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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相承的汉学研究 

——《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 

 

武恩羽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市，402360） 

 

摘要：高本汉是一名杰出的汉学家，从青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方言、语言学和汉学的喜爱，在他一生

的学术研究中，绝大数精力都奉献给了汉学研究。高本汉一生一共来过两次中国，但是他阅读过大量的汉

学文献，书信交往频繁。受益于此，他对中国古代音韵学、青铜器中的文刻以及多地方言都做出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高本汉善于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特点。在学生马悦然给他的传记《我

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中，我们纵观了高本汉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研究，其中涉及到了诸多关

于生活和学术研究细节，为后人研究高本汉的学术成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字里行间流露着学生马

悦然对老师高本汉的尊敬和崇拜，二人在汉学研究中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共同努力将汉学研究之风兴于法

国、盛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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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学家高本汉（1889-1978）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语言学家、汉学家之一，他在世期

间担任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和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他一生著作颇丰，对方言学、语言学、

汉学、音韵学等都保持着极高的热忱。在他的研究中，汉学和语言学的地位尤为突出，瑞典

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高本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他在研究古今汉语语音和汉

字演变的过程中，运用了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吸收了历代汉学研究者的成果，形成了自

己的汉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在他长达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传奇中，给后人留下

了累累硕果，去世后的第七年（1995），高本汉的得意门生马悦然为他作此传，这份学术性

传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于 2009年《我的老师高本汉》（李之义译）中文译本开始出版，

对中国的海外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光前裕后——将汉学文化发扬光大 

高本汉一生成就颇丰，其中也包括“光前裕后”的教育行为，他给后世留下了更多的人

才财富，其中包括林西莉、安德森、埃格罗兹、何亨利、马悦然等人，后三人分别成为哥本

哈根奥斯陆及斯德哥尔摩的汉学教授，且掌握学术决策权，因此主导了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的汉学发展。马悦然最为中国大众所熟悉，他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作为一名汉

学家，为中国文学作品提名并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众多中国文学作家

都是很好的朋友，例如莫言。马悦然多次来到中国，对这里怀有浓厚的感情，十分熟悉中国

的古代汉语和音韵学，他还曾参与中国西南方言的调查工作，对中国西南官话和西南方言的

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悦然和他的老师都是有承续、有创新的杰出汉学研究者。 

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中，作者附以“一位学者的肖像”，将高本汉的成长背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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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和学术成就等进行了详细地介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书中，我们能够从高本汉的

不同成长时期纵观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发展，具有对比性。他对中国的兴趣从青年时期就已

经萌芽，从初次接触中国戏剧到深入研究中国音韵学和青铜器，表现了他逐渐深入探究中国

文化的态势。 

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高本汉唯独钟爱《左传》，其中的语言学知识更是让他痴

迷，在后来给学生讲古汉语课程时，高本汉都会将《左传》作为入门篇目。因此，他的诸多

学生也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马悦然便是其中之一。并且在高本汉的学术生涯中，他

专攻的汉语语言学和青铜器领域的知识也多与《左传》有关。 

二、纵观古今，用比较语言学看古汉语音韵 

高本汉十分关注中国学术界语言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结果，当时，他在中国有着中央研究

院院士的头衔，他是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人于 1928 年创设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时所聘的三位外籍通讯院士之一（另外两位：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和藏学

家穆勒（1863—1930））。到 1935 年，由于外部原因，高本汉离开史语所，但他仍然关心

中国历史和语言的学术研究。在书中记载：1948 年 5 月春季学期结束以后，高本汉在洛克

菲勒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下，开始了第三次的国外长途旅行，这次学术访问的目的地是美国与

加拿大，借此机会，他终于又与中国朋友重逢。“能与老朋友重逢一定使高本汉感到很高兴，

他们是在耶鲁大学客座讲学的傅斯年和罗常培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客座教授李方桂。恰逢傅

斯年于 1947 年 6 月赴美养病，于是得以与高本汉会晤。傅氏在其致中央博物院函中谈及，

高本汉将赠送全套《远东博物馆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e，

简称 BMFEA）之事。傅斯年又于当年 5 月 25 日分别致函王德芳、王世杰，述及将有高本汉

的学生六人到中国留学事宜，希望当时的南京政府给予方便。”
i
由此可见，高本汉对中国

语言研究的青睐，对汉语文化的热忱。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国际局势的形态中看，他们能够

