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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2月27日—3月1日，文史研究院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都）主办、《复旦学报》协办的“中

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中日双方的十位学者参会并提交会议论文。葛

兆光教授、末木文美士教授、《复旦学报》主编黄颂杰教授、汪涌豪教授参会并致辞。

　　会议分为“前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中日学者对彼方思想史的相互观察”、“近代中日学者对彼方的认

识和研究”、“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等四部分，就中日双方的交流和观感进行发表和讨论。会间，参会学

者还参访上海嘉定文庙、古漪园，并在古漪园内举行了简短的恳谈会。

　　2013年3月15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

正教授与博士生一行来我院参加“人文研究新趋势：

东京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葛兆光教授、羽

田正教授作简短发言，并参与讨论和评议。

　　2013 年3月12、13日，张佳助理研究员带领文

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一行赴日本京都，参加由京都

大学文学研究科举办的“京都大学-复旦大学东亚人

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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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研究中国!在中国研究东亚"

"##$!"#%" 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有关东亚研究的情况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

!

本文为 "#%& 年 " 月 "% 日葛兆光教授应邀在日本

名古屋大学"东亚关系学的新构想#学术会议上的

报告$

!!在!东亚"这一研究领域#这些年来#复旦大学文

史研究院 $'()*+,(-.,/)*)0)12+3456(,715 809(,*/)*7

:)05*1/#;05(, <,*613/*)=%进行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从

"##$ 年成立以来就开始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

课题& 它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在中国整理和出版东亚

各国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也兼顾域外其他有关中国

的文献& 二是根据这些东亚汉文文献以及其他资料#

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行重新诠释& 三是把中国及其

周边地区特别是东亚#在文化上的交错与互动#放在全

球历史背景中去审视#并特别重视这种文化交错与互

动之后产生的新文化现象& 四是改变过去!中国史"

与!世界史"的互相隔绝状态#促进在世界'亚洲'东亚

背景中的中国史教学#也促进多种语言工具'艺术'宗

教与历史综合思考的研究生培养&

这一研究和教学课题#可以借助两个!关键词"

$>1=?+35/%来进行& 一个是!互相认识"#即讨论各个

不同的文化区域如何借助!他者"的观察#来互相认

识#并促进!自我"反省(一个是!文化认同"#即讨论亚

洲各个区域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是如何形成'如

何崩溃#以及如何重建&

"##$ 年 & 月以来#这一研究和教学课题已经有相

当丰富的成果#下面#分为!文献"'!会议"'!论著"'

!教学"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 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

藏编%&与#韩国所藏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以

及计划中的#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解题与

选编&的编辑与出版

由于中国的周边地区保存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历史

资料#也保留了有关不断变动的中国的观察与认识#特

别是明清时期$即西方人常常使用的!前近代"或!帝

国晚期"%#超越了汉唐中华文化圈笼罩的周边诸国#

更是有很多对中国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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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

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

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 册%搜辑

了现存于越南的 $A 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以

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从一

个侧面展示了公元 %&%B 年至 %CCB 年这五百多年间中

越两国的交往史#同时也通过!异域之眼"#直观地呈

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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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的成果& 越南汉喃研究院提供

了丛书所收大部分文献的清晰扫描件#并搜辑了部分

作者的传记资料& 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

订'编年排次'提要撰写和影印出版#为此多次派学者

赴越南#核对相关文献原书#查验扫描文件& 已经面世

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不仅对各

相关文献的实际作者和撰述年代多加考辨#也纠正了

现在通行的各种越南汉喃文献目录中的不少错误&

$"%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共 &# 册#是由复旦

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

共同编纂的大型史料文献丛书#"#%% 年由复旦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 它是继 "#%# 年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

喃研究院合作编撰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之

后#整理出版周边国家所藏汉文文献工作的又一重要

成果&

这些珍贵的燕行文献#在韩国虽有出版#但是#一

方面因为其绝大部分在韩国#中国学者在查阅和使用

上甚为不便#一方面韩国整理影印的各种燕行丛书#有

一定的问题与缺点& 因此#重新遴选一批对于中国认

识有重要价值的燕行文献#加以严格的甄别与介绍#并

在中国出版#便成为推动中国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迫

切需求&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

学术院合作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从韩国各大

研究机构藏书中精选出 && 种燕行文献#时间跨度将近

五百年#包纳了明清鼎革'三藩之乱'乾嘉时代'近代剧

变等重要历史转折时段#是研究 %@ 到 %A 世纪中国乃

至东亚历史变迁的珍贵一手文献&

$&% #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解题与选编&& 目

前正在与韩国'日本的大学图书馆和收藏机构进行合

作#重新整理和出版一部新的)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集

成+解题与选编*& 将在过去日'韩各种研究和整理的

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全部通信使的汉文文献#加以详细

解题和分类选编#并且将分散在日本'韩国'中国的笔

谈也一并收入#重新加以!解说"#预计于 "#%B 年出版&

二! 会议"与亚洲!东亚以及(从周边看中国)

相关的连续性学术会议

$%% "##$ 年 %" 月#刚刚成立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

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

学教育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合作#召

开了(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分为!天

下'世界与中国"'!来自西方的观察"'!从越南看中

国"'!日本的中国认识"'!从朝鲜看中国"'!亚洲,中

国与日本"'!日本与中国,史料与视角"'!语言翻译与

文化接触"'!彼此观看的立场"等主题#来自意大利'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以及中国两

岸三地的学者贡献了三十余篇论文#内容涉及了日本'

朝鲜'越南以及欧洲对中国的记录'也涉及异文化之间

的彼此想象和观感#并包含了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涉的

方法论#既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化交涉即异文化间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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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接触史#更可以说是各个文化的自我认识史&

$"% "##A 年 D 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东京大

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作#举办了(世界史中的东亚海

域"以三个百年$!"#$%!&#$*!#$$%!'$$*!($$%!)$$%为

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来自美国'

日本与中国#会议试图重新寻找类似年鉴学派史家布

罗岱尔$;13,(,5 E3(051-#%A#"F%AC@%)地中海与菲利普

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讨论的十六世纪地中海那

样的历史空间#以海路交通作为纽带#把环东海周边作

为彼此有关联的网络#以形成一个新的!历史世界"&

$&% "##A 年 %" 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荷兰莱

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GH4IJ%'东京大学哲学研究中

心$<KJL%合作#召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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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这次会议的二十余位学者来自美国'德国'荷兰'

日本'比利时'奥地利'加拿大与中国大陆'台湾#他们

围绕着!现代性与哲学,跨越国界的思考"'!日本与中

国现代知识转型"'!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与国家,

边界的重绘"等等问题进行讨论& 讨论了十九至二十

世纪之交#日本与中国思想界对于现代世界与历史的

认识#日本与中国现代文化与科学的转型'西方学术对

日本与中国的影响以及明治以来日本对中国新的历史

认识等等&

$B% "#%# 年 @ 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召开了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来自美国'德国'西

班牙以及中国大陆'台湾与澳门的学者#集中讨论了三

个主题#一是!西文文献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 $夏伯

嘉'董少新'81,,*,MN-+)13'戚印平%#这是一个有关西

文文献研究方法论的讨论#重点在于说明西文文献的

价值'如何利用这些域外文献'文献的分布与应用(二

是讨论!西文文献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变化" $李毓中'

毛传慧'蔡香玉%#包括大航海时代西班牙'法国'荷兰

文献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三是!西文文献中的中

国与世界市场" $张廷茂'方真真'L(0-4OP(, Q=>1%#

主要是讨论有关中国与葡萄牙'中国与菲律宾等国家

的早期贸易#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

$@% "#%# 年 %% 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与复旦大

学文史研究院合作召开(前现代世界中的亚洲"印度!

中国!日本!朝鲜与欧洲的思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 $E1,R(9*, H-9(,%'哥伦比亚大学

$:S1-5+, L+--+7>'8(30+:S*3(,1'4--*/+, E0/7S%'哈佛大

学$NS(-15 H-FI+0(=S1T%'日本东京大学$羽田正%与中

国复旦大学$周振鹤'葛兆光%'台湾中研院$张谷铭%

的十名教授参加会议#讨论了印度语文学'日本古典'

奥斯曼帝国的语言学习'朝鲜中国与日本的早期天主

教等等话题&

$D% 根据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顿大

学东亚系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三校合作协议#"#%%

年 %" 月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合作举办的学术会议#会议

的主题是!世界史U全球史语境中的区域史"文化史的

专题研究"#有来自复旦大学'东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的十五位学者发表了论文#讨论了有关东亚各国文化

交流史上的各种问题#论文分为以下主题,一是!世界

史'国别史,关于历史研究单位的讨论"$羽田正'葛兆

光%#二是!联动的东亚,思想'观念'技术与文化的关

系"$小岛毅'马场纪寿'朱莉丽';1513*7+G(37+,'G()SF

*(/P*M+03+0V%#三是!全球史视野下的文化传播" $章

清'N13*9W(/(3%#四是!以艺术'宗教'医学为载体的概

念传播与文化互动"$

!

屋友子'E1,R(9*, H-9(,':S1-F

5+, X(3+,%#五是!东亚与世界史视野中的中国研究"

$董少新'王振忠'小寺敦%&

$$% "#%" 年 %"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普林斯

顿大学'东京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的第二次会议#这次

会议的主题是!世界史中的东亚"以艺术史!宗教史与

文化史为中心"& 来自普林斯顿大学'东京大学和复旦

大学的二十名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了论文& 会议分为

!东亚的知识传递与国际秩序"'!东亚的近代化与新

知识"'!东亚的历史与文献"'!东亚政治与文化交涉"

和!方法论,世界史中的东亚"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

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仍然

将举行有关!亚洲"'!东亚"或!从周边看中国"等领域

的学术会议& "#%& 年即将举行的是---

$%% "#%& 年 " 月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

都%合作的!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国的日本认识"双边

学术讨论会#我们想研究的#不仅是日本与中国之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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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以来的互相观感#而且也想从方法上讨论#!在日本

如何研究中国. 在中国如何研究日本."

