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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及其视域中的 “多个中国”:
巴西学术界如何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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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傅一晨

内容提要: 充分理解分析对象需要信息和知识ꎮ 然而获取信息

和学习知识是两种不同的行为ꎬ 掌握信息并不一定代表掌握知识ꎮ
中国和巴西在信息交换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ꎬ 但目前我们仍需克服

知识的障碍ꎮ 本文分析了 １９ 世纪末以来巴西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意

象建构ꎮ 到目前为止ꎬ 学者们建构了三个有关中国的意象: 古代中

国、 共产主义中国、 提供资本机遇的中国ꎮ 在过去几年里ꎬ 一个具

备经济和政治能力、 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霸权国家的新中

国意象已在巴西出现ꎮ 然而ꎬ 由于巴西缺乏一支优秀的汉学研究团

队ꎬ 因此即便获取的中国信息数量有所增加ꎬ 巴西仍无法充分理解

中国ꎮ 尽管巴西拥有不少优秀的中国研究领域的专家ꎬ 但却没有能

够真正理解 ２１ 世纪中国的汉学家ꎮ 本文就培养巴西汉学家ꎬ 并使

其了解 “真实中国” 的重要性提出了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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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哥伦布抵达当今美洲大陆时ꎬ 他深信自己找到的是另一条通往亚洲大

陆之道ꎬ 有可能见到中国的皇帝——— “大汗”ꎮ 究其原因ꎬ 哥伦布有一天听见

当地人谈及 “Ｃａｎｉｂａ”ꎬ 便将该词误解为 “大汗的臣民”ꎬ 即中国人ꎮ 然而欧

洲的探险者们并不知道ꎬ Ｃａｎｉｂａ 其实是对加勒比地区居民的称呼ꎮ①

在欧洲 “大发现” 时期ꎬ 还有一则故事也反映了欧洲人对他者缺乏了解

并充满偏见ꎮ 不过这则故事版本众多ꎬ 因而颇有争议ꎮ 据说航海者在 １５４６ 年

抵达当今的尤卡坦半岛 (Ｙｕｃａｔ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ꎬ 他们向当地人询问地名ꎬ 得到

的回答是 “尤卡坦”ꎬ 于是这个词被当作地名沿用至今ꎮ 然而在玛雅语中ꎬ
“尤卡坦” 意为 “我听不懂你的语言”ꎬ 西班牙人命名当地之词竟是由于一场

无法相互理解的对话而形成的ꎮ
细致的读者可能辩驳: 这些都是 “老掉牙的故事”ꎬ 如今我们有机会获取

各种信息ꎬ 因此几乎不会出现上述错误和误解ꎮ 或许他们说得没错ꎬ 但对于

信息的力量ꎬ 无论真实与否ꎬ 人们总显得有些天真ꎮ 一方面ꎬ 并非每个人都

能轻易获得真实的信息ꎻ 另一方面ꎬ 有必要区分针对特定分析对象的信息与

知识ꎮ 身处 “文明的冲突” 不断冲击的时代ꎬ 我们必须弄清什么是事实信息ꎬ
以及历史社会的真相是什么ꎮ

本文旨在分析 １９ 世纪末以来巴西学界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ꎬ 我们因此有

必要分析巴西学者如何形成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ꎮ 概括而言ꎬ 巴西学界已

出现有关 “多个中国” 的认知ꎬ 但学者们普遍并不了解真实的中国ꎮ 又或许

这些巴西人眼中的 “多个中国” 的产生原因正是中国本身ꎮ 此外ꎬ 还有两个

现象需要我们去解释ꎮ 第一ꎬ 通过分析发现ꎬ 巴西学界至少形成了三个有关

中国的意象ꎬ 即作为古代文明的中国、 １９４９ 年成立的新中国和提供资本机遇

的中国ꎮ 尤其在研究国际政治体系中出现的新兴大国时ꎬ 后两种意象普遍受

到巴西学者的关注ꎮ 那么ꎬ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巴西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结

构? 第二ꎬ 为何巴西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的汉学流派? 如今的巴西拥有优

秀的中国问题专家ꎬ 但尚没有巴西汉学家能领悟 ２１ 世纪以来的中国ꎮ
由于很难对所有巴西学者关于中国的信息和认知进行分析ꎬ 本文为此采

用了另一标准ꎬ 即通过阅读相关文章、 报告、 论文和书籍ꎬ 以及与尽可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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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哥伦布在旅行日记里曾写道: “正如我此前所说ꎬ Ｃａｎｉｂａ 指的就是 ‘大汗的臣民’ꎬ 他们一定

距离这里非常近了ꎮ” 转引自 Ｔｚｖｅｔａｎ Ｔｏｄｏｒｏｖꎬ Ｌａ Ｃｏｎｑｕｉｓｔａ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Ｅ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 ｄｅｌ Ｏｔｒｏꎬ Ｍｅｘｉｃｏ
Ｄ Ｆ ꎻ Ｍａｄｒｉｄ: Ｓｉｇｌｏ Ｖｅｉｎｔｉｕｎｏ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３９ꎮ 托多罗夫证实ꎬ 当地居民自称加勒比人 (Ｃａｒｉｂａｓ)ꎬ 但在

旅行日记中ꎬ 哥伦布将其称为 “Ｃａｎｉｂａ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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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西学者 (绝大多数学者将在文中被提及) 进行对话交流来进行分析ꎮ 可

以发现ꎬ 巴西多数对大众思想有影响力的学者都会关注中国话题ꎮ
本文的正文共包含三个部分ꎮ 第一部分梳理了自 １９ 世纪末以来巴西国内

中国研究的形成及演变ꎬ 意在向读者展现巴西学界如何形成对中国的社会历

史认知ꎮ 第二部分将阐明ꎬ 尽管巴西目前已克服信息获取方面的障碍ꎬ 但有

关中国的信息仍难以在民众和学者之间广泛传播ꎮ 本文最后强调培养巴西汉

学家的重要性ꎮ

一　 巴西学者对中国认知的形成

正如前文所述ꎬ 错误信息和预先形成的对他者的知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显而易见ꎮ 本部分将梳理巴西汉学家及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出版物ꎬ 进而分析

１９ 世纪末以来巴西学者如何形成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认知ꎮ
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小阿尔梅达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Ａｎｔôｎｉｏ 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 Ｊｕｎｉｏｒ)

或许是第一位记录中国的巴西人ꎮ 他在随法国科考团前往日本期间曾到访中

国部分沿海城市ꎬ 因此在他 １８７４ 年的旅行日记中ꎬ “Ｃｈｉｎａ” 首次以国家的身

份出现ꎬ 而不仅仅是东方商品的代名词ꎮ① 小阿尔梅达的旅行日记后被收录在

«从法国到日本: 关于中国、 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居民历史、 习惯和风俗的旅

行记叙及描述» 一书中ꎬ 并于 １８７９ 年在里约热内卢出版ꎮ 巴西历史学家贝尔

南迪诺阿伯鲁指出ꎬ 小阿尔梅达在旅行日记中描述了中国的人文情况ꎬ 同

时还记录了一些对科考沿途各地社会政治问题的评论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ꎬ
小阿尔梅达的描述受到当时法国汉学流派思维方式的影响ꎮ②

