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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研討會紀實

耿立群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組長

民國102年是國家圖書館建館80周年，漢學研

究中心特別籌劃舉辦「圖書、知識建構與文他傳

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以茲慶賀。研討會條與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辦，於102年 12月 12 日至

13 日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行。

一、籌備經過

漢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每兩年舉

辦一次國際研討會，繼民國 100年 10月召開「臺

灣漢學新世紀 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術論

壇」後，就一直思考102年該設定探討什麼議題。

由於102年條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 80周

年館慶，本中心為共襄盛舉，當然研討會主題脫

離不了「圖書 J '尤其是希望能與本館特色館藏

中國善本古籍相關的議題。再者，目前臺灣學界

關注「知識建構和傳播」的論題，例如中央研究

院文哲所有「明清文學經典中之知識建構與文他

思維:文本、理論、文他交流」研究計畫，近史

所有「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播」研究群。

相關的研討會也陸續召開，如民國99年中研院近

史所舉辦「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理念、學科、

出版、社群」國際學術研討會、 100年彰他師範

大學以 '2011 中文知識生產與亞洲社會轉型」為

題、 101年更有「臺灣東南亞研究的新路向:知

識建構與方法實作 J (中研院民族所)、「從晚

r‘ 

明到晚清:文學﹒翻譯、知識建構 J (中研院文

哲所)、「文他流動與知識傳播一一方法論與實

例研究 J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等研討會的舉

辦。於是本中心亦以此方向規劃研討會主題。

初步設定的研討會名稱是「中國圖書與知識

傳播史 J '經102年元月本中心指導委員會同意，

遂尋求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合辦。與學術機

構合辦研討會是本中心的慣例，主要目的是藉助

學術社群的專業意見和人脈，將研討會規劃得較

符合學術脈動，也能邀請到較整齊的與會學者。

合辦會議很快的獲得文哲所胡曉真所長的支持，

於是二單位共組籌備委員會，文哲所代表條胡所

長和李興學、林玫儀教授，本中心則由曾館長和

俞小明主任、陳友民組長及筆者共同參加籌備委

員會議。

當備委員會先後在102年2月 7日和7月2日召

開兩次，皆由曾館長主持。第一次轉備會時決定

了會議的正式名稱為「圖書、知識建構與文他傳

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J '並設定了四項子題，分別

是:1.文他典籍之知識建構與傳播， 2.中國與周邊

地區， 3.宗教典籍之傳播， 4.出版與(非)物質文

忱。同時決定召開的時間、地點和規模，我們預

計舉辦二天的會議，安排六個場次，宣讀18篇論

文。會後由當備委員李實學教授撰寫了會議宗旨

和邀請函內容，同時由各籌備委員推薦了各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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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文發表人建議名單，由本中心彙總後依序邀

約。第二次籌備會則決定專題演講人選為李歐梵

院士，主持人兼講評人邀請對象，以及一般與會

學者邀約原則，會後論文集之出版等事宜。

二、閉幕式與議程

研討會於102年 12月 12至 13 日假本館國際會議

廳舉行，為期2天，分6場次進行，共發表19篇論

文。其中國外學者包括來自美國、日本、捷克、

中國大陸和香港共計八位。

本館曾館長於閉幕式中致詞

1 

中研院文哲所胡曉真所長致詞

12 日上午進行開幕式，由二主辦單位首長

曾館長和胡曉真所長分別致詞。曾館長表示，這

個研討會是慶祝國家圖書館80周年館慶的壓軸活

動，也是探討圖書文獻學與文史研究結合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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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具有深遠的意義。其後邀請中央研究院院

士李歐梵教授專題演講「全球他下的知識轉型和

圖書的意義 J '李院士目前條香港中文大學講座

教授。他以在網絡發達時代中，方便大量蒐印國

內外文獻資料的親身經歷，說明知識與圖書的形

式，已於現今全球化時代裡悄然轉型並且無遺

弗屆地傳遞。近一小時的演講中旁徵博引中西

名著，包括錢存訓《書於竹吊〉、義大利作家

Umberto Eco的This is Not the End ofthe Book等書，

談及中國與歐洲的印刷術發展與影響以及各界學

者對於文字載體 「書」的哲學思考，發人深

省。他指出，活版印刷始於宋代，造成對儒家經

典的重視，而西方印刷術開始於15世紀，比中國

晚400年，但明清通俗小說大量流行，與西方印

刷術傳人有很大的關保 。西方書籍常有精緻貴重

的包裝，如利瑪竇帶著金色封皮的〈聖經〉至中

國，令人驚艷，而中國對書不重視裝訂包裝，這

可能影響中西方知識傳布的差距。他也認為雖然

網路上資訊充斥，但實體的「書」不可能被電子

載體取代，且上網得愈多，下載列印用紙卻也愈

多，這是一個弔詭的現象，亦見紙本圖書存在的

恆久性。

接著進行六場次的論文發表，以下將議程驢

李歐梵院士專題演講



列於次:

