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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轉型後的德國漢學研究，大部分學者主要著重於研究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議題，卻甚少著墨於中國少數
民族議題。
王海(Thomas Heberer)教授不僅研究中國政治與經濟議題，相較於其他同期的學者，其甚早便進入中國
少數民族地區，從事少數民族研究，由另一種角度研究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議題。
其研究不僅見證了轉型中的德國中國學研究，亦建構出另一種中國意象。

本文首先將介紹德國漢學研究發展歷史，其次探討轉型中的中國學研究之發展，並以德國中國學研究
權威教授王海為對象，分析其中國學研究之養成，以及在所處的時空環境變遷中，如何建立自己的研
究議程。
再者，藉由分析其著作，了解王海建構中國意象之方式，以及其研究對德國中國學界之影響。
最終，反省中國研究在德國的變遷，王海在其中的角色與評價，以及王海作品中所透露少數民族研究
對中國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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