$"% "#%& 年 %" 月#将在美国普林斯顿举办由复旦

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普林斯顿

东亚系合作的第三次会议#主题是!全球史"从普林斯

顿!上海与东京出发的视角"& 针对美国学者编纂的大

学教材 !"#$%&'"()*+)#!"#$%&,-.#*,,/0&*"#1"2*+)

!"#$%$YOYO'+3)+, ZJ+9[(,=# 'W# "##C%#讨论各自

对于全球史的理解&

这一系列会议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从域外的立

场'眼光与文字记录#通过互相观看和互相交流#来重

新认识亚洲'东亚与中国&

三! 论著"#从周边看中国&!#燕行使与通信

使&!#礼仪的交织&!#利玛窦&!#(伊斯兰世

界)概念的形成&*以及#宅兹中国&等

$一% (复旦文史丛刊)

前面我已经提到#以会议论文为基础#由中华书局

出版的#从周边看中国&与#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两

种图书& 下面要介绍的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

为!复旦文史丛刊"第一辑的十种中#与!从周边看中

国"主题相关的若干著作&

$%%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夫马进著'伍跃译#燕行使

与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

此书虽然在韩国已经有韩文本出版#但是在日本只是

单篇发表#全书尚未有日文本#这部著作在中国以中文

出版#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钟鸣旦$'*7+-(/:)(,F

5(13)%著'张佳译#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

流中的丧葬礼&& 从现存有关天主教在中国的!早期

丧葬仪式抄本"中讨论那个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礼仪'风

俗与观念的理解&

$&%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夏伯嘉$IOL+F

JS*(8/*(%著#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 根据

各种欧洲文字的原始资料#重新叙述意大利传教士利

玛窦的事迹& 这部著作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同时出版#

引起国际学界诸多评论&

$B% 日本东京大学羽田正教授著#(伊斯兰世界)

概念的形成&& 本书讨论!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是如

何在欧洲'亚洲的历史中被构造的#以及它带来的种种

国际问题&

此外#这一丛书中还包括本院研究人员董少新博

士著#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刘震博士

著#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

前者涉及明清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活动#后者是

以藏文'汉文资料对印度梵文佛陀传记的解读和对勘&

$二% #复旦学报& (文史研究新视野)专栏五年来的

论文

自从 "##$ 年开设这一专栏以来#)复旦学报*陆续

发表了有关亚洲'东亚'中国在文化交流与互相理解方

面的近三十篇论文& 这些论文涉及了中国与周边的诸

多领域与诸多问题#如江户时代中国书籍流传日本$周

振鹤)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 年 & 期%'

朝鲜'日本汉文文献的价值$葛兆光)揽镜自鉴*#"##C

年 " 期%'越南的华夷观念$李焯然)越南史籍对!中

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C 年 " 期%'意大利对中

国的想像与认识$史华罗)%$-%C 世纪意大利人对中

国的印象与想象*#"##C 年 & 期%'朝鲜的檀君传说与

箕子传说$孙卫国)传说'历史与认同*#"##C 年 @ 期%'

明治日本的满蒙回藏鲜学问 $葛兆光 )边关何处*#

"#%# 年 & 期%'乾隆时期越南国王热河祝寿$葛兆光

)朝贡'礼仪与衣冠*#"#%" 年 " 期%'元明之际有关华

夷问题的紧张$张佳)别华夷与正名分*#"#%" 年 & 期%

等等& 此外#这些论文中还有葛兆光'末木文美士'张

隆溪'羽田正'艾尔曼$E1,R(9*, H-9(,%等人关于中外

文化相互认识与认同研究的方法论讨论&

$三% 其他研究著作"

葛兆光教授 "#%%年 & 月在北京中华书局和台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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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出版公司同时出版简体与繁体本新著#宅兹中国"重

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这部著作讨论的是如何重

新认识历史上的!中国"#如何通过亚洲不同视角理解中

国#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族群与疆域'历史认同等等问

题& 这部著作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

论#在大陆的)读书*'台湾的)思想*'香港的)二十一世

纪*以及 3"4#5.$"264$*#.$75*)#.*0"5 05 8.&*,&0.'6#"&&9

64##)5*, 8.&*,&0.5 /0&*"#1.5% 64$*4#):);0)<'=#"5*0)#&"2

/0&*"#105 6+05.等刊物上#已经陆续发表了二十余篇评

论& "#%"年 %#月#韩国X10-S(,M(3*出版社出版了此书

的韩文本#并围绕着这一著作进行了若干讨论& 其中#

大多数评论都相当肯定!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设想#

认为这一研究思路#不仅可以回应西方学界提出的一些

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问题#也有助于开拓东亚研究的

新文献'新资料#特别是#有助于重新理解历史上中国的

国家性质'中国外部与东亚诸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内部存

在的民族'疆域与认同问题&

四! 教学"(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项目

博士硕士研究生课程!访问与学术交流*国际

性的(夏季研修班)!博士后工作站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这几年最重要的成绩之一#

是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支持#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协助下#建立了一个跨学科

的!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硕士博士招生项目&

从 "#%% 年起#面向全球陆续招生#目前已经有博士研

究生 C 人$包括来自巴西的博士生 % 人%#并且已经开

设了!亚洲史研究方法" $葛兆光%'!亚洲物质文化与

艺术史"$李星明%'!中古西域与东西文化交流"$芮传

明%'!印度宗教经典导读" $刘震%'!西方中国史研究

文献"$孙英刚%'!西文亚洲文献概述" $董少新%'!亚

洲学论著研读"$朱溢%'!亚洲海域与东西交流"$朱莉

丽%'!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文献"$许全胜%'!亚洲宗

教'思想与文化交流" $葛兆光%'!亚洲宗教艺术" $李

星明%等十余门课程& 这一跨学科项目中的硕士'博士

研究生#将由来自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教授授课或指

导#并且能够有机会到海外短期访问&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东

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作的另外一个项目#是每年

夏天在上海举办的!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

研修班& 这一研修班从 "#%% 年起#已经连续举办两

届#在研修班中#有来自欧美的 %@ 名博士候选人#以及

%@ 名来自中国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为期 %# 天的研修班

由中国'日本'美国的各两名教授#在艺术史'宗教史和

文化交流史三个领域分别授课并带领实地考察&

同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也接受不同层级的访

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及访问博士生& 到目前为

止#已经接受了来自美国'以色列'比利时'瑞典'韩国'

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二十余名访问学者和博士生#历年

共招收了 %B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

结论"(从周边看中国)课题与东亚学术研究

的新变化

!从周边看中国"这一课题的研究#由复旦大学文

史研究院于 "##$ 年开始推动#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五

年& 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这一研究课题改变了中国

史研究的封闭性#打通!中国史"'!东亚史"与!世界

史"等研究领域#使!东洋"'!西洋"与!中国"的历史'

政治与文化研究有真正的关联#既可以让中国研究者

!跳出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特性#也可以改变过去

中国研究中习以为常的!中西U东西"比较方法#引进

日本'朝鲜'越南以及蒙古'印度等视角#增加认识中国

的立场与角度#更清楚地理解!东亚"& 从学术史的角

度看#这一研究将使过去中国所不够重视的异域历史

资料和周边各种语言#成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并将

推动中国学术界对于东亚研究的新兴趣和新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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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学术讨论会综述
!

朱莉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

究院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京都%主办#)复

旦学报*协办的!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

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与会学者的报告围绕前

近代以及近现代中日两国使节'学者'政治家和思想家

对彼此的观察'认识和叙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场!前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相对于近现代以来中日两国思想家和学者对彼此

的深入的观察和广泛的论述而言#前近代两国人对于

彼此的认识和相关的记录#因为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

疏漫而难以窥其全貌& 但记录的相对欠缺并不代表彼

时两国人对于彼此关心的薄弱#恰恰相反#在古代交通

条件欠发达'只能依赖人员的相互流动来实现信息传

递的情况下#阻山隔海的中日两国人民得到的任何一

点关于彼此的信息#都包含了他们了解对方的愿望&

第一组发言的三位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前近代的中日交

流#分别就平安时代日本对中国医学接受的情况#)参

天台五台山记*中所反映的北宋对外交往机制中对待

非正式使节的处理#以及日本遣明使所观察到的明朝

地方系统在朝贡制度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的?本涉副教授以日本平安

时代对北宋医书)经史证类

大观本草*的及时引入#以及

此书传入后日本社会对其广

泛的引用和应用为例#分析

了遣唐使时代之后#日本贵

族社会和宫廷医学者对同时

代中国医学的关心& 同时#日本社会对于来到日本的

中国人所拥有的医学知识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只不

过#他们在满怀感激的接受中国医术的治疗并积极传

播中国医学知识的同时#也碍于国家体面对此表现出

一定的排斥& ?本先生认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对

外观念#都有闭锁的一面和开放的一面共存#这才是历

史的真实状态&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朱溢副研究员的报告通过

宋神宗时代到中国巡礼的日本僧人成寻的日记)参天

台五台山记*#讨论了其中所反映出的北宋国家机构对

待外国非正式使节时的处理方法& 北宋政府并未把成

寻当作正式的外交使节#他所享受到的接引'伴送等待

遇#不是只有外交使节才能享受的特权& 在开封期间#

客省和御药院是成寻与北宋统治者沟通的两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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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省代表朝廷#各种事务均

以公文的形式实现上下传

达(御药院因为靠近皇帝#往

往以灵活的方式将皇帝的旨

意直接传达给成寻& 通过成

寻的例子#北宋的对外交往

机制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内

被了解&

文史研究院朱莉丽助理研究员的报告围绕日本遣

明使所观察到的明朝地方系统在朝贡制度中的作用展

开& 由于中方史料对此未能

全面记载#作为朝贡一方的

外国使节从亲历者角度对此

的记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

值& 遣明使的记载反映出朝

贡制度的有关规定与现实中

的实施状况存在诸多差异&

在明朝统治者看来处于朝贡

制度末端的地方接待活动#若从朝贡使节的角度来看#

则是他们在中国朝贡活动的起点& 视角的不同'立场

的不同'对同一事物价值判断的不同#使不同记录者关

于同一事物的表述出现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既反映

出记录者的主观判断#也是某一历史现象拥有诸多侧

面的体现&

第二场!中日学者对彼方思想史的相互观察

中日两国在思想上曾经相互影响#在彼此观察的

基础上进行借鉴& 前近代主要是日本对中国思想的借

鉴#如佛教思想'儒家思想'阴阳五行思想等#这对日本

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而近代以后#

中国将日本视为学习西方的先驱#通过日本来了解西

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同样对日本思想界的状况

表现出巨大的关注& 双方对彼此思想史的观察'借鉴

和论述#又成为其各自思想史的一部分& 本组的两位

发表者#分别就战后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趋势的变

化和日本律令时代受中国纬学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政治

现象展开了分析&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的伊东贵之教授在他的论文

里讨论了岛田虔次和沟口雄

三对中国思想史的两种截然

不同的研究立场& 前者试图

从朱子学解体的过程中发现

近代性思维模式的萌芽& 将

西欧近代人文主义当作理念

式的'典型的#同时又将特殊的中国框架放入其中&

这种把西方的价值标准简单地套在中国身上的做法

成为其日后被批判的缘由#沟口雄三正是提出批判

性论点的代表人物& 沟口试图通过追溯近代以前的

思想来锁定与西欧及日本不同性质的中国近代的主

体性特质#在此基础上他为明清思想史宏大而连续

着的发展制定了谱系,从苦苦摸索和创造新!理"观

的李贽开始'历经黄宗羲'颜元'李?等再到戴震#

!理"本身在一步步变化着#直到走向清末的共和思

想& 沟口雄三指出#将辛亥革命理解为一场基于排

满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够的#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地方社会上!乡治"的进步#是!乡

里空间"的成熟形态& 伊东教授认为#相较而言#岛

田虔次的思想史观是有些回顾性质的#而沟口雄三

的研究则具有面向未来的方向性&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

孙英刚副研究员的发言讨论

了中国的纬学思想对日本律

令时代政治的影响& !辛酉

革命'甲子革令"的纬学思想

在中国最早被运用于进行年

号改易和政治宣传是在隋

代#鼎盛时期在唐高宗时代#

C 世纪以后#这种思想在中国就伴随着纬学的衰落而

湮没& 然而#纬学传入日本后因融合阴阳道#走向了与

在中国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最终成为日本知识和传统的一部分& !辛酉革

命'甲子革令"的思想被用来进行日本!皇纪"的创立#

塑造圣德太子改革的合法性#为桓武天皇的迁都提供

理论依据等& 律令时代的日本#从个人的修养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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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再到国家历史的构建#都与儒家经典甚至纬学思

想有关&

第三场!近代中日学者对彼方的认识和研究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在思想和学术上的相通性#为

学者群体对彼此国家的了解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正是

通过两国学者对彼此的思想和知识的论述和介绍#才

使得中日两国的文化和信息得以传到对方国家#并被

对方的一般民众所了解& 这一场发言人的论题#分别

针对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广为人知的学者和思想家---

日本的铃木大拙和中国的周氏昆仲$鲁迅和周作人%

的思想而展开&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的末木文美士教授讨论了将

以禅为代表的!日本式灵性"

