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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10—1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系举办的“20
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顺利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同济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上海图书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以及德国汉堡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
等近3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者围绕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的基本成就、理
论及其方法展开热烈讨论，并对深入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诸
多建议。 
    会议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情况和地位问题。与会者认为，这
一阶段是美国中国学在19世纪发轫时到20世纪下半叶繁荣发展的过渡时期。19世纪
下半叶，汉学作者主要是传教士，著作主要是介绍中国的情况和现状，而20世纪上
半叶出现了一些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所以20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从19世纪下半叶
到20世纪下半叶的繁荣发展时期的一个过渡，承上启下的时期。有学者认为，对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的发展，应该从三个方面考虑：1、与欧洲汉学相似的早期过程；
2、中国史研究自身的发展变化给美国中国学带来的影响；3、二战后美国杰出汉学
成果的由来。学者还提出，要重视来自欧洲和其他国家汉学家对这一阶段美国中国
学发展的影响问题。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劳费尔的贡献至少有四个方面：其一，为美
国收购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物和书籍；其二，进行了中国语言的研究和用英语写
了大量汉学文章，为美国学者掌握中国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很大便利；其三，所做的
东西交通史研究，为美国学者打开视野；其四，所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对美国中国
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的发展中，美国太平洋学
会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过的中国精英学者。中
国精英对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应该引起重视和进一步研究。与会
学者还对这一时期斯诺等美国新闻记者的工作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学
者强调，20世纪美国中国学虽然还处于美国中国学的奠基时期，但其发展的一些重
要特征有全局影响，应该进行深入研究，是全面认识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入口。会议
认为，要根据历史资料和文献史料，详实考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发展程度，形成对
这一阶段中国学成就、规模和特点的准确认识。 
    会议还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发展的背景进行深入讨论。学者强调，对于外国
汉学家，不仅要作为学术史人物研究，还要研究他的学术史背景，每个汉学家都在
他的学术背景指导下进行研究。与会者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是令人思索的
历史时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短短50年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地位发
生重大变化。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要考虑这些社会发展的背景因素。学者们认
为，对20世纪前半期美国中国学的认识，还要结合对美国史学思潮的研究。这一阶
段的美国史学比较复杂，不同思潮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兰克史学是美国科学史学
的重要内容。“兰克的名字被世纪之交的美国史学家作为精神偶像去乞灵”。有学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者指出，美国本身就是欧洲的一个产物，民众由来自欧洲的移民组成，更多的是英
国的移民。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自己的崛起时期，开始有自己的独特追求，包括本
民族的史学、哲学等。一系列的变化，影响到美国人看世界，包括对华的政策和对
中国的关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实际上都和其自身崛起有关。与会者指出，会议
的主题虽然讨论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学，但要注意到同时期中国自己国学的发
展。两边相互对照，可能会更有利于深刻认识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互动发展
的。 
    会议还对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学者认为，在当今中国
和平崛起的新时代，各国专家学者、对华智库和研究机构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
究。这些探讨和研究对我们全面了解自己和做好建设工作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开
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不可低估。美国是海外中国学最发达的国
家之一，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的必要性不容忽
视。与会者探讨了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程和分期问题。有学者认为，国人对
海外汉学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年以前为第一个阶段，这是萌芽时期；第二
阶段到改革开放，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首先是汉学界建立了学术联系；第三个
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特点是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建立；第四个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
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走向专门化，不仅仅有个案研究，还有国别研究、派别研
究，目前处于第四阶段。对汉学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作为一门学科走向成熟。
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概念，学者也进行了探讨。有学者从汉语阅读的角度解释了中
国学，认为中国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和中国学者对海外学
者的中国研究的认识。且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范围要比汉学的范围更广一些，两者
具有双向互动的含义，实际上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是一个互通有
无、相互启发的过程。 

会议讨论了学科发展的基本建设问题。学者认为，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学术积累
和创建过程，对于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不能企求其学术创新一蹴而就，而是应该在
确立新目标后，扎实地练好学术内功。学者强调，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学术史
的研究，要注意从这方面深入探讨。尤其要重视中国学术对海外学术影响的研究，
这方面研究还不够。与会者认为，对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要有具体的学科背景，
没有学科背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华东师大学者介绍说，目前该校对海外中
国学的研究，主要背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确认其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分支。
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规范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主要研究海外对
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应该有海外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块，是史
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两者有区别、有联系。学者强调，美国
中国学研究中，应提高中国学者的自主性，在保持民族独立精神的同时，积极吸纳
外来有益的新鲜因素。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安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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