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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有点不同，简而言之，前者主要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后者则要研究历
史发展的规律。
当然两者有时不那么能截然分开，但各司其职的情况是很明显的。
或许有人认为建立框架、提出理论、总结规律的工作较为上乘，而整理文献、排比资料、考镜源流的
工作略嫌平凡。
其实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各凭研究者的学术兴趣罢了。
虽然历史编纂学是基础性的工作，但须知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忽略了历史的真面目，则历史哲学只
能是一座空中楼阁而已。
过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以历史编纂学为自己的工作任务，所以所长傅斯年才有“动
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主张。
　　其实有时在将历史面貌弄清楚以后，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展现在其中了。
因而“述而不作”也是历史研究的不二法宝，或者我们竟可以大胆地说，在历史编纂学里，“述”字
当头，“作”也就在其中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竟然主张著书不如抄书的道理。
因为胡乱著书可能误人，但把不同来源的书分类抄撮在一起，让人看出这些材料其中的内在关系，却
是启发思维的一种好方法。
顾氏的三大著作《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与《日知录》，前两部规模宏大，就都是抄撮众书
而成的，但读者却能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所谓著书不如抄书只是一个极端的说法，目的是纠正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并非
反对有真知灼见的著书。
但由这个说法倒可以申明历史编纂学的重要性，只要我们将历史原貌复原出来，许多不言自明的道理
也就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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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一个重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也是远东地区最早的汉学机构，
在中国历时近百年。
在此期间，它不仅从事中西文化交流活动，而且也为近代国际汉学的发展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个位居东方的汉学重镇至今未有研究性的论述，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中的作用更是无人论及。
因此，对该机构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一项汉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也有望开拓汉学研究的新领域。
　　作者在导师周振鹤的指导下，查阅并搜集了大量的中外文资料、档案和相关的汉学期刊，通过对
资料的缕析与梳理，系统地介绍了该机构的来龙去脉，论述了其组织机构的沿革、作用及其日常活动
，分析了文会会员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活动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该书并附有大量的文献整理资料，涉及该机构学术活动和会员资讯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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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探索异质文化是人类的本能。
自古以来，中国在努力认识域外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关注着中国，由此衍生出了绵延不绝、蔚为壮
观的中外文化交流。
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而言，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载。
真正来到中国，并对中国有较为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是13世纪的马可波罗，但“汉族两千多年的传统教
化，他是知道得不多的”，后来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只能算是沿途的见闻，还谈不上研究。
　　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已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伴随着殖民者东进的步伐，西方
开始了对中国更为直接的探索与考察。
首先东来的是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土，由于明初的海禁政策，他们一直未能踏上中国土地，
因此，整个15世纪“欧人关于中国之所认，非旅行之见闻，即事业之报告，距研究之域尚远”。
　　16世纪西方开始其全球的扩张运动，基督教参与了这场运动。
在中国，传教士们先于殖民者叩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
1540年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创建耶稣会（Jesu Societas），1549年即派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东
来传教。
然而沙勿略“壮志”未酬身先死，1552年病逝于中国南部沿海的上川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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