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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体现三种精神的著作
乔还田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

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于

树香著，人民出版社2024年

10月修订重印。

凡是从事编辑工作的都知道，在选题
环节，能不能做到发现好的作品，编辑的眼
光、编辑的学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编辑
要是有好“眼力”，好选题、有价值、有特色的
作品，就不会从你眼皮之下“溜走”。如果没
有眼光，走眼了，好作品也会从你手中溜
走。可见，慧眼识珠是做编辑的基本功，是
衡量一个编辑能力的一种标志。今天，面
对《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
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
这部沉甸甸的书，我很有底气地说：我的眼
光、我的学识还是不错的。我没有走眼。
我不仅拍板立了项，还与作者于树香、

责任编辑于宏雷围绕书稿的修改，进行过
多次交流。我认为，该书体现了三种精神。

第一，本书真实再现了桑志华献身科
学的可贵精神。

诚如邱占祥先生在序中所言：不要忘
记桑志华！当年，桑志华是以传教士的身
份来到中国的。但他没有传教，而是执着
地、默默地做了一件大事：创建了一个自然
博物馆，从而为中国留下了一个当时世界
上第一流的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天津
自然博物馆的前身）。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为了圆梦，桑
志华从1914年到1938年的25年间，以苦
行僧式的刻苦耐劳和献身精神，以惊人的
毅力，靠驴和骡子、靠双脚，带着几个工人，
跑遍大半个中国北方，搜集了大约30万件
动植物、矿物和古生物化石标本。他留下
的《行程录》包罗万象，从政局时事到军阀
战事，从工农业生产、地貌、气象、动植物品
种到普通民众婚丧嫁娶风土民情，为后人

研究这段历史留下宝贵的资料。必须指出
的是，当年来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有很多
洋人，其中不乏传教士，但不少科考者把采
集品都卷走、盗走了。而桑志华则把绝大
部分采集品留在了中国，并建立了北疆博
物院。可以说，他是唯一的。他为中国旧
石器时代考古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以及
动植物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于树香博士的这本书，真实再现了桑
志华逐梦东方的全过程。尽管，如邱老在
序中指出，书中还有一些“缺憾”之处，但这

部兼有学术性、文学性的传记，的确能起到
“铺路石”的作用。本书不仅恢复了桑志华
本人的真实面目，而且给予他公正的评
价。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忘记桑志华。讲
到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也一定会提到桑志
华！本书一定能对中法两国的友谊和文化
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本书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
精神。

大家知道，近年来浮躁之气遍布学术
界。很多学者失去了往日的定力，难以静
下心来做学术研究，从而导致有独到见解
的原创性作品少得可怜。

于树香女士撰写的《法国“进士”逐梦
东方——1914—1938年桑志华（Emile Li-
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一书，可谓十年磨
一剑的结晶。
其一，作者是历史学博士，但不是专业

研究人员，而是一直任职政府机关，分管文
化工作。这部跨界创作，是业余时间完成
的。没有点儿定力和恒心是绝对坚持不下
来的。真的是难能可贵。

其二，本书创作于 2002 年，原拟
2014年出版。人民出版社立项后，为保证
书稿在学术性方面不出纰漏、不出笑话，能
够经得起推敲，于树香认为必须得到古生
物学专家邱占祥先生的认可。邱先生提出
意见后，她又用了三年多时间进行打磨，才
形成了定稿。

其三，研究桑志华需要一定的勇气。
因为他是一个法国传教士。以往，国内学
术界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研究是一棍子打
死。诚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干了不
少坏事，但有些传教士也做了一些好事。

比如：近代中国第一家出版机构、第一本期
刊、第一张报纸，都是传教士办的。这些出版
物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方面起了不可抹杀
的作用。有些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
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
角色。于树香女士对传教士出身的桑志华
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究和定位，是需要胆识和
勇气的。
其四，作者坚持论从史出，有一份材料说

一份话。书中大量引用了桑志华的日记和文
章。作者在后记中袒露：为展示桑志华在华
科考探险的足迹和取得的成果，她翻阅了桑
志华著述的427万字的文献和在华期间发表
的论文；为澄清一个个谜团，查阅了国内外专
家学者发表的有关桑志华的文章；为了弄清
楚那些地质、考古、古人类和古生物化石等领
域的专用术语，“恶补”了相关知识，更可贵的
是，她对收集的所有信息进行了爬梳剔抉，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公允。这是做学
问的真谛和底蕴。
所以，我坚信，本书不会成为昙花一现的