广泛地介绍给西方的铃木大

拙及他所理解的!日本式"和

!中国式"& 铃木大拙认为#

!灵性"和宗教在个人体验方

面具有普遍性#但也与各自

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有着传统固有的表现& 因此#普

遍性的!灵性"有着各自民族独有的特殊的表现方式&

日本民族本来所固有的!日本式灵性"由于接触了佛

教而被发现& 而佛教具有贯穿亚洲各地特殊的!灵

性"的普遍性#它利用这一普遍性积累了所有!灵性"

的优点#最终在日本获得了圆满& 日本的净土教和禅

是吸收了印度和中国所有优点的最佳的!日本"佛教&

但是#末木先生认为#大拙将禅当做!日本式灵性"的

代表#在两重意义上是说不通的& 第一#大拙认为禅是

在中国确立完成的#这等于否定日本的独特性(第二#

虽说禅活在日本文化中#但实际上只限于日本人生活

的一部分而已#并不表示日本人的全部生活都具有禅

的性质& 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在于#大拙一方面是世

界性佛教'特别是禅的信奉者和宣传者#另一方面他还

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这两方面并非毫无矛盾地

彼此融洽#而大拙本人也没有建构一套理论来使二者

充分融合&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的胡令远教授的论文比较了

周氏昆仲$鲁迅和周作人%的

日本观& 周氏昆仲是与铃木

大拙生活在同时代的人物#

鲁迅更是曾与铃木在中国有

过一面之缘& 他们在日本度

过了长期的留学生活#但都

只对日本做出了保守的评价& 鲁迅认为#只有通过!全

面的"'!深入的"接触#才能感知对象国的精神& 周作

人则宣称自己了解的只是明治末年以东京为代表的日

本& 周氏昆仲日本观的相似之处#一是对日本政治的

批判和怀疑#二则是对日本文化有所赏识& 但他们日

本观之差异又远远多于共性#政治上#周作人对中国的

抗战不抱任何希望#鲁迅却对此充满信心& 文化方面#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体味颇深也颇得其精髓#而鲁迅奉

行!拿来主义"的做法#只从日本文化中取自己可用

的'可以介绍给中国民众的方面& 为何一向展现乐观

心态的周作人在看待中日关系时却陷入悲观的宿命

论#而看似悲观的鲁迅却对中日之间长远的了解充满

信心#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第四场!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

近代以来#无论是出于日本民族主义的右翼思想#

还是出于同情中国革命的左翼思想#日本的政治家'思

想家和学者均对中国的状况保持了高度的关注#也涌

现出许多研究中国的著作& 本场三位与会者的讨论#

主要就是针对这一历史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而

展开&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的泷井一博副教授围绕中国

在立宪问题上与伊藤博文的

纠葛#讨论了伊藤博文的中

国认识& 领导制定了明治宪

法的伊藤博文#曾被中国立

宪派视作同志而希望征得其

帮助#但是伊藤始终以!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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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的事情"为由#避免卷入中国的政治漩涡& 他

在与作为国家的中国保持距离的同时#却对作为市场

的中国表现出极大的热诚& 伊藤博文与洋务运动代表

之一的张之洞一样#认为中国应该回避急剧的变革#而

谋求渐进式的近代化& 在中国是否应该立宪这一问题

上#伊藤博文则认为#在缺乏国民国家统一性的中国#

难以期望立宪制度能完全发挥其机能& 如果导入立宪

政治#反而会扰乱中国政治#这种祸害可能波及周边的

各个国家#包括日本#因此他对中国的立宪始终抱消极

态度& 泷井先生认为#伊藤博文对中国立宪表示悲观

的原因在于#立宪国家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理'社会'历

史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的国家形态#立宪

制度只适合于同质性高的国民组成的中小疆域国家#

例如日本#而不适用于缺乏国民国家统一性的中国&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的刘建辉副教授的发表讨论

了竹内好对近现代中国#尤

其是中国革命的认识& 竹内

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始于对

鲁迅的研究& 他认为孙文'

鲁迅'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是

一脉相承的& 他们都是永远

的革命者& 鲁迅对于代表外来的进步性的!近代"和

代表内在的封建制度的!传统"二者都持抗拒的态度#

拒绝作为他者的!外在"的同时#也拒绝与他者!一体"

的自我这一!内在"#在这一思想境界中#竹内看到了

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主体性& 竹内好在分析毛泽东时

也使用了同样的!回心"理论& 竹内认为#在毛泽东的

!

!内外生活一切归零#当他同样有可能拥有一切时#其

思想原型就产生了& 他由党的一部分变成了党本身#

并且与马克思主义一体化了#他本身成为了创造的根

源#那就是纯粹的毛泽东或原始的毛泽东"& 根据地建

设'土地革命'整风运动的思想源泉都来自于毛泽东这

种!永远的革命性"& 竹内好认为#了解毛泽东就了解

了中国革命& 而他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也影响了后来的

日本人#例如司马辽太郎和桑原武夫的中国革命观&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的徐静波副教授的发言是讨

论既具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又

担任过近卫内阁参议和满铁

调查部特别研究员的尾崎秀

实的中国观& 尾崎在被捕入

狱前出版了六部中国研究的

专著及上百篇的论文#以在

中国问题上不同凡响的见解而为世人瞩目& 他在揭示

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基本特性的同

时#还指出#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社会的主要动向& 这

一认识超越了所有同时代的日本中国研究家& 徐静波

先生从尾崎秀实中国研究的缘起'研究方法'研究视角

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日中关系的基本认识三个部分

入手#对尾崎的中国研究进行评述#并进而探讨昭和初

期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及其对对华决策的影响&

在圆桌讨论阶段#双方学者进一步针对在中国研

究日本的方法和在日本研究中国的方法#以及两国研

究者在视角'立场和理论上的异同等问题展开了讨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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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复旦大学
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纪要

!

张!佳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二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我与钱云'谢一

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李甜'黄忠鑫$复旦大学历

史地理研究所%和吴湛$复旦大学中文系%五位同学#

参加了由京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中国哲

学史研究室及地理学研究室合办的京都大学-复旦大

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 两天的访问时间虽然

短暂#但却对京都大学这座有着悠久汉学研究传统的

著名学府#以及日本学术同仁的研究#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按照预定安排#三月十二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在

四位日本同学陪同下#参观了京都大学校园& 京都是

日本历史悠久的千年文化古城& 为了让我们感受古城

的风貌#平田昌司教授特意为我们选择了一条从宾馆

到大学'穿越众多文化遗迹的步行路线& 一路上走过

古松苍翠的!御苑"$江户时代的日本皇宫%'经过鳞次

栉比的寺院#京都大学就座落在迤逦的鸭川东岸& 京

大有着悠久而煊赫的汉学研究传统#是著名的!京都学

派"的大本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吉川幸

次郎'贝冢茂树等一大批蜚声世界的汉学研究大家#都

曾执教或就读于此&

参观地理学资料室所藏古舆图

在地理学研究室田中和子教授的热情招待下#我

们首先参观了位于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的地理学资料

室& 在地理学室收藏的众多资料当中#工作人员特地

为我们展示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天明大火

图'江户京都地图等珍贵舆图资料#引发了我们极大的

兴趣& 地理学资料室收藏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

图*虽然是摹本$原件藏龙谷大学图书馆%#但由于摹

写时间较早$明治前期%#在原本文字日渐模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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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木津教授在百年时计台合影

下#其文献价值亦不言而喻& 田中教授还带我们参观

了民族学展览室#其中收藏了日本早期民族学家从亚

洲各地收集的大量实物资料& 随后#我们一行在木津

子教授的带领下#访问了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图书

馆& 文学研究科图书馆#主要收藏中国文学'中国哲学

和地理学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建筑面积虽然不大#但所

藏资料甚为丰富#且不乏珍本&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参

观时间里#同学们便各有收获,研究古代行政区划的黄

忠鑫发现了几种清代赋役册#吴湛查到了初版的吉川

幸次郎文集#而我竟然看到了十数本红格抄本万历实

录和天启实录/ 而且#这些古籍刻本和抄本#都可以在

图书馆内开架阅览#任由学生徜徉其中#这种阅读条件

尤其令人向慕& 当天下午是自由活动#我们在四位日

本同学陪同下#参访了著名的室町时代佛教遗迹银阁

寺#并在归途顺路前往专门经营汉学研究书籍的京都

朋友书店& 在感慨了一番日本书价高昂'几经抉择之

后#虽然稍有舍爱遗珠之憾#大家还是各自抱得珍本

而归&

三月十三日的研讨会在地理学操作室举行#会议

发起人平田昌司教授发表了热情的开幕词& 论坛分为

!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和!文学+语言学"三场#

共有十四位同学发表报告#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 复

旦的五位博士生分别作了题为)明清县以下区划研

究*$黄忠鑫%')明清皖南商帮的兴起及其分化* $李

甜%')政治新秩序下的宋代舆地图* $钱云%')宗教与

!

女性,以唐代女冠为中心* $谢一峰%')从0檄梁文1看

南北分裂与交流互动*$吴湛%的报告& 京大九位同学

的报告#则涉及地理学'中国文学史'经学史'哲学史和

语言学等各个领域& 因为这次会议的学科跨度较大#

一开始还有些担心大家能否充分交流对话#但正所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大家都能从各自熟悉的领域

范围#对报告人的思路乃至使用的资料提出问题(也都

从相邻学科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借鉴& 例如研究皖南商

业的同学#从研究日本产业地理的同学那里得到了比

较的思路(研究历史地理的同学#为语言学研究者提供

了方言材料等等& 由于论坛安排的讨论时间较短#意

犹未尽的各位同学在结束晚宴上#又进行了热烈的!笔

谈"和讨论& 这次研讨会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大家都开

阔了研究视野'结识了新的学友#圆满实现了学术交流

互动的初衷&

与平田教授在京大校门合影

作为论坛的组织者#京都大学的各位老师'尤其是

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的平田昌司教授#为此付

出了大量心血& 复旦六位参会者都是第一次前往日

本#从临行前的交通与天气信息#到最后一日启程时的

叮咛#平田教授事无巨细#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周全的帮

助& 他在会议午餐的间隙带我们参观京大校史馆#并

亲作讲解(在晚宴前冒雨带我们参观京都古运河码头

遗址---这份浓浓的关怀与情谊#是我们这些后辈访

问者深所感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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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的新趋势
!!!东京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纪要

谢一峰!李鸿坤%E+,=:7S(7S)13&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级博士生

!!"#%&年 &月 %@ 日#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人文研究的新趋

势---东京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论坛"#在复旦

大学光华西主楼"C#%成功举办& 在论坛开幕式上#文史

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和东京大学副校长羽田正教授

分别致辞& 两位学者均强调了合作双方促进学生相互

交流的重要性#并指出新的方法和理论对于推进亚洲文

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此次论坛的目的所在&

论坛的发表和讨论分为三个部分#文史研究院的

邓菲'孙英刚和白若思副研究员分别担任三场讨论的

主持人& 参与发表的不仅有中国和日本的学生#还有

来自巴西和奥地利的两位留学生&

在第一场讨论中#E*3M*)K3199-$东大%以近代早期

跨文化外交中的在地参与者和地方性因素为切入点#

讨论了用微观史学解决宏观问题的方法& 由于其关注

的是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跨国外交#该研究也因此而

具备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对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进行

