（19世纪下半叶）第一节 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第二节 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汉学中心形成第三节 佛
教研究中的俄国学派第四节 最早的中国神话论著第五节 儒道思想的重大影响第四章 阿列克谢耶夫时
期（20世纪上半叶）第一节 20世纪上半叶——步履维艰第二节 早期苏联汉学——“厚今薄古”第三节
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阿翰林”第四节 中国现代文学传俄的第一只春燕第五节 语文学科研究新拓
展第五章 群星璀璨时期——以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基达连克为代表（20世纪下半叶之一）第一节 
政治与哲学问题兼顾第二节 史学领域硕果累累第三节 语文学新进展和汉语学者三杰第四节 文学引进
洪流浩荡第五节 圣彼得堡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第六章 群星璀璨时期——以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基
达连克为代表（20世纪下半叶之二）第一节 莫斯科的孔夫子和俄国新儒学第二节 古诗与唐诗的流传和
研究第三节 《文心雕龙》在俄国的诠释第四节 中国民间年画的收藏和研究第五节 一代鲁研学人结束
语附录：1.参考书目2.俄罗斯汉学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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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于汉学研究人员，汉学中心之一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和东方国家历史两个教研室，有
汉学家11人。
另一个汉学中心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有汉学家30人左右。
此外，民族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6人，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研究中国文物的6人。
倘若加上圣彼得堡各汉学图书馆的汉学家，那么圣彼得堡的汉学家总数不下于60人，这还不包括汉学
专业的大学生和前来圣彼得堡攻读副博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这里的每一位汉学专业人员，其学术领域都相当开阔，例如专门研究宋代文学的人，同时也研究该朝
代的思潮、宗教、社会运动和风俗习惯，此外，还能从事该朝代古籍的校勘和翻译。
具体说来，研究领域为：（1）历史中华帝国从汉代至清代的政治思想，唐宋时期的精神文化问题，
唐宋的农民运动，《史记》、《盐铁论》、《资治通鉴》等古籍研究，汉代的文化学问题，已完成并
出版的辽、金国史的力作，11世纪以前中国同太平洋、印度洋区域诸国的海上交通专题研究，不少人
从事中国法制史，首先是唐代法制史研究。
在《古代世界史》中已列有《战国策》、《左传》、《春秋》等书的专门章节。
已出版的还有论述中国军事史和火炮武器等的专著及文章。
此外，明清时期秘密社会团体的思想和宗教教派也有人研究。
已发表的还有8-_9世纪的中国钱币研究、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及孙中山革命活动等的研究著作。
　　（2）民族学　　东亚和东南亚的民族学史问题，中国各族的民族学，福建居民的民族学，华侨
史，以民族学博物馆的藏品为基础研究中国的文物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中国精神传统等
。
　　（3）哲学　　各种观点的哲学史，各朝代的哲学典籍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哲学家，对佛
教哲学予以更多的关注，也研究佛教方面的历史、文学和文献学的经籍，道教在中国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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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罗斯汉学史》系统阐述了三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汉学兴起和发展的漫长路程，其中还叙述了
俄罗斯兴起的汉学中心形成的历史，历数中心主要的学者，并论析了他们的创作。
　　全书共六章，分别为俄国汉学溯源（9—18世纪）、比丘林时期（19世纪上半叶）、瓦西里耶夫时
期（19世纪下半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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