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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研究中文书目：1978—2018》出版

金榜（1735—1801）在同王鸣盛（1722—1798）谈及做学问时曾言：“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

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王鸣盛也曾就“目录之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凡读书最切

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是治学门径，是学者首推读书之法。治国学如

此，治海外汉学亦如此。1814年法国法兰西学院设立“满、鞑靼、汉语言教授”讲席，海外中国研究进入专业

汉学阶段。专业汉学发展至今已有 200多年的历史，产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汉学书目，如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编纂的《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袁同礼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书目》等。

尹汉超编《海外中国研究中文书目：1978—2018》于 2022年 12月出版，是海外汉学中文书目编制的又一

新成果。该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重大标志性项

目“文明互鉴：中国文化与世界”（项目编号：2021SYLZD020）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收录了 1978—2018年

海外中国研究中文译著（包括翻译、编译、选译、摘译、译丛、译文集等），以及研究、介绍、评论海外中国

研究的中文著作，涉及书目共计 8101条。该书目参考《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 5版）的分类体系进行编排，

共分 21个大类，每大类中视数量多寡再按照主题划分二级分类。编者尹汉超在该书《前言》中指出编纂此书

的初衷是“全面整序 1978—2018年海外中国研究的中文图书，以书目的形式力图展现 40余年来海外中国研究

发展总体面貌，为海外中国研究学术史提供有实用价值的检索工具书”。（王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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