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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是西方汉学正式形成的时代。
在此之前，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虽然已经引起来华各色人等的注意，并有不少成果出现，但尚未蔚为
一门专门的学问。
自1814年底法国首设满语汉语讲座以来，欧美诸国相继在大学开设汉学讲席，建立研究中国语言、历
史以及文化的专门学术机构。
“汉学”（sinology）作为一个专门的词语，也于1838年登场。
汉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而在推动汉学成为正式学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行
为发生，那就是汉学刊物的创办。
中国文化虽然发达，但在晚清以前只有书籍的大量刊刻，从无报刊出现，至多只有邸钞一类由政府发
布的公报之类。
但在西方由团体或个人创办的表现学术成果或公众观点的，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出版的连续出版物早已
大行其道。
究其源，定期刊物（或日期刊、杂志）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
为了及时将科研成果公诸于众，交流学术经验，反映学术团体及其成员的科研动态，才有期刊的应运
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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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是晚清在香港出版
的一份英文汉学期刊。
作者在研读《中国评论》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参考其同时代出版的其他报刊，较为全面而详细地考证
了《中国评论》的基本史实。
    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评论》是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该刊不仅具有高度的
学术自觉性，并且致力于倡导一种更为深入和专业的汉学研究。
《中国评论》还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侨居地汉学”的重要代表，为侨居在远东地区的业余汉学家提供
了交流和讨论的重要平台。
该刊通过评论、论战、倡导和信息交流等种种方式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汉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迅速发
展。
　　《中国评论》在汉学研究的过程中还引入了其时西方世界的各种新兴学科如语言学、语音学、民
俗学、民族学和碑铭学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
这就为汉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较为系统的方法论，使其在研究领域的扩展、相关资料的搜集等
方面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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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浏览上表就可以发现《中国评论》以研究“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为主，有专文732篇、释
疑1197篇，共1929篇。
其余5类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有专文142篇、释疑131篇，合计为273篇。
鉴于上述状况，笔者在本章中将主要介绍《中国评论》中“关于中国本身的情况”的1929篇文章。
还是要从数量上来考察，在这部分内容中，数量较多的分类依次为：语言文学（554篇，其中专文251
篇、释疑303篇）、科学艺术（311篇，其中专文117篇、释疑194篇）、风俗习惯（196篇，其中专文68
篇、释疑128篇）、历史（193篇，其中专文90篇、释疑103篇）、政府（157篇，其中专文30篇、释
疑127篇）、地理（154篇，其中专文73篇、释疑81篇）、自然史（113篇，其中专文8篇、释疑105篇）
。
上述7个类别从数量上来讲总篇数都超过了100篇，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
其余的7个类别依次为：司法（94篇，其中专文28篇、释疑66篇）、宗教（63篇，其中专文25篇、释
疑38篇）、种族（61篇，其中专文28篇、释疑33篇）、综合介绍（14篇，其中专文9篇、释疑5篇）、
人口（11篇，其中专文6篇、释疑5篇）、气候（7篇，其中专文2篇、释疑5篇）、名字（1篇，仅有释
疑1篇）。
若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中国评论》所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的语言文学、科学艺术和历史、地理等
方面；自然史和政府这两个类别虽然在总数上超过了100，但实际上以释疑为主，专文的数量并不多（
分别为8篇和30篇），无法与前列数类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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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上海市学术注重出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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