１９ 世纪末ꎬ 一个颇具争议的国内问题引起巴西学界对中国的关注ꎮ 当时

由于欧洲移民抵达巴西后受到当地土地所有者奴隶般的对待ꎬ 欧洲各国政府

便不再希望本国公民前往巴西ꎬ 移民群体本身也更倾向于前往美国或其他欧

洲殖民地ꎮ 声名狼藉的巴西为应对其领土上劳动力的短缺ꎬ 开始将目光投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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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ａ ｄｏ Ｃａｒｍｏ Ｓｔｒｏｚｚｉ Ｃｏｕｔｉｎｈｏ ( ｅｄ )ꎬ Ｃａｄｅｒｎｏｓ ｄｏ ＣＨＤＤꎬ Ｎｏ １２ꎬ Ｂｒａｓíｌｉａ: ＣＨＤＤ / ＦＵＮＡＧꎬ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ｆｕｎａｇ ｇｏｖ ｂｒ / ｃｈｄ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ｃａｄｅｒｎｏｓ － ｄｏ － ｃｈｄｄ / １０５ － ｃａｄｅｒｎｏｓ － ｄｏ － ｃｈｄｄ － ｎ － ２５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５]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ｏ ｄａ Ｃｕｎｈａ Ｆｒｅｉｔａｓ Ａｂｒｅｕꎬ “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ａçãｏ”ꎬ ｅｍ Ｍａｒｉａ ｄｏ Ｃａｒｍｏ Ｓｔｒｏｚｚｉ Ｃｏｕｔｉｎｈｏ (ｅｄ )ꎬ
Ｃａｄｅｒｎｏｓ ｄｏ ＣＨＤＤꎬ Ｎｏ １２ꎬ Ｂｒａｓíｌｉａ: ＣＨＤＤ / ＦＵＮＡＧꎬ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ｆｕｎａｇ ｇｏｖ ｂｒ / ｃｈｄｄ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ｃａｄｅｒｎｏｓ － ｄｏ － ｃｈｄｄ / １０５ － ｃａｄｅｒｎｏｓ － ｄｏ － ｃｈｄｄ － ｎ － ２５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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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ꎮ 出于现实需要ꎬ 巴西政府渴望引进中国劳动力以取代国内黑奴ꎮ
在替代黑奴的问题上ꎬ 巴西的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之间曾有过激烈的辩

论ꎮ １８０８ 年ꎬ 葡萄牙王室来到巴西时就曾经讨论过中国移民问题ꎬ 但到了

１８７９ 年ꎬ 它成了一个 “中国人种问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ꎬ 参与这场辩论的

包括巴西废奴主义者若泽德帕特罗西尼奥 (Ｊｏｓé ｄｏ Ｐａｔｒｏｃíｎｉｏ)、 若阿金纳

布科 (Ｊｏａｑｕｉｍ Ｎａｂｕｃｏ) 和金蒂诺博卡伊乌瓦 (Ｑｕｉｎｔｉｎｏ Ｂｏｃａíｕｖａ)ꎮ① 巴西

精英认为ꎬ 中国人是介于 “白人” 与 “黑人” 之间的 “中等人种”ꎬ 因此ꎬ
引进中国人无法解决巴西迫在眉睫的民族建构问题ꎮ② 偏见总是惊人的相似ꎮ
其实巴西人早已熟悉从东方运来的中国商品ꎬ 例如瓷器和茶叶ꎻ 巴西知识分

子也对葡萄牙、 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游历中国的故事有所耳闻ꎮ 但正是由于

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欧洲犹太教和基督教主导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ꎬ 这使得巴

西人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充满了异域色彩ꎮ 这本该是一种对他人的好奇ꎬ
却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ꎮ 后来ꎬ 中国劳动力并没有移民到巴西ꎬ 但从那时起ꎬ
正如安德烈布埃诺所说ꎬ 巴西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中国究竟应

当成为巴西社会形态的参考ꎬ 还是反面案例?③

有关中国移民的问题还促成了巴西第一个访华使团ꎮ １８８０—１８８２ 年ꎬ 该

使团在中国停留ꎬ 旨在与中方缔结友好关系及商贸和航海条约ꎮ 外交使团以

及小阿尔梅达的科考团为巴西官员研究中国提供了灵感ꎬ 例如ꎬ 外交官李诗

圃撰写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ꎬ 分别为 «中国与中国人: 旅程回忆录» (１８８８
年) 和 «第四类中国人: 中国与中国人的延续» (１８９４ 年)ꎬ 后者专门叙述中

国移民问题ꎮ④

２０ 世纪上半叶ꎬ 人类学家吉尔贝托弗莱雷 (Ｇｉｌｂｅｒｔｏ Ｆｒｅｙｒｅ) 曾对巴西

完全西化的社会形态提出异议ꎮ 巴西的文化背景实际上融合了欧洲、 非洲和

土著文化ꎬ 同时ꎬ 葡萄牙与东方的间接接触也为巴西带来了东方文化的影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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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ｔａｒｔｏ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çãｏ ｄｅ ａ Ｃｈｉｎａ ｅ ｏｓ Ｃｈｉｎｓ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ＦＵＮＡＧ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ｆｕｎａｇ ｇｏｖ ｂｒ /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
ｃａ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１２５１ － ｏｓ － ｃｈｉｎｓ － ｄｏ － ｔｅｔａｒｔｏｓ － ｆｕｎａｇ － ｃｈｄｄ ｐｄｆ [２０１０ － １１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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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就包括中国文化ꎮ 然而直至几年前ꎬ 一本论述东方对巴西社会形态影响

的书籍——— «热带中国»ꎬ 才首次在巴西问世ꎬ 这本著作是弗莱雷一系列讲

座、 论文和书目章节的汇编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这本书虽以中国为题ꎬ 但比起

中国文化ꎬ 书中有更大篇幅讲述了印度文化如何影响巴西社会形态ꎮ
巴西汉学家、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教授若泽罗伯托特谢拉莱特 (Ｊｏｓé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Ｌｅｉｔｅ) 继续了弗莱雷的研究ꎬ 并实现了对后者的超越ꎮ 莱特

坚持认为ꎬ 中国对巴西文化的影响远大于弗莱雷的描述ꎮ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

写道ꎬ 中国对巴西的影响是多方面、 深刻而持久的ꎬ 即便这种影响在 １８１０ 年

后开始减弱ꎬ 但始终被保留在巴西文化中ꎮ② 莱特同时指出ꎬ 尽管已有少数国

内外学者和艺术史学家表示ꎬ 有兴趣研究中国对米纳斯吉拉斯州殖民时期绘

画以及对巴西传统建筑中某些特征的影响ꎬ 但尚未有系统且全面的研究来探

析中国对巴西文化的影响ꎮ
巴西外交官、 汉学家里卡多若佩特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Ｊｏｐｐｅｒｔ) 博士毕业于巴黎

第四大学远东研究专业ꎮ 他不仅分析了巴西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影响ꎬ 还

研究了中国古代艺术和文化ꎬ 因而被巴西主流汉学家布埃诺和塞维利诺卡

布拉尔 (Ｓｅｖｅｒｉｎｏ Ｂｅｚｅｒｒａ Ｃａｂｒａｌ Ｆｉｌｈｏ) 等人视为巴西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ꎮ
若佩特的作品大多聚焦于中国历史和文化ꎬ 著有 «中国永远美丽» 和 «中国

瓷器» 等ꎮ③ 布埃诺断言ꎬ 若佩特是少数几个试图通过文化层面来理解中国的

巴西学者之一ꎮ④

巴西汉学家、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教授安德烈布埃诺也是当前巴西国

内少数致力于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之一ꎮ 他还开设了一个葡萄牙语博

客ꎬ 取名为 “Ｓｉｎｏｇｒａｆｉａ” ( “中国投影”)ꎬ 并在平台上提供大量有关中国和中

国人的学术文章、 论文和著作ꎮ 布埃诺对中国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解和传播

—４４—

①

②

③

④

Ｇｉｌｂｅｒｔｏ Ｆｒｅｙｒ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Ｅ Ｏｕｔｒｏｓ Ｅｓｃｒｉｔ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ａ Ｉｎｆｌｕêｎｃｉａ ｄｏ Ｏｒｉｅｎｔｅ 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Ｌｕｓｏ －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ａꎬ ２０１５

Ｊｏｓé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Ｔｅｉｘｅｉｒａ Ｌｅｉｔｅꎬ Ａ Ｃｈｉｎａ ｎ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Ｉｎｆｌｕêｎｃｉａｓꎬ Ｍａｒｃａｓꎬ Ｅｃｏｓ ｅ Ｓｏｂｒｅｖｉｖêｎｃｉ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ａｓ
ｎａ ａｒｔｅ ｅ ｎ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ｅ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ꎬ １９９２ꎬ ６２８ ｆ Ｔｅｓｅ (Ｄｏｕｔｏｒａｄｏ) － Ｃｕｒｓｏ ｄ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Ａｒｔｅ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Ｃａｍｐｉｎａｓꎬ Ｃａｍｐｉｎａｓꎬ １９９４ 随着 １８０８ 年后巴西开埠ꎬ 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ꎮ 正如弗莱雷所述ꎬ 巴