了反思#也充分考虑到了地方性因素对于解决此类跨

文化交涉问题的重要意义& 李鸿坤$E+,=:7S(7S)13%

$复旦%的研究#则聚焦于成书于宋代的)玉皇经*& 在

他看来#这部经典中的玉皇#与其说是一位道教神癨#

不如说是一位佛陀& 在研究中#李鸿坤列举了该经典

及其相关文献中大量来源于佛教的因素#并借助于东

西方现代宗教仪式的比较#从文献学和人类学两个向

度展开讨论#揭示出佛教因素对玉皇形象塑成的影响

和作用& 寺田悠纪$东大%的报告#则将研究的重心聚

焦于文化空间演变的讨论#并以伊斯兰当代艺术博物

馆为个案进行了具体的探索& 她提醒人们注意对伊斯

兰共和国的刻板印象和德黑兰博物馆搜集现当代重要

艺术作品之间的巨大差距& 对于这种张力的讨论#构

成了其发表的主题& 与此同时#她还强调了跨学科研

究方法和个案研究对于理解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的

重要价值& 于薇的报告#则通过 )兆域图*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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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析#讨论了王权的视觉化呈现& 该图是战国时

期刻于青铜板上的一幅墓葬地图& 她的研究表明#此

图不仅是一幅地图#也是中山国王权力的象征(在方法

论的层面上#于薇主张在艺术史的研究领域#应当突破

风格学研究的局限#更多讨论社会'政治因素与考古材

料之间的互动&

在第二场讨论中#山崎典子$东大%讨论了欧亚世界

中的中国穆斯林及其现代性#并以!种族"这一概念作为

切入点#关注作为少数民族的回族的若干历史问题& 她

的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既考虑回族自身的自我描述和建

构#又兼顾历史学家们通过调查和评估对其给出的描述

和分析& 二者之间的细致分殊#构成了其推进此项研究

的方法和理论前提& 华蕾$复旦%的研究#以明代编纂的

禅宗灯录为基础#进行了史源学和宋元禅宗史方面的探

索& 在报告中#她详细梳理和比较了明初以来所传的若

干灯录系统#对通过明僧所纂灯录以研究宋元禅宗史的

方法提出质疑#揭示出此类材料的局限性& 佐治奈通子

$东大%的报告#以奥斯曼帝国的采矿业为中心#讨论了

其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 她指出#在讨论 %D 世纪矿

产资源的开采和流通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奥斯曼帝国同

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对于采矿技术的研究#也是其

论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借助各方面的材料#她在报告中

对时人采矿的具体流程作了非常具体的展示#也讨论了

采矿规定的传布带来的有趣的影响& 谢一峰$复旦%的

研究#则是以唐代的女冠为中心#讨论了宗教与女性的

关系& 他通过对于现有材料的质疑'统计和分析#揭示

出唐代长安'洛阳'敦煌地区女冠观'女冠数量的变化情

况(而在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到墓志'仙传'诗歌这三

种有关唐代女冠的主要材料中男性作者对于女性的想

象和建构#并希望借助于社会性别和文本分析等理论对

此类材料提出新的解释&

在最后一场讨论中#宇野瑞木$东大%以!二十四

孝"故事的视觉呈现为核心#讨论了!孝"的概念在前

近代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表现& 这个问题在文学'艺术

史'考古学'哲学等领域已有相当多的讨论#她的做法

则是更多重视跨学科的进路#通过整合文字'图片'仪

式和口头叙述所获得的材料#进行细密的研究& 在其

未来的研究计划中#她还希望进一步扩大研究的领域#

对东南亚'南亚'中亚等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展开讨

论& 邵小龙$复旦%的研究#以流播日本的两幅宋徽宗

时期的绘画作品为基础#展开对圣贤'皇帝与神仙的讨

论& 他强调#对于视觉材料的分析应当放在其所在的

特定历史背景中来讨论& 其研究传递出这样一种信

息#即中国的绘画作品不仅具有装饰的功能#同时也包

含了许多政治的信息#徽宗朝的祥瑞图正体现了这一

特色& 内田力$东大%的研究#讨论了 "# 世纪 C# 年代

日本媒体文化中所谓的!社会史运动"& 其时#一些讨

论历史的书籍受到日本社会的极大关注(此外#他还提

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角色& 事实上#许多人群对其自

身的历史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形使得历史学家只能与

某些特殊的社群发生联结&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钱云

$复旦%#她以宋代的数张舆地图为基础#对宋代地图

中的长城展开讨论& 通过细密的对比和分析#结合宋

代士人所存传世文献#展现出所谓连续的长城背后所

隐含的政治意蕴& 这一意向在宋代舆图中的连续呈

现#表现出宋人在失去北方故土之后#!披图则思祖宗

之土"的独特情怀& 该母题也在其后的一些舆图$如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一再呈现#成为一种独

特的视觉意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场讨论期间#会务组织者为每

一场发表安排了长达八十分钟的讨论时间& 来自东京

大学'复旦大学的发表人'主持人和旁听讲座的各位同

学#都充分参与了每篇报告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针对

性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报告人的知识背景#

促进了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

最后#复旦大学文史研

究院副院长董少新研究员和

羽田正教授分别对此次研讨

会进行了总结& 董少新研究

员表达了进一步增强合作'

深化两校间学生交流的意

向(羽田正先生则强调了重

新思考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

和理论#以自身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运用新理论'新

方法#占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高地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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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与名的限度

王!博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演讲人简介"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系主任'道

家研究中心主任'%AAA 年!"##% 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

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道家!早期经学'著有(老

子思想的史官特色)!(简帛思想文献论集)!(易传通

论)!(庄子哲学)'代表论文包括(早期儒家仁义说的

研究)!(早期出土文献与经典诠释)!(道家与人文精

神)等$

!!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混沌和名的限度"& 为什

么讨论这个话题. 有两个理由& 第一#这是中国传统

文化和哲学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传统

的对话& 简单来说#儒家传统主要代表了对!名"的世

界的肯定和维护#而道家的传统则更多表现出对!名"

的一种反思'批判#甚至否定& 第二个理由#其实来源

于我自己的一个困惑,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非常名

分化的世界里#没有人会否认!名"对这个世界而言那

种不可或缺的意义& 如果没有!名"的话#我们就没有

办法去指称'去描述&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反过来被

!名"所控制#以至于对!存在"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它

是什么#而是它是如何被描述的&

在叙述儒家这个!名"的世界的传统时#我可能主

要会提及孔子'荀子和董仲舒& 当然#汉代的政治传

统#特别是名教的建立#显然也是这个话题中应该涉及

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在道家这个层面#我可能会

讨论老子'庄子'严遵和王弼& 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

对这个话题本身的那种关注#特别是对混沌和虚无的

关注& 我觉得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非常好的对话

关系#儒家和道家#正是在这个对话中发展起来的& 这

个对话#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名"的世界的意义#

而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名"的限度& 其所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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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也许并不那么坚固和绝对& 以下#我想从三个

方面对这个题目进行讨论&

第一个方面#我重点讨论 !名"的世界#因为谈

!名"的限度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谈起& 什么是!名".

!名"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从孔子'荀子到董仲

舒的论述#就会对其有所认识& 当然#名家的传统也是

不容忽视的#其在儒家和道家的对话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在我看来#!名"的意义至少有两点,其一#名始

终是我们存在的一种主要方式(其二#名把存在纳入到

一个世界秩序之中& 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如果说前

者仅仅意味着一种描述'一个指称#后者则是对一个事

物或人的定位#而这种定位#就是秩序的体现&

这里#我们当然要提到儒家& 子路曾跟孔子之间

有个对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

子答,!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

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

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又说,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这仍然是正名的体现& 很显然#孔子所谓名分的

世界其实就是礼乐的世界& 通过把存在纳入到一种名

分的序列中间来规范整个的世界#这就是礼乐& !礼"

的核心#不过就是区别(而这个区别的方式#就是命名&

正因如此#对名分的维护#其实也是对礼乐秩序的维

护& 对礼乐制度的肯定#也就决定了儒家对!名"的世

界的根本态度&

再看荀子#他在儒家传统中是非常尊崇礼乐秩序

的& )荀子*中的)正名*篇#对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来说

非常重要#其核心就是礼乐秩序& 所谓!后王之成名'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这都是和伦理秩

序相关的!名",刑是刑法#爵是爵位#文名则强调了同

)礼*的关系& 在荀子看来#制名的目的就是指实#名

的世界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而是在实的世界的

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管子+心术上*所谓!物固有

形'形固有名$ 名当'谓之圣人"的表述#也体现出对

!名"与!实$形%"之间关系的强调& 从这一意义上说#

)正名*篇体现出荀子的一个理想#即让每一个!实"都

有一个独特的!名"#让每一个!名"都对应一个唯一的

!实"& 显然#荀子是希望能够清清楚楚地给我们每一

个存在定位的#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正是秩序的保

障#也是礼最重要的精神&

接下来#我想很简单地提一下董仲舒& 在)春秋繁

露*中有很多篇幅在讨论!名"& 我们知道#董仲舒是

)春秋*学的大家#而)春秋*学在董仲舒看来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正名& 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中#董

仲舒陈说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

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通

过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句式#我们足以了解名对儒家所

说的道理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董仲舒看来#

名号关联着两个存在#一个是圣王#一个是天地& 正是

这两个存在#为名的世界的可靠性'确定性和神圣性提

供了保证& 有了这个名号#我们就要按其所规定的位

置和德性所提出的要求去做#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 此外#董仲舒还特别强调了!名"与!真"的关系#

所谓!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

以真物也&"

现在#我讲第二个问题#即 !混沌"和 !虚无"&

!名"的世界#并不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很舒服& 为

什么呢. 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名"的世界

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被命名者#这很重要& 当然#作

为命名者#你也许会很过瘾(但对于被命名者而言#你

必然是被某种标准所规定和限制的#这个标准可以是

天子'圣王'权力#或者说是!真"& 因此#这样一个命

名本身#就决定了!名"的世界和实际存在之间存在一

种紧张& 正因如此#它也一定会让我们去思考这个

!名"的世界和我们真实的存在之间#究竟是什么

关系.

)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一句话#!名者'实之宾

也#& !名者实之宾"的这种立场#显然与!制名以指

实"不同#其本身就包含着对!名"的一种蔑视& 这种

对!名"的世界的反思#也体现在)老子*中& !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

之母$"这句话的意义非常重要#它开创了一个传统#一

个对!名"的世界反思和批判的传统& 老子把握到的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名"真的可以触摸到那个真实

的世界么. 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本质是

!有名"还是!无名"& )老子*说得很清楚#!无名'天

地之始"& 这是他的一个判断#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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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名的#也是不可以被命名的& 在老

子看来#正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

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真实的世界是无

名的#不可命名的#姑且言之#就是!道"& 正因如此#

他才对!礼"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屑的态度& !礼者'忠

信之薄而乱之首#& 然而#老子也有其通达之处#他充

分意识到!名"对我们的意义#!有名#万物之母"#正体

现出这一点& 又所谓!始制有名"#也体现出老子对

!名"的承认& 但是#他马上又说,!名亦既有'夫亦将

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什么叫!知止". 就是要知道

!名"的限度#了解它不过是对世界的一种相对的

叙述&

讲到!无"和!无名"#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混

沌"& )庄子+应帝王*中#详细描述了有关混沌的一

则寓言& 从中#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到其对于混沌的捍

卫#那不是一个逝去的世界#它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底

色& 而在严遵的)老子指归*中#我们也能够看到道家

对!无名"的强调#所谓!无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

之名'丧我之橐也$"王弼的)老子注*和)老子指略*#

也清楚地表现出!名"的世界的局限性& 通过推理的

方式#王弼强调了无形无名者#才是万物之宗& !名之

不能当'称之不能既##乃是一种通常的状况#)管子*

所谓!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的提法#不过是一种

理想化的状态而已& 在王弼看来#!至真之极'不可得

名##最真的东西#最细微的情感#是无法用!名"和语

言来描述的#诚所谓!无名'则是其名也"& 同老子一

样#王弼也肯定一个!名"的世界#所谓!不可不立名

分'以定尊卑"& 然而#他同样强调了!知止"的重要

性#认为!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

最后在第三部分#我想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通过

儒家与道家有关!名"的对话#我认为最应该思考的#

仍然是!名"与这个世界和生命之间的关系& 有关

!名"背后的东西#我觉得有两个方向,道家可能更多

强调的是其背后那个无名的世界#我则以为更应注意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命名者& !名"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促使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迷恋!名". 我们的伦理

世界'政治世界#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 它是神圣的还

是有限的. 在什么意义上讲是神圣的#而在什么意义

上讲又是有限的. )中庸*中有这样的提法#!非天子

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

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然

而#在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中#我们却听到了另

外一种声音#所谓!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

这种对!自"的精神的强调#促使我们在分别!混沌"与

!名"的限度的同时#了解到自我命名的重要意义& 所

谓!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当我们对!名"有

了这样一个理解之后#附着在!名"之上的确定性就被

打破了(换言之#!名"的神圣性就被解构了& 我们需

要的#仅仅是一个作为工具的!名"& 我们造作了!名"

的世界#但!名"本身不应成为我们的主人& 生命#可

能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 谢谢各位&

"

谢一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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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
"第六十二场至六十三场#

!

