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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唐奖汉学家得主揭晓
 王赓武:身为华人  何处为家?   1

學人Scholar  6月
20日

2020年唐奖汉学
奖 颁 发 给 王 赓 武 教
授。王赓武教授为著
名历史学家，在中国
的世界秩序、海外华
人以及华人移民变迁
等领域上具开拓性且
深入的剖析。身为中
国－东南亚关系的专
家，王赓武教授透过
细究中国历史上与南
方邻国的复杂关系，
以此独特的视角理解
中国。相较於传统上
从中国内在观点或由
西方相对视角来观看
中国，在王赓武教授
丰富的学识与敏锐的
洞察力之下，对华人
的世界地位的诠释有
新颖重要的贡献。

唐奖汉学奖简介
唐奖所奖助之“

汉学”，意指广义之
汉学，包括研究中国
及其相关之学术，如
思想、历史、文字、
语言、考古、哲学、
宗教、经学、文学、
艺术（不包含文学及
艺 术 创 作 ） 等 等 领
域。本奖旨在表彰汉
学领域之成就，并彰
显中华文化对人类文
明发展之贡献。

王赓武先生贡献
概要

王赓武教授（生
于1930年）自1950年
代 末 期 至 今 笔 耕 不

辍，在中国史、中国
与东南亚、东南亚华
人的认同转变等领域
上著书立说，也直接
或间接地启发了几代
学者。出生于荷属东
印度泗水（现印尼）
，父母为心怀祖国的
中 国 读 书 人 。 同 时
又在英属马来亚及英
国伦敦受教育，王赓
武教授着实是一位中
国 儒 家 文 化 与 英 国
精英学术传统的圈内
人。然而，因为他后
来在马来亚、澳大利
亚、香港及新加坡建
立他的学术生涯并成
为诠释中国的世界观
的权威，王赓武教授
却 无 可 避 免 地 被 视
为“圈外人”。但正
也 因 如 此 特 殊 的 身
分，王赓武教授对中
国历史有着独一无二
的见解，是这个时代
最具原创性与启发性
的历史学家之一。美

国 已 故 知 名 汉 学 家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
）曾指出，王赓武教
授同时具有三种学术
角色：“中国历史学
家、马来西亚事务的
权威性评论者，以及
南 洋 华 人 问 题 的 专
家”。

  
中国中心的世界

秩序：“天下”观之
转变

王赓武教授的博
士论文（1957年毕业
于 伦 敦 大 学 亚 非 学
院）《五代时期北方
中 国 的 权 力 结 构 》
（2014中译本）（英
文书名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于1963年
出版，以北方诸国的
视角探讨中国的天下
观。当黄河流域一带
正孕育出中国文明的

同时，南方各王国在
政治与文化上都仍处
于帝国边缘。对五代
时期的研究，使王赓
武教授觉察到在中国
历史里，长时期的分
裂中短暂的南北统一
通常被史书认为是伟
大的时代，是所有历
代统治者理想中的天
下。[1]这些早期的探
索也为他后来近代中
国史的研究打下了基
础，1911年的辛亥革
命以及1949年的共产
党革命，对王赓武教
授而言，都是实现中
国一统天下的旧梦的
现代尝试。[2]

王赓武教授近期
的 专 书 ， 则 多 聚 焦
在中国自1978年以来
的“第四波崛起”的
趋势。一种当代的“
天下”观由此诞生，
与传统帝国式的天下
有所差别，现今的国
族归属必须建立在新
的共同价值上，并以
不扰乱当前的世界秩
序为前提。2015年《
王赓武谈世界史：欧
亚大陆与三大文明》
（2018中译本）[3]一
书出自于对王赓武教

授的访谈，讨论在这
可能来临的“第四波
崛起”中，中国正面
临什么样的机会与挑
战。本书激起了历史
学家与政治学家的热
烈评论。

中国的南方
王赓武教授出生

与成长于东南亚，他
从南方观点来理解中
国是个再自然不过的
选择，但同时也奠基
在他早期对南洋华人
贸 易 的 研 究 经 验 之
上。[4]他自幼在家接
受的传统儒家教育以
及在伦敦攻读的博士
研究，让他清楚认识
到中国文明的起源在
北方。然而在马来亚
长大的经验，与对孙
中山和辛亥革命那一
段历史的浓厚兴趣,又
使王赓武教授敏锐地
发现，为数不少的东
南亚华人具有一定的
政治实力，这是与他
同期的历史学家较忽
略的历史事实。

2 0 1 8 年 王 赓 武
教 授 在 香 港 大 学
的 精 彩 演 讲 “ 中
国 的 南 方 ： 视 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