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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汉学家这样讲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文/图

自从1814年法国汉学家勒姆莎在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课堂开始，学院式汉学专业化

的研究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200年，作为一门研究中国的学科，汉学在海外经历游记汉学、传教

士汉学、学院汉学、中国文化研究等多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汉学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成为数十年来在西方大学的人文领域中增长最快的一门学科。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部邀请了一批当今海外最杰出的汉学家，连续开了两届汉学

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今年10月底举行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共有34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出

席，其中20位知名汉学家来自全球17个国家，在各自的汉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会后，

海外汉学家及中国专家还赴山东曲阜进行文化考察，在孔子的故乡近距离体察中华传统文化，直

观感受发展中的当代中国。

这批身在海外、满腹经纶的洋汉学家们所讲述的一个个中国故事，发出一个共同声音：中国

在崛起，汉学研究也在日益兴旺。

在本届汉学家们的座谈会上，中国梦理所当然地成
为了一个热议话题。

埃及前总理、社会活动家伊萨姆几个月前来
到北京，曾做了一个关于丝绸之路的发言。在
今年的这次座谈会上，他又谈到了中国梦，
他深信“一带一路”的计划是非常重要
的，而且是触及了中国梦的核心。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理念和计划，实际上是代表了
中国、中国人、中国梦和中国文明的特点
和精髓。

追溯到18世纪的时候，以及之前，欧洲
各国都把中国作为一个楷模和榜样。英国哲学
家罗素在上世纪 20年代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说
中国将在全世界发挥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迅猛的进步和发展。伊萨姆
提醒大家不要陷入到科技的陷阱中。中国梦要把它理解为
两种文明之间的纽带、桥梁，过去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之间
的纽带和桥梁。

来自法国的皮埃尔·皮卡尔介绍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以后，从东部走到西部，从南方游到北
方，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和西方媒体报道的中国千差万别。

皮埃尔·皮卡尔说，在 17世纪的时候，路易十四国王派传教士到中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和法国在文化上、经济上和人文上的交流是无穷无尽的、非常多的。就像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说
的一样，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有非常独特的、悠久的、深厚的文明。

皮埃尔·皮卡尔说：“我需要纠正目前的价值观，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包含了中国
梦、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当代的中国精神又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
观中的。”

来自南非的帕哈德说：“1994年我们成为民主国家以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双边
贸易迅猛增长，双边的贸易总额去年超过了610亿美元。现在我们已经成为
了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样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和贸
易的层面。中国梦、非洲梦、南非梦有着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希
望打造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稳定的世界。”

5 年前，本报记者参观了印度新德里
尼赫鲁大学，碰到过两位读中国文学博士
生的学者，他们都在研究中国作家赵树理
的乡土文学作品，他们认为赵对中国农村
的描写对观察了解印度农村有积极意义。

在去年年底举行的首届汉学家座谈会
上，来自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
南亚研究中心的狄伯杰教授介绍说，随着
中国的崛起，现在印度的中国研究，包括
学汉语都非常盛行。2009年，印度议会通
过了一个法案，规定在印度各邦建立一所
中央大学，并在这些大学建立汉语以及中
国问题研究所。“我们希望从中国邀请更多
老师协助指导汉语教学工作。目前还存在
不少问题，比如中文图书及数据库不足，
奖学金数量很少。”

时间还不到一年，同样来自印度尼赫
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墨普德教
授在本次汉学家座谈会上建议，中印两国
要创建一门全新的学科：汉印学。这将是
一门涉及中印世界观结合的学术领域，是
一个交叉学科。

因
为墨普德专门

研究中印两国文化
后发现，中印两国文化历
史有许多是同根同源的，
所以他希望中国文化部要
早日在印度各个地方建立
中国文化中心，传播中国
文化。

曾经把莫言作品翻译
成日语的日本汉学家菱沼
彬晁说，中国的昆曲使很
多日本人为之倾倒。“许
多日本观众被昆曲的魅力
所吸引，并为之倾倒。昆
曲的音乐、旋律优雅的委
婉笛声、美妙的歌声，还
有台词所具备的极高的文
学性，让人们能感受到为
什么中国人会喜欢昆剧。”

