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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我来到莱布尼茨的家乡——德国的汉诺威。
距此大约300年前，这位伟大的博学家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汉诺威的两年时间里，我在莱布尼茨档案馆研究了馆内精心保存的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手稿、信件
和藏书。
他的藏书中有很多涉及中国的书籍，当时欧洲不少大思想家也都曾阅读过。
这些书籍中内容最丰富的要数在华耶稣会士撰写的著作。
从利玛窦神父开始，耶稣会士们就试图通过与儒学相结合的方式向中国传播基督教，这种方式被称为
“适应政策”。
莱布尼茨和几位重要的在华耶稣会士有通信往来，其中包括北京的白晋神父。
白晋在清朝的宫廷供职达35年之久，其间他教授了康熙皇帝几何学，翻译了欧洲使节的文书，还研习
了中文经典。
近代即便有了快捷的现代通信和交通方式，也没有哪个西方人像白晋那样在中国统治者的身边生活和
工作过这么长时间。
在莱布尼茨的时代，学者们在长篇的信件中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信件在今天看来已相当于学术
论文了。
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和著作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作了最早的介绍和说明，这为欧洲早期的中国
学（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奇异的国度>>

内容概要

以儒学与基督教相结合为特征的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或称文化适应政策是由利玛窦开创，并由随后几
代传教士继承和发展的。
本书以17世纪欧洲思想文化史为背景，以耶稣会的文化适应传教策略及其发展变化为线索，重点分析
了耶稣会士依此策略撰写的有关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以及欧洲学者以自己的视角
解读耶稣会士著作后写出的一些早期汉学论著，为读者还原和描绘了欧洲汉学早期产生、发展的图景
。
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的通史性研究专著，但对具体作者和著作的研究也相当细致深入，书中所涉的参
考文献更是详实丰富，值得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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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孟德卫 译者：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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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关于某些信件标注两个日期的说明中外文人名索引主要参考文献次要参考文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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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别是近年来个别西方汉学家提出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开始了一种所谓的“汉学转向
”，即从原来的以西方文献为主，转向以中文文献为主，转向对中国本土的研究。
乍一听，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一时应者如潮。
其实，这个所谓“汉学转向”的说法是很值得思考的。
首先，这是西方汉学家们所提出的，这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学术传统而言的，相对于西方学术界以往对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以传教学为主的特点，提出应注意中国本土文献，应注意中国文人对基督
教的接受和反应，这的确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转向。
但这样的说法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从陈垣先生到方豪先生，中国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
是从中文文献出发的。
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区分西方汉学界和中国本土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有着不同的学术
传统。
这些年来我们翻译了不少西方汉学的著作，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由于缺乏对国外汉学
史的系统研究，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领域的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的不同，盲目地跟着国外汉学家跑，
缺少一种学术自觉。
其实，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来看，在对“西学东渐”的研究中加强对基督教传人在中国的接受和反
应无疑是正确的。
因为，至今我们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仍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只要同中国佛教史和道教史的研究比较
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对明清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对重要人物和地区教会史的专题研究都
是我们要长期努力做的事。
但同时，对“西学东渐”的研究绝不能归结为“中国基督教史”，因为，晚明以后西学的传人对中国
社会和思想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应开拓出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是中国基督教史本身也
应纳入整个明清史的总体框架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
说明和研究。
如果说转向中文文献的话，那些自恃很高、感觉很好的个别汉学家们应该好好去读读黄一农、汤开建
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在这方面他们需要向中国学者学习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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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2年因撰写论文的需要，我开始通读孟德卫先生的学术专著《奇异的国度》。
一年后论文写完，导师张西平教授建议我把这部书翻译成中文。
当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来确信这部书在汉学界的价值，二来在通读之后并不觉得晦涩难懂。
然而一旦投入了翻译工作，才发现任务的艰巨。
比如，为准确翻译书中涉及的中外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地理、医学、天文学、语言学、数学等
内容和术语，往往需要花费几倍、几十倍的精力去查找资料或了解背景。
又如，为将书中频频出现的英语之外其他语种的内容译成中文，我几乎动员了所有懂这些语言的朋友
和留学生。
此外，原书中还有一些印刷错误、内容错误以及有必要和作者商榷的内容，为此和作者孟德卫先生多
次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和商讨，征得作者同意后在中译本中作了更正。
孟先生也提供了原书的勘误表供我在翻译时进行内容的修改、删除和增补。
他在邮件往来中表现出的胸襟和耐心给我这个晚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稿完成后，张西平教授又仔细为我审稿。
当译稿最终交付出版社时，已经是2009年了。
虽然耗时颇久，我还是为这部汉学力作能以中文版的形式面对读者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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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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