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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人物

德裔美國漢學家夏德學術述諭

Friedrich Hirth and His Achievements in Sinology

 程龍( Cheng Long )

 夏德(Fr^edrich H^^th, T845-1927)是近代著名的德

 裔美國漢學家，他1870年來到中國，供職於英國人赫德

 (Robert Har[, 1835-1911)掌控下的中國海關，到1895年

 最終返回德國，他在華累計生活了21年。夏德是一位典

 型的學者型官員，在從事海關工作之餘，他不但很好地

 掌握了漢語，還潛心研究中國歷史、中外關係史以及中

 國藝術。他^^生申用英文和德文撰寫過許多學術著作，

 在早期中西關係史、匈奴史、先秦史、藝術史和近代漢

 語等多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02年，夏德

 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赴美任教，講授中國歷史和

 中外關係史，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裏，他一直擔任該校

 中文系主任。夏德被譽為影響美國漢學界三位最重要的

 德國人之一，。德國漢學界曾評價夏德是晚清漢學家申

 「發展最快、水平最高的一位」。'

 國內學術界對夏德的瞭解始於20世紀30年代。

 1930年，姚從吾介紹了夏德關於匈奴史的研究(伏爾加

 河的匈人與匈奴> ; 3  1990年，林幹重述了夏德此文在匈

 奴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但這些成果均未能將夏德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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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此外，林英

 (20世紀中國與拜

占庭帝國關係研究

 綜述)。涉及到夏

 德對早期中西關係史中「拂棘」問題的考證，馮承鈞

 顧鈞則介紹了夏德與柔克義合譯《諸藩志》的情況。'

 ̂^^^^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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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及其夫人

 (囤^引自h杜p^//Openlibrary.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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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學．人物

 除上述成果外，夏德在先秦史、藝術史和近代漢語

 方面的學術成就尚未有人論及，甚至某些專門介紹德國

 漢學的著述也未能給予夏德足夠的關注，關於他的情況

 往往只有數百字的概括性介紹，有的甚至僅在注釋中提

 到夏德。鑒於國內學術界尚未有專文全面論述夏德的漢

 學成就，本文利用散見於歐美的各種歷史文獻，擬對夏

 德的學術成就做一全面梳理，力圖評價其在漢學界及各

 相關領域應有的地位，以復原夏德漢學成就的原貌。

申國的不解之緣

 夏德1845年4月16日出生於德國圖林根州哥達鎮

 (Go山a)的一個律師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一位法國移民，

 在法國大革命時死稟逃生來到德國。青年時代的夏德曾

 在歌達學院接受最基礎的拉丁文教育，並在科學方法論

 大師利特什爾佇．RltSch^)和荷普^M. Haupt)的指導下

 學習語言學和古典哲學。

 在1870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他被派往廣州，

 任職於廣東海關。1875年，他轉至廈門^作，兩年後，

 升任廈門海關稅務司。當年年底，他又調至上海，直到

 1888年返回德國前，他一直擔任上海海關稅務司統計部

 主任。

 1890年，結束兩年休假的夏德再次來到中國，先

 後在臺灣淡水、晉江、宜昌和重慶等地擔任海關專員。

 夏德在中國任職期間，致力於從事漢學研究，是當時

 著名漢學研究團體「英國皇家亞洲文會」(Royal ASiat^c

 Society Of Great B「htain and Irolan^)中比較積極的會員。

 1886年，他繼英國漢學家翟埋斯(^erbert Gile^)之後出

 任皇家亞洲文會會長，並主持編輯《皇家亞洲文會北中

 國支會會報卜除了母語德語外，他精通中、英、法、

 希臘、拉丁、突厥等多種語言文字。1895年他再次得到

 休假的機會返回慕尼黑並未再回到中國。'

 返回德國後，他希望在柏林大學謀求教職卻未能如

 願。1902年他受邀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工作，

 主要致力於中國歷史和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和教學。1904

 年，溥倫代表清政府參加美國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路過

 紐約時，夏德作為美國漢學家代表參加了歡迎活動，他

 還特別邀請溥倫到家中參觀了其多達6，000餘冊的中文

 藏書。。夏德還曾作為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

 指導成員參加過胡適的論文口試。

 1917年，夏德辭去教職返回德國，由於各種研究手

 稿隨托運的行李在歸途中丟失，他的心情備受打擊，在

 生命的最後十年間，他幾乎停止了任何研究活動。1927

 年1月10日，82歲的夏德在慕尼黑去世。

 二、大秦、拂林問題研究

中國歷史文獻關於早期中西交往的記載申時常

 提到的一個地方就是「大秦」，法國漢學家德經(De

 Guigne^)以及德國旅行家、地理和地質學家李希霍芬

 (^erd^nand Von R^chtho他n)都認定大秦是以羅馬為首都

 的羅馬帝國全境。一些西方學者根據1625年西安出土

 的《大秦景教流行碑》判斷敘利亞才是真正的大秦。但

 由於當時一些歐洲漢學家特別是法國漢學大師儒蓮(St.