第一場次主持兼評論人:柯慶明

1縈新江接受與排斥 唐朝時期漢籍的西域流布

2.陸 揚唐代的清流文t 一個現象的概述

3二階堂善弘日本禪宗寺院之宋明伽藍神

第二場次主持兼評論人:吳哲夫

4.黃沛榮文獻整理與資料流失

5.劉苑如地獄版權 葉德輝印經因緣考

6.劉瓊云 《忠、經〉小傳:一卷書的生命簡史

第三場次主持兼評論人:嚴志雄

7.何予明明人的世界想像與出版業 兼論閱讀

空間的(非)物質性

8.凌筱曲高 History-Making and Remembrance in 

Taohuashan 

9.包 捷 (Lucie Olivová) Editions and Pri叫ngs of 

Yangzhou huafang lu 揚州畫肪錄

10林熙強銅鑑以鑑吾形，書鑑以鑑吾心: 《勵傭

一鑑〉與《焰迷四鏡〉中「鏡」的文學

與宗教意義

第四場次主持兼評論人:古偉瀛

11.李貴學 中西會通再探 明末耶穌會著譯對中

國文化的影響

12.潘鳳娟十八~十九世紀西方的《道德經〉翻譯

初探

第二場次由吳哲夫教授(右)主持，黃沛榮(中)、劉瓊

云教授分別宣言賣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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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論文發表學者和主持人合影

13.鄭海娟承繼與新詮: 〈古新聖經〉的解經之道

第五場次主持兼評論人:李貴學

14.陳益源越南古學院所藏中國漢籍的來源與去向

15胡曉真好奇領異與八級之思 明清文人的西

南書寫

16劉斐玟女書傳記書寫的歷史意涵與當代困境

第六場次主持兼評論人:林玫儀

17.張伯偉明清東亞書籍環流與朝鮮女性詩文

18嚴志雄明清之際詩人徐波其人其詩

19.顏健富 晚清文他界對於David Livingstone與非

洲探勘記的接受與傳播

其中，第三場次的何予明教授，因故未克出

席，但在會前一天寄交了論文，於是我們影印發

送給與會人士，做為參考。

最後進行研討會的閉幕式，曾館長和胡所長

代表主辦單位簡單致詞後，由李貴學教授說明研

討會後續事宜，主要是有關論文集出版的規劃。

這次的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將在審查、修訂後由

漢學研究中心正式編印出版，列為本中心之叢刊

論著類。

會後，本中心特別安排與會學者參觀本館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3 年第 1 期(民國 103 年 2 月) 21 



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研討會紀實

善本書室和刻正展出的「葉嘉瑩手稿著作暨影像

展」。善本書室在特藏文獻組俞小明主任親自導

覽下，大家對於本館豐富的善本收藏，以及完

善的典藏環境和講究的槽木書植，都留下深刻的

印象;尤其研究文本，能親眼目睹珍貴的實體古

籍，相互印證'備廠親切與難得。

與會學者聚精會神參觀本館善本書室

與會學者參觀葉嘉瑩手稿若作暨影像展後合影

三、論文內容大要

此次研討會宣讀的 19篇論文，概分為四大

子題。第一子題係「文化典籍之知識建構與傳

播 J '計有六篇論文。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黃沛

榮教授講述(文獻整理與資料流失) ，以一個個

實例，列舉當文獻重刻、選編、影印出版、點校

或電子他時，因人為疏失產生脫漏、刪節、妄

改、妄補、訛誤等問題，而主張使用時應查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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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文本，以免影響研究成果的精確度。北京大學

