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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这是作者为杨玉圣、胡玉坤同志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一

书所撰写的“序”。该书近期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注尾】 

汪 熙 

在当代，衡量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包括文科与理科)，除了高质量的论文与著作以外，提供

信息的规模与质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其实，道理很简单。就以研究历史来说吧，要探索一个

问题，首先就要把前人研究的得失弄清楚，这样才能探明已达到的水平，吸收已有的成就，并通

过发掘资料和分析比较，力争超过前人的水平。因此，在这个领域中，及时提供系统的、可检索

的前人研究成果的信息，就成为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个道理在逻辑上是很清楚

的。遗憾的是，有些人并不承认这个逻辑，认为事情没有那么复杂，抓住几种看得见、摸得着的

论文和专著，就大做文章。这就难免会“炒冷饭”，在前人早已解决的问题中打圈子。不承认这

个逻辑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不屑于做提供信息的工作，认为这是“初级”工作，难登大雅之堂。

其实不然。我们常讲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但信息离开了它所能提供的内容，就变成毫无意

义的事。信息社会之所以可贵，就在于能借助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现在主要是电脑工程）及时

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内容。没有内容的信息就不成其为信息。即使最先进的电脑，若没有输入，在

屏幕上所显示的仍是一片空白。信息的内容是怎么来的？它是多少人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不是一

个“初级”工作，是只有专家才能胜任的工作。 

目录学本来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不重要了。“东学西

渐”，倒被洋人捡去当宝贝。一些造诣很深的欧美学者（如费正清、费维恺、刘广京、史坚

雅……）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都曾经潜心于编制专题书目，并都作为重要学术成果出版。法国的

高第埃终生从事编辑东方学书目，谢世以后，他的后辈把这本书一代一代编下去，竟成为法国学

术界的一个重要传统。“你在鼓吹月亮是外国的圆”，也许有人要提抗议。非也。我只是想说

明，若干年来，我国虽也做了一些目录索引工作，但就选题、规模和系统化来讲，还差得很远；

但外国人却认真地做了，而且卓有成效，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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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重视中国美国学的信息建设#m #M2美国研究#m 从过去到现在，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

因，中美关系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和谐的一面。因此，要加强相互的了解和研究。遗憾的是

（又是一次遗憾），根据近１０年的统计，美国研究中国的成果数量几倍于中国研究美国。这对

我们很不利。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定性的。一定要这样做，就未免简

单化了。不是常常说要知己知彼吗？别人对我们了如指掌，我们对别人却模模糊糊，打起交道来

是要吃亏的。 

正是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问世。编辑这本书，没有多少

类似的先行成果可以凭借，等于平地起高楼，是够艰辛的。我自己想编一本包括中、英、日文献

的《中美关系史百年书目》，搞了几年，还没有眉目。此中辛劳，我略知一二。杨玉圣同志等花

了两年时间，锲而不舍，编成这本覆盖１０大类的中国研究美国学的论文综目，说它是我国研究

美国学的一个里程碑，也不为过分。这是一个好兆头，它表明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终于开始合

乎逻辑地运转起来了。事情总是两方面的，那么美国研究中国学的情况又如何呢？在这一方面，

系统的书目还没有做出来。杨玉圣同志春秋正富，学有根基，希望他和有识之士能继续编辑一本

美国研究中国学的综合书目，填补这一个空白，那就更是功德无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