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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狄与侨居地汉学

——兼评中华书局版《西人论中国书目》
*

□ 王国强

摘  要：考狄是侨居地汉学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是沟通侨居地汉学法国和英美两大主要流

派的桥梁。考狄编写的《西人论中国书目》一书，对于侨居地汉学研究而言，具有奠定概念基础、提供

研究指南和保存珍贵史料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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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侨居地汉学研究”（项目编号：10CZS024）的研究成果。

①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24.4(1880): 384.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 100页。
③	关于考狄其人其书，笔者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亨利·考狄生平》（伯希和撰，全慧译，见考狄编《西人论中国书目》，

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5—14 页）、《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一版序》（亨利·考狄撰，韩一宇译，见考狄编：《西人

论中国书目》，第 15—24 页）和《亨利·柯蒂埃》（砺波护著，林恺胤译，见高田时雄编著，林恺胤译：《近代欧美汉学

家—东洋学的系谱·欧美篇》，台北：万卷楼，2019年，第 39—45 页）。为免重复，不再一一出注。

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
酷爱搜集文献，先后编纂有三大书目，分别为《西

人论中国书目》《印度支那书目》和《日本书目》。

其中以《西人论中国书目》最负盛名，该书曾获

得法兰西科学院金石与铭文学院颁发的 1880年儒
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①莫东寅在《汉学发
达史》中称其“久为世人所喜用，分类得体，子

目详细，为治东方学必备之书。”②

《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二版出全至今，已近

百年，海内外有多次重印。国内推出的影印本以

1938—1939年文殿阁书庄版和 1966年台湾文海出
版社版为代表，但已绝版、不易获取。案头置一套

考狄书目，应是国内汉学研究者共同的心愿。2017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版为实现此心愿提供了良机。

一、中华书局版《西人论中国书目》简介

中华书局版《西人论中国书目（附索引）》

（下文简称考狄书目）以民国文殿阁书庄本为底

本影印，16开，6大册，布面精装。与底本相比，
内容有所增加：第一册新增张西平撰《序言：西

方汉学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撰、全慧译《亨利·考狄生平》和

考狄撰、韩一宇译《〈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一版

序》3篇文章；新增第六册，是德国汉学家魏汉
茂（Hartmut Walravens，1944—）为书目编制的
人名索引。第一册新增内容含全书导读与背景介

绍以便读者了解考狄其人、考狄书目第一版的编

纂和出版情况及其书目在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读者最有兴趣的新增内容，应是第六册。考

狄书目被人批评最多的缺点，就是部头大却无索

引，使用起来多有不便。考狄《日本书目》和

《印度支那书目》，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编制，均

有索引，符合西方目录书的惯例。《西人论中国书

目》本来也打算编制索引，但 1924年该书第二版
出全，翌年考狄逝世，此事未有结果。直到 1953
年，才有一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编制的

《考狄书目人名索引》可以利用。惜乎篇幅有限，

不足百页，过于简略。2013年，魏汉茂又为考狄
书目编写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人名索引，书名翻译

过来也是《考狄书目人名索引》，中华书局版《西

人论中国书目》第六册所收即为此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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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书索引，功效略等于数字时代的搜索引

擎，可大大提高使用效率。对考狄《西人论中国

书目》这样的大部头目录书来说，更是如此。魏

汉茂编制的索引不限于原书正文，将注释和评论

部分也纳入其中；所列人名不仅包括汉学史上的

著名人物，还包括诸如“A.”“B***”“B., T.”之
类明显不是真名的署名。如此严谨细密的索引工

作，确实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比如想

要了解某位汉学家的学术贡献，在索引的指导下

翻阅原书，很快就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再如稍

稍翻阅下索引，就会对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沙
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
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考狄、翟
理斯（H. A. Giles，1845—1935）、庄延龄（E. H. 
Parker，1849—1926）、 夏 德（F. Hirth，1845—
1927）、施古德（G. Schlegel，1840—1903）、卫
三畏（S. W. Williams，1812—1884）等老一辈汉
学家的高产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如果细加考究

