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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汪德迈　撰　董晓萍　整理

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对我的著作产生兴趣，

出版我的书。今天我要谈的是，我一生都在研究中国文化，认识了一

批师友，他们曾给予我诸多帮助，让我不能忘记。

我在上大学期间，就开始认识从中国来的朋友。第一个中国朋友

姓谢，已记不住他的全名了。他大概在 1945 年离开法国，去了美国。

我结婚的时候，他还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读

书时，成为李治华先生的学生。我非常喜欢李老师。1951 年我毕业时，

想去中国，但那时候中国去不了，我就先到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先

到越南，后到日本。但我的研究对象始终是中国，没法到中国，我就

观察中国文化影响在周边国家的状况。像越南和日本等远东国家，都

有“汉字化”的古老现象，它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越南，我认识

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位越南籍的中国学学者。我们在同一所越南中

学教书，我教法国文化，他教中国文化。他讲授中国的唐诗令人着迷。

他用越南的文言上课，不用中国文言。在越南的文言中保留了唐代的

发音。他用越南文言为我朗读唐诗，发音很好听。后来我转到河内工

作，还和他保持联系。

离开越南后，我到达日本。在日本的几年里，我跟一些日本汉学

家结成了师友。日本的汉学积淀很深，这是由于日本文化根基的一部

分就是中国文化。同志社大学的内田智雄教授专攻中国法学史，因为

*　整理者注：此为作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 汪德迈

中国学研究国际会议暨《汪德迈全集》出版发布会”上的发言，使用语言为中文。在这次会议

之后，征得作者的同意，对原讲稿的局部文字做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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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巴黎索邦大学主修的专业就是法学，所以对他的中国法学史和中

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都很感兴趣，彼此很谈得来。他来法国的时候住在

我家，我去日本的时候也必看望他，我们之间的友谊未曾中断，直到

他去世，现在我也经常想起他。我在香港学习的时候拜饶宗颐先生为

老师。我们一起去印度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旅行，学习当地的语言

和文化。他每次来法国的时候也都住在我家，大家的关系都非常好。

这些越南学者、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都是我的朋友。

中国和汉字世界的文化注重人际关系，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我

喜欢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我认为，人类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最重要的

关系。西方的文化传统是“权理”的传统，“权理”传统忽略差异。中

国文化注意差异，属于礼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存在各种差异，中国

人讲究不同的差异，这很重要。

我认为，现在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研究逐步增加，但最

重要的还是文化研究，政治引起战争、文化产生友谊。

我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一辈子，中国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的故

乡一部分在法国，一部分在中国。我的子女和孙辈也都喜欢中国，这

让我深感宽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