(聊为友谊的比赛)

!!!从陈垣与胡适的争论说到早期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典范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A&& 年#陈垣与胡适为)理惑论*和)四十二章经*

问题进行的书信往复#涉及文献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也引出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许多问题#使得这一年成

为宗教史研究上相当重要的一年& 虽只是!聊为友谊

的比赛"#但因为胡适与陈垣的论争#使得中国学界可

以探讨佛教史乃至宗教史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佛

教史研究因此获得了崭新的进展&

胡适在)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中#认为)四十二

章经*有东汉佛经汉译本#而南朝梁陶弘景编的)真

诰*#有可能钞了)四十二章经*& 后来陈垣看到胡适

的这篇文章#写信与他讨论& 陈垣认为胡适对)四十二

章经*的结论!太过"#他指出#)四十二章经*用!佛"

一词#恰恰是它晚出的证据& 胡适在回信中#首先反对

)四十二章经*晚出的说法#其次指出#陈垣关于后汉

人皆称佛为!浮屠"的说法并不成立& 陈垣接到胡适

的信#当天回信再反驳#他不仅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

对以前的说法有所订正#他认为)四十二章经*绝非汉

代译本#襄楷引用的佛经#一定不是)四十二章经*#并

进一步指出)牟子理惑论*及现存之汉译诸经#!皆不

能信为汉时所译撰"&

在胡适与陈垣的论争中#涉及到!佛"与!浮屠"这

两个词汇的关系#)四十二章经*')理惑论*的时代以及

)四十二章经*与)真诰*的关系等#这些都是中国宗教

史#特别是中国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历史的重要问题&

在胡适与陈垣此后的讨论中#还涉及中国学界关于宗教

文献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其中包括,第一#孤证不可

立#以及对某个名词$概念%的时代判断问题(第二#教内

史料和教外史料的问题(第三#说!有"易与说!无"难&

实际上#现代文献学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中#关于)四十二章经*和)理惑论*的讨论#可能始于

现代外国学者& %A%# 年#马伯乐撰文讨论了)牟子理

惑论*#其后常盘大定和伯希和都对这一问题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而中国学者梁启超和周叔迦也针对这两部

文献的年代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就在胡适与陈垣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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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后#山内晋卿'松本文三郎'神尾鰄春以及汤用彤'

余嘉锡等都对)四十二章经*和)理惑论*的年代有所

考证& 直到 %ABC 年#周一良和季羡林分别对)理惑论*

和)四十二章经*的研究#将这一论争推向尾声&

虽然这一论争历十余年并无定论#但是从学术史

角度看#这十来年的争论也相当有意义#因为它给中国

佛教史乃至宗教史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开启了很

多新领域#也形成了佛教史研究领域中的现代性学术

方法& 其一为!海路猜想"#即佛教传到中国#除了传

统认为经由西域这一途径之外#是否还可能经由南海

到达交'广. 其二为!记里柱子"#就是能否找到一些

涉及佛教#又有坚强证据'时代明确的文献或事件#以

断定其他佛教文献与历史的早晚先后#给早期中国佛

教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 其三为!教外史料"#即历史

学家要弄清真实的历史#常常要借助教外文献特别是

碑刻'文集'史书等等&

"

捍卫墨子"论侯外庐对郭沫若#墨子'明鬼&主张之驳议

!!!基于$墨子%明鬼&之多元议题

安妮%4,,*7> X*R/T13/&!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博士生!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郭沫若与侯外庐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同样

借助马克思的术语来阐释墨学#却对墨子的明鬼主张

观点相左& 为了理解这个现象#本文将以侯外庐为焦

点#挖掘其墨学诠释文本背后的!隐藏叙事"& 亦即#

从其学术著作'书信与自传#分析交游与学思经历等因

素如何形塑了与郭沫若相对立的!明鬼"诠释& 通过

追索侯外庐的中国学者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双重学术

谱系#来挖掘与其)墨子+明鬼*观相关的资料#并解

析他如何捍卫墨子#如何辩驳郭沫若的五项议题&

到目前为止#侯外庐与郭沫若两人的学术争论仍

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学界也尚未从这个角度来考

察侯外庐学说的立场'结构与方法& 为了弥补这个方

面的不足#本文拟从侯外庐错综复杂的论证出发#一方

面勾勒出郭沫若与侯外庐两人在明鬼问题上的潜在冲

突#以及侯外庐的理论的底层结构#以说明为何同样身

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会演绎出迥异的墨学诠释& 另一

方面#也尝试分析侯外庐论证的多重思路& 侯外庐在

与郭沫若私底下的辩论中#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后盾#

构建了一种新颖'独辟蹊径的观点&

郭沫若的主要论点是,一'!明鬼"是墨子的核心思

想#其他学说都是由此演变出来的(二')墨子+明鬼*复

活了商周的传统(三'墨子不科学(四'墨子不民主#反而

极端专制(五'墨子臣服于命& 侯外庐的观点则与郭沫

若针锋相对#认为)墨子+明鬼*并不是墨子的根本思

想#而墨子思想不是倒退的#反而是先进的#甚至包含着

科学成分& 他还认为墨子是民主的'平民的&

郭沫若与候外庐

郭沫若与侯外庐对墨子思想的诠释#同样是在马

克思主义的框架下进行#都试图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寻

求与马克思主义接轨的中国传统资源& 然而#两人对

于)墨子+明鬼*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 郭沫若以

!明鬼"为墨子的思想核心#进而对墨学采取一概否定

的态度& 侯外庐既不认同!明鬼"为墨子的核心主张

之看法#也不从消极的立场去评价!明鬼"(他还力图

阐明墨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矛盾#试图把墨子与

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它们是历史过程中不同阶

段的改革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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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第二十五期简报
!

!!"#%& 年 & 月 "D 日下午#!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

举办第二十五期研习班#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严耀

中教授做)佛教东传的外因与内因*的报告&

报告认为#佛教进入中国是其内因和外因的结合&

尽管有着对外交往途径的变化与社会变动等诸多外部

因素#佛教最终在中国站住脚跟#还是由于它本身的状

态和一些特点所决定,

一'佛教外出的内在冲动,僧团组织和形势所逼&

有着共同宗教生活的组织#会产生一种扩张的动力&

从)法显传*来看#至少从公元 & 至 B 世纪起#佛教在印

度本土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这种趋势必然会推动佛

教僧侣外出寻找更多的发展机遇& 据)高僧传*#梵僧

来华之高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二'佛教的基本教义使其具有能融入中国文化之

理由& 主要是,$%%!两谛$真谛'俗谛%"说能以方便设

教#因为后者允许认同任何一种价值观#包括属于其它

宗教的($"%!空性论"能圆融一切#因为!色即是空"之

!空"#也包括佛与佛法本身& 这种最高层面的自我否

定#对可能产生的!原教旨主义"是釜底抽薪#历史上

佛教从不发动!圣战"#恐怕与此不无关系($&%戒律决

定其平和性#如不杀生之类&

三'佛教的一些观念使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合拍之

处& $%%中观与中庸& 梁启超说这两者作为一种思维习

惯#都是排斥两端取其中#不走极端#留有余地($"%成佛

在我$依自力%#靠自己坚持不懈的修行来追求正果& 此

与君子自强不息'自力更生之道契合& 进一步推理其底

蕴,由于!一阐提皆有佛性"与!人性本善"#所以人皆可

成佛#可尽为尧舜& $&%以数字与图像象征& 佛经里多

用数字来表明其观念#如!三千大千世界"之类#而所谓

象数之学#都重视现象上的象征意义和符号的代表作

用#进而都表示对因果关系之重视($B%!因缘和合"论与

!万物相关"说#及周而复始的轮回观&

四'轮回报应#提供了新的道德约束力& 报应观可

以作为道德的一种原动力#但中国早期的!好有好报'

恶有恶报"和!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殃"

等说法#时间长了容易证伪#失去道德约束的作用& 佛

教把报应放到来世#难以被否定#由此可以加强道德作

用#而被历代统治者所看重&

在多种因素结合下#在两晋之间佛教具备了在中

国站住脚跟的两个标志& 其一是到西晋末#汉人才可

大批出家#此前法律都严厉禁止& 这是宗教在华产生

社会影响的先决条件& 其二是借靠着谈玄#佛教教义

才被当时士大夫所理解和接受#)世说新语*里例子甚

多& 而是否被士大夫所容纳#是外来文化在中国能否

立足的一大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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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书 介 绍

#

钟鸣旦$*+,-./012/34/562% #礼仪之争中

的中国声音"旅行记录!社群网络与跨文

化论争&$!"#$%&%'(#)%&#$*"%+#*%&!($,

*-(.%-&/% 7+8.+-295,/ :302+2;2+<+02-6+,+

1-,+52/2+0:=1>* ?-.@(#* "$!"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

初的中国礼仪之争#通常

被视为一个纯粹的欧洲问

题& 然而#中国学者在多

大程度上参与了有关中国

礼仪的争论. %$#%-%$#B

年间的一批特别的中文和

欧语文献为礼仪之争中的

中国声音提供了新证据&

这批文献包括约 D# 封寄往罗马的中文书信#尤其引人

注目的是其中包括了约 B&# 个不同的签名#其目的就

是让罗马听到中国信徒的声音& 从这批书信#可以深

入了解十八世纪初地方基督徒社群与社会网络的构

成#以及当时有关中国礼仪知识的产生'传播与交流&

这些文献大部分以中文写成#从中国传入欧洲#继

而被欧洲各档案馆所收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尽管

曾有学者注意到来自中国教徒的文献对研究礼仪之争

的重要价值#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但仍然留下一

些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比如#这些材料在礼仪之争

中#在多大程度上被援引过. 这些!被忽视的声音"是

否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中国教徒在与欧洲人就自

身礼仪展开论争时#他们对本国经典的重新阐释#意味

着什么. %C 世纪早期中国教徒群体向教皇写集体请

愿书#具有怎样的意义. 这些问题正是本书讨论的重

心所在&

中国基督徒书写的这些中文文献#为欧洲的知识

菁英打开了新的视野#因此本书首先关注的是这些文

献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传播& 其中一部分是集体信

件#由中国教徒共同签名后寄往罗马& 这不仅体现了

中国教徒的跨文化自觉#也提供了了解他们所属群体

的社会构成的重要线索& 本书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十

八世纪初的基督徒社群及其网络& 在这些文献中#中

国教徒关于礼仪之争的若干方面提出了争论#他们用

以对照的依据不仅来自中国文化#更提出了跨文化的

论据& 作者最后也分析了这些论争及其跨文化影响&

作为线索贯穿全书的#是作者称为!之间"的叙

事& 书中分析的这些文本#不仅是传教士与教徒接触

的结果#也是欧洲人与中国人'基督徒与教外人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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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的结果& 这些文献$书信'书籍甚至整个档案馆%

从世界的一端迁徙到另一端时#其流通的过程随即又

引起许多新的接触&

如副标题所示#全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这些

文献,即旅行记录'社群网络与跨文化论争#书后另附

有全部原始文献的图版&

#

羽田正$编% #海洋视野下的历史& $海+

,见-

!

