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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書的種類很多，但必要的條件是

能方便檢索。一般書籍的編排，通常按照資

料擬定綱目。工具書則為了方便檢索，其體

制須適應讀者的需要、習慣或資料的性質

而作適當的編製。2009年10月由臺北市萬卷

樓圖書公司發行的《中國經學相關研究博碩

士論文目錄》（以下省稱《博碩士論文目

錄》），其編輯方式頗具創意，相信對未來

編輯與出版實體工具書者必有新的思維與因

應之策。

《博碩士論文目錄》屬於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民國以來經學研究計畫」的

研究成果之一，主編者是任職於文哲所的林

慶彰與蔣秋華兩位教授，採錄範圍是自1978

年至2007年間中國大陸完成的經學相關的博

碩士論文條目。負責資料收集與編輯排列等

基礎工作，是由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

究所研究生陳亦伶小姐獨力擔當，再經兩位

主編逐條審閱而完成此一實用的學科書目；

也成為研究中國大陸近半世紀經學

發展的直接資料。

書首林慶彰先生撰序，說明編纂始

末，也揭櫫文哲所擬訂2011-2012年，將以研

究新中國的經學作為專案課題。序言對自1949

年起中國大陸對經學的研究狀況稍作說明，

云：「新中國成立，前十七年已開始批判經

學。文革十年，經學掉入萬丈深淵，學者噤

若寒蟬，幾已沒有人敢談經學。改革開放以

後，有些許學者從事經學著作的研究，但都

不敢說是經學研究，而是古文獻研究。」

慶彰先生不諱言近年中國大陸是受到

臺灣研究經學風氣的影響，始有《中國經學

思想史》（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9月）出版，與「經學研究中心」（清

華大學）的成立。同時自2001年至2007年，

這七年中大陸各大學完成與經學相關的碩

士、博士、博士後論文，超過千餘篇，數量

頗是驚人。

文哲所為來日方便研究新中國經學預作

準備，也為學界提供較完整與正確的資訊，

因此綜採大陸地區：萬方數據庫資源系統中

的中國學位論文全文庫CDDB、中國優秀博

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北大學位論文數

中國經學相關研究博碩士

論文目錄（1978-2007）

林慶彰, 蔣秋華主編/萬卷樓/初版
9810/929頁/27公分/1000元/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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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具書編印啟新猷─評《中國經學相關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

