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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汇集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

科部分教师的成果，是以主题的形式辑录各教师所发表的专题论文。

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员怨园缘 年复旦公学高等

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几门课程。员怨圆缘 年正式设

系，时称史学系。经过 员怨缘圆 年的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得到江

浙多所大学著名史学家加盟，实力大为增强。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

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教授；在世界史方

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教授。前辈学者

常常言及，那时的历史学系，与中文系一起共同构成复旦文科的“两个

超级大国”。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

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占据复旦文科发展的最前列，用周予同

先生的话来说，历史学系的发展就是要“为复旦争取学术地位”。

这其中，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员怨缘源 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

古史（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主任谭其骧）、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

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型。员怨缘愿 年中

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

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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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这些都显示中国近代史学科不断发展壮

大的情形。正是通过蔡尚思、胡绳武、金冲及、汪熙、陈绛、陈匡时、黄美

真、余子道、沈渭滨、黄苇、杨立强、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刘其奎、赵

少荃等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海内外学术

界所瞩目，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

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集体编撰的成果即包括有《中国近

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

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

等。员怨怨源 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

地”；员怨怨远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员怨怨愿 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

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这些皆为体现复旦历史学科

整体研究实力的标志，内中也包含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贡献。

步入 圆员 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又有长足发展。

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姜义华任主任，

吴景平、章清任副主任），圆园园源 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圆园园苑 年，

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

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问世，并在《中国

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数十篇专题研

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本学科每年都主办两次以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使本学

科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选录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

科为主的部分教师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出于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由于作者的年龄、阅历、学术视野和价值取

向各有不同而各具特色，但都是这些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开拓挖掘的成

果，是多年心血的积累，反映了这些教师的研究足迹和心路历程，也是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风貌的一角。通过这些著述，可以把握各个历史时

期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而且可以以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

审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过去和现在，进而为将来的

学科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以专题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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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组织书系的出版，因此，还有不少教师的论著未能收入其中，有的

教师此前已有集辑出版；暂时还没有这样考虑的，则只有留待他日了。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尊重历史，尊重此前各个历史时期

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从历史史实和“历史性”的成果中吸取养分，是

“创造”未来学术前沿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永恒的宗旨和道理。我们

出版这套书系，在借以回顾和总结以往的成绩及不足之时，同时向学界

和社会寻求批评，寻求来自更多层面的交流和沟通，以期共同推进史学

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

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编委会

圆园员圆 年 猿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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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代”和“翻译出版”是本论文集的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近

代”、“现代”和“近世”在汉语世界里一直有些纠缠不清。“近代”和

“现代”在英文里都是用“皂燥凿藻则灶”一词来表达的；而古文献中已有的

“近世”一词，在英文中常用“藻葬则造赠 皂燥凿藻则灶 责藻则蚤燥凿”，一般是用在与现在

较近的时代，界定也很含糊。在历史学界，所谓“近代”和“现代”的划

分，至今中外史学界分歧很大。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末 愿园 年代初，我在大学

就读时，大陆学者多把 员愿源园 年至 员愿源圆 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进入近

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将 员愿源园 年至 员怨员怨 年五四运动的一段历史称

为“近代史”，将 员怨员怨 年至 员怨源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

史”，将 员怨源怨 年以后的历史称为“当代史”。以这一分期法为基础形成

的代表论著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

动》等。在西方史学研究中，近代、现代、当代的区别似乎并不存在，所

谓“皂燥凿藻则灶”一词，往往包括了一段相当长远的时期，从文艺复兴一直

到今天，即便要对这一长久的历史时期有所划分的话，也只是用“前现

代”（责则藻鄄皂燥凿藻则灶）和“后现代”（ 责燥泽贼鄄皂燥凿藻则灶）这样的词，并不舍去“现

代”一 词。英 文“ 皂燥凿藻则灶”一 词 是 与“ 皂燥凿藻则灶蚤贼赠”（ 现 代 性）和

“皂燥凿藻则灶蚤扎葬贼蚤燥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海外史家的一些论

著中，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多从西欧开始近代社会的 员远、员苑 世纪算起。

如当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的苏联著名学者齐赫文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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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科学出版社 员怨苑圆 年出版）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确定在 员远源源 年，理由是满族贵族征服明王朝恰好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

