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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7月 29 日，我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就合作编撰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在复旦

大学举行会谈，合作编撰双方以及出版方代表参加了会议。

　　9 月15 日、29 日，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十二、十三场分别在报告厅举行，董少新副研究员、访

问学者何俊教授作报告，并与会场师生交流讨论。

　　9 月，葛兆光教授在美访问期间，在哥伦比亚

大学东亚系与系主任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

与商伟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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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出版工作讨论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我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

学术院就合作编撰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一事

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双方围绕合作的诸多细节问题

展开讨论协商，并达成共识。

早在今年五月，我院与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

签署了在中国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的协议。

随后，双方共同组成了编撰委员会，中方委员有葛兆光

教授、周振鹤教授、贺圣遂社长，韩方委员有辛承云教

授、陈在教教授、安大会教授等，并各设一名联络人以

便随时沟通工作进展。同时，为确保出版工作顺利开

展，双方商定于七月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出版工作讨

论会。本次讨论会除编委会委员和联系人参加之外，

还特别邀请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

及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参会，并提供

建议，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韩结根两位编审也到会参

与讨论。

经协商，双方就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韩

国汉文燕行录选编》的选目，确定选取三十七种《燕行

录》出版，合计约１１０００页。二是出版所需各种《燕行

录》的底本，明确由东亚学术院负责挑选、提供尽可能

完整、清晰的善本。三是为每一种《燕行录》撰写１５００

字左右的中文解题，此项工作由双方共同完成。四是

编辑出版的日程，双方议定在２０１０年底前完成出版工

作。最后，约定全书出版后，分别在上海与首尔召开新

书发布会，并考虑届时举办有关《燕行录》的学术讨

论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预示着《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

的编撰出版工作进入实质操作阶段。相信通过中韩双

方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将一套高

质量、高水平的《燕行录》史料呈现在广大中国研究者

的面前，使学界能够更便捷地加以利用并开展有关研

究。□

王鑫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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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文献目录

经过合作双方多次增补和校订，最终确定三十七种韩国汉文燕行录，从《燕行录全集》、《燕行录选

集》、《燕行录选集补遗》中选取，主要是１７至１９世纪朝鲜李朝中后期燕行使节的记录，共计约一万一

千页。

序　号 作　者 书　名 收 录 情 况 页　数

１ 崔溥 《漂海录》 〈燕行录选集〉下，〈燕行录全集〉１ ４０４

２ 郑士龙 《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３ ５０

３ 尹根寿 《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４ ４５

４ 郑昆寿 《赴京日录》 〈燕行录全集〉４ ４１

５ 赵宪 《朝天日记》 〈燕行录全集〉５ ２８４

６ 许萿 《荷谷先生朝天记》 〈燕行录选集〉上 ４００

７ 金 《槎行录》 〈燕行录全集〉１０ ４２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李廷龟

《戊戌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１０ ８６

《甲辰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１１ ５６

《丙辰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１１ １８

《庚申燕行录》 〈燕行录全集〉１１ ７２

《庚申朝天纪事》 〈燕行录全集〉１１ ２６

《庚申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１１ ５４

１４ 李民 《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１４、１５ ３８８

１５ 金癱 《朝天日录》 〈燕行录选集〉上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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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作　者 书　名 收 录 情 况 页　数

１６ 李 《燕途纪行》 〈燕行录全集〉２２ ２１３

１７ 闵鼎重 《老峰燕行录》 〈燕行录全集〉２２ ９９

１８ 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 〈燕行录全集〉３４ １６１

１９ 闵镇远 《燕行录》 〈燕行录选集〉下 １６０

２０ 李宜显 《庚子燕行杂识》 〈燕行录选集〉下 １６４

２１ 洪大容 《湛轩燕记》 〈燕行录选集〉上 ８００

２２ 李� 《燕行纪事》 〈燕行录选集〉下 ５５２

２３ 李德懋 《入燕记》 〈燕行录全集〉５７ １５７

２４ 卢以渐 《随槎录》 〈燕行录全集〉４１ １６６

２５ 朴趾源 《热河日记》 〈燕行录全集〉５３、５４ ８８６

２６ 徐浩修 《热河纪游》 〈燕行录全集〉５１ ４８４

２７ 柳得恭 《燕台再游录》 〈燕行录全集〉６０ ６９

２８ 朴思浩 《心田稿，燕行杂著》 〈燕行录选集〉上 ３９２

２９ 崔? 《朝天日录》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３６０

３０ 郑斗源 《朝天记地图》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１６０

３１ 李器之 《一庵燕记》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７８４

３２ 李健命 《寒圃斋使行日记》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１２０

３３ 李商凤 《北辕录》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９１２

３４ 白景炫 《燕行录》 〈燕行录选集补遗〉中 ２２０

３５ 徐长辅 《蓟山纪程》 〈燕行录选集〉上、〈燕行录全集〉６６ ６００

３６ 金景善 《燕辕直指》 〈燕行录选集〉上、〈燕行录全集〉７０ １０２８

３７ 金允植 《领选日记》 〈燕行录选集补遗〉中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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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提要选刊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的合作项目，项

目成果将汇集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越南历朝出使或北行中国的燕行录、北使诗文等相关文献，各附提要一

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目前全部文献的扫描、排序工作已经结束，由复旦大学方面负责的文

献提要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兹选刊《北使通录》、《?轩丛笔》、《川使程诗集》、《如燕驿程奏草》四种燕

行文献的提要，祈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北 使 通 录

后黎朝·黎贵　撰

　　《北使通录》四卷，存二卷，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阮

朝钞本，两册，编号Ａ１７９。

黎贵（１７２６—１７８４），字允厚，号桂堂，太平延河

人，十六岁中解元，后黎朝景兴十三年（１７５２）登壬申

科第一甲进士第二名。景兴二十一年（１７６０），由翰林

院侍读奉充副使出使中国，赐爵颖城伯。回国后，升翰

林承旨，转海阳道督同。因妻亡子幼，上疏归田。景兴

二十八年（１７６７）被荐还朝，历任户部右侍郎兼佥都御

史、吏部右侍郎、户部侍郎兼行都御史、左校点权府事

等职。景兴四十二年（１７８１）因谗贬降，次年出叶艺安

镇。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颖郡公。平生著述甚丰，除

本书外，尚有《易肤丛说》、《春秋略说》、《书经衍义》、

《黎朝通史》、《抚边杂录》、《芸台类语》、《大越通史》、

《黎朝功臣列传》、《圣模贤范录》、《群书考辨》、《见闻

小录》、《桂堂文集》、《桂堂诗集》及《全越诗录》、《皇

越文海》等。

《北史通录》的主体，是黎贵于清乾隆二十五至

二十七年（越南后黎朝景兴二十一至二十三年，１７６０—

１７６２）以甲副使身份出使中国期间所撰日记体随笔，同

时也包括了前此为出使作准备期间的相关记录。卷首

有著者景兴二十四年癸未（１７６３）所撰“序”和景兴四

十一年庚子（１７８０）所撰“题辞”。序中云“《北史通录》

四卷”，而上册卷端题“北史通录卷之一”，下册卷端题

“北使通录卷之四”，实际仅存首末两卷，故此抄本两

册内封书名下，分别改题为“卷上”、“卷下”。

本书内容包括“政府奏启咨移传报诸文书，行送

山川道里风俗诸事迹，柬札往复，礼文交际，祈祷犒赏，

话谈应对，与上国咨报公文”（卷首“题辞”中语）等，绝

大部分为汉文记录，间有若干喃文上奏。卷一记录从

后黎朝景兴十九年（清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十月至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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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间北使出发前所涉各事，包括越方按成例准

备贡使礼物、选派使臣、加官封赏、注意事项、准许通行

等各种文书公告。卷四记载从清乾隆二十六年

（１７６１）六月二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初七，黎贵一行

从江南省芜湖附近沿长江到湖广粤西一路南下归国途

中每日行程，及与清朝地方官员交接唱和事宜与祭告

山川古迹圣贤名人等事。其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春

从越南出发北上至京畿，完成贡使任务后又从京城南

下，直到次年六月到达江南，这段时间内的相关记录，

本应载于卷二、卷三两卷，惜已缺失。

正如本书序中所说，“是录中于塘汛道里、山川风

景、衙署联额、官僚问对为详核”。其中如承越南国王

之命，走访前此越南使臣从未一赴的北京国子监，详细

记录其内孔庙规制，并购买带有附图的《阙里志》，以

备仿制，如返程途中在广西和中国地方官员笔谈中越

历史地理等，均从不同的角度显现了中越两国历史文

化渊源深厚。而记江南、湖北因大水而米贵，独湖南以

外丰熟，黄州因岁考而书价颇贱，于了解乾隆年间地方

实况也不无助益。至卷四开首至抵达长沙一段，屡记

使程舟船因伴送钦差的管家勾结船主沿途贩卖私盐，

致归程延滞，又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清朝吏治及社会的

诸多问题。由于黎氏的记录详略、顺次均颇有序，从中

可系统地了解乾隆时期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公文程序

和礼仪风俗。其中越中两国关于贡使问题的公告、北

使途中与清朝官员往来答复的文书、黎贵与清人谈

诗论文之作（书内全文附录了清朝官员秦朝荱、朱培连

为黎氏《群书考辨》和《圣谟贤范录》两书所撰序），更

是为研究制度史、学术史和文学史提供了素材。□

王红霞

? 轩 丛 笔

阮朝·潘辉注　撰

　　《?轩丛笔》不分卷，汉喃研究院藏钞本，一册，编

号Ａ８０１。

原书未署作者姓名，汉喃研究院图书馆目录著录

作者为裴文
!

，王小盾等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

同（第６２页）。考裴文
!