史%*东京大学出版会*"$!& 年

! 月

站在东亚海域的视点

上#日本与周边国家和地

区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

化往来& 然而在近 "###

年的漫长交流史上#不同

的时段得到的关注是不同

的& 遣唐使时期和明治以

来东亚的政治'经济'文

化'学术交流#一直是学界

的热点话题& 相较之下#自遣唐使停止的 CAB 年#到

%CAB 年甲午中日战争之间千年的海域交流#仍有待学

者进一步梳理和探究& 以日中两国为例#在这 %### 年

中没有持续的正式邦交#政治上层互相抱有相当的警

戒和矜持& 传统的研究由此多多少少受到表面的!海

禁"'!锁国"说的限制#忽略了在民间以海商'僧侣为

媒介的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同时#传统研究往往以!陆地"为基准#以国别为

限制#梳理混杂纷纭'真伪莫辨的史料#力图找寻文化

传播的!源头"& 本书认为#海洋历史并不是陆地国家

历史的附属物#相较于陆地交通#海洋交流有其独自的

特征& !烟涛微茫信难求"#这使史料中记载的人物'

舶来品往往被标上不同的国籍'族籍#为文化交流的

!源头"寻找定说往往受到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跨

出!陆地"的空间#超越出生地'民族'国别的限制#而

将这些人物'事件都作为!海域"的属物#整体地去探

查东亚的交流史#或许是一条别辟蹊径的研究新途&

本书就此立足于!海域"#将其作为文化传播的基

点'场所和舞台#力图展现这一千年内东亚海域交流的

多样化'复杂化特征& !海域"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

并不是指自然地理的海洋#而是指黑船来航'倭寇肆

虐'商贾互通有无'使节访学求法等等人'物'情报进行

交流的历史时空& 本书就具体的时间'空间范围分为

三个部分,其一#是蒙古占领大陆'觊觎日本背景下大

受冲击的东亚海域$%"@# \%&@# 年%#讲述宋元鼎革之

际的东海贸易'南海贸易的变迁(其二#是倭寇肆虐'海

禁政策之下的明代东亚海域$%@## \%D## 年%#讨论明

代从勘合贸易经历大倭寇时期#至万历朝鲜之役期间#

东亚海域政治'经济秩序发生的转变及其对于文化交

流产生的重大影响(其三#是承前代动荡余波'看似平

静的东亚海域!近代前夜" $%$## \%C## 年%#以漂流

民'海禁体制'信仰传播'书籍流动等为主题#勾勒出前

近代东亚海域交流的重要主题& 三个部分分别从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外交'宗教等多方面#描绘

了当时东亚海域的交流状况和时代特征& %朱海晶&

#

大野公贺#中华民国时期的丰子恺"追求

艺术与宗教的融合& $中华民国期.襎子

恺%*汲古书院*"$!& 年 " 月

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

在中华民国时期风靡一

时& 当时#在上海等大都

市中#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中产市民阶层#他

们追求与现代都市生活相

适合的新的文化与伦理&

丰子恺便是通过具有高度

思想性和文学性的散文与

漫画#为这些新兴都市大众提供了新的文化& 此外#丰

子恺还有大量有关艺术教育的著述和翻译#他翻译过

)源氏物语*等#并参与了立达学院和开明书店的创

设#在众多领域施展才华&

抗战期间#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丰子恺也

为国家的将来担忧#热切盼望国家强大#但又对国家权

力压抑和统治个人抱持强烈的反感& 作为既保持个人



!"#$年第#期 %

!#"""

的尊严和自由#又能使中国成为一个顽强的国民国家

的方案#丰子恺提倡的是宗教和艺术#以及以此为基础

的护心思想& 他所祈愿的是#通过宗教和艺术#让人们

从世俗的想法和烦恼中解放出来#成为所谓有自律能

力的市民#相互合作建设新的社会和国家#进而超越国

家和民族形成世界共同体&

丰子恺的思想融合了西洋美学'佛教和儒教等种

种要素#这些要素随着时代的制约而表现得时强时弱&

但究其根本#即是一种护心思想#即!心"为产生一切

事象的根源#一切事象都因!心"的想法而可能有无穷

尽的变化#因此人有必要正确地护持自己的!心"& 对

于丰子恺来说#以这样的心境来度过每一天#便是!生

活的艺术"&

本书着眼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丰子恺之思想特质#

并说明在丰子恺施展才华的 %A&# 年代的上海#除了

!海派"文坛和左翼文坛#还存在与!京派"文坛一样#

同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保持距离#忠于自己的信仰的!开

明同人"文坛#他们致力于启蒙国民与建设国家#对都

市的新型知识阶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全书分为!自

我确立的摸索"'!李叔同与 2西洋艺术+文化的种

子3"'!漫画家2丰子恺3的诞生与时代潮流"'!爱国

2启蒙主义3的尝试与挫折"'!初期佛教观,从皈依佛

教到无常观的克服"'!思想的圆熟,2生活的艺术3论

的形成"与!童心说和2护心思想3"等七章& %此书部

分是作者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访问期间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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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刊 撷 英

#作为礼的神癨祭祀之考察"与日本的神癨祭祀相对

比&$礼/01.神
!

祭祀.考察222日本3456

神
!

祭祀/对比01%关口顺*#日本中国学会报&*第

'A 期*"$!" 年 !$ 月

这篇论文考察了!礼"在东亚两个不同的国家发

展演变的线索& 礼作为礼仪的理论基础#和祭祀作为

礼仪的具体形式#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分别有着不

同的源流和特征&

以中国这条线索而言#最早的祭祀形式可以追溯

到新石器时代对自然神灵的崇拜& !礼"作为一种抽

象概念如何形成#学界对此众说纷纭& 春秋时期#祭祀

是国之大事#而礼则是祭祀的抽象概念& 自战国以下#

礼逐渐和!天道"结合#并逐渐与儒家士大夫绑定#概

念不断纯化#逐渐成为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特征的狭义

的!典礼"& 祭祀则以吉礼的身份被作为典礼的一个

组成部分& 唐代)大唐开元礼*以后#祭祀的对象基本

固定& 超出国家祭祀范围的民间祭祀#则被称为淫祀&

淫祀的范围在宋代以后不断被细化#直至清末#在地方

实际进行的祭祀中#仍然是国家祭祀和淫祀并行&

反观日本的这条线索#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国家神

道& 幕末会泽安的)新论*#在认定日本与中国风俗类

似的基础之上#认为日本的神癨祭祀与中国的吉礼性

质相同& 追溯日本神癨祭祀的性格可以发现#自律令

国家时代以来#日本祭祀中残留的自然崇拜成分相当

多#而!礼"的概念化'体系化程度却并不高& 明治维

新时期#政府以国家祭祀为目的将其组织化#然而实际

的制度演变却是地方神社各自为政&

这两条线索的交汇点#是清帝国的吉礼与帝国日

本的神社神道& 就其相同点而言#都是为了巩固国家

制度#也都残存了自然崇拜的因子& 就其差异而言#神

社神道具有国民国家的!公"的性质#而中国的礼仪体

系中则有!知识人"和!庶民"的区分& 中国的!礼"是

祭祀的抽象概念#不需要考虑鬼神的存在#更多的是追

随先王先公制定的规矩#而日本的神道则没有这层性

格& 以上对!礼"和!祭祀"关系的认识可以用来理解

中国的宗教,虽然形式上严格#但是具体细节模糊#这

使得道教'佛教'萨满教等的神癨也有加入祭祀体系的

可能& 也可以就此理解两国的两个重要事件,清康熙

时期中国基督徒对于祭天祭祖的争议#以及帝国日本

时期天主教与神道教的矛盾&

#江户日本对于清代术数书的接受之特征"以7八宅明

镜8!7元经8为中心& $江
"

时代3456

#

.9术数

书:受容.特徵2229八宅明镜:'9元经:;中心/0

1%水野杏纪*#东方宗教&第 !"$ 期*"$!" 年 !" 月

在日本学界的唐船持渡书的研究领域中#已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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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学者以建筑学'民俗学的视点考察清代术数类著作

对于日本!家相"书籍的影响#然而根植于日本!家相"

书籍#仔细讨论日本接受中国术数学的前后背景'流变

特征的研究著作尚少& 这篇论文即以)阴阳五要奇

书*中的)八宅明镜*和)元经*为中心#探讨江户时代

日本!家相"书籍对于中国术数学的接受'继承和

改造&

)阴阳五要奇书*包含明代编纂的)元经*')璇玑

经集注*')阳明按索*')佐元直指图解*')三白宝海*

五种术数类著作及附录)八宅明镜*& 明江之栋辑#清

顾鹤庭重辑刊行& 此书与)协纪辨方书*等同类书籍

一道#元禄年间以降次第传入日本& 其内容包含干支

法'九星法'神煞运用等风水术数理论#对于日本的!气

学"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清代术数书对于日本的总体影响而言#作者以

时间领域$历法%和空间领域$方位%两条线索进行了

叙述,一方面江户时代的!假名历"在接受清代的!时

宪历"的过程中#一方面接受沿袭了!八将神"等因素#

另一方面也独创出了 !鬼门"等日本本土化的术数

理论&

具体到)元经*和)八宅明镜*两部著作#作者以三

条线索为纲#详细梳理了两书术数理论的日本化& 首

先是简便化'图解化#如吉田德谦于文政五年 $%C""

年%刊行了简叙整理其理论的)八宅明镜遍览*& 其次

是结合先代从中国传来的风水旧说#对于清代传入的

风水新说进行探讨和过滤#如关于)元经*的干支理

论#就有贺茂家门人松浦东鸡为代表的!采用派"与土

御门家门人吉田德谦为代表的!不采用派"的分野&

第三是对清代术数书的理论体系进行整编'改造& 如

多田鸣凤著)洛地准则*就对)八宅明镜*等各书中的

宅门方位吉凶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探讨&

#高丽开京的都城空间与思想&$高丽开京.都城空间

/思想%丰岛悠果*#中国社会/文化&第 "( 号*"$!"