西不再具有 “东方” (印度、 日本和中国) 特征ꎬ 它成了一个西方国家并具有欧洲 (英国和法国) 的

习惯和特征ꎮ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Ｊｏｐｐｅｒｔꎬ Ａ Ｃｈｉｎａ é Ｓｅｍｐｒｅ Ｆｏｒｍｏｓ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Ｆｌｅｍｉｎｇꎬ １９５８ꎻ Ａｌｉｃｅｒ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ａ

Ｃｈｉｎ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Ａｖｅｎｉｒꎬ １９７９ꎻ Ａ Ｐｏｒｃｅｌａ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Ａｒｔｌｉｖｒｅꎬ １９８５
Ａｎｄｒé Ｂｕｅｎｏꎬ Ｃａｍｉｎｈｏｓ ｐａｒａ ｕｍ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ｅｄｕ / ３７５５７２１５ /

Ｃａｍｉｎｈｏｓ＿ ｐａｒａ＿ ｕｍａ＿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４]



巴西及其视域中的 “多个中国”: 巴西学术界如何理解中国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ꎬ 他编撰了 «中国历史百文» 和 «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本»
等介绍中华文明的书籍ꎮ① 此外ꎬ 他也常在巴西各高校和媒体上批判巴西人对

中国的 (错误) 常识ꎮ
尽管布埃诺本人对中华文明抱有浓厚的兴趣ꎬ 但正如他在博客中写道ꎬ

在巴西传播古代中国知识如同在沙漠中布道ꎮ 布埃诺翻译的文章和书籍多为

中国古代思想家撰写的经典ꎬ 它们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ꎬ 千百年来引领着

人类知识的发展演变ꎮ 相比于 １９ 世纪欧洲帝国主义时期出现的 “东方学”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ꎬ 布埃诺认为中华文明促进了整个人类知识的演进ꎬ 因此他希望

通过葡语译本ꎬ 将 «史记» «山海经» 以及周朝、 秦朝和西汉时期的其他经

典引入巴西ꎮ②

随着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ꎬ 巴西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开始多元

化ꎮ 也正是从那时起ꎬ 中国不再只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千年文明ꎬ 另一个 “共
产主义中国” 的意象也逐渐形成ꎬ 甚至在几年后又出现了 “提供资本机会的

中国” 的新意象ꎮ 目前ꎬ 由于在国际政治体系研究中出现 “新兴大国” 议题ꎬ
后两种意象受到巴西学者更多的关注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毛泽东的一些著作被翻译成葡萄牙语ꎻ 与此同时ꎬ
巴西学者也开始出版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及社会变革的书籍ꎮ １９８０ 年后ꎬ 一

些法国和美国的出版物被译成葡语ꎬ 并在未经巴西政府审查的情况下印刷出

版ꎮ 然而ꎬ 正如弗拉基米尔波马尔 (Ｗ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ｏｍａｒ) 所述ꎬ 这些书籍的出

版数量有限ꎬ 并且只涵盖了中国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中的一部分ꎮ③

奥斯尼杜瓦特佩雷拉 (Ｏｓｎｙ Ｄｕａｒｔｅ Ｐｅｒｅｉｒａ) 在巴西出版了第一本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著作ꎮ 杜瓦特是一名法官ꎬ 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ꎬ 他关

注巴西的未来发展ꎬ 出版了几本关于巴西主权以及两本有关中国的书籍ꎮ
１９５６ 年ꎬ 他出版了 «我们与中国»ꎮ④ １９５７ 年ꎬ 他撰写了一份自己游历亚洲国

家的报告ꎬ 并以 «今日中国» 为名发表ꎮ⑤ 布埃诺指出ꎬ 杜瓦特是第一位将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ｎｄｒé Ｂｕｅｎｏꎬ Ｃｅｍ Ｔｅｘｔｏｓ ｄｅ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Ｃｈｉｎｅｓａꎬ Ｕｎｉãｏ ｄａ Ｖｉｔóｒｉａ: ＦＡＦＩＵＶꎬ ２０１１ꎻ Ｔｅｘｔｏｓ ｄｅ Ｈｉｓｔóｒｉａ
ｄａ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ｔｉｇ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Ｅ － ｂｏｏｋꎬ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ｒｉｖｅ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ｆｉｌｅ / ｄ / ０ＢｙＫＣｈＥｗｊ８７ＢｇＯＥｏｙ
ＭＵＦＦａＧ５ｊＮ０Ｅ / 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４]

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ａｉｄꎬ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ｏ: Ｏ Ｏｒｉｅｎｔｅ ｃｏｍｏ Ｉｎｖｅｎçãｏ ｄｏ Ｏｃｉｄｅｎｔｅ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 Ｃｏｍｐａｎｈｉａ ｄａｓ
Ｌｅｔｒａｓꎬ ２０１２

Ｗ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ｏｍａｒꎬ Ａ Ｒｅｖｏｌｕçãｏ Ｃｈｉｎｅｓａ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Ｕｎｅｓｐꎬ ２００３
Ｏｓｎｙ Ｄｕａｒｔｅꎬ Ｎóｓ ｅ ａ Ｃｈｉｎ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Ｉｒｍãｏ Ｐｏｎｇｅｔｔｉꎬ １９５６
Ｏｓｎｙ Ｄｕａｒｔｅꎬ Ａ Ｃｈｉｎａ ｄｅ Ｈｏｊｅ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Ｉｒｍãｏ Ｐｏｎｇｅｔｔｉꎬ 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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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两国经济发展进行类比的巴西人ꎮ 在杜瓦特看来ꎬ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

式可以成为巴西学习的案例ꎬ 从而实现其强国理想ꎮ①

弗拉基米尔波马尔也曾向巴西民众介绍中国ꎮ 作为 １９６２ 年巴西共产党

(ＰＣｄｏＢ) 和 １９８０ 年巴西劳工党 (ＰＴ) 的创始人之一ꎬ 波马尔试图揭开巴西

对中国意象的神秘面纱ꎮ② 他撰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书籍ꎬ 包括 «中国之

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中国———１９ 世纪之龙» «中国革命» 以及 «中
国: 打破神话»ꎮ③ 弗拉基米尔波马尔是巴西的共产党 (ＰＣＢ) 领导人佩德

罗波马尔之子ꎬ 后者曾于 １９５６ 年作为巴西代表团成员之一被派往中国参加

中共八大ꎮ④ 在论述 ２０ 世纪中国革命的著作中ꎬ 波马尔阐明了中国古代及外

国列强侵略时期中国人民起义的本质ꎮ 与此同时ꎬ 他也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ꎮ
波马尔的书籍、 文章和论文都意在揭示ꎬ 西方世界的集体认知中普遍存

在一种永恒的二元对立ꎬ 这种情况在巴西也不例外ꎮ 正如波马尔在 «中国之

谜» 一书中所述ꎬ 无论站在左翼还是右翼立场ꎬ 西方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都存在曲解ꎮ
巴西坎迪德门迪斯大学巴西中国—太平洋研究所 (ＩＢＥＣＡＰ) 所长、 巴

西军事学院常任理事塞维利诺卡布拉尔教授自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潜心研究

中国ꎮ 他在 «中国: 一个巴西视角» 中阐述了历史变迁与中国形势、 中巴关

系ꎬ 以及中国同葡语国家的合作ꎮ 此外ꎬ 对于可能形成的世界多极格局ꎬ 卡

—６４—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ｄｒé Ｂｕｅｎｏꎬ Ｃａｍｉｎｈｏｓ ｐａｒａ ｕｍ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ｅｄｕ / ３７５５７２１５ /
Ｃａｍｉｎｈｏｓ＿ ｐａｒａ＿ ｕｍａ＿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５]