的话，会发现数量仅是一个方面；按索引统计，

发表量最高的是庄延龄，不过他在学术史上与鼎

鼎大名的伯希和、沙畹相差甚远，也比不上其英

国同胞理雅各（J. Legge，1814—1897）和翟理斯。
中华书局版考狄书目第六册收录魏汉茂“On 

Western Bibliography of China”一文。该文从西方
汉学目录学发展的长时段眼光出发，评论考狄书

目的历史地位，对理解和使用此书颇有助益。

中华书局版的主体部分，是皇皇四千余页的

考狄书目第二版，也是此版书目的主要内容。考

狄书目在分类和内容方面的价值，汉学研究者已

经发表过不少高论，笔者拟从考狄与侨居地汉学

角度切入，展示并论证该书目在汉学研究方面的

重要价值。

二、侨居生涯与书目编纂

所谓侨居地汉学，是指在近代中国形成的一

种“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汉学新传统。具体而言，

大约 1800 — 1949 年间，不少外国人尤其是西方
人长期侨居于中国沿海城市，其中的好学之士基

于传教、通商等方面的考虑做了大量的汉学研究

工作；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学会、出版书刊、

举办会议，逐渐形成了可与其母国汉学分庭抗礼

的新传统。从地理角度来看，法、英、美等国的

汉学分成母国和中国两大部分，后者的主角是侨

居中国的汉学研究者，故称其为“侨居地汉学”。

考狄是法国人，出生地却是美国的新奥尔良，

时为 1849年。考狄在美国成长到 3岁才回国，这
段经历对他有相当的影响。归国后的考狄，主要

是在法国的各级学校接受教育，仅 1865—1867
年在英国旅行和学习。期间的考狄对古文献学产

生了兴趣，但其父母希望他能成为企业家，于是

考狄放弃学业，于 1869年到达上海并入职旗昌洋
行。1869—1876年，考狄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学
习，并兼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名誉

馆长。从 1877年始，再度归国的考狄进入法国
学术界，成为一人分饰多角的著名汉学家：长期

担任法兰西现代东方语言学校的教职，先后担任

多家学会的重要职务，创办并长期编辑汉学刊物

《通报》，激发伯希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879）和沙畹等人走上汉学研究之路。

考狄在中国侨居的时间只有 7年，中文水
平有限，算不上最典型的侨居地汉学家，但侨

居生活对其整个汉学生涯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

影响。考狄的汉学生涯，开始于在华期间，尤

其是他因职务关系而编写的《皇家亚洲文会

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书目》（1872），这展现出其
对书目编写的强烈兴趣，成为其汉学贡献的底

色。同样是在华期间，考狄与侨居地汉学家卫三

畏、 贝 勒（E. Bretschneider，1833—1901）、 谭

微 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1826— 1900）、
费赖之（Aloys Pfister，1833— 1891）、巴拉第
（Palladius，1817—1878，或译鲍乃迪）和伟烈亚
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等多有来往，
对其汉学研究颇为关注。出于目录学家的眼光和

思维，考狄在侨居中国时就已开始了《西人论中

国书目》的资料准备工作。利用在沪工作之余或

到宁波、芝罘、天津、北京、香港等地旅游的机

会，他参考了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

耶稣会徐家汇藏书楼、遣使会北堂图书馆以及伟

烈亚力、福勃士（F. B. Forbes，1840—1908）、金
斯密（T. W. Kingsmill，1837—1910）、詹美生（R. 
A. Jamieson，1863年首次来华，1869年兼江海关
医事，生卒年不详）的个人藏书等多种资料。

在华期间，考狄还利用地利之便扩充自己的

中国藏书，成为一名汉学书籍的藏书家。虽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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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书籍在运往欧洲途中因船只沉没而散失，但其

在华期间因收藏活动而获得的经验和眼光仍在。

归国后的考狄正是以他在华侨居时所获得的

经验和资料为基础，补充欧洲图书馆的各种资源，

用其特有的方式编纂了《西人论中国书目》。从考

狄的汉学生涯来看，其所编书目可以视为《皇家

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书目》的升级版，受

后者激发并得到了完善。考狄将侨居地汉学家的

学术成果详细地记录在书目之中，是其书目的一

大特色，也是侨居生涯影响此书的一种表现。

考狄虽是法国人，却出生在美国、游学于英

国、长期供职于美国洋行，加上他擅长社交，使

得他成为沟通英美和法国两大侨居地汉学流派的

桥梁式人物。如前文所述，考狄在华期间和侨居

地汉学家多有交往，很熟悉他们的学术贡献。在

近代中国的侨居地汉学方面，英、美、法三国的

侨民是最为活跃的群体。考狄书目，收录最详实

的就是法、英、美三国的汉学著述，其中相当部

分就是这些国家侨居地汉学家的成果。

简而言之，侨居生涯对考狄书目来说，是兴

趣、主题、资料、经验和眼光等多方面的准备阶

段。考狄书目对侨居地汉学成果的大量收录，正

是两者关系密切的体现。

三、《西人论中国书目》对侨居地汉学研究

的重要价值

以上可见，考狄是侨居地汉学的参与者、见

证者、记录者，是沟通侨居地汉学法国和英美两

大主要流派的桥梁。若换一种视角，以研究侨居

地汉学为目的来审视《西人论中国书目》，会发现

该书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其一从概念上看，考狄书目是侨居地汉学的

奠基之作。侨居地汉学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从地

理观念来审视汉学，注重汉学研究因空间变化而

表现出的不同。作为敏锐的文献学家，拥有侨居

中国经验的考狄很早就清晰地认识到了空间与汉

学之间的多维关系。在 1892年的一篇文章中，考
狄认为汉学研究已经分为两个阵营，分别是以儒

①	Henri Cordier, “Half a decade of Chinese Studies (1886 – 1891),” T'oung Pao 3.5 (1892): 532 – 533.

