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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东方学者 W
·

爱伯哈德
`

阿尔文
·

P
·

科恩

沃尔夫莱姆
·

爱伯哈德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名誉教授
。

在从事西亚
、

中亚

和东亚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学者中
,

象他那样兴趣广泛
、

多才多艺的人是不多见的
,

因此他可

以被毫不夸张地称作亚洲研究的真正
“
通才 ” 。

作为教师和学者
,

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

界许多地方的一代学生学者
。

甚至退休以后
,

他仍然热心于教学与著书立说
,

继续鼓舞激励

着一代后学
。

爱伯哈德教授的一生就象一个 冒险故事
` 。

1 9 0 9年 3月 17 日他出生在德国的波特斯丹姆
,

他的父母则出生于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家庭
。

受家庭的影响
,

爱伯哈德的博士论文选

择 了中国汉代的天文学与占星术
,

还 同池的叔叔罗尔夫
·

缪勒合写了几篇有关汉代与三 国时

期天文学的论文
。

这些著述后来都收在爱伯哈德文集第四卷 《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宇宙观 》

( 1 9 7 o a ) 中
。

在波特斯丹姆的维多利亚大学读预科时
,

爱伯哈德学习了拉丁语
、

希腊语
、

法

语和两年英语
。

此后他的英语学习便中断 了
,

直到 19 4 8年他到了美国
,

几星期后便不得不开始

用英语上课
。

1 9 2 7年爱伯哈德进了柏林大学
,

开始潜心钻研古代汉语和社会人类学
,

另外也对满语
、

蒙古语
、

日语及梵语进行了研究
。

奥托
·

弗兰克和埃里克
·

豪尔都曾指导过他
, 1 9 3 3年他通

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

由于柏林大学不能提供汉语 口语的指导
,

爱伯哈德便同时暗地报名参加

了柏林的东方语言研究班
,

跟从弗迪南德
·

D
·

莱森先生学习汉语
。

他所以这样保密
,

是因

为他的古代汉语老师反对池学 习口语
,

而研究班的老师们也不赞成他学 习古代汉语
。

19 2 9年

爱伯哈德从研究班毕业后
,

便在莱森先生的指导下
,

在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工作
。

1 9 3 4年他初访中国
,

想为博物馆搜集一些民族志的实物
。

在浙江
,

爱伯哈德去了农村
,

他研究寺庙
,

还在曹松叶的帮助下搜集了一些民间故事
。

这些故事中的大部 分 后 来 收在了

《 中国东南部的民间叙事文学 》 ( 19 6 6 ) 一书中
。

随后不久
,

他来到北平
,

靠着朋友们的帮

助
,

开始在北平国立大学
、

北平市立大学以及保定医学院教授德语和拉丁语
。

爱伯哈德和他

的第一位妻子艾莉德 (旧姓瑞莫 ) 以及海尔穆特
·

威尔海姆一起住在北平
。

艾莉德有时也与

丈夫合作著作
,

还帮助他校 订和译成英语
。

1 9 3 4年
,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瑞纳也出世了
。

1 9 3 5年
,

爱伯哈德旅行穿越华北
,

旅行到了西安
、

华 山
、

太原和大同的云岗石窟
。

在华

山上他与道士们的交谈
,

成为他后来与海德
·

海默
·

莫里森合著 《华 山— 中国西部的道教

圣山 》 ( 1 9 7 4) 一书的基础
。

回到德国后
,

他于 1 9 3 6一 1 9 3 7年担任莱比锡格莱西 ( G
r a s s i) 博物馆亚洲 部 的主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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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不与纳粹分子 同流合污
。

3 1 9 7年
,

在亚当
·

冯
·

塔 罗 特 的 帮助

下
,

他获得了一项莫西
·

孟德尔颂奖学金 (美国设 )
,

于是他买了一张环球旅行的车票
,

借

此获准离开了德国
。

他周游的第一站是美国
。

在那里
,

池参观了芝加哥的菲尔德 ( F ie ld )