请不要将巴西共产党 (ＰＣｄｏＢ) 与巴西的共产党 (ＰＣＢ) 混淆ꎮ １９６２ 年ꎬ 由于不满时任巴西

的共产党领导人儒利奥普列斯特斯 (Ｌｕíｓ Ｃａｒｌｏｓ Ｐｒｅｓｔｅｓ) 的政党改革ꎬ 部分政党成员从 “巴西的共

产党” 中分裂出来组建了新政党ꎬ 取名为 “巴西共产党”ꎮ
Ｗ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ｏｍａｒꎬ Ｏ Ｅｎｉｇｍａ Ｃｈｉｎê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 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ꎬ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Ｆｕｎｄａçãｏ Ｐｅｒｓｅｕ Ａｂｒａｍｏ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ｆｐａｂｒａｍｏ ｏｒｇ ｂｒ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ｏｅｓ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５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Ｅｎｉ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２０１５ － ｗｅｂ ｐｄｆ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Ａｌｆａ Ôｍｅｇ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８７ꎻ Ｃｈｉｎａꎬ ｏ Ｄｒａｇãｏ ｄｏ
Ｓéｃｕｌｏ ＸＩＸ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Áｔｉｃａꎬ １９９６ꎻ Ａ Ｒｅｖｏｌｕçãｏ Ｃｈｉｎｅｓａ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Ｕｎｅｓｐꎬ ２００３ꎻ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ｓｆａｚｅｎｄｏ Ｍｉｔｏｓ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Ｐáｇｉｎａ１３ꎬ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ｄｉｔｏｒａｐａｇｉｎａ１３ ｏｒｇ ｂｒ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ｃｈｉｎａ －
ｄｅｓｆａｚｅｎｄｏ － ｍｉｔｏｓ － ｗｌａｄｉｍｉｒ － ｐｏｍａｒ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５]

另一则故事更能体现波马尔家族与中国人民的密切关系: 佩德罗波马尔于 １９７２ 年代表巴西

共产党 (ＰＣｄｏＢ) 到访中国ꎬ 当时他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转达了巴西共产党计划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

的决定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是巴西共产党建立阿拉瓜亚游击队 (Ａｒａｇｕａｉａ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ꎬ １９６７—１９７４
年) 的灵感来源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巴西军事独裁者下令杀害了佩德罗波马尔ꎮ



巴西及其视域中的 “多个中国”: 巴西学术界如何理解中国　

布拉尔认为ꎬ 巴西和中国都自认为是国际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大国ꎮ①

２００４ 年ꎬ 贝鲁赛贝鲁奇 (Ｂｅｌｕｃｅ Ｂｅｌｌｕｃｉ) 教授编撰了一本书ꎬ 意在向

巴西民众介绍 “一个位于世界另一端的国家的真实情况”ꎬ 因而取名为 «开眼

看中国»ꎮ② 卡布拉尔也参与了此书的撰写ꎬ 他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一

些机制和途径的构想ꎬ 以此强化中巴两国在科学、 文化、 政治和经济领域的

合作与对话ꎮ③ «开眼看中国» 主要收录了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宏观政治领域

撰写的论文ꎬ 涵盖经济发展、 国际关系、 教育、 农业和安全等话题ꎮ 卡布拉

尔和波马尔是仅有的两位外国作者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这两位巴西学者长期与

中国学者有直接接触ꎮ
谈到巴西的中国研究ꎬ 我们还需提及一位学者ꎬ 那就是巴西南里奥格兰德

联邦大学教授保罗维森蒂尼 (Ｐａｕｌｏ Ｆａｇｕｎｄｅｓ Ｖｉｓｅｎｔｉｎｉ)ꎮ 维森蒂尼并非汉学

家ꎬ 但他对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在巴西国际政治领域得到普遍认可ꎮ 维森蒂尼

精于研究全球政治体系中边缘国家的外交事务ꎬ 他的著作和论文主要研究参与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的国家ꎬ 以及 １９６１ 年不结盟运动的创立ꎮ 目前ꎬ 维森蒂尼是南

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巴西战略与国际关系中心 (ＮＥＲＩＮＴ) 的协调员ꎮ 该机构在

首届 “中国—巴西研讨会: 经济发展与国际安全” 研讨会后出版了相关文集ꎬ
聚焦中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当代国际安全动态ꎮ④ 参与此次

研讨会的巴西中国研究学者还包括安德烈库尼亚 (Ａｎｄｒé Ｍｏｒｅｉｒａ Ｃｕｎｈａ)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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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尔科塞匹克 (Ｍａｒｃｏ Ｃｅｐｉｋ)①ꎬ 两人均为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教授ꎬ
分别从事国际经济和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ꎮ

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ꎬ 中国正雄心勃勃地征服世界ꎬ 并企图超越美国成

为国际政治体系的领导者ꎮ 维森蒂尼对此并不赞同ꎮ 正如他所说ꎬ 这种说法

更像是 “一种中国恐惧症的表现”ꎮ② 维森蒂尼指出ꎬ 基于同非洲国家建立的

关系ꎬ 新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开启了新篇章ꎬ 并实现了重新谋求主权和发展

的奋斗目标ꎬ 那才是 “最新的中国” (Ｎｅ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的开端ꎮ 为此ꎬ 中国希

望避免 “霸权”ꎬ 无论是美国霸权ꎬ 还是可能形成的 “中国霸权”ꎮ
维森蒂尼曾在一篇文章中揭开了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大陆上施行 “帝国

主义” 的迷思ꎮ 在一篇名为 «中非关系: (许多) 迷思与 (一些) 现实» 的

文章中ꎬ 维森蒂尼抨击西方大国坚持认为中国人在非洲大陆实行 “中式新殖

民主义”ꎮ③ 另一方面ꎬ 尽管欧美学者的研究经常批判这一事实ꎬ 但非洲人民

也早已明白中国的意图ꎬ 即与非洲大陆维持长期的贸易和发展联系ꎮ 因此ꎬ
当中国 “再次崛起” 时ꎬ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放在 “国际体系中的亚洲及其中

国枢纽” 框架下来分析的亚洲区域现象ꎬ 而是一种植根于长期历史的现象ꎬ
很难通过当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ꎮ④ 了解亚洲国家的历史背景对于解开

中国谜题至关重要ꎮ
除此之外ꎬ 部分巴西学者还看到了一个提供资本机会的中国意象ꎮ 这样

的中国代表着一种经济模式和一个对巴西商品极具吸引力的市场ꎬ 但同时也

给巴西国内的商品生产带来竞争压力ꎮ 总体而言ꎬ 中国已将自身打造为多元

化的出口平台ꎬ 并且仅考虑其国内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ꎬ 这一经济模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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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借鉴ꎮ 上述中国意象的形成ꎬ 归功于私人银行、 咨询公司、 多边国际组

织以及金融投资企业ꎬ 因而是一个单纯以数字来描绘的中国形象ꎮ 客户大多

通过电子数据、 表格ꎬ 以及各式各样的图表来了解中国及其人民ꎮ 与此同时ꎬ
一群巴西学者也在自问ꎬ 为何巴西无法取得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就? 经济学

家、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卡洛斯梅代罗斯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ｅｄｅｉｒｏｓ) 是试

图揭开中国经济发展奥秘的先驱之一ꎮ① 他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始笔耕不

辍ꎬ 并且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张ꎬ 他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ꎬ 进而

分析了中国经济扩张对拉美和亚洲的影响ꎮ② 目前ꎬ 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在国

际体系扩张中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ꎬ 重点聚焦中国的半导体产

业政策ꎮ③

与此同时ꎬ 正当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还专注于研究本国项目时ꎬ 一本讲

述 ２１ 世纪初中国在政治经济秩序中崛起及其产生的国际变革的著作在巴西问

世ꎮ 这本名为 «新全球环境中的中国: 政治和经济影响» 的书籍ꎬ 是巴西学

界在理解中国对美国、 欧洲、 亚洲邻国、 俄罗斯、 印度及巴西的经济和外交

政策方面为世界做出的独特贡献ꎮ④ 此书意在理解中国的发展ꎬ 明确中国在新

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ꎬ 以及探讨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参与撰写

此书的学者是巴西各领域的研究专家ꎬ 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一个渴望在 ２１ 世纪

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ꎮ 然而ꎬ 尽管这本书重要性突出ꎬ 但出于时效性问题ꎬ
它已显露不足ꎮ