员远源园 年的英国革命相吻合，可以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的框架里去

认识。

台湾著名学者郭廷以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代化的落后，“其症结

并不全在百年之内，实远伏于百年以前，特别是百年前的百年”。〔 员 〕他

在晚年完成的《近代中国史纲》，也是以 员远 世纪的欧人东来为起点，而

重点是放在鸦片战争后，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起于 员远 世纪欧人东

来，迄于 员怨员圆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下册迄于 员怨源怨 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

取得政权。该书的基本线索与大陆史学界叙述的近代史和现代史最为

衔接，本人认为这样的处理比较合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实际。记得当

年随朱维铮先生读硕士，他非常主张政治史与文化史、学术史的分期，

应当有不同的划分法，曾极力主张将 员远 世纪晚期到 圆园 世纪初期，即晚

明到晚清那三百多年间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过

程来研究。〔 圆 〕我的硕士论文将近代西书中译的开端追溯到晚明的徐

光启，而不是从林则徐的译书开始，也明显是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 猿 〕

本文集收入的论文大致也是从 员远 世纪下半期开始，至清末民初，重点

在晚清。

翻译活动在中国起源很早，《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周王朝翻

译活动的记述，最初“翻译”大多是指从事翻译的工作者，或有学者将

之界定为近现代的一个新词，〔 源 〕实为大误。中国古代有近 猿 园园园 年不

间断的翻译活动，因而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也留下了数量巨大、内

〔 员 〕

〔 圆 〕

〔 猿 〕

〔 源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员怨怨怨 年；参见氏著《中国近代化的延误》，罗

荣渠等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员怨怨圆 年，第 源猿 页。

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员怨愿苑 年。

硕士论文《晚清西书中译与文化界》是我 员怨愿缘 年在朱维铮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后经修改，以

《晚清西书中译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题，全文连载于叶再生主编的《出版史研究》第 圆、猿
辑，中国书籍出版社，员怨怨源—员怨怨缘 年；又收入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

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圆园园源 年，第 员园苑—员远猿 页。由于该文与本文集中所收

多篇论文内容有重复，故不收录。

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圆园员园 年，第 圆园源 页。



自
摇
序

Ⅲ摇摇摇摇

容极为丰富的翻译文献，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研

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出现得相当晚。大约在 圆园 世纪初才有一些系统

研究的追求，如 员怨园圆 年的《中外日报》上刊登有佚名的《译书略论》一

文，在这篇近 猿 园园园 字的文章中，第一次把明末至清末的翻译史划分为

四个时期，并标明了每个时期所处的时代、所译之书、译书之人、译书之

地、译书之宗旨、译书之经费，并简要地分析了每个时期的译书特点。

圆园 世纪的 圆园 年代，开始有学者尝试以现代的眼光研究和整理中国翻

译史，如 员怨圆园 年梁启超在撰写《中国佛教史》的同时，先后写下了《佛

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后者以《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为题，

发表于 员怨圆员 年 苑 月 员苑 日《改造》第三卷第 员员 号。员怨圆源 年发表在《小

说月报》上的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和 员怨圆缘 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