②	Henri Cordier, “Les Études Chinoises (1895 – 1898),” T’oung Pao, Vol. 9, Supplément: Les Études Chinoises (1895—1898) 
(1898): 1 – 141.; Henri Cordier, “Les Études Chinoises (1899 – 1902),”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4.2 (1903): 146 – 162.

莲为代表的身在欧洲的书斋型汉学家和以理雅各

为代表的身在远东的实践型汉学家。①考狄发表在

《通报》上综述 1891年至 1901年汉学研究的系列
论文，在分区域介绍汉学研究时也是首推中国，

之后才是英、法、德、意等国的情况。②

系统反映考狄对空间与汉学研究这一问题看

法的文献，无疑是《西人论中国书目》。考狄书目

共分五大部分，依次为狭义中国、在中国的外国

人、外国人与中国的关系、在外国的中国人和中

国的附属国。这种分类构成了考狄书目的总体骨

架，处处体现着地理和空间的视野；考狄虽然没

有直接提出“侨居地汉学”这一概念，却已经为

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拈出

“侨居地汉学”这个表述并试图进一步论证，也是

受考狄书目的影响。

其二从研究上来说，考狄书目是侨居地汉学

的研究指南。如前文所述，考狄对侨居地汉学相

当熟悉，并以书目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故而考狄书目对研究侨居地汉学具有指南的作用。

举凡侨居地汉学家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理雅各、翟理斯、卫三畏、庄延龄、
伟烈亚力、夏德、施古德、金斯密、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湛约翰（John Chalmers，
1825—1899）、 马 士（H. B. Morse，1855—1934）、
高 延（J. J. M. de Groot，1854—1921）、 库 寿 龄（S. 
Couling，1859—1922）、欧德理（E. J. Eitel，1838—
1908）、贝勒、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
顾赛芬（S raphin Couvreur，1835—1919）、花之安
（E. Faber，1839—1899）等人的各种论著，考狄书
目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在中国出版的各种关涉

侨居地汉学的连续出版物如《中国评论》《新中国

评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汉学丛

书》《中国丛报》《教务杂志》《北华捷报》《字林

西报》等，考狄也不惜篇幅予以大量收录或介绍

评论。

对于研究侨居地汉学的学者来说，考狄书目

是难得的“实录”，尤其是全书第二部分“在中国

的外国人”和第三部分“外国人与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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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视为该课题的研究指南。谁是活跃的侨

居地汉学家？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口岸城市和西

人居留地出版有哪些关涉汉学的出版物？其时侨

居中国的外国人可以关注哪些与汉学有关的学会、

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带着这些问题浏览

考狄书目，尤其是第二和第三部分，就能获得一

个深刻的印象。

其三从材料上来说，考狄书目保存了不少关

涉侨居地汉学的珍贵资料。考狄书目部头大、信

息丰富，在留存资料方面同样值得关注。考虑到

侨居地汉学长期处于中西方学术界“边缘和之间”

的特殊性，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更显珍贵。此处

仅以侨居地汉学刊物《中国评论》的前身《中

日释疑》为例，略加说明。《中日释疑》创刊于

1867年 1月，1870年 11月停刊。该刊出版于
1867年至 1869年的前 3卷，已经可以通过谷歌
图书馆等网络资源较为便捷地下载；1870年出版
的第 4卷则极为少见，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
的《中日释疑》也仅有前 3卷。笔者曾多方查找，
最终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该刊第 4卷的绝大
部分，但最后一期（即第 9和第 10合刊期）至今
未能找到。《中日释疑》最后一期的目录，保存在

考狄书目第二版第 2415页。据此方能得知，停刊
号共有 20页，刊登了 12条释疑。颇疑考狄在编
辑书目时，已经发现该刊最后一期十分珍稀，故

将其目录全部录入（其他各期未收）。

《中日释疑》的前 3卷，学界对此有一定了
解，编辑丹尼斯（N. B. Dennys，1840—1900）也
较为研究者所知。最后一卷的详细情形，材料非

常缺乏。不过在考狄书目中，记录了几条简要的

资料，可以推知最后一卷的基本情况：编辑已经

变更为戴维斯（C. Langdon Davies，生于 1842年

①	考狄编：《西人论中国书目》，第 2414—2415页。

②	https://www.univie.ac.at/Geschichte/China-Bibliographie/blog/，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 10月 12日。

