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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关于中国的国际科学出版物以及越来 越
多的期刊杂志让人难以判断。但是俄罗斯近年来
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专业 科学期刊，尽管关于
中国的主 题在东方研究、历史和语言学以及国
际关系期刊中受到了广泛的报道。即使 是由非
常专业的作者撰写的热门期刊杂志和文章，也无
法取代对中国严格的科学研究。

本杂志围绕几项基 本原则展开，编委会将严
格遵守这些原则。首先，该期刊的每一期都围绕
着 一个基本的科学主题展开，这个主题不仅可
以针对特定的问题，还可以针对 单独的科学流
派、方法论和讨论要点。因此，每一期都有自己
的发行编辑，这样可以为就同一个问题有不 同
观点和方向的汉学家提供一个平 台。因此每一
期都可以看成是一部比较完整的集体专著，各部
分在主题上和 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不仅不仅
展开专题研究，介绍整个科学领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 者之间没有争议，也并非
不提供不同的观点 -- --正确的科学讨论不仅是
受欢迎的，还是编辑策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另一个重要的编辑 原则是，该杂志为在其领
域工作的杰出科学家和年轻一代的学者提供了一
个 平台，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俄罗斯和国际汉学
界的一个有价值的面孔。

当然，期刊的文章 按照惯例会经过双盲同行
评审，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参考国际编辑委员会
的 经验和意见。

本出版物致力 于研究一种既复杂但同时也在
积极发展 的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定量结构
方法。形式上，本期的文章涵盖了从远古时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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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世纪的巨大的一段时期，尽管量化和结构性
研究本身的方法在 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和经济生
活方面非常成功。

本期致力于讨论一 种非常有趣的研究方法，
以及如何应用它来确定这种或那种事件的真实性
和 频率。这个问题并非毫无疑义，因为中国以
及其他国家的史料研究往往是高 度主观的。诚
然，这并非浅显易懂的作品，但它能回答许多问
题，例如，早 期的汉语文章是口头传播还是书
面传播。

方法论的准确性问 题是今天研究传统中国和
现代中国 的核心问题之一。汉学，以及所有东
方学，诞生于几个世纪前西方文化对东 方文化
的“实用探索”，其代表不仅有理论学家，还
有外交官、 旅行家、翻译家和商人。在西方对
东方的观点中，最有趣的恰恰是文化的差 异：
语言、宗教、管理方法、日常生活构成。在这方
面，第一批汉学家主要 是“信息收集者”，然
后才有了分析研究学家。但渐渐地，汉学已经远
远超出了复述事件的范畴， 列举一些经济发展
的人物和数字（尽管 我们承认，今天也会遇到此
类情况）。 它已经从纯粹的叙事成为了一个系统
方 法为基础的科学研究领域。这可以被认为是汉
学作为一门专业的科学方向的 形成。就此，一种
明确的方法论使 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有时甚至
重新定义）我们对中国现实的看法。

欢迎阅读第一期 “China: society and 
culture“！我们总是对 有趣和有前途的科学文
章持开放态度。

Alexey Maslov (马 斯洛夫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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