 Ju^^en)等均認為景教碑係偽作，儘管當時承認此碑真

 實性的學者更多，但這種質疑畢竟使依據此碑的各種研

 究缺乏說服力。夏德則另闢蹊徑，他從常見的中國歷史

 文獻入手來研究這個問題，「從景教碑以外，從中國古

 代及中古的史籍文獻中，搜集證據，以證明大秦即敘利

 亞。」"

 1885年夏德出版了《中國與東羅馬:對中國歷史文

 獻中關於古代和中世紀兩國關係記載的研究》(仍油au^d

 the Rom]aW^ O「ien刀A:． Resea「chf^es inJto nh^eJ「7． AncJGnyJt an^d Medleeval

 R抽t^ons as Rcp「Gsentcd W O肘口而eSe Recov比)，這本也被

 8關於夏德離開中國的時間，李雲濤《日爾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一-一德國漢學之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頁

 4^)稱「^89T年夏德辭職回國」。實際情況是，夏德在^895年離開中國，但當時並未辭去海關職位，僅以休假的名義回到德國。

 ̂897年，兩年的休假結束，夏德卻在即將重返中國時正式辭去海關任職。

g"Phhnce p^^ Walked Up Three Harlc^n FljghtSl    NGw york nImes, June 2nd, l^04.

 10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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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作《大秦國全錄》的著作一舉「奠定了夏德在漢學界

 的聲譽」。"夏德在書中明確指出:「我斷定大秦古國，

 中古時代稱為拂林的，並非是以羅馬為首都的羅馬帝

 國，而僅是它的東部，即敘利亞、埃及和小亞細亞;而

 且首先是指敘利亞。」"

 夏德在書中所使用的中文歷史文獻主要包括《史

 記．大宛列傳》、《後漢書．西域傳》、《後漢書．南蠻西

 南夷列傳》、《三國志．魏略》、《新唐書》、《舊唐書》、

 《大秦景教流行碑》、《文獻通考．外國列傳》和《諸藩

 志》等。夏德很熟悉西方歷史和地理，並將上述中文文

 獻中大秦和拂棘的方位、道里、海港、都城、風俗等情

 況來與西方的歷史記載相互比照，從而得出了超越傳統

 的結論。

 夏德對「拂棘」的關注可以看做其「大秦」研究的

 延續。在《大秦國全錄》中，夏德指出，拂棘即申古時

 代的大秦，這個名字是通過唐代的景教傳教士傳入中國

 的，他將拂棘確定為耶穌的誕生地伯利值。1909年，夏

 德在《美國東方學會會報》上發表(拂林之謎)，"進

 一步完善了上述觀點。

 夏德的著作開創了拂棘研究的新局面，至少從兩個

 方面影響了未來的研究方向:「首先，拂棘就是中古的

 大秦，有關拂棘和大秦的記載都是指羅馬帝國和拜占庭

 帝國的東方領土，二者應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其次，

 新舊唐書中關於拂林的記載同入華景教傳教士有關。此

 後，西方學者們對拂林間題的興趣也日益濃厚。」"

 三、匈奴^巨研究

夏德作出卓越貢獻的另一個學術領域是關於匈奴史

 的研究。最早向中國學術界介紹夏德匈奴史研究的是留

 學柏林大學、曾翻譯《蒙古秘史》的姚從吾，他在1930

 年《國學季干叨上發表《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介紹了夏德(伏爾加河的匈人與匈奴> ^文。當代匈奴

 史研究專家林幹在(外國學者研究匈人和匈奴述評> ^

 文中也重述了對該文的介紹。夏德對匈奴史的研究承襲

 了他本人漢學研究的特點，即將中國歷史文獻與西方歷

 史文獻結合起來，對比研究，從而解決了一些學術界的

 重大問題。

 法國漢學家德經(^e Guigne^)曾注意到西方歷史

 文獻中有關於「匈人」(^un^]e^)的記載，聯繫到中國

 歷史文獻中的「匈奴」(^he Hun^)，他斷言西方的「匈

 人」就是中國的「匈奴」。這一大膽的假設將東西方的

 歷史記載聯繫起來，然而，德經沒有對這一假設提出任

 何論據，這招致了一些歐洲漢學家的詬病。《紐約時報》

 曾評價說，「儘管幾代人一直猜測阿提拉王的遊牧部落

 與建立強大遊牧政權的中國北方鄰居匈奴是同一民族，

 但是當這一觀點最初出現在法人德經著名的《匈奴史》

 ̂His伽^此恤ns^中時，還是受到了包括克拉普洛特

 (Hein「hCh K^ap「oth)在內的權威大家的嘲笑」，"而實證

 這一命題的任務最終還是落在了夏德身上。

 1899年，夏德在慕尼黑皇家科學院宣讀了一篇題為

 (伏爾加河的匈人和匈奴) (^o^ga-Hunnen and Hiung N^)

 的文章，他考證了《魏書．西域傳》等文獻，認為中國

 歷史文獻中匈奴之一部「奄蔡」就是後來西方文獻中的

 匈人「阿蘭」，由此，中西文獻之間關於匈奴或匈人的記

 載可以建立起對應關係。夏德從中國文獻入手，敏銳地

 觸及到其中的關鍵問題，其關於奄蔡、阿蘭的討論成為

 日後匈奴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並一直影響後來的申

 外學者在這一領域不斷深入研究。例如中國學者林幹、

 余太山、洪濤等都就這一間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l Edward Heyn, wprofessor Of Ch^neSc," Ncw York nimes, Aug. 23rd, l^02.