（１８３２—？）乃光绪二至三年

（越南嗣德二十九至三十年，１８７６—１８７７）间出使中国，

而《?轩丛笔》只字未记道光以后事，且有“道光帝继

统，又已六年于兹”、“今春秋始四十五”诸语。按道光

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道光六年（１８２６）适四十

五岁，是可证本书当为该年前后在华的越南使节之作。

又书中“子产庙”、“洛河”两则作者分别录自撰五律、

七绝一首，二诗均见于道光五至六年（１８２５—１８２６）使

华副使潘辉注诗集《华轺吟录》（已收入本丛书），综合

推考，本书作者当为潘辉注。

《?轩丛笔》所载中国境内行程与历代越南使臣

大致相同，自镇南关始，历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直

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诸地。记述舟车

往返途经山川、城市、景物、里程、风土、人情、碑记，而

记景物最为详尽。对于在北京所见朝聘燕享、驿舍园

宅、衣冠服制也有翔实的记录。关于社会实态的文字

并不多见，《华轺吟录》中反映的人事往来概不阑入。

书中最后部分的分类部居，则已不严格遵照行程次序。

作为外来使臣，作者记录清廷见闻的视角与一般

的域内时人相异。如“道光帝殊有勇略”一则谓之“然

今春秋始四十五，而齿已尽落，殊属异事，询之内务府

所，云帝为诸王时，射弩偶伤缺齿。嘉庆二十三年待钓

于太湖，得异鱼不知名，欲食，仁宗谕曰：鱼不知名，不

可食也。帝潜令烹煮，一日夜方熟，取而尝之，是夜梦

神人来取鱼龙，醒起，齿尽落。此是目击耳闻之说，而

理似不可解”。“夜梦神人”云云，作者并未信从，不过

道光帝中年缺齿，当时臣下恐无敢入诸文字者。

对于同一情形来贡的他国使者，作者也相当关切，

表达了文化接触的兴味：“闻有朝鲜使来，遭风反飘在

山东，约十日旬，不及与见。回忆先辈与伊国使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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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为佳话，旨获再续为雅游，殊阙事也。”

本书记燕京八景，云“今使者获见唯太液、琼岛、芦

沟三景耳，余非经过之处，姑志其略以备考”。从现存

内容看，未有此类说明的如“北国五岳”之属也不全然

为亲见实录，所录多有从地志和前人著述中抄撮者，因

此书中有关地理沿革、史迹风景的内容为多，一再引述

前此越南先辈使节诗文，但明确称引者仅清人闵述《粤

述》、清人所编丛书《说铃》二种。其于清先代发迹史

事，从官书史录中摘抄一千六百余字，与今存《通鉴辑

览》文字相合。统观全书内容与文风，当属于行经之后

追记，故记录同一使程，与同一作者所撰《华轺吟录》

在史实细节上不无异同。□

王　亮

川使程诗集

阮朝· 范芝香　撰

　　《川使程诗集》不分卷，汉喃研究院藏钞本，一

册，编号Ａ２５１。

范芝香（？—１８７１），字士南，号川，阮朝海阳省安

眉县人。明命九年（１８２８）考中举人，历任知县、宁太总

督、太原布政等官职。曾于绍治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嗣德五年（清咸丰二年，１８５２）两次出使清朝。著

作除本书外，尚有《南史私记》、《南天国语实录》等。

本诗集是范芝香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首次出使

清朝时留下的汉文记录。该次出使活动是一次例行的

贺节使行，范芝香担任第一副使，正使是礼部侍郎张好

合，第二副使是侍读学士王济齐。本册诗集共收录诗

文百余篇，其中绝大多数为范芝香本人所作，也转录了

一部分同行的张、王二氏及其在使行途中交流往来的

清朝士人之作。这些诗文的体裁以五言、七言体为主，

另有个别几篇四言体。此外，不少诗文附有题注，提供

了一些诗文写作的背景资料。

综观本诗集所收录的诗文及题注，其反映的内容

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勾勒出该次出使活动的概况。比如，《勤政殿

陛辞仰聆圣谕恭纪》反映受命出使情况，《过关书怀》、

《江程书怀》、《过河喜赋》等记述了去程经历，《元旦太

和殿早朝》反映使臣朝圣经过，而《回轺喜赋》、《抵关

喜成》等则是返程情况的记录。同时，由于诗集收录的

诗文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文中又有大量明确

的地名记载，因此从中可以大致勾画出当时越南使节

的出使路线图。此外，从《荥泽阻水留宿草屯坡》、《孟

津再阻水》、《五险滩即事》等诗文中我们可看到当时

出使路程的艰难；而从《紫光阁蒙赐宴赉恭纪》、《元宵

后一日圆明园侍宴恭纪》等诗文中还可看到越南使节

在清朝所受的礼遇。

二是再现古代中国山川风貌，反映越南使节对于

中国文化的热衷。所收录的诗文中不仅有大量对沿途

风景名胜的咏唱诗，如《桂林纪见》、《秦渠偶占》、《湘

江夜泊》、《洞庭舒眺次韵》、《泛湖望岳阳楼》等，还有

很多对古迹古人的感怀诗，如《题诸葛兵书岩》、《题岳

武穆王庙二律》、《过毛遂故里》、《题偃师二程夫子书

院》、《过魏武疑冢次韵》、《过殷太师比干墓》等。

三是记述使行过程中的人员交流互动。主要以越

中两国相关人员诗文赠答唱和的形式表现出来，诗集

中收录的诗文如《次韵答谢江州贾石堂》、《汉阳留别

张次征举人》、《题怀庆太守汪孟慈清明栽藕图》、《题

□契巴陵武秀才集后》、《长送泗城知府刘铭之大烈惠

赠对联诗扇走笔答诗二律》等即是其例。值得一提的

是，诗集中还收录了一篇《赠朝鲜书状李学士裕元题

扇》，反映了范芝香与朝鲜王朝使团书状官李裕元相交

的情况，可见当时这样一种朝觐使行活动，不仅是附属

国与宗主国之间的交往，同时也是不同附属国之间人

员交流的机会。□

王鑫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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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燕驿程奏草

阮朝·阮文超　撰

　　《如燕驿程奏草》不分卷，收入汉喃研究院藏刻本

《方亭文类》（编号 ＶＨｖ．８３９／１）乙集卷二。《方亭文

类》共三卷，依次名为甲集卷一、乙集卷二、丙集卷三。

其中乙集卷二又分“册制表疏笺启类”、“如燕驿程奏

草”两部分，仅此第二部分为燕行文献。

阮文超（１７９９—１８６７或１８７２），字逊班，号方亭，河

内青池金缕乡人。明命六年（１８２５）举人，十九年

（１８３８）中会试副榜。先后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兴安按

察使等职，并于嗣德二年（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任

如清乙副使一职，出使清朝。其人著述颇丰，除本书

外，尚有《方亭诗类》、《璧垣藻鉴》、《大越地舆全编》

等。其中《方亭诗类》有《方亭万里集》一卷，所收皆阮

氏使清途中所撰诗，可与本集参看。

本集共收文二十七篇，皆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阮

文超使清途中所撰之文。此番出使，系阮翼宗登基后

首次岁贡，同行者尚有正使礼部右侍郎潘靖、甲副使鸿

胪寺卿枚德常。此行历经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隶

五省二十余府，皆由水路进发。八月抵北京，按例进献

贡礼后，旋即南返，并于次年初春回到越南。又据集前

作者自序，可知行前翼宗曾命其详记沿途江山胜概。

故此书实为阮氏返回越南之后，向翼宗进呈的奏章，因

总名“奏草”。

此集前二十篇依次选择沿途所经山川险胜之地，

详细介绍其地理方位、周边形势、人文物产、历史沿革

等具体情况。如有相关的人文掌故、历史传说，则以双

行小字注出。注文广征中国历代史书、方志，可见作者

对中国文化、文献均相当熟悉。值得一提的是，阮氏在

拟定篇名时，多冠以“咽喉”、“要会”、“厄塞”这一类词

语，可见其所关注的山川，特点在地势险要，而非景色

秀丽。因此，集中对沿途人文景观的介绍相对较少，即

使如岳阳楼、黄鹤楼等游览胜地，也只是一笔带过。此

外，所记各省情况，也有轻重详略之分。二十篇中，介

绍广西境内山川的共有十一篇，最为具体详细。直隶

次之，湖南最少。由此可知，此行考察的重点在中、越

交界之地及京师，中途所经各省则略显次要。又第二

十一篇《塘汛烽燧》则对广西至直隶沿途的军事制度

“塘汛”作了一定的描述。其后六篇，包括祭马伏波庙

文、祭洞庭庙文、申告岳州湖神文各一篇，广西、湖北辞

行小启各一篇，湖北辞宴文一篇。这些文字篇幅相对

较短，但也反映了越南使节在中国的相关活动，及其与

清朝接待官员之间的往来情况。

又综览全集，阮文超记载之重点，在于沿途山川概

况；而于山川之中，又尤其注重对各水系的介绍和考

察。凡涉及河流之处，作者均详细标注其源头走向、流

域范围，偶尔还会作一些简单考订。这应当与此行全

系水路有关，但也反映了阮文超个人的兴趣所在。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江汉要会》、《黄河津要》二文，

言及对清朝河防水利建设的考察和看法。考阮文超

《方亭文类》卷二有《筹拟河防事宜疏》一文，其中涉及

中、越边境众多河流情况，并以较大篇幅讨论了中国治

理黄河等河流的得失经验。此疏作于嗣德五年

（１８５２）前后，正为文超使清归来后不久。可见此次使

清，原即有考察河流水利的目的。□

郑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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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ｏＲ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葛兆光

这是葛兆光教授在２００９年日本关西大学举行的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也是他的学

术论文《十九世纪初面对西洋之东亚———黄嗣永帛书的风波》（Ｋｏｒｅａ，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ｆａｃ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ｏｎｔｈｅＬｅｔｔｒｅ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ＨｏｕｎｇａＬ’éｒéｑｕｅｄｅＰｅｋｉｎ）的结语部分，

主要提出他本人对于“冲击—反应”模式的重新评价、如何理解各有各的反应、以及东海作为历史世界等

三个问题的思考，在会上得到哈佛大学入江昭教授、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等

各方学者的回应，现发表于此，希望引起讨论。

　　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Ｊａｐａｎ，

Ｊｏｓｅｏ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ｏｆ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Ｑ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ｅａｌｌ

ｃｈｏｓｅｔｏｃｌｏｓｅｔｈｅｉｒｄｏｏｒ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ｂｏｔｈ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Ｗｈｅｎ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ｃｏｍｉｎｇａｆａ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ｗｅ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ｂｅａｒ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ｅｖｅｒｓｅｅｎ．Ｔｈｅｎｅｘ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ｏｐｉｕｍｗａｒｓｏｆＱ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ｓｈｉｐ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ＧａｎｇｈｗａＩｓｌ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ｏｆＪｏｓｅｏ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ｈａ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ｆｏｒｃｅｄｔｈｅｍｔｏｒｅｏｐｅｎ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ｄｏｅｓｎｏｔｉｎｔｅｎｄｔｏｔｒａｃｅｔｈ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ｕｔ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ｖａ

