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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中爱关系：一项研究议程

王展鹏

中爱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自 1979 年中国与爱尔兰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

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两国政治关系发展良好，贸易、投资大幅增长，民间交往日益频繁。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中爱关系研究在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界受到忽视，相关学术积

累不够充分，两国关系史的编撰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爱尔兰都仍是一个空白。近年来，两国关

系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爱尔兰学和爱尔兰中国学逐渐兴起，对中爱关系研究提出了现实需

求，也为其深入发展提供了源头和动力。

2008年和 200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先后启动了中国爱尔兰研究和爱尔兰中

国问题研究状况的调查课题。研究表明，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爱尔兰研究和爱尔兰的中国研

究出现了积极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范式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两国学术界提出了建立爱尔

兰的中国研究、中国的爱尔兰研究学科身份的迫切命题。在此过程中，中爱两国相关领域的学

者都不约而同地将中爱关系研究视为建构自身学科身份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爱尔兰学术界，2009年和 2010年出版了两部关于中爱关系研究的重要著作，分别是北

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杰鲁莎•麦科马克(Jerusha McCormack)博士主编的《爱

尔兰人与中国》和科克大学中国研究院/孔子学院院长凡红教授主编的《爱尔兰的亚洲战略与中

爱关系》。《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是爱尔兰中国研究传统的集大成之作，内容包括中英外交史

上马戛尔尼伯爵觐见乾隆皇帝、担任清朝总税务司四十年之久的赫德爵士的在华经历、爱尔兰

在华传教士的工作、庄子对王尔德思想的影响、双方的音乐、园艺交流、爱尔兰人对中国城市

化、商业文化的理解以及爱尔兰中国移民的生活状况等，呈现出研究范式的继承与创新的新特

点。凡红教授主编的《爱尔兰的亚洲战略与中爱关系》则反映了近年来爱尔兰孔子学院、中国

研究院建设过程中在中国研究领域的新探索。与传统西方汉学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两国现实的

政治、经济关系。该书对 1999 年爱尔兰政府亚洲战略的缘起、发展和前景作了较系统的研究，

并从政治、经济、商务、文化、教育等层面讨论了该战略在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对中爱关系研究中出现的这一新趋势作出了积极回应。北京外国

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在爱尔兰政府的资助下启动了中爱关系研究项目，旨在立足中国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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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同时积极吸收爱尔兰同行参与，在学术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中爱关

系相关经验知识的积累，开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本书即为这一研究项目成果，它在两

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跨文化解读、文学关系和文化交流、发展模式的相互启发等层面对中爱关系

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多视角、跨学科研究。

中爱两国在文化传统、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很大，但自近代以来，

都曾有过遭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历史遭遇，近三十年来都通过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走上各自民族和文明的复兴之路。这一共性和差异并存的状况为

我们以跨文化视角解读两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空间。

一、跨文化视野下的中爱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取向

跨学科研究取向不仅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爱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的特点

使然。中爱关系这一广义范畴既包括传统政治关系、政府外交、经贸关系等传统议题，也包括

民间外交、文化交流、商业文化等议题，涉及两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在解读两国关系

的历史的过程中，需要布罗代尔式的总体史观，将社会生活不同层次的全部内容纳入研究视野

之中——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心态、人口等因素概莫能外。这些因素相互重叠、

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在研究过程中，既需要政治学者关于两国关系的概括性

的抽象总体判断，也需要历史学者对有关历史细节的孜孜追求，文学研究者的想象和对文本的

细读与阐释。前期研究积累的相对不足也要求我们注重历史档案的发掘和有关事件的亲历者的

个人经验，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结合起来，既关注两国关系中的宏大叙事，也致力于具体、

细微的个案研究。

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政治经济关系为主线的外交史，更多的是通过学者的文献研究和当

事人的亲身经历对广义的中国与爱尔兰两国及两国人民间的文学、文化、思想、社会、经贸乃

至政治联系做出历史叙述，其中包含着部分个人的历史（如文洁若、傅浩翻译爱尔兰文学作品

的经历；包柏德在中国的个人体验），是这一历史进程中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结合。在涉及两

国政治经济关系的部分，也往往关注其跨文化交流层面的解读，对其中包含的历史、观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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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意义做出阐释。但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当代问题的讨论，本书的作者始终关注其所反映的宏