英国学术院院士、牛
津大学副校长、牛津大学
墨顿学院院长、考古学家

杰西卡·罗森女士在发言中，引用了大量中
国古代和现代的先进技术对世界文明的贡
献，希望中国和西方都不要忽视像黄河两
岸曾经出现过的非常宏伟的建筑，希望大

家 都 能 够
感受到中国文明

的发展。
德中协会主席格雷戈尔·

保罗在讲演中向人们指出，不
能把西方的一些观点用来解读
中国的文本，从而得出片面的
解读。

格雷戈尔·保罗指出，对于
我们这些海外的汉学家来说，中
国的世俗主义传统是值得我们深
入去研究的。汉学不应该混淆普
遍主义和以偏概全，或者是过度概
括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过度
概括某种层面上来说不应该适用于
所有文化的研究，包括中国文化。
汉学是应该被尊重的。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
常务副主任、欧洲汉学协会理事罗季
奥诺夫透露说，最近 20 年，世界中
国研究发生了许多变化。第一是随着
中国的崛起，中国研究的重点从传统
领域转到了当代政治和经济领域；第
二是汉学家们发展成了大规模的队伍。
苏联时期汉语小学主要集中于 8 所学
校。而目前俄罗斯有汉语学的高等学校
已经超过了 160 多所，为苏联时期的 20
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汉语热仍在
持续地升温。比如，在圣彼得堡国立大
学汉语学连续 3 年是全校最受欢迎的
专业，这说明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
引人注目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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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国当前中国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国
际舞台际舞台，，世界也正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世界也正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但遗憾但遗憾

的是的是，，不少西方媒体与学者无法跳脱自身固有的不少西方媒体与学者无法跳脱自身固有的““思维模思维模
式式”，”，甚至将其冠以甚至将其冠以““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名号看的名号看““中国现象中国现象”，”，讲讲

““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最终只能是最终只能是““南辕北辙南辕北辙”。”。
而破解这一难题而破解这一难题，，就离不开对就离不开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学习的学习、、研究研究

甚至内化甚至内化，，用带着用带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烙印的烙印的““中国理念中国理念””来讲述来讲述
““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就像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中文系主任欧凯在此次就像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中文系主任欧凯在此次 20142014““汉学汉学
与当代中国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所讲座谈会上所讲，，一本莫言作品里的一本莫言作品里的““八路八路””被翻译被翻译
成成““第八大道第八大道”，”，这不只是中文水平的问题这不只是中文水平的问题，，更是文化认知的差更是文化认知的差
异异。。

而运用而运用““霸权思维霸权思维””得出中国未来得出中国未来““国强必霸国强必霸””的结论的结论、、用用
““美式民主美式民主””来衡量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来衡量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这也都是脱离这也都是脱离““中国思中国思
维维””进行思考的做法进行思考的做法。。

更有甚者更有甚者，，如德中协会主席格雷戈尔如德中协会主席格雷戈尔··保罗所指出的那样保罗所指出的那样，，用用
西方的一些观点来解读中国的西方的一些观点来解读中国的《《论语论语》》或或《《孟子孟子》》等文本等文本，，总会得总会得
出片面的看法出片面的看法。。

那么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用如何才能做到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讲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用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讲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首先要学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首先要学会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如果始终将西方文明视为先进如果始终将西方文明视为先进，，又如何能心平气和地实现跨文明的学又如何能心平气和地实现跨文明的学
习与交流习与交流？？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开幕致辞中就已指出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开幕致辞中就已指出，，中外之间在价值中外之间在价值、、
理念理念、、宗教宗教、、艺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艺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别，，这些差别是历史形成的这些差别是历史形成的，，也也
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

用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讲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还要理解还要理解““中国理念中国理念”。”。如文化如文化
部副部长丁伟在致辞中所说部副部长丁伟在致辞中所说，，当人们谈到中国近年来的变化时当人们谈到中国近年来的变化时，，经常说经常说
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政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最深刻的变化是中国人的变但最深刻的变化是中国人的变
化化，，中国人思想的变化中国人思想的变化。。