年 ( 月

开京#高丽太祖王建于公元 A%C 年定都于此& 直

至 %&AB 年朝鲜王朝迁都汉阳为止#近五百年内绝大多

数时间它都发挥着首都的重要功能& 开京历经两个王

朝的发展变迁#其都市形态受到风水地理'佛教'儒家

等等学说的深刻影响&

开京城市布局融入风水地理说的时间相当早#据

)高丽史*记载的城中房屋布局的规定,高楼代表阳#

阳盛不利于国祚延续#因此城中禁止建高楼& 而在宋

代出使高丽的徐兢之)高丽图经*中则提到开京城中

富商建立的楼观林立& 饶是如此#)高丽图经*中也明

确记载了高丽人信奉风水学说的根据&

作为高丽时代!护国佛教"的佛家思想#对于开京

也有深刻的影响& 城中的寺院具有行政'军事的机能#

同时在礼仪方面还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 世纪

时#庆祝国王诞生节的道场设在帝释院'兴国寺等佛教

场所已经成为常例#这一点或许受到了同时期宋朝的

影响& 同时城中寺院的设置#往往结合了佛教和风水

地理说的双重因素&

受到中国的影响#儒家的王权理论也贯彻在开京

的建筑之中& 在高丽时期#中国儒家的各种礼仪逐渐

渗透到高丽政治体系内#高丽对中国的礼仪也进行了

本土化的调整& 以太庙为例#高丽王朝向宋朝贡的十

世纪#按)礼记*中的记载设立!诸侯五庙"& 到毅宗

朝#则升格为!天子七庙"的等级& 降至元朝#在蒙古

政权的强力压迫下#又恢复了五庙的规格& 就圜丘'太

庙'先农的规格来看#高丽朝除去毅宗时期#基本都保

持着诸侯国的礼仪等级&

与此相对的#高丽朝的史料中#高丽王都称 !皇

帝"'!天子"#庙号都称!祖"或者!宗"#就文献而言#

高丽朝是!皇帝国体制"& 在此体制下的开京#在史料

中多被称为!皇都"'!帝阙"& 就)周礼* !天子五门'

诸侯三门"的制度而言#开京城门的设置也似乎更加符

合天子之制& 以上的史实表明#高丽朝虽然向中国称

贡#但是内部却有着多元化的天下观和抵触!事大"的

自尊意识&

#裂纹鼎及莲婴"以地狱为母题的日本绘画及其对宗教

救赎论的重新认知& $B6/,C+3D B/;.46-30/347/8+50

-37.-00-E0" 295F5.-,/2+-3-G1/.H/2+-3+3I/J/3505

<5..K/+32+3D%B/6-.+35<+6/0/L/* 0-*#12&0&#3%* ?-.@

MNN::* *-@!* "$!"

裂纹鼎及莲婴$佛典中称之为!莲花化生"%代表

着日本绘画对佛教艺术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佛教艺术作品#尤其是那些以地狱为母题的

作品中#从未出现过这两种特定的母题& 从这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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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圣众来迎寺所藏的)六道绘*可称为日本绘画史

上的杰作& 这幅画是十三世纪的作品#其所再现的裂

纹鼎及莲婴这两种母题#在后期的很多绘画作品中都

能见到& 该绘画母题的来源#主要是中国艺术品中描

述阿弥陀佛及有关净土思想的救赎论的形象& 裂纹鼎

及莲婴这种绘画母题的出现#意味着中古时期的日本

人产生了新的救赎观念&

)六道绘*主要描绘的是天台和尚源信所撰写的

)往生要集*& 该著作主要强调了阿弥陀佛的重要性

和净土信仰的传播& )六道绘*则是强调)往生要集*

的起始部分#该部分描写的是六道轮回#没有涉及救赎

论这种宗教母题#所以)六道绘*主要的宗教母题是地

狱的痛苦#而并非阿弥陀佛及诸菩萨的形象& 除此之

外#)六道绘*体现了念佛这种佛教修行方式所起的作

用& 裂纹鼎这种母题是比喻罪人#而莲婴则是代表罪

人被拯救的可能性& 莲花的母题也表明#在拯救的过

程中#信徒要体会到地狱的痛苦& 由此可知#裂纹鼎和

莲婴代表了佛教教义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前者属

于最痛苦的体会#后者则体现往生净土的可能性& )六

道绘*中唯一关于救赎论形象的正好是莲婴这种佛教

母题&

就佛教文献和佛教艺术品之间的关系而言#裂纹

鼎与莲婴这两种母题引起了日本绘画上的一种视觉革

命& 这种视觉革命并非服务于佛教文献的需要#而是

引起了佛教教义的诸多变化&

#印度贾瓦尔一带的炼锌及建造神灵寓所的活动&

$1E5.2+3D O+3,/34<-;0+3D 295P+H+35/2I/L/6%

P58-6/9125+3* 0-*#12&0&#3%* ?-.@M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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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神殿这种建筑物的时候#大多数学者非常注

重政治斗争'宗教因素和风格演变所起到的作用#但很

少有人注意到经济网络的扩张和新技术的出现这两种

因素& 印度贾瓦尔考古遗址在这方面很值得讨论#因

为它可以证明#这两种因素在该城市建筑群的演变和

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贾瓦尔这座城市被戈默蒂河$X+9()*I*613%围绕#

距离乌代浦$<5(*[0%大约四十公里#曾经是耆那教的

重要地区& 此外#该地区早在两千年之前已经开始开

采锌矿#世界上最古老的锌矿都位于贾瓦尔& 随着锌

矿行业的发展#贾瓦尔出现了重要的宗教建筑群& 其

中每座神殿都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其直接原因并非

艺术内在的因素#而是随着赞助人的不同而呈现出不

同的特点&

贾瓦尔的宗教建筑群可以分为四大类,耆那教神

殿群'罗摩南达 $I(9(,()S(% 神殿'贾瓦尔+马他

$](?(3G()(%神殿和湿婆神殿& $%%耆那教主张不杀

生#因此耆那教信徒以经商为生& 耆那教信徒很早就

从印度其他地区移民到贾瓦尔& 在那里#锌矿活动为

耆那教信徒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机会& 从视觉语言

的角度来看#贾瓦尔的耆那教神殿体现了不同的区域

风格#这种艺术手段更加突出耆那教神殿的合法性&

$"%罗摩南达神殿主要供奉毗湿奴& 考古资料表示#

罗摩南达神殿竣工于 %BCA 年& 从风格分析的角度来

看#该神殿采用了多个地区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其赞助

人的需要& 史料证明#该神殿的赞助人为拉玛拜$I(F

9(T(*%公主& $&%贾瓦尔+马他神殿是一座庞大的神

殿#神殿中的雕像体现了中古时期的风格& 据口头历

史#该神殿和国王 I(,(L3()([ 关系密切#因此能推测

其建造时间约在 %@$"-%@A$ 年之间& $B%湿婆神殿#

该神殿的若干特点显示#其赞助人中不仅有耆那教信

徒#很有可能还包括印度教信徒& 和上面提到的各个

神殿一样#湿婆神殿也保留了锌矿开采活动的痕迹&

作者认为#贾瓦尔的宗教建筑群是在耆那教信徒

商业活动的基础上建造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锌矿

行业为主的经济网络#决定了贾瓦尔的宗教建筑群所

体现的风格&

#不变之物的伦理"对吕大临7考古图8的阐释& $Q95

=29+,0-G:EE;2/8.5Q9+3D0" :3256J652+3D MRP/.+3S0

4552&*-3*%6 4$.%&*#73*#($&(80$*#92#*/% I5GG65T U-056*

:3-.3-6 ;(2-$35(80&#3*#)<*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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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通过对)考古图*的文本内容与吕大临)考

古图记*的分析#把)考古图记*放在吕大临其他著作

的整体中来观察#试图说明)考古图*所反映的并非宋

代文人的普遍好古兴趣#而是吕大临个人的哲学思想#

由此将对古物的单纯兴趣转化为一种文化关怀&

作者首先在器物分类上对)考古图*前八卷和后

两卷所录的条目进行对比#指出后两卷中鼎'壶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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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形态外观上的不同而单独成卷& 随后对单个条

目所包含的图像'形态描述'铭文摹拓等方面进行分

析#指出吕大临和李公麟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器

物外貌形态的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可以在)考古图

记*中找到依据&

通过对)考古图记*的分段细读#作者指出#吕大

临认为古物是先王的遗迹#!圣人之精义存焉"#所以

可以!以意逆志"#通过看器物'咏铭文'描述外貌等方

法!追三代之遗风"& 虽然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表

述#但是作者认为#这一点却是连接)考古图*和吕大

临哲学思想的桥梁&

在介绍了吕大临的生平家世后#作者以)蓝田吕氏

遗书辑校*中所收)中庸解*')易章句*和)礼记解*的

部分内容#对比吕大临和他的老师程颐对!理"和!修

身"的不同认识#指出吕大临将古物看做实现道德世界

的基础& 吕大临认为#青铜器的价值不在于讲述历史

或反映古代礼仪#而是在于通过器物的物质存在促进

人们的修身实践& 故而通过编辑此书#他为无法接触

青铜器的人提供了修身的素材&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解决了程颐道德哲学中的问

题& 欧阳修和刘敞等人!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阻碍

了人们对器物本身的思考#而吕大临通过对古物形貌

的关注#将青铜器重新放在了道德哲学的中心& 虽然

他降低了!理"的重要性#但他的理论基础仍是程颐及

其后人的理学思想&

#实用而不僵化"清朝与越南!泰国的朝贡关系*!($$%

!)"$&$V;3,2+-3/.* *-2V-00+.+W54" X+3D Q6+8;25F5./%

2+-30L+29 $?+523/E% /341+/E $Q9/+./34%*

!($$%!)"$%* I-93=@Y+..0* I6@* =>(2$7 ?3(* ?-.@

Z)* *-@A%#* "$!"

本文利用北京和台北所藏的档案资料#讨论了清

朝和越南'泰国在 %$## 至 %C"# 年间的朝贡关系& 作

者指出#这种朝贡体系并非毫无意义的陈旧礼节#而是

一个有着调整现实状态的功能性体系&

在泰国方面#作者考察了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是海上贸易& 早在大城王国以前#华人不断地融入泰

国#甚至身兼要职& 随后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末#中

国统治者对侨民的态度#经历了从怀疑'警惕到渐渐接

受的转变& 第二个案例是战争情报& 在介绍了清朝对

越南的情报收集和泰国吞武里王朝的战乱后#作者认

为侨民弥补了朝贡体系在信息收集上的不足#而拉玛

一世更在华人的协助下借助巧妙措辞获得了清朝的

封号&

在越南方面#作者考察了五个案例& 第一是都龙

难题#即清朝和安南在都龙地区的所属问题上产生的

争执& 作者认为#都龙实际上是被边境豪强占据#属于

!得其地不足守"的情况#并推测清朝可能知道实情#

故而预先就有放弃的打算& 第二个案例是难管的边

境#描述了中越边境上几种骚乱的情况#如汉奸'沙匪

等& 第三个案例是!送星厂"之乱#通过北京'广州和

河内三方对银矿!送星厂"华工暴动的处理措施#强调

两方对边境地区的极力控制& 第四个案例是清越战

争#在介绍了国内的战争背景和清朝败退的结果后#指

出清朝通过朝觐的复杂仪式实现了对西山朝的接受&

第五个案例是阮朝建立#在往来关系从陆地转向海洋

的背景下#说明嘉隆帝$即阮世祖%如何在华人的帮助

下与清朝恢复朝贡关系#并获得!越南"的新封号&

通过以上案例#作者主要强调三个主题,即朝贡系

统尤其是仪式的功能#泰'越政权的动乱和统一#以及

中国侨民在以上事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与对西方的

外交不同#朝贡体系的政治策略在于维持一种双方都

认可的互动#并在遇到重大变故时便于调整& 但朝贡

体系在信息收集上的缺点也限制了清朝对它的利用#

导致清朝对西方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知之甚少&

"

朱海晶!李鸿坤%E+,=:7S(7S)13&!周语!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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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招聘启事&"$!& 年'

一! 文史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简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 "##$ 年 & 月 %# 日#

是复旦大学!AC@ 工程"支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之一& 作为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研究的一个国际性'

开放性的学术平台#文史研究院致力于沟通文史哲不

同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努力推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

化研究#同时也重视各种新文献和新资料的整理& 以

培养高层次人才为己任#文史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接

受海内外年轻学人来院开展学术研究&

二! 博士后申请资格

凡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品学兼优'身体健康#

博士毕业年限不超过 " 年#年龄一般在 B# 岁以下的优

秀青年均可申请&

三! 博士后招收!申请及录用

$一% 申请者需提供以下材料,$%%本人简历($"%

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或其他有关的有效证明文件

$应届毕业生可先递交申请表#待论文通过答辩后#再

递交论文通过答辩证明或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博士论文全本($B%硕士'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一览(

