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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史》

内容概要

《英国汉学史》的编撰以汉学家为经线，以历史事件为纬线，其间穿插了专题探讨和评析。应该说明
的是，国际汉学界是个流动的大舞台，书中所介绍的一些汉学家并非始终都是英国护照的持有者。有
些在英国汉学界工作数十年的外籍学者并没有加入英国国籍，据说荷兰籍汉学家龙彼得就是其中的一
位；有些则在退休之年才落户英伦，如美籍汉学家马士。鉴于以上情况，《英国汉学史》把那些为英
国汉学做过贡献的外籍学者和英籍汉学家放在一起加以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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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史》

作者简介

熊文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英语沙龙》顾问、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1961年自华东师范大学中
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作为国家第一批“出国储备汉语师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进修三年
，1973年至1975年留学英国。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英语言文化对比和翻译理论研究以及国际汉学研究。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四十余年，曾执教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四年，先后还在约旦哈希姆王国约旦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和新加坡迈新机构讲学多年。译著和著作有《实用汉语参考语法》、《汉英应用对比
概论》、《英汉翻译教程一一理论与实践》等，翻译对外汉语教材六十多部，发表论文、小说、散文
和影视作品百余篇，合译文学作品、撰写对比理论和编译的工具书有《他们》、《实用汉英小词典》
、《传传神的一举一动》、《汉英对比语法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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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史》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前汉学时期的英国汉学　一、跨世纪的英国汉学历程　二、安东尼·科林斯和马修·廷德
尔　三、哈切特和墨菲与《赵氏孤儿》　四、珀西与《好逑传》　五、哥尔斯密与《中国人信札》　
六、罗伯特·博伊尔、托马斯·海德和威廉·琼斯第二章 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　一、早期来华的英国
新教传教士代表人物　二、传教士家庭出身的汉学人才 　三、外交人员出身的汉学研究代表　四、筚
路蓝缕的汉学研究者 　五、悬壶济世的传教士第三章 后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　一、汉籍翻译大师理
雅各 　二、汉语拼读方案设计者威妥玛　三、伦敦大学汉学教授道格思 　四、科技翻译家和教育家
傅兰雅　五、剑桥大学汉文教授翟理斯 　六、西法西学的倡导者李提摩太　七、职业外交家兼汉学家
庄延龄　八、多次前往新疆和甘肃探险考古的斯坦因　九、紫禁城中的洋太傅庄士敦　十、潜心研究
中国民俗和方言的麦嘉温　十一、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汉学家慕阿德第四章 国际化、专业化和团队化的
现代英国汉学　一、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现代英国汉学界　二、韦利：出类拔萃的翻译家和汉学家　三
、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四、葛瑞汉与中国程朱理学　五、中国隋唐史专家杜希德　
六、英国学术院中国组主席杜德桥　七、一流学府栽培出来的英国汉学大家　八、国际精英会聚的汉
学大舞台第五章 从史论和实践角度看英国汉学　一、世俗化与英国汉学的发展　二、史学倾向与汉学
家的责任　三、微观汉学、实证主义与区域研究　四、汉学大国面对的现实　五、瀚海阑干百丈冰　
六、昔日的荣光与来日的辉煌附录一 专业与非专业的汉学刊物附录二 汉学书局和机构附录三 从事汉
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院校参考文献汉英人名对照表汉英术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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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前汉学时期的英国汉学一、跨世纪的英国汉学历程英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最初了解主要是通过
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的进口、水手和商人来华之所见所闻、欧洲大陆传教士寄回国内的书信和报
告，以及从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转译的汉籍名著等渠道。到了17世纪中叶之后便有《学术著作》
、《哲学汇刊》和《绅士杂志》等刊物转载中国消息，或者刊登介绍中华文明成就的文章。英国传教
士、学者和外交官对于汉语、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古代科技成就的早期探讨都是出于自发、分散
和随感的方式，但是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却极富远见卓识。鲁惟一说：“英国的早
期汉学研究和发展是一些开拓者个人自发进行的，当时不可能有任何学术机构对他们持续施压，让他
们对中国人的宗教、文学、哲学或者历史进行研究。荣誉永远属于那些不可能全职领薪的工作者。他
们没有或者几乎很少有可分享其知识或者在学术上可与之切磋的同事，公共图书馆的设备极差，不如
自己的藏书多。他们所做的一切与20世纪末的标准相去甚远，这原也是预料中的事。但是没有他们的
激励和奉献，今天就不可能有任何学者在学习汉语读和说方面迈出第一步。可以说亚瑟·韦利和李约
瑟两位学者曾经极尽全力向知识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位能在英国大学中担任
汉学研究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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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史》

编辑推荐

《英国汉学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Page 6



《英国汉学史》

精彩短评

1、一本普及版资料罗列的垃圾书
2、可与19世纪英国汉学研究相参照
3、装帧与内容还好，可作为学习参考！
4、内容与描述的一样。纸张、装帧一般。属于一般推荐的吧！
5、拿到以后发现挺厚的，苏慧廉作为一名传教士和汉学家，是这方面研究绕不过的了，写的也真的
不错~
6、翟理斯一节，区区六页，竟有将近三页是引文，其中一段长达两页有余，竟是小节的评价结论。
7、沒有條理胡亂來。詳略把握不當。沒有價值。
8、浮光掠影，意識形態色彩濃重，可供參考的東西不多。#2015緩緩讀#041
9、此书非常不严谨，小错误随处找，遗憾
10、废话不少，凑数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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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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