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陸揚研究員以(唐

代的清流文化〉為題，勾勒晚唐五代的政治文化

特點，像以憑藉文學能力、通過進士詞科、代朝

廷立吉草詔之翰林學士等詞臣為精英群體，並形

成清流文化，且與唐後期的藩鎮體制相結合，

以此為唐宋政治文化轉型提供新的視角和解釋框

架。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員

劉瓊云、嚴志雄和胡曉真，皆以明清時期流傳的

文獻為題。劉瓊云助研究員探討《忠、經〉一書的

生命簡史，由南宋末、明清乃至日本江戶時代各

種不同版本〈忠經}的序跋、評註、內容形式、

收藏印鑑和插畫，分析不同時期、階層的請者

如何理解〈忠經》之教的意涵，整編「忠」的概

念，以及使用這卷經書的不同方式。作者主要利

用本館收藏的《忠經〉版本(多達17部) ，做為

慶賀本館80周年館慶的獻禮。嚴志雄研究員介紹

他近年在上海圖書館發現的《天池落木華存詩}

一書 ，乃明清之際詩人徐波刊刻於康熙初年之孤

本，並分析徐波其人其詩的研究價值，包括有助

了解當時文學生產場域，以及明清之際竟陸詩派

於江南吳中一帶的影響與轉變，同時更為明清詩

歌研究開拓新課題。胡曉真研究員則探討以清初

陸次雲為主的明清文人對西南地區的書寫，由陸

次雲的〈跳月記〉談到〈啊難纖志〉等著作，分

析其敘事特色為知識的趣味他，結合「邊荒」與

「幻奇」兩種元素描繪西南山水之情，和少數民

族的民情風俗與物產，以及該書受到歡迎廣為刊

刻販售。

女書專家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劉斐玟副研究員

講述(女書傳記書寫的歷史意涵與當代困境〉

女書是流傳於湖南省江永縣的婦女專用文字，用



以結拜姊妹、抒發國懷、祭午E祈願，其主軸莫不

環繞著「訴可，憐 J '由此種傳記體可呈現婦女生

命史;但作者發現進人21世紀後，隨著學者、媒

體的關注和出版，反而造成當事人的忌諱而失去

文本掌控權，女書的型態也逐漸由「訴可憐」轉

變為「歌功頌德、」。

第二子題「中國與周邊地區」亦有六篇論

文，從唐朝一直延伸至晚清。北京大學歷史系暨

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榮新江教授，根據吐魯番、

庫車、和田出土文書，探討唐朝統治西域一百多

年間，構成中原文他核心內涵的書籍在西域地區

的流傳，包括傳播漢籍的內容和途徑，使用的人

群，以及對當地胡人知識建構的意義和阻力。日

本關西大學文學部二階堂善弘教授，由日本禪宗

寺院所見的伽藍神並非我們習見的關公，而多見

招寶t郎、祠山張大帝、戚應使者、掌簿判官和

華光大帝等，發現這些都是中圈宋明時代一度流

行的信仰，而傳播到日本，但後來中國本土這些

神明信仰反而衰落無形了。

除了日本之外，韓國和越南也與中國關條密

切。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所長張伯偉教授以

多元流動的「環流」概念，探討明清時期女性文

學書籍如何在東亞，尤其是中國和朝鮮之間被傳

播和閱讀，分為採訪、購買、輸入、饋贈、翻刻

和編集等途徑。成功大學中文系陳益源教授則由

1920年代抄本《古學院書籍守冊> '追索越南阮

朝「古學院」的組織與任務，以及古學院2796部

藏書的內容和來源、、去向。值得注意的是其藏書

中有八成2200多部是中國漢籍，且包括19種宋元

刻本。

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相互了解，往往透過書籍

的翻譯。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潘鳳娟副教授觀察

18至 19世紀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對老子〈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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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諸多英文和法文譯本，敘述此期翻譯史脈