中国人思想的变化诚然有吸收外来文化的部分中国人思想的变化诚然有吸收外来文化的部分，，但始终离不开传统文但始终离不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在坚守本根中走向现代化是在坚守本根中走向现代化。。取取
其精华其精华，，弃其糟粕弃其糟粕；；古为今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传承和为贵中华民族传承和为贵，，天下兴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匹夫有责的精神，，在当代提倡在当代提倡““和和
谐谐、、爱国爱国、、诚信诚信””等价值理念等价值理念；；中国人民传承民惟邦本中国人民传承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的思政得其民的思
想想，，在当代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在当代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法治。。而中国自古讲究的礼法而中国自古讲究的礼法
合治合治，，德主刑辅更是在刚刚出台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德主刑辅更是在刚刚出台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决定》》 中得以深刻体中得以深刻体
现现。。

此外此外，，中国还有中国还有““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思想，“，“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大同世大同世
界界””的思想的思想，“，“求同存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思想的思想。。它们都寄托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它们都寄托着中华民族热爱和
平平、、崇尚友好的希望崇尚友好的希望，，既在当代转化为既在当代转化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的
理理念念，，也落实在中国平等也落实在中国平等、、友好友好、、互助的外交实践中互助的外交实践中。。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关注汉学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关注汉学，，了解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而而
他们只有用他们只有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里的理念来思考观察中国的事情里的理念来思考观察中国的事情，，才能更好地明白才能更好地明白““中国故中国故
事事”，”，才能更好地向本国人民讲述更准才能更好地向本国人民讲述更准
确确、、更真实的更真实的““中国故中国故
事事”。”。

汉学研究，
不断追求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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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千年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最富有的、最蓬勃兴旺的国家之一。中国经
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使得他国相形见绌，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也成为全世界纷纷效仿
的哲学。”美国学者魏杨波说。

“中国并不是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并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的国家。现在
中国实施了开放的、共同集体学习的改革过程，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断融入到政府
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哥斯达黎加的奥尔凯梅耶尔女士说。

莫斯科友谊大学国际新闻学教授尤里·瓦季莫维奇·塔夫罗夫斯基指出：中
国对人类文明的文化、历史和物质贡献是不可胜数的。在 17 到 18 世纪，凡是
由中国传来的事物几乎都在欧洲受到追捧。只是在经历了 19 世纪鸦片战争和
20 世纪初一系列屈辱事件后，中华文明才开始受到西方的俯视。这使得不少
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要求摒弃一切传统，即使是现在，很多中国历史学
家仍然低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据媒体报道，英国博德利图书馆1604年收到第一本中文书，不过直到80年
后，才有了能读懂它的人。如今，博德利图书馆的许多中文书有了一个新家：
牛津大学圣休学院新建的中国中心里，耗资2100万英镑的中国中心近日对外开
放。该中心是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启发而建，建设的目的用该中心主任拉
纳·米特的话说，是要成为“西方世界研究中国的最令人兴奋的场所”，让所有
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集聚一堂。

近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英国78%的大学目前提供中文教学。在2010年
到 2013 年间，申请把中文作为唯一荣誉学位的学生人数增加了 8%。如今，
英国大约17%的公立中学会教学生一些中文，私立学校的比例则高达45%。

尼日利亚《笨拙报》网站最近报道称，有一点可以解释尼日利亚为什么
最近爱上了中国普通话，那就是中国经济的繁荣。

当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汉学也在日渐升温。北美、欧洲、
东亚，不同地区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他们或沉醉于中国传统的经典文
本，或着眼于中国当代发展的各个维度。

据出席本届座谈会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介绍，这几年
中，上海举办了五届世界中国史论坛。参加这五届论坛的中外学者一共
有 1600多人，其中外国学者差不多占 50%多。800多人次里面，美国差
不多 1/4，欧洲差不多 1/4，亚洲如果加上港澳台也是 1/4。亚洲、美
洲、欧洲总共占3/4。

黄仁伟透露，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非洲、中东、中亚、拉
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成长起一批新的研究中国学的外国学者。
这批学者对中国的模式、中国的道路、中国的观念有一种特别的钟
情，特别的研究热情。所以，这是一批完全不同于过去西方的中国学
者。学科已经覆盖了所有社会类学科，甚至自然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