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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国学》

内容概要

《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是第一次由在美学者执笔、对北美中国学研究进行阶段性总
结的第一本结集，盘点过去几十年北美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学术界了解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动
态有重要意义。“研究概述”部分的综述文章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大纲与学科领域、断代、
专题相结合之方式编排，涵盖了北美学术界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教育、法
律等各个领域。“文献资源”部分收录了由北美中国学研究文献资讯人员撰写、有关海外中国研究电
子资源和专题文献资源的评介文章。书后附录“中国和亚洲研究英文期刊名录”和“人名西中文对照
表”，为希望了解北美中国学研究状况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大量有益的信息，使这部书具备了相对专
门的文献情报工具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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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 张海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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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北美汉学研究的这一子领域通过随后加强与中国相关领域的交流而逐渐成熟，这种交流在80
年代初期成为可能。如果不了解过去三十年来隐藏在众多研究活动背后的这一重要驱动力，我们将不
能理解早期中国领域的繁盛与活力。更广泛地看，这一发展也是在战后美国深入参与亚洲一太平洋事
务的国际政治背景中发生的，并且对建立美国版的人类过去的“大历史”多有贡献。但是，鉴于该领
域的多学科性和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的学科局限性，面对这样一个不断扩张的学术领域，即使是对
其最新近研究的历史都很难做出一个全面的报告。任何一篇文章都只能反映作者个人的观点；无论怎
样对该领域予以概述都很难避免其片面性，且没有提到的任何研究都不能认为它不重要。限于篇幅，
下面论述的重点在于识别一些反映北美早期中国研究各领域发展的一般趋势，并且笔者的讨论将聚焦
于大量使用考古发掘材料包括文字材料的研究，对于主要基于传世文献资料的很多优秀研究则有所简
略。笔者相信，其他学者一定可以写出一个与本文非常不同的早期中国研究的回顾，对此谨表尊重。
出土文献研究很有趣的是，当《早期中国》新成立之时，正是全世界刚刚听说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一重
大考古发现的时候，尤其是3号墓发现的“图书室”（东边厢57号长方形漆奁下层），提供了两个公元
前2世纪《老子》帛书的版本和四篇所谓的《黄老》文献，以及大批讨论医学和其他主题的竹简加。
之后，该领域的研究又因另外两批重要的发现而充满活力：郭店楚墓出土的道家和儒家竹书，和新近
发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对于传世文献史料价值的怀疑导致了寻找“更好”和“原初”文
本的愿望（这种理念已受到新近学术研究的挑战），以及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哲学持久的热衷，二者都
在这些考古出土的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些“原初”文本提供了巨大而崭新的研究机会，并且
吸引了早期中国领域大批学者的注意，他们以不同的研究兴趣从不同的角度成功地对其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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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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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国学》

精彩短评

1、导师给的目录。@资料室。
梳理有序，推介适量。
2、文章由多人执笔，体例、水平不一，但作为海外中国学的入门还是极佳的读本。首先是研究综述
，基本可以窥见各个领域如历史、文学在2010之前的概况，而且在各个学者所撰的综述中，往往会附
带谈到该领域的代表期刊以及文献资源（尤其是电子资源），这对于我们继续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无疑是一个指示作用。其次，本书还有文献资源一编专门介绍，最重要一篇文章是邹秀英关于《亚洲
研究文献目录数据库》的介绍。附录有期刊一览表可以参考，往往提供网站地址，但是今天已经有很
多失效了。
3、文章皆简介与概述，可做参考资料。
4、相关论文两篇：梅维恒《近三十年来北美地区中国语言研究的进展》和李亚非《汉语句法三十年
——美国学者研究综述》~