作品。以后，专家们谈到近代中外文化交流，
也一定会提到桑志华！一旦提到桑志华，就
会想到于树香女士撰写的这本书。
第三，本书的审读、加工过程体现了编辑

的工匠精神。
要让书有生命力，且“比人长寿”，编辑环

节必须践行工匠精神。责任编辑于宏雷在审
读、加工这部书稿过程中，做到了“熟谙作者
之思路，深味作者之意旨”，能够“辨其所长所
短”，并“具其所长所短”，和作者沟通，商量如
何进行修改、完善和升华，力求做到精益求
精、精雕细刻。可以说，从定稿内容的取舍到
行文表述，从注释条目及内容的确定到全稿

结构的调整，责编与作者进行了为时两年多
的反复推敲，又是数易其稿。她俩除了面谈，
经常“煲电话粥”，一通话就是一两个小时，就
书稿中涉及考古等专业性强的内容，对翻译
的人名、地名以及表述不清或有歧义的内容，
商量如何求助相关专家和通晓法语的专业人
士来解决难题。由于桑志华科考的地点有相
当数量位于少数民族生活区域，还对涉及少
数民族以及藏传佛教的相关内容做了慎重处
理，请相关专家学者和宗教人士进行了审改。
《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

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是
一本友情的书，是一本凝聚着作者于树香与
责任编辑于宏雷友情的书。因为我是知情
者、见证人，我有资格这样说。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国编

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在天津文化历史街区“五大道”之首的马场道，矗立着

一座罗马式建筑风格的工字形三层楼房，虽然沐浴了百年

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古朴典雅，这就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

前身——北疆博物院。

110年前，法国学者桑志华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孤

身一人，一路辗转来到中国科考探险。这位法国博士自称

“进士”，足迹遍布黄河流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历时25年

（1914—1938），行程近5万公里，收获30余万件标本，创建

了享誉世界的北疆博物院。在那个时代来华的科考探险者

中，桑志华是唯一把绝大部分采集品留在中国的科学家。

如今，北疆博物院以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

历史文献保存完整而被称为“活化石”，成为我国早期博物

馆中独一无二的博物馆，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前来参观，

见证着中法文明互鉴、文化科学交流的历史。

1914年3月，法国学者桑志华来到天津，由此开启了他

在华科考探险逐梦之旅。其间，不乏因中西文化的碰撞与

交流引发的故事。来华期间，他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文

化遗存，改写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从而昭示世

界：中国是古人类的摇篮！他目睹张勋复辟的北京乱象，路

遇日本人为张作霖之死降半旗志哀和此后的“东北易

帜”……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和数百幅珍贵图片，展示了桑志

华的科考历程和科学精神，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再现了

“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

桑志华是一座连接远古与现代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

的桥梁，是促进中法科学文化交流的使者，在这一点上，桑

志华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跨越一个世纪，由桑志华

逐梦东方引起的种种故事仍在继续，不断促进中法民间的

人文交流。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两国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

史。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的视野下，以桑志华逐梦东方所引

发的中法科学文化交流、民间人文交流一定会越来越密切，并

不断向广度深度发展。

今年是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创建
110周年，作为2020年人民出版社优秀学术著
作的《法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
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以下
简称“《法国‘进士’逐梦东方》”），于10月修订重
印发行，意义特殊。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这一历
史课题或称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与探讨，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读了于树香女士著、人民出版社修
订重印的《法国“进士”逐梦东方》，有几点感触。

一、该书是迄今读到的最为系统、全面、深
入、客观记述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的一部专
著。早在2002年，作者就在公开报刊发表了
《近代法国传教士对我国北方的科学考察与天
津北疆博物院》，2004年又发表了《享誉世界的
北疆博物院》。作者是先从关注桑志华和北疆
博物院，发表研究文章做起，进而组织将桑志华
的两部法文《行程录》和相关文章翻译为中文，
又自费远赴法国去桑志华的家乡和他学习、工
作的地方去考察，并对桑志华经历中的时代背
景做了详细考证，花费18年的业余时间，完成
了这部大作，填补了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系统
研究的空白。对作者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搜
集、选择、组织驾驭资料，最终形成专著的过程，
作为博物馆人，是应该向作者学习的。
二、这部专著，文字清丽、叙事清晰、运用史