遗憾的是ꎬ 巴西至今尚未能组建一支汉学研究团队ꎬ 其原因在于巴西国

内汉学家人数有限ꎮ 我们至多可以这样推测ꎬ 随着巴西从中国学者那里获取

更多的直接信息ꎬ 以及中巴两国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ꎬ 我们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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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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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信息将会更加准确ꎮ 这或许能极大提升巴西的中国研

究能力ꎬ 同时扩大巴西在该领域的杰出学者数量ꎬ 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领

悟中国ꎮ
巴西学者还没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汉学流派ꎮ 那么ꎬ 创建巴西汉学是否必

不可少? 巴西学者目前的学术成果难道还不足以让巴西人领悟中国? 在之后

的两节中ꎬ 我们就将分析巴西学者在传播中国信息时存在的局限性ꎮ

二　 巴西国内 “多个中国” 意象的构建

在当今社会ꎬ 我们无须花大量笔墨去阐明虚假信息的威力ꎮ 它能按照传

播者的利益需求将真实情况神秘化ꎬ 或是凭空捏造报告、 制作真假参半的内

容ꎬ 进而塑造社会真相ꎮ 我们在前文介绍了巴西学者对中国社会历史认知的总

体情况ꎬ 但这还远远不够ꎮ 目前ꎬ 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正在出现ꎬ 这可能超越

了巴西人对中国的传统认知ꎮ 这种新意象将使中国脱离巴西的东方学研究ꎮ①

一个例子可以来说明巴西近些年发生的变化ꎮ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教授玛

丽亚戈恩 (Ｍａｒｉａ ｄａ Ｇｌóｒｉａ Ｇｏｈｎ) 曾撰写过一份报告ꎬ 很好地体现了巴西中

产阶级对中国普遍抱有的预想和偏见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戈恩到上海参加一场关于城

市化的科学大会ꎮ 当时她认为能看到一个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尽管变革

的结果她还不太清楚ꎮ 但当戈恩接触到真正的现实中国后ꎬ 她坦言道ꎬ “事实

上我现在才发现ꎬ 自己拥有着如西方世界般的想象ꎬ 对东方国家 (中国) 充

满了刻板印象: 数以千万计的人口ꎬ 长相和衣着相似ꎬ 到处排着长队ꎬ 没有

店铺ꎬ 没有商场ꎬ 也没有书店和报摊ꎬ 交流困难ꎬ 等等”②ꎮ 尽管自 １９７８ 年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ꎬ 西方世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巨变ꎬ 但正

如戈恩亲眼见到中国前所认为的那样ꎬ 巴西对中国及其人民仍然抱有异乎寻

常的曲解ꎮ
因此ꎬ 我们应当试着去理解为何需要将中国研究从巴西东方学研究中抽

离出来ꎮ 显而易见ꎬ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该国在全球政治中日益重要的存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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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方学” 指对现代或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ꎬ 并由此对东方文明进行描述、 模仿和神秘化ꎮ
鉴于东方学的诞生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ꎬ 因而学者易对东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形成刻板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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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及其视域中的 “多个中国”: 巴西学术界如何理解中国　

是造成巴西学者对中国研究兴趣不断增长的原因ꎮ 除此之外ꎬ 目前巴西民众

从本国学者那里获取的中国信息ꎬ 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所改善ꎮ 更重要的

是ꎬ 这些信息已开始从中国直接传递给巴西人民ꎮ
语言是阻碍中巴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一大问题ꎬ 英语目前仍是双方沟通

交流的主要语言ꎮ 然而克服这一障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ꎮ 中巴两国人民都致

力于学习彼此的语言ꎬ 尤其是中国高校开设的葡萄牙语课程不断增加ꎮ 相比

之下ꎬ 巴西的学校尚未开设汉语课程ꎬ 仅有个别例外ꎬ 如圣保罗大学提供本

科汉语课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如果巴西高校开设中文学院ꎬ 那么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

对真实的中国文学、 中国文化以及汉语进行正确的研究ꎮ 例如ꎬ 圣保罗大学

将要举办一场仅有巴西学者参与的学术活动ꎬ 专门用来探讨中国作家鲁迅视

角下的中国传统ꎬ 这不再是过去常见的东方文学赏析活动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巴西几所主要高校的孔子学院也通过提供语言课程和介绍中国文化ꎬ 试图拉

近中巴两国人民间的距离ꎬ 从而克服上述障碍ꎮ 然而ꎬ 孔子学院在开展学术

研究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此外ꎬ 在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ꎬ 巴西坎皮纳斯州立

大学揭牌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ꎮ 该中心系巴西高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的

产物ꎮ 借助中巴学者交流互通ꎬ 两国在克服研究障碍方面又迈进了一步ꎮ
同样ꎬ 为克服语言障碍和空间距离ꎬ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自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起正式播出葡萄牙语节目ꎮ 而在巴西方面ꎬ 总部位于首都的巴西利亚超级

调频电台和位于南里奥格兰德州首府阿雷格里港的巴西瓜伊巴电台ꎬ 每天都

会播放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萄牙语部提供的五分钟简讯ꎬ 内容为中国当日

主要新闻ꎮ 此外ꎬ 在新华社和 «人民日报» 的葡语网站上ꎬ 用户可以便捷地

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ꎮ 尽管巴西民众能够在互联网上轻松访问上述媒体ꎬ 但

很少有人意识到ꎬ 他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源持续关注中国的日常生活ꎮ 信息

传播仍旧是一大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 巴西学者也试图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的情

况ꎮ 如前文所述ꎬ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的布埃诺教授将中国古代思想经典译

成了葡萄牙语ꎮ 此外ꎬ 对中国感兴趣的巴西民众还有机会收到一份 «每周中

国通讯»ꎮ “书面” (Ｓｈūｍｉàｎ) 作为一个网络通信平台ꎬ 旨在建立相互理解的

桥梁ꎬ 创造更多交流机会ꎬ 从而优化中国与拉丁美洲ꎬ 尤其是中国与巴西之

间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关系ꎮ 然而它不仅仅是一个由中国媒体和学者提供信

息的平台ꎬ 世界各地期刊、 杂志和报纸上出现的有关中国的研究和新闻信息

都汇聚于此ꎮ “声田” (Ｓｐｏｔｉｆｙ) 是一个集音乐、 播客和视频于一体的流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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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ꎮ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ꎬ 来自巴西的陆依莎 (Ｌｕｉｚａ Ｄｕａｒｔｅ)、 安德烈索

阿雷斯 (Ａｎｄｒé Ｓｏａｒｅｓ) 和蒂亚戈德阿拉高 (Ｔｈｉａｇｏ ｄｅ Ａｒａｇãｏ) 三人在 “声
田” 上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播客ꎮ 然而ꎬ 由于大多数巴西民众无法获取

这些信息ꎬ 上述媒体对中国信息的传播能力仍非常有限ꎮ
值得一提的还有巴西中国研究网络 (ＲＢＣＨＩＮＡ)ꎬ 该网络由巴西各界人

士组成ꎬ 包括教授、 学生、 政治家、 外交官以及商人和记者ꎮ 这些人的共同

点在于他们都曾研究中国或与中国有某种关联ꎬ 网络内的成员每天都会交流

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ꎬ 而这些信息的传播主要通过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巴西人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巴西中国研究网络在米纳斯吉拉斯天主教大学举行了第一届会议ꎬ
第二届会议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在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举行ꎮ

除此之外ꎬ 还有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ꎮ 尽管我们能从中国和巴西两条渠

道获取越来越多有关中国的信息ꎬ 但巴西学生在撰写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时ꎬ
很少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ꎮ 同样ꎬ 在巴西的顶尖高校ꎬ 如圣保罗大学、
圣保罗州立大学、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和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等ꎬ 人文学科

不同领域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时也都公开引用欧美学者的分析ꎮ 近年来ꎬ 尽管

巴西有关中国的研究日益增多ꎬ 但是其中参考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欧美国家ꎮ
这也就意味着ꎬ 巴西未来的高校教师和思想领袖很少能从中国学者那里获取

