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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為德國埃爾蘭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院研究員。

1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一、前    言

與二戰後北美不斷專精的中國學不同，德國漢學

繼承了歐洲漢學跨時間段、跨學科的研究傳統。這一

傳統不僅體現在學者涉獵領域的廣度上，也體現在人

文學科機構的設置上。近年來，德國聯邦教育和科研

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在全國

建立起十所以德國猶太裔學者凱特‧漢姆柏格（Käte 

Hamburger, 1896-1992）為名的研究中心，旨在鼓勵全球

範圍內人文學科跨學科與地區的合作。以漢學為中心的

德國埃爾蘭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院也應運而生。

埃爾蘭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院建立於 2009年，研

究課題為：「命運、能動性及預測：東亞文化和歐洲

文化中的應對策略」（Fate, Freedom, and Prognostication: 

Strategies for Coping with the Future in East Asia and 

Europe）。創建人埃爾蘭根大學漢學系的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一直致力於中國古代數術與命運觀的思想

史研究。2009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機，未來充滿變數，人

們也開始反思當時如經濟預測等種種所謂科學預測。如

何把握未來便成了一個普遍議題。朗宓榭教授則希望人

文研究中心站在東亞傳統的角度上，跳出歐洲中心主義

來對這一議題進行解答。

二、研究構想

五十年前，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1937-1996）認為經典經濟學中包括「理性人」

在內的很多基本原則並不是對市場中人的行為的描述，

而更像是一系列人們應該如何去做的指導方針。他們因

此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嘲笑，認為是心理學家的外行

話。但二人堅持研究人的行為在現實中如何運作，而不

是應該如何。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發現人的市場行為

遵循著一套與理性大相逕庭的心理學原則。他們的研究

不僅開創了行為經濟學這一分科，卡內曼也因此獲得了

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

這一應然與實然的區別也存在於對預測的研究。

預測活動是人類普遍行為，但啓蒙運動以來，人們往往

用科學觀將預測分為合理與不合理兩類。前者被尊為科

學，而後者成為科學的對立面，被斥為迷信。言下之意

是人們應該以前者為榜樣，而棄後者如敝屣。但在日常

生活中，星座命理與人格心理學測試，「命」、「緣」

與「風險」、「評估」並行不悖。將前者棄之不顧就等

於無視一大部分人類預測活動。因此，埃爾蘭根大學國

際人文研究院力圖通過研究數術來理解人類日常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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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尤其是被斥為迷信的中國數術，並以此來拓展包