 12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自序)，頁2。

 13 F「icdric^^^付h, wThe Wys^ery Of Fu-L^n," JOumnal of the Amc^^can O「iepcal Sociefy, Vo^. 30, No.^^^Dec^ 1909^: 1-3^.

 14林英，(20世紀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綜述)，《世界歷史) 2006.5: 1^8?

^^ Edward Heyn, nProfessor Of Chinese, w New york n7mes, Aug. 23rd, tg02.

 16林幹，《匈奴史X(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余太山，(奄蔡、阿蘭考)，《西北民族研究^ 19^^．^? ^ng_1^l^l ;洪濤，(關

 於奄蔡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央民族學院學報> 199^.5: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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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德還發表了多篇關於匈奴史的論述，不斷改進和

 完善他的觀點，但這些論述多不為中國學術界所知，這

 稟有必要做一簡要介紹。1901年夏德向布達佩斯匈牙利

 科學院提交了論文(論匈人與中國人的關係)，"隨後

 又在《聖彼德堡科學院公報》上發表了(阿提拉家族的

 起源)"一文。1909年，已經在美國任教的夏德與另一

 位東方學家金斯米爾就匈奴史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夏

 德在《美國東方協會會報》上發表了他最後一篇匈奴史

 著述(金斯米爾先生與匈奴)，"對自己匈奴史研究中

 的核心問題做了最後的總結和修正。

 在上述研究中，夏德對自己先前的某些具體結論進

 行了批判。例如，夏德在(伏爾加河的匈人和匈奴)一

 文中對《史記．大宛列傳》「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這一文

 獻進行過研究。夏德指出，這個「大澤」可能是黑海。

 但在(金斯米爾先生與匈奴) ^文中，夏德做了修改，

 他認為「既然這個大澤的第一次出現可以追溯到《史

 記》中與奄蔡相關的記錄，我們就應該在奄蔡的原居地

 即亞速海(Sea Of Azof)和高加索地區之間來確定這個

 大湖的位置」，'。因此，這個大澤很有可能是亞速海。

 比起黑海，亞速海的位置和範圍更加精確和具體。

 除了對一些具體結論進行修正之外，夏德後續幾

 篇研究還提出了一個匈奴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在當時

 的西方漢學界，流行著一種語言學研究方法，即不需要

 深入研究中文歷史文獻，而僅憑古今或中外語言中地名

 發音的相似來做結論，判斷歷史上的地理關係，夏德對

 此頗為不滿。他指出「在識別古代中國文獻關於外國的

 敘述時，我們首先要努力確認歷史事實，而只有在建立

 事實之後，對於名稱的語言學解釋才會被看做是額外的

 證據」，有些學者恰恰相反，「陷入追求語源的狂熱中，

 一旦他的注意力集中於他認為相似的發音時，一些可能

警告他走錯了路的中國古代學者的論述都被拋到九霄雲

 外。」"據此，夏德認為，在研究匈奴史過程中如果遇

 到古今地名或用不同語言記載的地名時，應該採用如下

 的態度:「一個地方的名字，應該是留在最後考慮的事。

 在我們根據地方的特色把地點考定以後，如果字源上和

 中文名稱相符，這種額外證據的幫助，我們當然歡迎;

 但是我們必須小心，不可在考證基本事實以前，便一躍

 而前，提出語音的結論勺"夏德把這種方法貫徹到自

 己的研究中去，從不依靠相近的發音而輕易下結論。

 經過夏德的論證，德經關於「西方的匈人即中國匈

 奴」的假設得到了證實，朱傑勤評價說:「前此有許多學

 者懷疑德基涅(即德經)專憑臆說、不重證據的缺陷，

 經過夏德可以說已經補足。」"

 四、先秦史研究

 夏德在轉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後，因為教學的緣故

 開始關注先秦歷史。1908年他出版了根據講稿改編而成

 的《中國古代史)(伽肋址lWr ^istovy of刨iWa^乃肋e助口

 M竹e Cho^ Dynasfy)。正如該書副標題所顯示的，這是一

 部從上古到周代末期的歷史，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先

 秦史。夏德認為先秦歷史在中國歷史中佔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中國人與古代歷史的關係是如此緊密，世界上

 ̂^ Fned「hCh H4^^th，"Hunnenforschungen，"Revue O^^e^^xa/ pour七s乙^ud油^uI刃。功^Aa^^ue^ Vo^. ii, 190^? R^^q1．林幹，(外國學者研究匈人和

 匈奴述評(下)>中稱:「^90^-1926年，夏德又發表了《論匈人與中國人的關係卜，其注解中稱:「夏氏之文，載於匈牙利出版的

 《東方評論》第^1卷」。從法文期刊名來看，此期刊是《關於烏拉爾，阿勒泰研究的東方雜誌》。另外，林文中「第1^卷」係「第

 2卷」之誤，蓋期刊編號以羅馬數字標注，第2卷「Vn^.TT」易被看成「Vn^.^^」。

 18 Fhhed^hc^^而h, wDie Ah^^e^^^afe^ A^^^^a's nach Johannes vo^^ ThurOcz," BulXetin dG ^lAcadcmmAc des Sciences dc SA. Retersbo^^rg l F^f^^) Series, Vo^.

xii^: 220-26^.