ｒｉｏｕ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ｈｅｙｈａｄｔａｋｅｎｔｏｗａｒｄ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ｉｎ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ｕｃｈ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ｈａｄｍｏｒｅｏｒｌｅｓｓ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ｉｒｌａｔ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ｖｅｎｃｈｏ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ｙｄｉｄｔｈｅｙ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Ｗｈａ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ｓｅｉｓｓｕｅｓ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ａｔｇｏｅｓ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ｗｅｈａｖｅｈｉｔｈｅｒｔｏ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Ｉ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ｒｅ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ｊ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ｉｓｋｎｏｗｎｔｏａｌｌ，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ａｎｄＤｅｎｇＳｉｙｕ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ｉｒｃｏａｕ

ｔｈｏｒｅｄｂｏｏｋ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ｔｈｅＷｅｓ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

ｖｉｄｅ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ｂ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Ｊｏｈｎ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ｅｔａｌ（１９６５），ａｎｄＦａｒＥａｓｔ：Ａ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１８３０

１９６５）ｂｙＰａｕｌＨ．ＣｌｙｄｅａｎｄＢｕｒｔｏｎＦ．Ｂｅｅｒｓ（１９６６）．

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ｎ，ｉｔｈａｄａｌｍｏｓｔｂｅｃｏｍｅａ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ｉｎｅｘｐｌ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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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ＰａｕｌＡ．Ｃｏｈｅｎｈａ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ｓｈａｒｐｌｙｉｎｈｉ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ｅｈｅｌｄｔｈｅｏ

ｐｉｎｉｏｎ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ｓｉｄｅ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ｏｕｇｈｔ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ｈｉｎａｏ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ｈｅｎｈａ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ａｓｈｉｆｔｏｆ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ｎｄａｒｏｕｓ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ｍｏｄｅｌ，ｓｉｍｐｌｅａｓｉｔｍａｙｂｅ，ｔｕｒｎｅｄｏｕｔｔｏｂｅ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ｙｅｔｑｕｉｔ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ｓ，ｈｏｗ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ｒｅｖｉｓ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ｓｉｍｐｌｉ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ａｋｅｎｂｙＪａｐ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Ｋｏｒｅａ

ｗｈｅｎ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ｂｏｖｅ，ｍａｙｗｅｌｌ

ｓｅｒｖｅａｓ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ｗ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ｉｍ

ｐａｃｔ”ｃｏｕｌｄｄｉｆｆｅｒ，ｄｕｅ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ｓｉａｏ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ｓｅｅｎａｓｏｎｅ，

ｗｈｅｎｗｅｔａｋｅ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ｉｒｓｔ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ｄａｔ

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ｗｏｒｌ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ｙｓ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ｔｈｅ“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Ｋｏｒｅａ，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ｔｏｏｋｔｏ

ｗａｒ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ｉｆｗｅ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ｓ”，ｗｅ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ｔｏａｓｋ，ｗｈａ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ａｄｌｅｄｔｏ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ｉｓｉ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ｂｒｏａｄｔｏｐｉｃ．Ｂｕｔｉｎｂｒｉｅｆ，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ｏｂｅｇｉｎｗｉｔｈ，Ｊａ

ｐａｎ，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ｈａｄ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ｎ

ｍｉｄａｎｄｌａｔｅ１６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ｅ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ａｒ

ｒｉｖｅｄ，ｎｅｉｔｈｅｒｄｉｄＪａｐａｎｈａｖｅ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ｍｏｎａｒｃｈｙ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ｗａｓｉ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ｏｒａｎｙｕｎｉ

ｆｉｅ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Ｊａｐａｎ，ｆｅｕｄａｌｌｏｒ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ｃ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

ｐｅｏｐｌｅｆｒｏｍａｌｌｗａｌｋｓｏｆｌｉｆｅ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ａｔｌｉｂｅｒｔｙ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

ｎｅｗｆａｉｔｈ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ｗａｒｍ“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ｉｎＪａｐａ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ｗａｙｒｏｕｎｄ，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ａｒｒｉｖｅｄｉｎＪａｐａｎａｔａ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Ｊａｐａｎｗａｓｇｏ

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ｏｓｔｏ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ｒｏ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ｏ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Ｏｄａ

Ｎｏｂｕｎａｇａ，ｔｈｅｒｕｌｅｕｎｄｅｒＴｏｙｏｔｏｍｉＨｉｄｅｙｏｓｈｉａｎｄＴｏｋｕ

ｇａｗａＩｅｙａｓｕ，ａｐｐｅａｌ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ｉｎａｒ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ｉ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ｏｎｆｕｌｌ

ａｌｅｒｔｆｏｒａｎｙｄｉｓｓｉｄｅｎｔｎｏｔｉｏｎｓｏｒｂｅｌｉｅｆｓ．Ｅｖｅｒ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ｕｔｈｌｅｓｓ，ｗａｓｒｅａｄｉｌｙｔａｋｅｎ．

Ｂｅｓｉｄ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ｎｅｖｅｒｈａｄａｓｏ

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ｇｅｎｔｒｙｗｈｏｕｓｕａｌ

ｌｙｇａｉｎｅｄｐｏｗ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ａｎｄｂｙ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Ｎｅｉｔｈｅｒｈａｄｉｔ

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ｒａｔｉｏ

ｎａｌｉｓｍ”．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ｈａｄｔｒｉｅｄｔｏｅ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

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Ｒｉｔｓｕｒｙō），ｉ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ｈａｄ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ｍｕｒａｉ”．Ｔｈａｔｗａｓ

ｗｈｙｉｔ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ｈａｄｓｗｕｎｇ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ｆｒｏｍ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ｏ“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ｓｔｏｐａｔ“ｅｘｃｌｕ

ｓｉｏｎ”ｗ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ｇａｉｎｅｄｍｏ

ｍｅｎｔｕｍ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ｏｋｕｇａｗａＳｈｏｇｕｎａｔｅ．Ｉｎｔｈｅ

ｔｕｒｎｏｆ１８ｔｈａｎｄ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ｏ

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ｔｏｏｋｓｈａｐｅｉ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ｏｓｔｌ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Ｊａｐａ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ｎｔｏａｎｄＥｍｐｅｒｏｒｗｏｒｓｈｉｐ．Ｓｏｉｔ

ｗａｓｈｉｇｈ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ｗａｒ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ｅｄ

ｅｘｔｒａｒｉｇｉｄ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ｄｕｌｇｅｄｉｎａｎａｒｒｏｇａｎｔ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ｏｆ“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ｒｍｂｅｌｉｅｆｉ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ｏｕｇｈ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ｉｔ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ｇｅｎｔｒｙ

ｓｈｏｗｅｄｎｅｉｔｈｅｒａｎｘｉｅｔｙｎｏｒｐａｓ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Ｅ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１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ｈｅｎＪｉａｑｉｎｇＥｍｐｅｒｏｒｉｍ

ｐｏｓｅｄａｈａｒｓｈｂａｎｏｎ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ｗａｓ

ｍｕｃｈｌｅｓｓａｎｘｉｏｕｓａｓ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Ｋｏｒｅａ．Ｔｈｅｓａｍｅｕｎ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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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ｒｎａｌｓｏｍａｒｋｅｄ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ｇｅｎｔｒｙ’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

ｎｅｗ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ｉｎＫｏｒｅ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ｗｅ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ｏｆＹａｎｇｂａ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Ｉｔｓ

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ｈａｄ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ｎｏ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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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Ｓｅａａｒｅａ，ｔｈｅｏｎｃｅｃｏｍｍ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Ｈａｎａｎｄ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ｈａ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ｄｉｎｔｏ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ｃｕｌ

ｔｕｒｅｓｉｎＫｏｒｅａ，Ｊａｐａ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Ｌ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ｔｈａｄｔａｋｅｎ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ｉｓ

ｓｐａｃ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ｖｅｎｈａ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ｆｉｎ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Ｐｅｒ

ｈａｐ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ｒｅ

ａ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ｈｅｌｐｕｓｔｏ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ｍｏｒｅｓｔｏｒｉｅｓ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ｄｄａ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ｔｏ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ｗｏｒｌ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ｔ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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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明清学术思想史”
２００９暑期中国文化史研讨班议题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１６００１９００
Ｓｅｍｉｎａｒｓａｎ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ｕｍｍｅｒ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暑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Ｅｌｍａｎ）教授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

史系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举办“经学与明清学术思想

史”研讨班，重点在介绍当代欧美学界对宋元明清经学

史的研究，并讨论如何从士人菁英以及大众文化的视

角，对前近代中国进行研究，以及如何对儒学、新儒学

领域的既有认识进行批判性思考。艾尔曼教授是文史

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

本次研讨班的主要议题如下：

１．中国思想史的新方向。主要讨论文化史的范

围和核心议题，从当代出现的情境分析、结构分析和文

化分析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史中占主导地位的

观念史方法（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讨论的问题包

括，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ｃｈｗａｒｔｚ）和狄百瑞（ＷｉｌｌｉａｍＴ．

ＤｅＢａｒｙ）关于宋代儒学本质和意义的探讨，异同点何

在？倪德卫（ＤａｖｉｄＳ．Ｎｉｖｉｓｏｎ）如何看待两宋以来中国

科举考试的多重文化意义？这些既有论述能否让我们

形成儒学史的连贯图景？还是说，这些文献仅提供了

零碎的图像，让人依然对两宋思想史充满疑义？

２．新儒学（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这一概念对于理

解北宋真宗朝至南宋理宗朝（约１０００至１２５０年）之间

复杂的思潮有何帮助？又有何局限性？ＴｈｏｍａｓＡ．

Ｗｉｌｓｏｎ一文如何助于厘清儒学在元明两朝的演变？按

照伊懋可（ＭａｒｋＥｌｖｉｎ）的说法，为什么妇女守节会受到

国家表彰？这种表彰是如何进行的？对于妇女殉节的

利用，体现了“性别意识形态”哪个方面的内容？“儒

学”或“新儒学”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将中国思想作为

一个整体结构来探讨，分析学界以“新儒家思想”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ｏｕｇｈｔ）指代宋以降文化史的作用