括科技史與思想史在內的人文學科領域。

三、學術交流

（一）訪問學者

在這一研究構想的指導下，埃爾蘭根大學國際人

文研究院每年接受 12名學者的訪問。迄今為止，已有

來自於全世界超過一百位學者到訪，涉及領域包括先秦

兩漢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以及出土文獻研究、明清

科技史與醫學史，以及中國宗教。中國之外，也有多位

研究西藏、日本、印度、歐洲中世紀，以及非洲占卜研

究者，也有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與哲學家進行跨文

化的研究。國際人文研究院希望通過定期組織學人的講 

座、研討會（interdisciplinary colloquium）、閱讀會（reading 

session）來把中國數術放在多個學科之間，作為一個普

遍研究對象來探討，而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學中某個專業

領域。

（二）學術會議

訪問學人之外，國際人文研究院每年就相關主題組

織國際會議，具代表性的如（右）表。

這些學術會議以及各種工作坊旨在從技術和思想的

角度入手來研究占卜，是以說明國際人文研究院特別注

意術語在不同學科間的應用，力圖打破由學術語言帶來

的學科間的壁壘。

（三）機構合作

1. 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

中國數術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思想史和科技史這兩

大領域，埃爾蘭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院與相關機構的合

作也集中在這兩個領域。劉大鈞教授創建的山東大學易

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歷來以研究《周易》而聞名

（以下稱周易研究中心）。自成立伊始，埃爾蘭根大學

國際人文研究院便與周易研究中心結成研究夥伴關係。

朗宓榭教授以及國際人文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也於 2010

年 4月、2011年 10月、2012年 9月和 2013年 9月訪問

周易研究中心，進行學術交流。每年周易研究中心與國

際人文研究院都有學者、博士生以及碩士生的交換和互

訪。

2. 馬克思•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

數術作為古代技術的一種，在科學技術史中有其獨

特之處。馬克思•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第三部門的薛鳳

（Dagmar Schäfer）也希望可以在主流的進化史觀之外妥

善描述中國古代的各種技術。自 2016年起，國際人文研

究院與馬克思•普朗克科學史研究所第三部門便以「闡

述不確定性：東亞歷史中的預測與計畫」（Accounting 

for Uncertainly: Prediction and Planning in Asian History）為

題，聯合 6名訪問學者，個人研究題目包括扶乩、清代

蝗災的預測以及當代日本的地震預測。這個合作計畫力

圖將不同的預測方法並列在一起來打破科學與迷信這一

水火不容的兩分法。 

表：國際人文研究院歷年具代表性國際會議主題

日  期 會議主題

2010.7 先秦兩漢時期的命運、自由與創造（Fate, 
Freedom and Creation in Early China）

2011.6 中國與歐洲傳統中的命運與預測（Fate and 
Prediction in Chinese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2013.5 解讀中國數術中的語言與符號（Reading the 
Signs-Languages of Prognosti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2014.1 阿拉伯世界對歐洲、中國占卜與實踐性學科的
影響（The Impact of Arabic Sources on Divination 
and the Practical Sciences in Europe and Asia）

2015.5 命、自由與預測：先秦兩漢與古地中海世界
的比較研究（Fate, Freedom and Prediction: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Method in Early 
China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2016.6 跨文明視野下的星命術：西方、印度、及中
國的占星術與祿命術的比較研究（Horoscopy 
across Civilization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Western, Indian, and Chinese Astrology and 
Chronomancy）

2016.7 中國數術（Mantic Arts in China）

2017.6 中國數術（2）（Mantic Arts in China (II)）

2017.10 中國數術：《易經》（Mantic Arts in China: The 
Book of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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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出版

（一）《中國數術大系》

在集結了不同領域的學人和機構後，埃爾蘭根大學

國際人文研究院於 2015年策劃出版叢書《中國數術大

系》，希望可以系統地敘述中國數術。這套叢書包括三

個部分：

1. 綜述

綜述部分勾勒數術的歷史演變、釐清相關術語，並

敘述其學術史上的意義。這部分著力於向學者呈現數術

研究的重要性。

2. 數術研究手冊

數術經常給人以密不示人的印象。其中的各種術語

更令中外人望而卻步。針對這些問題，數術研究手冊將

勾勒中國歷史上主要的數術占法，以簡潔易讀為標準，

使讀者可以快速了解其技術要領。占法之外還提供其在

史籍中的分類，以便查索。面向不同領域的研究者，手

冊還提供相關研究文獻，以便引用或作更深入的研究。

總之，便覽部分力圖向西方讀者具體展示什麼是中國數

術。

3. 數術在其他領域中的應用

數術並不僅限於某一特定群體，而是普遍存在於中

國社會中。因此我們有必要具體發掘數術在社會生活中

不同層面的應用。叢書將以不同學科為角度來敘述這些

層面，其中包括：

(1) 數術與出土文獻（Prognostication in Early Chinese 

Excavated Texts ）

(2) 數術與民間宗教（Popular Religion and Prognostication） 

(3) 數術與道教（Daoism and Prognostication）

(4) 數術與佛教（Buddhism and Prognostication）

(5) 數術與醫療（Medicine and Prognostication ）

(6) 數術與政治（Politics and Prognostication ）

(7) 數術與思想（Thought and Prognostication ）

(8) 數術與現當代日常生活（The Living Traditions of 

Prognostication ）

這些主題將分冊出版，向讀者展示占卜在中國社會

方方面面中的應用。同時也希望促成中國學不同領域專

家間的對話，以此來解析數術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與博睿出版社（Brill）的合作

《中國數術大系》獲得歐洲最大的學術出版社之一

博睿的鼎力支持。從 2016年以來，國際人文研究院也與

博睿達成合作意向。博睿不僅將承擔《中國數術大系》

的出版，而且將推出另一套以占卜為主題的叢書，旨在

出版世界占卜史的專著。除此之外，博睿將與國際人文

研究院共同推出以東亞占卜為主題的學術刊物，嚴格遵

循同行評鑑制度。在此也邀請各界人士一同參與協助，

不吝指教。

（三）專題出版

除了《中國數術大系》之外，國際人文研究院也一

直與博睿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不同主題的文集。如朗宓

榭主編的《應對未來：東亞占卜中的理論與實踐》（Coping 

with the Futur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Divination in East 