$@%本人拟在博士后期间从事的研究课题及研究工作

的初步计划&

$二% 经初审拟考虑接受申请的#$%%申请人可登录

全国博士后交互式网上办公系统$???O7S*,([+/)5+7)+3O

+3MO7,%#填写进站相关信息#具体见)关于开通博士后进

站申请网上办公的通知*& $"%属国家统招统分的应届

毕业博士研究生#由培养单位的研究生院在申请表的有

关栏目注明!属于国家统招统分应届毕业博士生"#并加

盖公章& $&%属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和在职工作以及具

有现役军人身份的人员#还需提供原单位同意其脱产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证明材料#同时注明对其出站后工

作去向的意见& $B%申请者在递交)博士后科研人员申

请表*时#还需要递交两位本学科领域博士生导师的推

荐信& $@%留学博士回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由国家

按国内同类人员的标准进行资助#申请手续同国内博

士& 留学人员还需另外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领

馆教育处$组%推荐意见*或回国人员证明&

$三% 每年 @ 月$讨论 B 月底前递交的申请材料%

和 %" 月$讨论 %% 月底前递交的申请材料%#工作站将

组织对申请人有关材料的审核& $%%由工作站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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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对申请者的政治思想表现'科

研能力'学术水平和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等进行考核评

议#视条件可进行面试或采取其它方式进一步考核&

$"%经审核同意接收的#由本工作站发给初审通知&

$&%待材料齐全后报学校博士后工作办公室#并由学

校博士后工作办公室发给正式录用通知书&

四! 入站及在站管理

被批准进站的申请者#必须拟定进站日期& 如确

有特殊原因超期#应在拟定日期前一个月向本站请假#

否则将不保留申请者进站资格& 被录用的博士后办理

进站手续时#应按照!博士后进站报到程序"逐项办理

有关手续#并与本站签订工作协议书#规定双方的责

任'权利及其它应遵守的事项&

五! 其它相关事宜

体格检查'博士后公寓'户口及配偶随迁'子女入

托等事项#请参见)复旦大学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简

章*&

六! 研究方向及合作导师

%O思想史与文化史'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葛兆

光教授

"O考古与艺术史!李星明教授

&O中外关系史'中亚史!芮传明教授

随着文史研究院和本工作站建设的进一步展开#

研究方向将会有所增加#合作导师也将有所增益& 竭

诚欢迎各相关领域有志于深造的博士来站工作&

七! 截止日期

上半年,"#%& 年 B 月 &# 日

下半年,"#%& 年 %% 月 &# 日

八! 联系方式

联系人,肖军!上海市邯郸路 ""# 号#复旦大学文

史研究院!"##B&&

电话U传真,#"%F@@DD @"CB

邮箱,VR25^205(,O150O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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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O#%!"#%&O#&#

#

"$!& 年 ! 月 !) 日

白若思$I+/)*/-(6E131_>*,%副研究员在圣彼得堡

参加!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纪念孟列夫

教授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中国江苏省靖江讲经中

0目连宝卷1的作用*的学术论文&

#

"$!& 年 ! 月 "$2"& 日

葛兆光教授作为贺礼嘉宾#代表复旦大学文史研

究院赴香港浸会大学#参加该校!饶宗颐国学院"成立

大会&

#

"$!& 年 ! 月 "' 日

董少新研究员代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赴北京

大学参加!文化传统与人文中国"协同创新中心启动

仪式#该中心由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各院系牵头#复旦大

学文史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参与& 复旦大学

文科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代表复旦大学校方出席#并在

合作文件上签字&

#

"$!& 年 ! 月

)唐研究*第十八卷刊载孙英刚副研究员)!朔旦

冬至"与!甲子革令",历法'谶纬与隋唐政治*的论文&

)复旦学报*"#%& 年第 % 期刊载朱莉丽助理研究

员)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的论文&

白若思副研究员的论文!47(519*7*(, E+3*/̀ OI*2F

)*, $%A&"F"#%" %, )S1HV)3(+35*,(3= *̀21+24E3*--*(,)

:7S+-(3"$李福清院士灿烂的学术生涯%'书评)评佐藤

仁史0中国农村4民间艺能,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
"

集+"1*')评杨士贤 0台湾闽南丧礼文化与民间文

学1*等三篇发表在美国 6/7>?@8:A -.-)#&$中国口头

与表演文学学刊%第 &% 期&

#

"$!& 年 " 月 ""2"A 日

葛兆光教授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参加该校日本近现

代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东亚关系学的构想"学术讨

论会#并作题为 !在东亚研究中国+在中国研究东

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五年来东亚研究的情况

$"##$F"#%"%"的报告&

#

"$!& 年 " 月 "( 日2& 月 ! 日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日本京都%主办')复旦学报*协办的!中国的日本认

识+日本的中国认识"学术研讨会在文史研究院举行&

日本学者末木文美士教授'伊东贵之教授'刘建辉副教

授'泷井一博副教授'?本涉副教授与中国学者胡令远

教授'徐静波副教授'孙英刚副研究员'朱溢副研究员'

朱莉丽助理研究员等参会并提交会议论文& 葛兆光教

授'末木文美士教授')复旦学报*主编黄颂杰教授'汪

涌豪教授参会#并在研讨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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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

)人文杂志*"#%& 年第 " 期刊载孙英刚副研究员

)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

的论文&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文汇报*分别以)大木

康谈明清江南文人生活*和)理性民主的讨论是使社

会趋近正义的有效手段*为题#发表大木康教授'池本

幸生教授参加 "#%" 年 %" 月在文史研究院召开的!世

界史U全球史视野中的东亚"学术会议期间接受的

访谈&

李星明研究员主编$合作%的)中国陵墓雕塑全集

+%+史前至秦代*获得由中国出版协会设立的!第四

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董少新副研究员受聘为文史研究院研究员#聘任

时间为 "#%" 年 %" 月&

#

"$!& 年 & 月 ! 日

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候选人安妮 $4,,*7> X*R/F

T13/%到我院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访问课题为

)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墨学复兴---基于0墨子+明鬼1

篇之多元议题*&

#

"$!& 年 & 月 " 日

)东方早报*文化版以)日本的!中国观"和中国的

!日本观"的一次对视*为题#整版报道我院!中国的日

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学术讨论会&

#

"$!& 年 & 月 # 日

我院举办第六十二场小型学术研究会#葛兆光教

授作题为)!聊为友谊的比赛"---从陈垣与胡适的争

论说到早期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典范*的报告#董少

新研究员主持&

#

"$!& 年 & 月 ' 日

我院举办 "#%& 年度博士生招生面试#确定 B 名录

取人选&

#

"$!& 年 & 月 )2!$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赴泰国曼谷参加由日本渥美国际

交流财团主办'泰国 KS(99(/()大学和日本北九州大

学协办的!亚洲未来论坛 "#%&"#并在论坛上作题为

)为什么是东亚#东亚如何认同. ---对东亚历史与文

化的再思考*的特别演讲&

#

"$!& 年 & 月 !" 日2!& 日

张佳助理研究员与博士研究生钱云'谢一峰$文史

研究院%'吴湛$中文系%'李甜'黄忠鑫$史地所%赴日

本京都#参加由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中国文

学研究室'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地理学研究室联合举办

的!京都大学-复旦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

会"&

#

"$!& 年 & 月 !# 日

东京大学副校长'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教授与

博士生一行应邀来我院参加!人文研究新趋势,东京大

学-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D 名东京大学博士生与 D

名文史研究院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发表了学术报告并

展开讨论& 葛兆光教授'羽田正教授作简短发言并参

与讨论和评议& 邓菲副研究员'孙英刚副研究员及白

若思副研究员分别担任三场讨论的主持人&

#

"$!& 年 & 月 !'2!(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参加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

中心!构建与生成,汉唐间的历史书写诸层面"访问学

者第二期工作坊#并担任主持'评议&

#

"$!& 年 & 月 !( 日

许全胜副研究员赴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东亚

系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这是该系与我院双边

交流协议下人员互访的部分&

#

"$!& 年 & 月 "! 日

葛兆光教授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思想

文化史主题演讲日---朱维铮先生周年祭学术活动"

作题为)东亚汉文文献的意义*的报告&

#

"$!& 年 & 月 "&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中国学论坛"

圆桌会议上发言#题目是!在历史中理解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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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G̀ 集团主席孙少文先生'香港大学饶宗颐

学术馆当然理事邓伟雄先生'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

访问我院#副院长董少新研究员接待并洽谈合作事宜&

#

"$!& 年 & 月 "' 日

英国 HV1)13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尼克+凯伊$'*7>

N(=1%教授来访#葛兆光教授'董少新研究员'孙英刚'

白若思副研究员等向客人介绍了文史研究院的情况#

并讨论今后合作的可能&

!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二十五期研习班#

我院特约研究员严耀中教授作题为)佛教东传的外因

与内因*的报告&

#

"$!& 年 & 月 "( 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系主任王博教授来访#

与我院讨论建设!传统文化与人文中国"协同创新中

心的相关事宜#并应邀在!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混

沌与名的限度*的学术报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教

授主持&

#

"$!& 年 & 月 "Z 日

我院举办第六十三场小型学术研究会#比利时鲁

汶大学博士生安妮$4,,*7> X*R/T13/%作题为)捍卫墨

子,论侯外庐对郭沫若0墨子+明鬼1主张之驳议*的

学术报告#张佳助理研究员主持&

#

"$!& 年 & 月

葛兆光教授)中国思想史* $第一卷%韩文译本由

韩国 .̀E.K出版社出版&

张佳助理研究员的论文)再叙彝伦,洪武时期的婚

丧礼俗改革*发表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 CB 本第一分&

葛兆光教授的论文)!聊为友谊的比赛"---从陈

垣与胡适的争论说到早期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典

范*发表在)历史研究*"#%& 年第 % 期(英文论文 8*/)+F

3=# .51+-+M=# (,5 X1,13(-.51+-+M*7(-8*/)+3=, 4J(/1

:)05=+2JS(, E055S*/9*, )S1K(,MQ=,(/)=$历史'思想

与思想史,以唐代禅宗研究为例%发表在郑培凯编 >)<

@)#&-)B*0;)&"5 *+):)&).#B+ "26+05)&)64$*4#)$)中国文

化研究新视野*#:[3*,M13出版%&

)文汇报*刊载董少新研究员的论文)从!东亚"到

!东亚海域",学术'政治与历史世界的构建*&

"

金秀英!整理



　　2013年3月27日，“复旦文史讲堂”第71场，北

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系系主任王博教授作题为《混沌

与名的限度》的学术报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震

教授主持。

　　2013 年3月5日，“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

第62场，葛兆光教授作题为《“聊为友谊的比赛”：

从陈垣与胡适的争论说到早期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

代典范》的报告。

　　2013 年3月29日，“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

会”第63场，访问学者、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生安

妮（Annick Gijsbers）作题为《捍卫墨子：论侯外庐

对郭沫若〈墨子·明鬼〉主张之驳议》的报告。

　　2013 年3月26日，“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研习

班第25期，特约研究员严耀中教授作题为《佛教东

传的外因与内因》的报告。

　　日本杏雨书屋（大阪）向我

院资料室赠送《宋板毛诗正义》

第一至三帙（2011年3月出版）。

　　俄国圣彼得堡大学东方

语言系向我院资料室赠送《王

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

　　台湾大学历史系向我院资料室赠送

书刊四册，包括《史原》第24 期与“台

大文史丛刊”系列专著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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