料得当。作者以文学与史学、文化人类学和自
然科学相结合的笔触，谋篇设目，通篇在以文学
性阐述的基础上，将学术性、专业性及其史实的
严谨性寓于其中，洋洋70余万言，反映了作者
深厚的治学功底与扎实的文字功力。当下，此
类专著的编写，倡导“以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呈
现”，冀望有助于提升读者阅读、学习与研究的
兴趣。《法国“进士”逐梦东方》这部专著，读之引
人入胜，其可读性之强，是给予读者“新的阅读
方式”的一个典范。

三、这部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主要
体现在对桑志华艰苦的科考经历及其科学发现
做了详尽记述。相关内容，该书作者亦早有专
文论及，此不赘述。重要的是，这部专著对于
“第一手资料”的深入发掘与科学运用，为我们
提供了一部重要的信史。该书还综合记述了诸
多专家、学者对桑志华科考与重大发现、藏于北
疆博物院的重要自然标本的研究与著述情况，
进一步体现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此外，这部专著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具

有引领作用。笔者以为，在其启发下，有关这一
课题的研究必将深入发展。如：德日进等诸多
外国专家在北疆博物院的研究、著述；该馆附设
的图书馆所藏大量外文图书、文献资料和原版
照片的深入发掘；再续写天津自然博物馆有关
自然标本的再搜集和相关专家的科研成果，等
等。由此看来，这部专著的修订重印，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

四、这部专著为文物与博物馆的实际工作
提供了大量资料佐证。例如，作者在“享誉世界
的北疆博物院”一篇（第十四篇）中，不仅对北疆
博物院的创建过程做了详尽的记述，亦对该建
筑本身的构造、陈列室的布局与结构，以及标本
的分类、展陈等状况做了详细构画，以细腻平实
的笔触，将一座具有学术性、科学性、知识性的
早期博物馆之原生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亦应指出的是，北疆博物院旧址长期作为
自然博物馆的标本室和库房，被尘封了60多年
（从1949年算起），直到2016年1月，北楼与陈
列室经修缮、布展，终向社会重新开放。本人也
了解到该书作者于树香女士曾为此事奔走、呼
吁。2018年，修缮后的南楼向公众开放。北疆
博物院是我国早期博物馆中唯一一座原址、原
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历史文献完整保存至
今的博物馆，在2019年10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桑志华
旧居对外开放，主要展示桑志华如何筹划、建
设、管理、宣传、展示北疆博物院，以及德日进等
科学家在北疆博物院期间的研究与工作情况。
目前，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正在进行
神甫楼（专家、工作人员宿舍）的整体修缮和展
陈设计……如何让北疆博物院这一珍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服务公众，研究、收藏、保
护、阐释北疆博物院的藏品，使其更好地讲述桑
志华与北疆博物院的故事，促进中法文明互鉴、
文化交流，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做许多工
作。值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创建110
周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该馆举办了“接续
华章铸辉煌——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
110周年特展”以及“交流互鉴 传承创新”国际
研讨会。恰逢此时，于树香女士这部专著修订
重印发行，读之，感慨颇深，其丰富的记述，尤其
是“第一手资料”的深入研究与运用，有诸多的
借鉴与参照价值。

作者为天津文博院原院长、研究馆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和城市
史研究的兴起，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在城市史
和乡村史等多个领域取得显著进展。21世纪
以来，又出现了区域史与交通史、区域史与文
化史结合的新趋向。但从人物传记这一取向
来研究华北区域史的论著尚不多见。近期由
人民出版社修订重印的于树香女士所著《法
国“进士”逐梦东方——1914—1938年桑志
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以下简
称“于著”）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集游记、科考探险记和人物传记于
一体，兼及古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
于著问世后得到古生物学界和历史学界多位
学者的好评。仅就“人物传记与近代华北区
域史研究”这一主题而言，于著在选题视角、
主要内容及史料运用方面，均有其特色。