和局限。狄百瑞早期使用“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一词来

概括两宋思想史，这与刘子健以及海格尔（ＪｏｈｎＷ．

Ｈａｅｇｅｒ）在叙述新儒学兴起时所使用的同一概念，内涵

上有何不同？

３．儒学与科举考试。菁英教育，本质上是文化的

再生产，而同时也是外在的社会、政治再生产过程，这

一认识有助于从教育的角度，在中国文化的长期演化

中理解儒学。那么，如何评价宋代至清代科举考试的

演变？为何宋元时期出现儒士改行从医的现象？反过

来，医生能成为儒士吗？中国士大夫如何进行“社会再

生产”？“再生产”这一模型在解释儒学的历史发展

时，有何优点与不足？如何考察儒学教育及科举考试

这些文化因素在前近代（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中国社会中起到

的作用？专制制度下，士大夫如何维护儒学／新儒学的

国家正统地位，对此，牟复礼（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Ｍｏｔｅ）与贺

凯（ＣｈａｒｌｅｓＯ．Ｈｕｃｋｅｒ）各持何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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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帝制中国的新儒学和专制。主要探讨元明时

期新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它如何在儒学的整体

框架下运作，又如何维护专制制度。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Ｒ．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一文对于进一步理解儒学／新儒学思想得出

什么结论？新儒学的思想体系在明帝国初期对于强化

专制统治起到何种作用？艾尔曼关于科举一文，如何

说明１５世纪以后儒学在帝国晚期的作用？此时朝廷

与官僚制度的关系是什么？新儒学既为士人提供了道

德说词，另一方面又是专制统治之正统依据，那么，１６

至１７世纪士人的抵触情绪和对业余精神的提倡，又应

该如何理解？

５．明朝的思想流派。主要关注１５至１６世纪出

现的个人主义、平民主义以及其他批判思潮，并在专制

制度的基础上讨论新儒学在以上思潮中的作用。以

ＰａｕｌＪ．Ｓｍｉｔｈ、万志英（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ｏｎＧｌａｈｎ）以及包筠雅

（ＣｙｎｔｈｉａＢｒｏｋａｗ）的讨论为基础，如何考察宋以来商业

的发展，以及晚明出版业的兴盛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这几位学者的研究对于理解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有何

贡献？万志英对明朝财神的探讨，对于考察大众文化

有何助益？当研究的视野从菁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

时，是否需要修正先前对于儒学／新儒学的研究范畴和

界限的估计？

６．明清转型。在１７世纪新思潮产生的背景下讨

论明亡之后新儒学的影响。将儒学与新儒学两相对

照，探讨这一时期的国家施政与考证学。在明清转型

中，新儒学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何在？余英时对于儒

家智识主义兴起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什么？在描述

这一时期时，他为何使用“智识主义”与“反智论”这样

的词汇？盖博坚（ＫｅｎｔＧｕｙ）如何论述１８世纪学者与

国家的关系？他对于清代鼎盛时期及其学术工程（编

纂四库提要）有何观点？

７．欧洲科学与儒家学说。１７、１８世纪耶稣会传教

士带来欧洲科学，在此背景下，探讨考证学与清中叶科

学复兴之间可能的联系。对比列文森和席文（Ｎａｔｈａｎ

Ｓｉｖｉｎ）关于科学复兴的意义的论述，１８世纪中国科学

复兴的可能性有哪些？关于中国科学史的论争是否以

及如何反映了儒学的弊端？在从宋学向汉学的过渡

中，耶稣会士发挥了什么作用？

８．帝制晚期的中华帝国。在近代中国主流思潮

中重新审视清朝鼎盛时期的学术界。１８世纪考证学

家对思想界及社会有何影响？章学诚是不是其所处时

代的一位典型学者？他反对袁枚和戴震的原因何在？

９．１９世纪早期的转型。探讨帝制与西方影响在

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考察历史变迁的内在和外在的

因素，及其与儒学本身的转型之间的关联。１８００年前

后和糰案反映了乾嘉时期中国思想界怎样的变化？常

州学派在１８世纪晚期士人政治热情的重新高涨中起

到了何种作用？

１０．帝制与近代化的问题。从列文森和周策纵对

反儒学运动的论述中，是否可以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

反映了与传统儒学／新儒学思想的断裂？或者，此次的

阅读材料有没有指出一些重要的连续与传承？最后，

讨论上述课题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整体脉络中的关联。

２０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经典的废止陷入两难

境地，对此，伊懋可的研究方法有何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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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十二至十三）

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

董少新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不同文献因其作者所秉持的立场不同，对同一历

史人物有不同的型塑与评价，此乃史家常遇之现象。

结合不同文献以恢复历史人物的原貌、给予其客观的

评价，为史学家当然之职责。然而，或因史料搜罗未

全，或因史家立场片面而对某些史料视而不见，从而导

致历史人物形象失真，此类例子在学界亦屡见不鲜，对

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１５８８—１６５７）的研究即为一例。

钱海岳《南明史》载永历朝太监张福禄、全为国临

刑前曰：“我辈生不能诛（马）吉翔、（庞）天寿、可望三

贼，死当作厉鬼杀之，以除国害。”钱氏因此对阉竖大加

挞伐，认为宦官祸国乃明亡之重要原因。教会史家萧

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云庞天寿“为明尽忠，誓死

不二。永历用为司礼太监，多所匡救。”又云：“天寿奉

教热心，辅相永历十二年，赤心忠肝，深为永历所

倚赖。”

两位民国时期的史家对庞天寿之评价迥然各异，

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治史立场不同，其评判人物之标准，

一在于效忠皇帝，一在于敬奉天主。此外，他们所使用

的史料来源不同也是一个原因。冯承钧早已意识到中

西文献记庞天寿事“毁誉不一”，西教士所记颇多称

誉，而若干南明史籍则多有微词，并认为安龙“十八先

生案”乃是“后人不察，尽以（夏）国祥之罪归之天寿，

而天寿遂蒙恶名矣”，教会史家方豪完全赞同冯氏的

看法。

庞天寿为顺天府大兴人，崇祯朝为御马太监，农民

军攻陷北京前不久，奉敕至南京，事弘光帝，管两广珠

池。已而奉命前往福建、两广征税，随即闻南京已陷，

遂事隆武帝，改任司礼监，而获重用。隆武帝希望通过

耶稣会士从澳门获得西方军事援助，而天寿以教徒身

份之便利，穿梭于帝与西士之间。隆武二年（１６４６）帝

遣天寿偕毕方济往澳门求援，然途中已闻福京陷落，故

转赴肇庆，带３００葡兵事永历帝。

庞天寿跟随永历帝转战粤、桂、滇、黔，忠心耿耿，

深为皇帝信任，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勇卫营，获

赐一品服。但晚年因与马吉翔勾结，参与吴楚党争、弹

杀林时望、谄事孙可望、威逼永历禅位、十八先生案、陷

害高眅等一系列不忠行径而落得骂名。但西文文献和

教会史论对这些事情不提只字。

庞天寿在１６２９年入教，教名亚基楼（Ａｑｕｉｌｅｏ），是

最早入教的太监之一。庞天寿奉教及其通过天主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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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网络为永历效力等事，中文文献仅有王夫之《永历实

录》中略有记载，但对其做法颇不以为然。西文文献对

庞天寿的记载，多侧重其奉教效忠一面。１６４０年代，

随着北京陷落、南明诸朝相继建立，庞天寿在朝中的地

位不断攀升，相应地其在教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１６４５年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福州登门拜见任司

礼监的庞天寿后，称其为教会的柱石。

庞天寿不仅利用其与传教士的关系，再次赴澳门

搬援兵，而且在他的劝导之下，永历朝的太后、皇后、皇

子先后领洗入教，成为中国历史上天主教色彩最为浓

厚的王朝。庞天寿又曾致函罗马教皇、耶稣会总长和

葡萄牙国王，希望借助欧洲的力量解朱明王朝于困境

之中。

西文文献所记庞天寿忠于永历、虔奉天主，虽大致

不误，然天寿对天主教之信仰，如同对永历帝之忠诚一

样，似亦并非始终如一，如他曾受朱容藩贿、贿赂孙可

望部下郑国、纵容马吉翔以幼女送郑国为妾，表明他已

不把教会戒律放在眼里。吴楚党争期间，与同为教徒

的瞿式耜分属两党，“十八先生案”期间，为抓捕参与

密敕事件的张福禄、全为国，怒斥同为教徒的太后和皇

后，且欲废皇后，可见教友情谊对他而言已无所谓。

庞天寿历经明清鼎革之乱，又是奉教太监，要想客

观地对其一生事迹加以评价，实非易事。本人试图抛

开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预设立场，通过现存中西文献

的综合研究，恢复庞天寿的历史面貌。□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何俊　浙江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在现代学术界，余英时先生称得上“通儒”，他的

研究涉及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与许多层面，其中思想

史研究是余先生毕生最费心力，也是最具贡献的领域。

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极其宽广，即使以西方的术语来看，

观念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学术思想史（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

ｒｙ）、思想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的称谓虽然将思想史由

专而博划分出三个层次，但由于彼此间的交叉重叠，加

之三者本身各自蕴涵难定，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切

入，思想史的观念仍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对此，余先

生自早年起就有认识，他认同思想史家的全部工作必

须涉及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到人的具体活动之间的各个

层面，并通过具体的专题研究进行实践上的探索，取得

了众多的成就，同时也使得难以言诠的思想史观念逐

渐清晰起来。

本报告通过梳理余先生在中国近世思想史这一自

成单元的研究，来把握他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观

念，以及学术思想，并呈现他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

络与特质的认识，旨在凸现余先生在事实与价值、专精

与通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治史追求。

一、实证与诠释交互为用。余先生以为论世必尚

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

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而对于思想史的实际研究，

实证与诠释则不可须臾相离，因为内外合一、主客交融

正是思维之所由起。

二、观念的追溯与展开。举余先生关于清代学术

思想史的七个条目研究为例，将它们放置在从宋到清

的学术思想史中加以展开，从而使得一个具体的观念

分析，既折射出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又使得观念本身获

得充分的诠释。

三、内在理路。这一重要的研究路径直接缘起于

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余先生以为，传统的解释主要

是从反满的角度与市民阶级的角度，究其实，都是从政

治与经济等外在因素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这种解

释虽然自有它的某些根据，但却从根本上忽略了思想

史本身是有生命、有传统的。

四、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余先生固然肯定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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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内在理路”的方法及其观念，但在中国近世思想史