选择一个欠发达的国家进行研学，便体现了师生一行人对中国油然地喜爱。 

高本汉在对汉学进行研究时，前人的研究背景和成果对他帮助很大，他将前人知识成果

吸收内化，然后利用新的研究角度拓展视野。第一，他运用娴熟的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

法理论学习语言学。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中也曾提起过德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并对它与

中国音韵学的关系做了简要评述：“不久之后，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

的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德国的许多语言学方法和书籍都与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

分别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
ii
第二，他运用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在张世禄先

生翻译、罗世培先生提供书名意见出版的《汉语词类》中，高本汉在研究中国的语源学时，

认为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十分重要。可见，高本汉以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收集采纳

多种形式的比较语言学，最终形成了“高本汉”式的语言学比较方法，这对他研究汉学音韵、

古代汉语提供了有力的推动。 

由高本汉的学术研究脉络观之，他于 1926年完成其名山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后，

陆续发表了《原始中国语为屈折语》、《中国语分析字典》、《谐声字体的原则》、《上古

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藏语和汉语》、《诗经研究》、《老子韵考》，其中后两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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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周秦古音学，可见高本汉研究古代音韵语言的层级深、历史时期古早，难度大，风险高，

可依据资料少。在研究上古音时，高本汉从韵图看中国古音韵的研究中：在他之前,西方学

者通常是拿《指掌图》和《切音指南》作为研究古音的参考。《韵镜》回归中土以前,学者

们较为倚重的韵图就是《指掌图》,它的影响力远比《七音略》、《四声等子》要大。马伯

乐(1912)当年研究安南语音,参考的几种韵图,就把《指掌图》排在首位。在马伯乐之前,西

方也有学者依据《切音指南》研究古音的,例如,武尔披齐利的《中国音韵学》、商克的《古

代汉语发声学》等。
iii
高本汉参考这两种韵图,其实是沿袭前人的做法，但是，在他对韵图

的研究中，忽略等韵源流、选择的韵图不合理,这些因素自然会给他的研究带来一些不利影

响。
iv
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叙述了高本汉对《切韵》的重视和发现：高本汉于 1910年 4

月底抵达中国，1911年 11月中下旬回国。在中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收集了大量方言资料，

但是该如何处理这些资料，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思路。“说起来很有意思，高本汉在中国待了

差不多整整一年以后，仍然没有定下来论文的题材”。他在 1911年底回到欧洲之后，由于

研究方向不明朗，曾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感到厌烦，甚至有放弃从事语言比较研究的计划。博

士论文原来打算写关于中国汉朝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后来才改到语言学方面。1913

年 4月 21日，他在一封信里提到：“我想为我调查的材料找到一个可靠的出发点。”这个

时候他才意识到需要给自己的研究找个出发点。而找到《切韵》作为出发点的时间大概在

1913年底。“直到 1913年 12月，离答辩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伯希和才证实，对高本汉的

构拟工作来说，《广韵》是最详尽的材料来源”。这时方言调查已经结束了，方言点的分布

自然不受他对《切韵》音系看法的影响。
v
在此期间，他一直生活在太原等北方一带，因此

他对韵图和音韵的研究更贴合古义。 

在高本汉的汉语语音研究中，他与传教士的通信格外重要，因为“1913年高本汉给茵

娜的信中提到，他给在中国的瑞典传教士寄了 30封信 “花了足足六克朗的邮票钱，每一封

信里都有 46个当地方言的问题，信中还包含很多请求传教士提供关于当地方言的资料的调

查表”。
vi
高本汉本人只来过两次中国，但是却对中国诸多地区的方言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其中，除了他自身的博学多识和对中国古汉语的深入钻研之外，往来的书信中，在华的

