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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館藏大陸期刊中國近現代史

研究彙編（1949-1993）》（以下省稱為《近

現代史研究彙編》）是2007年7月由國立政治

大學歷史學系刊行。此編與2004年8月印行

的《臺灣地區館藏大陸期刊明清史研究彙編

(1949-1993)》（以下省稱為《明清史研究彙

編》），皆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師生合

力編輯的工具書，因此，兩書的編輯體例，

與資料排序的方式，大致相同。 

從書首「凡例」可以清楚瞭解編纂這兩

本「彙編」的目的，在於引領讀者瞭解1994

年以前中國大陸地區所出版之明清史研究論

文或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論文，包含史料引

介、學者專論、書評與學界活動等等。換言

之，只要是兩書著錄的篇目，絕對可以在國

內的某學術機構順利覽閱到，因此可視為專

為臺灣學界裁製的史學類工具書。

兩編收錄資料到1993年，乃基於增補中

國期刊網的不足。「中國期刊網」是收

錄中國大陸8,200多種期刊的全文資料

庫，內容涵蓋自然科學、工程技術、

農業、哲學、醫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

領域，收錄從1994年起，至今已累積期刊全

文文獻近2,200多萬篇。惟此一全文檢索資料

庫，並未建置1994年以前的各期刊內容，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師生秉持利己利人的精

神，因而有此工具書的編印，嘉惠學界。 

《明清史研究彙編》收錄明清史相關

論文篇目約5,500餘筆；《近現代史研究彙

編》收錄中國近現代史相關研究論文篇目近

14,000餘筆。「凡例」指出，對於明清史研

究範圍，始自元中期（約1300年），至清道

光年間鴉片戰爭（1840年）前後；所蒐羅之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範圍，始自清道光年間鴉

片戰爭（1840年），至1980年代前後，可知

兩書所錄之時代有其連續性。

臺灣地區公藏可見的大陸期刊有多少？

1996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曾彙整當時蒐藏

大陸期刊歷史較長、數量較多之單位，包括

中正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專為臺灣學界裁製的史學類工具書

《臺灣地區館藏大陸期刊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彙編》

丁原基 ◎ 東吳大學圖書館館長

臺灣地區館藏大陸期刊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彙編
（1949-1993）

唐啟華等主編/政大歷史系

9607/604頁/24公分/平裝/650元

ISBN 9789860103151/016

專為臺灣學界裁製的史學類工具書─《臺灣地區館藏大陸期刊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彙編》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7年11月號．65 

所傅斯年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郭廷以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

