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業已出版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全書22冊，已經由中央研究院出版。 

1980年中央研究院在臺北召開了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揭示會議目的有

三：宏揚中華文化、促進漢學研究、加強學術交流。其後，又分別於1986年及

2000年召開第二屆及第三屆會議。 

2012年中央研究院再度集結七個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的研究單位（歷史語

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邀

請國內外學者，針對27個議題，分成69個場次，進行研討。此次會議嘗試打破

科學的畛域，企圖跨越中華文化的範疇和傳統漢學的疆界，讓來自四面八方的

與會者都能針對問題，馳騁其意見，自由其思想，酣暢其心靈，共同成就一場

豐盛的知識饗宴。 

會議舉辦後，經過送審、編輯，於2013年底出版《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共20個主題，全書22冊。在歷

屆漢學會議中，是首次在開會之後不到一年半的時間，即將論文集出齊的先例。論文集所含括的內容，舉要歸納

分為三大類： 

 

一、漢學與傳統中國學 

傳統中國學術一直是漢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近年文獻與文物的大量出土，相當程度的改變了我們對舊問題的

認識和看法，甚至導引出新的議題。出土文獻又包含許多反映庶民生活的材料，對過去史書主要為帝王世紀的情

況，有相當程度的補缺作用。民間的生活、庶民的文化素養、禮俗與信仰等，都為古代庶民社會增添新的歷史圖

像。如古人喪葬的時日信仰、祝禱儀式及死後世界的想像等，都有很重要的內容探索。 

政治上有改朝換代，制度也有變革，歷史上的某些轉變，甚至影響至今，探索這些重要轉變，藉以明白前人

開過的路，哪些是我們仍在走的，哪些是我們半途而廢的，哪些是我們應該開新的。這些都是鑑古知今的重要途

徑，也是漢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宗教信仰一直是中國社會的重要活動，諸如佛教與社會、宗教與藝術、道教、中國近代宗教等主題，以及民

間信仰、民間教派等宗教活動及其內涵，都是漢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本套書對這些課題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展現。 

「檔案」是歷史研究的重要媒材，透過檔案的考掘，並徵驗官方記載與私人撰述，將可為揣摩性的臆測提供

支撐的佐證，甚至對已定調的論斷提出切要的反證。「檔案」是歷史最重要的見證，在漢學研究中無疑是極為重

要的一環。 

儒學一直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主流，自孔子以來，儒學在四書五經的典籍基礎上不斷發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核心。另一方面，儒學又能與其他宗教密切互動，這是中國社會政教多元的象徵。甚至儒學在近代中外思想交流

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呈現儒學的宗教性、普世性和開放性。 

中國文學的歷史悠久，名家輩出，舉凡詩、文、詞、筆記、小說、戲劇及佛經等領域，都是文學的寶庫，也

是研究的重要課題。本套書包含中國文學領域的許多研究成果，如《詩經》評點與《詩經》傳播之關係、《紅樓

夢》現象及其視覺藝術等等。 

 

二、漢學與國際互動 

漢學研究與異域的互動由來已久，且不曾停止，其中尤以與日本、韓國的互動最多。近世由於國際間往來密

切，漢學研究與國際的交流自然跟著熱絡，歐美各國的漢學研究也多了起來。 



西學東漸的嚴峻衝擊，促使近代中國重組知識版圖。新的概念被引介，舊有的思想也以新的方式重加詮釋。

新知識的傳播、並重新定位新舊知識之間的相對關係。 

近代中國的歷史變遷，錯綜複雜，政治與外交領域更是倏忽轉易，風雲詭譎。不論是內政經略抑或是外交折

衝，往往是理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矛盾，也難免是力量和利益的競逐交換。 

華文文學文化與其他文學文化的互動交流，對華文文學文化的發展及實踐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所牽涉到的其

他文學文化傳統及機制，涵蓋了朝鮮、日本、東南亞、歐洲、美國等。 

儒學的兩大分支是經學與思想，其影響不但深入於史學、文學、政制、社會各領域，更擴展至整個東亞地區，

尤其日、韓的經學與思想受中國影響為最多。 

16世紀以降隨著西方勢力東來，東亞海域商民之間的互動出現前所未有的劇變，其中貿易是最明顯的互動。

其交流與媒介、殖民者對華人社群的政策、商品交換等，都是「跨越海洋」的重要意義。 

漢語及其方言的語言事實豐富了語言類型學的內涵。 

 

三、漢學與臺灣文化 

主要從宗教、邊區歷史、心理學、醫療、考古的研究，呈現臺灣文化。 

人類學對臺灣的漢人宗教研究始自日本時代，至今長達百多年，以臺灣田野為核心，並擴展到改革開放後的

中國大陸以及東南亞華人信仰。在宗教類別上，也增加了佛教、儒教與道教的比較研究。 

宗教儀式的探討，如以慈惠堂的母娘信仰為例探討宗教療癒，從身體經驗探討進香的儀式意義；以新港奉天

宮為例，看民間信仰與地方產業的關係。漢人宗教經驗與文化療癒的關鍵觀念、阿美族人的病因觀與儀式治病機

制所牽涉的信仰象徵。臺灣宗教信仰的祭解儀式，及儀式標準化的議題等。 

包括廈門、臺灣、廣西少數民族地區與藏族阿壩地區，均可稱為邊區，邊區歷史的發展除了遠離中央之外，

還加上族群差異、異國、異族文化的影響，而產生多樣性與複雜性。廈門與臺灣的例子顯示同屬華人，但因受到

英國與日本殖民地統治的影響，產生制度差異、文化繼承與認同等問題，使邊區歷史發展呈現高度複雜性。 

在衛生與醫療方面，關注中國和臺灣衛生與醫療史上的相關議題。有關於環境與公共衛生方面，和醫療史方

面的研究。 

在臺灣考古方面：關注臺灣與華南舊石器時代研究的新發現與研究，從新的考古資料探討史前南島語族遷徙，

並對玉器的紋飾母題與象徵意義、資源控制與流通，以及商代政治制度提出新的看法。 

心理學方面，呈現本土心理學在當代全球化脈絡下的自我反思、重新定位與相應於未來趨勢的潛力議題。 

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