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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玛纽埃尔-
爱德华·沙畹，简称
沙畹，是学术界公
认的19世纪末20
世纪初世界上最有
成就的中国学大
师，公认的“欧洲汉
学泰斗”。同时他
也是世界上最早整
理研究敦煌与新疆
文物的学者之一，
被视为法国敦煌学
研究的先驱者。继
他之后成为法国中
国学与敦煌学大师
的伯希和与马伯乐
都出自他的门下。
沙畹著述甚丰，他
翻译注释《史记》，
对中国的佛、道、摩
尼教，对于中国的
碑帖、古文字、西域
史、突厥史、地理等
领域都颇有研究，
且成就斐然。其著
作有《中国两汉时
代的石刻》《华北考
古考察图谱》《土地
神》《3至8世纪的
中国神话》《中国民
间艺术的愿望的表
达》等。

沙畹是第一位运用现
代考古技术对中国遗址进
行实地考察与测量的学
者。在书中，他通过现代
考古技术进行考察、取证，
从中国传统古籍文献中获
取史籍资料，再通过西方
学术论证分析方法，探取
其文化内核。

1909年本书法文版面
世，中国的登封三阙、孝堂
山、武梁祠、龙门石窟等遗
址由此进入西方学术视
野，成为世界汉学及东方
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金石学也首次被纳入
法国汉学的研究领域。同
时，西方现代考古学方法
也为中国学界所重视和运
用，推动了中国传统金石
学研究的发展。这些遗迹
在后来的战乱过程中或损
毁或流失，均遭不同程度
的破坏，这些图片及资料
对于后世的研究就更显弥
足珍贵。

此次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的袁俊生先生的中文
译本，在精准表达法语原
文意思的同时，在处理文
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方面
均采用了“回译”，即力求
保证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
一致性。在翻译《华北考
古记》的过程中，译者袁俊
生先生查阅了十余部典籍
文献，做了至少六万字的
笔记。并且还在其中作了
校勘史料、改错补漏、整合
译名等，还对书中的文献
资料添加附注，使其更具
可读性与准确性。

学者荣新江在序中精
准分析了沙畹的学术研究
成功之道，“与同时代的中
国金石学家的‘访碑录式’
的专注于文本收集的方式
不同，沙畹的实地调查依
托于现代学术的考古学方
法，不仅对碑刻本身做详
细的测量和记录，同时对
碑 刻 或 古 物 所 在 的 祠
堂、墓地、周边环境等做
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再
加上西方的照相技术和
资金上的支持，沙畹的
《华北考古记》最终成为
划 时 代 的 学 术 丰 碑 ，他
本人也由此成为汉学研究
的一代大师。 ”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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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考古记》百年首出中译本

一个时代
可以成就一批
大师，而一批
大师也缔造一
个时代，学术
界亦是如此。
19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
的政治、社会、
学术都处在巨
大的变革之
中，是一个产
生革命家、英
雄和学术大师
的时代。但
是，由于中国
当时在科学技
术上的落后，
在许多学术领
域内，中国学
者尚未涉足。
西方学者反而
先行一步，走
进中国这片当
时未开垦的土
地，创造了学
术辉煌。

20 世 纪
初，欧洲的考
古学者们来到
中国，开始实
地涉足并挺进
陌生的地域进
行考察与研
究。斯坦因选
择以和田为中
心的丝路南道，
格伦威德尔选
择以吐鲁番为
中心的丝路北
道，伯希和直奔
敦煌。他们最
终都通过实地
的考古调查和
随后整理而成
的著作，成为
各自领域内的
学术高峰。其
中，法国从事
汉学研究的学
者埃玛纽埃尔-
爱德华·沙畹，
以其学识和眼
光，选择了华
北、泰山、云
冈、龙门作为
考察重点，来
实现自己的学
术抱负。

沙畹翻译过《史记》，考察
文物、碑帖，钻研古文字、西域
史、突厥史、中国地理、道教等
等，成就斐然。同时，沙畹还有
大量著述，如《泰山志》《西突厥
史料》《两汉时代之石画像》《西
突厥史料》等。最终他成为学
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
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
师，同时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
用现代考古学方法考察中国遗
址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欧洲汉
学泰斗”。

在沙畹的学术著作中，其
中以《华北考古记》最被人熟
知，也是他的学术奠基之作。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西方还
是中国的学者，只要是关于中
国古代艺术、雕塑、考古、历史
等方面的研究，无不涉及到此
书，足见其在中国学术界中的
地位。然而，自《华北考古记》
法文版1909年正式出版至今超
过一百年，中文译本才首次问
世——经过历时三年的酝酿、
翻译与编辑，中国画报出版社
在2020年6月推出了沙畹的这
部巨著《华北考古记》中文版。

1889年1月，沙畹被法国
外交部派往北京。那是他第一
次来华，时年 24 岁。 他的身
份是法国驻华公使馆散编随
员。据学者荣新江考证，当时
的沙畹打算全文翻译司马迁的
《史记》，并调查两汉画像石，旁
及历代碑铭和少数民族文字的

碑刻资料。为此，1891年沙畹
曾前往泰山考察，以印证《史
记·封禅书》的记载。此行还促
成了他对泰山祭祀活动和民间
信仰的通盘研究，最后写成了
《泰山：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
一书；同时他在泰安碑贾手中
购买到武梁祠、孝堂山、刘家村
的画像石和碑刻，构成了他另
一本书的主要素材，即《中国两
汉石刻》。1895 年开始，沙畹
将已经翻译出来的《史记》的十
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
（约原书的五分之三的篇幅）陆
续出版。到1905年为止，共计
出版五册。

1907年 3月，沙畹第二次
离开巴黎，前往中国。他乘火
车穿越欧洲大陆，经西伯利亚
进入中国，于4月14日抵达奉
天，由此揭开沙畹在华从事考
古活动的序幕。整个考古活动
持续了将近7个月，直至1907年
11月4日离开中国，沙畹考察了
奉天的清朝皇家陵墓，又到鸭绿
江畔观看了高句丽古迹，接着又
马不停蹄地赶赴泰山、曲阜、开
封、巩县、洛阳、登封。

在对山东和河南两省作完
详细的考古调查之后，沙畹来
到陕西省，参观了西安府及唐
代皇家陵墓，随后渡过黄河，进
入山西省，用照片记录了当地
的风土人情，并特意赶到芝川
镇，拜谒了司马迁的陵墓，紧接
着又去参观佛教圣地五台山，
最后来到大同府，前往云冈石
窟考察。在返回北京之前，沙
畹还在居庸关短暂停留，考察
了那里的浮雕画和云台石刻经
书。沙畹将上述考古活动以文
字及图片形式编纂成了四本书，
即《华北考古记》。本书共收录
图片1793张，其中拓片千余幅，
照片300余张，抄录的铭文造像
记400余则。

翻译《史记》实地考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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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考古记》中的拓片。

《华北考古记》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