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海外汉学目录学的研究

口张西平

做学问要从研究书目人手，这是治学的常识。张之}同《书目答问》中分别从经、史、子、

集、丛书五个方面，列出了2 200余种图书，每本书皆注明作者、版本、卷数的异同。为了

指引初学者选读，择要略加按语。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

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人。”做中国的学问如此，做海外汉学的学问也

是如此。在西方汉学界具有奠基作用的汉学书目是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1849—

1925)的《汉学书目》(B汤ZfD砌Pc口S加fc以)。考狄书目出版后，西方汉学界才有了真正有影

响力的汉学书目。为了推动国内的汉学研究，我们201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

带有索引的考狄《汉学书目》。

2007年，我在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时，组织编写了九卷本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

经典在域外的传播编年”。这是继袁同礼先生1958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时Press)

出版《西文汉学书目》(劬切口加耽，绝惭三f比嘲砒理j彳CD咒砌甜口砌，z Q厂CD砌∥台Bibliotheca sinica)

后，中国学术界做出的又一重大成果。袁先生的目录收录了自1921年至1957年英语、法语、

德语界有关中国研究文献1．8万种，而我主编的九卷本“编年”收录了1900年至1999年近30

个国家、27种语言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和研究的双语目录，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

中国文化研究院献给学术界的一份厚礼。

2017年，邰谧侠(Misha Tadd)把他编写的《(老子>译本总目》送给我过目，我立即感

到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份总目涉及73种语言，1 576种译本，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

内较为权威的《老子》译本目录。因为该目录篇幅较长，我们安排在《国际汉学》增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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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有关国际汉学的重要译文和高质量长篇学术论文的发表，从今年开始，我们将每年

出版一期《国际汉学》增刊，以飨读者。

2019年6月14日写于游心书屋

《国际汉学》“《剑桥中国史》书评”征稿启事

《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是由教育部主管的国家正式期刊，创刊于1995年，2014年获得国

家正式刊号，2017年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18年被评定为“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新刊核心期刊”。为了促进汉学家和本土中国文史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

流和对话，进一步提升本刊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国际汉学》将开设“《剑桥中国史》书评专栏”，

特向学界同仁征稿。本刊书评为学术性书评，欢迎具有相关领域研究背景，并能与汉语相关著作进

行比较研究的学界同仁踊跃投稿。

目前《剑桥中国史》(中译本)共出版11卷，编辑部遴选出以下分卷征集书评：《剑桥中国秦汉

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剑桥中国明代史》《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

民国史》。投稿须知：

1．文稿要求：原创性学术书评，字数在8 000以内，符合《国际汉学》的格式和体例要求(《国

际汉学》体例要求可参见本刊微信公众号“北外国际汉学”相关推送文章)。本刊不接受已公

开发表或一稿多投之稿件。如稿件在本刊评审过程中，作者欲另投他刊，须致函本刊，经同

意后方可撤回。

2．评选办法：《国际汉学》编辑部将组织专家进行匿名评审，择优刊登。

3．投稿系统网址：ht印：／／自he．cbpt．cnki．net／。邮件主题请注明“《剑桥中国史》书评”字样。编

辑部邮箱：guojihanXue@163．com。

4．来稿请注明个人简介、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5．截止时间：2022年12月31日。

《国际汉学》编辑部

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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