書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圖

書館、中華經濟院圖書室、法務部調查局、

政治大學圖書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資料組、海峽交流基金會圖書館、清華大

學人文社會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臺灣大

學圖書館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及

研究中心等14所單位收藏的大陸期刊，截至

1995年2月底，各單位提供之館藏大陸中文

期刊共計6,017筆，去除複本，計有2,558種期

刊，乃編印成《臺灣地區現藏大陸期刊聯合

目錄》，成為當時讀者檢索大陸期刊必備的

工具書。 

兩編選擇的書目期刊，《明清史研究彙

編》書末附錄「收錄期刊館藏地一覽表」，

約近百種。《近現代史研究彙編》附錄的

「大陸期刊臺灣館藏狀況表（1949-1993）」，

計收與史學相關的期刊128種，並且清楚記載

館藏卷期年代與資料型式狀況，較《明清史

研究彙編》更為貼心與適用。

可惜的是，這兩本由學者專家編纂的目

錄類工具書，所收篇目是按作者姓氏排列，

未作類目析分，這種僅有一種檢索的方式，

甚不符合使用者參考便利的需求。尤其是讀

者檢索資料之際，不能察覺到某一專題的研

究概況和進展，以致於目錄最能發揮出「辨

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難以呈現，同時

編纂者的學養功力，也未能由其分類目次而

凸顯，這是令人深感遺憾久處。 

兩編排列方式，既是依據作者姓氏筆畫

排序。各筆資料之編（著）者或譯者超過二

人以上時，「凡例」指出皆以第一作者姓氏

著錄，此種忽略其他作者的方式，實有待商

榷。筆者以為無論編者、譯者有若干人，皆

應分別著錄。試以《近現代史研究彙編》第

3頁為例，該頁收【二劃】作者，其中有：

丁日初、杜恂誠，〈虞洽卿簡論〉，

《歷史研究》1981：3

丁日初、杜恂誠，〈十九世紀中日資本

主義現代化成敗原因淺析〉，《歷史研究》

1983：1

丁日初、杜恂誠，〈對外貿易同中國經

濟近代化的關係（1843年-1936年）〉，《近

代史研究》1987：6

經查是編【七劃】作者，在第146-147頁

尚收錄杜恂誠論文5篇，筆者認為，在「杜

恂誠」條目下，較合理之排列方式為：

杜恂誠、丁日初，〈虞洽卿簡論〉，

《歷史研究》1981：3

杜恂誠、丁日初，〈十九世紀中日資本

主義現代化成敗原因淺析〉，《歷史研究》

1983：1

杜恂誠，〈從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看中

國資產階級的產生〉，《歷史研究》1987：6

杜恂誠、丁日初，〈對外貿易同中國經

濟近代化的關係（1843年-1936年）〉，《近

代史研究》1987：6

杜恂誠，〈近代中國政府財政與銀行

業的相互關係〉，《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

刊》1989：1 

杜恂誠，〈北洋政府時期國家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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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斷〉，《歷史研究》1989：2

杜恂誠，〈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國內

市場商品流通量的一個估計〉，《中國經濟

史研究》1989：4

杜恂誠，〈北洋時期中國新式銀行在對

外貿易中的作用〉，《歷史研究》1991：3

工具書的編纂，其目的就是提供讀者

完整翔實的文獻，兩書既採作者姓氏筆畫排

序，在作者部分，其相關論述皆應完整呈

現，以上將「丁日初」、「杜恂誠」的論

著，採用「互見」的方式排列，既是對撰者

的尊重，也是提供讀者可以瞭解該學者的專

業領域及其研究進展。至於資料的排序理當

依論文出版時間為妥。

《近現代史研究彙編》附錄的「大陸

期刊臺灣館藏狀況表」較《明清史研究彙

編》所收豐富，對讀者的助益自是更多。惟

《近現代史研究彙編》將《文獻》摒除，

則令人不解。筆者僅翻檢1993年《文獻》

各期篇目，已發現有近代人物如李星沅

（1797-1851）、黃遵憲（1848-1905）、沈曾

植（1850-1922）、黃葆年（1854-1924）的相

關文獻。

又如，《近現代史研究彙編》第374頁

收錄：「焦靜宜，〈清末遺老民初新貴在天

津〉，《民國春秋》1990年第1期。」資料

一條；焦靜宜在1993年第4期的《文獻》，

另發表〈林則徐的《荷戈紀程》、《衙齋雜

錄》與姚瑩的《康輶紀行》〉一文，應屬

「近現代史」範疇，可惜因《近現代史研究

彙編》不收《文獻》，因而漏收此一篇目。

另外，《文獻》1993年第3期，有陳少峰撰

〈中國近代的倫理啟蒙與人道主義〉，亦因

相同原因，使得《近現代史研究彙編》未收

此一篇目。

《近現代史研究彙編》所收，除臺灣

地區館藏大陸期刊，尚選錄1949年至1993年

在臺灣所發表的各式歷史學著作。包括歷史

學專門研究刊物（以國科會歷史學門期刊為

主）、歷史學專門著作（含專書、論文集詳

目）、歷史學研究生刊物與國內主要研究機

構所舉辦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因此僅

由書名觀察不知其全部內容，或許這可以提

供使用者一種意外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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