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对话第 45 辑342

一位从古代典籍中解读中国文化的汉学家
——汪德迈 *

王　宁

现在，巴黎的中午、北京的卯正之时，我们为一件令人兴奋的盛

事聚焦视线，讨论汪德迈全集给我们、给世界带来的跨文化中国学。

半个世纪以来，我怀着让中国和世界互相了解的强烈愿望，从中

国国学特别是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与东西方的汉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多所交流，有很多的收获。而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在80 岁以后，见

到了当代最有代表性的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并且和他有过深度的

对话交流。

汪德迈先生之所以在中国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是由于他立身于有

着灿烂文化的法国，立足于当代变化多端的世界，而放眼于东方的这

个几千年文化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国。他用科学、有效的方法，

从根上来观察中国、研究中国、了解中国、阐释中国。在他研究工作

的起点，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以精神世界为重的方法和福柯的知识考

古学方法。而在深入研究的阶段，他秉承自己“任何研究方法都不能

提前预设，只能从研究实践中逐步得出”的内心认识，非常明确地提

出：“要解释中国文化的特征，就应该用中国文化自身提供的现象去解

释。”于是，他深刻认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完全摆脱了用

西方观点看中国的成见，用中国文化的事实说话，提出了很多真实而

精彩的命题，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对世界应有的贡献。

*　此文为作者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在“汪德迈中国学研究国际会议暨《汪德迈全集》出版发布会”

上发表的学术报告摘要。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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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迈研究中国独特的方法，不论是法国年鉴学派和福柯认知考

古学这两个入口，还是“用中国文化自身提供的现象去解释中国文化

特征”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则，都走向一个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

对话基础，那就是他的方法和中国国学方法的一致性。所以熟悉，是

由于从中国清代的乾嘉之学到近现代的章黄之学，都有一个“小学通

经史”的传统，讲究“求实”，注重“求根”，反对“臆断”，而汪德迈

的中国学，正是从中国古代元典中总结和概括中国文化的事实、梳理

中国文化的发展、寻求中国文化特色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学着

眼于人文精神、社会秩序与深层制度的解读，与汪德迈的方法，也是

完全一致的。但在这种熟悉之外，又感到有些陌生——在他的书和演

说里，时常有些我们习以为常没有关注到的问题进入论议，而且经过

讨论产生出乎意料的重大结论。这就是跨文化的作用，立足自身文化

如在“此山”，有时反而视而不见“真面目”。汪德迈的中国学，使我

们在研究自己文化的时候，常常得到大量的启发甚至惊喜。

解读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国家，“求根”是十分重要的，汪德

迈中国学从甲骨文和汉语文言文入手，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

他认为，“占卜学”是一种用“形式化的图形语言”来思考理性世界、

“建构对世界认知”的学问，这与欧洲的神话想象是不同的。这个论

断，让我们认识到《周易》和甲骨文的卜辞中蕴藏着的生活逻辑——

也就是在人文世界存在的现实中所显现的辩证思想。这种综合的、形

象的思维方法，贯穿在中国经学和诸子的理论创造中，形成了相对与

相依的和谐，成为东方思维的特点，一直贯穿到今天。

基于上述思想，汪德迈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汉字的表意特征，

发掘汉字结构的理性。将近半个世纪，汉字的性质问题成东西方文化

对话的最大障碍。我们自己用来源于西方的观念，提出汉字改革的种

种理论，与国学派“保存国故”的思想尖锐对立的时候，汪德迈从中

国文化的事实中，清晰地阐释了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阐释了汉字

结构中存在的理性思维，和我们一起完善了汉字构形系统论的思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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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汪德迈以锐敏的眼光看到，汉字赋予汉