有关中国的信息ꎮ
不过对于上述情况ꎬ 的确也存在一些例外ꎬ 只是它的前提条件值得我们

关注ꎮ 在巴西ꎬ 多数参考中国文献的研究成果都出自赴巴参加研究生项目的

中国留学生ꎮ 例如李成 (音译) 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

动ꎮ① 在圣保罗州立大学ꎬ 对中国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大国竞

争、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ꎬ 以及中巴贸易关系ꎮ 然而ꎬ 只有当巴西研究人员

掌握一定水平的汉语ꎬ 或是当中国学者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时ꎬ 这些来自中

国的文献才会被引用ꎮ 圣保罗州立大学研究生廖思 (音译) 的硕士学位论文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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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ＥＳＰ / ＵＮＩＣＡＭＰ / ＰＵＣ － ＳＰꎬ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Ｓａｎ Ｔｉａｇｏ Ｄａｎｔａｓꎬ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ｈｄｌ ｈａｎｄｌｅ ｎｅｔ / １１４４９ / １３４０９８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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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间ꎬ 圣保罗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关注中国经济ꎬ 也

有一些研究探讨了 １７ 世纪欧洲的中国形象ꎬ 以及巴西的中国移民问题ꎮ 然而

这些研究同样很少引用中国学者的文献ꎮ 即便有部分中国学者及其成果在研

究中被提及ꎬ 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ꎬ 但其引用来源往往是美国和欧洲的学术

期刊ꎮ 为数不多的例外是巴西学者埃利亚斯雅布尔①和英提门多萨②的博

士学位论文ꎮ
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

安全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布鲁诺杜瓦特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 «习近平与中国的

政治体制»ꎮ③ 该论文旨在阐明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ꎬ 分析中国共产党如

何应对国家制度建设中的挑战ꎬ 并论述习近平就职以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所产

生的影响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杜瓦特有不少参考文献出自中国学者和中国的学

术期刊ꎮ 同时ꎬ 作者也借用了亨廷顿在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一书中提

出的制度化程度标准来评估中国ꎮ④ 此外ꎬ 罗萨娜马沙多的博士学位论文研

究了中国—巴拉圭—巴西路线上中国商品的正式和非正式生产及流通体系ꎮ⑤

为了解中国商品的生产及其背后的人际关系ꎬ 马沙多在中国广东进行了田野

调查ꎬ ２０１０ 年被巴西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和研究生联合会 (ＡＮＰＯＣＳ) 授予巴

西最佳社会科学论文ꎮ
或许ꎬ 利用中巴两国的学术出版物就同一主题搭建知识交流的平台能成

为克服上述种种困难、 推动优质信息传播的可行方法之一ꎮ 例如ꎬ 瓦加斯基

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ꎬ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ｌｉａｓ Ｍａｒｃｏ Ｋｈａｌｉｌ Ｊａｂｂｏｕｒꎬ Ｐｒｏｊｅ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Ｄｅｓｅｎｖｏｌｖｉｍｅｎｔｏ 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ｄｅ Ｍｅｒｃａｄｏ 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ｄｅ
Ｈｏｊｅ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ꎬ ２０１０ Ｔｅｓｅ ( Ｄｏｕｔｏｒａｄｏ ｅｍ 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ａ ) － Ｆａｃｕｌｄａｄｅ ｄｅ 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ａꎬ Ｌｅｔｒａｓ ｅ Ｃｉêｎｃｉａｓ
Ｈｕｍａｎａ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ꎬ ２０１０

Ｉ Ｓ Ｍｅｎｄｏｚａꎬ Ｐｏｅｓｉａ ｅ ａ Ｆｏｒｍａçãｏ ｄｏ Ｅｒｕｄｉｔｏ 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ｌáｓｓｉｃａ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ｉçã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 Ｃｈｉｎêｓ ａｏ
Ｐｏｒｔｕｇｕê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０５ｆ Ｔｅｓｅ (Ｄｏｕｔｏｒａｄｏ) － Ｆａｃｕｌｄａｄｅ ｄｅ Ｅｄｕｃａçãｏ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ꎬ
２０１３

Ｂｒｕｎｏ Ｋｅｒｎ Ｄｕａｒｔｅꎬ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ｅ ｏ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ｄａ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１６ ｆ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çãｏ (Ｍｅｓｔｒａｄｏ) －
Ｃｕｒｓｏ ｄ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ｏｓ Ｅ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ｃ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ｉ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ｏ Ｒｉｏ Ｇｒａｎｄｅ ｄｏ Ｓｕｌ
(ＵＦＲＧＳ)ꎬ Ｐｏｒｔｏ Ａｌｅｇｒｅ (ＲＳ)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ｌｕｍｅ ｕｆｒｇｓ ｂｒ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１８３ / １９３０１３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

Ｒｏｓａｎａ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ꎬ 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ｄｕçãｏ 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çãｏ ｄｅ Ｍｅｒｃａｄｏｒｉａｓ ｎｏ Ｃｉｒｃｕｉｔｏ Ｃｈｉｎａ －
Ｐａｒａｇｕａｉ － Ｂｒａｓｉｌ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３２ ｆ Ｔｅｓｅ (Ｄｏｕｔｏｒａｄｏ) － Ｃｕｒｓｏ ｄｅ Ａｎｔ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ｏ
Ｒｉｏ Ｇｒａｎｄｅ ｄｏ Ｓｕｌ ( ＵＦＲＧＳ)ꎬ Ｐｏｒｔｏ Ａｌｅｇｒｅ ( ＲＳ)ꎬ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ｌｕｍｅ ｕｆｒｇｓ ｂｒ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１８３ / １６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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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学者曾围绕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主题进行经验交流ꎬ 并于 ２０１３ 年在巴

西发行了两卷本的葡语文集ꎮ① 书中收录了两国学者撰写的论文ꎬ 反映了中巴

两国的具体情况ꎮ 这一经验交流模式还可以推广到其他知识领域ꎬ 从而实现

对信息的优化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联合出版物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两国社会、 政治和经济构

成开展经验交流ꎬ 增进相互理解ꎬ 避免错误信息ꎬ 而非为了建立模式让彼此

复制ꎮ 中国与巴西现实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两国在特定问题上进行知识互换ꎬ
尤其当双方面对相似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矛盾时ꎬ 交流有助于寻找合适的替

代方案ꎮ
不同于以往ꎬ 如今的巴西更容易获取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信息ꎮ 而此时

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传播这些信息ꎬ 并将其转化为知识ꎬ 我们需要重

新审视巴西掌握的事实信息以及知识建构过程ꎮ 在继续分析相关内容之前ꎬ
我们有必要消除可能存在的认知误区ꎬ 这对于理解汉学家与中国问题专家之

间的差异至关重要ꎮ 一般而言ꎬ 至少存在三类研究主体会对客体研究对象进

行分析ꎮ 第一类ꎬ 对客体的社会历史构成有意识判断的主体ꎻ 第二类ꎬ 意识

形态研究者②ꎻ 第三类ꎬ 客体主观的辩护者ꎮ 对于最后一类主体ꎬ 本文将不做

分析ꎬ 因为这类 “研究者” 本身充满各种偏见与预想ꎮ 他们的分析更倾向于

形成错误的政治表达ꎬ 而非构建有关某些问题的科学认知ꎮ
正如前文所述ꎬ 由于语言障碍或是参考资料的局限性ꎬ 巴西国内许多学

术论文和报纸文章都忽视了中国近年来社会形态建构过程的特殊性ꎮ 在描写

中国人民及其生活方式的书卷中ꎬ 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也已黯晦消沉ꎮ 同

时ꎬ 由于巴西学者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欧美国家的知识ꎬ 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和

美国固有的偏见很大程度上造成巴西国内出现了 “多个中国” 的意象ꎮ 对此ꎬ
中国正努力改变这一状况ꎮ

三　 超越巴西的中国问题专家

现在ꎬ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所讲述的对他人缺乏了解的历史案例ꎮ 如果

—４５—

①

②

Ｌｉａ Ｖａｌｌｓ Ｐｅｒｅｉｒａꎬ ｅｔ ａｌ (ｏｒｇ )ꎬ Ａ Ａｒｍａｄｉｌｈａ ｄａ Ｒｅｎｄａ Ｍéｄｉａ: Ｖｉｓõｅｓ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 ｅ ｄａ Ｃｈｉｎ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Ｆｇｖ: Ｉｂｒ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１ｖ ｅ ２ｖ