 ̂^ F^ed^ic^l H^llh, wMr. KingSm^ll and the H^^ng Nu," Journal ofLth^e Amne「icaW O「ieaAa^ Sociery, Vo^. 30, No. l^Dec, 1909): 32-45.

2O hb^d.

2l Abid.

 22夏德著、朱傑勒譯，《大秦國全錄》，頁的。

 23林幹，(外國學者研究匈人和匈奴述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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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沒有其他人能超越他們。早期歷史，即經典的周代，

 是所有中國文化的創始階段，其所建立的標準一直影響

 到我們=天這個時代，且不僅僅限於中國本身，在某種

 程度上還影響到遠東，尤其是朝鮮和日本凹"

 《中國古代史》雖然是夏德的一部講稿，嚴格意義

 上說是一部教科書而不是專著，但這部書中卻包含了許

 多夏德自己對先秦史的理解。在書中，對於當時西方

 學術界頗為流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夏德提出了反

 對。他認為，「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重要宣導者拉克伯

 ̂ (Te^te^^^^acoupe^ie, 1844-1894) 25並沒有提供足夠

 的能說明申國文化源自於外國的證據，因此「他試圖把

人們歸功於黃帝的幾項文化成就當做巴比倫文明的分支

 是徒勞的」;"對於李希霍芬認為新疆東南部的綠洲是

 中華民族搖籃的觀點，夏德毫不客氣地指出:「從地理

 學的角度看，這一論斷是可能的、也有些道理。然而，

 最近的考古發現和文獻證據使上述觀點同樣靠不住。」"

 在對待申國神話和傳說故事的態度上，夏德同意沙蜿的

 看法，認為直到公元前吆世紀末，中國才有可信的歷

 史。因此，在(申國古代史》一書中，夏德只用非常少

 的篇幅來敘述上古的神話傳說。

 《中國古代史》的重點部分在周代，全書的後半部

 幾乎全部是周代歷史。夏德在書申特別強調了外來因素

 對周代歷史的影響。他指出，諸侯國正是在與匈奴和蠻

 夷的對外戰爭中拓展了邊疆，同時也利用這樣的契機發

 展壯大，以此來對抗中央政府。另外，他注意到胡服騎

 射等文化生活上的外來因素，認為:「從公元前五世紀

 開始，中國人生活上產生了重要變化，即腱靶化，這一

 變化在秦始皇時期仍很盛行力"而這種外來因素在政

 治和文化上的影響最終導致了周代的解體。「孔子的傳

 統被鍵靶、匈奴、斯基泰和突厥元素所取代。這一元素

 不管你叫它什麼，都是從中亞地區發展而來，並開始影

 響《周禮》占統治地位的區域門許多變化疊加在一起

 「影響了孔子的權威，而儒家文化正是防止周朝完全垮

 塌的力量。」"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夏德評

 價:「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中國這樣把學術應用於政府

 管理並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

 全書還散見著許多精彩的論述，如對各時期文化、

 中國地理、海航羅盤的興起、土地佔有的理論的論述等

 等。書中還有關於漢語拼寫和發音的簡單介紹，並附有

 大量圖片材料、年表、周代地圖和完備的索引。西方學

 術界這樣評價此書，「夏德教授為學生們提供了一部教

 科書，為普通讀者提供了一部參考書。這本是一個困難

 的任務，他卻完成的相當好。」"

 五、中國藝術史研究

 夏德有兩位兄弟，一位是出版商和藝術收藏家，另

 一位則是畫家。也許是家庭關係的影響，夏德對於藝術

 收藏和研究也頗為用心，他對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瓷器和繪畫領域。

 他的英文著作(古代瓷器:中國中世紀工業與貿易

 研究》探討了瓷器在中國的發明以及當今歐洲收藏者手

 申各種瓷器的來源，並從當時申國人的記載中探尋阿拉

 伯人將著名的青花瓷運往西方各國的商業線路。與其學

 24 R．F．Scho^z, nev^ew of乃乙凡^cient HXstory of CxZina．．乃扔乙所^0^^heC^乃0^ D抑as4y, by Fhhed^tc月Hirt^，月伽拙缸功c，射^^^da邪刀岱此叨lv of

 月研什閉^ and So切刁S研eW^ces, Vol.33, N0．3，1909: 249-2引．

 25關於拉克伯里「中國文化西來說」，參見Terrierl d^e Lacoupchhe, Wes肋刀乙喀而M仍e Early ChAnese Cy"vi7ization戶v^23叨B.C. Ao:20O:A．D，

