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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广告

中新社上海 11 月 27
日 电 作 者 李 秋 莹 许 婧
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
明与中国道路”为主题的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
坛日前在上海举行，开幕
式上公布了 2023 中国学贡
献奖获奖名单。韩国延世
大学荣誉教授、当代韩国
东洋学代表人物白永瑞是
三名获奖者之一。

如何与中国历史研究
结缘?为何要站在韩国、东
亚的角度看中国，让中国
呈现更多元的面貌？中新
社“东西问”在会议期间专
访白永瑞，就此展开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
下:

中新社记者：能 否 介
绍下您如何与中国研究结
缘？为什么要研究中国？

白永瑞：我 是 在 1972
年考入大学东方史系。当
时，中国和美国开始和解，
受此影响，韩国对中国的
关 注 度 也 越 来 越 高 。 不
过，那时正处于“冷战”时
期 ，生 活 在“ 分 断 的 韩 半
岛”南侧的人们，因为无法
直接接触中国大陆，所以
就只能发挥“半国”的想象
力，通过非常有限的信息
去了解中国。

1992 年中国和韩国正
式 建 交 后 ，两 国 人 员 、知
识、物资方面的交流日益
频繁，以东亚为区域的地
区性思考和实践也成为了
可能。从那时起，我就开
始提倡“东亚论述”，并从
东亚视角去研究中国的历
史和现实。后来，我将更
多的精力放在分析现代中
国变化发展的轨迹上，并
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进
行比较，进而发现东亚各
国之间的相关性。

目前韩中建交已三十
多年，现在的情况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我们都能切
身感受到全球性大转折的
局面已经到来，但未来还
将面临很多带有不确定性
的复合型危机。所以，现
在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对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局限
性进行根本思考，并由此
摸索出文明转折存在哪些
可能性。

中新社记者：中 国 学
到 底 是 一 门 什 么 样 的 学
问 ，它 为 什 么 日 渐 成 为 一
门国际“显学”？

白永瑞：这 是 一 个 学
术性问题。简单来说，汉
学的缘起可以说是从欧洲
开始的，欧洲学界以人文
学为中心，研究传统的中
国古典文明或古典文化，
它主要被称为汉学。例如
很久以前开始，来自欧洲
的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文学的研究，这些就是
汉学。

与汉学不同，中国学原
本是美国学界传播的区域
学 ，即 Area Studies 的 一 部
分，不是研究中国的任何

特 定 地 区 或 地 方 。 这 意
味着，与以人文学为中心
的汉学不同，中国学依靠
社会科学方法论，将世界
分为几个地区、文明、国家
单位，通过跨学科间的合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做出
研究。如东亚学、东南亚
学、非洲学、中国学、韩国
学等。

现 在 新 的 中 国 研 究 ，
每 个 国 家 更 多 使 用 哪 种
表 述 是 有 不 同 的 。 但 大
多 传 统 时 代 的 汉 学 研 究
也 逐 渐 转 向 了 面 对 当 今
的研究，欧洲的中国研究
正 在 变 化 ，在 美 国 ，有 关
中国地域的研究，如对地
方文化、社会的研究也经
历 同 样 的 变 化 。 一 言 以
蔽之，今后的中国研究不
再 区 分 传 统 时 代 和 近 现
代 ，而 要 进 行 统 合 研 究 ，
这 就 是 新 近 流 行 的 广 义
概念的中国学。

这 次 会 议 的 主 办 方 ，
使用了“世界中国学”这个
概念。目前全世界都对正
在 进 行 的 中 国 学 予 以 关
注，与其说“世界中国学”
是一个特别的学术概念，
不如说是一个为表达这份
关注而使用的概念。

中新社记者：获 得 中
国学贡献奖对您意味着什
么？未来您有什么工作计
划？

白永瑞：非 常 感 谢 世
界 中 国 学 论 坛 关 注 并 聆
听 我 想 通 过 研 究 成 果 所
传 递 的 些 许 拙 见 。 获 得
这项殊荣，对我来说是莫
大的鼓励，也给了我一个
宝贵的机会去进行反思。