意识形态分析只关注研究对象的表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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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获取有关信息ꎬ 虽然这至关重要ꎬ 但我们还不足以了解他人ꎮ 根据茨

维坦托多罗夫 ( Ｔｚｖｅｔａｎ Ｔｏｄｏｒｏｖ) 的描述ꎬ 哥伦布醉心于马可波罗

(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的游记和皮耶戴利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Ａｉｌｌｙ) 的世界图像理论ꎮ① 除了

他自己脑海里对世界预先设定的认知ꎬ 哥伦布不关心周围任何人ꎮ 他十年间

曾四次到达美洲ꎬ 每一次都希望见到中国的皇帝ꎮ 哥伦布确信自己就在中国ꎬ
因为上帝派他去那里引导中国人皈依基督教ꎮ

哥伦布的神秘主义观点和先入之见是他认知上的一大障碍ꎮ 按托多罗夫

的话来说ꎬ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ꎬ 却没有发现美洲人”②ꎮ 同理ꎬ 中国和巴西

分别发现了对方ꎬ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ꎬ 我们仍需继续 “发现” 两国人民ꎮ 并

且ꎬ 仅仅获得真实的信息还不足以理解他人ꎮ
相似地ꎬ 葡萄牙传教士在明清时期就曾多次试图与中国官员保持联系ꎬ

但中国政府限制其在国内自由活动ꎬ 澳门是他们唯一可以自由出入的城市ꎮ
不过ꎬ 在葡萄牙传教士的执意坚持下ꎬ 其中两人获准在中国领土上游历ꎬ 尽

管依旧没有取得官员们的信任ꎮ
究其原因ꎬ 欧洲传教士对当时的中国人存在误解ꎬ 因而无法融入当地的

社会生活ꎮ 利玛窦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 和罗明坚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ｉ) 两位传教士

曾将中国人与日本人直接联系在一起ꎮ 他们认为ꎬ 既然佛教徒在日本颇有威

望ꎬ 那么中国社会又怎会不接受佛教习俗呢? 因此ꎬ 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

会ꎬ 传教士们开始依照佛教僧侣的形象穿着和表现ꎮ 但不久之后ꎬ 通过与中

国人的接触ꎬ 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精英大多是儒学思想的追随

者ꎮ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另一个现实中时ꎬ 传教士们便放弃了原先的佛

教打扮ꎬ 转而穿上中国学者的丝质长袍ꎬ 还留起了头发和胡须ꎮ③

“成为一名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这一人类学辩论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ꎮ
除极少数例外ꎬ 大多巴西学者都不赞成此类辩论ꎮ 或许这是中国学者需要研

—５５—

①

②

③

法国神学家、 地理学家皮耶戴利 (１３５１—１４２０ 年) 认为ꎬ 大陆结构是对称的ꎮ 他的世界图

像 (Ｉｍａｇｏ Ｍｕｎｄｉ) 理论解释称ꎬ 以赤道线为对称轴ꎬ 地球上有四个大陆ꎬ 北方和南方各有两个ꎮ 北方

的一个大陆是欧洲ꎬ 其在南方的对称大陆便是非洲ꎮ 这两个大陆都位于地球的西半球ꎮ 而在另一边的

东半球ꎬ 赤道线以北是亚洲大陆ꎮ 因此ꎬ 根据戴利的理论逻辑ꎬ 如果有人朝着赤道线的南方前进ꎬ 那

么他一定能到达亚洲大陆的南部ꎮ
Ｔｚｖｅｔａｎ Ｔｏｄｏｒｏｖꎬ Ｌａ Ｃｏｎｑｕｉｓｔａ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Ｅ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 ｄｅｌ Ｏｔｒｏꎬ Ｍｅｘｉｃｏ Ｄ Ｆ ꎻ Ｍａｄｒｉｄ: Ｓｉｇｌｏ

Ｖｅｉｎｔｉｕｎｏ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５７
Ｃａｒｍｅｎ Ｌíｃｉａ Ｐａｌａｚｚｏꎬ Ｏｓ Ｊｅｓｕíｔａｓ ｎａ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ｒｍｅｎｌｉｃｉａ 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 / ２０１４ / ｏｓ －

ｊｅｓｕｉｔａｓ － ｎａ －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ｔｉｇｏ － ｍｅ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ｏ － ｎａ － ｒｅｖｉｓｔａ － ｔｕｉｕｔｉ － ｃｉｅｎｃｉａ － ｅ － ｃｕｌｔｕｒａ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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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问题ꎮ 同样ꎬ 解释巴西人如何形成对中国人的常识也并非本文的目的ꎮ
现在ꎬ 我们最好将常识暂且搁在一边ꎻ 未来ꎬ 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一些特定的

社会群体对一国的常识构建ꎬ 那就必须用到它ꎮ 不同社会群体对他人的看法ꎬ
往往由某些怀有特定目的的人来建构ꎮ

问题不仅在于以偏狭的方式理解研究对象ꎬ 还在于如何避免出现像欧洲

“大发现” 时期的拉美ꎬ 以及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ꎮ 一些被建构出来的意

象和先入为主的表达ꎬ 完全扭曲了中国的现实ꎬ 同时也将扭曲在此基础上继

续发展的中国的未来ꎮ 从理解研究对象的层面来说ꎬ 现实即时间和空间中人

类行为的产物ꎮ
当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位传教士意识到ꎬ 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错误意象是

阻碍他们更好融入中国社会的真正原因时ꎬ 他们便停止了对佛教徒的模仿ꎮ
除了东西方科学知识的交流以外ꎬ 传教士们之所以能与中国官员走得更近ꎬ
是因为前者了解了中国社会历史情况的真实特点ꎮ 与哥伦布不同ꎬ 传教士们

明白事实真相 (历史社会事实) 的重要性ꎬ 以及融入中国社会的原因 (形成

对现实的新认知)ꎮ 如前文所述ꎬ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戈恩教授也有过相似的

经历ꎮ 当他们第一次实地接触中国和中国人后ꎬ 他们随即改变了对这个国家

的社会历史认知ꎮ
因此ꎬ 仅仅获取有关一个国家的优质信息还不够ꎬ 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

的社会历史认知来分析问题ꎮ① 本文并不打算讨论各种有关知识构建的理论ꎬ
我们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ꎬ 共同探究如何以最佳方式ꎬ 通过理性

与知识ꎬ 去克服在理解研究对象时面临的时空障碍ꎮ 例如ꎬ 我们无法与秦朝

的中国进行跨时空接触ꎻ 而即便是在当下ꎬ 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让所有巴西

人都到中国来ꎬ 看看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些什么ꎮ
阿基米德的观察法通常有助于理解社会现象ꎬ 但这一视角终究是 “他人

的解释”ꎬ 即外国人对分析对象的看法ꎬ 因为他们缺乏在特定时空里日常生活

的经历ꎮ② 外国学者没有听过祖父母讲中国故事ꎬ 中国父母也可能没有接触过

—６５—

①

②

“ (   ) ａｌ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ｏｕｓ ｉ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ｄ (   )”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ꎬ Ｏ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Ｃｒíｔｉｃａ ｄ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ꎬ Ｒｉｏ ｄｅ Ｊａｎｅｉｒｏ: Ｅ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çãｏ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１０８０)

汉娜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 曾批评现代科学ꎬ 认为这种阿基米德支点ꎬ 即从外界向内的

思维方式影响了西方科学ꎬ 并使得科学与真正的现实、 标准及测量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差距ꎮ 因此阿伦

特认为ꎬ 人类对自己的错误理解破坏了人类与自己的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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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各款美食和香水ꎻ 在中国ꎬ 外国人甚至不明白什么是用筷子吃饭ꎮ 同

样地ꎬ 中国人有丰富多样的问候用语ꎬ 例如 “你干什么呢?” “吃饭了吗?”
“你去哪儿?”ꎬ 但很少有外国学者知道这些用语不同的含义ꎬ 他们只知道 “你
好”ꎮ 对于一些国家知识的特殊性ꎬ 唯有当地人能告诉我们如何理解ꎻ 只有那