 Repr^n^ Of thc 1894 Ed^^^on (Os^^ab^．uck: OtnO Zelle^．, 1966) 9

 26 Fnednc^^^^．此nhe几而印亡冊stOny or Ohina．．乃乃e Eud of仇乙刨ou D^Wasry (New， Yo^．k: Co^u^lb治Un^versity P^．ess, 1908)，p．^4.

27 AbJd.p.^8.

 28 R．F．Sc^lolzl "Rev^ew，"凡川拙M尬e AmnG^^Can A叨此my of忱乃比刃奶口此幼a^^叨切ces^ Vo^．羽，N0．3．190^, pP.249-25^.

 2g Fhhedr．^c^^^^也nhe An^cie^t Hisnory ofCy而乙? no nhe End of the Chou DKn^asfy (New Yo^．k: Cc^u^b^a Un^verSi^y Press, 1908),p.305.

 30 R.F. Scho^z, "Review," An/n^ais of [he Amc「iGan Acadcmy of po肋Ga^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3, No.3,1909, pP. 249-25^.

 31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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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研究相對應，夏德也收藏古代瓷器，主要是青花瓷，

 他的收藏引起了阿爾弗雷德(A^fFed)公爵的注意，公爵

 本人也是古代瓷器的收藏家和鑒賞家。今天，夏德與公

 爵的藏品都保存在哥達鎮的Duca^博物館。"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稟，夏德的學術興趣轉向了

 中國繪畫。他先後用德文撰寫了《中國藝術的外來影

 響^ (1896)、《中國繪畫書目) (1897)和《中國繪畫的

 起源> (1900)等一系列研究中國繪畫的著作。而1905

 年刊登在歐洲著名漢學雜誌《通報》上的英文著述《清

 代畫家雜記)(紡a^ps fnom 4□此c6Or s NonG Bo砍．庇地

 NotGs oW Some仍iW^ese几而ters of竹e RneseWt Dynasfy)則是

 夏德中國繪畫研究的代表性論著。同年，該書的單行本

 在荷蘭萊頓、德國萊比錫和美國紐約同時出版。這本書

 也被一些學者翻譯成《收藏家筆記片斷》或《一個收藏

 家關於清代畫家的雜記》。

 夏德之所以要撰寫這部《清代畫家雜記汕一方面

 源於他自己對清代畫作的收藏和喜愛，另一方面是他力

 圖扭轉當時西方漢學界對清代繪畫的偏見。在20世紀

 初，西方漢學界公認的關於中國繪畫的權威著作是英國

 漢學家翟理斯的《中國繪畫藝術史導論》(加血加血。血刀

 竹的e MISnoJy of口血ese Rhcto^^刁ArtJ Jgo5)0不過，翟埋

 斯只關注中國上古繪畫，而有意輕視清代藝術。其《中

 國繪畫藝術史導論》所介紹的繪畫大師全部來自明代以

 前，關於缺省清代畫家的理由，翟理斯認為主要是缺乏

 材料。他在書中解釋說:「在滿清時代沒有一個關於藝

 術的權威著作可供參考和引用」，"他還特別指出張庚

 的《國朝畫徵錄》雖然可以參閱，但其中缺乏藝術批評

 的成分，並不是令人滿意的文獻材料。由於翟埋斯的漢

 學成就和名氣，他關於清代繪畫不值一提的論斷對歐洲

 漢學界特別是從事中國藝術研究的學者影響很大。

 夏德對此極為不滿，他並不認同翟理斯關於清代缺

 少繪畫藝術文獻的觀點以及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相反，

 夏德覺得清代的藝術文獻浩如煙海，他認為:「翟埋斯

 的批評來自於傳統的偏見，但其觀點卻被許多學習藝術

 的學生所接受。其實，這些學生們很少有機會見到1644

 年以後的畫作力'。就在翟理斯出版《中國繪畫藝術史

 導論》的同一年，夏德推出了《清代畫家雜記》一書，

 其目的就是「要建議那些藝術研究者在沒有研究清代畫

 作之前不要被偏見所左右」。"

 《清代畫家雜記》是夏德居住在江蘇揚州和福建晉

 江時，根據自己的收藏和研究經歷所寫下的筆記，也是

為西方學者所準備的一本研究清代乃至中國繪畫藝術的

 入門書和工具書。該書主要介紹了清代67位有代表性

 的畫家。

 除了介紹清代畫家之外，夏德還在書後的附錄中列

 舉了45位清代以前的畫家以及28位繪畫史論的作者為

 西方藝術研究者提供參考。從他選取畫家的數量上看，

 他有意重點突出清代，而對明代及以前的畫家採取了從

 簡的態度，這樣的編排內容使《清代畫家雜記》成為了

 與翟理斯《申國繪畫藝術史導論》相抗衡的著作。同

 時，由於兩本書各有側重，它們幾乎同時成為西方藝術

 研究者案頭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

7\

 在初到中國的五年間，夏德任職於廣東並開始學習

 粵方言，但很快就轉而學習官話，並致力於晚清書面語

 的教學與研究。夏德對晚清書面語的研究和教學有著深

 刻的歷史背景。

 1840年以後，西方人大量進入中國，在學習語言

 的過程申，他們發現中國各地方言林立、差別極大，而

 書面語言則相對統一、各地通用。但絕大多數西方，

32 Edward Heyn, "Professor of Chinese," New York Times, Aug. 23rd, 1902.

33 Herbert A. Gil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Mnese Pictorial Ait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918), p. 170.

