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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手稿·知识建构：北京大学与中国东
方学”学术工作坊暨纪念季羡林、金克木先生
学术成就座谈会成功举办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今年是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的两位大先生—季羡林先生和金克

木先生的111 周年诞辰与110 周年诞辰纪念。2022 年 9 月 17 日，由北京

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

院共同主办的“‘档案·手稿·知识建构：北京大学与中国东方学’学

术工作坊暨纪念季羡林、金克木先生学术成就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民主楼208 会议室顺利召开。会议由“中国‘东方学’学术

史研究”项目组、“‘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

“中国与南亚的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组承办。

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单位的 28 位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学

图17　会议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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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史、中国东方学学科史等领域的专家、青年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工

作坊。

工作坊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

任陈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教授、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

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

致辞。

孙庆伟副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北大东方学学科始终秉持“学贯中

西、融通中外”的学术使命，逐渐探索出以“文字、文本、文学、文

化、文明”等“五文并举”的语文学传统，在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等

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表示北大会继续加大对冷门绝学研究的投

入与支持，期待北大东方学学科在新时代下继续培养扎根中国大地、

肩负时代使命的高水平东方学实务人才和科研骨干；进一步继承和发

扬季羡林与金克木等前辈的优良学风，在学术高原的基础上继续攀登

新的高峰，形成涵盖语言学、文献学、历史文化学科，以及区域国别

学等领域的多元学科结构；进一步推动与东方国家地区的文明互鉴，

以理解非西方世界各民族和亚非拉多民族为使命，在诠释文明、解读

国情、拓展交流、资政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图18　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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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授深情重温了季羡林先生、金克木

先生与北大图书馆之间的种种因缘，并且表示北大图书馆将进一步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时所强调的“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精神，

加倍努力、加强合作，进一步为服务学术做出贡献。

图19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在致辞中，

首先强调了北京大学在中国东方学学科史上所具有的特殊而重要的意

义，因此需要回望来时路，不忘初心。其次，王邦维教授强调了档案

与原始文献在学术史、学科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档案的发

掘、解读、整理同样也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与学术素养。第三，王邦

维教授列举了两份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 1945 年抗战刚刚胜利时有关新

设“东方语文学系”的北大档案，强调指出，在当年的 8 月 27 日和 29

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不过刚刚十来天，北大文科当时的最主要的

一群前辈教授，在 8 年艰苦流离和艰辛奋斗之后，首先想到的第一件

事，不是别的，而是开会商量和策划新的学科建设。前辈们由此所表

现出的对国家和学科建设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至今让人感动不

已，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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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北京大学博雅讲习教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在回顾季羡林先生与金

克木先生的学术生平的基础上，肯定两位先生为搭建中西方文化桥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

图21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致辞

她认为，手稿、档案这些物质资料则生动记录下了他们的学术魅

力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李淑静教授最后表示外国语学院即将在

院图书分馆建设学科史电子资料库，以便师生们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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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教授主持会议

工作坊第一场研讨主题为“档案·书信与大师的足迹”，由北京大

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丰民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余浚馆长做了题为“北大档案的历史与

学术价值”的报告，从档案馆概况、档案全宗的结构、档案的历史与

学术价值、国外档案馆的情况以及未来的考虑等五个方面对北大档案

馆的历史发展与业务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余浚馆长指出档案馆

所藏的 35 万卷件档案，对考察北京大学 120 多年来创建、变迁、发展、

建设的历程具有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北大档案馆将进一步加强档案、

史料等资料编年，以及指南目录和大事记的编纂，并希望通过档案数

字化等信息处理技术，进一步方便老师同学们在学术研究中对档案的

利用。

文史学者荣宏君先生在《季羡林与叔父季怡陶—兼谈季怡陶家

书》的报告中，通过自己偶然获得的一批季羡林先生的珍贵书信资料，

梳理重构了这位对季羡林先生影响极大的叔父形象及其与季羡林的交

往历程。他期待有关季羡林先生的手稿、书信等文献资料，能对北京

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王邦维教授做了题为“周一良先生的西文书”的报告。报告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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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周一良先生 1995 年 8 月 7 日赠送给他的一批主要购于哈佛留学期

间的有关印度学和佛教研究的西文书的书名，同时结合周先生一生求

学，尤其是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对周一良先生一生所做的研究、学术

兴趣、与西方学人之间的有趣的交往加以说明，由此为今天了解他们

那一代学人赖以成就的学术大背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体的资料。

陈明教授在题为“双峰始成：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经过及其与季羡

林的学谊”的报告中，利用十分难得的新见信札，结合档案报刊与日

记回忆等资料，梳理了金克木先生入聘北大的详细经过及其与季羡林

先生的早年学谊，为还原重塑北大东方语文学系的学科建设与中国东

方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与新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学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以“季羡林印度学

与钟敬文民俗学互动的学术史意义：资料、学科与制度”为题，聚焦

季羡林先生和钟敬文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高度评价了中国印度学与

民俗学的相遇与促进在中国东方学学术史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相关

学术创见对国际东方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并总结出以北大为基地的中

国特色的东方学所具有的三大特点—即以资料与学科为灵魂，以国

家工程为制度保障，以领军迭代与群星灿烂为现象。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在题为“霍古达的生平

与身份—以其哥廷根档案与季羡林日记为中心的研究”的报告中，

以哥廷根大学所藏霍古达教授档案与季羡林先生的日记、回忆录等内

容为依据，对德国汉学家霍古达的身份与生平进行了梳理重构，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学术史研究的旨趣不应局限于学者的学术成就，