5、艺术史部分已阅。只想说：哦。
6、大致翻了一遍，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部分看得较仔细，不错的工具书，可作资料索引用
7、选了一些感兴趣的篇目读。
8、选着看了下。当资料书用
9、White Elephant。有助於想要去北美攻讀學位的孩子翻翻看，資源索引還不錯。#馬上學術#060
10、货卖用家是永恒的真理
11、在万圣偶然遇到 不是徐老师这学期要研究法律与宗教 我估计没有勇气 买这本书。。。
12、这个书不错，都是行家写的
13、翻了近代史及历代文学的部分，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
14、很不错的手册。尤其mark了这几篇：北美清代法制史研究，社会史以及关于清史和世界史大分流
论辩之反思，近来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的新走向，美国对中国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的研究
15、看了早期、中古中国、宗教，某种意义上的选校指南。
16、看了早期中國研究的相關篇目，覺得其實這個時段的劃分也值得繼續思考⋯⋯
17、郝瑞�中國人類學敘事的復甦與進步
18、讀畢中古史、文學史研究部份。
19、英文版网上随便下，只看了早期中国部分。
20、词典式图书，适合在书架上随时待查
21、参考资料，有些明显很敷衍⋯⋯读了感兴趣的几篇，人类学就是郝瑞在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上那篇，有点久远，不如看14年Frank Pieke的综述。文献资源部分对我这土鳖来讲意义就
很有限了。如果搞翻译，附录那个人名很实用。最大感想：人真多，不好混⋯⋯
22、工具书吖
23、这本书非常新，内容也十分详细，差不多涵盖了北美中国研究的各种议题，对于想要初步了解北
美，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很有益处。
24、几篇论文
25、了解一下国外研究状况也是很不错的
26、用的纸太厚了
27、翻翻可以，帮助不大。毕竟，谁敢靠三手的资料来了解自己的领域呢？
28、书非常好，卓越的书一直买，这次也很满意。书的品相很好，全新。就是包装上粗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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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曾有极精到的概括，也是文史研究者所熟知的，即取地下实物与纸上
遗文互相释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相补正、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
序》）虽然已有学者批评这种方法是把研究视野停留在传统文献，未能把出土文献当成独立的对象看
待，但无论如何这种方法对确立现代学术研究范式都有开山的作用。一般来说，地下实物就是出土文
物、文献；异族故书就是域外汉籍；外来观念就是西方理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要想“预流”等于
要时刻关注出土新文献还有西方新理论。后者在今天常被人批评为崇洋媚外或者视为削足适履。因为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学界经常出现一些“以论带史”的著作，所以人们对生套西方理论深恶痛绝。
然而谈到域外汉学时，我们并不能把他们简单等同于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史的人。事实上，一些汉
学家还喜欢声称自己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法。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海外学者本身就处于与中国不同
的语境里，而且他们接受过西方理论的训练。知识背景和结构的不同无疑会使他们具备不同的研究视
野，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
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
能同喻者也。”（《敦煌劫余录序》）这里只是谈到用新材料解决问题的意识是学术史的通义，并没
有直接谈到我们经常所说的“问题意识”。毋庸置疑，问题的产生往往需要新材料。这里的“新”可
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出土之新，也就是出土文献，一是传统之新，则是前人未加注意和利用的文献。
前者可以很自然地产生新问题，后者则需要有新视野才会有意识去挖掘。域外汉学在这方面就常有启
示，如女性研究、手抄本文化等等。因此也有人提倡把域外汉学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来研究，目的也是
在此。面对外国人的研究，中国学者要么视若无睹，要么极度焦虑。前者一般分为无意和有意：无意
就是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有意则是认为外国人不配研究中国的东西（文学？），向他们学习
就是殖民心态的表现，所以不理不睬。说实话，殖民心态和夜郎心态都是两种极端，不足取则。既然
开放是大势所趋，交流就不可避免。《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就是了解域外汉学的入门
读本。该书分研究综述和文献资源两个专题。前者基本可以窥见各个领域如历史、文学在2010之前的
概况，而且在各个学者所撰的综述中，往往会附带谈到该领域的代表期刊以及文献资源（尤其是电子
资源），这对于我们继续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无疑是一个指示作用。后者则对北美一些重要的文献
资源进行介绍，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邹秀英关于《亚洲研究文献目录数据库》的介绍。附录有期刊一
览表可以参考，大多提供网站地址，但是今天已经有很多失效了。本人较关注文史类的期刊，尤其是
古典文学。刘跃进曾在上世纪末《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掠影》谈到古典文学的研究期刊。
今略为增补，并附上新的官方网址。期刊中文名也许有多种译法，主要看英文名字。《哈佛亚洲研究
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http://www.hjas.org/《亚洲学刊》或称《泰东》（Asian Major
） 主办单位多次变更，现在由史语所出版。有三辑，其实就是不同时期不同主办单位的反映
。http://www2.ihp.sinica.edu.tw/publish5.php?TM=5&amp;M=6&amp;C=67&amp;V=3   《通报》   （T'oung
Pao）   www.brill.nl/tpao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www.umich.edu/~aos/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http://clear.wisc.edu/《
早期中国》（Early China）以先秦两汉为主。http://lucian.uchicago.edu/blogs/earlychina/(2009/8/1)    《中
国中古研究》（Early Medieval China）以汉末到初唐为主。http://www.earlymedievalchinagroup.org/    《
唐学报》（T'ang Studies）http://tangstudies.org/ 《宋辽金元》（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这个杂
志有两个前身。一个是Song Studies Newsletter 一个是 Bulletin of Sung-Yuan Studies ，都是不同时期的不
同名字而已。www.humanities.uci.edu/eastasian/SungYuan/JSYS/index.htm 《明代研究》（Ming Studies
）http: //www.paulrgoldin.com/(2009/8/1) 《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
）https://www.press.jhu.edu/journals/late_imperial_china/ 另外，2014年，蔡宗齐和袁行霈主编的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到现在已有四期，也非常值得古典文学研究者关注！官网 ：
http://jclc.dukejournals.org/总之，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最好的数据库就是《亚洲研究文献目录数据库》
（BAS数据库），可惜大陆高校很少订购这个数据库。但上述期刊一般都能在JSTOR、PROJECT
MUSE、Cambridge Journal、Taylor &amp; Francis Online等外文数据库下到全文。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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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北美中国学》的笔记-第439页

        经济学家李宏宾（Li Hongbin）和周黎安（Zhou Li'an）研究了改革期间“政绩激励”与省级领导
人的晋升状况（Li and Zhou 2005），他们明确提出了中国政府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并用定量数据加
以检验。
其中的“李宏宾”应为“李宏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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