我 原 来 的 研 究 计 划 ，

主 要 是 从 韩 国 思 想 和 历
史经验的角度，来重思中
国历史，这是我重要的目
的。近来，在回顾自己的
过往研究后，我又增加了
新的研究主题：考虑到中
国已经成为“全球中国”，
而 世 界 正 面 临 全 球 性 大
转 折 ，因 此 我 打 算 以“ 批
判性全球本土主义”的视
角，从比较和联动的角度
去思考中国问题。

中新社记者：您 的 主
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东亚
文化认同和中、日、韩的亚
洲观。您是如何理解中国
文化的？

白永瑞：从 文 明 层 面
来探讨，我喜欢中国文明
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包容力
和融通能力。在古代朝鲜
时期，那时的文人称当时
的中国有两个称谓，一个
是“ 大 国 ”，一 个 是“ 上
国”。

为 什 么 会 称 之 为“ 大
国”？这是从物理性层面，
从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方
面看，它是一个大国。然
后“上国”是从文明的角度
为出发点，在文明的普世
性方面，它是一个上位的
国家，所以把它称之为“上
国”，这在今天也仍值得研
究。

我 认 为 ，在 中 国 学 术
界当中，有两个很热闹的
学术课题，一个是“朝贡秩
序 ”；另 一 个 是“ 天 下 主
义”。这些课题能够让公
众更为正确地了解在传统
时代，中国是如何与其他
国家进行交流的。比如说

“朝贡”，对于中国和朝鲜
来说，双方都有自己的目

的。当把双方放在一起进
行研究时，更容易接近真
实的历史。

中新社记者：在 您 中
国 学 研 究 的 核 心 观 点 中 ，
比 如“ 批 判 性 中 国 研 究 ”

“ 作 为 制 度 的 中 国 学 ”等
概 念 ，对 于 中 国 读 者 是 比
较 新 鲜 的 ，能 否 介 绍 下 这
些 概 念 ？

白永瑞：“批判”是指
跨 越 制 度 内 外 的 学 问 取
向 ，即“ 批 判 性 运 动 ”，换
句话说，“批判性中国学”
是 兼 具 批 判 性 和 运 动 性
的学术活动，它批判性地
介 入（中 国 和 本 国 的）现
实，选择社会中那些具有
现 场 感 的 课 题 作 为 学 术
议题，再将学术研究的成
果 运 用 到 对 社 会 问 题 的
分析之中。

它 需 要 两 个 认 识 框
架 。 一 个 是 双 重 周 边 视
角 。 就 是 在 以 西 方 为 中
心的世界史中展开，被强
迫 走 非 主 体 化 道 路 的 东
亚 ，这 个 周 边 的 视 角 ，同
时 是 东 亚 内 部 等 级 秩 序
中 被 压 抑 的 周 边 视 角 。
第 二 个 是 用 全 球 本 土 化
的视角重构中国学。

中新社记者：中 国 历
史 研 究 上 ，东 亚 学 者 有 哪
些 不 同 视 角 可 彼 此 借 鉴 ？

白永瑞：我 希 望 在 中
国历史的研究中，东亚学
者能够摆脱“西方中心主
义”和“中国例外主义”的
二分法，提供其中间的视
角 ，即“ 中 道 ”，对 于 双 方
来说，是如同照镜子一般
地研究、借鉴。

东 亚 有 时 会 被 缩 减
成东北亚，只包括中日韩

三国，有时也会扩展到东
南亚，成大东亚地区。国
与国之间有共通点，同时
也 有 差 异 性 的 部 分 。 在
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去分
析、研究出在共通的文明
资产里，哪些可以关照到
现实生活，能够对现实中
的 地 区 改 革 与 发 展 有 所
帮助。

我 希 望 包 括 中 国 和
韩 国 在 内 的 很 多 国 家 和
社会在走向“另一种普遍
文 明 ”的 过 程 中 ，能 够 互
相 尊 重 彼 此 积 累 至 今 的
思 想 和 生 活 经 验 。 对 于
这些“资源”，需要我们从
各自的切身感受出发，加
以 批 判 性 地 探 讨 。 因 为
只有我们不断探索，最大
限 度 地 加 以 利 用 ，这 些

“ 资 源 ”才 能 成 为 克 服 资
本主义弊端的动力。

白永瑞白永瑞：：为什么要从东亚视角看中国为什么要从东亚视角看中国？？
——专访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白永瑞

白永瑞参加世界中国
学大会·上海论坛。

李秋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