的研究中，除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采用“内

在理路”外，其余的专题研究更多的是转移到外缘的领

域。在处理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时，余先生能取其宏

大而尤重细微，依势传神而不拘形貌。

五、问题意识与两个世界。以具体案例讨论余先

生如何产生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注重学术思想变迁

自主性的“内在理路”，与强调学术思想变迁依他性的

“外缘情境”两者之间如何平衡，从而一窥余先生的治

学境界。

六、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余先生提出

了新儒家的思想突破属于唐宋思想整体“入世转向”

的精神运动的论说，系统而完整地梳理了由新禅宗发

起、新儒家继续，新道教最终卷入的历史过程。在这一

脉络上，新儒家完成了形而上的义理建构，但入世的宗

旨终在“经世”，由此又形成新儒家的政治文化。基于

这样的梳理，彰显出近世思想的人世情怀、理性精神与

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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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介 绍

 《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

礼》（“复旦文史丛刊”第三种）

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是礼

仪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

色，具体地说，丧礼在１７世纪

中欧交流中的角色。选择礼仪

作为视角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以往对中西交往，尤其是对１７

世纪中国天主教的研究，一直

聚焦于宗教教义和西方科学，

而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礼仪研

究却被忽略了。本书的研究得益于近几十年来中国基

督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这期间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

变：从一种基本是传教学和欧洲中心的立场，转变为一

种汉学和中国中心的路数。对礼仪的关注推动以上转

变，也使得我们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的研究，而

代之以一种关注文化互动的新范式。

本书只关注一种礼仪———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具

体来说是丧葬礼，因为它通常被认为处于中国文化的

核心位置。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西礼仪

传统相互碰撞之后，葬礼发生了何种变化？本书将研

究的时段限定在１７世纪，主要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葬

礼的材料大量地保存了下来。限定时间框架的另外一

个主要原因是，本书并不把已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礼

仪之争”作为重点。因为单单是葬礼之类的礼仪本身

就值得研究，不必从“礼仪之争”的角度来解读，虽然

１６９０年代之前的有关中国葬礼的文献已经受到这场

争论的影响。“礼仪之争”只是本书研究的边缘问题，

但由礼仪问题而引发的紧张，还是要放在这场显示了

中西礼仪活动特质的争论的背景下来考虑。最后，这

一时期有几个典型特色，使得它特别适合从文化碰撞

的角度进行观察。

文史研究院“复旦文史丛刊”第三种，比利时鲁汶

大学汉学系钟鸣旦（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教授著、张佳译

《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

礼》，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９月出版。

 《东亚佛教的隐修：对佛寺的考察》（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Ｍｏ

ｎａｓｔｉｃｉｓｍ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Ｐｌａｃｅｓ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佛教隐修一直是佛学研

究和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然

而，如何阐释隐修的场所，即佛

教寺院，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

史时期的性质和功能，依然是

争论的焦点。本书即从宗教、

社会、文化、艺术与政治等多个

角度，讨论中古时期中国和日

本佛教寺院的作用，并试图揭

示佛教寺院在其实体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多样性。主要

讨论了僧侣与普通信众的关系，出家戒律的意义，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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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的运作，以及都城和地方寺院之间的差异。旨在

说明，中古时期东亚的佛教寺院，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作

出家人远离尘世喧嚣和诱惑，群体隐修的场所。

该书收录了领域内一流学者的七篇学术论文，包

括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ｓｏｎ的序言《不远不近：中古中国与日本佛

教寺院的历史和文化情境》，?原光一《中国佛教律文

中关于在信徒家用斋之惯例的演变》，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ｓｏｎ

《寺院空间与圣迹：中国佛教僧传的几个面相》，汪悦

进《佛寺空间构造中的图像：从洛阳敬爱寺到敦煌第

２１７号窟》，Ｔ．Ｈ．Ｂａｒｒｅｔｔ《从跨文化的视角看禅诗中猫

的意象》，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ｏｄｉｆｏｒｄ《僧侣眼中的中古日本佛

寺》，ＬｏｒｉＭｅｅｋｓ《众人之愿：轈尊与前近代日本受戒会

的盛行》，及ＰａｕｌＧｒｏｎｅｒ《兴圆与日本天台宗的授戒灌

顶仪式》等。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在探求佛教宗教生活的这一

核心面相，此书正是朝着这一方面所做的尝试，对于佛

学研究、亚洲研究及东亚宗教等研究领域将有所启示。

ＪａｍｅｓＡ．Ｂｅｎｎ，ＬｏｒｉＭｅｅｋｓ，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ｓｏｎ合编

《东亚佛教的隐修：对佛寺的考察》，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出版公

司２００９年９月出版。

 《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９０７—１９１１》（ＭｅｎｏｆＬｅｔ

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ｓｅｓ：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９０７１９１１）

郝若贝 （ＲｏｂｅｒｔＭ．Ｈａｒｔ

ｗｅｌｌ）指出，经过十一世纪的发

展，宋初以来支配了朝廷政治的

职业精英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逐

渐与地方士绅趋近，到了南宋，

彻底让位于后者。他的学生韩

明士（ＲｏｂｅｒｔＰ．Ｈｙｍｅｓ）通过江

西抚州的个案研究，证实了这一

看法。他的研究表明，北宋的精

　　　　　

英以任职朝廷为终极的职业目标，热衷于通过婚姻等

形式建立全国性的社会网络，而南宋的精英采取了地

方化的发展策略，加强了地方的婚姻联系，还将婚配对

象扩展到了非官僚家庭。在韩明士之后，精英的地方

化成为欧美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是其他学

者后继的研究集中在南方，北方的情况一直缺乏关注，

特别是南方与北方是否存在差异，金元时期异族的入

住给地方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等问题，尚无人解答，这

正是作者在专著中要深入探究的。

该书通过考察十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关中士人的历

史，理清了他们是如何将下列三组关系概念化的：中央

与区域（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官方与非官方（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ｕｎｏｆ

ｆｉｃｉａｌ）、全国与地方（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ｌ）。关中士人共同的

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在营造地方认同和非官方空间

的作用，也得到了清晰的阐述。

作者分三个时间段来研究近一千年关中士人的历

史———五代北宋时期、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之所以这

样做，是因为帝制国家对关中士人历史意识的阐释有

着极大的影响，他们对上述三组关系的认识在这三个

时期也很不一样。在五代和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关

中士人以让朝廷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为荣，并且让朝廷

来决定地方事务。然而，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扩张朝

廷势力的时候，在关中遭到了张载等人的抵制，他们开

始关心如何将国家、精英家族和社会整合起来。北宋

的统治结束后，关中处于金元的统治之下，士人文化的

发展中断，与其他阶层相比，士人未占有政治上和文化

上的优势。到了明代，受惠于国家政策，关中出现了一

批大家族和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官员。明清的易代，

没有造成关中文化的断裂，很多士人家族也得以存续

下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昌伟著《中国历

史上的关中士人，９０７—１９１１》，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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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刊 撷 英

 《再析应璩及其对于陶潜诗歌之影响》（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

ｒｉｎｇＹｉｎｇＱｕａｎｄＨｉｓＰｏｅ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Ｔａｏ

Ｑｉａｎ）ＰａｕｌｉｎｅＬｉ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９：Ｎｏ．１，Ｊｕｎｅ，２００９

应璩是建安时期最为著名的文学家与书法家之

一，也是当时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文章以为，到了晚

近时期，学人对于应璩的看法就与其在建安时期的形

象有所不同。应璩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应
!

的弟弟，人

们要么认为他是建安时期一流的尺牍作家，要么是受

锺嵘《诗品》的影响视其为陶潜诗歌的渊源所在。尤

其是后者，自宋人强调之后，晚近以来学人介绍这位

“鲜为人知”的诗人时，往往就借用锺嵘的评述。文章

指出，有关应璩的留存史料的缺乏，是检讨锺嵘说法的

最大障碍，过去学人过于依赖通过对《百一诗》的分析

去考察应璩的诗歌模式。文章则别辟新路，运用保存

相对较为完整，同时也是应璩在建安时期更为享誉的

散文，加上对于尺牍、诗歌的分析，重估应璩的作品，重

新检讨锺嵘《诗品》有关陶潜诗歌渊源于应璩的陈说。

 《清代的性别与文本政治：以〈国朝闺秀正始集〉为

例》（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Ｔｅｘｔｕ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Ｚｈｅｎｇｓｈｉｊｉ）ＸｉａｏＲｏｎｇ

Ｌｉ，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９：

Ｎｏ．１，Ｊｕｎｅ，２００９

《国朝闺秀正始集》由清代女诗人、学者恽珠编

纂，道光年间刊刻。《正始集》作为清代女性文学运动

成熟、繁荣的重要标志，融汇了 １５００多位女诗人的

３０００多首诗歌，可称是自清初直至道光时期近两百年

间女诗人作品的大总结。《正始集》反映了在其尚未

刊刻之前即已存在的一种趋势：男女诗人并存的结集。

此次结集进而纯粹为女性诗人作品的汇集。此外，通

过考查《正始集》编纂时期清代文学的背景，文章试图

揭示女性与文学权力和话语的联系。文章指出，《正始

集》编纂时期有着良好的文学氛围，此时女诗人、女学

者们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学声音和寻求女性文

学的正当性，更在于建立她们对于文学范式及其操作

的权威。文章通过分析《正始集》编纂的理论、操作原

则，认为《正始集》女编者的雄心抱负浓缩在本集的标

题中，“正始”透露出，编者欲着力构建从《诗经》而来

的女性诗歌的道德性、艺术性“正统”，意图寻求女性

诗歌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位置。这已远远超出之前的

结集建立女性诗歌规范，或者提升女性文学水准的

意图。

 《印度戒律与中国早期的律宗大师：佛教的一个现

实》（Ｉｎｄｉａ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ｄｅｐｔｓ：Ａ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ｎＨｅｉｒ

ｍ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１２８：Ｎｏ．２，２００８

文章旨在考察５至８世纪中国律宗繁盛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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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佛教大师对于引入印度戒律，并使之符合中国现实