贺麟《严复的翻译》两文，对两位近世翻译史上的巨擘进行了研究，拉

开了近代翻译史研究的序幕。贺麟曾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就是编写一

部《翻译西籍小史》，分五章：一、绪论，二、翻译西籍发轫时期———明

末清初之翻译，三、翻译西籍复兴时期———江南制造局及同文馆之翻

译，三、林纾严复时期之翻译，四、新闻化运动以来之翻译。员怨圆缘 年第

圆圆 卷第 圆员 期刊载的他的博士论文《严复的翻译》仅仅是该书的一部

分，可惜全书未能完成。员怨猿愿 年阿英有志于以章回体形式来编纂近代

中国的《翻译史话》，第一回“普希金初临中土、高尔基远涉重洋”，第二

回“莱芒托夫一显身手、托尔斯泰两试新装”，第三回“虚无党美人款款

西去、黑衣教士施施东来”，第四回“吟边燕语奇情传海外，蛮陬花劫艳

事说冰洲”，可惜仅仅写了四回便没有了下文。员怨源员 年他完成的《初期

的翻译杂志》可能也是他翻译史计划的一部分。〔 员 〕 员怨源源 年《说文月

刊》第四卷刊有郑鹤声撰写的《八十年来官办编译事业之检讨》。

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至 苑园 年代末，大陆的学术研究进入低潮，但是海外

仍有研究出现，代表性的研究有美国钱存训的硕士论文《近代译书对

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后发表于《远东季刊》（云葬则 耘葬泽贼藻则灶 匝怎葬则贼藻则造赠）员怨缘源

年 缘 月第 员源 卷第 猿 期，该文应用计量目录学的方法，对 员远—圆园 世纪 源园

〔 员 〕 参见阿英《小说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员怨愿员 年，第 圆圆园—圆源远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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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中国翻译史进行了综合研究，指出近代各个时期译书的来源、类

别、性质和数量，反映出当时译书活动的动机和知识者的思想动向。〔 员 〕

员怨远远 年韩迪厚完成的硕士论文《严复林纾傅东华翻译检讨》，后以《近

代翻译史话》为题于 员怨远怨 年由香港辰冲图书公司出版。该书第一章为

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概观，第二章严复及其翻译理论，第三

章林纾及其译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第四章傅东华及其同时代的译作

者，第五章为结语，谈了作者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看法以及对今后研

究的展望。整个研究似乎比较浅显，但确实代表了 圆园 世纪 远园 年代中

国翻译史研究的水平。大陆地区的第一部翻译史著作是 员怨愿源 年由中

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的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该书的问世首

次将中国翻译的两个传统，即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连在一起，填补了中

国翻译史研究体系上的空白。从 员怨愿源 年起至 圆员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著作堪称蔚为大观，不胜枚举。〔 圆 〕

翻译研究涉及多种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它不仅要研究翻译的本

体，如翻译的性质、作用、标准、理论、技巧与方法；口译、笔译、同声传

译、机器翻译等不同的形式；直译、意译、音译、编译、重译、豪杰译等不

同译论与译法；形似、意似和神似等不同风格，也有关于翻译与社会、翻

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翻译史同样也可以由多种方式来

切入，如通史类的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也可以是断代史，如明代翻

译史、清代翻译史；可以是区域性的研究，如买提尼牙孜主编的《西域

〔 员 〕

〔 圆 〕

该文由戴文伯中译，首刊于《明报月刊》第 愿 卷（员怨苑源 年）第 怨 期，后载《文献》员怨愿远 年第 圆
期，收入钱存训《东西文化交流论丛》，商务印书馆，圆园园怨 年。

详细的书目可参见文军、穆雷主编的《中国翻译理论著作概要（员怨园圆—圆园园苑）》，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出版社，圆园园怨 年。该书收录 员怨源怨 年以后的著作较为全面，而 员怨源怨 年前的著作失收

甚多。该书 员怨源怨 年前列出的翻译理论著作仅商务印书馆版李文彬的《华英翻译金针》一

种，而仅商务印书馆一家失收的就有商务印书馆 员怨园源 年前出版的颜惠庆著《华英翻译捷

诀》、员怨园苑 年出版的吴嘉善编著的《翻译小补》，以及《英法尺牍译要》等。目录类失收就更

多了，仅《东西学书目》、《译书经眼录》和《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三种。据笔者眼界所

及，清末就有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员愿怨远 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大同译书局，

员愿怨愿 年）、黄庆澄的《中西普通书目表》（上海算学报馆，员愿怨愿 年）、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

