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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论及藏书，国内藏家的兴趣焦点，自然都在中文书籍，尤其是珍稀的线装书。
但近年的旧书拍卖中，西文图书的身影已经一再地出现，说明藏家的兴趣，已开始向这方面扩展了。
比如，中国书店2007年秋季书刊拍卖会上，推出的西文图书拍品便不下十六种，其中周一良先生所藏
的斯坦恩之《古代和阗考》（stein，M.Aurel.Ancient Khotan.Oxford，1907）等四种，合并起拍价为十
五万元人民币，成交价则远远超出此数。
对中国人而言，西文图书要有收藏价值，内容必定要与中国有关。
图书不是黄金钻石，并不具普世价值。
图书的价值判定有强烈的文化和情感依附性，其中语言为第一要素，内容为第二要素。
西文图书因天生缺乏第一要素，要获中国人青睐，便全仗第二要素，看它是否与中国或中国人有关。
满足了这个前提，才可谈其他。
因此，本书谈论的西文图书，不管形制如何，内容无一不是关乎中国或中国人的。
世人开始谈论中国“崛起”相关话题后，但凡与中国沾边的东西，无论股票、艺术品还是书籍，都开
始享受“溢价”。
西文的涉华古旧书收藏，也开始微波初漾，只是碍于语言隔阂，尚未吸引国内炒家大批杀入。
但这一领域的收藏将渐行渐热，是全然可期的。
书还是那些书，在伦敦、法兰克福、西雅图、多伦多的古旧书店经久蒙尘，但国运的变化，使这些书
的命运也将发生巨变。
中国人富裕后，开始关心自己的过去，包括与西方的那段爱恨史，目光自然会转向最原初的证物。
对域外的珍贵涉华典籍，必欲据为已有而后快。
这些书的价值，于是将会大幅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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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特殊的收藏指南图书。
所谓特殊：其一，其内容填补国内空白，系统梳理了自马可波罗以后几百年间欧洲出版中国内容图书
的发展轨迹，具有较高的文史价值；其二，该书逐一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欧洲涉华珍籍的版本特征，
内容特色及当下国际市场的收藏行情，具有独特的收藏指南功能；其三，该书全彩印刷，收列了许多
珍贵西洋涉华图书的原创图片，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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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植峰，1962年生，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目前是澳大利亚Cellbikes公司董事。
著有长篇小说《梨香记》、译作《民国采访战》，并有中短篇小说散见各文学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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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耶稣会挺进中国一、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中西交流史上，利玛窦（Matheo
RiCCi）可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重要性远远超过带有传说色彩的马可·波罗。
他于1552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82年抵达中国的澳门。
从此，他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从澳门到肇庆到韶州、南昌、南京，最后到达北京。
他在1610年5月11日死于北京，葬在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
利玛窦在中国前后近三十年，遍交达官显贵，信徒也不少。
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都是他的密友。
他本着传播上帝与基督教的宗旨，从零开始，学习掌握中国语文，著述等身。
利玛窦的努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刊行的代表作有《天学实
义》、《几何原本》等；二是将中华文化介绍到西方，比如翻译出版了拉丁文的《四书》
（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
他对儒家经典，更刻苦研究，又将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呕心沥血，终力竭而死。
他的传教活动，遭遇强大阻滞，最后可说是以失败告终。
他的知识结构及智力，决定他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和机械工程师，因此才花大量精力
，在华推行西方科技，可惜面对蒙昧已久的中国人，收效甚微，难获中国社会广泛接受。
但他对中国的系统性介绍，却在西方收到奇效，可说开了西方汉学的先河。
他到中国后，便再未离开。
晚年时，他感到时日无多，于是着手撰写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死前，这份记录已告完成，仅留一些空白，待后来补充。
这便是著名历史文献《利玛窦札记》的由来。
手稿是以意大利文写成的。
据利玛窦的继任者金尼阁说，利玛窦的愿意，是将手稿呈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供会众阅读，以向欧
洲人介绍中国情况，传达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之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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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国的残影:西洋涉华珍籍收藏》由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阑江学者特聘教授周宁特别推
荐。
《帝国的残影:西洋涉华珍籍收藏》让我们见识了“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令人惊叹也
令人生畏的。
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同时展开，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教±
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
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
资料与理论。
《帝国的残影——西洋涉华珍籍收藏》收列了相关书籍，既可为收藏指南，又可为研究指南，功奠之
大，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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