34 Friedrich Hirth, Scraps from a Collector's Note Book: Being Notes on Some Chinese Painters of the Present Dynasty (New York: G. E. Stechert,

1905), p. 5.

35 Ibi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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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了漢語書面語在文體上的巨大差別，紛紛以儒家經典

 作為書面語的學習材料，但很快他們就在實際應用中遇

 到了難題。儒家經典著作與清末公文的行文風格大相徑

 庭，其內容也與外交事務以及實際生活毫不相千。以英

 國駐廣州領事館譯員的密迪樂(Thomas Meadows)和英

 國駐華公使威妥瑪(^ho^nas Wade)為代表的西方人較早

 意識到這一間題並對漢語書面語進行系統分類研究。

 1847年，密迪樂在《漫談中國政府與中國人》

 (^^su肋r^ NotCs on什e Gowernmcnt and pcoo伯of Ch7in^)

 一書中將晚清公文中所使用的書面語稱為「文件體」

 (^ocu^ne^ltary Sty^e Or Bus^ness Style) Q它有別於上古時期

 的古文，被廣泛的用於19世紀的「書籍、官方通信以

 及任何其有公文特點的文獻中」。"鑒於其實用性，密

 迪樂主張外交官們應該主要學習這種書面語。

 為了使讀者對西方人所謂的「文件體」書面語有

 所理解，我在這裹引用一封西方外交官員用「文件體」

 書面語寫給中國官員的信，這也是後來西方人用來作為

 「文件體」書面語學習的範文。信中，這位西方外交官

 主動提出用西醫為中國官員患病的夫人醫治。其全文如

 下:

 昨日聞得今正夫人玉體違和，勢甚沉重，不勝懸

 系之至，未悉是否願服外國醫藥，如有欲延醫用

 藥之處，本大臣深可代為效勞。+懷掛念，希即

 玉復是望。此達，順頌日祉，並候令正夫人金

 安。^^

 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學習文件體書面語，威妥瑪編

 撰了(文件自邇集》，精心選取了148篇「文件體」範

 文，這是西方人學習晚清書面語的第一部專門教材。然

 而，威妥瑪雖然在《文件自邇集》中提供了大量「文件

 體」書面語的範文和部分翻譯，卻並沒有對「文件體」

 書面語的獨特語法特點和用詞習慣給予說明和解釋，這

 給廣大初學漢語的西方外交官帶來了一些的困難。這一

 工作直到^9世^5 80年代末，才由德國漢學家夏德完

 成。

 夏德在長期海關工作中認識到「文件體」書面語對

 於外交官的重要性，成為繼威妥瑪之後研究和推廣「文

 件體」書面語成就最高的西方學者。正是在他的努力

 下，「文件體」書面語教學在19世^^^80到90年代達到

 了頂峰。

 1888年夏德編著了「文件體」書面語教材《文件

 字句入門》，這本書用英文寫成，題目為NonCs oa伽

 CyJinese Doc^mcaAay^ 兄此。該書由上海別發洋行(Ke[ly

 & walSh Ltd．)出版，並同時在香港、橫濱和新加坡刊

 行。在《文件字句入門》一書中，夏德沿襲了威妥瑪對

 "Documentary Sty^e"的翻譯，仍用「文件」二字作為書

 的題目。

 夏德對威妥瑪《文件自邇集》的缺陷並不滿意，他

 積極總結「文件體」書面語特有的語法現象和用詞特點，

 而這正是威妥瑪沒有完成的^作。他在序言中謙虛地指

 出，「本書的目的只是在於確立個別的語法規則，而不是

 建立整個『文件體』的語法系統。當然，其中很多語法

 規則與其他文體有很密切的聯繫，而另外一些則完全是

 "文件體口的特點。本書主要討論的正是後者叮"

 夏德在書中介紹了34種「文件體」書面語特有的

 語法現象。例如，他注意到類似現代漢語「把字句」

 的「將字句」在「文件體」書面語中頻繁出現，他在研

 究這一語法現象後向學習者提示:「將」字之後、動詞

 之前的部分才是句子的賓語，並引用《文件自邇集》中

 的例子「將被拿之人立即釋放矣」，「現將執照帶回本衙

 門」等來予以說明。"夏德關於「文件體」語法的說明

 既簡潔又準確，是當時駐華外交官們不可多得的漢語學

 習材料。

 由於夏德長期供職中國海關，他將大量精力投入到

 36 ThomaS Wade & W.H山油', Yu-Ye^^ TZ^^-Erh Chi:． Gol7oq^^/al Chin^ese (Shanghai: S^a^^s^^ca^ DepannmlenL Of the lnspec^o^．a^e Gcneral Of Cus^omS,

Preface to the FirS^ Edition, 1867)T P. Xii.