语的，绝不仅仅是对口语消极地记录，而是将意义蕴藏在字形中，表

现出词所指的物态与思想。他对汉字有这样的认识：“（汉字所具有的）

语言的交流功能和思辨功能普遍的双重性，水印式地清晰显现出来。

这一普遍的双重性是所有语言的根本，但被拼音文字淹没在书写和口

语的混合之中。”汪德迈称汉字记录的汉语为“图文语言”，提出了这

样一个很有创造性的观点：人类思维的理性在逻辑学与汉字学中同样

具有，但表现方式不同，逻辑学显示了理性判断之间的联系，而汉字

学显示了思维知性与现实事物存在之间的联系。我们虽常年使用汉字，

却没有如此深入地比较过、表述过。

汪德迈从对汉语的认识出发，提出了甲骨文就是最早汉字、甲骨

文之前没有其他汉字的设想，与我们所想到的“前文字现象”产生了

极大的共鸣，使汉字起源的科学推测有了进一步加深的可能。

汪德迈对汉语文言文有独特见解。他针对文言与经典的关系、经

典与汉字的切合、汉字与占卜理性的一致性、占卜理性与生活逻辑的

一致性，提出了汉语文言在思维上独特的作用，他从汉语的思辨功能、

日常交际功能和在社会文化改革中的渗透功能，发掘并指出文言的传

续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他从语言与思维的发展过程，解释从甲

骨文到现代汉语之间发生的变化，及其在中国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双重

地位。为此，他提出了欧洲汉学界普及汉语文言文的必要性。2019 年，

他和金丝燕教授主编出版了《汉语文言读本》，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教

材，这个读本所选的文言文片段，大多与中国古代最深刻的制度文化

相关，它标志着法国的汉学在从根上观察中国、理解中国，走到了汉

学研究十分深刻的新高度。

汪德迈对中国“礼学”研究有独特的贡献，他纠正了欧洲汉学把

中国的“礼”误解为仅仅是“礼仪形式”的错误认识，从“三礼”元

典的解读中，发掘出中国古代的礼制文化对建构社会秩序的作用，由

此对周礼记录的理想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分封制度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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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了这些制度的合理性和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所起

的作用，以及这些制度带给今天社会的影响。这些认识，打破了曾经

在西方有着很大影响的“中国落后论”；也警醒了在中国国内还存在的

“历史虚无主义”。这种从历史的事实出发来观察现代社会的方法，也

带有普遍的意义，是汪德迈中国学对世界汉学很重要的贡献。

汪德迈在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中，充分运用了中国国学有力的

工具“文字训诂学”。他通过元典中词语的意义来追究史实、斧正观

念，这种悉心治学的态度，使他常常有新的发现。最近，他在对中国

文化十分重要的典籍《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发现欧洲此前的翻译把

《正纬》一章中所说的纬书的“伪”翻译成“虚假”的意思，他认为，

“纬”是“经”的补充，所以“正纬”，是由于其中有不实的“谶”掺

入，需要反正，所以，这里的“伪”只是“假托”之义，而不是“虚

假”、“差错”。仅仅一个词的意义，可以看出他对《文心雕龙》宗经、

正纬思想的深入理解，看出他阅读和理解汉语文言文超常的能力。这

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汪德迈不但忠实地遵循着“用中国文化的事实来

研究中国文化特点”的方法，而且严格地遵循着“用准确的汉语语义

来阐释经典文本、解释中国思想”的原则。这一点，中国专业的学者，

也未必都做得到呢！

在与汪德迈先生 5 年的交流中，通过多次的对话，听过他很多精

彩的演说，读过他用中文书写或由法文译成中文的论著，知道他积

七十多年的努力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的不平常的深入研究。感

受到他的研究科学的强力与艺术的魅力。我也进一步思考过，为什么

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他能有如此的说服力，他的研究成果能够让我们

这些生长在中国、毕生研究自己祖国历史典籍和语言文字的人有“见

我见而见我不见，知我知而超越我知”的感觉？我想，这与他具有世

界文化的视野，把中国放到世界文化的大环境下包容与尊重，带着诚

恳与善意去评论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比较的态度和观念有关吧！

他说：“要理解中国，与其说铭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如去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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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殊性扎在世界文化共有之土壤中的根基。”这就是说，首先要关

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不是那些不足道的普遍性；但是，这种特殊，

毕竟扎根于世界文化的土壤中，含有人类发展“普遍的真实”，所以，

不但可以交流与理解，而且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这个出发

点，拉近了作者和中国的距离，搭建了东西方学者相互理解的桥梁，

也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期待与汪德迈先生更多的交流，向他学习。汪德迈中国学已经成

为跨文化学的典范，愿它承载着世界人民和各国学者的希望，承载着

中法人民和学者的友谊，不断发展，影响世界，常新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