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弁言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刊行之《中正漢學研究》2018 年第 2 期的編輯工作，

已經接近尾聲，在付梓之前，略將本期之編輯過程概述一二。 

 

2018 年 8 月，江寶釵教授接任本系主任，旋即將編輯工作交予本人負責。

先此之前，尚有 5 篇前期稿件正在進行外審，加上本期來稿 13 篇，共計有 18

篇稿件。本刊對於每篇稿件之處理，皆有一定程序，每篇文章皆須經過兩位以

上之外審委員的匿名專業審查，以及編輯委員會委員們的詳細討論。本期最後

通過刊登 7 篇文章，其中，越南阮蘇蘭教授之大作，因修訂不及，故延至下期

刊登，是以本期刊登 6 篇文章。依照各篇文章討論作品之時代先後進行編次，

分別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李蕙如教授〈薈萃甄別的朱學體現：《孟子集

義精要》探析〉、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許怡齡教授〈從東亞視野論《性

理大全》的意義：以韓國與越南的流傳比較為中心〉、（韓國）成均館大學校中

語中文學科金鎬教授〈16-17 世紀朝鮮學界「以儒解莊」的詮釋風氣〉、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許麗芳教授〈唐通事教材對於古典小說與善書之接受：以

江戶時期（1603-1867）《鬧裡鬧》、《唐話長短拾話》、《唐通事心得》為中心〉、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曾若涵教授〈韻學與訓讀：江戶漢學家的經典詮釋方

法一探〉、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趙厚均教授〈乾嘉閨秀的才名意識與文化轉型：

以駱綺蘭為中心〉。 

 

本期刊登之 6 篇文章，除一篇內稿之外，其餘五篇皆為外稿。其中，有二

篇來自海外，有四篇則是由國內學者所撰；各篇論文之時間跨度極大，從元到

清；融攝之面向誠頗為多元，經學、思想、文學、聲韻皆有。值得特別注意的

是，韓國、越南、日本等地之域外漢學研究，顯然已經成為海內外學者們共同

關注的焦點，這是一個當前學術研究的重要訊息。 

 

任何一部期刊的順利發行，背後總有著許多看不見的工作者不計辛勞的努

力付出，本刊自亦不能例外。衷心感謝編輯委員會之校內外委員對於外審名單

的建議，以及在會議討論過程中所提供之寶貴意見。其次，則是負責行政及編

務工作之何秀娟女史，以及協助稿件編輯、校刊工作之兩位博士班同學：侯汶

尚、陳厚任的大力協助。當然，系上的行政支援，以及校方的經費補助，都是

讓本刊得以精進的動力。 



 

《中正漢學研究》之前身為《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乃是國立中正

大學中文系刊行之學術性刊物。本刊歷經許多同仁先進的努力，在厚重的歷史

背後，一點一滴，逐步建立起特屬於學術研究刊物的名聲。毫無疑問，它一直

為海內外學者辛勤耕耘的研究成果，提供一個發表的園地，它也一直是學界同

道彼此交換意見的一個學術平臺，而各方學者的長期支持與不斷灌沃，絕對是

本刊持續成長的最大動力。個人衷心期待四方賢達一如過往，繼續給予本刊支

持，讓《中正漢學研究》得以持續茁壯；本刊也將一秉初心，持續這個已然成

為傳統的工作。相信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亦將是如此。 

 

 

總編輯謝明勳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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