 37 Thomas Wade, We/^-C^叨乃^-七所乙什刀兌竹油付"吶邱^s Se^e口細as 垃尼研仰en^s of刀locax刀叨栩丁乙竹^ese (Londo止T^^bne^．凡Co, 1867)l p. 46.

 38 Fhhedrich Hirth, l^]^^．oduCtion to Notcs on Ahe Chinese Documcn^^aW^y Sryle (Sha^lgha^: KelIy & We^Sh L^mited, IB88), p. 3.

39 AbJd.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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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學人物

 為海關^^人員講授「文件體」書面語的教學活動中。

 為此，除了《文件字句入門》外，夏德還編寫了《新關

 文件錄》和《文件小字典》等一系列針對海關外交人員

 的「文件體」書面語教材和工具書。現保存在美國加州

 大學圖書館的兩卷本《新關文件錄》主要為在清代海關

 工作的外國人處理海關事務提供文案上的幫助和便利，

 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實用性和專業性。書中的大量範文

 來自海關工作經常要接觸到的清代公文，包括進出口貨

 物制度和稅單等各種通關檔。《文件小字典》則是第一

 部「文件體」書面語工具書，這本漢英字典實際上是為

 了配合《新關文件錄》的教學而編撰的，收錄了該書所

 出現的所有生詞和短語，按照韋氏拼音的發音原則排

 序，查閱起來十分方便。

 七、結語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夏德的漢學研究涉獵

 面非常廣泛，且成績斐然，憑藉這些成就，夏德在晚清

 漢學界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的學術觀點也為漢學

 夏德關於「大秦、拂林是羅馬帝國東部即敘利亞」

 的論斷雖然也引起了一些爭論，但最終被大多數西方漢

 學家所接受。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1915年在《通報》

 上發表文章時就採納了夏德的觀點，稱「當紀元一世紀

 頃，中國人名地中海東部為大秦」，。。而沒有把大秦確

 定為整個羅馬帝國。他雖然對夏德論證過程的中若干細

 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認為自夏德以後，「三十

 年矣，無人提出異議也。」。朱傑勤曾評價夏德關於「大

 秦、拂棘」的研究「力排眾議，獨抒己見，把幾十年的

 學術上的懸案，成為定論，使千多年的中國與西方的文

 化關係的線索更為突出。」"

 夏德的對匈奴史的研究更是貢獻巨大，他把中國文

獻中關於匈奴的記載和西方文獻中關於匈人的記述聯繫

 起來，使匈奴在歐亞大陸上遷徙演變的歷史更加清晰明

 瞭，匈奴史研究也由此打破區域的界限而成為^門世界

 性的學問。夏德以後，中外治匈奴史者無不放眼歐亞大

 陸，同時利用中外文獻和考古發現進行相互參照，匈奴

 史研究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夏德對晚清繪畫史的研究第一次在西方漢學界強調

 了清代繪畫的藝術價值和重要地位，糾正了傳統的錯誤

 偏見，其對於西方藝術研究者客觀、正確地看待中國繪

 畫，特別是清代繪畫藝術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清代

 畫家雜記》一書出版後不久，即被歐洲漢學界譽為「歷

 史上關於中國繪畫最好的著作」。"

 而通過一系列「文件體」書面語專著、教材和工

 具書的編寫工作，夏德開創了晚清「文件體」書面語教

 學的新局面，他總結了「文件體」的語法規律和用詞特

 點，補充了大量「文件體」範文，更在申國海關內積極

 推動「文件體」書面語的教學，從而使「文件體」書面

 語進一步為廣大在華工作的外國人所認識和接受，極大

 提高了外交事務的1作效率。

 除了上述具體的漢學成果之外，夏德的學術貢獻還

 在於將傳統歐洲漢學輸入美國，從而推動了20世紀美國

 漢學的發展。賀昌群在20世紀30年代談到美國漢學向

 歐洲借鑒學習時認為美國漢學比起「歐洲先進諸國，固

 不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足以為斯學生色而放大光明者，

 二三十年來惟三人耳」，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哥倫比

 亞教授夏德」。。。

 夏德從25歲開始便於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此

 後的半個世紀稟，不論他身在中國、德國還是美國，都

 40伯希和，(犁軒為埃及亞歷山大城說)，原載《通報》印^^年。轉引自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 C北京:中華;

 局，仙57)，頁34^

 41同上註。

 42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譯者說明。

 43 Ed^ar^d ErkeSl nF「hed「hCh H^^nh," AItybus Asiae, Vo^.2,^No. 3(1927): 218-22^.

 44賀昌群，(悼弗洛爾氏)，《賀昌群文集》第3卷^t京:商務印書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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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學"人．物

 始終從事與中國相關的事務，並一直把漢學研究作為自

 己的事業執著地追尋。他的學術著作在西方和中國都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他木人也因此成為近代西方漢學界

 一顆耀眼的明星。

 1．仍^na an^d 4hc R肌肋Orien^f: RcseaWches in灼肋功．AncJen^t

 and Mcd7cval RelaAJons as Reprcsen^tcd in Old刨而ese

 Records ((大秦國全^S)). Shangha^, Hongkong: Ke^^y &

Wa^sh, 1885.