博物馆和堪萨斯市的尼尔松 ( N el 。 。 n ) 艺术馆
,

并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 了两次讲

演
。

然后他打算去 日本和中国
。

但由于当时的 日本浸华战争
,

他最终只到了香港
。

在香港
,

他收到安卡拉大学愿以教授职位相聘的协议书
,

于是在缺乏相应 证 件 的 情况

下
,

他还是绕道去了土耳其
,

在那里与他的家人团聚了
。

从 1 9 3 7年到 1 9 4 8年
,

爱伯哈德在安

卡拉大学教历史
。

他用土耳其语授课
,

用土耳其语和德语发表著述
。

这些著述内容丰富
、

涉

及面广
,

其中包括中国民俗学
、

通俗文学
、

历史
、

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地方文化
、

中国与 中亚

民族之间的关系
,

以及土耳其的历史
、

社会与大众文化等等
。

在他从教生涯的这段时期中
,

爱伯哈德为土耳其汉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

1 9 4 7年
,

他用土耳其语写成的 《 中国历

史 》 出版了
,

以后又被译成德文
、

英文和法文
。

1 9 7 7年
,

英文第四版 出版
。

他的二儿子安内

托
,

于 1 9 3 8年在安卡拉出世
。

1 9 4 8年
,

爱伯哈德获得了伯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为期一年的洛克菲勒补助金
。

第二年
,

该

校又授予他为社会学系终身职教授
。

此后
,

爱伯哈德教过各种与西亚
、

中亚和东亚的社会与

大众文化有关的课程
,

直到 1 9 7 6年他从伯克利退休为止
。

由于他对亚洲社会与文化的见多识

广
,

东语系
、

历史系和人类学系的学生们也常来听他的课
,

而 他除了参加社会学系研究生的

论文答辩会之外
,

也经常在这些系的硕士
、

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会上担任委员
。

在伯克利期间
,

爱伯哈德继续进行广泛的研究
,

同时发表大量的著述
。

他 研 究 聚 落形

态
; 1 9 5 1一 1 9 5 2年在土耳其搜集吟游故事

; 1 9 5 6一 1 9 5 5年 I’lu 及 1 9 7 7年
,

他在巴基斯坦和印度

研究乡村发展问题
; 1 9 5 8年他研究滇缅边界上的村庄

;
在阿富汗

,

他研究教育
;
在朝鲜和台

湾
,

他研究商贩
。 1 9 6 0年

,

他在艾莉德的协助下
,

研究了台湾的计划生育问题
。

他经常在台

湾进行学术研究
,

并在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授课
。

此外他还在法兰克福大学
、

海德

伯格的汉学研究所以及慕尼黑的东亚研究所讲学
。

他还是 《 汉学与社会学 》 杂志以及 《 东亚

文明
:

理解传统的新尝试 》 (维也纳 ) 和 《 亚洲民俗
·

社会生活专刊 》 (台北 ) 两套丛书的

编委
。

后一套丛书是 1 9 7 0年他与娄子匡共同创办的
。

他还是一些很有 声 誉 的 学术团体的会

员
,

例如美茵茨德国科学文学院
、

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
、

土耳其历史学会以及美国民俗学

会等
。
工9 5 4一 1 9 5 5年

,

他担任了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的主席
。

1 9 8。年朗德大学授予他名誉

博士学位
。

退休以后
,

爱伯哈德仍然积极执着他的科研
、

旅行
、

演讲与教学计划
。

19 8 9年 8月

15 日
,

在长期患病之后
,

他在妻子艾琳 (旧姓奥尼索格 )的守护下
,

于家中去世
。

爱伯哈德一生著述颇丰
,

涉及面也很广
。

1 9 3 1一 1 9 7 8年
,

他的著作书 目共有 6 50 条之多
,

其中有书 60 本 〔包括 《 中国历史 》 及其它著作的几种版本和 (或 ) 译本 〕 ,

论文 18 5 篇
,

还

有许多摘要
、

书评
、

译文和学术短论
。

在他那六卷本文集中
,

从 《 亚洲的聚落与社会变迁 分

( l g 7 6b ) 到 《 中国平民的生活与思想 》 ( 19 8 2 b )
,

其中既有旧著
,

也 有新作
。

从 中可以看

出
,

他对中国和土耳其的民俗与民间生活
,

以及对地理的
、

民族的和社会意义上的中国
“
边

际人群
”

( m ar ig
n al p e o lP e) 的持久兴趣

,

是从他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明确开始发 展的
。

他在 30 年代后期及 40 年代初期写作的论文表 明
,

这一时期是他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社会的起源

与发展
、

它的多民族构成及其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初始阶段
。

而出版 于 1 9 4 2年的 《 中国边际人



群的文化与聚落 》 和1 9 43 年的两卷本 ( 中国古代的地方文化 》 则标志着他的这项研究达到了

高峰
。

其中后者的第二卷被译成英文
, 1 9 6 8年还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

他后来的大量著述为这

一研究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

这些著述有
: 《 对华北托巴王国的一次社会学考察 》 (

“
托巴

王国
”
系由德语 T c b a

一

R ie c h译出一译者 ) ( 1洲叻
, 《 征 报者与统治者

:

中世纪中国的社

会强权 》 (1 9 5 2 b
, 1 9 6 4年修订 )

、

《 传统中国的社会变迁性 》 ( 1 9 6 2 )
,

以及 其 文集第一

卷 《 亚洲的聚落与社会变迁 》 ( ]
_

9 67 b)
、

第五卷 《 中国及其 西 邻 》 ( 1 9 7 8 )
,

及 《 中国少

数民族之今昔 》 ( l g 8 2 a )
。

正是对中国和土耳其民俗与民间生活的浓厚兴趣
,

形成了爱伯哈德整个学术生涯的持久

主题
。

他一生丰富的著述便是这一主题的体现
。

怀着对普通民众文化始终如一的兴趣
,

从 1 9 3 4

年他在浙江进行最早的民间文学搜集起
,

经过对土耳其民间文学的搜集
、

对台湾大众文化的

考察
,

到对古今资料的详细分析
,

这一系列努力使他写出了大量的著作
、

论文及书评
,

也使

他因此成为 中国大众文化诸多研究领域内的权威学者
。

1 9 3 6年
,

他在 《 民俗学工 作 者协会通

报 》 丛书 (赫尔辛基 ) 中发表的 《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 ,

为把中国民间故事置于世界民间故

事的系统研究之中提供 了一个区域性的构架
。

《中国的神幻故事和民间故事》发表于 1 9 3 7年
,

系由他 1 9 3 6年用德文记录的搜集资料扩展而成
, 1 0 6 5年修订后改为 《 中国的民间故事 》

。

此

后他还发表了许多搜集来的中国民间故事
、

歌曲
、

戏剧
、

小说和寓言
。

除 了搜集民间文学资

料外
,

爱伯哈德还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
,

分析中国民间故事与民间风俗的内涵
、

结构及其传

承
,

后多收进其文集第二卷 《 中国民俗研究及其他 》 ( 1 97 0 b) 及第三卷 (原文此处作第四卷
,

似有误
。

今据文后注释改为第三卷— 译者 )
、

《 中国的伦理与社会价值 》 ( 19 7 1 b)
。

他的社

会学观点影响了他对民间故事传承的研究
:

他不仅关注故事讲述人
、

听众及讲述时的社会情

境
,

还认为不同的性别
、

年龄及讲述人与听众之间的亲缘关系都会对故事内容产生 明显的影

响
。

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有力地体现在 《 台湾民间故事研究 》 ( 1 97 o C ) 一书中
。

爱伯哈德对民间文化的兴趣还表现在他对中国大众信仰进行了广泛而 富 于 权 威性的研

究
。

在 《 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罪与恶 》 ( 1 9 6了a ) 中
,

他经过分析认为
,

道 德 家 们 的宣传著作

(善书 ) 的广泛传布
,

是正统儒学之外中国伦理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又一来源
。

《 中国的节 日 》

( 1 95 2 a ; 1 9 7 2年修订
, 1 9 7 7年译为俄文 ) 是一本面向一般读者的

、

中国宗教节 日 概览性的

书
,

但其中充满了真知灼见
。

他的这些研究影响了许多青年学者
,

他们创立了中国宗教研究

会
,

还发行 了期刊 ( 1 9 7 6 )
。

在民间文学
、

艺术和宗教领域内
,

反复出现符号的阐释问题
。

爱伯哈德也将他的注意力

和博闻强记的阅读能力投向这一问题
。

从 F
·

D
·

莱森的早期研究人手
,

他编 出了 《 中国象征词

典 》 , 1 9 8 3年在德国出版
,

并附有部分彩图
。

1 9 8 4年该书被译成法语
, 1 9 8 6年 又 译 成 英语

(此二种无彩图 )
。

按 (该书 1 9 8 9年被译为中文
,

书名为《中国文化象征词典 》 ,

湖南文艺 出版社

出版
,

陈建宪译— 译者 )
。

在书中
,

他除了对象征符号在历史
、

文字
、

信仰及隐喻中的隐含

意义进行探究之外
,

还认为许多象征都含有性的意味
,

这是以前的研究从不 曾阐明的
。

爱伯

哈德对象征的最初兴趣在他 1 9 6 6一 1 97 8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国梦境研究的一系列论文中就已显

露出来
,

其中包括一本小书 《 中国的梦及其阐释 》 ( 19 7 la )
。

爱伯哈德有关中国民俗与民间生活研究的许多著作都被列入《亚洲民俗
.