而更应着眼于学者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在评议中，建议档案馆进一步

扩大学术档案的收藏，重点关注学人手稿、日记、书信等等“独一无

二”的学术档案的征集和收藏；呼吁校方应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

程中加强对博物馆的建设；同时希望将来能尽快与档案馆合作，对历

史系历代学人们所收集收藏的大批历史档案进行共同管理。此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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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生教授强调学术史研究中要警惕“从后往前看”。

北京大学文研院项目负责人、文史学者孟繁之在评议中，首先高

度肯定了季羡林先生的手稿、信札、家书、档案等资料的挖掘、整理

与解读，对于理解季先生的性格养成、学术生成、交际往来，乃至于

知识迁移、学术理念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次，从自己与周氏家族

交往的亲身经历出发，对周一良先生的学术路径提供了不少有见地的

意见与认识，并认为从周先生的西文阅读史出发考察周先生对西方学

术的融会贯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视角。

工作坊第二场主题为“档案·手稿与北大的东方学科”。由北京大

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胡蔚副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吴杰伟教授以

“北京大学在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和知识建构方面的传承与成就”

为题，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和东南亚研究工作

的发展历程，并从华侨华人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翻译、多学科视角

等多个领域梳理北京大学在东南亚领域人才培养和知识建构方面所取

得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深化对历史和现今关于东南亚的知识

建构，将不仅有助于促进北大东方学科的发展，也将有助于在更深层

次上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理解互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潘钧在《北大东方学视域下的北

大日语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兼谈中国日语教育史的构建问题》的报

告中强调，对北大日语学科发展的考察必须与北大东语系、中国东方

学的整体发展思想、总体布局、办学理念等紧密结合起来，并以刘振

瀛先生为代表的北大日本文学学科为例，揭示出其建立与发展过程深

受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东方文学体系及东方学视域下的办学理念、

规划布局等影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孙凯副教授以“北京大学与法国印度

学”为题，就法国印度学的传承谱系、法国印度学和北大的渊源、20

世纪 30 年代分赴法德学习印度学的林藜光与季羡林的对比、法系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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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现状和法国印度学可能对未来中国所提供的滋养等问题进行

了梳理和分析，从学术史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北大东方学学科发展的

认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袁琳以“‘全景式’开创—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学科建制与早期发展”为题，从“全景式”角度对

北大阿语专业的早期发展与所创建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

务并重的学科体系进行了考察。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博士乐恒以“季羡林先生领导下的

五十年代北大东语系教学与科研发展再考—以新见手稿、档案为中

心”为题，在对季羡林先生的几份系务会记录、讲座笔记以及文章纲

要等新见手稿资料进行释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1950 年代中期相关档

案报刊资料，发现了季先生 1954 年发表的《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

究问题》一文所具有的前瞻性与重要性，重构了季先生引导北大东语

系加强科学研究期间所做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就。

李雪涛教授在点评中，期待中国东方学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今后

能够在档案、手稿等资料的挖掘整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示出季老

的东方学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想，与传统既有东方学之间的关系与联系。

工作坊第三场主题为“书目·档案·函札与国际东方学家”，由北

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主持。

文史学者艾俊川先生做了题为“马戛尔尼南海‘绝粮’记”的报

告，围绕 1988 年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的两份越南西山朝诏书，结合马

戛尔尼本人的日记与团员所做记录回忆等资料，多角度还原了1793 年

英人船只以“断粮”为由，停泊越南土伦港，并行勘测之实，而越南

方面从友善转为警惕的历史过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高峰枫在《李荣芳的考古之行》

报告中，利用北大档案馆所藏燕京大学期刊、系务、人事以及课程等

档案资料，与美国圣经考古学之父奥尔布赖特的两份年度报告进行比

证，还原出燕京大学创校元老、宗教学院教授、中国希伯来语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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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人李荣芳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随奥尔布赖特在巴勒斯坦进行考察

与学习的经历，以及李荣芳在燕大所开课程对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

之的影响，揭示出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山杉因故未能现场出席

座谈会，其论文《爱理鹗与钢和泰往来书信译注》由北京大学外国语

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乐乐代为宣读。该文中，高山杉对邹新明编三卷本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钢和泰未刊往来书信集》中有关爱理

鹗与钢和泰的往来书信进行了详细译注，对已出版的《钢和泰年谱简

编》中的相关内容有所更正补充，为我们了解和认识钢和泰这位在北

大执教十多年的梵文与印度古代宗教史教授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丁以“福克司的藏书简目与国际

东方学”为题，梳理了福克司在华期间以中国古籍为主的一大批西文、

日文、中文、满文等书籍的收藏经历，并对1949 年福克司凭记忆写出

的一份四页纸的藏书简目进行了汉译和简要注释，以期方便国际东方

学目录学、汉满古籍暨学术史研究者的使用。

孟繁之先生以“所见与不见：学术史研究视域中的学人日记、往

来函札”为题，以《周叔弢致周一良函》为例，强调学者在运用学人

日记、往来函札从事学术思想史、学科发展史研究时，既须对史事有

全面通识与把握，亦要对历史细节有精审与考订，要能大中不遗其小，

小中以见其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对上述论文进行了精彩点评，并

强调北大东方学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具备的国际视野，与胡适先生密

不可分。胡适先生将钢和泰教授留在北大授课十多年，北大也因此在

国际东方学及佛教学界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在圆桌讨论阶段，与会学者就福克司藏书的流转问题，罗常培与

吴晓铃、金克木等人的关系问题，季羡林入聘北大及其与陈寅恪之间

的关系问题，周叔弢先生 1952 年的捐书问题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工作坊闭幕式由吴杰伟教授主持，陈明教授做闭幕致辞。陈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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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对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支持会务工作的工作人员及学生们以及北

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所给予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图23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图：冯一帆、史阳；文：乐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