传教士也对他的研究帮助颇丰。 

三、探究古器，用语言学分析青铜器刻文 

在高本汉多年的汉学研究中，他的成就贡献不仅在一枝上绽放光彩，而是在多方面各开

繁花。高本汉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文学、习俗、器物、语言等

各个方面，他的研究重心始终放在古代文化中，不仅对音韵学做出巨大贡献，他对青铜器的

研究也具有独到的见解，值得后世珍视。 

青铜器不仅是一件简单的庞大器物，古人早已对上面独特的铭文进行了早期的文字学研

究，青铜器在宋代大量出土，受到贵族与士大夫的争相收藏，金石学也由此产生。传统的金

石学更多地受到训诂学的影响，着重于古文字的考证与释义，对青铜器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

学。中国的青铜器研究有数百年的历史沉淀，悠久的研究传统在 20世纪之初与西方文化产

生了强烈地碰撞。现代科学与考古学的传入为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进而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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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出土发掘信息也更为准确完善。高本汉具有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及丰富的中国文化研究，

他较为关注的是在汉语音韵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使他在青铜器

研究方面较其他海外学者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曾相继发表了《中国青铜器中的殷与周》、

《淮与汉》、《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远东博物馆的一些新青铜器》、《先汉铜镜》

等一系列著作，为中国青铜器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在青铜器的器型研究方面，高本汉从青铜刀的柄部入手，大量的收藏和对比分析之后，

他将商周时期的青铜刀主要划分为四种类型：直柄无首刀、铃首刀、兽首刀、环首刀。
vii
直

至 20世纪 80年代才证实高本汉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纹饰研究方面，高本汉强调应先

确定铭文的年代及分类，在此基础上纹饰和器型的年代划分就一目了然。他根据这一理论将

青铜器的纹饰分为三个时期：古典期（殷时期：BC1122，殷周时期：BC1122-BC950)、中周

期（BC950-BC650)、淮式期（BC650-BC200)。他的划分与郭沫若相类似，都认为青铜器艺术

的鼎盛时期在商末，再一次的革命性变化在西周中期。随后他将古典时期的青铜器进一步分

为 A（写实性饕餮纹）、B（“抽象”分解性饕餮纹）、C三类，并且 A类纹样从不和 B类纹

样出现在同一种器物上，C类纹样则是 A、B类的创新结合的产物。因此高本汉认为这种情

况的出现是因为古代工匠具有“世袭制”的特点，在技术的传承中逐渐演变出这些变化，且

A类要早于 B类，他得出了纹饰的“写实性”要早于“抽象性”的结论。在高本汉对青铜器

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对他的研究方法褒贬不一。在清末民国时期，外国侵略者掠夺了大批中

国宝物，这些器物是高本汉在国外可以直接鉴赏的实物渠道。在 20世纪上半叶，以高本汉

为代表的汉学家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多个研究领域挖掘青铜器中刻有

的中国古代文化信息，填补了中国当时对青铜器研究的空白领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文

明与文化的繁荣。 

 四、结语 

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中，我们看得到的不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术

研究者形象，在马悦然的传记中，描写了他从幼时到求学经历、从成长经历再到学术成就的

诸多方面，将他在生活中有趣、在治学中严谨、在交友中随和、在亲人中友好的学者和儒者

形象刻画出来。这本书也同样补充了对高本汉汉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类例详细地介绍了他

的治学生涯和成长过程，塑造了一个成功的汉学家、语言学家形象，值得每一个热爱语言学

和文字学的有志者尊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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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ccession of Sinology Studies - My Teacher Bernhard - Portrait of a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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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2360) 

 

Abstract：Bernhard is an outstanding Sinologist. He has shown his love for dialects, linguistics and 

Sinology since his youth. In his whole life, he devoted most of his energy to Sinology research. Bernhard 

visited China twice in his life, but he read a lot of Sinology literature and exchanged letters frequently. 

Benefiting from this, he has made a wealth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inscriptions in bronze vessels and many local languages.Bernhard is good at using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s. In 

Malmqvist's biography "My Teacher Bernhard - A Portrait of a Scholar", we review Bernhard's growth 

experien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involves many details about life and academic research, 

providing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study Bernhard'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between the lines reveals the student Malmqvist's respect and worship for the teacher 

Bernhard, the two of them have bot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of Sinology, and work 

together to bring the wind of Sinology research to France and the world. 

 

Keywords: Bernhar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Bronze, Malmqv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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