于著的选题视角集中体现在“从一个西
方人的视角，再现了‘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例如，书中

“落脚欧式风情的天津”部分呈现了天津的历
史、地理、交通、建筑、租界等，显示了西方文
化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深入华北平原”
部分记述了献县等地农民锻造犁铧等农具的
工序、副业状况、交易习惯等；“翻开山西榆社
化石‘地层编年史’新篇章”部分描述了山西
大同的地理和商业等。由此，“《法国‘进士’
逐梦东方——1914—1938 年桑志华（Emile
Licent）来华科考探险记》串起了一部中国近
代史、一部天津近代史、一部近代中西关系史
和文化交流史”的评论就显得恰如其分。
于著的内容涉及民国时期华北民众饮食

习惯和风俗、交通方式、城镇发展、天津与腹
地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在风俗习惯方面，
记述了献县等地农民制作馒头、包子、面条、
粉丝等食物的方法，天津的食品、水果，汾州
小杨镇的皮影戏表演，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等，
呈现了华北民众的饮食习惯和风俗。在交通
方式方面，涉及了天津老龙头铁桥、金汤桥、
金钢桥等桥梁及其历史，小汽车、有轨电车、
西式马车和人力车以及木船等交通方式和交
通工具，太原城内的汽车、人力车等交通工
具，从天津到北京、塘沽、献县的多种交通工
具，体现了华北交通方式和交通工具由传统
向近代的变迁。在城镇发展方面，考察了天
津城市的历史、街区、商人、商品、租界的体育
娱乐设施，以及银行、洋行等金融机构和商业
的兴盛等；山西大同的人口、商铺等；石家庄
的发展历史、交通状况、居民数量、商铺等；献
县的人口、经济等；正定府的街道、城墙、人口
等；邢台的人口、街道等，展示了这些城镇的
历史和现状及其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在天
津与腹地经济关系方面，记载了天津与献县
之间的木料运输，山西大同的批发商从北京
和天津进货等，呈现了天津与腹地间密切的
经济关系。

于著丰富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独具特色的史料来源。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
邱占祥所言，于著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桑
志华所著的两部《行程录》的中译稿。此外，
作者为探寻桑志华来华之谜，曾自费前往桑
志华在法国的家乡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展示
桑志华在华科考探险的足迹，翻阅了桑志华
撰写的400余万字的著述和论文。这些第一
手资料为于著细致描述桑志华在华科考探险

经历，再现民国时期华北经济和社会发展实
态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尽管于著在史料翻译等方面还存在一些

不足，但对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开展，仍具
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其一，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应重视研究
视角和维度的拓展。在重视社会史、城市史、
乡村史、交通史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应重视对
人物传记等新视角的引入。于著的写作视角
表明，人物传记的一大优势在于能够以人物
的经历和行程作为中心线索，将其所见、所
闻、所感结合起来，从而做到故事性强，文字
流畅，可读性强，不仅适合专业人士阅读，而
且能够惠及普通民众，从而大大扩充史学著
作的受众范围。

其二，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应不断扩大
史料来源。就管见所及，当前近代华北区域
史论著的史料来源，主要集中在档案（如《天
津商会档案资料汇编》、海关档案等）、调查报
告（如《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
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以及日文调查报告
等）、著作（如各种中、日、英文著作等）、报刊资
料（如《东方杂志》《中外经济周刊》《工商半月
刊》《经济半月刊》等刊物，《大公报》《益世报》
《庸报》等报纸），但对《行程录》等资料，尤其
是对法文和德文等资料的发掘和利用还比较
薄弱。而于著不仅是一部语言流畅、行文严
谨的史学著作，也具有其资料性。若能循其
线索进一步挖掘资料，或不仅能够推进桑志华
与北疆博物院等选题的研究，而且对天津史乃
至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深入也有所裨益。

其三，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应注重多学科
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一方面，于著之所以
能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作者作为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史学博士，
将多学科优长集于一身。另一方面，于著也启
示我们，近代华北区域史研究的某些选题不仅
需要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
科学方法，而且有时也需要古生物学、古气候
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支撑。因此在开展近代
华北区域史研究时，应立足选题需要，自觉借
鉴和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补足知识结构的
欠缺，不断推进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的更新。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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