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修彩波

方豪(1910—1980)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天主教神父。他学问精深、治学严谨，精通

拉丁文、法文，尤矢志专治史学，造诣甚高。在中西交通史、宗教史、宋史和台湾史等学科领

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本文主要对其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的学术成

就、特点及其在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探讨。

作为一门学科f中西交通史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20年代，张星娘、冯承钧、向达等

学者始以科学方法开展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真正对中西交通史从古代

到近代进行整体性研究，写成通史鸿篇的却是方豪，对这一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并由

此奠定了其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一、集中西交通研究大成之作

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四大篇

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族、宗

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全书内容丰富，

取材广泛，考证缜密，论断精详，为研究中西交通史必参之书，堪称集中西交通史研究之大成

的名著。而方豪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集中通过该书及相关的近百篇论文体现出来。

方著出版以前，社会上已有几种中西交通史论著，与前人著作相较，方著力求反映中西

交通史全貌，无论在时限、地域还是内容、深度上都后来居上，大大超过前人，可以说是第一

部完整意义上的中西交通史通史著作。

从时限上说，方著突破了前人研究均起自汉代，止于明代的时段限制，以贯通为目标，将

中西交通史的上限推进到先秦，下限延伸到鸦片战争时期，实现了时间上的“通”。现存最早

的、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中西交通史事为张骞出使西域，因此，人们谈中西交通史也多从张骞

开始，而对此前的中西交通状况很少谈及，更不用说研究。方氏则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交通

往来“在有史之初即已有之”，只是史无其文，故茫昧难稽。“但谓张骞以前，缺乏明确记载

可，谓张骞以前，中西无交往之事实则不可。”①通过对已发现的有关文物的研究，他断定早

在张骞之前，四川与印度之间必已有了来往，并大胆挖掘史料，将中西交通史研究推至先秦。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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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

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和平之破坏”①，无不包括在内，几

乎囊括中西交流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现象。全书不仅论述了中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各国家

之间生产、生活和相互关系状况等诸多方面；而且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心，贯之以文化的主

线，重点阐述历代有关宗教、艺术、民族等文化发展状况与中西交流的特点。

从全书来看，方著的内容也相当涵厚。如诸国间的经济交流无疑是中西交通史的一项

重要内容，即以各代经济交流的情况而论，其论述也很充分。他分列章节，对中国从汉代至

明初的对外贸易状况进彳亍了系统阐述的同时，又对经济交往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市舶司、港

口史等重点考察。这些考论无疑为后人研究市舶司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提供了便利的资

料。而他对广州、上海、扬州、江阴、福州等港口的专项介绍和论述，则开港口城市史研究之

先。
：

如果说，方著以其涵盖之广，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外交流过程中不同的历史现象，那么，他

在叙述中西交通历史现象的演变时，则总是追根求源，寻求中西交往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

展、宗教的传人及影响、政治制度的沿革、民族关系的演变等诸多因素发展的来龙去脉。如

在论述“唐宋时代南海华侨之创业”时，便专设一节追述唐家、唐人和唐字的来历；在论述“隋

唐宋时代西域人之华化”前，专列一节叙述隋以前迁华的异族。如此纵横交织，把中西交通

史放到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与分析，以综合反映整个中西文化交流兴盛与衰落的情

况。这样，使整个中西交通概况不再零散支离，而构成了相互联动、错落有致的有机画面。

=、详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

方著《中西交通史》既是一部通史，同时在结构和内容上也有所侧重。尤详于明清之际

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说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也是其重要特色。

对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方豪有一总体评价。他认为：明清之际，首启中国海运

者虽为葡萄牙商船，但真正进入中国内地、与中国朝廷与学术社会晋接的则是以学辅教的耶

稣会士，他们以西方的先进科学传人中国，也将中国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传人西方。此时，

中西文化以平等互敬的精神相互接触，从而造成两者交流融汇最理想的良机。在此以前，元

代时欧洲还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文明还没有开始，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不足表现

中国文明的朝代。在此之后，即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已经过工业革命时期，与中国之间的交

往唯有船坚炮利，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明末清初实为我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

期。鉴于以往“述文化交流之史事者，犹不多见，有之，则亦病简略”④的状况，方氏把这一

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为研究的中心，作了重点论述。

这不仅表现在全书以巨大的篇幅，以重彩浓墨叙写了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状况，而

且在结构体例上也作了重大的改变和创新。从篇幅来看，全书共70万字，前三篇所叙历史

①方豪：《中西交通史》I‘导言”。

②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第692页。

 万方数据



144 史学理论研究 2003年第3期

起自先秦、止于利玛窦来华，共约两千年，近40万字；第四篇仅叙述利氏来华到嘉庆五年

200年的历史，则达30万字，可见其重视程度。体例上，明清时期，中西交流涉及的内容十

分广泛，从天文、地理到建筑、艺术、哲学思想无不包括。前三篇以时间为序的撰述方法已不

能满足如此众多内容的要求。为充分展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以包涵其方方面

面的内容，他一改前三篇重纪年叙述的特点，将17、18世纪中西文化的东渐西被，分学科科

目进行论述。这样的安排，不仅使其目较若列眉，同时也符合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实

际。

在整个中西交通史研究的过程中，方氏尤重文化交流的研究。该篇命名为《明清之际中

西文化交流史》，其意即在突出这一时期文化之交流。从内容上看，该篇“所叙史事，纯以两

世纪间的文化交流为限，文化交流之外的条约之缔结、外交和通商等事，以及19世纪的中西

交往，因他人有专书刊行，则不在其内。”①无论从命名还是从内容上，该篇都充分反映了这

一特点。 ．

方氏之所以如此突出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是与其文化观密不可分的。“国与国之关系

既生。遂不能不无影响，影响之可见者，于文化为尤著。”②对文化的涵义，方氏有独特的见

解，他认为：“文化原为有理性的人类所必有的产物”，“由人类理性所发生的工作效果，曾经

种田式的耕耘培育而获得的成绩，都是人类文化的表现”。③文化既是人性的产物，所以有

其共性。但“因文明的产生有迟早，所受教育的程度有深浅，对善与恶的辨别上，或有歧

异”④，因此，人类文化在一定时期，至少在目前有其民族或国家的特征，而在同一民族和国

家中，也可能因宗教、宗族或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正是文化的这种国家和民

族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他进而对中西文化作了分析，指出现在所谓的西方

文化，已不是单纯的希腊或罗马文化，而是由希伯来人传人欧洲的基督教再吸收了希、罗两

种文化，所形成的混合文化。所以在地域上它并不限于一国。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则·

含有更多一国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由本土发生，不是由国外移植而来；向外发展，不

以霸道而以王道；最终目标为世界大同等方面。同时也有其扩散性，“对国内言，曾影响及于

匈奴、契丹、女真、回鹘、蒙回、藏、苗、罗罗和台湾山地同胞等各不同部族；对外国言，亦曾影

响及于韩国、日本、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洋等处，在东方可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因此

在人类文化中，“实只有西洋文化可以和我们的文化相比拟”⑤。

在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他又提出中西文化比较和交流的两大原则：首先要求同

存异，切莫同中求异。其次，要正确衡量自己的文化，“不可有优越感，也不可有自卑感”⑥。

正是本着这两大原则，方氏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加以探究，以倡导世界大同、发展中国文化为

目的，既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先进因素丰富、充实中国文化，又竭力把中国的文化传到全世界

①黄大受：<(中西交通史)第四、五册》，(台湾)<自由中国》1955年第12卷第5期，第182页。

②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自序”(第一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

③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第1130页。

④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卒h编，第2158页。

⑤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158页。

⑥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2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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