大的时代变迁及其与当代中国和爱尔兰社会的联系。

二、 跨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爱关系研究

跨文化交流是中爱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不仅停留在狭义的文化交流层面，也渗透到两

国广义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从历史维度看，由于爱尔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爱尔

兰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极为复杂。自 1169 年诺曼人入侵爱尔兰岛，到 16 世纪 40 年代爱尔兰沦

为英国殖民地，在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并不存在法理意义上独立的爱尔兰民族国家。既是爱

尔兰人又是英国人的身份困惑成为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此外，虽然从人

口和领土面积的意义上讲爱尔兰都是一个小国，但海外爱尔兰人的数量（约八千万）远远超过

其本土，这一群体的存在使爱尔兰人的民族身份更为复杂。因而，我们的中爱关系研究的起点

将远早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 1979 年，甚至远早于爱尔兰独立建国的 1921 年，在这一阶

段，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构成了中爱关系研究的重点。

爱尔兰民族经历的复杂性使中国人从外部观察爱尔兰或者在与爱尔兰人交往的过程中需要

超越文化差异造成的阻隔。同样，对于爱尔兰人而言，东方文明的神秘与陌生、欧洲中心主义

的羁绊都会给双边交流与相互理解带来一定的障碍。同时也应看到，历史上爱尔兰人文化心理

中既有昔日大英帝国殖民者的思维方式、又有被压迫民族追求平等的愿望的二重性也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转化为两国人民交往中跨越文化障碍的有利因素。与传统西方主流话语中居高临下教

化东方人的殖民心态不同，从赫德爵士和爱尔兰在华传教士的活动看，爱尔兰人往往能够以更

为平等的心态看待中国，具有融入中国社会的意愿。

赫德爵士在中国的经历是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历史上的典型案例。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

务司长达四十年之久，在中国海关制度发展、官方统计制度等方面贡献颇多。一些研究者注意

到，爱尔兰血统是赫德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爱尔兰民族历史形成的多重身份的复杂性、

注重家庭、关系乃至多少有些裙带作风的传统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元素产生了共鸣，成为

跨越东西方文化障碍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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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在中爱关系中呈现出多维度、多层面的特征：从政府外交政策到

个人生活、从政治经济到文学艺术领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本书中，高咏梅对爱尔兰对外政

策的研究发现，以文化外交为基础的软力量战略在爱尔兰对华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并且在近年来有逐渐加强的趋势。麦科马克教授通过对大河之舞在中国传播获得巨大成功的当

代案例，表明大河之舞是爱尔兰人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将自身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

多重身份认同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优秀艺术形式，对面临类似挑战的中国观众而言具有独特的魅

力。爱尔兰都柏林市政府官员海登和戏剧导演思凯芙则分别讲述了自己作为“都柏林市中国春

节”庆祝活动的策划人举办这一活动和利用在中国排演爱尔兰戏剧创造跨文化对话空间的经

历。

近五年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中国研究院依托该校商学院一直进行中爱商业文化

的跨学科研究。该项目从商科、社会学等视角对中爱商业文化乃至更广义的两国文化传统进行

了实证研究。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中爱两国由于历史经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在文化上的

共性远远大于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观点。这一研究不仅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长期存有争

议论断，也为两国企业家的投资、合作提供了借鉴。 爱尔兰科克大学中国研究院/孔子学院凡

红教授关于中爱教育交流的研究表明,爱尔兰孔子学院建设促进了爱尔兰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使

21 世纪的爱尔兰人能够更有效地与中国打交道。从更广义上说，教育日益成为爱尔兰人“跨文

化自觉的代理者”和两国“未来商业关系的促进者”。

三、文学关系在中爱关系中的独特地位

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在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也是这一课题

的研究重点，篇幅占本书的一半以上。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对爱尔兰文学的接受史反

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在实现民族独立、文明复兴过程中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看法的变迁。

五四运动后，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就注意到爱尔兰文学鲜明的民族特性及其洋溢着的民族精

神和爱国主义情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对爱尔兰

作家以自己的作品真实记录的爱尔兰民族发展的体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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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爱尔兰文学作品的认识也随着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发展。今天，爱尔兰作家对本民族融入全

