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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稿共八章，主要特點如下：首先，充分利

用中外各種圖書數據庫資源。課題所涉及的文獻，極為零散，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裡，梳理出大量有價

值的資料，僅靠傳統的檢索手段則遠遠不夠，尚需充分結合各種數據庫資源以及檢索工具，如此才有

可能在新史料發掘方面有較大的突破；其次，兼顧“人”與“書”兩個層面。先行成果似過度重視“人”

的作用，尤其是中外學人的交往，這方面最優秀的作品是桑兵先生《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

往錄》一書。人際網絡交往固然重要，但漢學著作在中國史學界的流傳情形，或許對中國現代史學發

展更為重要，先行成果對此探討不多，導致難以准確評估漢學在何種程度上形塑了中國現代史學；最

後，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在研究內容上，不追求“大而全”，以專題研究為主。與課題有關的一些

專題，有些已被較好處理過，若非高明者的洞見或新史料的大量披露，難免陷入低水平的重復勞動。

為了避免出現簡單整合他人成果的概論性著作，所設計的若幹專題，既要考慮其學術價值，又需要有

較大的研究空間，如此才能真正推進該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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