前后，卒年不详），出版机构为“《中国杂志》印

务处”（China Magazine Office），地点为香港毕达
码头（Pedder's Wharf）①。以上信息虽然简略，但
对了解最后一卷的相关史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毋庸讳言，由于受所处时代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考狄书目也有不少可议之处。比如在体例上，

有些汉学期刊的目录单列，有些则被拆分到各细

目中，即使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也有体例不纯之

嫌；又如将短短几十个单词的“释疑”等条目，

和汉学史上的重量级著作不加区别地并列，不免

让读者疑惑；再如该书将鞑靼、新疆（天山南、

北路）、西藏与朝鲜并列，归入“中国的附属国”，

我们也不能认同。但从总体上来说，尤其是作为

汉学研究的基本目录，并不影响其在学术上的整

体价值。

考狄书目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基础工具书，但

毕竟只是目录。若能配合目前蓬勃发展的数字资

源，将考狄的目录变为遨游数字资源的指针，顺藤

摸瓜找到电子版全文书刊，应可将其功效发挥到

一个新的层次。限于篇幅，此处仅以“Bibliotheca 
Sinica 2.0”② 为例略加说明。“Bibliotheca Sinica 2.0”
整合了谷歌数字图书馆、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等全球著名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可提供
数千种汉学论著的全文电子版。研究者若能将考

狄书目和“Bibliotheca Sinica 2.0”的资源结合起
来，在利用传统书目时配上数字时代的在线图书

馆，左右采获、相辅相成，定可大有收获。

要之，正如中华书局版《西人论中国书目·序

言》中指出的，该书是西方汉学文献学的奠基之

作。中华书局推出的新版，为国内汉学研究者提

供了基础的参考工具书，将有力推动汉学研究的

深入发展。

（王国强：洛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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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Juan Cobo is the only author of this book by analyzing the Chinese references in the text and Cobo’s 

experience in learning Chinese, an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which may exist between this work and the 

“Introductión del Símbolo de la Fe”.

Key words: Juan Cobo, Bian Zhengjiao Zhen Chuan Shilu, Introductión del Símbolo de la Fe

Henri Cordier and Diaspora Sinology—A Review of Bibliotheca Sinica Published by the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Wang Guoqiang

Abstract: As a participant in, witness to, and recorder of diaspora Sinology, Henri Cordier was a bridge 

between the two major schools of diaspora Sinology: the French and the Anglo-American. His book Bibliotheca 

Sinica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diaspora Sinology, by laying a conceptual foundation, providing a 

research guide, and preserving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is subject.

Key words: Henri Cordier, diaspora Sinology, Bibliotheca Sinica

凡本刊录用的文章，其与《国际汉学》相关的网上传播、电子制品等权利，视为由本刊获得。上述各项权

利的报酬，已包含在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中。如有特殊要求，请在来稿时说明。

海外汉学新书介绍

德国学者柯蓝霓（Claudia von Collani）用德文撰写的《〈天学本义〉的本义：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

1730）在中国早期的传教神学——拉丁文版本的分析、转录和翻译》［Der ursprüngliche Sinn der Himmelslehre 

(Tianxue benyi): Joachim Bouvets (1656—1730) frühe Missionstheologie in China Analyse, Transkription und 

Übersetzung der lateinischen Fassungen］一书重点介绍了 17—18世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中一部最引人入胜

的文本——《天学本义》。《天学本义》是由耶稣会士白晋在中国奉教士人协助下用中文撰写的，成书于康熙年

间，后加以修改增订，名为《古今敬天鉴》。因遭多罗主教之令禁止刊行，为此《天学本义》（《古今敬天鉴》）

当时只能以手抄本流传，后被译成拉丁文，以支持耶稣会在罗马教廷“中国礼仪之争”中的立场。白晋用中国

传统典籍阐释天主教教义的做法，也是当时在华耶稣会的传教策略。其传教方法可以被描述为早期对“语境化

神学”的尝试，不仅是重要历史文献，在当今仍具研究价值。该书对白晋的思想、作品及其各自的历史和神学

背景都有研究介绍，并抄写了拉丁文文本，同时附有加注释的德语译本。 该书属于《华裔学志》的“华裔选

集”新系列第 4种（Collectanea Serica·New Series, Volume 4），2022年 12月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公

司出版（ISBN 9781032324463）。［〔德〕巴佩兰（Barbara Ho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