球化进程经历的记录和思考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崭新的启示。

我国学者蒲度戎提出，近百年来，爱尔兰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经历了发生期（1919年

前）、发展期（1920至 1949年）、萎缩期（1950至 1979年）、繁荣期（1980年以来）四个时

期。在每一时期，都诞生了令中国人民为之振奋的翻译和介绍作品，如《海外轩渠录》、《莎乐

美》、《牛虻》、《尤利西斯》，“见证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史的进程”。同时，中国读

者对王尔德、肖伯纳、乔伊斯、希尼等爱尔兰作家及其作品接受史的变迁也映射出中国自身发

展的历程，给予中国研究者发挥主体意识，进行理论上总结、阐释、创新的空间。

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看，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两国人民间的交往中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在中国对爱尔兰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陈恕教授在本书中写道：

文学既然被认为是民族心灵的历史，那么从本质上说，从事文学翻译就是推动世界各

族人民之间心与心的交流，就是架设通向理解和友谊的桥梁。这座爱尔兰和中国文化

交流、理解和友谊的桥梁由我们文学的先行者鲁迅和茅盾架起，现正由文学艺术界的

人们进一步拓宽和加固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关于两国文学关系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还都是爱尔兰作家、作品在中

国传播的案例。与之相比较，中国文学在爱尔兰的传播（其数量和影响都非常有限）表现出明

显的不对称性。在本书中，我们只收入了麦科马克教授关于中国文化对叶芝创作《青金石》一

诗的影响一文。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所做的爱尔兰中国研究调查也表明，爱尔兰出版的中国文

学作品、文化典籍翻译与介绍的数量十分有限，有关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更是凤毛麟角。在我

国积极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这一现状也向我们提出了在海外加强中国文化，

特别是加强文化经典和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工作的紧迫命题。

四、公共外交的跨文化属性及其在双边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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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国家软力量的重要来源，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和基础，同时赋予了公共外交以

鲜明的跨文化属性。这一属性也决定了公共外交作用的发挥往往不一定需要借助宏大的事件，

而是需要更多地关注细节，通过机构建设、个体间的交往乃至个人的体验，在润物细无声之中

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除传统政府外交外，包括民间外交在内的公共外交在中爱两国关系的发

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英爱殖民时期来到中国的赫德爵士和爱尔兰传教士，还是当

今的大河之舞、孔子学院都起到了加深两国人民了解的载体的作用，尽管我们可能对赫德爵士

或爱尔兰传教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存在不同评价。借助跨文化交流，爱尔兰人有机会

了解真实的中国，中国人也获得了关于爱尔兰的真实的知识，事实上相互起到了向对方“公众

表达本国国情……提升本国的形象”的功效，进而提升各自国家的软力量。

近年来，在中爱两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双边文化交流、教育合作在促进两国人民间深入

了解和全方位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和科克大学孔子学院的建

设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建立成为两国间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发展的成功案

例。北外爱尔兰研究中心的调研表明，孔子学院/中国研究院和爱尔兰研究中心建设不仅有力推

动了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且成为促进两国人民间友谊和理解的重要桥梁。在爱尔兰，

历史上的中国研究规模较小加之英爱特殊关系的限制，其研究成果局限于英爱殖民时期爱尔兰

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而学术界有关中国的知识的来源则主要借助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出版物，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爱尔兰人对中国的了解，使之往往难以作出关于中国的独立、客

观的判断。以孔子学院的建立为契机，爱尔兰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域得到拓展，当代中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模式和双边交往成为孔子学院的重要教学与研究内容。同样，中国的爱尔兰研

究在探索自身学科身份的过程中，也将爱尔兰学的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文学、文化研究拓展到爱

尔兰历史、社会乃至政治经济领域。与传统西方爱尔兰研究过于强调批判解构的视角相比，中

国的爱尔兰研究不再将爱尔兰复杂的现实简化为一个后殖民的案例，而是从历史、经济、社会

等角度对爱尔兰的国情做深入扎实的研究，获得关于爱尔兰民族特性及其当代社会更丰富、全

面的认识，避免陷入简单化和文化误读的误区。孔子学院和爱尔兰研究中心推广两国文化的工

作，有助于在不同文明的比照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对方、认识自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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