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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读书界对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顿失信心，转而向西方另求出路。

就是汉学，亦复如此。通晓西文的学者，渐渐都到西方去。这情形在第二次大战以后，更是如此。 

五十年代初，正是大战之后，汉学的中心地，百废待举，穷困不堪。而西方社会，情况较佳。

于是，不少汉学家相继移居西方。所幸汉学大家多不通西文，而仍留旧地。其中，台湾和日本两

地尤多。然而，学术文化总是后于经济。汉学旧地，经济既落后，便自然照顾不到学术文化。而

西方各大学，环境优胜，便难免为年轻汉学家所向往了。这个局面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渐有改观。 

近十余年来，东方各国经济日渐复苏，而有凌驾西方之势。年轻的汉学家也都乐于回到东方

来。于是，汉学在其旧地也渐复苏起来。日后必随经济而更加发达，形成中兴的局面，可以无疑。 

新加坡位处汉学中心的边缘，汉学研究，颇有可观。近年来，因东方各国经济复苏，汉语汉

文，日受重视。再过数年，新加坡或亦可跻于汉学之中心。依目前之发展大势，此汉学中心当在

一南北纵轴线之两旁。北起汉城，南迄星洲。东面有东京、京都、台北，西面有北京、上海、香

港，连起来如一串珠链。 

南洋理工大学在 1994年 1月重设中文系。三个月后，又设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旨在促进汉学

之教学与研究，以及与各地汉学界之交流。《南大语言文化学报》便为此而设。筹备年余，而终

于问世。日后还望各地学者专家时时赐教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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