社会生活专刊 》

丛书 (台北 ) 出版
。

这套丛书也发表其他学者有关东亚
、

中亚和西亚的学术著作
。

在爱伯哈



德的鼓励下
,

丛书的出版单位— 东方文化 服 务社 ( O r i e n 七a l C u 七u r a l S e r V i c e ) 将

几种与中国民俗有关的
、

早已绝版却很有价值的专题研究丛书与搜集资料予以重印
,

例如 《 国

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及 《国立北京大学及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丛书 》
。

1 9 5 3年爱伯哈德与波特夫
·

耐力
·

鲍若诺夫合作
,

出版了 《 土耳其民间故事类型 》 一书
,

为在世界大背景下进行土耳其民间故事的研究与比较提供了区域性构架
。

在此前后
,

他还发表

了几篇与此相关的论文
,

其中包括 《 土耳其东南部的吟游故事 》 ( 1 9 5 5 )
。

虽然爱伯哈德在

5 0年代以后似乎将大量精力用于探索中国民俗
,

他仍然激励着一代年青的土耳其民俗学者
。

爱伯哈德受到过古典汉学以及现代社会学
、

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训练
,

这使他在工作中具

有他人少有的优势
。

他能有效地研究古典文献 中的问题
,

也能很好地进行现代田野作业和设

计
、

实行调查计划
,

以及利用统计数据进行研究
。

他那似乎永远充沛的精力
、

组织材料上的

高度技巧和一 目十行的阅读能力
,

也是他学识渊博
、

文思泉涌的原因
。

在运用资料卡片
、

利

用见缝插针法来贮存
、

补充资料 (在计算机数据库尚未诞生之前 ) 方面
,

他也是行家里手
。

他

还非常乐于与别人分享他的研究资料
。

如果我打电话请教他某个问题
,

他总是请我稍候
,

然后

几分钟内便念给我一个书单
,

告诉我主要的和次要的参考书
,

甚 至与我的间题有关的页码
。 ,

爱伯哈德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
。

和他同游台湾城市的大街小巷
,

常常使年龄只及他一半

的人疲惫不堪
,

而他却余兴未尽
。

田野作业中
,

他总是极其敏锐地观察细节
,

而且他总是知

道下一步去什么地方最合适
。

无论何时
,

只要他在台北
,

他总要 去看台湾电影 (还据此写了

一本书
: 《 中国银幕

:

六十年代的港台电影 》
,

出版于 1 9 7 2年 )
。

他尤其爱去台北的一家剧

院
,

还经常买第十三排的票
,

因为那家剧院十二排和十三排之间的空地足可以容纳下他六英

尺高的身体和两条长腿
。

经过台北街上整整一天的实地考察之后
,

他总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

家 台湾风味的茶馆
,

可以去放松地喝茶
、

吃小吃
。

无论什么场合
,

他总保持着幽默而彬彬有

礼的风度
。

爱伯哈德还是一位令人鼓舞的老师
。

他的渊博学识和亲身经历常常给人一种略微奇特的

幽默感
。

即使他常在早晨八点钟上课— 他告诉我们
,

这是为了确保严谨的学风— 他还是

吸引了一批忠实的听众
。

他对自己的时间
、

学识以及那有名的卡片中的资 料 都 非 常慷慨大

方
。

在学生的论文答辩会上
,

他提出的问题虽难
,

但往往很中肯
、

很公正
。

他的准时守约也
,

为他赢得了声誉
。

他能准时地将学生的论文初稿交还作者
,

并提 出详细的批评意见
。

甚至当

他在巴基斯坦进行田野调查时
,

他也很快地将原稿及打印好的详细批评意 见 一 起 交还作者

(他的字确实有点难认 )
。

他还有意识地培养青年学者
。

他到我校作学术报告时
,

报告结束

后他留在教室里和学生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

记下他们提出的问题
,

答应 日后把答案寄来

— 他果然信守诺言
。

几天后
,

学生们就收到了他的信和有关资料
。

对很多幸运的学生来说
,

爱伯哈德教授远远不只是一位令人奋进的老师
,

他还是一位知

心朋友
,

堆备随时聆听我们的苦衷
,

并满怀同情地给我们以指导
,

帮助我们渡过人生的这一

逆境
。

我们为拥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感到无比的荣幸
。

爱伯哈德的学术业绩将在他的丰富著述中得到永生
。

他的仁爱
、

友善和灵慧将永远珍藏

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

“

引用书目
”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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