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与态度，由此显现出革新与变通

的过程，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律宗发展历史的理解。文

章首先考查了中国寺庙中早期清规戒律的接受、发展

过程，并着重描述了道宣、义净这两位律宗大师在戒律

翻译、运用上的不同态度。道宣作为南山律宗的开创

者，促进了戒律在中国寺院中的发展。作为西明寺的

住持，道宣创作了一些极具影响的律宗解说，并积极地

将佛教推广进朝廷。义净以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

闻名，其西行印度那烂陀寺参行，翻译了众多律部书

籍。文章第二部分关注印度戒律中国化的重要时期，

即略教时期，并认为，同一佛教大师接受、实施戒律的

态度往往随着中国佛教寺院的现实情况的不同而变

化，他们在翻译印度戒律时往往不如其对外宣称的那

么严格，尽管这一实用主义作法也受到各种限制。

 《从顾起元〈客座赘语〉看明太祖有关酷律严刑的

“诏令”》（ＭｉｎｇＴａｉｚｕｓ“Ｐｌａｃａｒｄｓ”ｏｎＨａｒｓｈ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ｉｎＧｕＱｉｙｕａｎｓ

Ｋｅｚｕｏｚｈｕｉｙｕ）ＨｏｋＬａｎＣｈａｎ，ＡｓｉａＭａｊｏｒ，Ｖｏｌ．

２２：Ｐａｒｔ１，２００９

文章通过顾起元《客座赘语》一书的记载与描

述，试图显现朱元璋时代严刑酷律的面貌，以及其中

的曲折发展与意味。明太祖出身卑微，通过十多年

南征北战，最终击败元朝统治者及各地军阀，获取政

权。鉴于蒙元政府统治下松懈的律法，在内外压力

之下，明太祖迫切希望通过确定常规的法律准则来

改变蒙元以来不利的局面。最终他成功地制定了由

司法审判的官僚体系以及严刑酷律所支撑的法律体

系。明太祖所制定的法律体系，对于皇族以及庶民

一视同仁，最终希望通过严酷而又公正的刑法，去消

减建国初期的犯罪与腐败，最终提升社会道德，并通

过这个途径，建立一个服从于其个人权威的社会政

治秩序。

 《随黄河而变：１０４８１１２８年间的河北环境史》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ｅｂｅｉ，１０４８１１２８）Ｌ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９：Ｎｏ．１，

Ｊｕｎｅ，２００９

之前的学者对于宋代河北环境史的关注远弱于对

于此间经济唐宋转型的大探讨，基于对７００—１２００年

间中国南方地区发展经验的考察，历史学家们看到了

宋代经济的积极进展，往往使用诸如“中古经济大变

革”一类的词语。文章并不否认这类基于中国南方的

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只是试图解释引起河北传统农业

经济大衰退的原因，也就是历次黄河泛滥对于河北自

然环境的影响。文章着重讨论了从１０４８年黄河大决

堤引起的黄河大泛滥开始，到１１２８年间所发生的历次

黄河水泛滥的频率、分布的区域及其模式，分析洪水在

短期间与长期间对于土地盐碱化、沙漠化、植被减少等

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发现，河北当地水资源在水灾期间

所遭受的重大破坏给河北地区带来长时期的经济衰

退，为研究唐宋之间经济重心南移提供了一种新的

视角。

 《近世琉球社会的真言宗寺院与占卦》（近世琉球社

会における真言宗寺院と占い）下郡刚，东方宗教，

第百十二辑，２００９年

十九世纪中叶出身琉球久米岛具志川（位于冲绳

岛中部）地方官吏世家的上江洲亲云上（琉球官吏位

阶之一）智俊，以及比他早约半个世纪的琉球都城首里

官员伊江亲方朝睦经常出入寺院求签问卦。文章通过

整理现存上江洲家占卦文书中的百番签，指出智俊经

常出入位于那霸的西福寺。西福寺是琉球的一座私

寺，为求生存往往接受琉球民间的祈愿，也从事占卦活

动。而朝睦虽是居住于临济宗寺院云集的王城首里的

官员，却同样到那霸的真言宗私寺善兴寺求签问卦。

值得注意的是，以西福寺为中心的真言宗寺院使用纯

汉文的“观音灵签”。作者指出观音灵签之所以在真

言宗寺院被广泛使用，是因为以航海为主业的琉球民

间社会已经普遍接受关乎航海安全的观音信仰。一方

面，十六世纪日本僧人日秀上人自熊野那智浦渡海至

琉球，建立真言宗第一大寺护国寺以来，琉球的观音信

仰与日本的熊野信仰就密切结合在一起，具备了保护

航海安全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伴随琉球王国十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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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以来的中国化政策，真言宗寺院从中国直接引入观

音灵签，无疑也进一步加强了其社会功能。

 《关于西洋航行的朱印状》（西洋渡航朱印状につい

て）中岛
!

章，东方学，第百十七辑，２００９年

十七世纪初，朱印船贸易早期，德川幕府共向西日

本的大名和外国商人发放前往西洋的二十道朱印状。

关于西洋所指的地域，尽管自江户时代后期就有许多

学者进行探讨，但迄今并未达成一致结论。川岛元次

郎和岩生成一认为朱印状中的“西洋”是指澳门，而中

村质则主张“西洋”是指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整个东南

亚，但是双方的论据都难以令人信服。文章发掘了同

时代史料中记载西洋确切地域的例子，并认为朱印状

中的西洋主要是指东南亚大陆的港口，有时也指南中

国沿海港口。在朱印船贸易早期，德川幕府主要向外

国商人发放前往西洋的朱印状，允许他们自由前往东

南亚大陆和南中国的诸多港口。后来随着对外贸易制

度的巩固，德川幕府对大名的对外贸易加强了控制，前

往西洋的朱印状最终在１６０８年停止签发。

 《关于对马宗家旧藏的元刊本〈事林广记〉》（"马

宗家旧
#

の元刊本の『事林
$

记』について）
%

纪

子，东洋史研究，第六十七卷，第一号，２００８年

对马岛位于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之间，在日本与

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的贸易和外交事务上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统治对马岛长达六百余年的宗家藏有一部

元刊本《事林广记》，长期以来不为人知。此书是在南

宋末年福建建安人陈元靓《博闻录》基础上增订的一

部日用百科全书，绘有丰富插图并加入了蒙元时代的

信息。后来，此书在高丽和室町幕府的僧侣、王族和贵

族阶层中广泛传阅，无疑有助于培育一种跨越时空的

共同文化。《事林广记》在日本有数个版本被发现，在

日本古代僧侣和贵族讲习汉文的教科书中也屡屡提

到。从宗家藏《事林广记》上所见收藏印文判断，它似

乎曾被一名僧人携至京都五山寺院之一的相国寺，这

名僧人曾因外交事务或作为学问僧入元。进入江户时

代，一位掌管对朝鲜外交事务的日本僧人似曾用过该

书并将其携至对马岛。该书印刷精确，并配有大量插

图，因此在出版史上也特别值得关注。此外，该版本中

的一些插图与关于南宋和金朝职官以及忽必烈统治时

期地方制度的记述，也不见于现存其它版本，这些无疑

对于解决《事林广记》成书和增订等问题提供了重要

线索。

 《尹根寿与陆光祖———中朝之间的朱陆论难》（尹根

寿と陆光祖
&&

中朝间の朱陆问答）中纯夫，东洋

史研究，第六十七卷，第三号，２００８年

嘉靖四十五年（朝鲜明宗二十一年，１５６６）以赴燕

使身份赴北京的尹根寿与明朝官员陆光祖围绕朱子学

与阳明学发生争论，争论内容被载入尹根寿的文集《月

汀集》“朱陆论难”一章。尹根寿坚决维护朱子学并抨

击阳明学，而陆光祖则持相反立场。在宣祖统治时期

的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期间，既有自明朝前往朝鲜的

人员卷入朱陆或朱王之争，也有朝鲜人至明朝与明方

人员发生类似争执。但是，《月汀集》“朱陆论难”不仅

详细、深入地记载了中朝两国的第一次朱陆之争，并且

它紧随朝鲜阳明学最早的批判者之一李之后，其史

料意义不言而喻。此外，陆光祖作为位至吏部尚书的

明朝高官，是明朝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其思想却鲜

被提及。其文集《陆庄简公遗稿》保留了他与佛教及

阳明学关系的片段记载，而至于他本人是否真正信奉

阳明学则语焉不详。通过朝鲜史料所记“朱陆论难”，

使阐明陆光祖的思想立场成为可能。

 《杨守敬与小岛家———古医籍的收集与校勘》（杨守

敬と小岛家
&&

古医籍の?集と校刊）真柳诚，东

方学报，第八十三册，２００８年

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赴日

期间（１８８０１８８４），在考证医学派学者森立之（１８０７

１８８５）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善本医书，并在日本编纂出

版了《古逸丛书》。归国之后，杨守敬继续其医书出版活

动。然而，迄今为止关于他的医书出版活动及其整体背

景的研究并不充分。杨守敬所付梓的医书主要有《聿修

堂医学丛书》（１８８４）、宋版《脉经》（１８９３）、《武昌医馆丛

书》（１９０４１９１２）。此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８０９种

医书中有４５１种来自杨守敬的杨氏观海堂。并且，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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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所藏医书大部分来自日本江户幕府医官世家小岛家

族的旧藏。小岛尚质及其二子尚真、尚?致力于善本古

医书的收藏及校勘，杨守敬于１８９０年访日之际，正值小

岛家族的最后成员尚?辞世，其家藏遂为杨守敬所有。

也就是说，杨守敬归国之后所付梓的医书很大程度上也

反映了江户末期以小岛家族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古典

医籍文献学上的成就。

 《金元时代华北外来民族的儒学修习及其动因———

以蒙古时代华北驻屯军所属家族的事例为中心》

（金元代华北における外来民族の儒学习得とその

契机
&&

モンゴル时代华北驻屯军所属家系の事

例を中心に）饭山知保，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五十九

集，２００７年

文章以现存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的记载

为中心，考察了驻屯河南开州濮阳县的探马赤军户唐

兀台家族以及其它驻屯军家族修习儒学的情况，并试

图探求这一现象在金元时期华北社会演进中的定位。

八世纪直至北宋中后期，晋北等地的沙陀、粟特、突厥

家族末裔为历代中原王朝提供武力支持，并不以科举

为进身之途。女真人征服华北之后，为夸示正统和笼

络知识阶层，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并且由于女真的征

服，晋北地区丧失了原有的军事要冲地位，修习儒学参

加科举渐渐成为当地知识阶层确保社会地位的重要途

径，同时困于征伐而日益贫困化的中下层女真人也积

极参与科举。进入蒙古统治时代，华北社会由于特殊

户计的设定和吏员出职盛行，知识阶层的出仕途径多

样化，修习儒学参与科举不再是获得官职的唯一途径。

然而，伴随元朝重开科举和完善学校制度，原本以征伐

起家的探马赤军户竟也偃武修文，出现积极修习儒学

的家族，这点十分耐人寻味并值得深入探讨。□

於梅舫、陈波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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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之乱下明代士人对日本的研究