絡，有傳承和衍異關條，以及各譯者對老子其人

其事和〈道德經〉文本真偽的不同詮釋，甚至在

漢學期刊The China Review上展開辯論。清華大學

中文丟失顏健富副教授則聚焦在 19世紀蘇格蘭傳教

士David Livingstone '其著作非洲探勘記被譯為中

文版《黑蠻風土記> '由譯本的成書和內容，以

及當時一系列的報導介紹和小說敘事，分析晚清

文化界對此傳教士及其事蹟的接受與傳播。

第三子題條「宗教典籍之傳播 J '包括四

篇論文。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劉苑如研究員考察清

末民初保守派儒商葉德輝，中年一度刊刻〈佛說

十八泥型經〉等數種地獄真經，她以這些地獄真

經的傳播與民間地獄知識的構成作為背景，從葉

德輝的個人身家、刊刻出版的理念與經濟考量，

探討這種儒者印經流通現象背後的社會、文他與

宗教意涵。

另外三篇皆以基督教為主題。中研院文哲

所李貴學研究員探討明末耶穌會著譯對中國文忱

的影響，列舉明清之際中國人在戲曲、詩歌、寓

吉等各類著作，援引利瑪賣的〈交友論》、《天

主實義〉、《二十五吉〉、〈畸人十篇> '金尼

闇《況義》、高一志《譬學》等實例，說明明清

之際可謂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開始「向西

看」的唱矢。文哲所博士後林熙強先生則以明末

崇禎年間兩部以「鏡」為名的耶穌會士著作:李

九功抄錄的《勵倩一鑑〉和孟儒望所撰《焰述四

鏡> '探討「鏡」在文學設計上的功能，以及其

所代表的宗教意義: <勵備一鑑〉以聖賢的懿範

為鑑， <焰迷四鏡〉以明萬物真主、人有靈性、

死後永報和教之正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

所博士後鄭海娟小姐針對現存最早白話《聖經〉

漢譯本一一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所譯，成書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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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研討會紀實

乾嘉年間的〈古新聖經> '尤其是其中長達到餘

萬字的注解，分析賀氏不但匯總西方史上重要解

經學家觀點，向中文世界船來西方人文及自然科

學知識，且因地制宜，適時根據中國語境加以新

詮。

第四子題為「出版與(非)物質文他 J ' 

有三篇論文，前三篇為英文撰述。其一是美國亞

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文學與文他學院凌筱晴助理

教授，以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為題，利用

1708年刻本中諸多小引、小識、本末、考據、綱

領，以及保留在書頁前後和頁邊的其友朋讀者之

題辭、跋語和批評、詩歌等，探討孔尚任的歷

史觀，條試圖由生長在明末世代者的回憶，活

生生地呈現當時文人社會的面貌與秩序。其二是

捷克帕拉斯基 (Palacky) 大學亞洲系包捷(Lucie

Olivová) 副教授，她講述《揚州、l畫肪錄〉的版本

和印刷，她詳述這本李斗所撰，初刊於乾隆年間

1795年的方志和筆記類古籍之前後各種版本，包

括木板線裝本和晚清民國時期的西式鉛印本，並

介紹書中的插圖內容、數量、來源與畫法技巧特

色。

第三篇像因故未能出席的何予明教授所撰，

她是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東亞語言與文他系

助理教授，論文從明代版刻業新型圖籍的一個個

案〈贏蟲錄> '探討其對明人世界想像的貢獻。

《贏蟲錄〉是明代融匯歷代有關內外諸夷材料的

圖誌，由於其話語特點像文白雜蝶、融入說話、

講史之場域，且具有史、誕交集，實奇共存的想

像空間，又藉圖畫呈現異士風情，讓讀者得以虛

擬旅行，故造成風潮和影響，從嘉靖到萬曆書坊

競相刻印《贏蟲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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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在本館國際會議廳召開，出席踴躍

四、結語

歷經一年的籌備， ，- 圖書、知識建構與文

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天的會期圓滿結束 。

綜觀此次研討會，可謂一次與學界合作成功的範

例。本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分工

合作，共同籌辦，舉凡籌備委員的組成和會議召

開、研討主題和子題設定、與會學者邀請與連

繫，乃至經費支出、工作人員投入，都是雙方

合作討論與分擔 。 在此特別戚謝文哲所胡曉其所

長、李貴學教授的籌劃與支持，以及兩單位會議

主要承辦人 漢學中心的蔡慶郎先生和文哲所

的張穩蘋小姐的辛勞 。

這次研討會的籌劃周密，邀請了國內外優秀

的學者宣讀論文，並特別安排中央研究院院士李

歐梵教授專題演講。為方便與會者迅速掌握論文

大要，因此各篇論文均附有摘要，而且摘要在會

前四個月即刊載於《漢學研究通訊> (第 32 卷第

3 期， 102 年8 月出刊) ，亦公布於漢學中心網頁

中，以便吸引大家的注意與興趣。這次研討會報

名參加者多達300 餘人，大家對於各場精彩的論文

內容都十分肯定 。 與會學者對會後參觀本館善本

書室 ，親眼目睹許多珍貴罕見善本古籍， 尤其印

象深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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