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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記

《漢學研究通訊》季刊，自民國71年1月創刊以來，即以報導臺灣地區漢學之研究、教

學、活動及資料四項消息為宗旨，兼及海外漢學研究狀況。86年初並與「蔣經國國際學術

交流基金會」簽約合作，期能更進一步充實內容、強化功能、擴大影響。二十年來《通訊》

刊登不少研究綜述文章，頗受學者好評；而會議報導、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消息，也提供

大量的研究訊息。因此我們覺得整理編印《漢學研究通訊第1-20卷總目錄》有其必要性，

可供關心臺灣地區漢學研究進程的讀者，以各種不同的檢索方式掌握二十年來《通訊》報

導的內容。

在有限的時間下，原擬仿照本中心於民國79年出版的《漢學研究通訊第1-8卷、漢學

研究第1-7卷彙目》的編排體例，以《通訊》目次上的欄目來分。然而在資料彙整過程中

發現，《通訊》以單種期刊目錄來說，欄目竟達三十種之多，欄目用詞同質異名，之所以

造成這種混亂的原因是由於過去編輯人員頻頻更換，使用名稱因人而異，如何在這麼多的

欄目中將內容分辨歸類，費了很大的力氣、花了許多時間，但是工具書如果缺乏有系統性

的指引，勢必減低甚至失去應有的功能。因此為盡力做到最好的呈現，一方面虛心接納專

家的建議，一方面衡量現實的條件，本目錄一切重新設計從頭做起，按內容性質編排分

類，以達到更完整、更方便讀者利用為目的，也因此與《漢學研究第1-18卷總目錄》同時

出版的計畫也因此而延遲。

把《通訊》二十年來的成果重新編排分類，這工程費時費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人

手方面從原來一人獨立作業再加入一名工讀生協助。我們懷著審慎而誠敬的心情，戰戰兢

兢的重新作業。儘管已經對全書體例作了通盤的規劃，但實際操作卻有它的困難度，尤其

是分類的決定，更是大費周章。因《通訊》內容包羅多方，分類條例頗為繁瑣，每每難以

判斷該如何歸類。我們參考了《中國圖書分類法》，《漢學研究第1-18卷總目錄》，又加上

圖書館專家同仁不厭其煩的斟酌與建議，按照《通訊》的特性，才把分類表的層次確定下

來。

至於細部分類，例如「會議報導」，這一欄目的資料一直是《通訊》的特點，紀錄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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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漢學學術界的活動狀況。但是會議類型不僅多且雜，分類起來有相當的困難度，有許

多會議是學科交叉型的。在分類的過程中，不能機械地分為哲學、宗教、史地、語文、文

學等等，因此在歸類時雖然格外慎重，然而錯歸情形仍在所難免。

除了分類外，我們又重新整理「研究機構及學校動態」、「大學研究所漢學課程」、

「漢學學位論文彙目」，這三大項在《通訊》亦佔很重要的篇幅。原本以為這三項在《通訊》

有專門的篇幅，處理起來應是最容易，但早期的通訊並不是很有系統的分類，是交替放在

其他項目中，直到後來才分門別類成為固定欄目。為求有效的整合，無所遺漏，我們從創

刊以來每一期都進行了仔細的檢查。

為了避免分類上的不周全，並呈現本刊的原貌，本目錄並編入「1-20卷彙目」，按卷

期目次排列；「索引」則有著者索引、會議報導名稱筆畫索引，以便讀者以各種不同方式

檢索。最後在「附錄」中，列出漢學研究中心歷任指導委員、主任、組長；《漢學研究通

訊》編輯、通訊員一覽，以及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介紹。

總而言之，《漢學研究通訊第1-20卷總目錄》是我們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不斷的

檢討，反覆校正而後完成的。初次嘗試，儘管過程中不斷遇到困難和瓶頸，但最後心血得

以完成，尚感欣慰。在編輯過程中要感謝劉組長顯叔先生、張組長錦郎先生、及漢學研究

中心的同仁們大力協助，還有《通訊》歷任編輯蔡佩玲小姐、嚴鼎忠先生等，及國家圖書

館對目錄分類學有專精的宋美珍、曾堃賢編輯等提供的寶貴意見。尤其是張組長教導我們

許多編輯工具書寶貴的知識與觀念，讓我們受用無窮。如今完成這本總目錄，於出版前

夕，謹說明緣起與過程，敬祈學者不吝賜教。（陳栩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