 2.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nese, W^th a Vocabu^ary, bor

 the Special Use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新關聞見

 錄))). Shanghai: SlatiStical Deparnment Of the rnspectoratc

Genora^ Of Customs, 1885-1888.

 3. Notes on Ahe Chj而ese Docum]entary SfylG ((文件字句入

 門}), Shanghal: Ke^^y & Welsh L^mlted, 1888.

 4．^ocabu切y of^ncxt:Bo砍0^^ocum切切^^肋ncse ((文件小

 字典氾. Shanghal: Statlst^cal Department Of山e Inspectora^e

General Of Customs, 1888.

 5．凡^Cyent用c^血血: A Stu^dy W Chinese Me研ewa^血口us．t7y助口

 乃肖此代中國古代瓷器氾．Le^p山c校Mun^Ch. 1888.

 6．Wo佃^-MuW^n叨抑口几口婢恤代伏爾加河的匈人和匈

 奴1), 1900.

 7．Ch^^esJS功cn^肋山叨代中國研究氾，1890.

 8．HU^n^n切血S功M昭叨代論匈人與中國人的關係?), Revue

 O^hcnLal pour les c^ud^es Ou^刃^o-Altai'que, Vo^. ii, 1901.

 9．口怕．A肌此E肋打比se血血．c而ncsJsc力叨K^^n^st ((申國藝

 術在外國的影響氾，1896.

 10. Uber die cinhei^iscben QeJfen Zur Gesch^cAfc der．

 功丁沅姑功切M刀府面代中國繪畫書目氾，1897.

 11．仍Cr^肋xstcAung und功sp^Un邸^egen此刀血．n彷怕面而

 C肋油代中國繪畫的起源刀，1900.

 ̂^. ChinJes7s功C凡而功Aen Ubey．西叨zet7肌血扔代中國青銅

 器氾，1904.

 13．S叨aps力vrn a GoZuector． s No忙月0砍^月扔莒M危s叨S^仞e

 C而ese几而肋s of Abc Pnesent Dyu刁5印代清代畫家雜

 記氾, New York: G.E. S[echertl 1^05.

 14. ReseaA．ch in Ch^in^a, Expedifion Of J903-04, under． fAe

 DI「ecti'onJ of B初cy WiyyISs. Sylyabary of Chincse Soun此

 代中國音韻)). Washin刨on D.C: Camne田e Instltutlon Of

Wash^ngton, 1907.

15. Ch^nese Metallic Mirrors; W^th Notes On Some Anc^en(

 Spec^^ne^]s Of the Musee Guimnet ((中國銅鏡氾. pans.

New York: G.E^Stechennl 1907.

 16．乃e刀n研叨^t:HJs肋y of China^ no nhe肋d o^Ghou Dyn^asfy

 代中國古代史汕．New York: Co^umbia Univers^ty Prcss,

1908.

 17．"The Mystery Of Fu-L^n。代弗林之謎氾．兀叨刀刃of the

Amer7can OrienAaf Soci'ety, Vo^. 30, No.1, (Dec. 1909):

1-31.

 18．"MI-．□ngs血ll and the H^ung Nu"代金斯米爾先生與

 匈奴氾．九urn^a^ of A叨叨仿刀0而榭Soc7e帆Vo^．30, No.

 l(Dec．, 1909): 32-45.

19. nEarly Ch^nese Not^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es."

 □關於東非的早期中文文獻氾乃凹刀aJ of thc A^7刨止抑

Or7enial Socrefyl Vo^.30,:No.K(Dec^ 1909): 46-57

 20.:Na衍柏此叨ocs Aor． t^Jc MyStory ofGy而ese py^血仞凡丁代中

 國繪畫史史料沁，New York, 1917.

 21．肋e Story of Chan^g Ki叨□而拙P7oone叮^ Wes肋刃刀口切

 兀抑奶口乃甜slaAiOn^ of Ch邪肋1Z3o^Ss^二皿刁乃肋S Shi-

 竹代張露傳氾，1917.

 22. Chau Ju-K^^a^ M乃^O^v女on Ahc Cy而ese and凡地肋此切

 the pw^肋油an^d nymj砲叨竹□切肋油代諸藩志)),TEntitled

Chu-fan-ch^. Edited, tr. from the Ch^nese and Annotated by

 Fncdrich Hirlh and W.W. Rockh山. Amsterdam: Orlental

Press, 1966.

 23. nD^e Ahnenta6el A(^^^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Ocz"代阿

 提拉家族的起源沁. Bu^^et^n de l Acade^Tlie des Sclences

 de St. Petersbourg, F^ft^l Serles, Vo^.x血22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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