據庫，及《1981-1990中國博士學位論文提要

（社會科學部分）》、《博士文萃》、《大

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中國社會科學博

士論文文庫》、《儒釋道博士論叢書》、

《高校文科博士文庫》、《聊城大學博士文

庫》、《文史博士文庫》、《博士文叢》、

《博士論文庫》、《研究生論文選集》、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碩博士學位論

文》、《湘潭大學法學院博士文庫》、《博

士學位論文選文庫》、《研究生論文選刊》

等工具書，收集1978年至2007年間中國大陸

完成的經學相關論文條目，碩士學位論文

1,751條、博士學位論文529條、博士後論文12

條，共2,292條，書末有作者索引。另附「香

港博碩士論文目錄」，可略窺香港各大學的

經學研究狀況。另有陳亦伶撰〈學位論文

檢索的困境─以兩岸三地中文資料庫為

例〉，剖析編輯本目錄的甘苦談，也是「金

針度人」提供治學的態度與方法。

本目錄分類依據林慶彰教授最早主編的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因此

在分類體例上呈現出一致性的特點，這對欲

瞭解研究生撰寫經學相關的學位論文，以及

學者發表在專著、學報、期刊、研討會論文

集上的單篇論文，在同一類目可以清楚掌握

大陸地區經學研究的全貌。

近年坊間出版屬於參考性質的工具書，

多附電子版，便於讀者利用。《博碩士論文

目錄》沒有電子版，但編輯方式頗能從使用

者的角度設想，它將一般資料庫可以查詢的

功能，轉化成書本方式，對於習慣用實體書

籍的讀者言，此編亦能得到像利用資料庫檢

索功能般獲得需要的的資料與數據。

此書採用「學科別」、「專業別」、「年

度別」、「導師別」四種排列法，每一條目

都加上流水號。慶彰先生說：「要了解經學

中哪一經有什麼著作，就查學科別目錄；要

了解那個學校比較重視經學，就查專業別目

錄；要瞭解經學中哪一個年度有什麼經學論

文，就查年度別目錄；要了解哪一位教授指

導過什麼論文，就查導師別目錄。」這樣多

種檢索方式，改正了目前紙本目錄的缺點，

檢索起來確實非常方便。尤其在考察學術進

展，分析學人成就，乃至比較各地學風與研

究的方法與態度上，交叉運用，不僅對文哲

所研究「新中國的經學」大有助益，也造福

了一般研究國學的人士。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增加了不少篇幅，可能會引起當下高倡

節能減紙、綠色家園的環保人士的抗議。

翻閱這本超過900頁的巨冊，淺綠淡雅

的封面，隱隱含著諸多訊息。乾隆四十六年

（1871）第一份《四庫全書》完成，為了方

便檢閱，每一部書用不同顏色的絹作書衣。

經部是綠色，代表春天；史部是紅色，代表

夏天；子部是藍色，代表秋天；集部是灰

色，代表冬天。不知封面設計者可是此意？

書名「中國經學」，語意雙關，值得

玩味。對地球村民言，經書是中華文化的精

華，經書的內容包羅萬端，舉凡解釋宇宙秩

序、政治、道德規範，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

切的準則。自兩漢產生「經學」後，幾千年

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維，導致經學不斷

地被推動發展，從而衍伸出文字訓詁之學、

經學思想等等課題，因此，「中國經學」理

該屬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資產，豈容他人覬

覦。（注）惟從本書收錄的內容言，書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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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區隔出這冊書，主要是收錄中國大陸

地區博碩士的經學相關論文。

走筆至此，對慶彰教授歷三十多年的努

力，苦心孤詣打造「經學王國」，甚而賠上

健康，此種「一片冰心在玉壺」，無怨無悔

的治學精神，在在令筆者感佩不已。惟筆者

仍有期待者，即是此編《博碩士論文目錄》

能與先生主編的多種經學書目整合成一個經

學研究相關文獻的數位資料庫。

林教授主編並出版的經學類書目，目前

已有9種，依出版時間排列於下：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臺

北市漢學研究中心出版，收入《漢學研究中

心叢刊》目錄類第9種，民國78年（1989）。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9-1992）》，臺

北市漢學研究中心出版，收入《漢學研究中

心叢刊》目錄類第9-2種，民國81年（1992）。

《朱子學研究書目》（1900-1991），臺

北市文津書局出版，民國81年（1992）。

《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1900-

1992），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出版，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

書文獻專刊》第1種，民國82年（1993）。

《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收

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文獻專

刊》第2種，民國84年（1995）。

《日本儒學研究書目》，臺北市臺灣學

生書局出版，收入《中國目錄學叢刊》第二

種，民國87年（1998）。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93-1997）》，

與陳恒嵩教授共同主編，臺北市漢學研究中

心出版，收入《漢學研究中心叢刊》目錄類

第9-3種，民國91年（2002）。

《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1901-2000)》，

與蔣秋華教授共同主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研究所出版，收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圖書文獻專刊》第9種，民國95年（2006）。

《中國經學相關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

（1978-2007），與蔣秋華教授共同主編，臺

北市萬卷樓圖書公司出版，收入《經學類》

第18種，民國98年（2009）。

上列諸書，出版單位有漢學研究中心、

文津書局、臺灣學生書局、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所及萬卷樓，各家版式不同，且分別收

錄在不同性質的叢刊，或入「圖書文獻」、

或入「經學」、或入「目錄」，對讀者檢索

利用，想當然爾是非常不方便的，因此整合

成一個屬於經學研究書目的電子資料庫，相

信對宏揚經學研究的貢獻不言可喻。

注釋

‧ 媒體與網路都有報導：2007年5月27日韓國的端

午祭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公布

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此後陸續聽到，韓國

人發明紙，孔子是他們的祖先，準備以祭孔大

典、科舉制度等等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不論

諸說是否為真，現在韓國已將「中醫」改名為

「韓醫」，乃不爭之事實，益見朝鮮民族居心

叵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