Asia）集結了中心 2009年以來訪問學人的研究，從文學、

宗教、政治、個人生活和中西交流的角度系統地闡述了

占卜在東亞社會的作用與影響。

201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

教授與法國巴黎大學高等學院的馬克（Marc Kalinowski）

教授以先秦兩漢出土日書為主題，在國際人文研究院

組織了為期兩天的會議。與會者包括北京大學的李零

教授以及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前所長古克禮

（Christopher Cullen）教授等多國學者。會議論文經過

系統的修改與整理，將以《早期中國的命書與流行文

化》（Books of Fa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China: The 

Daybook Manuscrip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為

題，計劃於今（2017）年由博睿出版。

同時，國際人文研究院也通過學術期刊發表了多個

專題。2012年恰逢北宋理學家邵雍誕辰一千周年。國際

人文研究院組織了以邵雍的命理思想為主題的會議。會

議論文發表在《華裔學刊》（Monumenta Serica）2013年

第 61卷。

2013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祁泰履（Terry F. Kleeman）

教授在國際人文研究院組織了以「此命可改乎？道教的

命運觀」（Changing Fate in Religious Daoism）為題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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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了美國與歐洲的多名學者。會議論文發表在《道教

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2014年第 6期的同名特

刊中。

2015年國際人文研究院在法國的《漢學研究》

（Études chinoises）第 33期第 2號發表了名為「中國的

機會、命運、與賭博」（Chance, destin et jeux de hasard en 

Chine）的專刊，從科技史，尤其是數學史的角度探討占

卜與中國古代博戲的聯繫。

（四）學人成果

國際人文研究院設置訪問學人項目的一個主要目

的是向學者提供時間和空間來完成個人研究。每年訪問

學人都有大量的學術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美國加州大學

河濱分校瑞麗（Lisa Raphals）教授的《早期中國與古希

臘的占卜》（Divination and Prediction in Early China and 

Ancient Greece, 2013）；祁泰履教授的《天師道：中國早

期道教團體的歷史與儀式》（Celestial Masters: History and 

Ritual in Early Daoist Communities , 2016）美國里海大學柯

鶴立教授與國際人文研究院趙璐博士合著的《筮法：新

出土的〈易〉占》（Stalk Divination: A Newly Discovered 

Alternative to the Book of Changes）等等。國際人文研究院

每年也通過回訪的形式來了解學人結束訪問後其著作的

出版情況。

五、成立學會

自從 2009年以來，國際人文研究院集結了全世界眾

多學者，研究著作也陸續出版。為了更持續和深入地研

究占卜，國際人文研究院於 2016年號召成立了「國際占

卜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Critical Study of 

Divination），這一學會邀請任何對尤其是東亞占卜有興

趣的人來參與，旨在將占卜研究逐漸發展為一個像類似

於醫學史、科學技術史的學科。

2016年 7月 19-22日，國際人文研究院召開了題為

「中國數術」的會議，邀請了中國大陸、臺灣、美國、

法國以及德國的 27名學者。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正

式成立這一學會，並邀請廣大學者參與。今後國際人文

研究院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學會會議，促成學人之間的相

互交流。

除會議之外，國際人文研究院也與博睿達成合作

意向，由博睿推出同行評審的期刊《占卜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Critical Study of Divination，暫定），主要發

表東亞占卜研究。希望這一期刊可以方便有志於此的學

者，也使中國數術研究有自己的一塊陣地。

六、結語：希望與挑戰

自從埃爾蘭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院成立之後，受到

了各界人士的鼓勵。首先國際人文研究院獲得了訪問學

人和眾多匿名評審的積極參與和監督，使得其學術研究

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在基礎設施上，埃爾蘭根大學

對國際人文研究院提供了各種幫助。2014年，國際人文

研究院也通過德國聯邦教育和科研部的審核，順利進入

第二個資助階段。朗宓榭教授更是於 2017年獲得了由科

技部授予的第十屆杜聰明獎，成為 2006年該獎項設置以

來第一位獲獎的人文學科學者。這一獎項也是對國際人

文研究院數術研究的肯定。

同時，國際人文研究院也遇到諸多挑戰。首先，占

卜作為研究對象始終受到學者的質疑。因此，這一「科

學的枷鎖」會成為中國數術研究未來一直要面對的問

題。其次，由於這一正統科學觀，占卜研究很難直接進

入高等教育機構。通常對這些題目的研究都集中在哲學

史、文化史、科技史以及人類學，並始終處在比較邊緣

的位置。研究這一學問的學者人數也仍然比較稀少。這

都是國際人文研究院和數術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