问》（员怨园员 年）、沈兆祎的《新学书目提要》（上海通雅书局，员怨园猿 年）、陈洙的《江南制造局译

书提要》（员怨园怨 年）等，民国时期失收就更多了，如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张菊

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员怨猿苑 年，有抽印本单行）介绍了明末清初天文

学、数学和地理学译著 员猿圆 种，清末的译书 源远愿 种，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理化、地理测绘等多

种学科。参见收入本文集的《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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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员怨怨源 年），笔者也写过《江苏翻译出版史

略》（江苏人民出版社，员怨怨愿 年）；也可以是译家为中心的，如韩迪厚以

严复、林纾、傅东华三位译家为中心的《近代翻译史话》；也可以译作为

中心来叙述，如拙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公司，员怨怨远 年）。此外，还可以进行专题翻译史的探索：从翻译

理论角度切入，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员怨怨圆 年）；文学翻译史，如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

外翻译出版公司，员怨愿怨 年）；科学翻译史，如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

译史稿》（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员怨怨猿 年）。其他，如从社会史的角度切

入的翻译史研究，突出的代表是钱存训的《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

影响》。

历史上翻译与出版关系的研究，同样是翻译外部史研究的重要方

面。“翻译出版”作为一个整词何时出现，目前尚未完全厘清。较早将

“翻译出版”作为一个学科来认识的，据笔者所知是长期从事文学翻译

出版活动的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他在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曾先后写过

《翻译出版学刍议》和《翻译出版学初探》，指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

看，翻译出版是文字翻译成果的延续和传播，是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

或多种文字之后，在传播面上的进一步扩散。可见，翻译与出版两者关

系是十分密切的。”并呼吁建立一门翻译出版学，认为这一学科的任务

是：阐明翻译出版体系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演变；揭示翻译出版的运动

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在不同状态下的特殊规律；研究和调整翻译出

版全过程中各种环节的制约因素。〔 员 〕遗憾的是，这一在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中国出现的重要概念，没有引起翻译界的足够重视，员怨怨苑 年湖

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在以“翻译”起

头的 怨园 多个词条中竟然没有“翻译出版”的条目，而有些根本不成词

条的“词目”，却写入了这部建国以来最大的翻译百科全书。愿园 年代

以来的三十年间，尽管关于翻译学的理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迄今

〔 员 〕 李景端《翻译出版学初探》，该文是作者 员怨愿苑 年 员圆 月在香港“当代翻译研讨会”上宣读的论

文，后载《出版工作》员怨愿愿 年第 远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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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尚无一本专著以此为专门研究对象。关于“翻译出版”，笔者

先后在 员怨怨愿 年和 圆园园园 年分别完成了《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

民出版社）和《圆园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

社），两书大致能够反映我上一个世纪关于区域性中国翻译出版史研

究的一些想法。

本文集收录的是关于 员远 世纪末至 圆园 世纪 源园 年代中国近代翻译

出版史的 圆愿 篇论文，分为“译史通述”、“译局专论”、“译家译著”、“译

史或问”四编，反映了我近二十多年来有关中国翻译出版史研究的方

方面面。

第一编“译史通述”收录了 愿 篇论文，“通述”一词表示该辑论文主

要在“述学”的层面上，论文多追求将翻译出版史的史实描述清楚，尽

可能将描述接近准确和客观。开篇的《晚明至晚清的翻译：内部史与

外部史》，是我 圆园园怨 年应约在“阅读中国翻译史”暑期班和 圆园员园 年在

台湾政治大学所作演讲的整理稿，该文反映了我最近这些年对这一问

题的一些思考。留校后曾给本科生开设过“中国翻译史”的选修课，尽

管选修的同学甚少，但串讲了一遍中国翻译史却使我有了一路写下去

勇气，当时曾发愿来完成一部明清以来的中国近世翻译出版史。本编

收入一组均属通述性论文，包括近期完成的演讲稿《西学汉译文献与

中国翻译史研究》，都是围绕这一主旨而展开的写作。尽管有些论文

至今看来都显得非常稚嫩，鄙意以为对于初涉翻译出版史的学习者，仍

有作为入门文献导引的意义。正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深感由个人来完

成一部中国近世翻译出版史，实在勉为其难；且研究的面拓展得过宽，

很难将研究推向纵深发展，这也是目前一些通述性中国翻译史的缺陷。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后来自己将翻译出版的研究聚焦到地理

