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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胡蘭成給張愛玲的婚約上寫有“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之句，生


當大動盪時代的張愛玲確實企盼歲月靜好，可惜她寫作才華噴發之際，世界與


中國卻經歷著天塌地陷的大動盪。今年以來，華夏大地有昆明之難，隨即是馬


航客機失聯絡而去向不明（日語該稱之為行方不明吧），繼之是烏克蘭動盪，


強人普京大兵壓境，克里米亞公投加入俄羅斯，一度以為東西方冷戰結束而可


以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了，不料現在其實又進入後冷戰時代，世界還沒有走出民


族國家時代和爭強爭利之途。茫茫世界，誰主沉浮？喧囂之中，何為淨土？書


生黎民心憂天下又無力救世於倒懸，奈何？古人有“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之語，


喝酒對身體不好，於是吾儕曰：何以救世排憂，唯有研究漢學。漢學即是中國


之思想文化，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天人合一、和合圓融、和平共處、天


下大同，是漢學千古未變之價值，於世道人心，都大有裨益，值得賡續昌明，


薪火相傳，永以為好。 


這可能有點小題大作，凡事都要找出價值意義云云，是冬哄八股之遺風，


說得莊嚴重要點，是為我等在此世界變遷之際開個小會，找個合理性與合法性


的由頭。確實，文章與漢學，於古於今，皆非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在當


今之東亞，既非榮登官場之敲門磚，也不能帶來黃金屋和顏如玉，只是幾個素


心人，皆熱愛漢學，湊在華夏之京城，權當江邊茅舍，切磋交流，俾有所得，


對己之研究琢磨有所交代，為學術之林略添柴薪，既是寬慰，也是貢獻——天


下事本都是一點一滴做出來的，正如涓涓溪流匯成奔騰江河。而中國傳媒大學


漢語國際教育學院，受東亞漢學會之委託，承辦此次會議，至感榮幸。傳媒大


學是中國傳媒教育之重鎮，漢學國學本非所長，但文史乃大學文化之表徵，學


養之基石，得為傳媒學子增益素養，故善莫大焉。本擬將此會規模擴大，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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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大力提倡儉樸之風，儉樸也是中國文化之傳統，漢學會議理當體現中國傳統


文化之精神，以符合道統，契合明德，於是對會議調整如斯，海內外學界同仁


當能理解支持。 


在會議籌辦中間，陳學超會長和日本長崎大學楊曉安先生，關心過問，不


辭劬勞，鼎力操持，為會議如期順利舉行付出良多。而各位先生及時提交論文，


趕赴會議，貢獻新知，作為此次會議的召集人和出版者，與有榮焉，誠致謝忱！ 


杜甫詩云：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當此時


此世，我們來自各國和地區的學者，匯聚古都，看長城之內外，聽故宮之暮鼓，


不辭旅途之辛勞，不計食宿之簡陋，交流漢學研究之心得，這是一種什麼精神？


這是一種為學術而幸福的精神，是一種惟願在學問的土壤上播種稼穡的情懷。


精神和文化的好雨伴隨著辛勤的播種，定然會潤物養心潤世，無聲勝有聲。 


時當初夏，歲在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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