朱莉丽

　　明代的中日关系几乎与倭寇问题共始终，尤其到

嘉靖朝，倭寇对中国的侵扰达到了顶端，而中国人对日

本的专门性研究，也正是肇始于这个时期。这时期的

对日研究，先是从对日本国情和军事的分析入手，进而

涉及日本民俗、文化、环境、历史等各个方面，经历了从

浅显到深入，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通过介绍和分析

成书于嘉靖、万历年间的《日本考略》、《日本图纂》、

《日本一鉴》、《日本考》等研究日本的专书，试图从明

代士人对日本列岛的印象、对倭寇问题的认识以及对

日本人的认识的三个层面，解构明代知识分子眼中的

日本图像。

明代士人对日本的研究，既对国人以往关注的领

域有所继承，同时又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譬如

关于日本列岛的基本情况，明代以前的一些正史著作

中也屡有涉及，特别是唐代之前正史中关于日本的传，

大都侧重于对日本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的介绍，其代

表是《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而明代的日本研究

在这方面远远超越了前代。比如对日本国家概况的介

绍，明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可以通过自己收集到的

信息和掌握的知识，来完成日本地图的绘制和地名的

标注，这表明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和认识发生了质的

飞跃。而对日本风土人情的介绍更是明代日本研究成

果中突出的一个方面，囊括了上至日本国家制度，下至

百姓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成熟，

是中国确立对日本的专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而

对日本语言的介绍除了具备文化上的意义，更为两国

人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对倭寇问题的剖析和认识也是明代对日研究的重

要内容，这既是明代对日研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方面，

也是明代对日研究兴起的缘由。明代从事对日研究的

知识分子从倭寇产生的原因开始，对倭寇在日本的分

布和构成、入侵路线、中方处理倭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对明朝的抗倭工作起到了一定

的辅助作用。

明代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则是一个更为错综复杂的

问题，牵涉到个人的主观认识。由于明朝时除了倭寇，

中日之间还存在着被明朝认可的、两国政府间的正式

交往，以至于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在很大程度

上出现了分裂。产生于明代的日本人图像很有力地佐

证了这一现象。彬彬有礼和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像交错

在国人的脑海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与日

本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随着对日研究的展开和逐步深入，明代

知识人的对日认识较之前代出现了大的跨步；而另一

方面，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以及中日之间恶劣关

系的影响，他们的对日认识仍存在着许多臆测、猜想以

及感情化的东西，但这恰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人的

情感和中日关系的特质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

朱莉丽　文史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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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形象的经典解读
———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刘兰芝形象为例

李慧玲

　　在中国经学史上，《礼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

文献，据学者研究，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礼议之时，就

是小戴《礼记》公开发表之时，其实际的成书年代还早

于此。由于《礼记》是囊括社会各项仪礼的百科全书，

对当时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加上被统治阶层扶持认可，

所以对当时主流意识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一个时代的文学形象，尤其是那些有“感召力”的

正面形象，都可以从当代的主流意识中找到刻画的依

据。而初创于汉代、以后又被不断充实的长篇叙事诗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章培恒等学者认为，此诗发端

于东汉建安年间，但其主要部分则完成于魏晋及南朝，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其女主人公刘兰芝文学形象的塑

造，正是《礼记》对当时社会女性要求的缩影。在作品

中，刘兰芝可爱和可悲形象的塑造，都能从《礼记》中

找到理论根据：她的可爱，完全符合《礼记》对女性社

会要求的标准，即女性的“四德”标准；而她的可悲，无

论是被休回家、遭遇逼婚以及投水自尽，也无不渗透着

《礼记》的影子。可以说，刘兰芝的文学形象就是按照

《礼记》的相关内容来塑造的。

《礼记》何以具有此种文学形象的解读能力？这

首先和《礼记》的内容有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所

涉及的矛盾，属于日常生活中“礼”的问题，而三礼之

中，《周礼》主要是讲政府机构的设官分职，和日常生

活中的礼仪无关；《仪礼》虽然是讲十五种人生礼仪

（如士冠礼、士昏礼等），但因为其僵化死板的风格而

被世人抛弃；只有《礼记》，由于贴近实际生活，又包罗

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为世人喜

爱和接受。其次，又因为它维护尊卑上下的社会秩序，

也备受朝廷的青睐和扶持。三国魏时，《礼记》入经，

此后由于应试的需要，更促进了各阶层对它的学习。

由于以上原因，《礼记》在社会各阶层都备受瞩目，也

被统治阶级作为主流意识传扬发展，在日常生活甚至

文学创作中，它无形中就成为人们心中的规范。具体

到刘兰芝的文学形象就是如此。今人评价刘氏的命

运，大多归咎于当时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度，这一观点虽

然指出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忽略了《礼记》这部经典，

所论都难免有失漏之憾。如果我们走出以今释古的思

维，刘兰芝的遭遇都可以从《礼记》中找到理论上的依

据。本文拟就《礼记》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在经学史上

的地位方面，对经典中刘兰芝这一文学形象进行分析

和解读。□

李慧玲　文史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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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第三批项目立项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第三批项目于２００９年１月

公开招标，共收到十三份申报项目书。经过专家评审，

并经过公示后，其中七个项目确定立项。具体如下。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课　题

１ 芮传明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吐鲁番摩尼教非汉语文书研究

２ 马小鹤 哈佛燕京图书馆 从死海古卷到敦煌遗书

３ 李星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

４ 刘　震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以“出家经”为范畴的佛陀“前传”研究

５ 孙英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批判的理解国际中国学

６ 王鑫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１８８１—１８８３年朝鲜的“选学赴津”活动

７ 张　翔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中国”、“中华”的实体和理念———日本德川·明治初期的东亚认识

　　以下为第三批立项项目的内容概述：

吐鲁番摩尼教非汉语文书研究

由摩尼教徒自己撰写的大量“真正的”摩尼教文

书，见于１９０２—１９１４年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四次发

掘中获得的资料。文书涉及了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

粟特语和突厥语等东方语言，并且正是因为成书于重

要的“丝绸之路”上，故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价

值不言而喻。本课题以摩尼教东传过程中所受的佛教

影响为研究重点，有利于矨清东传摩尼教演变的情况，

以及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亦即是说，对于探讨古代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交流、融合的细节和真相，有着很大

助益。

从死海古卷到敦煌遗书

这一课题将探讨至今甚少为人所注意的中外思想

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线索：死海古卷中的《巨人书》

（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Ｇｉａｎｔｓ）与敦煌遗书中的《摩尼教残经

一》之间的联系。《摩尼教残经一》的写卷目前藏于北

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刊布于近年来正在出版的《国家

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东方的敦煌发现大批遗书之

后四十馀年，在西方远隔万里的死海岸边，发现了另一

批抄本，就是著名的死海古卷，其中有一种是《巨人

书》。本课题将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

从死海古卷《巨人书》到敦煌遗书《摩尼教残经一》的

传播环节。这条文化传播线索将证明，古代中国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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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思想文化联系远比一般想象的深刻。

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

这一课题的研究内容是隋唐时期墓葬艺术中的佛

教文化因素。其意义在于从图像艺术角度较全面地探

讨外来的佛教思想观念对隋唐时期中国传统丧葬观念

和丧葬礼仪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阐释中国本土丧葬艺

术对佛教艺术的吸纳融合状况。此项研究有助于推动

中国思想史、宗教史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拓展中国艺

术史研究的维度。

以“出家经”为范畴的佛陀“前传”研究

佛陀传记产生于不同时期、地域及语言环境、部

派，而且文本间具有错综复杂的继承关系。这样就造

成了同一位宗教创始人的内容、风格、篇幅迥异的生

平。在佛教的起源之地已经有了所谓的“集经”，而在

佛教接受之地当然也有对应的作品。这些作品归根结

蒂还是不会脱离古代作品的模式，称不上是一种对佛

陀传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意义深远，而在僧、道宣之后，中国有必要对西方雨

后春笋般的佛传编写和研究在学术层面上作出回应。

研究佛传的形成也就是研究宗教思想史，不仅可以得

出宗教人物传记的创作规律，也可发现其隐藏的历史

背景以及原因和方法。

批判的理解国际中国学

海外中国学对中国历史之研究，大部分仍然要纳

入外国历史学或者其他学科的发展潮流和思路，有自

己特殊的语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中国学者虽然热衷于用西

方之理论条理中国之史事，但是却往往忽略西方中国

学自身理论潮流的缘起及背景，在大的西方学术框架

下，这些理论创新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我们大

多会加以忽略。因此很多研究随意将西方理论概念拿

来解释中国历史现象，从而产生第二次的误读。此研

究着眼于还原西方中国学的重要学术潮流在自己学术

长河中的位置和角色，注重于概念在不同学术体系中

的流转和重新阐发，揭示西方中国学提出这些概念的

时代背景，进而对国内的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有所启

发和裨益。

１８８１—１８８３年朝鲜的“选学赴津”活动

１９世纪晚期，朝鲜向晚清政府派出一支使者队

伍，目的是学习西学。同时，朝鲜官员金允植在逗留天

津期间，和中国的一些重要官员如李鸿章、马建忠、袁

世凯等多次进行秘密会谈，内容涉及朝鲜如何应对西

方要求其开港的压力以及日本的威胁等。朝鲜在感受

到西方压力之后求西学于中国，对中国于西学的态度、

接受的程度乃至自身科技发展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观

察，实际上就涉及晚清政府和士人对于西学的回应。

两国官员间的秘密会谈，大量内容涉及中国官员对于

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包括对东西方关系、中日韩三国

关系的理解和应对，对转换视角来探讨晚清中外关系

史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中华”的实体和理念———日本德川·明

治初期的东亚认识

此课题将考察江户时代和明治初期日本学人对传

统“中国”的定义和定位中，展现的对东亚大陆以及日

本的一种自他认识，其中包括对日本学人当时长期关

注的“华夷内外”、“禅让·征伐”等一系列问题作概要

的考察。并进而探讨德川时代和明治初期，日本学人

的自他认识对东亚历史上各国、各区域共同问题的解

决和不同道路的选择的影响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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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职、访问研究人员招聘启事