学译著和历史学译著这两大块。〔 员 〕

〔 员 〕 关于本人地理学译著和历史学译著的专门研究，可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

国———以 员愿员缘 至 员怨员员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圆园园园
年；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 员愿员缘 至 员怨园园 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

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圆园园苑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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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译局专论”。所谓“译局”主要泛指近代中国的翻译出

版机构。翻译出版机构的研究，在目前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中，

是较为薄弱的环节。而译局的研究却又是翻译史研究中不可或缺

的内容。翻译史是一种边缘的研究，在目前参与的研究群体中学

术背景各个不同，有来自外语系的，有来自中文系比较文学的，也

有来自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和科学史专业的。考察历史上的原本

与译本，外语系出身的研究者有天然的优势；考察历史上译本中出

现的人物形象等，中文系比较文学的易有深入的阐述，而研究法学

词汇术语，则法学专业的学者有自己的优势；而对出版机构的资料

进行细致入微的发掘，应是历史系出身的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些年我切入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角度，多集中在近代的翻译

出版机构。选入本编的 远 篇，《墨海书馆〈几何原本〉的续译与上海

新知识运动》，属于近期的新作。《京师同文馆及其译书简述》和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是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发表在

上海《出版史料》上的论文，也是学界从翻译出版史角度最早关于

这两个译局研究的学术论文。《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

化的发展》、《大同译书局及其刊行的史学译著》、《创办初期的商

务印书馆与〈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都是笔者最近两年间完

成的新作。这些论文抽样反映了近代中国译局的官方、教会和民

营三个重要的系统。

第三编“译家译著”选入文集的有 怨 篇。《克虏伯火炮与克虏

伯炮书的翻译》虽然篇幅不长，却是学界关于这一论题最早的开

掘。《黄胜及其〈火器略说〉》、《辛亥前杨荫杭著译活动述略》、

《丁福保与“丁氏医学丛书”》、《冯承钧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

献》、《张元济与共学社》、《赛珍珠作品最早的译评者伍蠡甫》、《巴

人翻译述论》等论文，都是属于新材料的开掘、整理和考订，虽然其

中若干论文距今已一二十年了，但当时均属用心之作。可以告慰

自己的是：其间不少论点当时曾被论著文集转摘转载，其间不少考

证，至今读来尚能成立，或仍具新意，如《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严复

与伍光建》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被论者列为“各种新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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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见。〔 员 〕

