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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德德德国国国国《《《《汉汉汉汉堡堡堡堡晚晚晚晚报报报报》》》》9999月月月月7777日文章日文章日文章日文章，，，，原原原原题题题题：：：：真真真真实实实实的中的中的中的中国国国国————————————““““汉汉汉汉堡制造堡制造堡制造堡制造””””  自1906
年以来，汉堡大学的汉学所就开始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依然是
与各种误解和偏见战斗的一门学科。 

        有人把中国看作是一条令人惧怕的大龙，这条饥饿的龙想要吞噬世界所有资
源；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文化摇篮。在德国有关于中国的各种
说法。毕竟，中国是一个充满对立面的国度，而汉学的目的就是研究和探讨这些对立
面。 

 

  萨拉•科尔希伯格博士当初选择汉学完全是出于对陌生的亚洲的好奇。她说：“开始
只是想试试，后来爱上了这个专业，尽管它很难学”。直到今天，她工作的一部分还直
接与中国有关，并且一再碰到与中国相关的荒唐说法。最顽固的莫过于“中国人在心理
上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强调整齐划一”。科尔希伯格博士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偏见。
在职场中，这样的偏见导致很多企业和个人不想下工夫了解中国文化，有些企业经理经
过两星期的强化班训练后就被派到中国去了，觉得中国反正是个陌生、让人无法理解的
国度，“所以人们连尝试一下都不愿意，这是很可怕的”。 

 

  凯•福格桑教授认为，中国像是一个各种神奇说法的集结点。他讲了三个经常出现的
关于中国的误解，一是关于中国文字，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字都是象形字，和语言无关，
而只是意象；二是中国长城2000多年以来从未断过；三是中国5000年的历史。对于这三
点，福格桑教授认为都有出入。首先，中国文字并不都是画画似的象形字，而与其他文
字一样都和语言紧密相连；中国长城也不是2000年以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至于历史，
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200年，也就是说仅3000年。 

 

  但是这几点都还不至于模糊人的视线。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弗里德里希教授认
为：“一个最主要的障碍在于，不少人认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统一国家”。这个
看法却是错误的。“自从公元前200年左右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有
的历史时期，甚至有过同时并存15至20个国家的现象”。中国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个多
民族国家，而不是像德国这样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
的期望和设想用到中国身上，就会扭曲我们的视线。这种幼稚的视角导致了另一个偏见
的出现。在德国，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总是持批判态度，“我们无法想象，在世界的另一
头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福格桑教授指出，为提高自己的判别能力，人们必须擦亮眼睛仔细看。这次为庆祝
汉学100周年而举办的各项活动就是为向人们展示看问题的新视角。▲（作者安吉拉•格
罗瑟，林中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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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青年汉学家…[100] 

� 美报：中国崛起，美国人很焦虑…[98] 

� 黄文魁：论口述历史与人物访谈…[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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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相关文章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 史学研究网

Page 2 of 2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史学研究网） >> 海外看中国 >> 海...

2009-12-8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