些日常生活在中国的人ꎬ 才能明白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ꎮ 因此ꎬ 从研究

对象国的国民那里直接获取知识和信息ꎬ 这一点尤为重要ꎮ
对于 “真相”ꎬ 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存在两个真相ꎬ 分别为研究学者眼中的

真相和事实上的真相ꎮ 因此ꎬ 根据这个逻辑ꎬ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至少也存

在两个 “中国”ꎬ 即任何一名研究学者眼中的中国ꎬ 以及事实上的中国ꎮ 社会

学家的目标是尽可能靠近 “事实上的中国” 并掌握其社会历史构成ꎮ
我们对巴西国内知识渊博的中国研究学者和汉学家做了本质上的区分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有关特定历史事实的信息” 与 “对历史事件形成的社会历史

认知” 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ꎮ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那样ꎬ 随着中国公

共外交提供的机遇与日俱增ꎬ 巴西培养出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可能性也在

同步上升ꎮ 宋晓丽和韩召颖认为ꎬ 公共外交推动了中国和拉美之间最初的接

触ꎬ 能够避免拉美国家对中国的误解ꎮ① 但是要培养汉学家ꎬ 只获取信息是不

够的ꎮ 信息的质量十分关键ꎬ 但更重要的是ꎬ 必须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信息ꎮ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阐明ꎬ 尽管巴西对 “多个中国” 意象进行了简化ꎬ 但自

１９ 世纪末以来ꎬ 巴西学界仍有三个占主流的 “中国意象”ꎬ 分别是: 作为千年

文明的中国、 共产主义中国、 提供资本机遇的中国ꎮ 基于前两种意象ꎬ 在过去

几年里一个具备经济和政治能力、 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新中国意

象又在巴西出现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每一种意象的建构都存在对现实的误解ꎬ 但

它们的确可以成为有用的学术工具ꎬ 因而仅适用于知识普及的目的ꎮ
此外ꎬ 这几种意象还存在一个普遍问题ꎬ 即它们只展现了表面上的 “真

实的中国”ꎮ 然而如果只通过意识形态分析去研究中国ꎬ 我们并不能领悟这个

国家的客观现实ꎮ 就好比一名学者的研究目的仅仅是想了解中国经济、 政治

及外交中的某一方面ꎬ 那么他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分析就可能存在严重偏差ꎮ
因此ꎬ 全面理解一个国家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些社会科学分析中常见的错误ꎬ
即将具体与抽象、 特殊性与普遍性相混淆ꎮ

—７５—

① 宋晓丽、 韩召颖: «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 演进、 活动与效果»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２３ － １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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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治哲学家卡洛斯库蒂尼奥曾批判法国结构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ꎬ
认为这种试图理解事物的方式或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致西方思想界出现

“理性的苦难” 的罪魁祸首之一ꎮ① 同理ꎬ 我们可以说基于经济或文化偏见ꎬ
或者仅透过中国古代历史来理解中国及其人民的现实ꎬ 也将是一种 “理性的

苦难”ꎮ 因此ꎬ 为克服巴西学者在中国研究上的局限ꎬ 有必要对恢复哲学传统

进行反思ꎮ
与中国研究专家相反ꎬ 汉学家在形成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时必须保留

其中的历史维度ꎬ 他们需要在近五千年的中国生活方式断裂与延续中掌握社

会关系实践的丰富性ꎮ 正如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ꎬ 中国的内涵超越其经济、
政治、 历史等各部分的叠加ꎮ 因此ꎬ 汉学本身也在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ꎮ
即便已经成为一名汉学家ꎬ 也需要不断更新知识ꎬ 以发现在时空维度上定义

中国的科学范畴ꎮ 基于这一点ꎬ 汉学家必须明确中国生活方式创造与再创造

的历史事实ꎬ 避免出现将具体与抽象、 特殊性与普遍性相混淆的社会分析ꎮ
如此看来ꎬ 汉学家本身也是依赖于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者ꎮ

此外ꎬ 巴西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不应仅仅成为中国

古代史专家ꎬ 对孔子、 司马迁以及唐代诗歌了如指掌ꎬ 却不知晓当今中国发

生的事情ꎮ 同样ꎬ 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也不能只关心

当代中国经济ꎬ 而忽视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ꎮ 如前文所述ꎬ 为更

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ꎬ 除历史和文化外ꎬ 巴西汉学家还需掌握中国的经济、
语言、 政治和地理ꎬ 了解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中国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在断裂与

延续的进程中实现创造与再创造ꎮ
对于巴西汉学的未来ꎬ 巴西的汉学家有必要进行连贯的研究ꎬ 至少在两

国之间建立起一个逻辑契合点ꎮ 中国古代思想家、 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强调ꎬ
学术的目标是为政府和政务培养具有实才实德、 心系百姓生计之人ꎮ 可见ꎬ
学术研究影响着百姓生计和社会稳定ꎮ 为此ꎬ 巴西的汉学家们务必克服自身

局限ꎬ 听从颜元的教诲ꎬ 努力成为 “有实才实德之人”ꎮ 此外ꎬ 巴西汉学的根

本目的ꎬ 在于消除因中巴两国生活方式加速变革而产生的相互误解ꎮ 除 “中
国精神”、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以外ꎬ 从整体上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是巴西汉学家建构对中国社会历史认知的必修课ꎮ

—８５—

① Ｃａｒｌｏｓ Ｎｅｌｓｏｎ Ｃｏｕｔｉｎｈｏꎬ Ｏ Ｅｓｔｒｕ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ｏ ｅ ａ Ｍｉｓéｒｉａ ｄａ Ｒａｚãｏꎬ Ｓãｏ Ｐａｕｌ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ã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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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早在几个世纪前ꎬ 外国传教士、 学者和记者就形成了有关中国的认知ꎬ
他们的观点被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ꎮ 在此情况下ꎬ 巴西学者对优质信息的

积累必然少之又少ꎬ 对研究对象也已先入为主ꎮ 为更好地认识中国ꎬ 避免误

解的产生ꎬ 巴西学者有必要建构自己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认知ꎬ 并在没有偏见

和预想的前提下将这些知识传递下去ꎮ
自 １９ 世纪末以来ꎬ 巴西学界始终试图解密中国ꎬ 因为这是一个与巴西空

间距离极远ꎬ 但命运联系日益紧密的国家ꎮ 到目前为止ꎬ 学者们建构了三个

有关中国的意象: 古代中国、 共产主义中国、 提供资本机遇的中国ꎮ 在过去

几年里ꎬ 一个具备经济和政治能力、 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

家的新中国意象也已在巴西出现ꎮ
尽管巴西有一部分专家对中国的某些方面了如指掌ꎬ 他们对了解中国和

中国人民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ꎬ 但巴西学界距离组建一支有学术连贯性的汉

学研究团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对此ꎬ 中巴两国人民正努力优化他们之间的

经验和信息交流ꎮ 知识的局限阻碍了巴西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构成ꎮ
同时ꎬ 本文还就培养巴西汉学家ꎬ 并使其了解 “真实中国” 的重要性提

出了思考ꎮ 汉学家应当意识到ꎬ 人是特定时间和空间里集体活动的产物ꎬ 这

一点可以通过辩证的理性思维来理解ꎮ 中国的整体内涵大于其政治、 外交、
经济、 古代史等表面现象的总和ꎮ 因此ꎬ 单纯地获取信息还远远不够ꎬ 尽管

它是理解分析对象时必须迈出的第一步ꎮ
如今ꎬ 汉学应当突破其作为欧洲殖民工具的历史起源ꎮ 如前文所述ꎬ 汉

学也有其发展历史ꎬ 且应当克服它的起源问题ꎮ 如果 １９ 世纪下半叶的座右铭

是 “知识带来掌控”ꎬ 那么今天的我们有必要放弃任何企图建立依附关系的尝

试ꎮ 同时ꎬ 新时代的座右铭将更贴近于 “知识带来共享”ꎮ

(翻译　 贾诗慧ꎻ 校对　 金晓文ꎻ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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