第四编“译林或问”收入一组 缘 篇论文。“或问”是古人针对疑难

的提问或设问，笔者借助该词表示这组论文主要是通过基本材料的研

读，所引出的一系列有意义的问题。史学研究述说除要求准确性之外，

还需要有深度的分析和自己的问题意识。本编选入的论文多力图在对

史料抉隐发微解读的基础上，阐释问题意识。研究翻译史无法全然绕

开译名和术语，因其直接关系着翻译的文化价值观，《〈瀛环志略〉译名

试评》是笔者尝试通过《瀛环志略》一书中的译名来讨论徐继畬的文化

选择。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编译开始于何时，学界看法不一，《近代最

早百科全书的编译与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通过资料的考辨，指出中

国近代最早的百科全书的编译工作开始于 员怨 世纪 远园 年代，而《大英百

科全书》的部分单篇长文译刊于 员怨 世纪 苑园 年代，员怨 世纪末的中国学

者通过日本引进了“百科全书”这一整词，并组织编译了中国的第一套

《普通百科全书》。目前关于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研究，在海内外学界

已渐成热点，该文留下了我最早在此方面探索的印记。医学史研究在

目前新文化史中也已成为新秀竞出的领域，收入本编的《西医译著与

近代中医界的反省》，是笔者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完成的关于西医东

渐问题的探索，该文关于近代西医译述和中医界如何反省自身的若干

思考，至今似乎仍有其学说史的意义。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我有好几年应

邀参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所主持的“明清以来中韩

文化关系研究”，曾留下了一批论文，《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

的朝鲜亡国史研究》是其中的一篇，该文就清末亡国史翻译高潮的形

成与梁启超关于亡国史研究的逻辑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关于清

末亡国史研究的体系，笔者认为是值得进一步展开研究的领域。一位

在西方被认为是三流的通俗作家的哈葛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译界中

却成为炙手可热的小说家，原因何在？笔者通过对林译哈葛德小说的

分析来研究接受环境对翻译原本选择的影响，尝试解答这一谜团。

从译家、译著、译局等具体个案入手，研究某一时期翻译出版与文

〔 员 〕 参见沈苏儒《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员怨怨愿 年，第 远园、愿圆、员员怨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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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复杂关系，梳理和整合中国近代翻译出版的流变脉络，并进而提出

翻译史上相关问题的思考，是我研究的基本方法。上述四编大概反映

了这种研究思考的路向。史学是研究一定空间中时间流逝演变的贯通

之学，史料与史观是史学的两翼，没有史料，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没

有史观，史学则成了失去了内在意义的孤家考证。史料强调的是

“证”，而史观重视的是“疏”。历史学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能够通过抉隐

发微，来揭示一系列似乎孤立事件之间的互相联系，进而获取其深层的

特别意义。

本文集书名中的“疏通”有着多重的意义。《汉书·孟喜传》有“同

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 员 〕这是“条理分辨”之意。《礼记·经解》称

“疏通知远，《书》教也”，〔 圆 〕这是“通达”之意；《史记·五帝本纪》中的

“疏通而知事”，〔 猿 〕亦即此意。为学以来，对“大而不当”的史观研究不

感兴趣，所作研究多为具体问题的“条理分辨”，若干总体的“疏通”阐

述，也都是建立在具体问题条理分辨的基础上，这几乎是收入本文集论

文的主要特点。当然，由史实构成的历史世界，又是一个具有意义和价

值的世界，“条理分辨”并非考辨史学的止境，笔者也在努力借鉴社会

科学和人文科学诸多新方法，以当下的眼光来“疏通”近代中国翻译出

版发展过程中事实之间的互相联系，揭示史料与史观之间的关联，从而

阐明这些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这是笔者所谓“疏通知译史”之精

神所在。

文集中收入的论文，都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在正式的刊物或论文集

上面世过。收入的单篇论文所据资料，尽己所能重新进行了核对，除了

个别字词和材料的讹误外，观点和材料均一仍其旧。凡该篇内容和材

料有所增改，均在该文附记中加以说明。由于各篇刊载的杂志或集刊

要求不一，因此，原篇若干分节未列标题处，本次收入文集时均补列适

〔 员 〕

〔 圆 〕

〔 猿 〕

班固等《汉书·儒林传》，《二十五史》第 员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员怨愿远 年影印版，第

远怨苑 页。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 员怨苑怨 年影印本，第 员远园怨 页。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二十五史》第 员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员怨愿远 年影印版，

第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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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摇摇摇摇

当的标题；原篇的注释或繁或简，或夹注、或脚注、或尾注、或多注合并，

收录文集时均统一为脚注；原文的中英文提要和关键词，按照论文集的

统一格式一律删除；对以往注释中的版本等缺漏，按照目前的要求加以

补正，以方便阅读。由于各篇分别撰写，写作前后持续近二十多年，所

以先后完成的论文各篇之间内容不免重复，或引用资料版本未尽一律；

论文集所据电子版原文件，或与正式面世的论文在字句上略有差异，尚

祈读者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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