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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能担起这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任，为往圣继绝学吗？历

史能从我们这一代开始重新书写中国的知识体系

与学术的道统吗？在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

者”的动荡世纪里，一切都崭新而陌生。全球化

的现实、中国的崛起都需要思想的变革和理论的

支撑，我们能为这个变化的世界提供一个东方色

彩的理论吗？在这个资本消融一切，物质主义横

行的时代，在这个庸俗化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

这一代读书人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吗？

在 1995 年《国际汉学》第一期的“编后记”

中，我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眼下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工作处于低

谷，守护好一块纯净的学术园地可谓困难重

重，与此同时，现代化的进程亦给予中国的

人文科学一个千载难逢的转机，中国文化在

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日益显示出其独特

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中国文化与世

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弘扬中华文化，

开辟汉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或许是我们对张

横渠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新理解，我

们将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在 2014 年《国际汉学》成为正式刊物的第一

期“编后记”—《一份民间学术刊物的精神史》

中我写道：“在中国艰难的社会转型中，在商业日

益成为社会的重心之时，仍有一批知识分子守护

着自己的理想，在学术的艰难之中，坚守着千年

来中国文人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与节操，

《国际汉学》进入 2017—2018 年“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历史类

系列，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惊喜。《国际汉学》

1995 年创刊，在任继愈先生的带领下，作为一

份民间学术集刊连续出版了 26 期，历时 19 年时

间。2014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向国家新闻出版机构

成功申请到正式刊号。一份民间的学术辑刊，能

拿到国家正式刊号，进入正式出版行列，这已

经是一个奇迹。现在我们仅用两年时间，进入

CSSCI 刊，而且进入的是历史刊物方阵，这又是

一个奇迹。

这是中国学术界对近三十多年国际汉学研究

异军突起，快速发展的一个认可，是中国学术界

期待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自己的学术事业所迈出的

重要一步。今日之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

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

信心。今日中国之学术，面临着学术重建与更新

前所未有的困难，迈开了走向世界前所未有的步

伐，面对商业大潮前所未有的侵袭。兴奋、茫然、

分歧、堕落、探索，我们精神世界的分裂感从未

像今天这样强烈，突然间感到学术重建的重担从

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复杂与艰巨，思想从未像今天

这样活跃，争论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激烈，发展的

机遇从未像今天这样多，手中的科研经费从未像

今天这样充足，肤浅泡沫式的学术成果从未像今

天这样繁多。这是一个自“五四”以来，中国文

化和学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时代，这是一个属

于开创者的伟大时代。这或许是在人类古代文明

中唯一延续下来的中华文明所要经历的一次前所

未有的大考，或许是一个伟大国家与古老文化又

一次经历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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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为沟通中国与世界，推进在世界范围展开

中国学术研究的伟大事业尽绵薄之力，我们将抵

御任何商业化、实用化对学术研究的侵袭，守护

好这份人文学术研究的家园。

(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这种精神将继续成为《国际汉学》前进的航灯。”

今天，在《国际汉学》成为“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的时刻，我们将继承任继愈

先生、季羡林先生、汤一介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

《中国经济史：从先秦到 19 世纪》（2016）出版

《中国经济史：从先秦到 19 世纪》（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于 2016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理查德·格拉（Richard von 

Glahn），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前现代时期的中国经济

史，另著有《财富的源泉：中国的货币与币制政策：1000—1700》（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1996）、《不吉祥方式：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鬼》（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2004）。《中国经济史》正

文部分共分九章：1. 青铜器时代经济（前 1045—前 707）；2. 从城邦到专制君主制（前 707—

前 250）；3. 大一统帝国的经济基础（前 250—前 81）；4. 士族社会与庄园经济（前 81—485）； 

5. 中国游牧民族的融合与帝国的统一（485—755）；6. 唐宋之交的经济演变（755—1127）； 

7. 江南经济的盛期（1127—1550）；8. 市场经济的成熟（1550—1800）；9. 内部危机与外部挑战：

重构帝国经济（1800—1900）。作者在本著中考察了中国三千余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体制基础及

其断续性特征，并认为在 18 世纪之前，中国经济的某些特性与欧洲最发达地区相似，如高度发

展的农业与复杂完善的市场；但在很多方面与西方的发展相异，诸如对于中国至关重要的稻米

种植、家庭结构、财产权、商人地位、货币体系以及财政与经济政策等。（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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