 专职全聘研究人员

招聘岗位　专职全聘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　东亚跨区域历史研究，中国艺术、思想与文

化史研究等。

招聘条件

１．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

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

文，并出版过专著；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５０岁以

下；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２．副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

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

文；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４０岁以下；身体健康；

具有良好的学术与科研道德。

３．助理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与较强的研

究能力；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有创见的学术

论文；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３５岁以下；身体健

康；具有良好的品德、学术与科研道德。

招聘范围　国内，国外

岗位待遇　以全聘的方式，作为复旦大学教职员工直

接进入文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相关

待遇按照《复旦大学“９８５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人力资源配置管理实施方案补充条款》（新版）

执行。

应聘程序

１．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包括：ａ．本人简历，含２寸

报名照一张；ｂ．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ｃ．目前任职证

明复印件；ｄ．重要著作和论文复印件，著作有目录和

版权页即可，论文则须有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与正

文，两者最好能含被收录引用等情况的说明；ｅ．重要

获奖证明复印件。

２．研究院根据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安排面试。

３．面试通过后报请学校最终决定。

 访问研究人员

招聘岗位　全时、分时访问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　东亚跨区域历史研究，中国艺术、思想与文

化史研究等。

招聘条件

１．访问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

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

文，并出版过专著；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５０岁以

下；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全时访问人员年工作时间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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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上；分时访问人员工作时间１个月以上。

２．访问副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

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

文；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４０岁以下；身体健康；

具有良好的学术与科研道德。全时访问人员年工作时

间９个月以上；分时访问人员工作时间１个月以上。

招聘范围　国内，国外

岗位待遇　相关待遇按照《复旦大学“９８５工程”二期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人力资源配置管理实施方案补

充条款》（新版）执行。

应聘程序

１．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包括：ａ．复旦大学“９８５工

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访问学者申请表，可在我院

网站下载；ｂ．本人简历，含２寸报名照一张；ｃ．学历、

学位证书复印件；ｄ．目前任职证明复印件；ｅ．重要著

作和论文复印件，著作有目录和版权页即可，论文则须

有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与正文，两者最好能含被收录

引用等情况的说明；ｆ．重要获奖证明复印件。

２．研究院根据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安排面试。

３．面试通过后报请学校最终决定。

截止日期　应聘全职研究人员，请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

日前寄送材料；应聘访问学者，请于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前寄送材料。

联 系 人　金秀英

电话／传真　（８６）２１—５５６６５２８４

材料寄送　上海市邯郸路２２０号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２００４３３

电子信箱　ｗｓｙｊｙ＠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网　　址　ｗｗｗ．ｉａｈｓ．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３０　　　 　 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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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日

葛兆光教授赴台湾高雄参加千佛山文教基金会组

织的“佛教经典传播与义理讨论会”，并发表主题演

讲，题为《晚清唯识典籍从日本反传中国的影响》。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

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艾尔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Ｅｌｍａｎ）

教授赴杭州为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作题为

《为什么“赛先生”中文叫做“科学”？》的讲演。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１日

访问学者杜春媚博士结束在我院一个月的学术访

问，期间完成题为《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二十世纪初

西方关于中国的畅销伪书》的学术论文。

同日，双聘研究员韩癉教授在日本成城学园大学

举办的出土文献研究会上作题为《新出土的阴云墓志

研究》的学术报告。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４日

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候选人杨俊峰结

束在我院两个月的学术访问，完成了题为《赐封与劝

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６日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参加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

研究院、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

会主办的“两岸朱子学与当代社会伦理研讨会”，并发

表题为《对“内圣外王”的一种新诠释———就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而谈》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７日

葛兆光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华书局举行的“中华学

术丛书”第一次学术委员会议。参会人员还包括北京

大学阎步克教授、荣新江教授、唐晓峰教授、中山大学

桑兵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森教授、美国芝加哥

大学巫鸿教授等。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９—２８日

董少新副研究员就科研项目“何大化《远方亚洲》

译注与研究”赴厦门、泉州、福州等地考察当地保存的

景教、也里可温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历史遗存。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５日

双聘研究员韩癉教授在日本专修大学作题为《关

于井真成墓志》的学术报告。该报告后又于９月１０日

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井真成墓志再探

讨》为题与参会专家讨论。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６—２７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

中国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传统中国研

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题为《明清“西学”与“汉文

西学经典”刍议》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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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就合作编撰

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一事在复旦大学举行会

谈。参会的韩方代表有：辛承云教授、陈在教教授、安

大会教授、金庆浩教授，我方葛兆光教授、双聘研究员

陈正宏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以及复旦

大学出版社孙晶、韩结根两位编审。双方就选目、底

本、提要撰写及出版日程等事宜达成初步意向。

 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由复旦大学历史系、

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基地合办

的“东亚水泥产业发展国际论坛Ⅱ：中国水泥产业的过

去与现在”国际研讨会，提交题为《“ＣＥＭＥＮＴ”的汉译

与晚清水泥技术知识在中国的译介》的论文。

 ２００９年７月

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Ｅｌｍａｎ）

教授在光华楼为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了

“经学与明清学术思想史”阅读研讨班。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２日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

办的“传统与现代：从明清到民国的转变”国际学术研

讨会，发表题为《从“宋明”到“明清”———就儒学与宗

教的关系看明清思想的连续性》的论文。

 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

双聘研究员韩癉教授在日本长野举办的学术会议

上作题为《周隋王朝交替之际的知识官员》的学术

报告。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５日

葛兆光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为上海书展作“明镜与

风幡：我读坛经”的演讲，并接受新浪图书频道的采访。

同日，《文汇报》发表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在上

海大学文学院所作题为《唐代文学的魅力》的报告。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５—１８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主办的“基

督宗教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题为《〈七

奇图说〉与清人视野中的“天下七奇”》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２—２４日

葛兆光教授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

员会２００９年度项目评审会议。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５日

我院新引进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孙英刚博士及新

加坡国立大学朱溢博士正式报到。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６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芮传明研究员来我院

开始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并就筹建“交错的文化史”

工作室与我院人员会谈。

同日，葛兆光教授应哈佛燕京学社邀请，赴美国进

行一个月的学术访问。

 ２００９年８月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的专著《明末清初劝善运动

思想研究》作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第８３册由台湾

大学出版中心出版。此书也是作者承担的２００７年度

复旦大学“９８５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文史

研究院研究项目的成果。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

浙江大学哲学系何俊教授来我院开始为期四个月

的学术访问，访问课题为“叶水心学述”。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５日

许全胜副研究员赴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

献研究所出席“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研究视角与问题”

国际学术会议，并提交题为《新出吐鲁番文书的若干问

题》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９月５日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赴西北师范大学参加《新

编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编纂研讨会，并于７日

在该校文学院作题为《文史学术前沿之我见》的讲座。

 ２００９年９月９—１１日

李星明研究员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芝加

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合办的“中国古代墓葬美术研

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题为《隋唐墓葬艺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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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因素———以唐陵神道石柱为例》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

我院博士后李慧玲为第十二期“博士后论坛”作

题为《古典文学形象的经典解读———以〈古诗为焦仲

卿妻作〉中刘兰芝形象为例》的报告。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５日

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施耐德（Ａｘｅ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教授来访，商议即将于年底与我院合办的

“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

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相关事宜，院长助理王

鑫磊、金秀英接待。

下午，我院举办第十二次小型学术研究会，围绕董

少新副研究员所作的题为《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的

报告展开讨论，中外交流史专家、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

审徐文堪先生主持。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７—２１日

刘震副研究员参加中山大学人文学院佛学研究中

心主办的“佛教与东亚思想传统”国际研讨会，并提交

题为《从〈长阿含·修身经〉的文义分析来看佛教对苦

行观念的演变》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

葛兆光教授访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拜会

系主任韩明士（ＲｏｂｅｒｔＨｙｍｅｓ）教授，并作题为《从周边

文献看中国》的学术报告，该系商伟教授主持。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３０日

董少新副研究员赴珠海、广州参加“珠海、澳门与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并提交题为《澳门与

南明各朝之关系》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２７日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参加台湾大学主办的“文

化视域的融合———第九届唐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交题为《唐女诗人甄辨》的学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６—２７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珠海市委宣传部、澳

门基金会、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首届珠

澳文化论坛：“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

研讨会，提交题为《黄胜及其〈火器略说〉》的论文。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６—２８日

许全胜副研究员赴云南蒙自参加中国中外关系史

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对外开放

为中心”学术研讨会，提交题为《云南三碑合证》的学

术论文。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８日

葛兆光教授应包弼德（ＰｅｔｅｒＫ．Ｂｏｌ）教授邀请，在

哈佛大学东亚系与该系研究生就“如何研究宋代思想

史”的主题进行讨论。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９日

我院举办第十三次小型学术研究会，访问学者、浙

江大学哲学系何俊教授作题为《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

想史研究》的报告，双聘研究员徐洪兴教授主持。

 ２００９年９月

刘震副研究员的论文《从百颂体〈弥勒授记经〉来

看中印及周边的文化交流》在《复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

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发表。

葛兆光教授的论文《国家与历史之间———日本关

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在《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５期发表。

葛兆光教授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教学与研究

委员会（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评选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

也是第一届“普林斯顿国际学人”（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在今后三至五年中，将作为客座教授，每年在

该校东亚系为研究生开设六周的研究课程。该委员会

同时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复旦大学与普林斯顿

大学两校间的合作。□



　　九月，我院资料室订购的 2009 年上半年境

外期刊陆续上架，计十五种。截至目前，资料室

收藏的英文、日文期刊总计三十余种。

　　九月，资料室购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集刊论文类编》全六编五十册，包括 1928 至

2000 年间《集刊》所收全部论文，按现代学科

分类整理。

　　日本创价大学辛嶋静志教授向我院资料室赠送《中

亚佛教写本 ：大英博物馆藏梵文残卷》、《妙法莲华经

词典》等书共 25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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